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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底栖生物生活在水域底上或底内，是海洋生物最重要和复杂的生态类群，它与浮游生物、游泳生
物在丰富多样特点不同的生境中，组成结构不同、功能各异的生物群落，在完整、健康的生态系统内
构成的复杂食物网一环一链中，承担着生产者、消耗者和／或分解者的功能、作用与任务，为保持顺
畅的物质循环与能量流动过程，完成生源要素在水体、沉积物与生物体间的生物地球化学循环过程，
为保证水域有机物质的健康生产，生物生产力持续发展，食品、药物、工业原料的持续、充足供应，
完成国家建设和社会发展任务作出贡献。
　　海洋底栖生物的特点是种类丰富，群落结构和种间关系复杂，数量分布与环境因子间的关系复杂
多变。
在多样性测定分析中，多种公式应用结果往往是资料数据堆积，头绪混乱不清，难以找出规律性结论
来说明问题的实质——特别是生态学、生物学的关键过程与机制——从而有效地为有关生产建设与事
业管理服务。
　　底栖生物与人类关系十分密切，鱼类、虾蟹、贝类、藻类等生物种类繁多、数量惊人，是重要的
水产资源、渔业捕捞和养殖对象，经济价值很高；许多种类又是医药和多种工业原料的宝贵资源；底
栖无脊椎动物及其幼体又是经济鱼虾类的天然食饵，其繁殖生长影响到水产资源的补充、丰歉与数量
变动；此外，海港、码头、船底及水下设施的污着生物又严重危害港务建设、交通航运及石油井架等
勘探开发作业，常造成严重损失与破坏，影响各业生产。
此外，许多底栖生物栖息于沉积物间，靠吞食底质吸取其有机质为营养来源，其活动影响沉积物层理
结构与物质营养价值；生物扰动作用和底质再沉降已是底栖生态学和沉积动力学研究的主要与基本内
容。
因此，底栖生物研究久已受到各有关学科领域与生产管理、领导部门的重视，而进行着大量调查研究
，并取得了不同程度的成绩、贡献和显著提高。
但是，已有成绩还难以满足国家日益增长的需要，还应该大力加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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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的编写旨在为读者介绍海洋底栖生物研究的基础知识，使读者较为全面地了解海洋底栖生物的现
场调查取样、标本分拣、样品记录、室内标本处理、保存，以及数据资料处理统计等操作步骤，从而
可以独立完成底栖生物现场取样、室内标本分析等工作。
     本书根据以往研究成果，概括介绍了我国南北各海域的自然环境概括与底栖生物群落特点，并选取
了几个典型海域的底栖生物研究实例进行分析。
主要内容包括底栖生物的种类组成、数量分布、次级生产力、群落结构及生物多样性等群落特征，此
外还简要分析了底栖生物与海洋环境因子的关系。
这些介绍有助于读者了解我国各海区的底栖生物概况，为以后研究打下基础。
对于底栖生物在海洋环境管理中的应用方面，作者结合松花江水质生物学评价实例介绍了底栖生物在
水环境质量评价中的指示作用，对河口生态系统健康、底栖生物生态修复以及大型底栖动物研究发展
趋势等进行了论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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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1）担轮幼虫　　前期形似原肠胚，而担轮幼虫前期，卵膜已脱落，这是两者的主要区别。
中期体形近似陀螺。
上端膨大为顶板，边缘有一纤毛轮，其纤毛比体表纤毛长，下端中央有端纤毛束，胚孔对侧有壳腺。
胚体下端的胚壳捧托着软体部，仍无法完全包裹软体部，胚壳内侧出现外套腔，随之逐步形成幼虫肌
与外套膜。
（2）D形面盘幼虫亦称直线铰合幼虫。
受精后20～24h，两壳瓣形成，可包裹整个软体部，两壳背部成直线铰合，壳形似“D”字，肠直管状
。
　　（3）壳顶幼虫　　初期铰合部出现稍微隆起的壳顶，肠开始弯曲。
中期壳顶突出铰合线，壳形从近似蛋形逐渐变为壳口圆弧的三角形。
后期壳顶更突出，壳形略呈三角的卵圆形。
出现管状而弯曲的雏形鳃，面盘发达，仍为唯一运动器官。
足棒状不能爬行，一对暗灰色的眼点出现于足的基部。
　　（4）匍匐幼虫　　面盘逐渐萎缩，浮游能力亦减弱，足较粗，呈斧形或棒状，可在基质上匍匐
爬行，这是与壳顶幼虫后期的主要区别，鳃丝内侧有纤毛做定向划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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