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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大型底栖动物根据食性可分为浮游生物食者(planktophagous, Pl)、植食者(phytophagous, Ph)、肉食者

(carnivorous, C)、杂食者(omnivorous, O)和碎屑食者(detritivorous, D)五个功能群。本文根据2007–2008年度和

2013–2014年度在茳芏(Cyperus malaccensis)、海桑(Sonneratia caseolaris)2种生境调查获得的各4个季度的大型底栖

动物数据, 分析了广州南沙十四涌潮间带大型底栖动物功能群的生境差异、季节变化和年际变化。2007–2008年度

采集到26种大型底栖动物, 低于2013–2014年度的36种。无论是2007–2008年度还是2013–2014年度, 茳芏、海桑生

境的大型底栖动物均以植食者的栖息密度和生物量最高, 碎屑食者的栖息密度和生物量最低。生境比较得出, 茳

芏生境大型底栖动物浮游生物食者(Pl)的丰富度指数(d)、均匀度指数(J)和多样性指数(H')均高于海桑生境。年度

比较得出, 在茳芏和海桑生境, 2013–2014年度浮游生物食者的丰富度指数、均匀度指数和多样性指数均高于

2007–2008年度, 这是因为2013–2014年度采集到红树蚬(Gelonia coaxans)和彩虹明樱蛤(Morerlla iridescens)等, 而

2007–2008年度没有采集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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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enthic macrofauna were classified into 5 functional groups, i.e. planktophagous (Pl), phyto-
phagous (Ph), carnivorous (C), omnivorous (O) and detritivorous (D). The biotope difference, seasonal and 
annual variations of functional group of benthic macrofauna in the intertidal zone of the 14th Yong of Nan-
sha, Guangzhou were analyzed in this study according to the four seasonal data of benthic macrofauna col-
lected in two biotopes (Cyperus malaccensis and Sonneratia caseolaris) in 2007–2008 and 2013–2014. A to-
tal of 26 species were recorded in 2007–2008, which was lower than 36 species in 2013–2014. Both in 
2007–2008 and 2013–2014, phytophagous group showed the highest value while detritivorous group shared 
the lowest one in density and biomass. Habitat comparison showed that the abundance index (d), evenness 
index (J) and diversity index (H') of planktophagous group in Cyperus malaccensis habitat were all higher 
than those in Sonneratia caseolaris habitat. Annual comparison showed that the abundance index, evenness 
index and diversity index of planktophagous group in 2013–2014 were all higher than those in 2007 –2008 
both in Cyperus malaccensis and Sonneratia caseolaris habitats because the planktophagous such as Gelonia 
coaxans and Morerlla iridescens and so on were collected in 2013–2014 but they were not found in 
2007–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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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群指具有共同功能特征或利用相同资源

的类群(同源群), 应用在生态学研究中可简化群落

内物种之间的关系。功能群对环境变化的响应弱化

了物种的个别作用, 比个体及种群的反应更重要、

综合性更强(辛俊宏等, 2011)。潮间带生态系统由于

处于海陆过渡地带, 海陆理化因子交替作用, 物质

交换过程复杂多变, 其中潮间带的大型底栖动物由

于其在食物网(链)中的重要作用, 一直倍受关注(葛

宝明等, 2008)。 

国内学者对潮间带大型底栖动物功能群的研

究区域主要集中在浙江以北潮间带 (袁兴中等 , 

2002; 朱晓君和陆健健, 2003, 李欢欢等, 2007; 魏

德重等, 2012), 以及福建泉州湾蟳埔潮间带(李想

等, 2014)和深圳湾潮间带(蔡立哲, 2015)。在广州以

南沿海, 仅有黄睿婧等(2010)和刘莎等(2010)分别

报道了广州南沙十四涌、十九涌潮间带的大型底栖

动物群落, 廖宝文等(2013)综述了广州南沙湿地大

型底栖动物监测结果。但迄今为止, 在广州南沙湿

地尚未见大型底栖动物功能群的报道。 

本文拟探讨广州南沙十四涌潮间带大型底栖

动物功能群在不同生境、季节和年度的分布, 为潮

间带大型底栖动物生态学研究和广州南沙湿地保

护提供基础资料。 

1  研究区域概况 

广州南沙十四涌潮间带地处广州市南沙区新

垦镇, 南濒珠江出海口伶仃洋。属南亚热带海洋性

季风气候, 潮汐为不正规半日潮, 海水盐度很低, 

几乎接近淡水, 底质表层水的盐度范围在0–7 ppt。

该地区气候温暖, 年均气温21.9℃, 最冷月平均气

温13.3℃, 7月平均气温29℃ (常弘等, 2007)。 

2  研究方法 

2.1  样品采集与处理 

2007–2008年度大型底栖动物采用2007年2月

和8月、2008年5月和11月(分别代表冬季、夏季、春

季和秋季 )在茳芏 (Cyperus malaccensis)和海桑

(Sonneratia caseolaris)2种生境的数据; 2013–2014

年度大型底栖动物采用2013年7月和10月、2014年1

月和4月(分别代表夏季、秋季、冬季和春季)在茳芏

和海桑2种生境(图1)的数据。每种生境随机设置5个

样方, 每个样方面积为25 cm × 25 cm, 采样深度

20–30 cm, 所采泥样用0.5 mm孔径的筛网进行分

选。大型底栖动物的采集、保存、鉴定和称重按《海

洋监测规范》(GB17378-2007)和《海洋调查规范》

(GB/T12763-2007)中的有关规定执行。 

2.2  功能群的划分 

依据大型底栖动物食性 , 并参照袁兴中等

(2002)、葛宝明等(2008), 将大型底栖动物划分为以

下5个功能群: 

(1)浮游生物食者(planktonphagous group, Pl): 

依靠各种过滤器官滤取水体中微小的浮游生物, 包 

 

 
 
图1  广州南沙十四涌潮间带大型底栖动物采样站位图 
Fig. 1  Sampling sites of benthic macrofauna in the 14th Yong intertidal zone of Nansha, Guangzho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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括藤壶、大部分双壳类和少数腹足类。 

(2)肉食者(carnivorous group, C): 捕食小型动

物和动物幼体, 如某些环节动物、十足类等。 

(3)杂食者(omnivorous group, O): 依靠皮肤或

鳃的表皮, 直接吸收溶解在水中的有机物, 也可取

食植物腐叶和小型双壳类、甲壳类, 如某些腹足纲、

双壳纲和蟹类等。 

(4)碎屑食者(detritivorous group, D): 摄食底表

的有机碎屑, 吞食沉积物, 在消化道内摄取其中的

有机物质, 如某些线虫、双壳类等。 

(5)植食者(phytophagous group, Ph): 主要以维

管束植物和海藻为饵料, 如某些腹足纲、双壳纲和

蟹类等。 

2.3  数据分析 

根据潮间带大型底栖动物群落的特点及取样

数据, 采用以下公式进行各功能群多样性分析(马

克平, 1994):  

Margalef种类丰富度指数: d = (S – 1)/log2N 

Shannon-Wiener多样性指数: H' = –∑Pilog2Pi 

Pielou均匀度指数 J = H'/Hmax 

式中, S为物种数, N为个体数, Pi为第i个物种出现的

频率。 

运用Primer 5.0软件计算各功能群的多样性指

数, 并采用SPSS 15.0对数据进行无重复双因素方

差分析。 

3  结果 

3.1  大型底栖动物功能群物种组成 

2007–2008年度在两种生境共采集到大型底栖

动物26种, 其中浮游生物食者(Pl)和植食者(Ph)各5

种, 肉食者(C)6种, 杂食者(O)9种, 碎屑食者(D)1

种, 杂食者(O)物种数最多, 碎屑食者(D)物种数最

少(附录1)。茳芏和海桑生境除了碎屑食者(D)均为1

种外, 其余4种食者均是茳芏生境多于海桑生境。从

季节变化看, 四个季节均是肉食者(C)物种数最多, 

碎屑食者(D)物种数最少(图2A)。 

2013–2014年度在茳芏和海桑生境共采集到大

型底栖动物36种, 其中浮游生物食者(Pl)10种, 植

食者(Ph)5种, 肉食者(C)9种, 杂食者(O)7种, 碎屑

食者(D)5种(附录1)。茳芏生境的浮游生物食者(Pl)

和肉食者(C)多于海桑生境, 植食者(Ph)、杂食者(O)

和碎屑食者(D)少于海桑生境。从季节变化看, 四个 

 
 

图2  2007–2008年度(A)和2013–2014年度(B)大型底栖动物
功能群物种组成。Cm: Cyperus malaccensis; Sc: Sonneratia 
caseolaris; Pl: 浮游生物食者; Ph: 植食者; C: 肉食者; O: 
杂食者; D: 碎屑食者。 
Fig. 2  Species composition of benthic macrofauna functional 
groups in 2007–2008 (A) and 2013–2014 (B). Cm: Cyperus 
malaccensis; Sc: Sonneratia caseolaris; Pl: Planktonphagous; 
Ph: Phytophagous; C: Carnivorous; O: Omnivorous; D: Detri-
tivorous. 

 

季节均是肉食者(C)物种数最多, 碎屑食者(D)物种

数最少(图2B)。 

2007–2008年度采集到的大型底栖动物(26种) 

低于2013–2014年度(36种)。2个年度均是杂食者(O)

物种数最多, 碎屑食者(D)物种数最少; 2个年度四

个季节均是肉食者(C)物种数最多, 碎屑食者(D)物

种数最少。 

3.2  大型底栖动物功能群栖息密度组成 
2007–2008年度的大型底栖动物平均栖息密度

为2,061.2 ind./m2, 茳芏生境略高于海桑生境, 冬季

明显高于其他季节。两种生境均是植食者(Ph)占优

势 , 分别占两种生境总栖息密度的 54.45%和

67.32%。碎屑食者(D)在两种生境中栖息密度很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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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茳芏生境和海桑生境分别仅占总栖息密度的

0.01%和0.09%。碎屑食者(D)在夏季和春季没有被

采集到(图3A)。 

2013–2014年度大型底栖动物平均栖息密度为

1,527.2 ind./m2, 茳芏生境明显低于海桑生境, 四个

季节的大型底栖动物栖息密度差幅较小, 最大差幅

仅为464.0 ind./m2。茳芏和海桑生境均以植食者(Ph)

的栖息密度最高, 分别占两种生境总栖息密度的

35.02%和32.05%。肉食者(C)在茳芏生境也占优势, 

与植食者(Ph)的栖息密度一样 , 占总栖息密度的

35.02%。碎屑食者(D)在两种生境中栖息密度很低,

在茳芏和海桑生境分别占总栖息密度的1.15%和

2.93%。杂食者(O)栖息密度在夏、秋季占优, 其分

别占夏季总栖息密度的33.20%和秋季的35.26%。而

在冬季和春季栖息密度占优势的是植食者(Ph), 其

分别占总栖息密度的45.54%和29.41%。四个季度栖

息密度最低的均为碎屑食者(D), 其平均栖息密度

只有48.8 ind./m2, 仅占总栖息密度的3.20%(图3B)。 

2007–2008年度的大型底栖动物栖息密度

(2,061.6 ind./m2) 高 于 2013–2014 年 度 (1,527.2 

ind./m2)。2个年度均是植食者(Ph)的栖息密度最高, 

分别占2个年度总栖息密度的51.69%和33.26%, 即

2013–2014年度植食者(Ph)栖息密度优势降低; 2个

年度均是碎屑食者(D)栖息密度最低, 分别占总栖

息密度的0.39%和3.20%。 

3.3  大型底栖动物功能群生物量组成 
2007–2008年度大型底栖动物平均生物量为

80.67 g/m2, 茳芏生境略低于海桑生境, 冬季明显高

于其他季节。茳芏和海桑生境均是植食者(Ph)占优

势, 分别占总生物量的71.76%和72.81%。碎屑食者

(D)在两种生境中生物量很低, 占总生物量的百分

比均小于0.01%。碎屑食者(D)在夏季和春季没有被

采集到(图4A)。 

2013–2014年度大型底栖动物平均生物量为

72.43 g/m2, 茳芏生境略高于海桑生境, 四个季节的

大型底栖动物生物量差幅较小, 最大差幅为26.61 

g/m2。茳芏和海桑生境均以植食者(Ph)的生物量最

高, 分别占总生物量的55.18%和63.48%。肉食者(C)

生物量在茳芏生境占总生物量的33.68%。碎屑食者

(D)在两种生境中生物量很低, 分别占总生物量的

0.14%和0.46%。四个季节均以植食者(Ph)的生物量

最高, 在春季、夏季、秋季和冬季分别占总生物量 

 
图3  2007–2008年度(A)和2013–2014年度(B)大型底栖动物
功能群栖息密度组成。Cm: Cyperus malaccensis; Sc: Son-
neratia caseolaris; Pl: 浮游生物食者; Ph: 植食者; C: 肉食
者; O: 杂食者; D: 碎屑食者。 
Fig. 3  Density composition of benthic macrofauna functional 
groups in 2007–2008 (A) and 2013–2014 (B). Cm: Cyperus 
malaccensis; Sc: Sonneratia caseolaris; Pl: Planktonphagous; 
Ph: Phytophagous; C: Carnivorous; O: Omnivorous; D: Detri-
tivorous 

 
 
的63.06%、55.90%、62.16%和59.40%。四个季度生

物量最低的均为碎屑食者(D), 其平均生物量只有

0.37 g/m2, 仅占年度总生物量的0.51% (图4B)。 

2007–2008年度大型底栖动物生物量 (80.67 

g/m2)高于2013–2014年度(72.43 g/m2), 差幅较小。2

个年度均是植食者(Ph)的生物量最高, 分别占2个

年度总生物量的72.31%和60.20%; 2个年度均是碎

屑食者(D)生物量最低, 分别占2个年度总生物量的

0.01%和0.51%。 

3.4  大型底栖动物功能群多样性指数 
在2007–2008年度, 广州南沙十四涌潮间带各

功能群大型底栖动物Margalef种类丰富度指数(d)结

果显示, 除了杂食者(O)外, 均是茳芏生境高于海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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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2007–2008年度(A)和2013–2014年度(B)大型底栖动物
功能群生物量组成。Cm: Cyperus malaccensis; Sc: Sonne-
ratia caseolaris; Pl: 浮游生物食者; Ph: 植食者; C: 肉食
者; O: 杂食者; D: 碎屑食者。 
Fig. 4  Biomass composition of benthic macrofauna functional 
groups in 2007–2008 (A) and 2013–2014 (B). Cm: Cyperus 
malaccensis; Sc: Sonneratia caseolaris; Pl: Planktonphagous; 
Ph: Phytophagous; C: Carnivorous; O: Omnivorous; D: Detri-
tivorous 

 

生境。分季节来看, 冬季各功能群大型底栖动物的

丰富度指数(d)高于其他季节, 其中冬季肉食者(C)

最高, 达0.99。就全年来看, 丰富度指数(d)最高的是

杂食者(0.99), 碎屑食者由于物种太少, 其丰富度指

数值小于0.01(表1)。 

各功能群大型底栖动物Pielou均匀度指数(J)结

果显示, 茳芏生境均高于海桑生境, 其中茳芏生境

中杂食者(Ph)最高(0.56), 海桑生境中植食者(Ph)最

低(0.05)。分季节来看, 冬季各功能群大型底栖动物

的均匀度指数(J)高于其他季节, 其中冬季杂食者

(O)最高, 达0.69, 夏季植食者(Ph)最低, 只有0.05。

就全年来看, 均匀度指数(J)最高的为杂食者(0.44), 

最低为浮游生物食者(0.13)(表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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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功能群大型底栖动物Shannon-Wiener多样性

指数(H')结果显示, 茳芏生境均高于海桑生境, 其

中茳芏生境中肉食者(C)的Shannon-Wiener多样性

指数(H')最高(1.42), 海桑生境中碎屑食者(D)最低, 

小于0.01。分季节来看, 冬季各功能群大型底栖动

物的Shannon-Wiener多样性指数(H')高于其他季节, 

其中冬季杂食者(O)的多样性指数(H')最高(1.56), 

秋季碎屑食者(D)最低, 小于0.01。从2007–2008年度

看, Shannon-Wiener多样性指数(H')最高为杂食者

(C)(1.14), 最低为碎屑食者(D), 小于0.01 (表1)。 

在2013–2014年度, 广州南沙十四涌潮间带各

功能群大型底栖动物Margalef种类丰富度指数(d)结

果显示, 茳芏生境肉食者(C)的丰富度指数(d)最高

(1.63), 植食者(Ph)最低(0.18)。分季节来看, 冬季各

功能群大型底栖动物的丰富度指数(d)一般要高于

其他季节, 夏季碎屑食者(D)的丰富度指数(d)最高

(1.92), 秋季植食者(Ph)最低(0.19)。就全年来看, 丰

富度指数(d)最高的是浮游生物食者(1.83), 最低为

杂食者(0.98)(表1)。 

各功能群大型底栖动物Pielou均匀度指数(J)结

果显示, 海桑生境杂食者(O)的均匀度指数(J)最高

(0.70), 茳芏和海桑生境中植食者(Ph)最低(0.04)。分

季节来看, 冬季各功能群大型底栖动物的均匀度指

数(J)一般要高于其他季节, 夏季碎屑食者(D)的均

匀度指数(J)最高(0.97), 秋季植食者(Ph)最低(0.05), 

这与丰富度指数(d)结果保持一致。就全年来看, 均

匀度指数(J)最高为杂食者(0.61), 最低为植食者

(0.14)(表1)。 

各功能群大型底栖动物Shannon-Wiener多样性

指数(H')结果显示, 海桑生境杂食者(O)的多样性指

数最高(1.81), 茳芏生境中植食者最低(0.04), 结果

与均匀度指数(J)相同。分季节来看, 冬季各功能群

大型底栖动物的多样性指数(H')一般要高于其他季

节, 夏季碎屑食者(D)的多样性指数(H')最高(2.25), 

秋季植食者(Ph)最低(0.05), 该结果亦与丰富度指数

(d)、均匀度指数(J)保持一致。就全年来看, 多样性

指数(H')最高为肉食者(C)(1.78), 最低为植食者(Ph) 

(0.42) (表1)。 

4  讨论 

4.1  环境因子对群落结构和功能群组成的影响 

大型底栖动物群落组成和分布主要取决于自

然环境的性质, 如环境污染、水动力条件、盐度、

温度等(丛建国, 1998; 周时强等, 2001)。2013–2014

年度与2007–2008年度分别采集到大型底栖动物36

种和26种, 与朱晓君和陆健健(2003)在长江口九段

沙潮间带获取的大型底栖动物种类数相当(38种), 

但与辛俊宏等(2011)研究的胶州湾西北部潮滩湿地

(71种)、廖一波等(2013)调查的浙江西门岛(78种)相

差较大。这可能与广州南沙十四涌潮间带海水盐度

低有直接的关系。采样时测得2013年7月、10月和

2014年4月的平均海水盐度只有0.4, 而且均采集到

溪沙蚕(Namalycastis abiuma)、羽须鳃沙蚕(Dend- 

ronereis pinnaticirrus)等低盐种以及一些淡水种如

扁卷螺(Gyraulus sp.)、河蚬(Corbicula fluminea), 而

辛俊宏等(2011)、李少文等(2013)、廖一波等(2013)

调查的区域海水盐度要高。 

其次, 沉积物差异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大型底

栖动物物种多样性和功能群组成。从本文的研究结

果来看, 主要表现为: (1)底质的不同导致群落的物

种组成和优势种存在很大偏差。柔软底质的茳芏和

海桑生境以宽身闭口蟹和腺带刺沙蚕为优势种, 而

硬底质不适合爬行多毛类的生存, 其优势种是沼蚓

和腹足类。(2)不同类型的沉积物为大型底栖动物提

供不同的食物类型, 从而影响功能群的组成。 

人为干扰对大型底栖动物群落结构也有一定

的影响。广州南沙十四涌潮间带位于洪奇沥水道下

游, 往来船只较多, 水面经常漂浮一层油膜, 对沿

岸植被和土壤造成污染, 这些人类活动导致的环境

污染, 使得2种生境中均有不少适应于高有机质环

境的种类(如小头虫、寡毛类)的分布。因此, 水体盐

度、沉积物特性和人为干扰等多种因素共同作用影

响着广州南沙十四涌潮间带大型底栖动物的群落

结构和功能群组成。 

4.2  不同生境类型导致功能群的差异 
在广州南沙十四涌潮间带两种生境中植食者

的栖息密度和生物量基本处于最高水平, 这一结果

与泉州湾蟳埔潮间带(李想等, 2014)的结果一致, 这

主要是由于广州南沙十四涌茳芏和海桑这两种生

境位于潮间带的中潮区, 且底质为泥沙。而在胶州

湾、莱州湾和浙江西门岛这些区域植食者的栖息密

度和生物量很低甚至没有, 原因主要是这些区域底

质多为软泥, 缺乏藻类生长所需的岩石岸和砾石滩

等硬相底质, 导致植食者功能群因为缺少食物而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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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生存。 

底栖动物功能群多样性是对环境梯度和生境

质量的综合反映(Engle & Summers, 1999)。植被的

类型、覆盖度将直接影响营养源的分布和食物结构, 

从而进一步影响底栖动物功能群的分布(Douglas & 

Mitsch, 2003), 这在本文中得到充分反映。结果显示

茳芏生境中植食者的丰富度指数(d)、均匀度指数

(J)、多样性指数(H')均较低。这是由于取样地茳芏

平均高0.6–1.0 m, 植被郁闭度不高, 而且其生长在

海堤以及海堤前的光滩上, 受潮汐影响极大。而海

桑林内密具气生根, 能为大型底栖动物提供更多栖

息的场所。在2013–2014年度, 虽然植食者在茳芏生

境中有5种, 但个别物种栖息密度和生物量极高, 

这导致了植食者的丰富度指数(d)、均匀度指数(J)、

多样性指数(H')低于浮游生物食者、肉食者和杂食

者功能群。 

此外, 通过对年际间两种共同生境(茳芏和海

桑)的大型底栖动物的功能群结构进行分析后发现, 

2013–2014年度的各功能群的物种多样性要高于

2007–2008年度, 但是唯独植食者(Ph)在栖息密度和

生物量方面出现较大程度的下降。黄丽等(2013)研究

发现老林的大型底栖动物的种类丰度和物种多样性

最高, 并不与红树林的发育呈负相关。广州南沙十四

涌茳芏和海桑林规模较小而且会受到洪奇沥水道潮

汐的影响, 这可能是导致这两种生境中大型底栖动

物各功能群的物种多样性出现增加的主要原因。同

时由于采样点位于洪奇沥水道的下游, 近年来油污

和河道淤积等生态环境问题越来越严重, 藻类无法

在这样的环境下生存, 导致一些植食者(Ph)特别是

腹足类无法获得足够食物而数量急剧下降。 

4.3  不同功能群研究方法的比较 
在海洋生态系统中, 研究大型底栖动物功能多

样性的方法一般分为三种: 相对类群分析法、营养

群分析法和生物特征法(BTA), 其中前两种为已得

到普遍应用的传统方法。相对类群分析法是将各站

位大型底栖动物的相对生物量进行测定, 然后依据

相对生物量的差异性运用主成分分析法进行线性

分类, 此方法依据的是大型底栖动物生物量的差异

而非形态学上的不同, 从而大大减少了工作量。营

养群分析法是依据研究海域内大型底栖动物的营

养摄食方式的差别将其划分为沉积食者、滤食者、 

 

食碎屑者和肉食者, 然后运用主成分分析法将各站

位营养群类型进行线性分类。该方法经袁兴中等

(2002)、朱晓君和陆健健(2003)的改进和发展而成为

国内研究海洋底栖动物功能群的一种普遍方法。生

物特征法在2003年被Bremner等人首次应用于海洋

底栖生态系统中, 而且与相对类群分析法和营养群

分析法做了详细的比较, 然后又经改进(Bremner et 

al, 2006; Paganelli et al, 2012)而更加完善。该方法选

择大型底栖动物在生活史、形态学和习性方面的多

项生物特征, 在之下又分为次一级的类别, 然后根

据各个物种的差异而赋予相应的值, 最终运用模糊

一致性分析法(fuzzy correspondence analysis, FCA)

和协同惯性分析(coinertia analysis, CoI)等特征分析

方法来对底栖动物群落功能多样性进行分析。 

生物特征法有诸多优势: (1)它采用了多元分类

方法来描述生物特征模型, 由Bremner等(2003)最初

所采用的9种到后来的13种再到Paganelli等(2012)的

11种。(2)它在进行底栖动物群落功能多样性分析时

不仅将物种的相对生物量纳入其中, 还包括它们的

生态学特征信息。(3)它使用的模糊一致性分析和协

同惯性分析方法较之主成分分析法更能直观地反

映功能类群组成及其差异性。但生物特征法的漏洞

和缺陷也不可忽视。首先, 底栖动物生物特征尚缺

乏一个完整的数据库能包含所有的物种, 要建立这

样一个数据库需要耗费大量的时间和资源, 再加上

底栖动物种类信息又在不断地变化, 更给数据库的

更新和完善带来巨大的工作量。其次, 被用于评价

底栖动物群落功能多样性的生物特征数还未完全

确定, 如果所选择的生物特征数太多需要耗费大量

的资源和时间, 太少将难以完整地描述底栖动物类

群的功能差异性, 甚至有可能产生误导性的结果。

最后, 已有的研究仅限于北欧国家和地中海地区的

潮下带区域(Bremner et al, 2006; Paganelli et al, 

2012; Van der Linde et al, 2012), 但这种方法能不能

用于本研究所在的潮间带区域尚未可知。 

相比于生物特征法, 本研究所采用的由营养群

分析法所发展而来的功能群方法则要成熟得多而

且在操作上更简便, 而且国内已有多位研究者将功

能群方法广泛应用于各河口和潮间带区域。基于以

上各方面考虑, 本研究采用更适合的功能群方法来

进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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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1  广州南沙十四涌潮间带大型底栖动物功能群 
Appendix 1  Functional groups of benthic macrofauna in the 14th Yong intertidal zone of Nansha, Guangzho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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