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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2005—2006年对广东湛江红树林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湿地三种红树植物群落（白骨壤+桐化树群落、桐花树群

落、木榄+桐花树群落）的大型底栖动物群落特征进行了分析研究。白骨壤+桐化树群落大型底栖动物群落的物种
数、栖息密度、生物量、丰富度指数和多样性指数均最高，优势度指数居中，均匀度指数略低于桐花树群落；桐
花树群落大型底栖动物物种数急剧减少，尤其是底内型、底上附着型和穴居型种类减少明显，生物量和栖息密度
下降到最低，由于个体数种间分配较为均匀而导致优势度指数下降而均匀度指数增高，虽丰富度指数略低于白骨

壤+桐化树群落，但多样性指数接近于白骨壤+桐化群落；木榄+桐花树群落，大型底栖动物群落的物种数，尤其
是穴居型和底内型种数继续减少，但生物量和栖息密度有所上升，个体数种间分配不均匀而使优势度指数增高而

均匀度下降，加上丰富度指数最低，故多样性指数最小。白骨壤+桐化树群落优势种的生活是底内型和穴居型；

桐花树和木榄+桐花树群落优势种的生活型均是穴居型。三种红树植物群落中的大型底栖动物群落的GS/GSB分
别为0.48、0.63、0.80。相同红树植物群落大型底栖动物群落结构都较为相似，木榄+桐花树群落的相似性最
高，而不同红树植物群落大型底栖动物群落特征的差异明显，反映了不同红树群落对底栖动物群落作用的差别，
同时也展示了各种大型底栖动物对不同红树群落生境的适应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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