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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以条子泥一期围垦为研究对象，通过对工程前后近海浮游植物、浮游动物、大型底栖动物及

潮间带底栖生物进行取样调查，分析围垦前后的生态特性差异。 结果表明：围垦后浮游植物群落种

类及生物密度有所增加，且种类组成发生变化；垦区附近浮游动物种类增多，优势种发生变化；底栖

生物种类数减少，仍以甲壳动物为主，相对于围垦前的均匀分布，围垦后仅在部分站位监测到；潮间

带底栖生物种类减少，但仍以四角蛤蜊等经济贝类为主，生物密度和生物量变化较小。 围垦改变生

态环境中水动力、悬浮物、沉积物特性等多种环境因子，造成水生生物群落结构及多样性的变化。
关键词： 滩涂围垦；水生生物；底栖生物；生物多样性；群落结构；条子泥围垦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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滩涂围垦是促进沿海地区经济发展和保持用地动态平衡的有效途径［１］，具有可观的经济效益。 随着滩涂

围垦技术的日益成熟，滩涂围垦面积、规模正不断扩大。 以江苏省为例，２００６ 年用于工业和城市建设的滩涂围

垦面积约 ７３ ２ ｋｍ２，到 ２０１３ 年用于该类型的潮滩围垦面积达 ２６０ ｋｍ２，年均增长率达 ２０％。 滩涂围垦在为经济

发展提供土地资源的同时，也引起了沿海滩涂环境污染、海岸自然景观破坏、海岸带生态系统失衡等生态问题。
围垦工程的环境影响与生态效应成为近年来研究的热点问题之一，并由此引起了相关研究者的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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譬如：研究围垦工程对海水入侵的影响及由此造成地下水污染对土壤生态的影响［２⁃３］。 研究围垦后滩涂湿

地植被群落的演替与格局变化过程［４⁃５］；探讨滩涂围垦后不同农业发展模式、土地利用类型变化及生态环境

因子对湿地水鸟群落多样性变化及生态环境选择的影响［６⁃８］；建立水动力模型模拟分析围垦前后河口的潮

流场变化［９⁃１１］；探讨湿地围垦及土壤演替过程中微生物数量变化与土壤肥力的相关关系［１２］；研究围垦工程

对近海水域浮游植物［１３⁃１４］、浮游动物［１５⁃１６］和底栖生物［１７⁃１８］ 等环境因子的影响；建立江苏沿海围垦区生态环

境长效管理模式［１９］。
虽然对于围垦近海水域生态效应的国内外报道较多，但多数集中在底栖生物研究上，对于条子泥垦区水

生生物的群落结构和多样性的研究至今尚未见详细报道。 笔者以条子泥一期工程为研究对象，收集了工程

建设前（２０１０ 年 ４ 月）的生态基础资料，并于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对工程建设后生态现状进行调查监测，对比分析条

子泥围垦工程前后近海生态环境的变化，以期为条子泥围垦工程后续的滩涂生态修复提供相关的基础资料

和技术支持。

图 １　 条子泥一期垦区地理位置

Ｆｉｇ． １　 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ｉｃａｌ ｌｏ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ｉａｏｚｉｎｉ ｒｅｃｌａｍａｔｉｏｎ ａｒｅａ

１　 研究对象与方法

１ １　 研究对象

根据《江苏沿海地区发展规划》，到 ２０２０ 年规划围垦１８ 万 ｈｍ２。
其中，辐射沙脊群核心区的条子泥、高泥、东沙共约 ６ ６７ 万 ｈｍ２的匡

围任务，并先期启动条子泥滩涂围垦工程。 条子泥垦区位于江苏

省东台市弶港镇东部，地处我国典型季风气候区，受海洋性和大陆

性气候双重影响，年均气温 １４℃，年均降水量１０００ｍｍ。 垦区在沿

岸陆地部分为近千年来海岸不断淤长形成的海积平原，地面高程

较高，在弶港附近可达 ４ ５ ｍ 左右，具有较好的滩涂匡围和开发基

础。 条子泥建设计划分三期实施，设计匡围 ２３０ ７３ ｋｍ２，其中，一期

围垦工程从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开始， ２０１３ 年围垦结束，主要为梁垛河口

至方塘河闸北侧的近岸滩涂，围垦面积约 ６０ ９３ ｋｍ２，主要用于发展

水产养殖，其垦区位置见图 １。 本次研究以一期围垦为研究对象，
分析围垦工程对近海水生生物的生态影响。
１ ２　 生态调查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对条子泥围垦区域进行了野外现场监测，浮游植物和浮游动物采样计划站位均为 １０ 个，
大型底栖生物采样站位为 １０ 个。 潮间带生物采样设 ４ 个断面，每个断面分别采集高、中、低潮位样品，每个

样方 ０ ２５ ｍ２。 监测断面具体位置见图 ２（ａ），其中第 ２、５、６、８、１０、１２ 号站点与 ２０１０ 年 ４ 月监测站位位于同

一区域。 收集的 ２０１０ 年 ４ 月在条子泥区域的采样调查布设生态站位 １２ 个，潮间带断面 ３ 条，具体位置见图

２（ｂ）。 由于在围垦前后采样调查布设的站位空间位置和范围分布差异不大，所以对调查结果的影响不大。

图 ２　 条子泥生态监测点位及潮间带布置

Ｆｉｇ． ２　 Ｌａｙｏｕｔｓ ｏｆ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ｍｏｎｉｔｏｒｉｎｇ ｓｉｔｅｓ ａｎｄ ｉｎｔｅｒｔｉｄａｌ ｚｏｎｅｓ ｉｎ Ｔｉａｏｚｉｎｉ ｒｅｃｌａｍａｔｉｏｎ ａｒｅ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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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３　 评价方法

根据滩涂生物群落的特点及取样数据，选择使用了优势度 Ｙ、种类丰富度指数 ｄ、均匀度指数 Ｊ′、多样性

指数 Ｈ′进行分析，其表达式见式（１） ～ （４）。

Ｙ ＝
ｎｉ

Ｎ
ｆｉ （１）

ｄ ＝ Ｓ － １
ｌｎＮ

（２）

Ｊ′ ＝ Ｈ′
Ｈ′ｍａｘ

＝ Ｈ′
ｌｏｇ２ Ｓ

（３）

Ｈ′ ＝ －∑
ｎ

ｉ ＝ １

ｎｉ

Ｎ
ｌｏｇ２

ｎｉ

Ｎ
（４）

式中：ｆｉ———第 ｉ 个种在各样方中出现频率；ｎｉ———群落中第 ｉ 个种在空间中的个体数量；Ｎ———群落中所有

种的个体数总和；Ｓ———种类数；Ｈ′ｍａｘ———最大的物种多样性指数。

２　 结 果 分 析

２ １　 围垦对近海浮游植物的影响

２ １ １　 种类组成及优势种

围垦后垦区附近海域浮游植物种类增多，由围垦前的 ２５ 种增加到 ３９ 种。 优势种全部发生变化，围垦前

优势种有中肋骨条藻、诺氏海链藻、异常角刺藻、小眼园筛藻、布氏双尾藻，其中中肋骨条为藻绝对优势种，密
度百分比为 ７９ ７４％，围垦后优势种有细弱海链藻、细长翼根管藻、短角弯角藻、萎软几内亚藻、北方娄氏藻、
夜光藻，细弱海链藻为绝对优势种，占 ９４ １％，围垦前的优势种在垦后均未出现。
２ １ ２　 生物密度及多样性

围垦后浮游生物密度为 ５ ３×１０８ ｃｅｌｌｓ ／ ｍ３，而围垦前为 ０ ３５８×１０８ ｃｅｌｌｓ ／ ｍ３，生物密度大幅增加。
围垦后浮游植物的平均多样性指数为 １ ５１，范围为 １ ０７～１ ６２，与围垦前的 １ ３５（０ ４９～２ １８）相比，平

均多样性指数有所增大且浮动范围减小，各监测站点多样性指数分布较围垦前分布均匀。 围垦后平均均匀

度指数为 ０ ４８（０ ３３３～０ ５０９），与围垦前 ０ ４（０ １７ ～ ０ ６８）相比有所增加，各监测站点间变化幅度减小，分
布较均匀。 平均丰富度指数围垦后为 ０ ６３（０ ４２ ～ ０ ９６），较围垦前 １ ４２（１ １９ ～ １ ５５）大幅度减小，且围垦

后各站点指数值均低于恳前最低水平。
浮游植物作为水域的初级生产者在海洋生态系统的物质循环中具有重要作用，浮游植物群落结构的变

化能够指示海洋环境质量状况［２０］。 条子泥围垦中浮游植物在围垦后生物密度及物种数均较围垦前明显增

加，这与王春叶等［１４］的研究结果相一致，其研究发现围垦后浮游植物丰度维持在较高水平，认为围垦工程过

程是影响海域浮游植物种群变化的重要原因。 从长期影响结果趋势来看，拓浚工程有利于水生生态环境系

统的恢复与重建。
２ ２　 围垦对近海浮游动物的影响

２ ２ １　 种类组成及优势种

围垦后垦区附近海域浮游动物种类增多，从围垦前的 ２７ 种增加到 ３７ 种。 围垦后优势种有小拟哲水蚤、
平大眼剑水蚤、桡足类幼体、克氏纺锤水蚤、沙蚕幼体、太平洋纺锤水蚤（幼体所占比例较大），绝对优势种为

小拟哲水蚤，密度百分比为 ５３％。 围垦前优势种有真刺唇角水蚤，小拟哲水蚤，漂浮囊糠虾，真刺唇角水蚤

所占比例最大，为 ３１ ０４％，在 １２ 个站位均有出现。 其中，围垦前后小拟哲水蚤均作为优势种出现。
２ ２ ２　 生物密度和生物量

围垦前后各监测站点生物密度和生物量分别见图 ３（ａ）及图 ３（ｂ）。 垦后平均生物密度大幅增加，为
４ ８７４ ｉｎｄ． ／ ｍ３，围垦前仅为 ８４ ｉｎｄ． ／ ｍ３。 而生物量却呈相反趋势，垦后浮游动物平均生物量仅为 １ ３１ ｍｇ ／ ｍ３，
围垦前为 ７７ ｍｇ ／ ｍ３，这可能与垦后所测浮游动物幼体个体数所占比例较大有关。
２ ２ ３　 多样性

围垦前后监测海域内生物多样性各指数对比情况见图 ４。 由图 ４ 可知，围垦后浮游动物的平均多样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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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平均均匀度指数均呈减小趋势且变化幅度减小。 围垦后浮游动物的平均多样性指数为 ２ ２６，范围为

１ ８５～２ ６４。 平均均匀度指数为 ０ ７５，范围为 ０ ６８～０ ８９，各监测站点多样性与均匀度指数分布与围垦前相

比较为均匀，平均丰富度指数围垦后增大。

图 ３　 调查海域浮游动物各站点生物密度和生物量

Ｆｉｇ． ３　 Ｂｉ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ｄｅｎｓｉｔｙ ａｎｄ ｂｉｏｍａｓｓ ｏｆ ｚｏｏｐｌａｎｋｔｏｎ ａｔ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ｍｏｎｉｔｏｒｉｎｇ ｓｉｔｅｓ ｉｎ ｉｎｖｅｓｔｉｇａｔｉｏｎ ａｒｅａ

图 ４　 围垦前后浮游动物生物多样性指数对比

Ｆｉｇ． ４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 ｏｆ ｂｉｏ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ｉｎｄｅｘ ｏｆ
ｚｏｏｐｌａｎｋｔｏｎ ｂｅｆｏｒｅ ａｎｄ ａｆｔｅｒ ｒｅｃｌａｍａｔｉｏｎ

一般认为浮游动物受盐度、温度、径流及食物等因

子的影响。 水中浮游植物是浮游动物的食物来源，浮
游植物的数量变化关系到浮游动物的分布及数量。 本

次调查研究中，浮游植物、浮游动物种类数及生物密度

在围垦后均呈大幅增大的趋势。 主要是由于围垦造成

近海水域悬浮物浓度、溶解氧发生变化以及由此造成

的浮游植物数量变化，条子泥垦区整体海域水质围垦

后较围垦前悬浮物浓度有所增加、溶解氧浓度略有

下降。
２ ３　 围垦对底栖生物的影响

２ ３ １　 围垦对近海底栖生物的影响

２ ３ １ １　 种类组成及优势种

围垦后在调查区域 １０ 个站点（仅在 ４ 个站点采集到生物样本）共采集到大型底栖生物 ２３ 种。 而围垦前

在调查区域 １２ 个站点共采集到底栖生物 ２９ 种，围垦后围垦水域底栖生物种类减少，但其种类组成中，仍以

甲壳动物为主，分别占总类别的 ５２％及 ４８％，其中围垦后鱼类所占比例有所减小。
２ ３ １ ２　 生物密度和生物量

围垦后只在第 ２、３、９、１１ 站位采集到生物样本，大型底栖生物密度为 ３０～５０ ｉｎｄ． ／ ｍ２，平均 ４０ ｉｎｄ． ／ ｍ２；生
物量 ０ ７２～１ ５５ ｇ ／ ｍ２，平均 １ ０４ ｇ ／ ｍ２。 而在围垦前的监测中所有站位均采集到生物样本，底栖生物平均密

度范围为 ０ ０１０ ８ ～ ０ ２２１ ３ ｉｎｄ． ／ ｍ２，平均 ０ ０５２ ８ ｉｎｄ． ／ ｍ２，围垦后近海域底栖生物密度大幅增加；生物量

１０８ ～２ ２１３ ｇ ／ ｍ２，平均 ５２７ ８ ｇ ／ ｍ２。
２ ３ ２　 围垦对潮间带底栖生物的影响

２ ３ ２ １　 种类组成及优势种

围垦前后分别发现潮间带底栖生物 ３９ 种和 ２８ 种，围垦后物数减少。 围垦造成部分优势种发生变化，围
垦前主要优势种有异足索沙蚕、四角蛤蜊、青蛤，调查发现围垦后主要优势种有泥螺、四角蛤蜊、托氏虫昌螺、
圆筒原盒螺、 宽身大眼蟹，仍以四角蛤蜊等经济贝类为主。 其中，围垦前优势种异足索沙蚕在垦后潮间带监

测中未出现，泥螺、宽身大眼蟹等成为区域生物量优势种。
２ ３ ２ ２　 生物密度及生物量

围垦后潮间带底栖生物密度有所增加，而生物量减少，但变化范围较小。 潮间带断面监测中各类底栖生

物生物量和生物密度及各断面上底栖生物生物量和生物密度分别见图 ５（ａ）、图 ５（ｂ）及图 ６（ａ）、图 ６（ｂ）。
通过对比图 ５（ａ）、图 ５（ｂ）可知，围垦后总生物量相对减少，仍以软体动物为主，但甲壳动物量增加；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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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对比图 ６（ａ）、图 ６（ｂ）可知，条子泥一期垦区北侧围垦前后潮间带生物密度变化幅度较小，围垦后使得物

种生物量减少。 垦区南侧围垦后潮间带生物密度及生物量增大。

图 ５　 调查海域潮间带各类底栖生物生物密度和生物量

Ｆｉｇ． ５　 Ｂｉ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ｄｅｎｓｉｔｙ ａｎｄ ｂｉｏｍａｓｓ ｏｆ ｂｅｎｔｈｏｓ ｉｎ ｉｎｔｅｒｔｉｄａｌ ｚｏｎｅｓ ｉｎ ｉｎｖｅｓｔｉｇａｔｉｏｎ ａｒｅａ

图 ６　 各潮间带生物量与密度分布

Ｆｉｇ． ６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ｂｉｏｍａｓｓ ａｎｄ ｄｅｎｓｉｔｙ ｉｎ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ｉｎｔｅｒｔｉｄａｌ ｚｏｎｅｓ

２ ３ ２ ３　 多样性

围垦后潮间带底栖生物的平均多样性指数和平均均匀度指数分别为 ２ ３１ 和 ０ ８８，与围垦前的 ２ ２７ 和

０ ８２ 相比有所增加，但变化幅度较小。 平均丰富度指数围垦后为 ３ ２６，与围垦前的 １ １４ 相比，增加较多。
围垦工程使条子泥区域原有的底栖动物分布格局发生了改变。 由于底栖动物生活所需的营养物质和食

物来自于潮汐作用，而围垦施工后滩涂高程发生了变化，改变了匡围区域的潮汐动力作用，使底栖动物缺少

食物来源，导致种类数发生变化、生物量和密度下降；同时滩涂促淤使底质发生改变，导致底栖动物生态环境

变化，原有底栖动物中部分因不适应生态环境变化而消失，同时也会出现新的物种。

３　 结　 　 论

研究表明，围垦后各水生生物物种数、物种组成、生物密度、生物量及多样性均发生一定变化。 导致这些

变化的重要原因是围垦改变了滩涂高程、水动力、悬浮物、沉积物特性等多种环境因子。 围垦对近海生态系

统的影响可通过该区域水生生物群落及密度的变化表现出来。
ａ． 围垦后工程区浮游植物及浮游动物群落种类及生物密度增加，且种类组成发生变化；围垦带来的人

为干扰改变了浮游植物、浮游动物的群落结构与环境之间的相关关系。
ｂ． 底栖生物种类数减少，且分布不均匀，仅在部分站位监测到，说明围垦工程影响底栖生物分布；潮间

带底栖生物围垦后种类减少，生物密度和生物量变化较小。 因此必须采取科学的围垦方式，实施“生态型围

垦”以保护原有生物群落并对围垦区进行生态恢复。

参考文献：

［ １ ］ 江苏省农业资源开发局．江苏沿海垦区［Ｍ］．北京：海洋出版社，１９９９．
［ ２ ］ 余海忠， 冯书才． 深圳填海工程对海水入侵的影响研究［Ｊ］． 山西建筑， ２０１５， ４１（４）：５６⁃５８．（ＹＵ Ｈａｉｚｈｏｎｇ，ＦＥＮＧ Ｓｈｕｃａｉ．

２４



第 ６ 期 涂琦乐，等　 条子泥围垦工程对近海生态环境的影响

Ｔｈｅ ｓｔｕｄｙ ｏｎ ｓｅａｗａｔｅｒ ｉｎｔｒｕｓｉｏｎ ａｆｆｅｃｔｅｄ ｂｙ ｒｅｃｌａｍａｔｉｏｎ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 ｉｎ Ｓｈｅｎｚｈｅｎ［Ｊ］． Ｓｈａｎｘｉ Ａｒｃｈｉｔｅｃｅｕｒｅ，２０１５， ４１（４）：５６⁃５８．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 ３ ］ 张德君． 海水入侵地下水污染对土壤生态影响研究［Ｄ］．沈阳： 辽宁师范大学， ２００７．
［ ４ ］ 施文彧， 葛振鸣， 王天厚，等． 九段沙湿地植被群落演替与格局变化趋势［Ｊ］． 生态学杂志， ２００７， ２６（２）：１６５⁃１７０．（ＳＨＩ

Ｗｅｎｙｕ，ＧＥ Ｚｈｅｎｍｉｎｇ，ＷＡＮＧ Ｔｉａｎｈｏｕ， ｅｔ ａｌ． Ｓｕｃｃｅｓｓｉｏｎ ａｎｄ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ｐａｔｔｅｒｎ ｏｆ ｖｅｇｅｔａｔｉｏｎ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ｉｅｓ ｏｎ Ｊｉｕｄｕａｎｓｈａ
Ｗｅｔｌａｎｄ［Ｊ］．Ｃｈｉｎｅｓｅ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Ｅｃｏｌｏｇｙ，２００７， ２６（２）：１６５⁃１７０．（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 ５ ］ 葛振鸣， 王天厚， 施文彧，等． 崇明东滩围垦堤内植被快速次生演替特征［Ｊ］． 应用生态学报， ２００５， １６（９）：１６７７⁃１６８１．
（ＧＥ Ｚｈｅｎｍｉｎｇ，ＷＡＮＧ Ｔｉａｎｈｏｕ， ＳＨＩ Ｗｅｎｙｕ，ｅｔ ａｌ．Ｓｅｃｏｎｄａｒｙ ｓｕｃｃｅｓｓｉｏｎ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ｏｆ ｖｅｇｅｔａｔｉｏｎｓ ｏｎ ｒｅｃｌａｉｍｅｄ ｌａｎｄ ｉｎｓｉｄｅ
Ｃｈｏｎｇｍｉｎｇ Ｗｅｔｌａｎｄ ｓｅａｗａｌｌ［Ｊ］．Ｃｈｉｎｅｓｅ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Ａｐｐｌｉｅｄ Ｅｃｏｌｏｇｙ， ２００５， １６（９）：１６７７⁃１６８１．（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 ６ ］ 路珊， 刘晶， 邹业爱，等． 上海浦东东滩滩涂围垦后农业发展模式对春秋迁徙水鸟群落的影响［Ｊ］． 复旦学报：自然科学

版， ２０１４，５３ （３）：３２９⁃３３５．（ＬＵ Ｓｈａｎ，ＬＩＵ Ｊｉｎｇ，ＺＯＵ Ｙｅａｉ，ｅｔ ａｌ．Ｔｈｅ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ｆ Ｆａｒｍｉｎｇ ａｎｄ Ａｑｕａｃｕｌｔｕｒｅ Ａｒｅａｓ ｏｎ Ｓｐｒｉｎｇ ａｎｄ
Ａｕｔｕｍｎ Ｍｉｇｒａｔｏｒｙ Ｗａｔｅｒｆｏｗｌｓ ｉｎ Ｒｅｃｌａｉｍｅｄ Ｄｏｎｇｔａｎ Ｃｏａｓｔａｌ Ｗｅｔｌａｎｄ ｏｆ Ｐｕｄｏｎｇ，Ｓｈａｎｇｈａｉ ［ Ｊ］．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Ｆｕｄａｎ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Ｎａｔｕｒ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 ２０１４， ５３（３）：３２９⁃３３５．（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 ７ ］ 张斌． 长江口滩涂围垦后土地类型变化对水鸟的影响［Ｄ］． 上海：华东师范大学， ２０１２．
［ ８ ］ 衡楠楠． 围垦下的滨海湿地水鸟群落结构与生境因子的关系分析［Ｄ］． 上海：华东师范大学， ２０１２．
［ ９ ］ ＺＥＮＧ Ｘ Ｍ，ＧＵＡＮ Ｗ Ｂ，ＰＡＮ Ｃ． Ｃｕｍｕｌａｔｉｖｅ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 ｏｆ ｌｏｎｇ ｔｅｒｍ ｒｅｃｌａｍａｔｉｏｎ ｏｎ ｈｙｄｒｏｄｙｎａｍｉｃｓ ｉｎ ｔｈｅ Ｘｉａｎｇｓｈａｎｇａｎｇ Ｂａｙ［Ｊ］．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Ｍａｒｉｎｅ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２０１１，２９（１）： ７３⁃８３．
［１０］ 谢亚力， 黄世昌， 王瑞锋，等． 钱塘江河口围涂对杭州湾风暴潮影响数值模拟［Ｊ］．海洋工程， ２００７， ２５（３）：６１⁃６７． （ＸＩＥ

Ｙａｌｉ，ＨＵＡＮＧ Ｓｈｉｃｈａｎｇ，ＷＡＮＧ Ｒｕｉｆｅｎｇ，ｅｔ ａｌ，Ｎｕｍｅｒｉｃａｌ ｓ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ｆ ｒｅｃｌａｍ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Ｑｉａｎｔａｎｇ Ｅｓｔｕａｒｙ ｏｎ ｓｔｏｒｍ ｓｕｒｇｅ
ａｔ Ｈａｎｇｚｈｏｕ Ｂａｙ［Ｊ］． Ｔｈｅ Ｏｃｅａｎ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２００７， ２５（３）：６１⁃６７．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１１］ 张弛，郑金海，刘桂平，等．江苏近岸海域水动力特征及其对围垦工程的响应［ Ｊ］．水利经济，２０１２，３０（３）：６⁃９．（ ＺＨＡＮＧ
Ｃｈｉ，ＺＨＥＮ Ｊｉｎｈａｉ，ＬＩＵ Ｇｕｉｐｉｎｇ，ｅｔ ａｌ． Ｔｈｅ ｈｙｄｒｏｄｙｎａｍｉｃ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ａｎｄ ｔｈｅｉｒ ｒｅｓｐｏｎｓｅｓ ｔｏ ｒｅｃｌａｍａｔｉｏｎ ｐｒｏｊｅｃｔ ｏｆ Ｊｉａｎｇｓｕ
ｃｏａｓｔａｌ ｗａｔｅｒｓ［Ｊ］．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Ｅｃｏｎｏｒｎｉｃｓ ｏｆ Ｗａｔｅｒ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２０１２，３０（３）：６⁃９．（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１２］ 林黎，崔军，陈学萍，等．滩涂围垦和土地利用对土壤微生物群落的影响［Ｊ］．生态学报，２０１４，３４（４）：８９９⁃９０６．（ＬＩＮ Ｌｉ，ＣＵＩ
Ｊｕｎ，ＣＨＥＮ Ｘｕｅｐｉｎｇ，ｅｔ ａｌ．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ｆ ｒｅｃｌａｍａｔｉｏｎ ｏｎ ｔｉｄａｌ ｆｌａｔ ａｎｄ ｌａｎｄ ｕｓｅ ｏｎ ｓｏｉｌ ｍｉｃｒｏｂｉａｌ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 ［ Ｊ］． Ａｃｔａ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
Ｓｉｎｉｃａ， ２０１４，３４（４）： ８９９⁃９０６．（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１３］ 江志兵，朱旭宇，高瑜，等．象山港春季网采浮游植物的分布特征及其影响因素［ Ｊ］．生态学报，２０１３，３３（１１）： ３３４０⁃３３５０．
（ＪＩＡＮＧ Ｚｈｉｂｉｎ，ＺＨＵ Ｘｕｙｕ，ＧＡＯ Ｙｕ，ｅｔ ａｌ．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ｎｅｔ⁃ｐｈｙｔｏｐｌａｎｋｔｏｎ ａｎｄ ｉｔｓ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 ｆａｃｔｏｒｓ ｉｎ ｓｐｒｉｎｇ ｉｎ Ｘｉａｎｇｓｈａｎ Ｂａｙ
［Ｊ］．Ａｃｔａ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 Ｓｉｎｉｃａ，２０１３，３３（１１）：３３４０⁃３３５０．（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１４］ 王春叶，周斌，丁晓东，等．围垦对椒江口夏季浮游植物群落结构和多样性的影响［ Ｊ］．华东师范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
２０１４，４：１４１⁃１５３．（ＷＡＮＧ Ｃｈｕｎｙｅ，ＺＨＯＵ Ｂｉｎ，ＤＩＮ Ｘｉａｏｄｏｎｇ，ｅｔ ａｌ．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ｆ ｒｅｃｌａｍａｔｉｏｎ ｏｎ ｐｈｙｔｏｐｌａｎｋｔｏｎ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ａｎｄ ｂｉｏ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ｉｎ Ｊｉａｏｊｉａｎｇ Ｅｓｔｕａｒｙ［Ｊ］．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Ｅａｓｔ Ｃｈｉｎａ Ｎｏｒｍａｌ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Ｎａｔｕｒ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２０１４， ２０１４（４）： １４１⁃１５３，
１７９．（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１５］ 李强，马长安，吕巍巍，等．围垦对崇明东滩潮沟大中型浮游动物群落结构的影响［ Ｊ］．复旦学报：自然科学版，２０１２，５１
（４）： ５１５⁃５２２． （ＬＩ Ｑｉａｎｇ，ＭＡ Ｃｈａｎｇａｎ，ＬＶ Ｗｅｉｗｅｉ，ｅｔ ａｌ．Ｔｈｅ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ｆ Ｒｅｃｌａｍａｔｉｏｎ ｏｎ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ｏｆ Ｍａｃｒｏ⁃ｍｅｓｏ
Ｚｏｏｐｌａｎｋｔｏｎ ｉｎ Ｔｉｄａｌ Ｃｒｅｅｋｓ ｏｆ ｔｈｅ Ｃｈｏｎｇｍｉｎｇ Ｄｏｎｇｔａｎ［Ｊ］．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Ｆｕｄａｎ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Ｎａｔｕｒ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２０１２，５１（４）：５１５⁃５２２．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１６］ 李强，马长安，吕巍巍，等．南汇东滩湿地围垦水域内浮游动物群落结构的变化［ Ｊ］．应用生态学报，２０１２，２３（８）：２２８７⁃
２２９４．（ＬＩ Ｑｉａｎｇ，ＭＡ Ｃｈａｎｇａｎ，ＬＶ Ｗｅｉｗｅｉ，ｅｔ ａｌ．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ｚｏｏｐｌａｎｋｔｏｎ’ｓ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ｉｎ ｒｅｃｌａｉｍｅｄ ｗａｔｅｒｓ ｏｆ Ｎａｎｈｕｉ
ｅａｓｔ ｔｉｄａｌ ｆｌａｔ ｏｆ Ｓｈａｎｇｈａｉ，Ｅａｓｔ Ｃｈｉｎａ［Ｊ］．Ｃｈｉｎｅｓｅ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Ａｐｐｌｉｅｄ Ｅｃｏｌｏｇｙ，２０１２，２３（８）：２２８７⁃２２９４．（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１７］ ＨＥＮＭＩ Ｙａｓｕｈｉｓａ．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 ｏｆ ｒｅｃｌａｍａｔｉｏｎ ｏｎ ｔｈｅ ｃｏａｓｔａｌ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ｉｎ Ｈａｋａｔａ Ｂａｙ， ｐＰａｒｔｉｃｕｌａｒｌｙ ｔｈｅ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ｎ ｂｅｎｔｈｉｃ ａｎｉｍａｌｓ
ｉｎ ｔｉｄａｌｆｌａｔｓ ａｎｄ ｓｈａｌｌｏｗ ｓｅａ［Ｊ］． Ｊａｐａｎｅｓｅ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Ｂｅｎｔｈｏｌｏｇｙ， ２００２，５７：２８⁃３３．

［１８］ ＹＡＮＧ Ｈ Ｙ， ＣＨＥＮ Ｂ， ＭＡＲＫ Ｂ， ｅｔ ａｌ． Ｉｍｐａｃｔｓ ｏｆ ｔｉｄａｌ ｌａｎｄ ｒｅｃｌａｍ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Ｂｏｈａｉ Ｂａｙ， Ｃｈｉｎａ： ｏｎｇｏｉｎｇ ｌｏｓｓｅｓ ｏｆ ｃｒｉｔｉｃａｌ Ｙｅｌｌｏｗ
Ｓｅａ ｗａｔｅｒｂｉｒｄ ｓｔａｇｉｎｇ ａｎｄ ｗｉｎｔｅｒｉｎｇ ｓｉｔｅｓ［Ｊ］． Ｂｉｒｄ Ｃｏｎ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２０１１， ２１： ２４１⁃２５９．

［１９］ 褚克坚，徐龙龙，华祖林． 江苏沿海滩涂围垦区生态环境长效管理模式研究［Ｊ］． 水利经济，２０１２，３０（３）：７６⁃８０． （ＣＨＵ
Ｋｅｊｉａｎ，ＸＵ Ｌｏｎｇｌｏｎｇ，ＨＵＡ Ｚｈｕｌｉｎ．Ｌｏｎｇ⁃ｔｅｒｍ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ｍｏｄｅ ｆｏｒ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ｏｆ ｃｏａｓｔａｌ ｒｅｃｌａｍａｔｉｏｎ ａｒｅａｓ ｉｎ Ｊｉａｎｇｓｕ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Ｊ］．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ｏｆ Ｗａｔｅｒ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２０１３，２９（６）：３６⁃４０．（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２０］ ＳＵＩＫＫＡＮＥＮ Ｓ，ＬＡＡＭＡＮＥＮ Ｍ，ＨＵＴＴＵＮＥＮ Ｍ． Ｌｏｎｇ⁃ｔｅｒｍ ｃｈａｎｇｅｓ ｉｎ ｓｕｍｍｅｒ ｐｈｙｔｏｐｌａｎｋｔｏｎ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ｉｅｓ ｏｆ ｔｈｅ ｏｐｅｎ ｎｏｒｔｈｅｒｎ
Ｂａｌｔｉｃ Ｓｅａ［Ｊ］．Ｅｓｔｕａｒｉｎｅ，Ｃｏａｓｔａｌ ａｎｄ Ｓｈｅｌｆ Ｓｃｉｅｎｃｅ，２００７，７１：５８０⁃５９２．

３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