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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牡蛎礁是温带河口和滨海区一种特殊的海洋生境，它具有生物生产、净化水体、提供鱼类生境、维持生物多样性和防止海

岸侵蚀等重要功能，根据对长江口牡蛎礁恢复工程的跟踪监测结果，分析和评估该人工牡蛎礁恢复及碳汇潜力。研究结果表明，在

2004—2010 年期间，该人工牡蛎礁牡蛎种群的增长迅速，2005 年牡蛎平均密度和生物量达到最高，以后各年牡蛎生长过程中存在

“自疏”现象和死亡，总密度下降，但个体增长。牡蛎礁上大型底栖动物物种数、总密度和总生物量呈快速的增长趋势，2004 年至

2010 年共出现大型底栖动物 47 种，至 2010 年 8 月其密度和生物量分别达到 941 ind·m-2 和 44.51 g·m-2。该人工牡蛎礁具有强大的

固碳能力，通过牡蛎的钙化过程,单位面积年固碳量为 2.70 kg·m-2，年平均固定碳量达 3.33×104 t，直接产生的年平均固碳效益达

837 万元，相当于营造 1 110 hm2 热带森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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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With the adoption of Kyoto Protocol to the United Nation Framework Convention of Climate Change in 2005, carbon sink fishery be－
comes the hotspot among the fishery science and technology of China. Oyster reefs are very important marine habitats in temperate estuaries and
coasts, providing large number of services and goods such as fishery production, water purification, fish habitat, maintenance of biodiversity,
erosion control etc. So far, little information is available on the carbon sink potential of oyster reefs. The present study aimed to assess the
restoration and carbon sink potential of a created intertidal oyster reef was in the Yangtze River estuary, China. The oyster（Crassostrea sp.）
population rapidly increases with reef development, and its mean density and biomass reached the highest at approximately one year after
restoration（in June 2005）. Thereafter, the mean oyster density decreased with the increasing in the mean size of the oyster. The species rich－
ness, density and biomass of resident macrobenthos（exclusive of oyster and barnacles）in the restored oyster reef showed a gradually increasing
trend. The study recordeda total of 47 macrobenthos species, the mean density of 941 ind·m-2 and biomass of 44.51 g·m-2 in 2010. The restored
intertidal oyster reef has a strong carbon sink potential of about 2.70 kg·m-2, can lock up 3.33×104 t carbon per year through calcification pro－
cess, and produced ecological value of approximately 8 370 000 RMB per year, which was equivalent to restore 1 110 hm2 tropical fore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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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2005 年《京都议定书》正式生效以来，提高能

源使用效率、降低碳排放、发展低碳经济和碳汇技术

已经纳入我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发展碳汇渔

业和渔业低碳技术对于我国渔业的可持续发展、提高

我国渔业整体竞争力和转变渔业发展模式具有非常

重要的现实意义。
牡蛎礁（oyster reef）是由大量牡蛎固着生长于硬

底物表面所形成的一种生物礁系统，它广泛分布于温

带河口和滨海区[1]。除为人类提供大量鲜活牡蛎以供

食用外，牡蛎礁还具有十分重要的生态功能与环境服

务价值，归纳起来主要包括 3 个方面：（1）水体净化功

能：牡蛎作为滤食性底栖动物，能有效降低河口水体



2011 年 10 月

中的悬浮物、营养盐及藻类浓度，对于控制水体富营

养化和有害赤潮的发生具有显著效果[2-4]；（2）栖息地

功能：牡蛎礁相当于热带地区的珊瑚礁系统，具有较

高生物多样性的海洋生境，成为许多重要经济鱼类和

游泳性甲壳动物的避难、摄食或繁殖场所[5-7]；（3）能量

耦合功能：牡蛎具有双壳类“生物泵”（bivalve pump）
功能，通过滤食将水体中大量颗粒物以假粪便形态输

入到沉积物表面，支持着底栖次级生产[3-4，8]。
目前，国内外学者主要集中研究人工恢复牡蛎礁

的水体净化价值[8-10，18]和生态功能[20-21]。关于牡蛎礁具

有强大的固碳功能，能有效降低海水 CO2 浓度，对于

缓解温室气体排放对全球气候变化的影响具有重要

贡献的研究较少[13-14]。本文根据对长江口牡蛎礁恢复

工程的跟踪监测，分析、评估该人工牡蛎礁恢复及碳

汇潜力，其研究对于认识人工恢复牡蛎礁系统巨大的

碳汇潜力，对于我国牡蛎礁恢复与碳汇渔业发展具有

重要的科学意义。

1 材料与方法

1.1 长江口人工牡蛎礁的构建

依据牡蛎的生理生态特点和长江口的环境条件，

并参照国外有关牡蛎礁构建的相关技术，利用长江口

深水航道整治工程的水工建筑物（导堤和丁坝）作为

礁体，通过直接放养在象山港海域培育的成年巨牡蛎

（Crassostrea sp.），补充牡蛎种群数量，构建了 260 hm2

人工牡蛎礁。长江口牡蛎礁构建方法：（1）牡蛎投放地

点: 选择长江口深水航道导堤护堤工程的水工建筑物

作为牡蛎礁构建的硬底物（图 1）；（2）投放时间：3 月

中旬至 4 月上旬，为长江口牡蛎礁的补苗时间；（3）投

放方式：采用固着体（水泥柱和废弃轮胎）整体移植成

年牡蛎。对于水泥柱类型，直接投放在导堤潮间带区

及其附近潮下带水域；对于废弃轮胎固着型，在轮胎

上绑缚 3 个直径 12 cm、高 15 cm 的空心圆柱形混凝

土重锤 [17]。
1.2 牡蛎礁现状监测

分别于 2004 年的 4 月、9 月、2005 年 6 月、2007
年 8 月和 2010 年 8 月相继 5 次对该牡蛎礁进行现状

监测。监测站位选择南北导堤的 S2、S5、S8、N2、N6 和

N9 断面（图 1），每个断面在高潮带、中潮带和低潮带

各 1 个取样点，每个取样点调查 3 个样方，样方面积

0.5 m×0.5 m。采集样品带回实验室分析、鉴定。按《海

洋监测规范》[19]分析，计算牡蛎礁底栖动物物种数组

成，巨牡蛎的栖息密度和生物量。
1.3 固碳量计算

据 2010 年 8 月的取样分析结果，按公式（1）计算

长江口牡蛎礁的总固碳量。
C=W×T ×V×S （1）

式中：C 为长江口牡蛎礁总固碳量 （kg）；T 为牡蛎壳

图 1 长江口牡蛎礁构建位置和取样点

Figure 1 Restoration and sampling site of the intertidal oyster reef in the Yangtze River estuary

18′

06′

图例

48′ 122° 12′

调查断面

主航道

南北导堤

48′ 122° 12′ E
N

横沙岛

主航道

N2
N4

N6
S2

S4
S5

S8

N9

18′

06′

31°

沈新强等：长江口牡蛎礁恢复及碳汇潜力评估2120



第 30 卷第 10 期 农 业 环 境 科 学 学 报

占牡蛎总重量之比（%）；W 为单位面积牡蛎总重量

（kg·m-2）；V 为牡蛎壳中的碳含量（%）；S 为牡蛎固着

总面积（m2）。

2 结果与讨论

2.1 牡蛎种群的增长

图 2 显示长江口人工恢复的牡蛎礁上巨牡蛎种

群的增长动态。2004—2005 年巨牡蛎密度和生物量

均呈指数增长。与 2005 年相比，2007 年 8 月巨牡蛎

平均密度和生物量（去壳后鲜重）分别达到 962 ind·
m-2 和 3 087 g·m-2，2010 年 8 月巨牡蛎平均密度和生

物量分别达到 515 ind·m-2 和 2 620 g·m-2。与 2005 年

监测结果相比，2007 年和 2010 年巨牡蛎的栖息密度

明显下降，而生物量却基本维持稳定，表明在巨牡蛎

生长过程中存在“自疏”现象和死亡，总密度下降，但

个体增长。从空间分布来看，低潮区牡蛎丰度和生物量

显著高于高潮区[5]。另外，长江口导堤牡蛎礁上牡蛎

的平均密度高于美国 Rappahannock 河 （77~257 ind·
m-2）[25]、Inlet 河 （497 ind·m-2）[25] 和 Chesapeake 湾（173
ind·m-2）[12]，与亚拉巴马州 Mobile 湾人工恢复的潮下带

牡蛎礁上牡蛎密度（850 ind·m-2）[26]比较相似。
2.2 牡蛎礁底栖动物群落发育

长江口人工构建牡蛎礁系统发挥了重要的栖息

地功能，牡蛎礁上大型底栖动物物种数呈快速增长。
2004 年至 2010 年共出现大型底栖动物 47 种，其中：

甲壳动物 22 种，占总物种数的 46.81%；软体动物 16
种，占总物种数的 34.04%；环节动物 4 种，占总物种

数的 8.51%；鱼类 2 种，占总物种数的 4.25%；棘皮动

物门、腔肠动物门和扁形动物门各 1 种，均占总物种

数的 2.13%。2004 年 4 月仅为 2 种大型底栖动物，

2005 年为 17 种，2007 年为 26 种，2008 年为 28 种。
自从恢复工程开展以来，长江口人工构建牡蛎礁上大

型底栖动物的总密度和总生物量也呈快速增长趋势

（图 3），至 2010 年 8 月其密度和生物量分别达到 941
ind·m-2 和 44.51 g·m-2。该人工牡蛎礁系统中大型底

栖动物群落的优势种为日本刺沙蚕、双齿围沙蚕、齿
纹蜒螺和中间拟宾螺等，这些底栖生物成为河口重要

经济鱼类的优质饵料[5]。长江口导堤牡蛎礁上大型底

栖动物密度与新恢复（1~2 a）的潮下带礁上所记录的

值比较一致，如 Rappahannoc 河 [25]和 Mobile 湾 [26]，但

明显低于恢复时间较长（>3 a）或自然牡蛎礁上大型

底栖动物的丰度，表明大型底栖动物密度与礁体发育

状况有关。长江口较低的盐度也是导致该人工牡蛎礁

上底栖动物密度较低的原因。有研究发现，牡蛎礁上

大型底栖动物的密度和物种丰度与盐度成正相关关

系[27-28]。
另外，长江口导堤牡蛎礁系统约栖息有 40 多种

游泳动物[5]，其中具有重要经济价值的物种有：日本鳗

鲡、刀鲚、凤鲚、中国花鲈、鮻、黄姑鱼、黄鳍东方鲀、皮
氏叫姑鱼、中华绒螯蟹、锯缘青解、葛氏长臂虾、脊尾

白虾和安氏白虾等。长江口导堤牡蛎礁系统已成为许

多河口重要经济鱼类的栖息、避难和繁殖场所[5]。
2.3 牡蛎礁碳汇潜力评估

碳是地球圈中最丰富的元素。海水中的碳主要通

过吸收大气中二氧化碳（CO2）的途径来获取，这个过

程每年能够吸收 2 Gt 碳，通常海水中 CO2 浓度随着

大气中 CO2 浓度的增加而上升。当海水 CO2 浓度上升

到一定值时，各种不同形态碳会发生还原反应，即一

个 CO2 分子与一个碳酸根离子（CO2-
3）和一个水分子

（H2O）反应生成 2 个碳酸氢根离子（HCO-
3）[15-16]。牡蛎

礁碳汇过程包括 3 方面[22-23]：（1）钙化（Calcification）：

牡蛎封存碳的能力主要通过牡蛎壳的生长，当牡蛎幼

体固着以后，能不断利用水体中的 HCO2-
3 和钙离子

（Ca2+）形成碳酸钙（CaCO3）；（2）生物同化（Assimil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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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on）：牡蛎通过滤食水体中有机颗粒物，把相当部分

有机碳同化进其生物组织；（3）生物沉积（Biodeposi－
tion）：牡蛎具有生物泵功能，能不断把水体中悬浮颗

粒物以假粪便形式输入水体底层，加快生物沉积过

程，同时把部分有机或无机碳封存于沉积物中。与生

物同化和生物沉积过程相比，钙化过程显然能够封存

更多的碳。生物同化和生物沉积所封存的碳在短期内

可能通过生物地球化学循环过程重新释放到大气中；

而通过钙化过程封存于牡蛎壳内的无机碳 （碳酸钙）

可以在自然状态存在几千年。
根据测定结果，牡蛎壳约占牡蛎总重量的 84%，

牡蛎壳中碳含量为 12%，其中封存碳量约占牡蛎总重

量的 10.08%。按 2010 年 8 月测定结果，牡蛎总重（活

牡蛎和死牡蛎）为 26.8 kg·m-2，则单位面积固碳量为

26.8 kg·m-2 × 10.08% = 2.70 kg·m-2；据长江口航道管

理局测算，长江口深水航道整治工程导堤及丁坝上牡

蛎固着面积约 74 ×106 m2，则长江口牡蛎礁总固碳量

为 19.98 × 104 t。2004 年以来，年平均固碳量为 3.33×
104 t。按照我国造林的平均成本 251.4 元·（t C）-1[24]计

算，长江口人工牡蛎礁固碳效益为 837 万元·a-1，自该

牡蛎礁建立以来，累计产生的固碳效益达到 5 022 万

元；按热带森林的平均固碳量 30 t·hm-2·a-1 [24]推算，则

长江口人工牡蛎礁恢复相当于营造 1 110 hm2 热带森

林。据估算，我国贝类养殖每年从近海移出的碳量为

70~99 万 t，其中 67 万 t 碳以贝壳的形式被移出海

洋，为碳汇渔业做出了重要贡献。然而也有研究指出，

河口水体 pH 值下降会降低贝类生物钙化速率，影响

贝类的固碳潜力[29]。因此，下一步应研究海水 pH 值变

化对牡蛎固碳潜力的影响机制。

3 结论

本文评估了我国第一个人工构建的牡蛎礁的恢

复与碳汇潜力。研究结果表明，该人工牡蛎礁巨牡蛎

种群的增长迅速，2005 年巨牡蛎平均密度和生物量

分别达到最高，以后各年巨牡蛎生长过程中存在“自

疏”现象和死亡，总密度下降，但个体增长。牡蛎礁上

大型底栖动物物种数、总密度和总生物量呈快速增长

趋势，2004—2010 年共出现大型底栖动物 47 种，至

2010 年 8 月其密度和生物量分别达到 941 ind·m-2 和

44.51 g·m-2。该人工牡蛎礁具有强大的固碳能力，通

过牡蛎的钙化过程每年固定碳量达 3.33× 104 t，直接

产生的固碳效益达 837 万元·a-1，相当于营造 1 110
hm2 热带森林。仅根据 2004—2010 年的监测数据，初

步估算了人工构建牡蛎礁的种类组成和密度变化，以

及牡蛎礁的生态固碳能力，尚未开展深入的研究，有

关人工牡蛎礁恢复技术、机理，牡蛎礁的环境服务价

值和生态功能，C 和 N 元素在牡蛎礁系统内的生物地

球化学循环过程尚不清楚，牡蛎的生物同化和生物沉

积作用的固碳潜力估算方法应进一步优化。因此，今

后应加强相关研究，以便为人工牡蛎礁恢复及碳汇渔

业发展提供技术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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