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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学者 自 �� 世纪 �� 年代起开展 了局部河流或河段鱼类饵料生物资源的调查工

作
,

自�� 世纪 �� 年代末起又从生物学角度监测和评价 了若干河流的水质 〔’一 � ’〕
,

国家环保

局也于 �� �� 年规定在全 国 �� 个城市推广水环境 的生物 监测
,

并建议监测 � 种 生物群

落〔’〕
。

这些工作为在流域及更大范围内开展河流生态学研究积累了资料
。

但由于技术力

量薄弱和经费严重不足
,

河流生物监测工作在我国还没有很好地进行
,

至今仍缺乏对我国

河流水生生物群落结构特征的全面了解
。

尽管不同学者的研究 目的
、

生物监测时间
、

监测指标不尽相同
,

然而他们 的工作也存

在众多共同点
,

如一般 以浮游生物群落和底栖动物群落或者其中之一为监测对象
,

监测指

标也大多相同等
。

而且
,

河流水生生物群落一般不会在短时间内发生显著的变化
,

这使相

同或相近年份的水生生物资料之间具有一定程度的可 比性
。

本文试图在收集
、

整理和总

结前人历年积累资料的基础上
,

初步阐述中国主要河流水 生生物群落结构及其空间差异

和时间演替的若干特征
,

从生物角度反映中国河流水质的整体状况
,

为全面评价我国河流

水质与污染控制提供参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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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与处理

作者查阅
一

了自 �� 世纪 �� 年代以来涉及中国河流水生生物群落的 ��� 余篇论文
、

研

究报告
、

调查报告和环境质量报告书
,

收集到 了我国主要河流�黑龙江
、

乌苏里江
、

松花江
、

海河
、

黄河
、

汉江
、

嘉陵江
、

沱江
、

长江
、

黄浦江
、

赣江
、

湘江
、

闽江
、

西江
、

北江
、

东江
、

珠江 �现

有的几乎全部生物监测资料
。

有关我国河流水生生物群落的监测资料
,

�� 年代以前的资

料可作为河流水质生物学评价的珍贵本底值 �从 �� 年代末至 �� 年代前期积累最多
,

是本

文主要引用源
。

在本研究 中
,

尽可能将相同或相近年份的资料放在一起进行比较
,

尽可能

利用 �� 年代以来的最新资料对水生生物群落在时间上的演替趋势进行探讨
。

在本文中
,

选择国内外研究较多的
、

对水质变化较敏感 的三种代表性水生生物群落
�

浮游植物
、

浮游动物和底栖动物
,

从反映群落结构特征的种类数
、

密度
、

生物量
、

优势种和

多样性指数等五项指标来描述
。

应该指出
,

水生生物的种类鉴定及现存量测量是个十分棘手的间题
。

常常由于某个地区

有关领域的专家多
,

发现生物的种类也多
。

因此
,

对现有资料中有关生物的种类数
、

密度等数

据应该有审视的态度
。

在这个意义上
,

本文研究得到的结论只具有参考和启发价值
。

� 结果与讨论

�
�

� �  一�� 年代前期 中国河流水生生物群落结构的一般特征

�
�

�
�

� 种类数 表 �歹�举 了 �� 世纪 �� 年代末至 �� 年代前期中国主要河流浮游生物和

底栖动物的种类数
。

表中 � � �� 表示种类数最多的生物门类
。

可以看出
,

中国河流浮游植

物为 �� 一 ��� 属左右
,

浮游动物为 �� 一 ��� 种左右
,

底栖动物为 �� 一 ��� 种左右
。

表 � 中国河流浮游生物和底栖动物的种类数

���
�

� �伴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城

竺� ��、 �� � ��
� �
�� �� � �。

河流

� �� �  

时间

�� �
�

�年 �

浮游植物

�� 。

硅藻

硅藻

浮游动物

种 � �
� 、

底栖动物

种 �。。

��� �

�� � 一 �� ��

�� ��
� ��

�� �  

� �
‘
’

� � ‘�

原生动物

轮虫

挠足类

轮虫

轮虫

轮虫

水生昆虫

水生昆虫

�� �� �

� ��� �

水生昆虫

水生昆虫

水生昆虫

软体动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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犷�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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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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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龙汀

松花江

海河

黄河

沱江

长江

黄浦江

赣汇

湘江

��  �一 �� � �

���  一 �� � 

�� � 一
�

�� � �

�� � 一 ��  �

硅藻

绿藻

绿藻

绿藻

绿藻 轮虫

�� ��一 �� � 

�� ���� 西江

北江

东之上

珠宇「

�� �  一 �� �� � 

�� � �一 �� � � ��

� �  �一1982 146

1981一1982 82

绿藻

绿藻

绿藻

硅藻

轮虫

枝角类

轮虫

轮虫

水生昆虫

软体动物

水生昆虫

软体动物

软体动物

注
:
(l)198 。-

~
19 82 年

:
(2 )1983 年 ;(3)甘肃河段 ;(4 )下游 于流 ;表 中空 白处为原文献数据缺

,

下 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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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种类组成方面
,

东北河流和黄河以硅藻门的种类数(属数)较多
,

其他河流中的浮游

植物一般以绿藻门属数最多
。

硅藻属数在绝大部分河流中仅次于绿藻
。

浮游动物中种数

最多的一般为轮虫
,

枝角类或挠足类次之
。

但北江以枝角类种数最多
,

海河以挠足类种数

最多
,

轮虫种数均居其次
。

除东北河流中原生动物种类较多外 (在黑龙江 占第一位
,

松花

江占第二位
,

其他河流干流中原生动物种类都 比较少
。

大多数河流中的底栖动物以水生

昆虫种数最多
。

珠江水系等少数河流以软体动物种数最多
,

水生昆虫种数次之
。

2

.

1

.

2 密度 表 2列举了浮游生物和底栖动物 的平 均密度
。

表 中
,

N
m a x

表示密度最大的

生物门类
。

在列举的河流中
,

浮游植物密度从每升数千或上万 (黄河 )到每升数百万 (黑龙

江 )不等
,

相差上千倍
。

浮游动物和底栖动物的密度一般均为每升数十个到数千个左右
。

几乎在所有河流中硅藻的密度都是最高的
,

只有个别河流 以绿藻密度最高
。

大量调

查表明
,

硅藻密度常常 占浮游植物总密度的一半或更多
,

在有些河流 (如长江
、

汉江
、

嘉 陵

江 )中甚至 占到 90 % 以上
。

浮游动物密度一般以 原生动物 占多数
。

东北地 区河流和西

江
、

北江
、

东江中原生动物密度 占浮游动物总密度的 70 % 以上
,

长江水系河流中占 50 % 左

右
,

只有华北地区河流中原生动物较少
,

如海河 1983 年的调查 只采集到了极少量的原生

动物样品
。

大部分河流中底栖动物以水生昆虫密度最高
,

但软体动物和寡毛类在部分河

流 (如北江 )或河段 (如长江下游 )是密度最高的种类
。

2

.

1

.

3 生物 t 表 3列举了浮游生物和底栖动物的生物量
。

表 中
,

N
m

ax 表示生物量最高

的生物门类
。

浮游植物生物量在 0
.
005 一sm岁L 之间

,

且以硅藻生物量最高
。

浮游动物生

物量在 0
.
05 一2

1119儿 之间
,

一般以体形较大的挠足类或枝角类生物量最高
。

底栖动物生

物量在每平方米数十毫克到数百克之间
,

一般以软体动物最高
。

2

.

1

.

4 优势种 表 4列举 了浮游生物和底栖动物的优势种
。

硅藻门种类是浮游植物的优

势种类
,

直链藻在大多数河流中均属优势种之列
,

而且多为第一优势种
。

只有在少数水质

污染较重的河流(如黄浦江 )中蓝藻门的种类才成为优势种之一
。

除华北地区河流浮游动

物以挠足类 占优势外
,

其余河流均以原生动物种类为优势种
。

轮虫种类虽多
,

但密度不及

原生动物
。

底栖动物中
,

水生昆虫幼虫一般在有机污染较轻的河流或河段 占优势
,

软体动

物和寡毛类则在底积淤泥
、

有机质较丰富的河流或河段成为优势种
。

从优势种的组成看
,

砂壳虫
、

侠盗虫
、

棘壳虫和水生昆虫幼虫 中的蜻蜒 目
、

债翅 目
、

蟀

蟒 目
、

毛翅 目属于寡污带种类
,

直链藻
、

小环藻
、

针杆藻
、

脆杆藻
、

舟形藻
、

等片藻
、

双菱藻
、

空星藻和筒壳虫属于寡污带至 冬中污带种类
,

菱形藻
、

舟形藻
、

冠盘藻和表壳虫属于 卜中

污带至 a
一

中污带种类
,

颤藻和台湾温剑水蚤属于
a一
中污带种类

,

水丝躬}等寡毛类属于多污

带种类
。

摇蚊幼虫是淡水底质部分分布最广的底栖动物
,

河规则一般被认为不能栖息于

多污带和
a一
中污带水域

。

上述情况表明
,

70 年代末 至 80 年代前期中国河流中水生生物

的优势种 以寡污带至 中污带种类居多
,

多污带种类只在少部分河流或河段 占优势
,

这说明

当时中国河流水生生物群落 已受到轻度至中度水质污染的影响
。

2

.

1

.

5 多样性 关于中国河流水生生物多样性方面的研究并不多
,

能提供整条河流某类

生物多样性指数平均值的报道更为少见
。

表 5仅列举了已见于文献的若干河流浮游植物

和底栖动物的多样性指数
。

表中
,

d 表示 M arg al ef 多样性指数
,

H 表示 Shan no n 多样性指

数
。

w ilh
m & D

o 币s 建议 d
= 1
.
0一3

.
0 时t州

、

黄玉瑶等人建议 d
二 1

.
0一2

.
0 时表示水质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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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中度污染;’
一 。

w
i lh m 建议 H = 1

.
0一3 0 时表示水质受到中度污染

,

沈楹芬等人建 议 H

二 1
.
0一2

.
0 时水质受到中度污染

,

H
二
2

.
0 一3

.
0 时水质受到轻度污染 l

’ 。

由表 5 可见
,

中

国河流水生生物群落的多样性指数均显示河水在轻
一

中度污染范围内
,

与前述结论一致
。

2

.

2 中国河流水生生物群落结构的南北向差异

将 中国河流水生生物群落结构从北 向南的变化规律初步归纳如下
:

(l) 将表 1 所列各条河流中浮游植物
、

浮游动物和底栖动物的种类数相加 (由于浮游

植物只统计到属
,

加和值是粗略的 )
,

可 以看出从北往南河流水生生物种类总数略有增加
,

最低值 出现在黄河
,

但东北
、

华 中与华南河流差别不大
。

这一现象与 Pat ric k 报道美国东

南部河流水生生物种类总数变化不大
、

但种类组成有较大差别的情况类似川
。

表 2 中国河流 浮游生物和底栖动物的密度

1、山
.
2 PO p

u lation d en sity of p !
an kton a nd 咖晚

nthos in Chin舰 行v明

河流

R iver

时间

Ti , (年 )

浮游植物 浮游动物 底栖动物
文献

个/L 个/I 个/m “
R
e
fe
r e n e e s

黑龙江

鸟苏里沮

198 1

19 8 1

…
松花江 1980一1982

海河 】9 80 一198 7

黄河 1979一1982

汉江 1980一1981

6914《洲刃

4 50 2《拟)

1356(X洲〕

2 034 走汉X)

133 以X 洲)

1176 5

15 《X 洲!

2 85阅

48(洲洲〕

26 36()

70 566

43 5(X)

25 92 6 9

25 36 酬〕

11《减X )

36 X 众)

硅藻

绿藻

硅藻

硅藻

金藻

硅藻

硅藻

硅藻

硅藻

原生动物 水生昆虫

原生动物

原生动物 水生昆虫

挠足类
‘2 )

挠足类川

原生动物

424 一川

l一 15(
3、

7加 弋4 )

钓3川

382戈6 )

1
05 一110

〔16

〔13
,

1 4

水生 昆虫 [18
,

2 3

,

2 4
{

水生昆虫

嘉陵汀 1980一1981 水生 昆虫

〔25
,

3 3 !

[
2 7

,

3 3
]

沱江 1980一198 1 水 生昆虫 [28
,

2 9

,

3 3

长江 1980一1981 硅藻 原生动物
仁游

:
水生昆虫

下游
:
寡毛类

〔32
,

3 3 弓

赣江

湘江

西江

北江

东江

珠江

1980一1981

1980 一198 1

硅藻

硅藻

硅藻

绿藻

硅藻

硅藻

原生动物

原生动物

原生动物

原生动物

原生动物

原生动物

500 川 软体动物

30翻3()沙1003妇%忍12:
2411
22:
L56于、
31别12

1981一1982

1981一1982

142 月4

19 8
.

40

19 8 1一1982 l63
.
9()

1981一1982 107
.
19

99

1327 软体动物

57

207 软体动物

L33_

〔33
,

4 3

( 51 王

赴5 1]

[
5 工
~

[5 1〕

注
:(l)1983一1984 年

:
(2)1983 年 ;(3 )1958年 ;(4 )1958年 ;(5)1985一1986 年 ;(6)1983一1984 年 ;(7 )1979一 1982 年

(2 )从表 2 可 以看出
,

从东北到华北河流 中各类水生生物密度均趋于降低
,

至黄河达

最低值
,

再向南又趋于升高
,

到华南浮游植物密度重新上升到与东北河流同一数量级
,

但

浮游动物和底栖动物密度仍远低于东北河流
。

张曙光等认为黄河浮游生物密度低是因为

河水中悬浮颗粒物含量过高t
24〕。 由于黄河河床泥沙淤积极为严重

,

底栖动物群落因生存

环境被破坏而趋于退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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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中国河流浮游生物和底栖动物的生物 ,

Ta b
.
3 B iom

ass of plan kton an d z创 〕
1犯 nth os in C h ine se ri vers

河流

R iver

时间

Ti m e(年 )

浮游植物 浮游动物 底栖动物

m『L N .ax m g/ L N m。 留澎 N m。

文献

R efe renees

飞.J, ..J
n,
9

尸一一仁r..L黑龙江 1981 4
.
240 硅藻 0

.
200 软体动物

乌苏里江 1981 4《M) 硅藻 105

轮虫

枝角类

松花江 1983一1984 1
.
510(l) 38

.
51 1 水生 昆虫 一2 ,

3 2 〕

16243333海河 1980一 1987 3
.
710 硅藻 1

.
168(2) 挠足类

[10
,

[
1 3

八袄一、�
9

,盈,‘
2

r..L
L--
.LL..L黄河 1985

汉江 1980一1981 0
.
以)5 硅藻

0
.
1一0

.
2

挠足类 0
.
12 (3) 水生昆虫

沱江 1980一1981 0
.
0 19 硅藻 0

.
103(4) 枝角类

, ..�JJ ., ..J内
L
I
L
J
, ..J、esJ,、1�,l

‘

1

J.1,1汽,内J气�悦气�戈
r..L加.L
r
..LFesL

f
Lr
..L

长江 1980一1981 0 .07 5 硅藻 0
.
90 8 挠足类

上游
:0
.
03

下游 :0
.
41

软体动物

赣江

西江

北 江

东江

珠江

1980一1981 0
.
028

1981一1982 0 .654

1981一1982 1 463

硅藻

硅藻

硅藻

硅藻

硅藻

0
.
257

0
.
肠9

1
.
720

挠 足类

枝 角类

挠足类

挠足类

25
.
54

234
.
63

1981一 1982 0
.
217 0

.
09 8 48 59

1981一 1982 1
.
628 67 0 29

.
07

软体动物

软体动物

软体动物

软体动物

注
:
(l)80 年代初

:
(2)1983 年 ;(3)195 8 年 ;(4 )1983一 1984 年

表 4 中国河流浮游 生物和底栖动物的优 势种

T.b
.
4 D

~ ~
t spe cies of 禅an kto n and zoo 比nth 、 in C hi ne se riv

e。

河流

R iver

时间

TI Ine (年)
浮游植物 浮游动物 底栖动物

文献

R efe re nees

黑龙江 195 8 小环藻
、

菱形藻
、

针杆藻 急游虫
、

侠盗虫 上游 :水生昆虫幼虫 [6
,

7

,

8 〕

松花江 198 0一1982 直链藻
、

小环藻
、

针杆藻 砂壳虫
、

表壳虫
、

筒壳虫

海河 198 0一1987 等片藻
、

空星藻
、

小环藻 球状许水蚤(2)

水生昆虫幼虫
、

东北喇姑川 【11
,

1 2 〕

梨形环棱螺
、

糠虾
、

河规(3) 【13
,

巧
,

1 6
]

黄河 (4) 1977 一1980 直链藻
、

针杆藻
、

舟形藻 台湾温剑水蚤
、

挠足类幼体 摇蚊幼虫 [2D
,

2 1
]

汉江 1980一1981 直链藻
、

针杆藻 砂壳虫
、

棘壳虫 摇蚊幼虫(5) [3
,

2 5
,

3 3 」

长江 198 0
一一

1 9 81 直链藻
、

菱形藻 砂壳虫
、

球状许水蚤
上游 :水生 昆虫幼虫

下游
:
寡毛类

【33〕

19 81 一1982 直链藻
、

冠盘藻
、

颤藻

19 80一19 81 直链藻
、

脆杆藻
、

双菱藻

19 81 一1982 脆杆藻
、

直链藻
、

双菱藻

河舰
、

霍甫水丝绷

棘壳虫

表壳虫
、

砂壳虫 河现
、

水板绷
、

砂蚕

[36
,

3 7 」

【33〕

仁50
,

5 1 」

注
:
(l)1983一 1984 年

;(2)1983 年 ;(3)年 ;(4)兰州段 ;(5)195 8
、

1 9 9 2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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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中国河流浮游植物和底栖动物的多样性

rab
.
5 Divers ity index of phyt oplan kt

on
an d
zoo be nthos

eom m uniries in C hinese rivers

年 Y
ear

海河

1984

黄河 长江南京段 湘江 北江 东江 珠江广州段

1979一 1982

汉江

1992 199 4一199 5 1979一 1980 198 1一1982 1981一1982 1982一 1983

浮游植物 d

底栖动物 H

文献

2
.
35

乳14 ;

1
.
7 6

「23〕 [3] 35」

] 87

[46」
_47」 [48 ]

( 3) 由表 3 可见
,

中国河流水生生物的生物量
,

特别是浮游植物和底栖动物的生物量
,

东北和华南河流远远高于中部河流
,

最低值出现在黄河
,

由北向南呈
“
V

”

字形分布
。

2

.

3 中国河流水生生物群落结构的上下游差异

中国河流从上游到下游其水生生物群落演替表现出以下特征
:

(l) 从上游至下游
,

大多数河流中浮游生物和底栖动物出现的种类数呈减少趋势
,

少

数河流 (如珠江 )中呈增加趋势 (图 1)
。

图中
,

从左至右表示从上游至下游
。

:沪子一刃门

程匕
-
习 M

黄河 (1979一 1982)

:: {八议 }
阳了
-

一 、叮OLeseses一一一
-

- 一- - ~ - 一一

长江 (1980一 1981)

矍厌双习0.we门一 ,

-

.
~ ~

二- - - -
.~ J

卜卜初初

0巴d0la0口乙,土11豁t孚称军世搽禽异迥热处

三
0sn�05一。0�j勺乙O�气L、.1拓t异得笔吐

海河 (1984)

\\\

\\\

巴J
O

�
日合

1111搽念娜杯鉴蟹302010 0
拓t娜秘早矍

一一
甲

尸一一
豁巡娜举装能0八UO门而

b
‘性今‘粼禽划滓盆吐

湘江 (左岸
,

1 9 8 0 ) 西江 (1981一1982)

振娜薄秘掩吐磊t葬得鸳卑
一/了一江一洲一肛一
�
、入一澎一、
.
一翰

图 l 海河￡” 〕
、

黄河t
23」 、

汉江
3 、

沱江 ‘’‘)
、

长江
3, 〕、

黄浦江仁37 认赣江[41
」

、

湘江f侧
、

西江 :5l
·

种类数从 上游至下游的变化

Fig
.
l Changes ofs伴

eies 朋m悦
r of plank飞o n 胡d zoo 悦

nth os eo
mm
unities al ong up伴

r

reaeh郡 全0
1
0 “℃ r 即

ac h砚 证 C h盛
nese 石ve 路

( 2 )不同河流其水生生物密度和生物量在河流纵向上没有共 同的变化规律
。

例如
,

长

江和松花江浮游植物的密度都是从上游到下游递减
,

而海河
、

沱江
、

湘江
、

赣江和黄浦江等

河流的浮游植物密度却都是从上游到下游递增
。

海河
、

沱江的浮游动物密度上游高于下

游
,

而长江是下游高于上游
。

从长江
、

海河
、

沱江的情况看
,

浮游植物和浮游动物数量在河

流纵向上的分布似乎呈相反趋势
。

底栖动物的密度分布则常沿河流纵向呈波动起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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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在长江
、

珠江等大河中
,

从上游到河 口水生生物群落类型有依次演替的表现
。

上

游多为喜净水
、

急流的种类
,

如蟀蟒 目
、

毛翅 目昆虫
、

短沟蜷
、

侠盗虫
、

急游虫
、

着生硅藻等
。

中下游平原区多为喜缓流的种类
,

摇蚊幼虫
、

规类
、

螺类
、

寡毛类
、

小型浮游藻类等大量 出

现
。

在河 口则常见一些咸淡水种类
,

如圆筛硅藻
、

砂蚕
、

球状许水蚤等
。

( 4) 大多数河流以上游生物多样性指数较高
,

向下游多样性下降
,

但到河 口处有时有

所回升(图 2)
。

丫丫
、

八八
黄河(1979一1982)

VVV 勺勺勺
汉江(1992)

撼积uuou目二S城积uouu月闰的讹厂万一门L“十 叭、一产寸
0·

“
r l

0 L . . . . . . ~

一
一J

�。一州助匀荟

海河 (1996)

协协V 一一
丫丫气\\\

象积uouu月上叻撼积口otzu
司
q叨撅积uouu

.二S

沱江 (1983一1984) 湘江 (1984 ) 北江(1981一19 82 )

图 2 海河[” ]
、

黄河[
, , 〕(浮游植物 )

、

汉江[, 〕
、

沱江[2日〕
、

湘江[
4, 了、北江[46 」(底栖动物)

生物多样性指数在河流纵向上的变化

Fi g
.
2 Chan 罗5 Of d i

vers
ity i

n
d
ex
of p hyt 叩lan kton an d

z
oo 阮

nthos e

omm

unities al ong up钾
r re ac hes

to low
er re ac hes of Chinese rivers

2
.
4 干

、

支流差异

由表 1 可知长江
、

珠江中浮游生物和底栖动物种类总数 比支流丰富
,

但 50 年代和 80

年代的调查发现
,

黄河干流本身的水生生物无论种类数或密度都远低于支流 [
‘8

,

2 4 〕
。

长江干流的浮游植物和底栖生物密度一般低于支流
,

珠江干流的浮游植物密度高于

支流
,

黑龙江干流浮游生物密度高于或接近于支流
,

但大部分支流的底栖动物密度高于干

流
。

2

.

5 城市污染河段与清洁河段的差异

表 6 对若干河流城市河段与清洁对照河段 的水生生物群落结构进行了对 比
。

可 以看

出
,

与清洁对照河段相 比
,

城市(市区)污染河段水生生物种类减少
、

密度增大 (少数河段例

外 )
,

多样性降低
,

种类组成中耐污性种类增加
,

且往往成为优势种
。

2

.

6 中国河流水生生物群落结构的时间演替

表 7 列举了 自70 年代末和 80 年代初 以来 (少数河流是 自 50 年代以来 )中国若干河

流和河段水生生物群落的演替
,

其趋势大致为
:

(l) 近 20 年来
,

河流水生生物群落结构趋于简单
,

生物多样性下降
。

水生生物种类 向

单一化发展
,

有些河流中甚至由某门类生物在群落 中取得绝对优势地位
。

(
2

) 优势种类发生演替
。

浮游植物中的蓝
、

绿藻
,

浮游动物中的原生动物
,

底栖动物 中

的寡毛类
,

在群落种类组成和数量组成 中的比例大为增加
。

在许多河流或河段
,

耐污性种

类已取代了敏感种类或广布种类成为优势生物
,

同时一些清洁种类趋于消失
。

只要河流

污染还在发展
,

这一演替过程就将继续进行下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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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 城市河段与清洁对照河段水生生物群落结构比较

Tab
.
6 C om pan

son of 明
uatie com m unity st斑cture in city and clean re ac h

es

城市污染河段(年 ) 水生生物群落结构 清洁对照河段 水生生物群落结构

海河 天 津 段 ( 光 明

桥 )1996
「’7

浮游植物
:
密度 13 2 万个/ L

,

d
=

1

.

19

; 浮 游 动物
:122仪〕个月

:
底 海河 (三岔 口 )

栖动物刀 幻8 个/衬
,

H
二 。 21

浮游植物 密度 60 万个/L
,

d

二
1

.

5 8 ;

浮游动物
:8520 个 /L ;底栖动 物

:3582

个/m “
,

H
二 0

.

37

黄河 兰州段

1979一1982
23

浮游植物
:
36 种

,

其中 16 种为 浮
-

多污带种 类
。

沿岸 水域 优势 种

有蓝纤维 藻
、

颤藻
、

鞘 丝藻
、

毛鞘

藻等
,

H
二 0

.
8

底栖 动物
:
24 种

,

密度 2429 个
-

m Z
一

其中水 生昆虫 幼 虫种数 占

71 %
,

数量 占 54 % ;寡 毛类种 数

占 25 务
,

数量占 46 % ;
、
l 二 2

.
0 3

黄河玛 曲段

浮游 植 物
:
犯 种

,

全为 寡污 带 种类

优势种有椎囊 藻
、

菱形藻
、

桥弯 藻
、

小

硅 藻
、

舟形藻等
,

H
二 3

.
8

嘉陵江重庆段

(江南)

1985一]986
27

嘉陵江

(合川 )

底栖动物
:
45 种

,

密度 40 3 个/m
Z
其

中
,

水生昆虫 幼虫种数 占 93 %
,

数量

占%
.
5% ;寡 毛类种数 占6

.
7 %

,

数量

占 3
.
5 % ;d = 4 71

汉江武汉段

(汉 1五街 )199 2

底栖动物
:5 种

,

优势种为霍甫水 汉江

丝绷
,

H
=

0

.

89
( 舵落 口 )

底栖动物
:4 种

,

主要为摇蚊幼虫 和河

蛆
.H 二 2

.
2 5

黄浦江 上海段

(外滩 )1982 36j
7

浮游植物
:4 门 24 属

,

密度 125
.
7

万个/L
。

其 中
,

蓝 藻 6 属
,

数量

占 32% ;硅藻 7 属
,

数量 占42 % ; 黄浦江

绿藻 10 属
,

数量 占21 % ;优势种 (米市渡 )

是直链 藻
、

颤 藻
、

栅 藻 ;底 栖 动

物
:2 种

,

全是寡毛类动物

浮游植物
:5 门 22 属

,

密度 80 万 个/

L 。

其中
,

蓝藻 5 属
,

数量 占 14 % ;硅

藻 6 属
,

数量占 卯% ;绿 藻 9 属
,

数量

占 11 % ;优势种是直链藻;底栖动物
:

12 种
,

主要是 软体动物

闽江福州段

(槐歧) 44

浮 游植 物
:
26 属

,

其 中 硅 藻 16

属
,

绿藻 6 属
,

蓝藻 4 属
,

出现 厂
-

裂双菱 藻
、

衣 藻
,

H
二 2 0 5 ; 浮游

动物; 58 种
,

其 中原 生 动 物 巧

处
,

出现草履虫
、

月形腔轮虫

闽江

(荆溪)

浮游植物
:
26 属

,

其 中硅藻 17 属
,

绿

藻 5 属
,

蓝藻 4 属
,

优势 种为直链藻
、

小环藻
、

脆 杆藻 等
,

H
=

2

.

46

; 浮 游动

物
:50 种

,

其中原生 动物 11 种
.
优势

种为棘壳虫
、

砂壳虫
、

龟 甲轮虫
、

晶囊

轮虫等

珠江广州段

f车肢)]980
·
4
5

底栖动物
:
在左岸只 发现有寡毛

类
,

优势种 是霍甫 水丝蝴 ;在 右 珠 江

岸寡毛类数量约占 50 %
,

其次 是 (鸦 岗)

河蚁和 多毛类

底栖动 物
:
左 岸以 河舰 数量 最 多(约

占叨 % )
,

其 次是寡 毛类 (35 % )和多

毛类(25% )

(3) 自 80 年代以来
,

水生生物群落结构演替 比之 70 年代末 以前 似有加速迹象
。

例

如
,

浮游植物密度一直不高的汉江在 90 年代却发生了水华 ;原生动物在短短十多年内就

在海河获得 了极大的发展 ;1984 年还在海河 占优势的金藻门浮游植物到 19 % 年已几乎绝

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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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 若千河流和河段水生生物群落结构演替与水质等级变化

T ab
.7 su

eeess ion Of aqllat ie eo
mm
unity at ueture an d w at e

r
qU al ity in Chi

nese rivers

河流

1石ver
时间

Ti m e(年 )
水生生物群落结构与水质等级 时间

‘

f i m
e

水生生物群落结构与水质等级

黑龙 江 1958[6〕

浮游植物 :密 度 6O 万一536
.
6 万

个/L; 硅 藻数 量 占 粼卜一 70 %
,

绿

藻数量占 20 % 左右
,

优势种 为小

环藻

1981[9〕

浮游植 物
:
密度 691 万个/L; 硅藻

、

绿藻数量均占28 % 左右
,

隐藻和蓝

藻数量分别占 巧%

海河 1984 [13
,

一礴」

浮游 植物
:
密 度 133

.
6 万 个/L

,

金藻数 量最多 ;优 势种 为 锥囊

藻;浮游 动物 :43 种
,

密度 45
.
69

个/L; 挠足类数量 约 占 50 %
,

原

生动物极少 ;优势种有球状许水

蚤 ;长肢秀体蚤
、

微 型裸腹蚤 ;壶

状臂 尾轮虫 ;底栖 动物
:
软 体动

物 12 种
,

优势种是环棱 螺;n 级

水

99 6〔
17」

浮游 植 物 :密度 56 万一250 万 个/

L ,

绿藻种 类最 多
,

蓝 藻数 量最 多;

优势种为铜绿微囊藻
、

啮蚀隐 藻
、

梅尼小环 藻;浮游动物 :85 种
,

密度

87 00 一4 54心x 〕个/L; 其中 原生 动 物

种数占 40 %
,

数 量 占 97 一99
.9 % ;

优势种 是大 弹跳虫
、

普通滴 虫
、

僧

帽斜管虫 ;底栖动物
:
24 种

,

软体动

物 8 种
,

寡 毛类 4 种
,

优势 种是 霍

甫水丝月 ;m 一IV 级水

黄河 1958[ts〕

浮游植物 :80 余种
,

优势种有波

纹藻
、

布纹 藻
、

舟形藻
、

桥弯藻
、

小环藻等;浮游动物 ;2 1种
,

轮虫

12 种
,

无 原生 动 物
,

密度 O一印 1979 一

个/L
,

主 要是挠 足类幼体 ;底 栖 1982 〔23, 24)

动物
:
密度 1一巧 个/L

,

最 高 42D

个/L
,

主要 是水 生 昆虫
,

无寡 毛

类和软体动物

浮游植 物
:
74 种

,

中下游不超过 30

种
,

优势种是细胶鞘藻
、

颇藻
、

布纹

藻
、

波纹 藻
、

直链 藻
、

羽纹 藻
、

舟 形

藻等 ;浮游动物
:
35 种

,

轮虫 15 种
,

枝角类 10 种
,

原生 动物 3 种 ;底栖

动物
:
少于 20 种

,

主要是 水生 昆虫

和寡毛类
,

中下游数量极少

长江 50 年代[32」
浮游植物 :密度 1任一30 万个/L

,

硅 藻 种 数 占 34
.
6 %

,

数 量 占

92
.
5%

1980一 浮游植物
:
密度 1

.
5一11 万个/L

,

硅
198 2[32

,

3 3
] 藻种数占 42%

,

数量 占 91
.
2 %

长 江 (三 斗

坪)
1958〔30〕

底栖动 物
:
密度 120 个/时

,

水生

昆虫幼虫 80 个/扩
,

其中摇蚊幼

虫 70 个/时
,

寡毛类(仙女 虫科)

20 个/m Z;I级水

底栖动物 :11 种
,

密度 l于一 14 00

个/m Z;优势 种 是 颤 蜕
、

摇 蚊 幼

虫
、

石蚕等

1985一
1986〔27 ]

底栖动物
:
共 12 种

,

密度 54 个/澎
,

其中寡 毛类 6 种
,

20 个/m Z;水生昆

虫幼虫 4 种
,

10 个/m
Z;n 级水

长江(南京 ) 1979[31〕 99 4一
99 5{35〕

底栖动物
:2 一 9 种

,

密度 犯一544

个/m Z;优势 种是 颤绷
、

砂 蚕
、

钩虾

等

汉江

(武汉 )
984 [34 〕

浮游 植物
:
密度 16

.
12 万 个/ L,

优势种 是直链藻
、

颤藻

199 2一
199 8[26 〕

浮游植物
:199 2 年 2 月首次发 生水

华
,

1 9 98 年 2 月再次 发生 水华
,

藻

类密度高 达 1700 万一26以〕万 个/

L ,

水华期间小环藻为绝对优势种

黄浦江

(上游)
1982[〕7 〕

底栖动 物
:
软体 动物种 类最 多

,

主要是 河舰 ;其 次是 甲壳动物
、

环节动物(水丝川);m 级水

199 1一
199 2[39 ]

底栖动 物
:
节肢动物

、

环节 动物
、

软

体动物种数 近似
,

环节动物 和软体

动物密度较大;优势种有颤月
、

水丝

蜕
、

珍珠蚌
、

钩虾等;Iv 级水

东江 1981一 1982

浮游植物:密度 n
.
4 万个/L

,

硅

藻数量 占41
.7 %

,

绿 藻 10
.
52 %

,

蓝藻 5
.
08 %

,

隐藻 42
.
5 %

,

金藻

0
.
11 %

,

裸藻 0
.
1%

1985【49 丁

浮游植 物
:
密度 15

.
4 万 个/L

,

硅藻

数量占 56
.
82 %

,

绿 藻 8
.
15 %

,

蓝藻

27
.
76 %

,

隐藻 1
.
39 %

,

裸藻5
.
50 %

,

甲藻 0
.
3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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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 上特点明显反映出中国河流水质的恶化趋势
,

而且水质等级降低的速度可能在加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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