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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纳斯湖浮游动物的初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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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科学院南京地理与湖泊研究所

提要 哈纳斯湖位于新疆阿勒泰地区的布尔津县内
,

北纬
’

一
’ ,

东经
‘

一
‘ ,

全湖面积约
’ “ ,

平均水深
,

最大深度
,

为构造一一冰川堰塞湖
。

年以来
,

因为
“ 大红鱼 ” 即哲罗畦 加 ” 尸 的发现而闻名

。

年 月和 年 月 笔 者两次

对该湖进行考察
,

据调查结果共见到浮游动物 种
,

其中原生动物 种
,

轮虫 种
,

枝角类 种
,

挠足类

种
。

全湖平均数量 个
,

平均生物量
。

此外
,

本文还对该湖浮游动物的水平分布和

垂直分布特点进行了论述
,

对该湖的供饵能力进行了估算
,

有助于解开 “ 大红鱼 ” 的迷底
。

年曾有人在哈纳斯湖见到百余条重 一
、

长 之多的 “ 湖怪 ” 一一大红 鱼 即

哲罗鱿 。。忽 ’ ,

引起了国内外有关人士的关注
。

哈纳 斯 湖究竟

有没有这么大的大红鱼
,

其饵料能否满足这么大的大红鱼生存
,

众说纷云
。

为对该湖有个科

学的认识
,

我所和黑龙江水产研究所在新疆阿勒泰科委和水利处主持下
,

于 年 月 和

年 月联合进行了综合考察
。

本文对哈纳斯湖的浮游动物进行了初步研究
,

估算了该湖

的浮游动物量并结合藻类和底栖动物生物量对哈纳斯湖天然饵料的供饵能力做了估计
,

从饵

料方面对 “大红鱼 ” 进行了探讨
。

一
、

哈纳斯湖的地理位置及 自然概况

哈纳斯湖位于 ‘
一

‘

和 ” 一 ‘ ,

在新疆布尔津县境内
。

南北 长
, 东西宽约

,

湖面高程
,

平均水深
,

最大深度
,

系构造一冰

川堰塞湖
。

四周林木围绕
,

该地区冬季漫长
,

夏季短
,

气温低
,

日照长
,

最高气温 ℃,
‘

最高水温 ℃ ,

冬季结冰厚度达 一
。

受大西洋
,

北冰洋潮湿气流的影响
,

年降水量

达 一
,

空气湿润
。

湖水透明度为 一
,

值 一
,

矿化度 一
,

湖岸陡峭
,

湖内水草稀少
。

二
、

工作方法及材料

年对全湖布设 个采样点
,

如图 所示
。

定性水样用 筛绢制作的浮游生物网在

各点表层拖取
。

定量水样用中国科学院水生生物研究所制作的有机玻璃采水器 容积

采取
。

原生动物和轮虫定量水样取
,

用鲁哥氏液固定
,

经 一 静置沉淀
,

再 用虹吸

法浓缩至
,

用 计数框 在显微镜下计数
,

重复三次取均数
,

换算成每升水中

参加野外工作并提供部分资料的有冯敏
、

秦伯强
、

姜作发
、

夏叠巫等同志
,

在此一并表示感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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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生动物和轮虫的数量
。

浮游甲壳类定量水样
,

取 深处水
,

经 浮游生物网过滤

浓缩
,

然后用计数皿在解剖镜下计数
。

定性水样和浮游

甲壳类定量水样均用 甲醛溶液固定
。

年对全湖

布设 个样点
,

分别为图 中的 一 点
,

其中在
、

、

点分别采了 层 水 深
, , 。 , ,

, ,

其余各点均 只 采 也一层
。

定量水样改用上海航标仪器制造厂制作的颠 倒 采 水 器

容积 取水
,

各点
、

层水样均取 水计数
。

浮游

动物换算生物量的方法参见文献 “ 。

三
、

结 果

一 种类组成和分布

根据两年的定性和定量水样分析
,
共见到浮游动物

种
,

分别隶属 门 属 种
。

其中原生动物 种
,

占

浮游动物总种数的 , 轮虫 种
,

占 , 枝角

类 种
,

占 , 挠足类 种
,

占
。 。

年见

到 种
,

年见到 种
,

复见种为 种
,

占总种数的
。

浮游动物名录及各采样点出现频次见表
。

图 哈纳斯湖形状及采样点位置
。

表 哈纳斯湖采集点浮游动物出现情况
吐

种 类

⋯
” ” “

⋯
’

砂 壳 虫 ‘ 口 名 ·

盘状鞍甲轮虫 户 户

台杯鬼轮虫 。拼

四角平甲轮虫 夕‘ 口“ ‘ 佗

螺形龟甲轮虫 乒

长刺盖氏轮虫 。夕 夕 。

月形腔轮虫 ” “

前节晶囊轮虫 妊 户伍 八。 ‘ 才

长刺异尾轮虫 夕“

针簇多肢轮虫 少 切

长三肢轮虫 ’ ” ”夕

独角聚花轮虫 “ 。 ‘

长 刺 搔 刀 户 ‘ 。夕 ￡户 炸

方形网纹 参 ‘ ‘ 夕入。 。夕“

平突船卵搔 夕儿 功 。

长额象鼻搔 ”夕‘

肋形尖额搔

园形盘肠搔 夕 。 。

齿突指镖水蚤 。。才几 ‘ 夕 二 。 。‘

棘刺真剑水蚤 夕。 人

英勇剑水蚤 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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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表 可以看出
,

各样点种类分布差异不大
,

平均为 种
,

标准差为
。

点种类最

多
,

共见有 种
,

该点位于湖泊出水 口附近
,

这一区域有沉水植物分布
,

水较浅仅 左右

深
。

其次是样点 和
,

分别为 种和 种
,
这两点位于湖泊进水 口附近

,

这里虽没有水生

维管束植物的分布
,

但是入湖河流冲带下许多园木和枯枝烂叶
,

同样也增加了生态位的复杂

性
。

而其他几个采样点水域环境基本相似
,

所出现的种类也相差无几
。

从种类出现的情况来

看
,

原生动物由于取样的方法和取样的局 限未能见到更多的种类
,

仅见到砂壳虫一种
,

出现

率和出现的数量均很低
。

轮虫种类最多
,

出现较多的有 种
,

分别是 长刺盖氏轮虫
、

前节

晶囊轮虫
、

螺形龟甲轮虫
、

针簇多肢轮虫
、

独角聚花轮虫
,

而其他几种只在个别点中偶然出

现
。

枝角类出现的频率和数量都比较小
,

个种类都是零星见到
,

没有一个种类是全湖分布

的
。

挠足类以齿突指镖水蚤和英勇剑水蚤为主
。

根据定性和定量水样分析结果表明
,

该湖浮

游动物优势种为 长刺盖氏轮虫
、

前节晶囊轮虫
、

螺形龟甲轮虫
、

针簇多肢轮虫
、

独角聚花

轮虫
、

齿突指镖水蚤和英勇剑水蚤等 种
。

二 数置
、

生物互及其分布

数凰和生物最

很据定量水样计数
,

哈纳斯湖浮游动物数量
,

年表层平均为 个
。 二 年表

层平均为 个 其中原生动物平均为 个
,

占表层浮游动物数量的 , 轮虫

。个
,

占 枝角类 。 个
,

占 , 挠足类 个
,

占
。

由此可见在表

层水体中浮游动物的数量是以轮虫为主体的
。

全湖浮游动物数量根据公式
艺
告

求得
。

式中灭为全湖平均数量 或生物量
,

面 为第 水层中浮游动物平均数量 或生物量
,

为整个湖泊水之体积
,

为第 层水之体积
。

因 年没有做垂直取样
,

故以 年情况

来分析
。

全湖浮游动物平均为 个
,

其中原生动物平均为 个
,

占全湖 浮 游动物平

均数量的 轮虫 个
,

占 枝角类 个
,

占 挠足类 个
,

占
。

统计结果表明
,

表层平均数量远远大于全湖平均数量
,

浮游动物分布 主 要 在 表

层
,

轮虫在数量上占绝对优势
。

生物量采用何志辉给出的定义 〔“ 〕,

其统计结果 年表层平均为
,

年

表层平均为
,

其中原生动物平均为 。 ,

占表层浮游动物平均生物量的

轮虫 幻
,

占 , 枝角类 灯
,

占 挠足类
,

占
。

结果表明表层浮游动物生物量仍然是以轮虫为主体
。

全湖浮游动物生物量统计方法

与数量相同
。

年全湖浮游动物生物量平均为
,

其中原生动物平均为 。

,

占全湖浮游动物平均生物量的 轮虫为 ,

占 枝 角 类
,

占 挠足类
,

占
。

从这里可以 看 出
,

哈纳 斯湖

全湖浮游动物的生物量是以轮虫和挠足类为主
,

原生动物微乎其微
,

枝角类所占 比 例 也 不

大
。

与表层生物量相 比
,

挠足类所占比例大幅度增加
,

枝角类也略有增加
,

而轮虫则大幅度

下降
,

这说明各类群浮游动物在垂直分布上有一定的差异
。

水平分布

由于水域环境的不 同
,

浮游动物的多寡也随之而变化
。

哈纳斯湖浮游动物数量和生物量

的水平分布详见表 和图
、

图
。

图 和图 分别表示 年和 年中浮游动物数量和生物量在各采集点的表层水平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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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二 , 升肠二

二片枷县赤员跳士 ,
数 量 个

。
‘

, 。。 , , , ‘ ‘小了 , ” ” 、

生物量
产

二二少一一 一 年 褂
, 。粼

, 。 。。
一 —一一 , ‘ 一 人矛 , 曰 二 」一

种 一 站 宜 一

—
一

— —
一二 ——一进一二上

二

互一二 卜生三斗理斗三一目
一
导 毕 毕 匕 上生

原 生 动 物
一 ’

刀
·

“
· ·

, 。。 , 。 。。 。。 , 。。 。。 , 。。 , 。 , 。。

轮 虫
· · · · ·

肠
· · · · ·

。 , , “

⋯
。 。 。

下
一 。 。

一

—
一

一

—
匕二一卜工月一二 卜竺 「里卫一生上生卜二 鱿卫二二

一

卫兰
一 一 一 、

挠 足 类
· 、

一

一

—
巴卫些巴些些匹里吕竺坚到 兰竺旦卫

一

生些到卫竺旧旦里互些旦竺黔些
一

合 、。 ⋯
’。。

·

’。,
·

‘ ‘。。
·

‘ ,
·

⋯
’

·

‘

⋯
。。

⋯
’。

⋯
夕。‘

⋯
“。‘

⋯
’ , ”

⋯ 二 ‘ , 二 ‘

⋯ 只竺矛。几 ,旦黑 望登旦七』
·

竺竺
,

旦了夕竺
,

竺些」全颐竺
·

子竺夕
·

三景夕夕竺钊
团

坦誉

布
。

从图上看各点分布差异较大 两年情况都表明中间两点即
、

和
、

样点数量和生物量

较大
,

在进水 口 附近的样点 和 的生物量次之
,

特别是样点 的生物量也高达
,

这主要是由于该点枝角类和挠足类数量较其他各点多所致
。

从图中还可以看出
,

浮游动物的数量和生物量水平分布基本相一致
,

即数量 多 的 点 生

物量也较大
,

这主要是轮虫所决定的
。

各点中轮虫的多寡对浮游动物总量起到了限制因子作

应务刁 生物量

〔二」数量

一闷协已

喇娜州

闷

令瞩衫

,

〔

图 年浮游动物数量和生物量的水平分布图
。

主几 爪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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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护李」

胜乡

〔习

生物量

数量

忍加

︵曰、幼已

咧葬州

闷令一喇象

伽

用
。

见图 和图

图 年浮游动物数量和生物量的水平分布图

礼

一
浮游动物生物

一 一 一 轮虫生物
·

,

获

—
亡组 游动物生物量

一 一 一 轮虫生物量

气认
注“钱钱

︵闷、︶训娜州

言的日︸侧尔州

一

肠

、飞飞人
军、、

乍

图
一

一一 以一一一 一 ‘

, 咯 角人
, 协 协 节 夕 训 创

二 二二二 止二
协

年浮游动物和轮虫生物量水平分布图 图 年浮游动物和轮虫生物量水平分布图



期 郭晓鸣等 哈纳斯湖浮游动物的初步研究 一 一

在表层水体中浮游动物各大类的数量是 轮虫 原生动物 挠足类 枝角 类 生 物 量

是 轮虫 挠足类 枝角类 原生动物
。

垂直分布

浮游动物的垂直分布依种类和环境的不同有所不同
。

哈纳斯湖中
,

原生动物和轮虫多分

布于 以上水层
。

在 一 深的水域中
, 、 、

三个样点的原生动物和轮虫平均

数量为 个
,

其平均生物量为
,

而 以下水层则为
。

在分析枝角类和

挠足类水样时
,

样点
、

的 和 水样中见有 一 个长三肢轮虫和针簇多肢轮虫
。

枝

角类数量不多
,

在样点 从表层到底层未见分布
,

在样点 仅分布在 以上水层且无规律

性分布
,

在样点 的 水样中见一个长刺搔
,

其他水层未见分布
。

挠足类从表层到底层均

有分布
,

但三个点的数量和生物量的垂直变化并不相同
。

数量上
,

基本上随水深的增加而呈

递减趋势
。

样点 位于湖泊进水 口附近
,

水深 左右
,

流速较大
,

因而数量的递减规律不

很明显
,

表层与底层的密度差为 且高峰在 处
。

样点
、

接近中部
,

水深在 一

以上
,

虽然也有一定的流速 ,

但深层受水流影响不大
,

因而递减规律较为明显
,

样点 高

峰在 处
,

样点 在表层
。

生物量的变化如图 所示
,

挠足类生物量
卜

的 变 化 在 和

处出现两个波峰
,

而表层和 。为波谷
,

这一情况与数量分布不同
。

生物量的变化主要取决

于成体的镖水蚤和剑水蚤的分布 ,
、 、

而无节幼体主要分布在上层水体
。

从图中还可以看出
,

生

物量由进水 口 的样点 逐渐向中部的样点 和 呈递减趋势
。

再从枝角类和挠足类数量的垂

直变化情况看 见图
,

明显地表现出样点 的密度最大
,

平均 个
,

样点 次之为

个 乙 ,

样点 最小为
‘

个 、 这与表层浮游动物的数量和生物量的分布有所不 同
。

从

全湖来讲
,

由于入湖河流带来大量的有机质和无机盐
,

在水流的作用下 自北向南流下
,

因而

浮游动物的数量和生物量的分布受营养条件影响也有一定规律
。

—
,

一 一 蛋

一 一 一 协

︸闷、
、

的日︶喇易州

、
、

, 众
巴

,

尹 二又

名 梦 扔 卫

水深

图 年挠足类生物量在
、 、

测点的垂直分布图

垃 导

, , 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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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 年枝角类和挠足类数量在样点
、 、

的垂直分布图

昌 , ,

叮‘﹄

护戳价产尹

一

个

四
、

讨 论

‘ ‘
个

个

髦 哈纳斯湖属构造一冰川堰 塞 湖
,

湖 岸 陡

峭
,

沿岸带和敞水带界 限 不 很 明 显
,

最 大 水 深
,

湖水交换大
,

基本形成过水性 湖 泊
。

该

湖四周人类活动很少
,

植被完好
,

从湖泊发育状况

看 尚属幼年期
。

所以浮游动物的区系组 成 比 较 简

单
,

全湖数量和生物量也较贫乏
。

该湖分布的种类中
,

长刺盖氏轮虫和齿突

指镖水蚤属嗜寒性种类
。

前者主要分布于北半球的

北方
,

而南方很少有它的踪迹
,

它是我国东北和西

功。 北及苏联
、

北欧
、

北美比较常见的浮游种类 坛 后

者主要生活于高寒地带的水域中
,

西藏和新疆有其

分布的报道
‘ 。

其他种类多为广温性的普生种类
,

绝大多数属于 乙型一一中污性或 寡 污性

种类
。

所以哈纳斯湖的浮游动物分布特点基本与该区域的湖泊环境吻合
。

在垂直分布上
,

浮游动物的分布主要靠水的运动将其带入深水带
。

但是水中的溶解

氧
、

透明度
、

水温等条件对它们的分布也起到一定限制作用
。

如四川的马湖
”

水深

在水深 以下未见有动物存在
,

其主要原因是由于水中溶解氧含量过低
,

仅
。

哈纳斯湖水中溶解氧从表层到底层变化不大
,

就是在底层 还高达
,

均

在动物生命活动的上 限
。

此外 水 温 的 垂直变化基本上逐渐降低
,

以下为同温层
,

无温

跃层存在
。

所以从表层到底层都有浮游动物的分布
。

长三肢轮虫和针簇多肢轮虫在马湖和云

南的抚仙湖 水深 和 处都见有分布
,

这次在哈纳斯湖也有其分布
,

进一步 证

明这两种轮虫能适应较深水域的生活
。

哈纳斯湖浮游动物的平均生物 量 为
,

因 此浮游动物 全 湖 平 均 有

亩
,

因该湖位于高寒地区
,

系数取 计算 〕,

则浮游动物产量为 亩
,

如果利用率按 计算
,

饵料系数为
,

则可提供鱼 亩
。

藻类和底栖动物通过分析

和估算分别可提供鱼 亩 和 亩
。

由于哈纳斯湖水生维管束植物 数 量 很少
,

分布很有限
,

可忽略不计
,

故该湖天然饵料总共可提供鱼 亩
。

湖中分布有 种鱼
,

哲罗鱿是凶猛类肉食性鱼类
,

在这样的饵料基础下能有上吨重的大鱼并有这么多的数量是难

以令人置信的
。

当然要进一步解开 “大红鱼 ” 之谜还需要进行深入细致的研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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