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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要 本文报告了 一 年间对安徽省太平湖水库藻类的演变以及库水营养侦别试

验的研究结果
。

与 , 一 年资料相比
,

整个水库的藻类种类多样性下降
,

总种类数由 种

降为 种
,

减少了
。

藻类种类 卜型化现象十分明显
,

相隔 一 年
,

小型藻类的种类及其数量

越来越多
,

单个藻细胞鲜重的平均伍在敞水区和库湾区分别减少 了 和 刁 平均细胞密

度则分别增长了 和 倍 生物量的变化不大
,

增长不足 倍
。

营养侦别试验结果表明
,

磷仍然

是该 水库的主要限制因子
,

库水的藻类生长潜力约为对照培养基的
。

关祖词 太平湖水库 藻类群落 限制性营养 生长潜力

太平湖水库是一座库龄 已有 余年的山区大型水库
,

始建于 年
,

位于 , 一
‘ , “ ,

座落在旅游胜地九华山与黄山之间
,

其水源主要来 自 条河流及

水库的汇水区
。

流域面积
,

全库长
,

水面 刁 ,

养殖水面约
,

最大

水深达
,

库水自西向东偏北走向
,

流经陈村大坝入青戈江下游后汇入长江
。

太平湖水库

具有渔业
、

农田灌溉
、

航运
、

旅游等多种功能
,

也是沿库九乡 万余人 口 生活的水源地
。

合理

开发和优化太平湖水库的天然渔业资源
,

适度发展水库渔业
,

使水库养殖业和水域生态环境

保护得以协调和持续发展 对库 区的经济发展和旅游事业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

对整个黄山

市的经济
、

社会与生态建设也极为重要
。

为此
,

中国科学院水生生物研究所和水库渔业研究

所在
“
七五

” 一 年 工作基础上
, “
八五

”

期间对该水库的理化环境
、

天然饵料基础
、

生产性能
、

鱼类资源和渔业生产等继续进行研究
。

本文仅报道该水库藻类群落的演替趋势以

及库水营养侦别试验的研究结果
。

材料与方法

为 了达到 和前期 一 年 结果相 比的 目的
,

采样点和前期相 同
,

即在太平湖水

库主航道大水面从上游至下游分设 个点
,

在有代表性的三个较大的库湾各设 个点
,

共计

个采样点
。

年 月至 年 月
,

在上述 个采样点按季节定期同步采样
,

定性定量水样

·

中国科学院
“
八五

”
宏观生物学重点项目 一 的研究内容之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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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采取
、

藻细胞计数和生物量的计算均按常规方法进行阅
。

测定叶绿素 含量的水样取 自与藻类定量水样相同的层次和深 度
,

经 峨 醋酸纤维

滤膜过滤
,

将载有藻细胞的滤膜置 ℃
、

黑暗条件下冷冻干燥 以上
,

用 丙酮提取阔
,

型分光光度计 比色
,

按 等人的公式 计算藻类叶绿素 含量
。

用取 自敞水 区 号点 陵山站 的水 样作藻类生长潜 力 测定和 限制性营养侦别
、 试验

,

试验前水样经 。 、 滤膜过滤 次
,

以去除水中所含杂质
。

试验用

直径
,

高 的立式 比色管进行
,

培养量为
。

支 日光灯分两侧照光
,

光

强 约
,

光 暗 比
,

温度 一 ℃
。

藻 种为 人工培 养的纯斜生 栅藻 , 。 。。。 。 。

构
。 ‘ , 。

用水生 一 号 一 培养基 表 作参比对照
,

根据处理要求按配方浓度施

加与对照等量的
、

营养
,

试验设计 个平行样品川
。

表 水生 一
号培养基配方

一

营营养成分分
一 · , 月」注 ,, 柠檬酸酸 柠檬酸铁铁 土壤液

含含量

结果与讨论

主要理化特征

表 比较了太平湖水库主航道敞水区和三个较 矢库湾区的一般理化特征
。

从表 可以

看出
,

库水 值比较稳定
,

属 中至弱碱性
,

且 年前后 无 明显变化
,

表层和底层 值略有

差异
。

溶解氧有分层现象
,

表
、

底层相差 左右
。

总氮年均水平有轻度降低
,

较前期

减少 飞 总磷年均值增加 明显
,

为 一 , 年 一 一 的 倍

左右
,

说明磷的污染有上升趋势
。

我国河流
、

湖泊
,

尤其是人 口 密集地 区的水体 磷的污染 日

益加重
,

主要来自生活污水中的洗涤剂
,

这是当前应 引起重视的普遍现象
。

表 太平湖水库的理化状况 年均道
呢叨 一 翅

测测 定 项 目目 水温温 透明度度 电导串串 〔减〕 表 底 一 , 一 一

表 底 , 之 表 底

年年 敞水区区
‘ ‘

库库库湾区区

年年 敞水区区

库库库湾区区 门

藻类的群落结构与数量变化

表 列举了太平湖水库 一 年藻类的概况及其与前期结果陇的比较
。

综观先后

两次周年调查结果
,

年藻类的种类数较 年前有一定程度的下降
,

总种类数由

种减少为 种
,

少 了 片
,

指示水质清洁的黄藻门的种类由前期的 种减少到仅剩下

种
,

其下降率达
。

而具有污水指示意义的裸藻和小型绿藻的个体数却有所增加
。

各门

藻类在种类 总数中所占的 比例和 年前相比变化不大
,

绿藻仍居主要地位
,

在种类多样性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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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明显优势 弓 ,

硅藻和蓝藻次之 合计
,

其他几门藻类所占比例较少
,

合计只占

总种数的
。

这种特点在种类的季节分布上同样十分明显
,

在春
、

夏
、

秋
、

冬季出现的
、 、

和 种藻类中
,

绿藻分别有
、 、

和 种
,

各占
、 、

和

招 写
,

始终是各个季节中构成太平湖水库藻类的最主要类群
。

前期数量频多的藻类
,

如 鱼

腥 藻 。 五 , 、

额藻 耐
。

沥必 、

微囊 藻 材 。 歹“绍
、

盘 星 藻 己她“ 、。
、

顶接鼓藻
。

、

脆杆藻 , 夕“ , 匆
、

针杆藻 ‘ 。 ‘ , 、

羽纹藻 伊切 。。 。 , 二 等有所减少
,

而

平裂藻 对 。 尸 二
、

小球藻 几 ,
、

栅藻留 ‘。

,
、

星杆藻帆“ 。。 等则相

对增加了
,

导致这种变化的原因 尚不清楚
。

在整个太平湖水库藻类的种类下降的同时
,

细胞

体积较小的种类明显增多
,

根据样品中藻类细胞体积的测算结果
,

单个藻细胞鲜重的平均值

由
、

年前的 一‘一 。一‘

此 个减少到 目前仅 沐 一‘。 个左右
,

相差 倍

表
。

藻类种类组成小型化的现象反映出太平湖水库生态环境演替的趋势
。

表 太平湖水库藻类的种类组成与变化
达 堪 功 江

藻藻 类 门 别别 绿藻门门 蓝藻门门 硅藻门门 操藻门门 黄藻门门 金藻门门 隐藻门门 甲藻门门 总 数数

年年 种类数数 飞 飞 飞
,

气
,,

比比比例 ’’ 日

一 年年 种类数数 飞
。

飞
。。

比比比例 ’’
。 。

种种类增减百分数 肠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

一 十 一
。

指占总数的比例
。

表 太平湖水库藻类主要参数年均谊及其与前期结果的比较
·

肚 沈 , 、

参参 数数 主航道敞水区区 库 湾 区区

肠 年年 年年 前后变化化 年年 年年 前后变化化

细细胞密度 ‘ 个
。

增加了 倍倍 增加了 倍倍
生生物量 增加了 增加了 片片

平平均细胞鲜重 洲。 个
。

减少 减少了
卜卜

·

绿素 二 , 未侧侧 未侧侧

另外
,

年前在定性定量标本中时常可见的团藻 ’
,

目前仅在敞水 区观察到
,

但

在镜检中的出现率明显下降
,

这种藻类是清洁水质的指示生物
,

在许多遭受污染的水体中已

不复存在
,

说明太平湖水库敞水区的水质 目前仍 比较洁净
。

藻类的细胞密度
、

生物量和叶绿素 含量

藻类的多少取决于营养盐等众多环境因素
,

一般而言
,

污染少
,

水质清洁
,

营养贫乏的水

体中藻类数量少
,

反之亦然
。

表 刁是太平湖水库藻类的定量数据及其与前期结果的比较
。

从

各项测定值看
,

太平湖水库藻类的数量变化基本符合这一规律
,

在主航道敞水区
,

水深面阔
,

水质感观性好
、

透明度高
,

年均藻类细胞密度
、

生物量和叶绿素 含量均较库湾区低
,

分别 只

及后者的
、

和
,

这说明库湾区的营养状况和天然饵料条件均优于敞水

区
,

对鱼种繁殖和 网箱养殖十分有利
。

但从水域环境的角度来看
,

库湾区 由于养殖的干扰
,

水

色略呈褐黄
,

透明度较低
。

因此
,

如何保持库湾区水质不继续恶化而影响全库的生态环境
,

是

适度发展水库渔业中应该注意的问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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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较表中所列藻类的消长情况可见
,

无论是敞水区还是库湾 区
,

相隔 年
,

藻类细胞

密度的增长十分明显
,

达 刁 倍之多
,

而生物量的增长不足 倍
。

这进一步体现了藻类个体

小型化的趋势
,

一些在个体数量上占优势的藻类尽管其密度大体积却特别小
,

因而对生物量

的贡献不大
。

藻类生长潜力与限制性营养

表 列举了太平湖水库藻类的生长潜力测定和限制性营养侦别试验的处理情况及试验

结果
。

试验共进行 天
,

逐 日测 定藻类的生长情况
。

结果表明
,

不添加任何营养的库水 号

处理
,

藻类的生长量 始终最低
,

仆 时仅为对照的一半
,

后不足对照 的 环 而库水加
一 全营养的 号处理

,

除 仆 的藻类生长量略低于对照外
, 月 后一直居各处理之首

,

其

值大致等于 号 一 培养基对照 和 号之和
。

相差分析表明
,

号和 号的藻类生长

量差异显著 尸 ,

妞 与对照相 比的生长百分率两者相差近 倍
,

且随培养时间的延

长差距逐渐拉大
,

说 明太平湖水库原库水中藻类生长所需的营养十分有限
,

目前 尚不足 引起

藻类的过渡繁殖
。

表 太平湖水库藻类生长潜力与限制性营养 。氏
。

测定结果
’

·

卯 堪 远 。。。

处处理理 参比对照照 库 水水 库水水
一 十全 一

,

、 、

匕匕 〔

,

表内 道为 批试验 个平行样的均值
,

初始 值为 , 括号内的数据为与对照相比的藻类生长百分率
。

库水分别添加
、 、

和 十 的
、 、

月号处理
,

藻类生长量明显高于不添加任何营养的

号 处理
,

其中 的添加对藻类生长的促进作用最 明显
,

的效果次之
,

单加 的作用

更弱
,

看来太平湖水库中可给态磷仍然在 一定程度上对该库藻类的生长起 着调节和控制作

用
,

这与作者前期的研究结果完全一致队“ 〕
。

小 结

通过对太平湖水库藻类的周年调查岌其与前期结果的比较发现
,

整个太平湖水库的藻

类群落结构仍以绿藻为主
,

蓝藻和硅藻次之
,

其他藻类所占比例很小
。

与 年前不同之处是
,

藻类的种类数下降
,

种类组成小型化现象明显
。

前期数量丰富的一些大型藻类目前数量减

少
,

而小型种类的数量急剧上升
,

使单个藻细胞鲜重的平均值减少达 以上
。

太平湖水库

除 含量有所增 加外
,

水质并未受到工业和城市污水的污染
,

藻类群落结构的这种演替很

可能是水库生物 由河流相逐渐向湖泊相过渡的一种趋势
,

值得深入研究
。

所有的藻类定量参

数
,

库湾区均高于 敞水区
,

表明库湾区的营养状况和渔业环境条件均优于敞水区
,

对库湾渔

业的发展和优质水产品的网箱养殖有利
。

从整体看
,

太平湖水库水质 目前情况尚好
,

尤其是

敞水区
,

水质清洁
,

营养和 水平适 中
,

水体 自净能力强
,

人为污染较少
,

是库周 人们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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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理想的饮用水源
。

但应注意渔业的适度
、

合理开发和环境保护
,

随着旅游业发展
,

防止水质

恶化尤为重要
。

致谢 工作 中始终得到 太平期 工作站站长朱志 荣先生 和 课题组全体 同志 的 热情帮

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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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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