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丹江口 水库的浮游甲壳动物

彭 建 华

李
国

裂
学
翼

水库渔业研究所
·

武汉 ‘ “,

提要 为了合理开发利用丹江口水库的渔业资源
,

年 月至 年 月对丹江 口水

库的浮游甲壳动物进行了四 次调查
。

结果显示丹江 口 水库浮游甲壳动物有 属 种
,

其中枝角

类 属 种
,

抉足类 巧 属 种 浮游 甲壳动物年平均数 量为 个
,

年平均生物量为
,

水库每年可提供浮游动物食性鱼类的年生产潜力为 义 巧 。

关遥词 浮游甲壳动物 鱼产力 丹江 口 水库

丹江 门 水库地处
, ‘

一
‘ , ‘ ‘ ,

建成于 一 年
,

是 一座具有 防

洪
、

发 电
、

航运
、

灌溉
、

养殖等多功能的特大型水库
。

水库分为汉江库区和丹江库区
,

巧 吴

淞高程 水位时
,

水库集雨面积 气蓄水面积 ”,

总库容
, 。

库区 属副

热带季风 区
,

多年平均气温 巧 ℃
,

年降雨量
。

水库水质 良好
,

营养盐丰富
,

值
,

平均透 明度
,

溶解氧含量
,

有机物耗氧量 峨 ,

总磷
、

总

氮分别为
·

月 和 月
。

水库未建成以前
,

年 波各茨基和伍献文等 曾调查过水库库区的水生生物

年 月至 年 月
,

华中农业大学水产系等 ①又对丹江 口 水库的水生生物进行了

调查
。

为了合理开发利用丹江 口 水库的渔业资源
,

受水利部长江水利委员会的委托
,

该课题

组成员于 ￡ 年 月至 年共四次对该水库的水生生物 资源进行了 比较全面的调查
。

本文专门报道丹江 门 水库浮游甲壳动物的调查结果
。

工 作 方 法

采样时间

年 月
、

年 月
、

一 月和 月共四次采徉
。

采样点设置

根据丹江 口 水库的 自然形态及采样点所具有的代表性
,

共设置 个采样点 图
,

采样点在汉江库区
,

姐 粗 采样点在丹江库区
,

姐采样点代表两库区的混合徉点
。

① 华中农业大学水产系等 丹江口 水库渔业资源调查 专辑
。

来稿日期 年 月 日 接受日期 年 月 日

作者简介 彭建华
,

男
,

年生
,

助理工程师 年青岛海洋大学水产养殖系毕业 现主要从事水体浮游生物
研究工作 已发表

“

陆水水库的浮游甲壳动物
”

等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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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丹汪口 水库渔业资源调查采样点分布图
‘ 助

标本采集及处理

浮游甲壳动物定性标本用
,

筛绢 网采集
,

定量标本用容量为 的水生 型采

水器采集
。

分别在表层
、 、

中层
、

底层 左右 处各取 水样
,

混合后用 ”

筛绢 网过滤
。

所有标本均用 峨 的福尔马林溶液 固定
。

定性及定

定性标本进行镜检 二。

定量标本分若干次置于 浮游生物计数框中在显微镜下全

部计算
,

并测量 一 个个体的体长
,

求其平均值
,

其生物量用以 下公式计算 ’分 ①

透明搔 。她 犷 。 石么 肠。‘

秀体 搔 。夕 ‘ ,
·

”加

象鼻搔 二
·

‘ 乃

透明薄皮搔 ‘ , 毛‘ ‘ 么 动

网纹搔 , 汉 户 必 么

圆形盘肠 搔 犷 , 二 二 即 。‘ 二 么 ” ,

尖额 搔 , 的 么 晰

式中
,

评 为体重 湿重
, ,

为体长
。

挠足类成体及挠足类幼体 人 一‘乙 弓

式中
,

为体重 湿重
,

吓
,

为体长
。

无节幼体每个个体以 咚 湿重计阂
。

①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业标准
。

池塘浮游生物量测定方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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压

表 丹江口 水库

伪 璐

采采 样 点点 互互

采采 样 时 间 月 份

枝枝角类 以 〕 干干 干干 十十

透透明薄皮潇 肠 ,“ , 七 ‘““ 十十 十十

短短尾秀体潇 。 , 内。

一
。 、 妙、二二 十 十 十十 十 十十

长长肢秀体潇 如 , ‘ , , 。 “ 。。 十十 十 十 十 十十 十十

透透明搔 。 九 。 介 , 。之, 。。 十十 十十 十十 十十

角角突网纹通 , 叹
。户 。 ,‘如如 十十 十十 十十

方方形网纹潇 阳断
。 , 以 。。 十 十十

简简弧象鼻汤
。 。

, , , 十 十十

颈颈沟基合潇 , , 吐 ,

衍、、 十十 干干 十 十 十十

底底牺泥滋 亡, 。 , , 。 ,

喇
‘ 。 十 十十 十

秀秀体尖撅搔 月 , ‘ 。 八。

矩矩形尖顺羞 月 , , 她叼 。她她 十 十十

点点滴尖领搔 月 , , “ 细细 十十 十十 十十

肋肋形尖硕三蚤 月 比 口衍衍 十十 十十 十

吻吻状异尖撅潇 帅
。 、 , 。

喇、 十十 十十 十
细细瘤异尖额搔 , , 吐、白 扭衍。如如如 十十 十 十 十 十十 十

三三角平直搔 如二
。

仰 , “ 。 十十 十十十

圆圆形盘肠汤 以州 ,
。 即 , 。

。。 十十

挠挠足类 十十十十

汤汤匙华哲水蚤 旅。坛 。 , 硬 , ,,,

球球状许水蚤 人 。。 了, 。。。。
右右突新镖水蚤 ‘ 耐 。

腼
“ , 二

腼腼腼腼 十十十十

中中华原镖水蚤 “ 。 ,
。 ,

, , ,,,,
特特异荡镖水蚤 万 , 耐 。

枷 。 , 、 ,
二二二二

隆隆脊异足猛水蚤 盯 。 , 川 , 。 , , 、 ,,,,

绥绥芬跋足猛水蚤 万 ,

朗几, 。 、汀。

, 二二二二
大大剑水蚤属

一
种 万

。 , 叼
,

····

十十十十

锯锯缘真剑水蚤 召。 , 以。 ,

一
。 ￡

锯锯齿真剑水蚤 召 二 , 、‘ 。吐 , 盆湘 ,,,,,,,

毛毛饰拟剑水蚤
。

, 侈己 ’, 了。 ,
二二二二二二二

胸胸饰外剑水蚤 ‘ 奴 , 。 , , , , 。。。。。。。
近近邻剑水蚤 , 吻

。 “ 。

。
。

跨跨立小剑水蚤 刃 。 , , 此。 , , 。。 ,

。
二 。。。。。。。

北北陪中剑水蚤 ,

畔由尸 动 ,

。 ,,,,,,,
广广布中剑水蚤 刀 如 如月

台台湾温剑水蚤 了凡 , , , , 汉即 , 如场诫 , 二二二二二二二
短短尾温剑水蚤 加 , 汀。

恻 。。。。。。。
虫虫宿温剑水蚤 少 , , 厂,,,,,,,

结 果

浮游甲壳动物的种类

种 类组 成 四次调查共采集到 浮游 甲壳动物 属 种 表
,

其 中枝角类 属

种
,

挠足类 巧 属 种
。

枝角类中尖额溃属 训 。 种类最多
,

有 种 挠足类中温剑水蚤

属 汀 八。, 、 梦以 。
种类最多

,

有 种
。

简弧象鼻搔和广布 中剑水蚤是水库中常年优势种类
,

透明 通和汤匙华哲水蚤是 月
、

月
、

月的优势种类
,

球状许水蚤和短尾 秀体搔是 月的优势种类
。

种 类的水平 分布 如表 所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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浮游甲壳动物名录
乙叩 加 皿 ‘ 廿

姚姚姚 姗姗 粗粗 仪仪 幻幻 又 粗粗

十十十 十十 十 十十 十十 十十

十十 十十 十 十 十十 十 十 十十 十 十 十十

十十 十 十十 十 十 十 十十 十 十十 十 十 十 十十 十 十
十十 十 十十 十 十 十十 十 十十

十 十十 十十 十 十 十十 十十 十十

十十十 十 十 十十 十十 十十 十十
十十 十十 十 十十 十 十 十十 十 十 十十 十

十十 十 十 十 十十 十十 十 十十

十十 十 十十 十十 十 十十 十 十十 十 十 十十
十 十十 十十 十 十 十十 十十 十 十十

十十 十 十十 十 十 十 十十 十 十 十十
十十 十十 十 十十 十十 十 十十 十

十十 十十 十 十十 十十 十 十十

十十 十十 十 十十十 十 十十
十十十十十十十十 十

十十十十十十十
十十十十十十十十 十十

十十十十十十十十十

十十 十 十十十十十十十十 十十

十 十

十十十十十十十十十

从表 中可以看出
,

丹江 水库各区段的浮游甲壳动物种类有所不同
,

主坝点所有的种

类如短尾秀体 搔
、

透明搔
、

简弧象鼻通
、

圆形盘肠 搔
、

球状许水蚤
、

近邻剑水蚤
、

广布中剑水

蚤等在汉江库区和丹江库区均有分布 透 明薄皮通
,

底栖泥搔
、

特异荡镖水蚤
、

隆脊异足猛水

蚤等种类只分布于汉江库区和丹江库区 角突网纹通
、

毛饰拟剑水蚤
、

跨立小剑水蚤等种类

只分布于汉江库区 长肢秀体搔只在丹江库区 月份的标本中出现过
。

·

种类的季节变化 如表 所示
·

浮游甲壳动物的现存里

从表 刁知
,

各点年均浮游甲壳动物数量以 点 魂 个 最高
,

点 个 最低

枝 角类数量以 点 个 最高
,

点 个 最少 挠足类以 点 个 最

高
,

点 个 最低 各点年均浮游甲壳动物数量的变动与挠足类同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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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丹江 口 水库浮游甲壳动物种类的水平分布

如 肠 郎 吕 留

区区段及采样点点 权江库区区 主坝坝 丹江库区区

讥讥 姗姗 、 以 刀 阴阴

种种 类 数数 , ‘。。

平平 均均

表 丹江 口 水库浮游甲壳动物种类的季节变化

协 胡吕

时时间间 月月 月月 月月 月月

种种类类 枝角类类 挠足类类 小计计 枝角类类 挠足类类 小计计 枝角类类 挠足类类 小计计 枝角类类 挠足类类 小计计

种种类教教

表 丹江口 水库浮游甲壳动物现存量 单位

口璐 心 田 巨 访

个邝

点点 点点 点点 点点 点点 砚 点点 姐点点 、 点点 点点 点点 习 点点 点点 扭 点点 平均均
,

,

又
, , 。

】 况况
,

】
, , ,

】
、

‘ , 。 ,

‘

、 ,

】 月月
, ‘ ‘

】
‘ ,

,

罗
。

确

,

月月
,

邓
,

。 ,

‘ ,

。

、

的
‘

,

,

寸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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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 彭建华 丹江口水库的浮游甲壳动物

而各点年平均浮游甲壳动物生物量的变动却受枝角类生物量的制约
,

除
、 班

、

点外
,

其余 各点的年平均生物量枝角类均 比挠足类大
,

最大相差 姐 点
。

各采样点

中
, 、

姐
、

点的年平均 生物量均大于 腼
,

又 以 点 最高
,

姐
、 、

点生物量在 之间
, 、 、

”
、

一点生物量在 一 之 间
, 、 、

班

点生物量均在 以下
,

以 点 魂 最低
。

圈糕霖 口
挠 足 类

冷彗冲︵岁︶囊囊囊囊囊囊囊囊
又又又又又 裹裹

轰轰轰轰轰轰轰轰轰轰轰轰轰轰轰轰轰轰趁趁趁趁趁趁趁趁趁趁趁趁趁趁趁趁趁趁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

绷献

图 浮游甲壳动物现存量百分比组成的季节变化
·

叨 达 吕 。幼 聊

季节变化
从表 知

,

浮游 甲壳动物数量以 月最高 个
,

月最少 个 生物量以

月最 高 刁
,

月最 低 月 刁
。

枝角类数量的低 峰期 出现 在 月

个
,

月达到高峰 个 挠足类数量的低峰期出现在 月 个
,

月

达 到高峰 “ 个
。

枝 角类生物量的低峰期出现在 月 叮
,

月达到顶 峰

挠足类生物量 月最低
,

月最高
。

从图 可以看出 浮游 甲壳动物中挠足类的数量占优势
,

尤以 月为最
,

其次

是 月 而生物量却以枝角类占优势
,

月
、

月
、

月的生物量 比例均达 以

上
,

仅 月为
。

分析与讨论

丹江 口 水库浮游甲壳动物的种类不丰富
,

是地理位置相近的陆水水库困的 写

现 存量也低
,

数量仅为陆水水库 的 叨
,

宿鸭 湖水库 的 纬 生物量仅为陆水水

库 的
,

宿鸭湖水库川的 片
。

这和特大型水库这一特定的生态环境有关
。

丹江 口 水库浮游甲壳动物的主要优势种类与陆水水库〔‘ 不同
,

其 中广布中剑水 蚤

在东湖和保安湖困中也是浮游甲壳动物优势种之一 简弧象鼻搔在水库中常年出现
,

几乎每

个采样点每次定性标本中均能见到
,

且 月的生物量 比例还较大
。

蒋燮治等图将该种定为嗜

寒性种类
,

而在其它资料中未见到该种常年出现的报道
。

月
、

月
、

月的优势种是透明搔

和汤匙华哲水蚤
,

汤匙华哲水蚤在 月未见 表
,

透明通可能由于温度的关系在 月几乎

消失闭 代之而起的是短尾秀体搔成为 月的优势种类
,

这和刘 健康等帅〕观察到的结果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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洲 泊 科 学 卷

不 多 但标本中该种和 广布中剑水蚤几乎全是幼体
,

且该次标本中简弧象鼻搔 为小型通
,

因

此
,

月枝角类的生物虽是 全年最低的
。

由表
、

可知
,

丹江 水库各库区之间浮游 甲壳动物存在着差异
,

这和各库区的生

态环境有关 , ’二。

仅江库区属 比较典型的山谷河流型水库
,

水浅
,

水草较多
,

给小型浮游 甲壳

动物创造 了 良好的栖息场所
,

而流速较其它库 区大
,

这给大型 敞水性 种类栖息带来一定困

难
。

因此
,

汉江库 区浮游 甲壳动物的种类数多于丹江库区 和主坝
,

而现存量却低于丹江库 区

和 主坝
。

比较丹江库区和 主坝 两者生态环境差不多
,

均为宽阔水面
,

因此两者浮游甲壳动物

的种类数及挠足类现存量相差不大
,

主坝点枝角类的数量与丹江库区 点差不多 表 月
,

而

造成主坝点枝角类生物量特别高的原因是山于该点 月透明 通数 量很 多
,

达 个
。

表 丹江 口 水库库区之间浮游甲壳动物的比较
·

汤。门 动 ,

趾二丰竺士竺竺
汉让库竺 “ “

手
、 ‘

望 ,
’ 。

丹 崖以
·

枝

数量 个

竺
角 类

十物量 ‘

“

侥 足 类

数量 个 生物量

、

们 从表 可以看 出
,

丹江 水库建坝前后 次调查的结果是不同的
。

由于第 次调查

的为池塘静水生态环境
,

第
、

次调 查的是大水面生态环境
,

使得第 次调查枝角类和挠足

类 的种类均少于 第
、

次
,

且第 次与第
、

次调查 浮游 甲壳 动物的现 存 量存 在较大差

异 , 二。

如第 次调 查的挠足类生物量是第 次的 倍
,

第 次挠足类数量是第 次的

倍 而且
,

浮游 甲壳动物生物量的不同计算方法和本身个体差异 二,

也会造成 次调

查 浮游 甲壳动物 生物 量的差异 而第 次调 查枝角类的现 存量和侥足类的数 量均高于第

次
,

挠足类的生物量却低于第 次
,

这可能是采样点的不同生态环境以及 浮游 甲壳 动物所处

的不同生长期所致
, 。

如第 次 月的调查中无节幼体的数量占挠足类数 量的 另

外
,

由于采样等偶然因素使得第
、

次调查枝角类中有两个属不同
。

表 丹江口 水库浮游甲壳动物的演变
吕

时时 间间 枝 角 类类 挠 足 类类 资料来滚滚

种种种 类类 现存‘粉
种 类类 , ‘量‘

黯
第第 一次 建坝前 属属 属属 〕〕
第第 次 建坝后 属属 个目目 华中农业大学 ,,

第第 次 建坝后 属 种种 属 种种 本文文

根据有关文献 一 ,

设丹江 门 水库 浮游 甲壳动物 系数 为
,

饵 料系数为
,

① 黄祥飞等 环凌压迫的东湖浮游动物的变动 见 中国科学院武仅分院 中国歼学院武汉图书馆编
。

长江流域资
稼

、

生态
、

环境与经济开发研究文集 一

②华中农业大学水产系等
。

丹江 口 水库渔业资源调查 专辑 内部发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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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 彭建华 丹江口水库的浮游甲壳动物 打

鱼类对 浮游 甲壳动物的利用率为 沁
,

且有效水深取
,

则浮游 甲壳动物可提供浮游动

物食物性鱼类的年生产潜力为

沐 十

全库有效养鱼面积为 于
,

则丹江 口 水库浮游 甲壳动物每年可提供浮游动物

食鱼类的年生产潜力为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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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木
、

邹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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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 红安
、

田 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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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国科学院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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