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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武汉南湖三种摇蚊幼虫生物学特性
及其种群变动的研究

郭 先 武
华中农业大学水产学院

,

武汉

提要 通过周年 次野外定童取 样结合室内培养 对武汉南 湖 中的中国 长 足摇蚊
丁 二 , 尹。 。 比

、

六附器德永摇蚊丁。走。 , 夕。 , 二 二 , 让 。 二 尹 , 以 ,
, 和半褶皱

摇蚊 ‘ , ,
。 , , 加二 , , “ 以。 ‘ 的种群动态和生物学特性 食性

、

筑巢
、

羽化期
、

世代数
、

越冬幼虫等 进行了研究 并得出半褶皱摇蚊和六附器德永摇蚊有垂直迁移习性
,

且这

种迁移明显地影响了取样的结果 象六附器德永摇蚊在高温季节 下迁
、

寒冷季节上移的现象罕

见
,

它可作为一种热敏感指示生物
。

另外
,

计算出了屯种摇蚊幼虫体长和体重的回归方程式

关键词 摇蚊幼虫 生物学特性 种群动态 垂直江移 武汉南湖

摇蚊科昆虫是水生昆虫的主要类群之一
,

摇蚊幼虫是底栖动物群落的重要组成部分
,

对

它的研究人们非常重视
,

摇蚁科的国际专题会议 已召开了十多届
。

有关其生物学特性的研究

已有一些报道 ,一‘ 〕秉志 年在美国研究 饰摇蚊 几 , 训、
。 。

伽
的生活史困

,

他是我国第一位研究摇蚊生物学 的学者
。

然而
,

目前为 止我国的有关资料 尚

少〔‘一‘ ,

对湖泊中的种类更是缺乏了解 日〕。

作者通过频繁野外采样
,

结合室内培养工作
,

对

武汉南湖中的三个我国特有种或常见种的生物学和种群变动特性进行了探讨
。

材料与方法

在武汉南湖设置 个长期采样站
,

于 年 月 年 月间共进行 次采样
。

先

用 的改 良彼得生 采泥器采得底泥
,

后用 目分样筛过滤
,

筛上物带回实

验室仔细捡出
。

解剖镜下鉴别种类
,

依其头宽等特征分 出同种不同龄期
,

分别计数和称量
。

新

鲜个体用 叨 的酒精麻醉处理后在精确度为 电子分析天平上单个称量
。

少量来

不及称鲜重的标本及很小的个体用 的福尔马林固定
,

固定后标本体重用预先求得的计

算公式校正为鲜重
。

同时进行室内培养
,

观察习性
。

食性分析除了在显微镜下直接观察经透

明的标本外
,

还将一部分前肠内容物取出
,

做临时装片观察
。

计算湖泊中种群生物量时用加权平均数计算
。

收稿日期 年 月 日 ,接收日期 弓年 月 日
。

作者简介 郭先武
,

男
,

年生 讲师
。

年毕业于华中农业大学水产系
、

硕士
。

主要从事动物学教学及科研工

作
。

发表有“
武汉南湖摇蚊幼虫群落的研究

”

等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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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 果

三种摇蚊幼虫的主要生物学特性和体长与体重回归方程式如表 所示
。

表 三种摇蚊虫生物学特性
匕几 之 肠 室 沈 巨

特特征类别别 咔
,

国长足摇蚊蚊 六附器德永摇蚊蚊 半褶皱摇蚊 型

筑筑巢巢 不次巢巢 垂直向下筑巢巢 筑
“ ”型奥奥

食食物组成成 碎屑为主 兼 食藻类 硅藻 碎辉 为主 兼食藻类‘硅藻 碎屑屑

越越冬幼虫虫 解解 龄龄 龄伴少量 龄龄

羽羽化期期 月月 一月 次年 月月 月月

羽羽化高峰期期 月下旬 月上旬旬 月月 两个高峰 月
、

只 月月

体体长 乙 吸

龄龄

龄龄
刁刁龄龄龄龄龄

体体重 不犷

龄龄 月

龄龄

龄龄龄龄龄
体体长与体重的关系系 、犷 乙 ,

·

】 一 乙
·

之 之之 、犷 乙么 , , 礴礴

尸 护一 二 , 二

中国长足摇蚊 , , , 、 。切 ‘ ’。 一 。 。 仁, ‘二

该种虽营 自山生活
,

不筑巢
,

但也能深入淤泥几厘米深处
。

根据蛹前期幼虫 胸部膨大
、

胸节背面 出现 叶原基
、

腹节腹面 出现 小棘 和低龄幼虫在样本 中出 现的时 句 表
,

可 知该

种 的羽 化期和 羽化高峰期 表
。

进入羽 化期后
,

数量剧增 图
,

, 月中下旬达到最 大值

个
。

羽 化期结 束后
,

种群 数 量呈 下降趋 势
。

越冬 期的 幼虫 种群密度 稳 定 在约

个
, 魂 月以后下降并维持在约 个

,

这可能 与环境压 力 尤其是鱼类摄食 的增

加有关 种 群 生物 量的 变 化 趋 势 与 种群 数 量 相 似
。

年平 均 种 群 密度和 生 物 量 分 别为

个 和
。

表 武汉南湖三种摇蚊幼虫的密度 年 单位 个

讨 孟 ,

采采徉 日期期 年份份 年年 年年
月月月 日日

,

, 】
,

‘‘ ,

因长足摇蚊蚊 龄龄
二飞飞 簇簇龄龄龄龄龄龄龄龄龄龄龄龄龄龄龄龄龄

六六附器德永摇蚊蚊 龄龄龄龄龄龄龄龄龄 朋

龄龄龄龄龄龄龄龄龄龄龄 匕

半半褶皱摇蚊蚊 龄龄

矗矗几几
】

晶晶龄龄

龄龄 】 】四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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曰 阳目 , 曰 , 钊 曰 曰 尸 , 曰

一一一

汾譬冲︵日日岁

咖

户‘令︶相福

了
、

邓
,

·

,

至
、 ,

,

, 。

霄
,日

图 中国长足摇蚊周年数位和生物星的变动

返
·

即 」 亡 了口倪 , , 祝 、 动 ‘触 ,

哪

助沁汀

名

沁

—
数盈

一 一生物盆
一 一

·

一 一 温度

伽叹

】名

, 尸 一 一一 、

份
娜 彗

阵
。。 之

日

岁

︵飞忿相截

盘
年

一
,

月 日

电

图 六附器德水摇蚊周年数量和生物星的变动
盛 比 三 丁 。‘。 夕。 , 、 , ‘ 二 , 。 , “ ,

二

·

六附器德永摇蚊丁。 , 。 , 夕 , 。胡 , 让 , , “ 胡 , 乙 ’

一
。 碑翻二 。

月幼虫开始在样本中出现
,

均为 龄幼虫且 多数进入 蛹前期
,

即种群在样本 中出现

即 已进入羽化期
。

月数量陡然上升
,

亦全为 龄幼虫
,

也有部分为蛹前期
,

此时的生物量

为全年的最大值
‘

图
。

元月初在种群中出现 龄幼虫
,

月的种群数量为全年

最大
。

种群在样本中消失于 月
。

年平均种群密度和生物量分别为 个 和 吕 。

由于消失时的种群皆为 龄幼虫
,

且未见蛹前期幼虫
,

故认为该种有明显的种群迁移现象
。

·

“ 半褶皱摇蚊 ‘。、 , 二 , , 。 、 ,
‘ , “ 。 仁‘ 二

该种羽化期较长
,

有两个羽化高峰期 但从数量上看
,

月的羽化种群 比 月的大
。

经过

第一个羽化高峰 月 后
,

种群数量有一定增加
,

生物量下降 图 经过第二个羽化高峰

月 后
,

种群数量和生物量均大幅度增 加
,

在
、

月数量和生物量先后达到全年最大值 年

平均种群密度和生物量分别为 个 和
。

值得注意的是
,

其种群数量在 月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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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期过后与温度呈显著正相关
,

随水温逐渐降低而递减
,

元月最低
,

越冬后
,

种群逐渐有所恢

复
。

这种变化应与捕食者 如鱼类 关 系不大
,

因而
,

也存在迁移现象
。

不过其形式恰好与六

附器德永摇蚊相反
。

分巷神︵日日沙

尸
’

一 一 一 一 、

—
数量

—一生物量

一
‘

一 一 温度
弟淘︵︶

介
入

丫
、

、
了了山

﹄加

】

︵、‘令︶相象

、 、

阅

乡
、

尽

年
月 日

图 半褶皱摇蚊周年数垦
、

生物里的变动
,

‘ , 。 二 ”‘。 , 尹 二 刀‘

俐 二 ￡。

讨 论

摇蚊幼虫的迁移

前已指出
,

六附器德永摇蚊和半褶皱摇蚊幼虫有迁移现象
。

迁移应有水平和垂直迁移两

种方式
。

水平迁 移不仅存在于 龄幼虫未筑巢前 大多数摇蚁幼虫有筑巢习性 的 自由生活

阶段
,

而且在高龄幼虫也有类似现象 如换巢时
,

且大部分是夜问进行仁’‘弓,

季节变化的影响

较小
,

同种摇蚊的不同龄期表现出相似的活动规律
。

当然
,

这类迁移的范围都比较小
。

对南

湖这两种筑巢的摇蚊幼虫来说
,

其水平迁移只可能是大范围的
,

季节不同而明显有异 冬
、

夏

季
,

尤其是六附器德永摇蚊在 一 月 的样本中完全不出现
。

大范围的水平迁移后
,

幼虫

则应在其它水域大量出现 该种为湖中优势种
。

然而这期间在岸边及其它区域定性采集的

结果也是如此
。

所以
,

只可能是进行了垂直迁移
,

即在此期间该种幼虫进入 了更深的泥层
。

这

种高温期 可向下迁移且迁移距离如此之大 彼得生采泥器所不及 的现象 尚未见报道
。

半褶

皱摇蚊则与六附器德永摇蚊情况相反
,

越冬期密度极低
,

即垂直迁移发生在冬季
。

迁移在摇

蚊幼虫也许十分普通
。

影响六附器德永摇蚁垂直迁移的因素应与水温的升高有关 图
。

通过 比较幼虫在样

本中消失时和出现时的平均体重
,

一 月幼虫还在缓慢生长
。

故认为该种幼虫应是一种冷

水性的种类
。

它存在于我国的广大地 区 ”
·‘ 二,

可作为一种热敏感的指示生物
。

鉴于摇蚊幼虫既有在低温季节向深层迁移的种类 半褶皱摇蚊
,

也有高温季节 向下迁

移的种类 六附器德永摇蚊
,

对摇蚁幼虫的取样手段应有更高要求
,

不然就很难对其种群的

组成和动态作深入而准确的分析
。

在环境监测中
,

生物指数和 多样性的计算也应考虑这一因

素的影响
。

因而
,

若湖泊中存在有垂直迁移的摇蚊幼虫
,

应考虑增加垂直取样 〔尤其是冬
、

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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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季
,

数据才更加全面
、

可信
。

·

, 世代数

湖泊中摇蚊的年世代数是一个较为复杂的问题
,

不同种类可以 不同
,

同种摇蚊也受水

温
、

水深
、

底质类型或营养状况等因素的明显影响而有异闭 在通常情况下
,

水温是最主要的

因子
。

摇蚊 多为一年两个世代
,

但也有一年一个世代
、

两年一个世代
、

甚至多年一个世代
、

一

年 个世代的
。

南湖 中的六附器德永摇蚊
,

一年只有一个羽化期
,

结合幼虫组成来看应为

一年一个世代
。

王士达在武汉东湖收集的成虫 即 , 以。 ,。 。 , 。‘ 。 , 。 。 , 二 。 ,‘ 表

明它一年有两个羽化期
,

第一羽化期 月 数量极少
,

第二羽化期 月 数量极多
。

颜京松

在河北 白洋淀的研究得 出 ’二,

该种一年有两个世代
,

羽化期在 组一 月和 一 月
,

而且幼

虫全年均可采得 彼得生采泥器
。

基于上述情况可认为
,

该种摇蚊在我国不同地区年世代数

不同
,

武汉地区应主要为一年一个世代
。

中国长足摇蚊从幼虫组成和羽化期来看
,

一年一个

世代不应有疑问
。

半褶皱摇蚊的情况十分复杂
,

其年世代数还有待深入研究
,

但至少一年有

一个世代
。

食性

摇蚊幼虫的食性通常分成食 微粒
、

食植物活组织
、

寄生和 肉食性等
。

绝大部分摇蚊幼虫

是食微粒的
,

它还可分成食碎屑
、

食藻类和食藻类一碎屑三类 二
。

南湖中的这三种摇蚁幼虫

其主要食性都可以说是食碎屑的
,

它 们都不同程度地摄食藻类
,

尤其是硅藻
,

在三种幼虫食

物 中 比其它藻类出现率都高
。

据研究 二,

在摄食藻类的摇蚊幼虫 中
,

大多数以硅藻为食 甚

至认为
,

摇蚊的原始生境硅藻很丰富
,

因而早期摇蚊的进化可能不依赖其它类型的食物
。

这

也许与硅藻主要分布在水底层及底泥与水的界面上有关
。

同时
,

硅藻具有 由硅质和果胶质组

成的壳
,

这在动物肠道 中不易消化且易辩认
,

有可能引起出现率估计偏大
。

粗腹摇蚊亚科的幼虫一般为 肉食性
,

极少数个体小的种类如 。 , 二 。 。 认 。 。专门摄食

硅藻和碎屑 〕。

然而 南湖 中的中国长足摇蚊 比湖 中同一亚科其它两种 肉食性摇 蚊幼虫
, 。 。 。 , 和 , 。 个体大得多

,

在几百尾标本中均 未发现其肠道中有动物存

在
,

而是以有机碎屑为主
, “二的研究表明

, 。 , 。

瞩 主要以藻类为食
。

可见
,

粗腹摇

蚊亚科的种类并非 只有小个体以藻类和碎屑为食
。 。歹 。

嘱也有以碎屑为主的
。

这可能与

其 口 器中瘦长中唇舌及齿和呈长而密的侧唇舌有关
。

另外
,

在一定的情况下
,

幼虫对食物的

选择有一定的可塑性
。

季节的数量变化

摇蚊幼虫一般呈明显的季节变动
。

有的学者提出
‘二其数量高峰在春

、

冬两季
。

从摇蚊群

落的角度来看
,

南湖亦如此
。

不同种幼虫表现 出来的季节变动规律有异
,

有的变动明显 本文

三种幼虫
,

有的不明显 南湖中的 二 。‘。 , , 。 。 二 。
,

以
,

数量高峰有的在春或冬季
,

有

的不在 中国长足摇蚊
。

所以
,

在摇蚊群落水平上表现出来的季节变动规律
,

是由于特定地

理位置的水体中主要种类表现出了类似的变化而掩盖了其它种类的不同变化所致
。

致谢 本研 究 是在易伯 晋教授
、

颜京松研 究 员指 导下 进行 的
,

王 士达 副研 究 员
、

谢从

新 副 教授 给予许 多帮助
,

特表感谢

© 1994-2009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湖 泊 科 学 卷

参 考 文 献

让托 心
·

份呀 摘 佣
一忿 之二阴

盆 讯 , 如
, 协伪

·

月一 如 班 湘 月用 , ,

目 址 泪 详阴 目 肠 访 州 ”
,

说

阅 , 护 喇 硬侧 搜闭之” 几 即劝塑 “ 卜

胡 旧妇 一 脚。 胡 环川认脸 创。 区 刀诵 刀 叮
,

一
·

一 即
—

” 吻 即 ”一
·

口 , ,

山 元 七 一 人 师
“ , ‘洲、刀、 匕 加过 扭

王士达
·

莲窄摇蚊幼虫的危害和防治 昆虫知 识 。
,

问锦曾
,

陈庆恩 水稻大红摇蚊的初少观察 昆虫知识
, ,

颜京松 育海省浪水中作为污染指示生物的摇蚊幼虫
。

见 中国科学院水生生物研究所编 环境保护生物监侧与治理

资料汇编 北京 科学出版社
,

】

俞大维 虞左明 杭州西湖底栖动物群落的研究 水生生物学报
,

巧

工士达
‘ , 国武陵山水生生物资源考察报告 北京 科学出版社

,

颜京松
,

叶沧江
·

白洋淀的摇蚊幼虫及二新种 已述 昆虫学报
,

明 。目 目 丁必 一 口 , 。翻 护止 吕 甲 而

, 叩 助 血 记
·

尹 南 ‘ 咬月月 , ,

心 俏 ” 目 如 四 以 ,

耐呷 ,
,

一

” 代 川 试 已 必以 几 一

谢翠悯 钱秋萍 宋贵宝 武昌东湖摇蚊幼虫的种类组成及其季节变化的研究 摘要 见 中国海洋湖沼学会编 第二

次
‘ ’国海洋湖沼学会论文集 北京 科学出版仕

,

王士达 钱秋萍 谢翠娴
·

武昌东湖地区摇蚊科昆虫的研究 水生生物学集刊
,

”
,

改 一 」 记韶 月一 尸切 召“ 。门 以
, ,

。洲 丘 姗 邓司公 以 扭 肋 记公 , 吐耐以叩
, ,

口 司 介司如 恤翎卫 江 记 如 代
一 七 , 价 创

, ‘ 一

© 1994-2009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期 郭先武 武汉南湖三种摇蚊幼虫生物学特性及其种群变动的研究

⋯

,

‘汪

“扮夕户 戚汁护 。 , 之 佣‘ 月夕 之之 阅 打一 , 行回矛 , 犷二 , 月

, ,

址
扭 ,

沈

让 ,

月犷 “‘ 认切糊 吕 灿
, 亡 ,

,

界 峨 讥

乏。。 夕。歹二阅 , 诀 , 一 尹“ 。 ,
幼 。 一 ,

司 讯 ,

, ‘司
,

址 碑 喇
, ·

行。

,

脚
, 栩 二夕 户 二 。 二 二扮掀 ‘二 , “ 讥 讯 “ ” ,

介 讯 ,

,

训

,

咖
,

, 弓 尽 一

扭

盼
,

以
, , 】

,

© 1994-2009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