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甚冀 棍据 1992年 l 2月至 1993年 9月的调查，丹江1：3水库的饵料生物资振量为 1．845× 

丹江口水库是位于鄂、豫、陕三省交界处的一座具有多种功能的特大型水库．水库初期总 

库容为 l74．5×10 m ，正常高水 位 l57m 时 ，蓄水面积 7．47×10‘hm ，核 定养鱼水面 6．z× 

10 hm ．“V”型库貌使水库 自然形成两大区域，汉江库区的洄水长度为 176，9kin，丹江库区的 

涸水长度为 84km，但两库区的库容几乎相等． 

丹江口水库自l968年建成以来，在防洪、发电、灌溉、航运、养殖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随着后期工程的 建和南水北调中线工程的逐步展开，将具有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作者于 

1992年 l2月至 1993年 9月对该水库的水生生物与水化学进行 了调查研究 ，旨在为台理开发 

利用生物资源及水质保护提供科学依据，并为以后进一步的研究积累资料， 

1，1 研究方法 

根据水库的形态特征 ．均匀布设 了 13个采样点，其 中汉江库 区和丹江库区各 6个 ，两江汇 

合处的坝前水域设 1个 J．分别于 l 992年 12月和 1993年 3月、6月、9月进行采样调查，内容 

包括浮游生物、底栖生物及水体理化特征．所有项 目均按《内陆水域渔业 自然资源调查规范》所 

述的常规方法进行．数据处理时．先 以每次 l3个点的数据为一组 ．然后 4次平均． 

1．2 水体理化特性 

丹江口水库位于长江流域 ，水中离子总量非常接近于长江，主要离子含量的大小顺序也与 

长旺相同 ．从本次重点调查的几项理化指标【表 1)看 ，水库 的水质 良好，按 GB3838—88的标 

准分类，属 II级．由于水库控制流域面积大 ，生态环境多样，各区域水质差别 也较大 ，表现在丹 

江库区的水质明显优于汉江库区，丹江库区的水环境质量更接近于 I级． 

丹江 u承库拍 业规划纽．丹 江口水库睡业规剜 ，19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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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表中单位腺pH及特别注膊外．其余均为mg／L． 

2 饵料生物资源现状及评估 

2．1 浮游植物 

浮游藻类共 6o属，隶属于 7个门，详见文献[1]。浮游植物年平均密度为 4．26×10 ind．／ 

【J，范围在 O 12xl旷一31．2x10smd．，I 之同 ，生物量年均值 0．71mg／I ，范围 0．O2—7．05rag／ 

I ．现存量随季节变化明显，其大小顺序为 9月>6月> l2月>3月． 

水库不同水域的现存量差异较大，汉江库区和丹江库区的藻类数量分别为 5．46x 

10 ind．／I 和 2．55×10 ind．／I ，生物量分别为 1．01mg／I 和 0．44mg／I ，汉江库区明显高于丹 

江库区．在现存量组成中，虽然都以硅藻占绝对优势，但其所占比例在两库区并不同，汉江库 

区、坝前水域、丹江库区的硅藻数量百分比分别为 87．90 、82．50 、77．67 ，生物量百分比 

分别为7o．87 、58．8o 、54．34 ．与大多数河流型水库一样，丹江口水库上游硅藻所占比例 

较大，下游硅藻比例下降，蓝绿藻逐渐增多． 

2．2 浮游动物 

共采集到浮游动物 124种，其 中原生动物 37种、轮虫 51种 、枝角类 17种、挠足 类 l9种． 

常见种有砂壳虫 D ugia sp．、匣壳虫 CentropyxL*sp．、似铃壳虫 TintbmopsL*sp．、刺胞虫 一 

canthocystis sp．、侠盗虫StrobtTidium印．、急游虫 Strcanbidium sp．、累枝虫 Epist 如sp．、针簇多 

枝 轮虫 Pegya~'lhra 和k、龟 甲轮虫 Keratella印 、臂尾轮虫 Brachionus sp．、胶鞘轮虫 Cotlothe— 

m sp．、疣毛轮虫 Synchaz,ta sp．；螺形龟甲轮虫Keratella cachlearis、简弧象鼻涵Btz．n／na corego- 

、广布中剑水蚤 Mes~'ydops leucka~'i等．有些种类在一段时间也表现为优势种．如角突臂尾 

轮虫 Brachionus angular[．~(6月)、矩形 龟甲轮虫 Keratella quadrata(3月) 泡轮虫 Paraph~dyx 

sp．(9月)、疣毛轮虫(3月和 9月)，透明 疆 Da坤ina hyalina和汤匙华哲水蚤 Sim~calanusm — 

trophorus(12月、3月和 6月)、环状许水蚤 Schmackeria fiwbe．*i(9月)等． 

浮游动物的数量范围 33O一26 940．4 ind．／I ，年均值 4 782 ind．／I．；生物量范围 0．1O0 8— 

4．906 3mg／I ，年均值 0．84mg／I．．其中原生动物、轮虫、枝角类和桡足类的数量分别为4 540．3、 

210．6、6．6和 24．4 ind．／I ，生物量分别为0．136 2 0．07l 6、0．4504和 0．180 7mg／l ．浮游动物 

总的数量大小顺序 为 9月>3月>6月>l2月． 

生物量大小顺序为6月>9月>3月>l2月，而对于每一类，情况则各不相同(表 2)．在现 

存量组成中，原生动物数量左右着整个浮游动物数量 的变化 ，生物量除了 9月份外，其他时闻 

均 以枝角类 为主．从 地区分布上 看，汉江库 区的浮游动物数 量和生物 量为 5 470 ind．，1 和 

0．587mg／1 ，丹江库区为 3 574．6ind．／i 和 0．939mg／I一汉江库区浮游动物数量高，主要是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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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原生动物数量(5 175 ind．／t )明显高于丹江库区(3 425 ind．／t )；而丹江库区浮游动生物量 

较 高则 主要 是 由丹 江库区枝角类 和桡足类 的生物量 ‘0．973 8mg／I )大 大地 高 于汉 江库 区 

(0．336 6 mg／I )所致． 

表2 丹江口水库浮游动物现存量 单位：萱号 葺 
Tab2． Standing crops of zooplankton in Danjiangkou Reservoir 

时饲 擐生动物 轮 虫 技 角美 崔足粪 总 数 

2月 而30 0百3 30厨0／2 02丽3 

。 等 

s 

。 

0 5 3．5／1 3 0 2 7 8／3 8 1 3—49 3／l8 3 330—9330 1／2053 1 

0∞ 1—0 o01z／o 0004 o 0023—0 845210 2022 0 0078 n 3396／0．1382 0 1008 1 051 4／m 402 7 

1—4~0／52 2 0．4—32 713 8 0．6 35．5／7 1 2255．4 3416 9／3426 3 

0 0003 O 1632／o．01 78 0．0033 2 8171／0 4903 0 0018 0．2090／I)0384 0．1155—3 3243／0 6473 

l5 93o／192 7 l 3 43 6／t0{ 3 4—80．5／27．9 970．9 7551 4／驰l 7 6 

o．005l—o 3162 0655 06 1．0555／1．0 83 0．0578 0 326g／O 9．169 n 2461 4 90d3- 1,leOZ 

30一I 980／596．3 1 1 1 5 4／5 3 1 5 104 5／44．3 932 6 26940．4／10430 5 

0 0202 0 6732／0 2027 0．010‘ 0 1 797／0．080．8 m 0044 1．007g／O 3293 0 052 1 8337／0 9063 

2．3 底栖生物 

采集底栖生物 35种，其中寡毛类 5种、水生昆虫 8种、软体动物 18种、甲壳动物 4种．常 

见种有苏 氏尾鳃蚓 Bram'hiura smwerbyi、颤蚓 Tubifex sp．、霍甫水丝蝴 Li,nmMrilm~hoffme~~ 

tz,ri、河蚬 Corbicula ftuminea、闪蚬 Corbicula nilens、梨形环棱螺 Bellamya punifk'ata、方格 短沟 

蜷 Semisuh'ospira cancellata、淡水壳菜 Limm~perna lacustris、直突摇蚊 Orthocladius sp．、大红摇 

蚊Chaoborus sp．等．主要的优势种如颤蚓、水丝蚓、河蚬、闪蚬、梨形环棱螺等季节变化不明显， 

而摇蚊幼虫如直突摇蚊、大红摇蚊虽然在夏秋季很少出现，但在冬春季也能成为优势种． 

丹江 口水库底栖生物平 均密度为 185 ind．／m 、变动范 围 12—371 ind．／I．；平均生物量 

162．6g／m 、变动范围 0．982—415，233g／m ．现存量大小顺序为 9月>6月>3月>12月 (表 

3)．在现存量组成 中，无论是数量还是生物量 ，均以软体动物 占绝对优势．水库不同水域的底 

栖生物现存量差异明显 ，丹江库区的底栖生物数量和生物量分别为 257 ind．／I 和 274．4g／m ， 

汉江库区分别为 104ind．／i 和 24．3g／m ．由于汉江两岸多为岩石，丹江两岸为现代沉积层 ，所 

以丹江库区的底质多为泥土，而汉江库区的底质以砂石为主，且汉江水体具有一定的流速，丹 

江水体类似于湖泊，正是底质及水环境上的这种差异，造成了两库区底栖生物的不同． 

表3丹口口水库底栖生物现存量 单位：号星 
Tab．3 Standing crops of benthos in Dan jiangkou Reservoir 

2．4 饵料生物资源量评估 

由于丹江n水库水生高等植物极少，初级生产者主要是浮游 藻类．在用黑白瓶法测定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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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植物初级生产力时，以透明度值确定采样及挂瓶层次 实测数据表明．丹江口水库初级生产 

j 主要分布在 4倍透明度以上，约占总产量的 96 ，最大生产层出现在 1／Z透明度上下 ，这 与 

武汉东湖的情况 及有关资料 是一致的．两大库区由于藻类现存量及其他因素不同．初级 

生 产力有一定差别．汉江库区为 2．93gOz／(ra ·d)．丹江库 区为 2．O1gO。／(m ·d)．若排除其 

他生物因呼吸作用消耗的氧量，浮游植物净产量 ：毛产量一0．8；1，lmgO 一6．Img浮游植物 

鲜重 一-则在鱼类生长期内(约 200d)。浮游植物总的生产量为 1、50XlO t，其中汉江库 区0．89 

X 10st，丹江库区 0．61 X 10 t． 

在丹江库区浮游动物现存量中，枝角类和桡足类生物量占总量的 84．4 ，而汉江库区枝 

角类和桡足类生物量只 占浮蝣动物总量的 57．3 ．故两库 区浮游动物的 P／B系数不同．如果 

丹江库 区的 P／B系数取 25，汉江库 区取 40，水深 20m，那么丹 江口水库浮游动物的生产量为 

3．0X10 t，其中丹江库区和汉江库区各占一半． 

丹江口水库是一个深水水库 ，最深达 65m．考虑到随水深的增加底栖生物会越来越少以及 

采样条件的限制，底栖生物的采集均限制在 15m以内．因此，在{吉算底栖生物资源量时，以这 

一 深度范围内的面积(约 2X10‘hm。)为准．水库底栖生物以软体动物为主，若每年净增生产力 

以 50 计，则总生产量为 4．48X10‘t，其 中丹江库 区 0．36XlO‘t，汉江库区 4．12X10 t． 

3 水体营养状态评价 

丹江口水库客观上存在两大库区，除了讯期存在汉江库区向丹江库区“倒灌 现象，其他时 

间两库区互不影响．汉江库 区涸水长度长 ，来水量大，沿途汇入的河流众多，两岸为岩石构造， 

植被稀少；丹江库区的酒水长度不到汉江库区的一半 ．但丹江库区水面开阔．静水面积大 ．仅香 

化一处水面就达271km ，库区两岸为现代沉积层，但植物覆盖率也很低．两库区不仅生态环境 

差异较大 ，沿选人类生产活动的影响程度也不同，丹江库 区两岸人口密度低，厂矿企业少 ，所受 

影响明显低于汉江库区．而且从前面的饵料生物现状看．两库区也存在较大差异；因此，在对水 

体营养状态进行评价时 ，需将丹江 口水库分为丹江库区和汉江库 区两部分来进行评价． 

表 4所列项 目为决定水体营养水平的几项主要指标 ．以主要的生物营养元素氮、磷的 

含量看．两库区总氮含量已达到中一富营养水平，总磷含量处于中营养阶段．总氮与总磷之比丹 

江库区为32．8：】，汉江库区为23．2；1，磷为水体营养状态进一步发展的限制性因子．从生物 

指标看，初级生产者具有较强的生产能力 ，按其大小 ，水库水质应为中营养型，但根据藻类现存 

量划分应为贫一中营养或贫营养，这 主要是 由丹江 口水库的水文特点决定的．丹 江口水库位于 

汉江上游之末，上游来水量大且比较集中，9月以前 的全流域性洪水以及 9—10月来 自上游的 

秋季洪水，造成水库多为连续洪峰，历时长，洪量大，且洪水期正好是藻类生长晟旺盛的季节． 

而丹江171水库的首要任务是防洪。汛期开闸泄洪使得水库水交换量很大，浮游植物尚未充分增 

长即被排 出．所以尽管营养条件较好，也具有一定的初级生产能力 ．但由于不能在水库累积增 

殖，藻类现存量的增加受到限制．丹江库 区水体交换虽然小于汉江库区，但同时也减少 了氮、磷 

的输入，其含量明显低于汉江库区，尤其是敞水区活性磷含量极低，便得浮游植物量难以进一 

步提高．鉴于丹江口水库的这种特点，在具体划分营养类型时，浮游植物现存量应作为首簧依 

据，营养盐和有机质浓度等也是重要的指标． 

汉江库区的浮游植物平均生物量为 1．0ling／1 ，最高时迭 2．836mg／1 ，结台其他指标综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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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丹江口水库的营养现状及其与有关资料的比较 

Tab．4 The trophlc level of Danjlangkou Reservoir and its compari~n with the relative data 

1)单位 z／tm dj． 

考虑 ，水体属 中营养型．丹江库 区浮游植物平均生物量只有 0．44mg／I ，但最 高时也 能达 到 

1 37mg／[ ，除了总氮外，其他指标均在中营养以下 ，因此将该库 区的水质划分为贫一中营养型 

是适宜的． 

4 讨论 

4．1 产鱼潜力 

关于鱼产力的估算，历来看法不一，表现在所选参数上差距较大．丹江 口水库是一座特大 

型水库 ，水深浪大 ，自然条件 变化剧烈 ，因此在估算鱼产力时．各项参数不宜过 高．按保守估 

计 ，饵料生物资源利用率为 2O ，鱼类摄食 浮游植物、浮游动物 、底栖生物时的饵料系数分 

别为 30、1o、60，则 3项饵料生物 资源所能提供的鱼产量为 1．0×10 t、0．6×10‘l和 0．01 5× 

10 t，共计 1．615×10 t．这里所说的鱼产力并不是指饵料生物资源全部的产鱼潜力．事实上丹 

江口水库饵料生物资源量是十分巨大的，仅浮游植物、浮游动物、底栖生物 3项就可达 1．845 

×10 t以上，水体中细菌及有机碎屑等也可作为鱼类的饵料，提供一部分鱼产力．园此 ，丹江口 

水库饵料生物理论上所具有的产鱼潜力应远远高于 1 61 5×10‘t． 

4．2 渔业资源开发 

丹江 口水库利用天然饵料获得的鱼产量(包括捕捞 产量和不投饵网箱 产量)在 3×10 kg 

左右 按最低估计，水库饵料生物资源的鱼产力也比现有鱼产量高出5倍 如果措施得当，完全 

有可能大幅度提高鱼产量．从资源利用的角度出发，可以认为在丹江口水库应大力发展水库渔 

业，充分利用饵料生物资源和水体空间，发挥水体产鱼潜力．首先，要加强天然鱼类资源的保 

护、条件许可时应延长禁捕期 ，使经济鱼类不仅在繁殖期得到保护，在生长季节也能充分利用 

饵料生物资源．其次 ，要台理放养与捕捞，目前鱼产量不高的一个重要原 因就是放养量 明显不 

足，适当增加放养量、台理搭配放养比例、改进捕捞技术等都是提高鱼产量行之有效的办法．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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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饵网箱养鱼也是利用天然饵料发展水库渔业的途径之一． 

4．3 水质保护 

南水北词中线工程建成以后，对丹江口水库水质的要求很高，水质保护将越来越重要．水 

库 目前的水质较好 ，尤其是作为供水水源的丹江库 区相当清洁．但是 随着水库大坝的加高 ，水 

位上升，静永面积扩大，以及水库沿岸人类活动的加剧，将可能提高水体的营养状态，有利于渔 

业发展但会影响水库水质．根据水库的特点，建议采取发展与保护并重的原则．由于两大库区 

基本上互不影响，汉江库区营养水平较高，应大力发展水库渔业；丹江库区因承担供水任务，应 

加强水质保护．为了保证供水水质，应严格控制丹江库区两岸氮、磷等营养物质的输入，防止富 

营养化 ，严禁有毒物质的流人，以免水质污染．只有如此，才能发挥水库的综合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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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ASSESSMENT 0F F0oD 0RGANISM RES0URCES AND 

TR0PHIC STATES 0F DANJlANGK0U RESERV0IR 

Han Deju Pen Jianhua Jian Dong Zhou Qin Wu Hongjuan 

Ll~titute c R 呲r F h r ．Mm 打 }w r ICe~ res CAS．w“h埘 4300731 

Abstract 

A survey of food organism is made in Danjiangkou Reservoir which consists of Danjiang 

Reservoir Region and Hanjiang Reservir Region during December 1 992 and September 1993．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production of phytoplankton。zooplankton and  be nthos was l_5× 

10 t，3．0×10 t and  4．48×10 t respectively，a total of 1．845×10 tl the potential fishery prt> 

duction~ached 1×1 t．0．6×10’t and 0．015×10‘t seperately．amounting up to 1．615×10 t． 

Based on the standing crops of phyioplankion and bio—nutrients，the trophic type of Danjiang 

Reservoir region could he regarded as oligmesotmphie and that of Hanjmng Reservior region to 

mesotrophic．The fishery development and water quality protection in Danjiangkou Reservoir 

were also discussed． 

Key Words Food organism resources，trophie stale，Danjiangkou Reservoi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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