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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 要 !’’&年#月至!’’(年!月，在浮桥河水库!#个采样点调查底栖动物，共获#&
种)其优势种类为霍甫水丝蚓（!"#$%&’"()*+%,,#-"*.-’"）、中国长足摇蚊（/0$12)*3+"$-$*"*）、前突

摇蚊属（4’%3(0&")**+)）和摇蚊属（5+"’%$%#)**+)）)水库底栖动物的,-.//0/指数和 1.23.456指

数偏低，上游的指数值最高)从种类相似性来看，底栖动物的季节变化不明显；在水平分布上，上游

与库汊的种类相似性最低，库汊与下游的种类相似性最高)浮桥河水库底栖动物的平均密度为

7"’)!8/9／:"，平均生物量为$7$#)!:3／:"，均以水生昆虫占优，其时空变化主要受水生昆虫控制)
能量估算法估算出浮桥河水库底栖动物的渔产潜力为!)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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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类号 =!&()!

底栖动物主要由寡毛类、软体动物和水生昆虫三大类组成，是水体中青鱼、鲤鱼等杂食性

鱼类的天然饵料)研究水体中底栖动物的群落结构及渔产潜力对渔业生产具有指导意义)
浮桥河水库（!!%>7"?$%@A、$!?!%@B），建成于!’C%年，具有防洪、灌溉、发电、养殖、航运及

供水等综合功能)水库为丘陵型，集雨面积为$)(!;!%#-:"，正常高水位（吴淞高程C&)77:）

时，面积为$)’;!%$-:"，库容$)";!%!%:$，具多年调节功能)!’&C年至!’(7年间水库平均水

深为7)C:)对浮桥河水库底栖动物的调查，曾于!’(%年!%D!!月间［!］和!’(&年&月!各进

行过一次)本调查共进行#次野外采集，设!#个采样点，其结果比较全面地反映了浮桥河水库

底栖动物的现状，为浮桥河水库的渔业生产提供科学依据)

! 研究方法

!)! 采样时间和采样点的设置

!’’&年#月、&月、!%月和!’’(年!月共四次采样)采样点!#个（图!），!点位于坝前，和

"、$、#点组成水库下游区域采样点，7、C、&、(点组成水库中游区域采样点，’、!%、!!、!"、!$点

组成上游区域采样点，!#点在封闭库汊内)
!)" 采样方法和室内工作

底栖动物野外采集及定性、定量参照有关文献进行［"DC］)计算不同区域和不同季节之间

种类相似性，采用EF5<./0G*8<8系数（,H）［&］)生物多样性指数采用,-.//0/指数（I?）和1.2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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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浮桥河水库底栖动物采样点分布示意图

"#$%! &’()*#+$,#-.,/01//2.+-3/,
#+"45#’/3.6.,.78/#7

$’*.0指数（9）［:］%;<小于!为重污染，!=>
之间为中污染，>=?之间为轻污染，大于?
为清洁%9值小于!为重污染，!=>之间为

中污染，>=?%@之间为轻污染，?%@=@之

间为微污染，大于@为清洁%

! 结果

!%" 种类组成及分布

>%!%! 组成及优势种类 四次采样共发

现底栖动物AB种，其中寡毛类!>种，占总

种类数的>@%@C，软体动物B种，占总种类

数的!A%DC，水生昆虫>?种、属，占总种类

数的A:%DC，其他门类@种，占总种类数的

!E%FC%将全库分布、全年出现率在?@%BC
以上且密度占所属类群?%DC（表!）的种

类定为优势种类，则浮桥河水库底栖动物

的优 势 种 类 为 霍 甫 水 丝 蚓（!"#$%&’"()*
+%,,#-"*.-’"）、中国长足摇蚊（/0$12)*3+"4
$-$*"*）、前突摇蚊属（5’%3(0&")*,)%）和摇

蚊属（6+"’%$%#)*,)%）%
>%!%> 水平分布 浮桥河水库底栖动物

的种类数以上游最多%从上游、中游、下游

到库汊底栖动物种类数依次减少，分别为

?D种、!D种、!F种和!E种，很多种类如印

西头鳃虫（7’0$3+"%&’"()*+%’.-$*"*）、铜锈

环 棱 螺（7-((0#0100-’)8"$%*0）、幽 蚊

（6+0%9%’)* ,)%）、隐 摇 蚊（6’12.%3+"4
’%$%#)*,)%）等种类只在水库上游出现%上
游种类与中游种类相似性为E%@@，高于其

与下游的相似性（E%AB）及其与库汊的相似性（E%??）；中游与下游的相似性为E%BA，高于其与

库汊的相似性（E%@@）；库汊与下游的相似性最大，为E%F>，高于其上游和中游的相似性%
>%!%? 季节变化 浮桥河水库!月、A月、B月、!E月底栖动物种类数分别为!D、>@、>!、>>
种%A月分别和B月、!E月、!月同时出现的种类分别为!A、!A、!!种，相似性分别为E%FA、

EGF>、E%@>；B月与!E月、!月同时出现的种类分布为!>种和!!种，相似性为E%@F、E%@@；!E
月和!月有!!个相同种类，相似性为E%@A%每两个季节之间底栖动物的相似性均在E%@E以

上，说明这些相似种类全库出现或是优势种类，不同的种类基本上是稀少种类%
!%! 现存量组成及分布

>%>%! 组成 浮桥河水库底栖动物平均密度为@>D%!#+H／(>，平均生物量为?@?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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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浮桥河水库底栖动物优势种类现存量在所属类别中所占百分比（密度百分比／生物量百分比）

"#$%! &’()’*+#,’-./-+#*01*,)(.2-./+3’0.41*#*+5..$’*+3.--2’)1’-1*6781#.3’9’-’(:.1(
（2’()’*+#,’-./0’*-1+;／2’()’*+#,’-./$1.4#--）

霍甫水丝蚓 长足摇蚊 前突摇蚊 摇蚊属

<月 =>%?／!@%A !?%B／!?%C =B%B／!C%= !A%D／<A%@

D月 >A%@／<=%B <B%A／>=%! !B%?／<%@ ==%C／<A%D

!?月 D!%=／>A%C !@%B／<%@ >%B／?%D @=%>／CA%<

!月 >?%@／=@%= @%=／>%> =B%@／D%< A?%<／C<%C

平均 <@%<／=<%@ !=%!／A%? !B%C／A%= A?%D／C!%C

平均密度以水生昆虫最大，为<A?%A1*0／4=，占总密度的CA%!E；寡毛类次之，为D>%=1*0／4=，

占总密度的!>%CE；软体动物最小，只有?%B1*0／4=，占总密度的?%=E%平均生物量以水生昆

虫为最大，为!BCB%B4,／4=，占总生物量的A@%>E；软体动物和其它种类（以虾类、蛭类为主）

次之，分别为C<=%C4,／4=和ADD%@4,／4=，占总生物量的=>%CE和!@%<E；寡毛类最少，只有

!=>%C4,／4=，占总生物量的>%AE%
现存量占优势的水生昆虫，其平均密度和平均生物量均以摇蚊亚科为最高，其次为粗腹摇

蚊亚科，再次是直突摇蚊亚科，其它种类很少%
=%=%= 季节变化 底栖动物密度季节变化主要受水生昆虫的影响%四次调查中，底栖动物密

度和 水 生 昆 虫 的 密 度 均 是!月 最 高（B@C%>1*0／4=、B?@%>1*0／4=），D月（!!=%@1*0／4=、

@?F?1*0／4=）最少%寡毛类密度以!?月（!!C%B1*0／4=）最高，D月（<C%?1*0／4=）最低；其它种类

密度低（小于!?1*0／4=）（图=#）%
底栖动物生物量季节变化曲线的走向和其它种类生物量季节变化曲线的走向基本一致

（图=$）%底栖动物生物量以!?月（A?>>%@4,／4=）最大，!月（<=!C%<4,／4=）次之，D月（=B=<%
D4,／4=）和<月（!BAB%D4,／4=）的生物量均比!?月和!月低%
=%=%> 水平分布 由于水生昆虫的平均密度占底栖动物平均密度的CA%!E（表!），因此底栖

动物平均密度水平分布曲线的走向完全受水生昆虫平均密度水平分布曲线走向的控制（图

=)）%底栖动物平均密度和水生昆虫的平均密度从上游（D@?%<1*0／4=、AB<%?1*0／4=）、中游

（<AA%?1*0／4=、<>=%?1*0／4=）到 下 游（>=B%?1*0／4=、=B?%?1*0／4=）依 次 递 减，库 汊 的 密 度

（<@CF?1*0／4=、<<C%?1*0／4=）小于上游，大于中、下游%水库上游寡毛类的平均密度（!AC%<1*0／

4=）远远大于中游（==%?1*0／4=）和下游（>=%?1*0／4=）及库汊的平均密度（!@%?1*0／4=）%其它种

类的平均密度在各区域很小（<%?GD%?1*0／4=）%
由于水生昆虫生物量占总生物量的比例高（表!），底栖动物平均生物量水平分布曲线的

走向受水生昆虫平均生物量水平分布曲线走向的控制（图=0），同时受上游区域软体动物

（=>@?%?4,／4=）的影响，使得浮桥河水库底栖动物的平均生物量从上游（@!DB%C4,／4=）、中游

（==><FA4,／4=）到下游（!!@=%>4,／4=）依次递减%库汊的平均生物量（<BB!%@4,／4=）大于中、

下游，小于上游%
=%=%< 优势种类的现存量 优势种类中，霍甫水丝蚓的现存量在寡毛类中占有优势（表!），

但相对底栖动物整体来说，其所占比例还是比较低的%底栖动物中占优势的是水生昆虫，不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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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密度还是生物量，所占比例均很高!

图" 浮桥河水库底栖动物的时空变化

#$%!" &’()$*+),-’*.(/01(2%,3*45**6,2)1*3$2#78$(*1,9,3,.:*$.
;/$%：寡毛类;/$%*01(,)(；<23：昆虫<23,0)(；=：软体动物=*//730(；>：底栖动物年平均现存量

!!" 生物多样性指数

生物多样性指数是把群落结构的某些信息通过公式处理后用综合指数予以表达，是对群

落结构的一种简化的反映!&1(22*2生物多样性指数［?］和=(.%(/,4氏生物多样性指数［?］一是

可以反映群落中种类数的多寡，二是反映群落中各类生物个体数的均匀情况［@］!本文采用这

两种生物多样性指数来计算底栖动物的多样性!从表"中可以看出：（A）浮桥河水库底栖动物

的生物多样性指数偏低，特别是B值，这表明该水库底栖动物的种类少；（"）两种生物多样性

指数值的高低趋势是一致的；（C）水库上游（@DAC点）的生物多样性指数值大于中游（ED?
点）、下游（ADF点），库汊（AF点）的生物多样性指数值和中下游差不多，这表明了水库上游底

栖动物的均匀度大于中下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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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浮桥河水库底栖动物生物多样性指数

"#$%! &’()’*+,-’./’0)+1(23(($+0.4(-’0567’#(4+8+-+,*(’,

9点 !点 :点 ;点 <点 =点 >点 ?点 @点 9A点 99点 9!点 9:点 9;点

;月 BC值 A%?A !%A@ A%;A A%:> !%A@ 9%9: !%?= !%9@ !%>! !%:@ !%== !%;@ :%A= 9%<@

D值 A%;= A%?> A%!: A%9? A%?! A%:= 9%9= A%?: 9%9? 9%!! 9%9= 9%;9 9%<@ A%<!

>月 BC值 9%AA A ／ A%;A A A%@A 9%9: A ／ 9%<: 9%>: !%== 9%>: 9%@:

D值 A%!@ A ／ A%=? A A%<9 A%@; A A%!9 A%;? 9%A? A%@: A%@@ A%==

9A月 BC值 9%AA 9%=: 9%;= A%@A 9%!: A%@A 9%;@ 9%!: A%?: A%?= 9%?= 9%;@ !%;@ A%=A

D值 A%!; A%?= A%<< A%!! A%>= A%;; A%<< A%=A A%>? A%:@ A A%=? 9%A: A%>!

9月 BC值 A%>A 9%9A 9%!< 9%9< 9%<? 9%<@ A%=: A%?: 9%:@ 9%>= 9%!@ 9%>: !%<: 9%@=

D值 A%;: A%<A A%<? A%@9 A%;> A%;< A%:9 A%:@ 9%<? A%>> A%<A 9%9A A%>; A%=!

! 分析与讨论

!%" 与同类型其它水库比较

浮桥河水库底栖动物与同类型其它水库比较（表:），从种类方面看，种类数相差不大，只

是软体动物种类较多，有>种，而其它水库只有太平湖水库发现9种%从生态特点来看，这>种

软体动物全是普通的广布性种类［;］，在其它水库也可能存在，只是采集时没有采集到%优势种

类方面也差不多，霍甫水丝蚓、摇蚊属等种类都是这些水库的优势种类%从现存量方面来看，浮

桥河水库的数量和生物量均比其它水库低，这和底质有关%陈其羽等［9A］认为在腐植质比较多

的地区，底栖动物数量就大，浮桥河水库为泥沙底质，腐植质含量相对较低，因而其数量少，生

物量也低%
表: 浮桥河水库底栖动物同其它水库的比较

"#$%: E(FG#,’-(0(23(($+0.4(-$+.H++0567’#(4+8+-+,*(’,#0)(.4+,,+-+,*(’,-

水库名称 类型 底质 种类 优势种类
数量

（’0)／F!）

生物量

（I／F!）
资料来源

四川黑龙

滩水库

大型 淤泥 :< 霍甫水丝蚓

前突摇蚊

羽摇蚊等

9>=: =%<< 杨汉运等［99］

安徽太平

湖水库

大型 淤泥 !=
（软体动物9种）

霍甫水丝蚓

克拉泊水丝蚓

9@@@%< <%!; 刘保元等［9!］

辽宁大伙

房水库

巨型 淤泥 :; 水丝蚓属 ?@>J:::< 未知 史玉强［9:］

湖北浮桥

河水库

大型 泥沙 ;>
（软体动物>种）

霍甫水丝蚓

前突摇蚊

长足摇蚊

摇蚊属

<!@%9 :%<: 本文

!%# 营养类型指标探讨

底栖动物作为一类对环境比较敏感的动物，它不仅在水质生物学评价方面［9;］，而且在湖

泊营养类型划分标准上得到广泛应用%K/L,I/DM*#’等［9<］研究&#N#.(0湖泊底栖动物组成与

;@ 湖 泊 科 学 9;卷



沿湖水平轴营养梯度时得出：前突摇蚊是寡营养或寡!中营养类型的指示种，前突摇蚊和摇蚊

属是中营养类型指示种，羽摇蚊是富营养类型指示种"但是底栖动物作为水库营养类型划分标

准尚研究不够，在该方面有待更进一步的研究"
!"! 渔业资源利用

底栖动物作为杂食性鱼类鲤、鲫、鲂等的优质饵料，在渔业生产中具有一定的地位"通过对

底栖动物所提供的渔产潜力的估算，对拟定渔业生产方案，达到增产增效具有一定的意义"本
文用梁彦龄提供的能量估算法［#$］来估算浮桥河水库大型底栖动物的渔产潜力"公式为：

!%&"&’("#)&"#$’"$)&"(’*"&
其中，!为底栖动物所提供的渔产潜力，"# 为软体动物的生物量，"$ 为水生昆虫的生物量，

"&为寡毛类的生物量"
夏、秋季水温较高，鱼类新陈代谢相对旺盛，所需食粮也大，杂食性鱼类对底栖动物的消耗

也大，剩余量相对就少，因此可利用浮桥河水库+月、#&月底栖动物生物量来计算其渔产潜

力"底栖动物中有关虾、蛭类等的渔产潜力计算未见报道，本文将其计入水生昆虫中一并计算，

则浮桥河水库大型底栖动物可提供的渔产潜力为#"*,#&-./"鲤、鲫、鲂等杂食性鱼类在利用

大型底栖动物的同时，还能利用水体丰富的碎屑资源和水库周丛生物等，因此其渔产潜力还可

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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