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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水生植物在浅水湖泊或河流生态系统中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 通过 ２ 次野外实地调查，对巢湖流域水生植物物

种的区系组成和多样性进行初步分析． 结果表明：巢湖流域水生植物共有 ４３ 科 ８５ 属 １２３ 种（含种下分类单位，下同），其
中蕨类植物有 ５ 科 ６ 属 ６ 种，被子植物 ３８ 科 ７７ 属 １１７ 种，在被子植物中双子叶植物 ２５ 科 ３９ 属 ６３ 种，单子叶植物 １３ 科

４０ 属 ５４ 种． 水禾 （ Ｈｙｇｒｏｒｙｚａ ａｒｉｓｔａｔａ） 为安徽省首次记录； 以禾本科 （ Ｇｒａｍｉｎｅａｅ）、 蓼科 （ Ｐｏｌｙｇｏｎａｃｅａｅ） 和莎草科

（Ｃｙｐｅｒａｃｅａｅ）等为优势科；以蓼属（Ｐｏｌｙｇｏｎｕｍ）、眼子菜属（Ｐｏｔａｍｏｇｅｔｏｎ）和菱属（Ｔｒａｐａ）等为优势属，属的组成比较分散，
寡种属和单种属占总属数的 ９６．５％ ；以喜旱莲子草（Ａｌｔｅｒｎａｎｔｈｅｒａ ｐｈｉｌｏｘｅｒｏｉｄｅｓ）、芦苇（Ｐｈｒａｇｍｉｔｅｓ ａｕｓｔｒａｌｉｓ）、菹草（Ｐｏｔａ⁃
ｍｏｇｅｔｏｎ ｃｒｉｓｐｕｓ）、菱（Ｔｒａｐａ ｓｐ．）、金鱼藻（Ｃｅｒａｔｏｐｈｙｌｌｕｍ ｄｅｍｅｒｓｕｍ）和黑藻（Ｈｙｄｒｉｌｌａ ｖｅｒｔｉｃｉｌｌａｔａ）等为优势种；从分布区类型

看，在科级水平上有 ６ 个类型，科的分布区类型以世界广布最多，达 ５５．８１％ ，热带分布的科（１１ 科）多于温带分布的科（８
科）；在属级水平上有 １３ 个类型，属的分布区类型以世界广布最多（３６．４７％ ），其次是泛热带分布（２０．０％ ）；从不同流域来

看，水生植物物种多样性以白石天河流域最高，店埠河南淝河流域最低，这可能与南淝河水质污染比较严重有一定的

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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巢湖位于安徽省中部，是我国五大淡水湖泊之一［１］ ，也是长江中下游典型的大型浅水湖泊，其流域面积

约为 １．３×１０４ ｋｍ２，流域内河流水系密度较大、纵横交错，共有大小 ３３ 条出入湖河流，主要包括杭埠河—丰乐

河、白石天河、店埠河—南淝河、柘皋河—夏阁河、派河、裕溪河等 ７ 大水系［２⁃３］ ． 水生植物是水生生态系统的

重要组成部分，对水生生态系统平衡的维持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４］ ． ２０１０ ２０１１ 年安徽省进行了第二次湿

地生物多样性调查工作，对安徽省内的湿地植物资源有了初步的了解［５］ ． 目前有关巢湖流域的调查研究主

要集中在水体污染方面［６⁃７］ ，对水生植物多样性的研究相对比较少，仅有少数学者对入湖河流（如十五里河）
等河口湿地植物及湖滨带植物进行了研究［８⁃１０］ ，对整个巢湖流域水生植物多样性的研究则未见报道． 由于巢

湖流域水质下降，近几十年巢湖水生植物分布面积不断萎缩，水生植物群落向单一化发展［１０］ ． 水生植物的

种类组成及物种多样性在一定程度上可直观地反映出湖泊、河流等水体的受污染程度． 研究水生植被的种

类组成、区系特征、群落结构及生物多样性等特征，对合理利用湖泊及河流水生植物资源，改善湖泊及河流

水质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本文将重点研究巢湖流域主要河流及湖滨带水生植物区系组成及群落结构的空

间差异，为流域内水生植物资源开发与保护提供生物学依据，为巢湖流域的生态环境保护提供基础资料．

１ 研究方法

１．１ 样点设置与调查

根据巢湖流域主要河流分布情况，共布设了 １８６ 个水生植物调查样点，覆盖整个研究区域的不同流域

及巢湖湖滨带，各流域的样点分布情况为：白石天河流域（Ⅰ）５ 个样点、巢湖湖滨带（Ⅱ）３８ 个样点、店埠河

南淝河流域（Ⅲ）２５ 个样点、杭埠河丰乐河流域（Ⅳ）５０ 个样点、派河流域（Ⅴ）６ 个样点、西河裕溪河流域

（Ⅵ）３８ 个样点、兆河流域（Ⅶ）１６ 个样点、柘皋河夏阁河流域（Ⅷ）８ 个样点，采样点位置见图 １．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春季）和 ７ 月（夏季）对样点进行两次野外调查． 采样过程中由于部分样点未能到达，４ 月

实际调查了 １７１ 个样点，７ 月实际调查了 １８２ 个样点． 关于水生植物的界定参考 Ｃｏｏｋ 等［１１］ 的定义． 在每个

调查点位布设 ５ 个 １ ｍ×１ ｍ 的样方，水生植物群落调查和采样方法参考文献［１２⁃１４］，在设定的样方中，分
别记录种名以及物种的高度、盖度、株数、多度及生物量等，并记录下样方的经纬度、海拔等．
１．２ 数据处理

物种多样性的测度方法参考文献［１５⁃１６］，对水生植物多样性的测定采用物种丰富度指数和 α 多样性

测定方法．
物种丰富度指数 Ｓ＝样地内出现的物种数．
α 多样性测定方法：

Ｓｈａｎｎｏｎ⁃Ｗｉｅｎｅｒ 多样性指数＝ － ∑
Ｓ

ｉ ＝ １
ｐｉ ｌｎ ｐｉ （１）

Ｓｉｍｐｓｏｎ 多样性指数＝ １－ ∑
Ｓ

ｉ ＝ １
ｐ２
ｉ （２）

Ｐｉｅｌｏｕ 均匀度指数＝ Ｈ ／ ｌｎ Ｓ （３）
式中，ｐｉ为第 ｉ 种的重要值；Ｓ 为样地内出现的物种数．

２ 结果

２．１ 巢湖流域水生植物区系多样性

２．１．１ 全流域水生植物种类组成　 经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和 ７ 月两次野外调查，共发现巢湖流域水生植物 ４３ 科 ８５
属 １２３ 种（含种下分类阶元）（附录），其中蕨类植物有 ５ 科 ６ 属 ６ 种，被子植物 ３８ 科 ７７ 属 １１７ 种． 在被子植

物中双子叶植物 ２５ 科 ３９ 属 ６３ 种，单子叶植物 １３ 科 ４０ 属 ５４ 种．
科的大小按属数多少统计表明，在巢湖流域 ４３ 科水生植物中，含 ４ 属以上的科有 ４ 个，即禾本科 １８ 属、

菊科 ５ 属、莎草科 ５ 属、水鳖科 ４ 属等；含 ２～ ３ 属的科有 １２ 个，占总科数的 ２７．９％ ，属数 ２６ 个，占总属数的

地质测绘院　 社会　 ０００６．湖泊科学 ２０１７－６　 ４ 校样　 张芸　 成品尺寸 １８５×２６０（ｍｍ）　 ４５ 字 ４４ 行　 ２０１７ ／ ０９ ／ ２２



１３８８　 Ｊ． Ｌａｋｅ Ｓｃｉ．（湖泊科学），２０１７，２９（６）

图 １ 巢湖流域水生植物采样点示意

Ｆｉｇ．１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ｓａｍｐｌｉｎｇ ｓｉｔｅｓ ｏｆ ａｑｕａｔｉｃ ｐｌａｎｔｓ ｉｎ Ｃｈａｏｈｕ Ｂａｓｉｎ

３０．６％ ；含 １ 属的科有 ２７ 个，占总科数的 ６２．８％ ，属数 ２７ 个，占总属数的 ３１．８％ ．
科的大小按种数多少统计表明，在巢湖流域 ４３ 科水生植物中，含 １０ 种以上的水生植物大科有 ３ 个，即

禾本科 １８ 属 １９ 种，蓼科 ２ 属 １２ 种，莎草科 ５ 属 １０ 种；含 ５～９ 种的较大科有 ５ 个，即十字花科 ６ 种，毛茛科 ５
种，菱科 ５ 种，菊科 ５ 种，眼子菜科 ５ 种． 以上 ８ 科共含种数有 ６７ 种，占总种数的 ５４．４％ ；含 ２～ ４ 种的小型科

共有 １５ 科，占总科数的 ３４．９％ ，共有 ３６ 种，占总种数的 ２９．３％ ；单种科共有 ２０ 科 ２０ 种，占总科数的 ４６．５％ ，
占总种数的 １６．３％ ．

巢湖流域水生植物属的大小按种数多少统计，含 ５ 种以上的属有 ３ 个，共有 ２０ 种，分别为蓼属 １０ 种，眼
子菜属 ５ 种，菱属 ５ 种；含 ２～４ 种的属有 １５ 属，占总属数的 １７．７％ ，共计 ３６ 种，占总种数的 ２９．３％ ；６７ 属为单

种属，占总属数的 ７８．８％ ，共 ６７ 种，占总种数的 ５４．５％ ．

表 １ 巢湖湖滨带及主要子流域水生植物种类组成

Ｔａｂ．１ Ｔｈｅ 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ｏｆ ａｑｕａｔｉｃ ｐｌａｎｔｓ ｆｒｏｍ ｒｉｖｅｒｓ ａｎｄ
ｌａｋｅｓｈｏｒｅ ｚｏｎｅ ｉｎ Ｃｈａｏｈｕ Ｂａｓｉｎ

主要流域（编号） 科数 属数 种数

白石天河流域（Ⅰ） ２１ ２８ ３３
巢湖湖滨带（Ⅱ） ２７ ４２ ５３
店埠河南淝河流域（Ⅲ） ２５ ４２ ５８
杭埠河丰乐河流域（Ⅳ） ３８ ７１ ９４
派河流域（Ⅴ） １３ ２３ ２４
西河裕溪河流域（Ⅵ） ３１ ５１ ７０
兆河流域（Ⅶ） ２４ ３９ ５２
柘皋河夏阁河流域（Ⅷ） １９ ２７ ３４

２．１．２ 巢湖湖滨带及主要子流域水生植物种类组

成　 从巢湖湖滨带及主要子流域水生植物种类

组成情况来看（表 １），杭埠河丰乐河流域水生植

物种类最多，共 ９４ 种，隶属于 ３８ 科、７１ 属；其次

是西河裕溪河流域，共有 ７０ 种，隶属于 ３１ 科、５１
属；派河流域种类最少，仅 １３ 科 ２３ 属 ２４ 种．
２．１．３ 巢湖流域水生植物优势种　 某一个调查样

点中重要值位于第一位的物种即为该调查样点

的优势种． 巢湖流域 ４ 月和 ７ 月出现次数位于前

１０ 位的优势种见表 ２，可见无论是 ４ 月还是 ７ 月

喜旱莲子草均为巢湖流域最具优势的水生植物，
４ 月共有 ５２ 个样点的水生植物优势种为喜旱莲

子草，占样点总数的 ３１．３％ ；７ 月共有 ５９ 个样点

的水生植物优势种为喜旱莲子草，占样点总数的 ３３．５％ ． 在 ４ 月份，菹草也是巢湖流域具有优势的水生植物，
仅次于喜旱莲子草，共有 ３４ 个样点的优势种为该物种，占样点总数的 ２０．５％ ；其次是芦苇，共有 ２３ 个样点的

优势种为该物种，占样点总数的 １３．９％ ；其他优势物种包括虉草、微齿眼子菜、菖蒲、穗状狐尾藻、香蒲等． 在

７ 月份，菹草一般已经腐烂分解，芦苇取代菹草，成为仅次于喜旱莲子草的优势物种，共有 ２８ 个样点的优势

种为该物种，占样点总数的 １５．９％ ；其次是菱角，是 １５ 个样点的优势物种，占样点总数的 １３．９％ ；其他优势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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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包括金鱼藻、虉草、黑藻、双穗雀稗、竹叶眼子菜、水鳖、穗状狐尾藻等． 可以看出，整个巢湖流域的水生植

物优势种主要是喜旱莲子草、芦苇、菹草、菱、金鱼藻、虉草和黑藻等．

表 ２ 巢湖流域 ４ 月和 ７ 月水生植物优势种

Ｔａｂ．２ Ｔｈｅ ｄｏｍｉｎａｎｔ ｓｐｅｃｉｅｓ ｏｆ ａｑｕａｔｉｃ ｐｌａｎｔｓ ｉｎ Ａｐｒｉｌ ａｎｄ Ｊｕｌｙ ｆｒｏｍ Ｃｈａｏｈｕ Ｂａｓｉｎ

４ 月 ７ 月

优势种 样点数 频度 ／ ％ 优势种 样点数 频度 ／ ％

喜旱莲子草 ５２ ３１．３ 喜旱莲子草 ５９ ３３．５
菹草 ３４ ２０．５ 芦苇 ２８ １５．９
芦苇 ２３ １３．９ 菱 １５ ８．５
虉草 ９ ５．４ 金鱼藻 １０ ５．７

微齿眼子菜 ６ ３．６ 虉草 ７ ４．０
石菖蒲 ４ ２．４ 黑藻 ６ ３．４
菖蒲 ３ １．８ 双穗雀稗 ６ ３．４

齿果酸模 ３ １．８ 竹叶眼子菜 ６ ３．４
穗状狐尾藻 ３ １．８ 水鳖 ５ ２．８

香蒲 ３ １．８ 穗花狐尾藻 ５ ２．８

２．１．４ 巢湖流域水生植物区系特征　 参考《世界种子植物科的分布区类型系统》 ［１７］ 的划分，可将巢湖流域水

生植物 ４３ 科划分为 ６ 种分布区类型（表 ３），可归并为世界分布科、热带分布科和温带分布科． 世界分布科共

计 ２４ 个，占该区系总科数的 ５５．８１％ ． 热带分布科共有 １１ 个，占该总科数的 ２５．５８％ ，其中，绝大多数是泛热

带分布科． 温带成分科共有 ８ 个，占该区系总科数的 １８．６０％ ，其中主要是北温带分布科，共有 ６ 个．
根据《中国植物志》第一卷［１８］蕨类植物属的分布区类型和吴征镒等［１９］关于中国种子植物属的分布区类

型的划分，可将巢湖流域水生植物划分为 １３ 种分布区类型，分别阐述如下（表 ３）：
（１）世界分布：在巢湖流域共有 ３１ 个属，占总属数的 ３６．４７％ ，该类型以温带分布的草本植物为主，水生

或沼生的有槐叶萍属、眼子菜属、芦苇属等；湿生的有蓼属、酸模属等．
（２）泛热带分布：本类型有 １７ 属，占总属数的 ２０．００％ ，常见的有莲子草属、苦草、假稻属、雀稗属、狗牙

根属等．
（３）热带亚洲和热带美洲间断分布：本类型在巢湖流域仅有过江藤属、凤眼莲属．
（４）旧世界热带分布：本类型有 ３ 属，常见的有水竹叶属、香茶菜属和水鳖属．
（５）热带亚洲至热带大洋洲分布：本类型有 ２ 属，即黑藻属和通泉草属．
（６）热带亚洲至热带非洲分布：本类型在巢湖流域有 １ 属，即荩草属．
（７）热带亚洲分布：本类型在巢湖流域有 ２ 属，即水禾属和芋属．
（８）北温带分布：在巢湖流域有 １３ 属，占总属数的 １５．２９％ ． 常见的有虉草属、稗属、水毛茛属、蒿属等属．
（９）东亚和北美间断分布：这一类型在巢湖流域水生植物区系中有菰属、菖蒲属、扯根菜属、鹅肠菜属、

莲属共 ５ 属．
（１０）旧世界温带分布：本类型在巢湖流域有 ３ 属，它们是菱属、水芹属和鹅观草属．
（１１）温带亚洲分布：本类型在巢湖流域较贫乏，仅马兰属．
（１２）东亚分布：本类型有芡属、茶菱属、盒子草属和荻属共 ４ 属．
（１３）中国特有分布：本类型在巢湖流域水生植物中有虾须草属 １ 属．
巢湖流域水生植物中，属数最多的为世界广布型，共 ３１ 属，其次是泛热带分布和北温带分布，分别有 １７

属和 １３ 属． 巢湖流域水生植物中，热带分布属（２～７ 型）共有 ２７ 属，具有温带性质的温带分布属（８～ １３ 型）
也共有 ２７ 属，温带类型与热带类型相当．
２．２ 水生植物的多样性

２．２．１ 全流域水生植物物种多样性及空间分布格局　 巢湖流域 ４ 月和 ７ 月各样点的水生植物物种多样性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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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丰富，４ 月和 ７ 月物种丰富度指数的平均值分别为 ５．９４０ 和 ６．５２７；Ｓｈａｎｎｏｎ⁃Ｗｉｅｎｅｒ 指数的平均值分别为

１．４８６ 和 １．５２３，与 ４ 月相比，７ 月各样点物种丰富度指数和 Ｓｈａｎｎｏｎ⁃Ｗｉｅｎｅｒ 指数的平均值略高一些，但
Ｓｉｍｐｓｏｎ 优势度指数和 Ｐｉｅｌｏｕ 均匀度指数的平均值要比 ４ 月略低一点，从总体上看，７ 月各样点水生植物物

种多样性要高一些（表 ４）．

表 ３ 巢湖流域水生植物科、属的分布区类型

Ｔａｂ．３ Ｔｈｅ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ｔｙｐｅｓ ｏｆ ｆａｍｉｌｉｅｓ ａｎｄ ｇｅｎｅｒａ ｉｎ ｔｈｅ ｆｌｏｒａ ｏｆ ａｑｕａｔｉｃ ｐｌａｎｔｓ ｉｎ Ｃｈａｏｈｕ Ｂａｓｉｎ

分布区类型 科数 占总科数 ／ ％ 属数 占总属数 ／ ％

１．世界广布 ２４ ５５．８１ ３１ ３６．４７
２．泛热带分布 １０ ２３．２６ １７ ２０．００
３．东亚（热带、亚热带）及热带南美间断分布 ２ ２．３５
４．旧世界热带分布 ３ ３．５３
５．热带亚洲至热带大洋洲分布 ２ ２．３５
６．热带亚洲至热带非洲分布 １ ２．３３ １ １．１８
７．热带亚洲分布 ２ ２．３５
８．北温带分布 ６ １３．９５ １３ １５．２９
９．东亚和北美间断分布 １ ２．３３ ５ ５．８８
１０．旧世界温带分布 １ ２．３３ ３ ３．５３
１１．温带亚洲分布 １ １．１８
１２．东亚分布 ４ ４．７１
１３．中国特有分布 １ １．１８
合计 ４３ １００ ８５ １００

表 ４ 巢湖流域各样点水生植物物种多样性分析

Ｔａｂ．４ Ｔｈｅ ｓｐｅｃｉｅｓ 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ｉｎｄｅｘｅｓ ｏｆ ａｑｕａｔｉｃ ｐｌａｎｔｓ ｉｎ Ｃｈａｏｈｕ Ｂａｓｉｎ

物种多样性指数
均值±标准差 最大值

４ 月 ７ 月 ４ 月 ７ 月

物种丰富度指数 ５．９４０±２．７２６ ６．５２７±３．４０１ １３．０００ １５．０００
Ｓｈａｎｎｏｎ⁃Ｗｉｅｎｅｒ 指数 １．４８６±０．５７１ １．５２３±０．６５１ ２．４３６ ２．５２３
Ｓｉｍｐｓｏｎ 优势度指数 ０．６９３±０．２２３ ０．６９１±０．２４６ ０．９０２ ０．９１３
Ｐｉｅｌｏｕ 均匀度指数 ０．８３４±０．２３８ ０．８１９±０．２６１ １．０００ ０．９９３

　 　 从巢湖流域各样点水生植物物种多样性的空间分布格局来看（图 ２），西部丘陵区调查样点的物种多样

性在 ４ 和 ７ 月相对高一些，店埠河南淝河流域和巢湖湖滨带的物种多样性相对低一些，在南淝河的部分采样

点位没有发现水生植物或仅有喜旱莲子草，物种多样性很低．
统计表明，４ 月各样点调查发现的水生植物物种数在 ０～ １３ 之间，分布有 ５～ ９ 个种的样点有 １０８ 个，占

样点总数的 ６３．１６％ ，共有 １８ 个采样点的物种数小于或等于 ２ 种，物种多样性极低，其中店埠河南淝河流域

有 ８ 个，占该流域调查总样点数的 ３０．７７％ ；巢湖湖滨带有 ５ 个，占该区域调查总样点数的 ２５％ ． ７ 月各样点

调查发现的水生植物物种数在 ０～１５ 之间，分布有 ５～９ 个种的样点有 ９９ 个，占样点总数的 ５４．４０％ ，共有 ２７
个采样点的水生植物物种数小于或等于 ２ 种，其中巢湖湖滨带有 １３ 个，占该区域调查样点总数的 ４０．６３％ ；
店埠河南淝河流域共有 １０ 个，占该流域调查样点总数的 ４１．６７％ ．

４ 月各样点 Ｓｈａｎｎｏｎ⁃Ｗｉｅｎｅｒ 指数在 ０～２．４３６ 之间，７ 月各样点 Ｓｈａｎｎｏｎ⁃Ｗｉｅｎｅｒ 指数在 ０～ ２．５２３ 之间，总
体上 ７ 月各样点的 Ｓｈａｎｎｏｎ⁃Ｗｉｅｎｅｒ 指数值要略高于 ４ 月． 与物种丰富度相似，店埠河南淝河流域和巢湖湖

滨带部分采样点的 Ｓｈａｎｎｏｎ⁃Ｗｉｅｎｅｒ 指数也很低．
２．２．２ 巢湖湖滨带及主要子流域水生植物物种多样性　 物种多样性通过统计发现，巢湖湖滨带和 ７ 个主要流

域 ４ 月水生植物物种多样性差异比较明显（图 ３），水生植物物种数在不同流域中变化较大，８ 个主要区域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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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２ 巢湖流域水生植物物种多样性空间分布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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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样点水生植物物种丰富度指数的平均值在 ３．９６２～８．２００ 之间，以白石天河流域（Ⅰ）内水生植物物种丰富

度指数平均值最高为 ８．２００，其次是杭埠河丰乐河流域（Ⅳ）为 ７．０９８，巢湖湖滨带（Ⅱ）和店埠河南淝河流域

（Ⅲ）水生植物物种丰富度指数相对较低，分别是 ４．４００ 和 ３．９６２，均显著低于石天河流域的物种丰富度指数

（Ｐ＜０．０５） ．
８ 个主要区域 ４ 月水生植物 Ｓｈａｎｎｏｎ⁃Ｗｉｅｎｅｒ 多样性指数在 １．０４１ ～ １．９２７ 之间，Ｓｉｍｐｓｏｎ 优势度指数在

０．５２６～０．８３２ 之间，Ｓｈａｎｎｏｎ⁃Ｗｉｅｎｅｒ 指数和 Ｓｉｍｐｓｏｎ 指数在巢湖湖滨带和 ７ 个主要流域之间的差异性与物种

丰富度比较相似，都是白石天河流域 Ｓｈａｎｎｏｎ⁃Ｗｉｅｎｅｒ 指数和 Ｓｉｍｐｓｏｎ 指数指数最大，分别是 １．９２７ 和 ０．８３２，
杭埠河丰乐河流域（Ⅳ）Ｓｈａｎｎｏｎ⁃Ｗｉｅｎｅｒ 指数次之为 １．６８９，兆河流域（Ⅶ）Ｓｉｍｐｓｏｎ 指数指数次之为 ０．７５８，店
埠河南淝河流域（Ⅲ）Ｓｈａｎｎｏｎ⁃Ｗｉｅｎｅｒ 指数和 Ｓｉｍｐｓｏｎ 指数最小，分别是 １．０４１ 和 ０．５２６；白石天河流域 Ｓｈａｎ⁃
ｎｏｎ⁃Ｗｉｅｎｅｒ 指数和 Ｓｉｍｐｓｏｎ 指数指数显著大于巢湖湖滨带（Ⅱ）和店埠河南淝河流域（Ⅲ）的 Ｓｈａｎｎｏｎ⁃Ｗｉｅｎｅｒ
指数和 Ｓｉｍｐｓｏｎ 指数（Ｐ＜０．０５） ．

４ 月 Ｐｉｅｌｏｕ 均匀度指数在 ８ 个主要区域之间没有显著性差异（Ｐ＞０．０５），但也是以白石天河流域（Ⅰ）均
匀度指数最高为 ０．９３１，兆河流域（Ⅶ）次之为 ０．９０４，巢湖湖滨带（Ⅱ）和店埠河南淝河流域（Ⅲ）相对较低，
分别是 ０．７０５ 和 ０．６８８．

调查发现，巢湖流域 ８ 个主要区域 ７ 月水生植物物种多样性差异非常明显（图 ４），水生植物物种数在不

同流域中变化较大，８ 个主要区域内样点水生植物物种丰富度指数的平均值在 ４．３３３～ ９．０００ 之间，以白石天

河流域（Ⅰ）内水生植物物种丰富度指数最高（为 ９．０００），其次是柘皋河夏阁河流域（Ⅷ）（为 ８．３７５），巢湖湖

滨带（Ⅱ）和派河流域（Ⅴ）水生植物物种丰富度指数相对较低，分别为 ４．４３８ 和 ４．３３３，均显著低于白石天河

和柘皋河夏阁河流域的物种丰富度指数（Ｐ＜０．０５） ．
７ 月巢湖流域 ８ 个主要区域水生植物 Ｓｈａｎｎｏｎ⁃Ｗｉｅｎｅｒ 多样性指数在 １．０９６ ～ １．９７４ 之间，Ｓｉｍｐｓｏｎ 优势度

指数在 ０．５３３～０．８３３ 之间． 与 ４ 月调查结果相似，７ 月 Ｓｈａｎｎｏｎ⁃Ｗｉｅｎｅｒ 指数以白石天河流域最高（为 １．９７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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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３ 巢湖湖滨带及主要流域 ４ 月水生植物多样性（不同小写字母代表差异显著（Ｐ＜０．０５），下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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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是柘皋河夏阁河流域（为 １．８４６），巢湖湖滨带、店埠河南淝河流域和派河流域 Ｓｈａｎｎｏｎ⁃Ｗｉｅｎｅｒ 指数值相

对较低，分别是 １．０９６、１．１６８ 和 １．２２２，均显著低于白石天河流域 Ｓｈａｎｎｏｎ⁃Ｗｉｅｎｅｒ 指数值（Ｐ＜０．０５）；７ 月 Ｓｉｍｐ⁃
ｓｏｎ 指数也是以白石天河流域最高（为 ０．８３３），显著高于巢湖湖滨带 Ｓｉｍｐｓｏｎ 指数值（０．５３３）（Ｐ＜０．０５）和店

埠河南淝河流域 Ｓｉｍｐｓｏｎ 指数值（０．５４４）（Ｐ＜０．０５） ．
７ 月 Ｐｉｅｌｏｕ 均匀度指数在 ８ 个主要区域之间没有显著性差异（Ｐ＞０．０５），但以白石天河流域（Ⅰ）均匀度

指数最高（为 ０．９０５），柘皋河夏阁河流域（Ⅷ）次之（为 ０．８８３），巢湖湖滨带（Ⅱ）和店埠河南淝河流域（Ⅲ）
相对较低，分别为 ０．７１７ 和 ０．６８２．

３ 讨论

对巢湖流域水生植物群落物种组成及多样性进行分析和研究，结果表明巢湖流域共有水生植物 ４３ 科

８５ 属 １２３ 种，其中蕨类植物有 ５ 科 ６ 属 ６ 种，被子植物 ３８ 科 ７７ 属 １１７ 种；巢湖流域水生植物含属数或种数

较多的科主要包括禾本科、蓼科、莎草科、菊科、眼子菜科等；属的组成比较分散，寡种属（２～ ４ 种）和单种属

共 ８２ 个，含 １０３ 种，占总属数的 ９６．５％和总种数的 ８３．８％ ；水生植物中优势种主要包括喜旱莲子草、芦苇、菹
草、菱、金鱼藻、虉草、黑藻等，同时有近 ３５％的物种在调查中仅出现过 １～２ 次． 从水生植物分布区类型看，在
科级水平上有 ６ 个分布区类型，科的分布区类型以世界广布最多，有 ２４ 个科；在属级水平上有 １３ 个分布区

类型，属的分布区类型以世界广布最多，有 ３１ 个属．
通过对巢湖流域不同子流域及湖滨带水生植物群落物种多样性的研究发现，物种多样性指数以白石天

河流域最高，杭埠河丰乐河流域次之，店埠河南淝河最低． 白石天河流域和杭埠河丰乐河流域位于巢湖流域

的西部丘陵区域，受人类活动干扰较小，南淝河是合肥主城区最大的巢湖入湖河流，水质及底泥污染严

重［７］ ，南淝河水体中水生植物非常少，主要为喜旱莲子草，这也是该河流水生植物多样性较低的重要原因．
调查发现，巢湖湖体（湖滨带）共有水生植物 ５３ 种，隶属于 ２７ 科 ４２ 属，其中沉水植物共 ７ 种． 目前，巢湖沉

水植物的面积极小，湖心地带几乎无沉水植物分布，沉水植被仅限于沿岸带分布． 竹叶眼子菜是巢湖沉水植

物的优势种，在其生长区域伴有少量其他沉水植物或浮叶植物生长，如穗花狐尾藻、金鱼藻、菱和莕菜等，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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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４ 巢湖湖滨带及主要流域 ７ 月水生植物多样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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巢湖湖滨带部分区域的外围分布有较大面积的挺水植物，如芦苇和香蒲等． １９８０ｓ 调查发现，巢湖水生植被

分布面积约占该湖总面积的 ２．５４％ ，以菹草和竹叶眼子菜为优势种，前者分布面积约为后者的 ３ 倍，此外还

分布有较多的黑藻群落和苦草群落． ２０１０ 年调查发现巢湖沉水植物中竹叶眼子菜为巢湖沉水植被的单一优

势种，此时水生植被分布面积仅为全湖面积的 １．５４％ ，竹叶眼子菜的分布面积占沉水植物分布总面积的

９０．７％ ，黑藻、苦草等环境敏感型的水生植物非常稀少，已濒临消失［１０，２０］ ． 此次调查也发现竹叶眼子菜已经取

代菹草成为巢湖沉水植被的主要优势种，且菹草在 ４ 月巢湖湖体中也分布很少，其它水生植物如黑藻、苦草

已难觅踪迹． 可以看出，随着近几十年巢湖湖体水质变差及富营养化的日益严重，耐污性较强的竹叶眼子菜

已成为巢湖沉水植被的绝对优势种，耐污能力弱的苦草、黑藻等已逐渐消失． 若巢湖水质不能得到有效改

善，竹叶眼子菜作为巢湖沉水植被的单一优势种的现状可能还会将存在一段时间，沉水植物的种类和生物

量也可能会逐渐减少．
本次调查发现，外来入侵植物喜旱莲子草在东部平原区流域内很多水体中都有分布，在部分水体中甚

至成为单一优势种，严重影响本土水生植物的生存空间． 此外，钻叶紫菀等外来入侵植物在局部水域也已严

重影响其他物种的生存，减小了水生植物的多样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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Ｎａｎｊｉｎｇ Ｆｏｒｅｓｔｒｙ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Ｎａｔｕｒ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 ２００６， ３０（５）： ８７⁃９０． ［王春景， 周守标， 杨海军等． 安徽水生维管植物

的多样性． 南京林业大学学报： 自然科学版， ２００６， ３０（５）： ８７⁃９０．］
［ ５ ］ 　 Ｌｉｕ Ｋｕｎ， Ｄａｉ Ｊｕｎｘｉａｎ， Ｔａｎｇ Ｃｈｅｎｇｆｅｎｇ ｅｔ ａｌ． 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ｖａｓｃｕｌａｒ ｐｌａｎｔ ａｎｄ ｃｌａｓｓ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ｓｙｓｔｅｍ ｏｆ ｖｅｇｅｔ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ｗｅｔｌａｎｄ⁃

ｓｏｆ Ａｎｈｕｉ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 Ａｃｔａ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 Ｓｉｎｉｃａ， ２０１４， ３４（１９）： ５４３４⁃５４４４． ［刘坤， 戴俊贤， 唐成丰等． 安徽湿地维管植物

多样性及植被分类系统． 生态学报， ２０１４， ３４（１９）： ５４３４⁃５４４４．］
［ ６ ］ 　 Ｊｉ Ｌａｎ， Ｙａｎｇ Ｌｉｗｕ， Ｌｉ Ｊｉｎｇ． Ｓｔｕｄｙ ｏｎ ｐｏｌｌｕｔｉｏｎ ｓｉｔｕ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Ｎａｎｆｅｉｈｅ ｒｉｖｅｒ ａｎｄ 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ｅｓ ｏｆ ｓｕｂｓｔａｉｎａｂｌ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Ｊｏｕｒ⁃

ｎａｌ ｏｆ Ａｎｈｕｉ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Ｎａｔｕｒ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 ２００６， ３０（４）： ９１⁃９４． ［纪岚， 杨立武， 李菁． 南淝河水污染现状与可持续

发展对策研究． 安徽大学学报： 自然科学版， ２００６， ３０（４）： ９１⁃９４．］
［ ７ ］ 　 Ｌｉ Ｚｈｕ， Ｇｕｏ Ｗｅｉｊｉｅ， Ｃｈｅｎｇ Ｓｈｕｉｐｉｎｇ ｅｔ ａｌ． Ｔｈｅ ｓｐａｔｉａｌ ａｎｄ ｔｅｍｐｏｒａｌ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ｃｈｌｏｒｏｐｈｙｌｌａ ａｎｄ ｉｔｓ 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 ｗｉｔｈ ｅｎ⁃

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ｆａｃｔｏｒｓ ｉｎ ｔｈｅ Ｎａｎｆｅｉｈｅ ｒｉｖｅｒ． Ａｃｔａ Ｈｙｄｒｏｂｉｏｌｏｇｉｃａ Ｓｉｎｉｃａ， ２０１４， ３８（２）： ３４２⁃３５０． ［李柱， 郭伟杰， 成水平

等． 南淝河叶绿素 ａ 时空分布特征及环境因子影响分析． 水生生物学报， ２０１４， ３８（２）： ３４２⁃３５０．］
［ ８ ］ 　 Ｚｈｕ Ｇｕｏｒｏｎｇ， Ｎｉ Ｌｅｙｉ， Ｆａｎｇ Ｔａｏ ｅｔ ａｌ．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ａｎｄ ｆｌｏｒｉｓｔｉｃ 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ａｑｕａｔｉｃ ｐｌａｎｔ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ｉｅｓ ｉｎ ｔｈｅ

ｉｎｆｌｏｗｉｎｇ ｒｉｖｅｒｓ ｏｆ ｅａｓｔ Ｃｈａｏｈｕ ｌａｋｅ ａｎｄ ｔｈｅｉｒ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ｓ ｔｏ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ｆａｃｔｏｒｓ．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Ａｐｐｌｙ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Ｂｉｏｌｏｇｙ， ２０１２， １８（６）： ８８９⁃８９６． ［祝国荣， 倪乐意， 方涛等． 巢湖东湖区入湖河流的水生植被群落结构和区系特

征及其与环境因子的关系． 应用与环境生物学报， ２０１２， １８（６）： ８８９⁃８９６．］
［ ９ ］ 　 Ｐａｎ Ｇｕｏｌｉｎ， Ｈｏｎｇ Ｔｉａｎｑｉｕ， Ｚｈｅｎｇ Ｗｅｉ ｅｔ ａｌ．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ｔｈｅ ｐｌａｎｔ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 ｉｎ ｅｓｔｕａｒｙ ｗｅｔｌａｎｄ ｏｆ ｔｈｅ Ｓｈｉｗｕ⁃

ｌｉｈｅ Ｒｉｖｅｒ ｉｎ ｔｈｅ ｂａｓｉｎ ｏｆ ｔｈｅ Ｃｈａｏｈｕ Ｌａｋｅ．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Ｈｅｆｅｉ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Ｎａｔｕｒ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 ２００７， ３０（１０）：
１２３７⁃１２４０． ［潘国林， 洪天求， 郑伟等． 巢湖十五里河河口湿地植物群落多样性分析． 合肥工业大学学报： 自然科

学版， ２００７， ３０（１０）： １２３７⁃１２４０．］
［１０］ 　 Ｈａｏ Ｂｅｉｂｅｉ， Ｗｕ Ｈａｏｐｉｎｇ， Ｌｉｕ Ｗｅｎｚｈｉ ｅｔ ａｌ． Ｖｅｇｅｔａｔｉｏｎ ｆｅａｔｕｒｅｓ ａｎｄ ｄｅｇｒａｄａｔｉｏｎ ｃａｕｓｅｓ ｉｎ Ｃｈａｏｈｕ ｌａｋｅｓｈｏｒｅ ｚｏｎｅ． Ｅｎｖｉ⁃

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２０１３， ３８（６）： ５９⁃６５． ［郝贝贝， 吴昊平， 刘文治等． 巢湖湖滨带植被特征及其退

化原因分析研究． 环境科学与管理， ２０１３，３８（６）： ５９⁃６５．］
［１１］ 　 Ｃｏｏｋ ＣＤＫ， Ｇｕｔ ＢＪ， Ｒｉｘ ＦＭ ｅｔ ａｌ ｅｄｓ． Ｗａｔｅｒ ｐｌａｎｔｓ ｏｆ ｔｈｅ ｗｏｒｌｄ． Ｈａｇｕｅ： Ｗ． Ｊｕｎｋ， １９７４： ３７⁃８９．
［１２］ 　 Ｌü Ｘｉａｎｇｕｏ ｅｄ． Ｗｅｔｌａｎｄ ｅｃｏｓｙｓｔｅｍ 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 ｍｅｔｈｏｄｓ． Ｂｅｉｊｉｎｇ： Ｃｈｉｎａ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Ｐｒｅｓｓ， ２００５． ［吕宪国． 湿

地生态系统观测方法． 北京： 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 ２００５．］
［１３］ 　 Ｗｕ Ｚｈｏｎｇｈｕａ， Ｙｕ Ｄａｎ， Ｗａｎｇ Ｄｏｎｇ ｅｔ ａｌ．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ａｎｄ ｑｕａｎｔｉｔａｔｉｖｅ ｆｅａｔｕｒｅｓ ｏｆ ａｑｕａｔｉｃ ｐｌａｎｔ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ｉｅｓ ｉｎ ｔｈｅ Ｈａｎｊｉａｎｇ

Ｒｉｖｅｒ． Ａｃｔａ Ｐｈｙｔｏ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 Ｓｉｎｉｃａ， ２００３， ２７（１）： １１８⁃１２４． ［吴中华， 于丹， 王东等． 汉江水生植物群落的结构与数

量特征． 植物生态学报， ２００３， ２７（１）： １１８⁃１２４．］
［１４］ 　 Ｃｕｉ Ｘｉｎｈｏｎｇ， Ｃｈｅｎ Ｊｉａｋｕａｎ， Ｌｉ Ｗｅｉ． Ｓｕｒｖｅｙ ｍｅｔｈｏｄｓ ｏｎ ａｑｕａｔｉｃ ｍａｃｒｏｐｈｙｔｅ ｖｅｇｅｔ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ｌａｋｅｓ ｉｎ ｔｈｅ ｍｉｄｄｌｅ ａｎｄ ｌｏｗｅｒ

ｒｅａｃｈｅｓ ｏｆ Ｃｈａｎｇｊｉａｎｇ Ｒｉｖｅｒ．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Ｗｕｈａｎ Ｂｏｔａｎｉｃａｌ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１９９９， １７（４）： ３５７⁃３６１． ［崔心红， 陈家宽， 李伟．
长江中下游湖泊水生植被调查方法． 武汉植物学研究， １９９９， １７（４）： ３５７⁃３６１．］

［１５］ 　 ＦａｎｇＪｉｎｇｙｕｎ， Ｗａｎｇ Ｘｉａｎｇｐｉｎｇ， Ｓｈｅｎ Ｚｅｈａｏ ｅｔ ａｌ． Ｍｅｔｈｏｄｓ ａｎｄ ｐｒｏｔｏｃｏｌｓ ｆｏｒ ｐｌａｎｔ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 ｉｎｖｅｎｔｏｒｙ． Ｂｉｏ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Ｓｃｉ⁃
ｅｎｃｅ， ２００９， １７（６）： ５３３⁃５４８． ［方精云， 王襄平， 沈泽昊等． 物群落清查的主要内容、方法和技术规范． 生物多样

性， ２００９， １７（６）： ５３３⁃５４８．］
［１６］ 　 Ｌｏｕ Ｙａｎｊｉｎｇ， Ｚｈａｏ Ｋｕｉｙｉ， Ｍａ Ｋｅｐｉｎｇ． Ｃｈａｎｇｅ ｉｎ ｆｌｏｒｉｓｔｉｃ 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ｓｐｅｃｉｅｓ 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ｐｌａｎｔ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 ａｌｏｎｇ ｅｎｖｉ⁃

ｒｏｎｍｅｎｔ ｇｒａｄｉｅｎｔ ｉｎ Ｈｏｎｇｈｅ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Ｎａｔｕｒｅ Ｒｅｓｅｒｖｅ， Ｃｈｉｎａ． Ａｃｔａ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 Ｓｉｎｉｃａ， ２００７， ２７（９）： ３８８３⁃３８９１． ［娄彦

景， 赵魁义， 马克平． 洪河自然保护区典型湿地植物群落组成及物种多样性梯度变化． 生态学报， ２００７， ２７（９）：
３８８３⁃３８９１．］

［１７］ 　 Ｗｕ Ｚｈｅｎｇｙｉ， Ｚｈｏｕ Ｚｈｅｋｕｎ， Ｌｉ Ｄｅｚｈｕ ｅｔ ａｌ． Ｔｈｅ ａｒｅａｌ⁃ｔｙｐｅｓ ｏｆ ｔｈｅ ｗｏｒｌｄ ｆａｍｉｌｉｅｓ ｏｆ ｓｅｅｄ ｐｌａｎｔｓ． Ａｃｔａ Ｂｏｔａｎｉｃａ Ｙｕｎｎａｎｉｃａ，
２００３， ２５（３）： ２４５⁃２５７． ［吴征镒， 周浙昆， 李德铢等． 世界种子植物科的分布区类型系统． 云南植物研究， ２００３，
２５（３）： ２４５⁃２５７．］

［１８］ 　 Ｆｌｏｒａ ｏｆ Ｃｈｉｎａ Ｅｄｉｔｏｒｉａｌ Ｃｏｍｍｉｔｔｅｅ ｅｄ． Ｔｈｅ Ｆｌｏｒａ ｏｆ Ｃｈｉｎａ： Ｖｏｌｕｍｅ １． Ｂｅｉｊｉｎｇ：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Ｐｒｅｓｓ， ２００４． ［中国科学院《中国

植物志》编辑委员会． 中国植物志： 第 １ 卷． 北京： 科学出版社， ２００４．］
［１９］ 　 Ｗｕ Ｚｈｅｎｇｙｉ， Ｚｈｏｕ Ｚｈｅｋｕｎ， Ｓｕｎ Ｈａｎｇ ｅｔ ａｌ． Ｔｈｅ ａｒｅａｌ⁃ｔｙｐｅｓ ｏｆ ｓｅｅｄ ｐｌａｎｔｓ ａｎｄ ｔｈｅｉｒ ｏｒｉｇｉｎ ａｎｄ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ｉａｔｉｏｎ． Ｋｕｎｍｉｎｇ：

Ｙｕｎｎａｎ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Ｐｒｅｓｓ， ２００６． ［吴征镒， 周浙昆， 孙航等． 种子植物分布区类型及其起源与分化． 昆

地质测绘院　 社会　 ０００６．湖泊科学 ２０１７－６　 ４ 校样　 张芸　 成品尺寸 １８５×２６０（ｍｍ）　 ４５ 字 ４４ 行　 ２０１７ ／ ０９ ／ ２２



王金霞等：巢湖流域水生植物多样性 １３９５　

明： 云南科技出版社， ２００６．］
［２０］ 　 Ｒｅｎ Ｙａｎｑｉｎ， Ｃｈｅｎ Ｋａｉｎｉｎｇ． Ｓｔａｔｕｓ ｏｆ ｓｕｂｍｅｒｇｅｄ ｍａｃｒｏｐｈｙｔｅｓ ａｎｄ ｉｔｓ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ｗｉｔｈ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ｆａｃｔｏｒｓ ｉｎ Ｌａｋｅ Ｃｈａｏ⁃

ｈｕ． Ｊ Ｌａｋｅ Ｓｃｉ， ２０１０， ２３（３）： ４０９⁃４１６． ＤＯＩ：１０．１８３０７ ／ ２０１１．０３１４． ［任艳芹， 陈开宁． 巢湖沉水植物现状（２０１０ 年）
及其与环境因子的关系． 湖泊科学， ２０１０， ２３（３）： ４０９⁃４１６．］

附录 巢湖流域水生植物物种统计

Ｓｕｐｐｌｅｍｅｎｔ　 Ａｑｕａｔｉｃ ｐｌａｎｔｓ ｓｐｅｃｉｅｓ ｃｈｅｃｋｌｉｓｔ ｉｎ Ｃｈａｏｈｕ Ｂａｓｉｎ

科名 种名
出现样点数

４ 月 ７ 月

木贼科 Ｅｑｕｉｓｅｔａｃｅａｅ 问荆 Ｅｑｕｉｓｅｔｕｍ ａｒｖｅｎｓｅ ２
节节草 Ｅ． ｒａｍｏｓｉｓｓｉｍｕｍ １

水蕨科 Ｐａｒｋｅｒｉａｃｅａｅ 水蕨 Ｃｅｒａｔｏｐｔｅｒｉｓ ｔｈａｌｉｃｔｒｏｉｄｅｓ １
苹科 Ｍａｒｓｉｌｅａｃｅａｅ 苹 Ｍａｒｓｉｌｅａ ｑｕａｄｒｉｆｏｌｉａ ８ １２
槐叶苹科 Ｓａｌｖｉｎｉａｃｅａｅ 槐叶苹 Ｓａｌｖｉｎｉａ ｎａｔａｎｓ ２ ２９
满江红科 Ａｚｏｌｌａｃｅａｅ 满江红 Ａｚｏｌｌａ ｉｍｂｒｉｃａｔａ ２ １１
蓼科 Ｐｏｌｙｇｏｎａｃｅａｅ 酸模叶蓼 Ｐｏｌｙｇｏｎｕｍ ｌａｐａｔｈｉｆｏｌｉｕｍ ２ １８

绵毛酸模叶蓼 Ｐ． ｌａｐａｔｈｉｆｏｌｉｕｍ ｖａｒ． ｓａｌｉｃｉｆｏｌｉｕｍ ８
荭蓼 Ｐ． ｏｒｉｅｎｔａｌｅ １ １０
水蓼 Ｐ． ｈｙｄｒｏｐｉｐｅｒ ２３ ３９
愉悦蓼 Ｐ． ｊｕｃｕｎｄｕｍ １
蓼子草 Ｐ． ｃｒｉｏｐｏｌｉｔａｎｕｍ ３
戟叶蓼 Ｐ． ｔｈｕｎｂｅｒｇｉｉ ４ ２
箭叶蓼 Ｐ． ｓｉｅｂｏｌｄｉｉ ２ １０
长戟叶蓼 Ｐ． ｍａａｃｋｉａｎｕｍ １
细叶蓼 Ｐ． ｔａｑｕｅｔｉｉ ３
齿果酸模 Ｒｕｍｅｘ ｄｅｎｔａｔｕｓ ２１
羊蹄 Ｒ． ｊａｐｏｎｉｃｕｓ ２１ １

石竹科 Ｃａｒｙｏｐｈｙｌｌａｃｅａｅ 繁缕 Ｓｔｅｌｌａｒｉａ ｍｅｄｉａ ８
中国繁缕 Ｓ． ｃｈｉｎｅｎｓｉｓ ３
牛繁缕 Ｍｙｏｓｏｔｏｎ ａｑｕａｔｉｃｕｍ １

苋科 Ａｍａｒａｎｔｈａｃｅａｅ 喜旱莲子草 Ａｌｔｅｒｎａｎｔｈｅｒａ ｐｈｉｌｏｘｅｒｏｉｄｅｓ １１１ １３３
莲子草 Ａ． ｓｅｓｓｉｌｉｓ ２

毛茛科 Ｒａｎｕｎｃｕｌａｃｅａｅ 石龙芮 Ｒａｎｕｎｃｕｌｕｓ ｓｃｅｌｅｒａｔｕｓ １６
刺果毛茛 Ｒ． ｍｕｒｉｃａｔｕｓ １０
毛茛 Ｒ． ｊａｐｏｎｉｃｕｓ ４ １
肉根毛茛 Ｒ． ｐｏｌｉｉ １
水毛茛 Ｂａｔｒａｃｈｉｕｍ ｂｕｎｇｅｉ ３

三白草科 Ｓａｕｒｕｒａｃｅａｅ 三白草 Ｓａｕｒｕｒｕｓ ｃｈｉｎｅｎｓｉｓ ２ １
睡莲科 Ｎｙｍｐｈａｅａｃｅａｅ 莲 Ｎｅｌｕｍｂｏ ｎｕｃｉｆｅｒａ １ １

芡 Ｅｕｒｙａｌｅ ｆｅｒｏｘ １
金鱼藻科 Ｃｅｒａｔｏｐｈｖｌｌａｃｅａｅ 金鱼藻 Ｃｅｒａｔｏｐｈｙｌｌｕｍ ｄｅｍｅｒｓｕｍ ４４ ７５
十字花科 Ｃｒｕｃｉｆｅｒａｅ 碎米荠 Ｃａｒｄａｍｉｎｅ ｈｉｒｓｕｔａ １４

水田碎米荠 Ｃ． ｌｙｒａｔａ ２
广东蔊菜 Ｒｏｒｉｐｐａ ｃａｎｔｏｎｉｅｎｓｉｓ １
球果蔊菜 Ｒ． ｇｌｏｂｏｓａ ２
印度蔊菜 Ｒ． ｉｎｄｉｃａ ４
荠菜 Ｃａｐｓｅｌｌａ ｂｕｒｓａ⁃ｐａｓｔｏｒｉｓ ３

虎耳草科 Ｓａｘｉｆｒａｇａｃｅａｅ 扯根菜 Ｐｅｎｔｈｏｒｕｍ ｃｈｉｎｅｎｓｅ 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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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３９６　 Ｊ． Ｌａｋｅ Ｓｃｉ．（湖泊科学），２０１７，２９（６）

续附表

科名 种名
出现样点数

４ 月 ７ 月

蔷薇科 Ｒｏｓａｃｅａｅ 朝天委陵菜 Ｐｏｔｅｎｔｉｌｌａ ｓｕｐｉｎａ ２
葫芦科 Ｃｕｃｕｒｂｉｔａｃｅａｅ 盒子草 Ａｃｔｉｎｏｓｔｅｍｍａ ｔｅｎｅｒｕｍ ５
千屈菜科 Ｌｙｔｈｒａｃｅａｅ 圆叶节节菜 Ｒｏｔａｌａ ｒｏｔｕｎｄｉｆｏｌｉａ １
菱科 Ｔｒａｐａｃｅａｅ 菱 Ｔｒａｐａ ｂｉｓｐｉｎｏｓａ ２９ ４０

四角菱 Ｔ． ｑｕａｄｒｉｓｐｉｎｏｓａ １
细果野菱 Ｔ． ｍａｘｉｍｏｗｉｃｚｉｉ ２
野菱 Ｔ． ｉｎｃｉｓａ ６
乌菱 Ｔ． ｂｉｃｏｒｎｉｓ １８

柳叶菜科 Ｏｎａｇｒａｃｅａｅ 丁香蓼 Ｌｕｄｗｉｇｉａ ｐｒｏｓｔｒａｔａ １
黄花水龙 Ｌ． ｐｅｐｌｏｉｄｅｓ ｓｕｂｐ． ｓｔｉｐｕｌａｃｅａ ３

小二仙草科 Ｈａｌｏｒａｇｉｄａｃｅａｅ 穗状狐尾藻 Ｍｙｒｉｏｐｈｙｌｌｕｍ ｓｐｉｃａｔｕｍ ６０ ４０
伞形科 Ｕｍｂｅｌｌｉｆｅｒａｅ 水芹 Ｏｅｎａｎｔｈｅ ｊａｖａｎｉｃａ ３２ １８

破铜钱 Ｈｙｄｒｏｃｏｔｙｌｅ ｓｉｂｔｈｏｒｐｉｏｉｄｅｓ ｖａｒ． ｂａｔｒａｃｈｉｕｍ ４ １
报春花科 Ｐｒｉｍｕｌａｃｅａｅ 泽珍珠菜 Ｌｙｓｉｍａｃｈｉａ ｃａｎｄｉｄａ １０ １
睡菜科 Ｍｅｎｙａｎｔｈａｃｅａｅ 莕菜 Ｎｙｍｐｈｏｉｄｅｓ ｐｅｌｔａｔｕｍ １７ ９

金银莲花 Ｎ． ｉｎｄｉｃａ ３
唇形科 Ｌａｂｉａｔａｅ 活血丹 Ｇｌｅｃｈｏｍａ ｌｏｎｇｉｔｕｂａ ２

薄荷 Ｍｅｎｔｈａ ｈａｐｌｏｃａｌｙｘ ３ ２
溪黄草 Ｉｓｏｄｏｎ ｓｅｒｒａ ６ ３

马鞭草科 Ｖｅｒｂｅｎａｃｅａｅ 过江藤 Ｐｈｙｌａ ｎｏｄｉｆｌｏｒａ １
爵床科 Ａｃａｎｔｈａｃｅａｅ 水蓑衣 Ｈｙｇｒｏｐｈｉｌａ ｓａｌｉｃｉｆｏｌｉａ ２
玄参科 Ｓｃｒｏｐｈｕｌａｒｉａｃｅａｅ 北水苦荬 Ｖｅｒｏｎｉｃａ ａｎａｇａｌｌｉｓ⁃ａｑｕａｔｉｃａ １６

通泉草 Ｍａｚｕｓ ｊａｐｏｎｉｃｕｓ ５
胡麻科 Ｐｅｄａｌｉａｃｅａｅ 茶菱 Ｔｒａｐｅｌｌａ ｓｉｎｅｎｓｉｓ ８
狸藻科 Ｌｅｎｔｉｂｕｌａｒｉａｃｅａｅ 黄花狸藻 Ｕｔｒｉｃｕｌａｒｉａ ａｕｒｅａ ２ １１
菊科 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ａｅ 马兰 Ｋａｌｉｍｅｒｉｓ ｉｎｄｉｃａ ４

虾须草 Ｓｈｅａｒｅｒｉａ ｎａｎａ １ １０
蒌蒿 Ａｒｔｅｍｉｓｉａ ｓｅｌｅｎｇｅｎｓｉｓ ９ ５
钻叶紫菀 Ａｓｔｅｒ ｓｕｂｕｌａｔｕｓ ２
醴肠 Ｅｃｌｉｐｔａ ｐｒｏｓｔｒａｔａ １

泽泻科 Ａｌｉｓｍａｔａｃｅａｅ 慈菇 Ｓａｇｉｔｔａｒｉａ ｔｒｉｆｏｌｉａ ２
水鳖科 Ｈｙｄｒｏｃｂａｄｔａｃｅａｅ 黑藻 Ｈｙｄｒｉｌｌａ ｖｅｒｔｉｃｉｌｌａｔａ ２０ ４３

水鳖 Ｈｙｄｒｏｃｈａｒｉｓ ｄｕｂｉａ １５ ４６
苦草 Ｖａｌｌｉｓｎｅｒｉａ ｎａｔａｎｓ ６ ３０
水车前 Ｏｔｔｅｌｉａ ａｌｉｓｍｏｉｄｅｓ １

眼子菜科 Ｐｏｔａｍｏｇｅｔｏｎａｃｅａｅ 眼子菜 Ｐｏｔａｍｏｇｅｔｏｎ ｄｉｓｔｉｎｃｔｕｓ １１
竹叶眼子菜 Ｐ． ｍａｌａｉａｎｕｓ １０ ２８
微齿眼子菜 Ｐ． ｍａａｃｋｉａｎｕｓ １２ １５
菹草 Ｐ． ｃｒｉｓｐｕｓ ７９ １９
尖叶眼子菜 Ｐ． ｏｘｙｐｈｙｌｌｕｓ １

茨藻科 Ｎａｊａｄａｅｅａｅ 小茨藻 Ｎａｊａｓ ｍｉｎｏｒ ５
大茨藻 Ｎ． ｍａｒｉｎａ １ １
草茨藻 Ｎ． ｇｒａｍｉｎｅａ １

雨久花科 Ｐｏｎｔｅｄｅｒｉａｃｅａｅ 凤眼莲 Ｅｉｃｈｈｏｒｎｉａ ｃｒａｓｓｉｐｅｓ １
灯心草科 Ｊｕｎｃａｃｅａｅ 灯心草 Ｊｕｎｃｕｓ ｅｆｆｕｓｕｓ １７ 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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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金霞等：巢湖流域水生植物多样性 １３９７　

续附表

科名 种名
出现样点数

４ 月 ７ 月

鸭跖草科 Ｃｏｍｍｅｌｉｎａｃｅａｅ 鸭跖草 Ｃｏｍｍｅｌｉｎａ ｃｏｍｍｕｎｉｓ ３
水竹叶 Ｍｕｒｄａｎｎｉａ ｔｒｉｑｕｅｔｒａ ８

谷精草科 Ｅｒｉｏｃａｕｌａｃｅａｅ 谷精草 Ｅｒｉｏｃａｕｌｏｎ ｂｕｅｒｇｅｒｉａｎｕｍ １
禾本科 Ｇｒａｍｉｎｅａｅ 菰 Ｚｉｚａｎｉａ ｌａｔｉｆｏｌｉａ １３ ２６

芦苇 Ｐｈｒａｇｍｉｔｅｓ ａｕｓｔｒａｌｉｓ ６７ ７４
芦竹 Ａｒｕｎｄｏ ｄｏｎａｘ ３ ２
早熟禾 Ｐｏａ ａｎｎｕａ １
光头稗 Ｅｃｈｉｎｏｃｈｌｏａ ｃｏｌｏｎａ ２１
长芒稗 Ｅ． ｃａｕｄａｔａ １１
狗牙根 Ｃｙｎｏｄｏｎ ｄａｃｔｙｌｏｎ ３
马唐 Ｄｉｇｉｔａｒｉａ ｓａｎｇｕｉｎａｌｉｓ １
假稻 Ｌｅｅｒｓｉａ ｊａｐｏｎｉｃａ ９ １５
水禾 Ｈｙｇｒｏｒｙｚａ ａｒｉｓｔａｔａ １
牛鞭草 Ｈｅｍａｒｔｈｒｉａ ａｌｔｉｓｓｉｍａ ７
狗尾草 Ｓｅｔａｒｉａ ｖｉｒｉｄｉｓ １
荩草 Ａｒｔｈｒａｘｏｎ ｈｉｓｐｉｄｕｓ ５
虉草 Ｐｈａｌａｒｉｓ ａｒｕｎｄｉｎａｃｅａ ３３ ３４
看麦娘 Ａｌｏｐｅｃｕｒｕｓ ａｅｑｕａｌｉｓ ３
菵草 Ｂｅｃｋｍａｎｎｉａ ｓｙｚｉｇａｃｈｎ ３
双穗雀稗 Ｐａｓｐａｌｕｍ ｄｉｓｔｉｃｈｕｍ ４２ ６６
鹅观草 Ｒｏｅｇｎｅｒｉａ ｋａｍｏｊｉ ５ １
荻 Ｔｒｉａｒｒｈｅｎａ ｓａｃｃｈａｒｉｆｌｏｒａ １１

天南星科 Ａｒａｃｅａｅ 菖蒲 Ａｃｏｒｕｓ ｃａｌａｍｕｓ １１
石菖蒲 Ａ． ｔａｔａｒｉｎｏｗｉｉ ９ １４
芋 Ｃｏｌｏｃａｓｉａ ｅｓｃｕｌｅｎｔａ １

浮萍科 Ｌｅｍｎａｅｅａｅ 紫萍 Ｓｐｉｒｏｄｅｌａ ｐｏｌｙｒｒｈｉｚａ ５６
浮萍 Ｌｅｍｎａ ｍｉｎｏｒ ２１ ２３

香蒲科 Ｔｙｐｈａｃｅａｅ 香蒲 Ｔｙｐｈａ ｏｒｉｅｎｔａｌｉｓ ２１ １４
水烛 Ｔ． ａｎｇｕｓｔｉｆｏｌｉａ ９ ５

莎草科 Ｃｙｐｅｒａｃｅａｅ 水葱 Ｓｃｉｒｐｕｓ ｖａｌｉｄｕｓ １
藨草 Ｓ． ｔｒｉｑｕｅｔｅｒ １
香附子 Ｃｙｐｅｒｕｓ ｒｏｔｕｎｄｕｓ ５ １
聚穗莎草 Ｃ． ｇｌｏｍｅｒａｔｕｓ １
高杆莎草 Ｃ． ｅｘａｌｔａｔｕｓ ２
碎米莎草 Ｃ． ｉｒｉａ ２
垂穗薹草 Ｃａｒｅｘ ｄｉｍｏｒｐｈｏｌｅｐｉｓ １４
陌上菅 Ｃ． ｔｈｕｎｂｅｒｇｉｉ １０ ２
牛毛毡 Ｅｌｅｏｃｈａｒｉｓ ｙｏｋｏｓｃｅｎｓｉｓ ２
具槽稈荸荠 Ｅ． ｖａｌｌｅｃｕｌｏｓａ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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