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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为探讨非生物因子和生物因子对水体叶绿素 ａ（Ｃｈｌ．ａ）浓度变动的相对重要性， 对芜湖市内的汀棠湖（每半月 １
次）和镜湖（每 ４ 天或 ７ 天 １ 次）进行高频采样， 分析理化因子及浮游动物密度与 Ｃｈｌ．ａ 浓度间的关系． 结果表明， 从全年

来看， ２ 个湖泊的 Ｃｈｌ．ａ 浓度均与水温和透明度间分别呈现显著的正相关性和负相关性， 与浮游动物密度均无显著相关

性； 镜湖 Ｃｈｌ．ａ 浓度随着总磷浓度和氮磷比的增加分别呈上升和降低趋势． 从季节来看， 冬季两湖中的 Ｃｈｌ．ａ 浓度最低，
轮虫密度与此阶段镜湖中藻类 Ｃｈｌ．ａ 总浓度和小型藻类的 Ｃｈｌ．ａ 浓度间均呈显著负相关， 且其对上述两类 Ｃｈｌ．ａ 浓度变动

的影响程度最大， 表明轮虫对藻类的牧食效应降低了冬季镜湖中的 Ｃｈｌ．ａ 浓度． 从各环境因子对 Ｃｈｌ．ａ 浓度变动影响的相

对权重来看， 除了冬季的镜湖外， ２ 个湖泊中的两类 Ｃｈｌ．ａ 浓度均与透明度的关系最密切， 且均随着透明度的上升而降

低， 暗示了透明度可作为预测小型封闭性浅水湖泊中 Ｃｈｌ．ａ 浓度的简便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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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绿素 ａ（Ｃｈｌ．ａ）是浮游植物生物体的重要组成成分之一，其浓度高低是衡量浮游植物现存量的重要指

标［１］ ，也是评价水体富营养化程度的重要因素［２］ ． 鉴于此，人们非常关注水环境因子（如水温和营养盐）对
Ｃｈｌ．ａ 浓度变动的影响［３⁃９］ ．

由于大型浅水湖泊水域面积大，水体常用于水产养殖且与人们的生产生活关系密切，其 Ｃｈｌ．ａ 浓度的变

动受到的关注度很高［３⁃５，８⁃９］ ． 研究表明，由于具有受风浪搅动强烈、与外部水资源交换程度较高等特点，大型

浅水湖泊中的 Ｃｈｌ．ａ 浓度常表现为较明显的空间异质性． 比如： 浮游植物在太湖的深水中央区受光照强度

的影响大，在较浅的沿岸带受氮的影响程度更高［１０］ ． 与此相比，在探讨小型浅水湖泊 Ｃｈｌ．ａ 浓度的时空变动

与水环境间关系的相关研究中，为了阐述水体富营养化产生的原因、后果或者治理途径，水温和营养

盐［３，５⁃７，１１］ 、水体异味物质［１２］及植物化感物质［１３］等因子备受重视． 自然界中，由于水体中通常都分布有轮虫

和枝角类等浮游动物［１４］ ，它们分别以粒径为 １～２０ 和 １～５０ μｍ 的浮游藻类、微型浮游生物和细菌等作为食

物［１５⁃１７］ ，营养生态位间存在着重叠，且它们在富营养化湖泊中往往占有优势［１８］ ，因而水体 Ｃｈｌ．ａ 浓度可能会

受到轮虫和枝角类牧食藻类的影响（即下行效应），这个推测在南京玄武湖中的原位短期（１５ ｄ）实验中已经

获得了证实［１９］ ． 但是，随着季节的演替，在更长的时间内，特别是在藻类现存量较低的季节，浮游动物对藻

类的牧食会不会对浅水湖泊 Ｃｈｌ．ａ 浓度产生负面影响？ 至今，关于这个问题的研究报道并不多见．
城市景观湖泊由于位于城市内部，多为小型封闭性浅水水体，易受稠密的人口等外界因素的干扰，因此城

市浅水湖泊的富营养化问题也受到了人们的关注［２０］ ． 为探明城市内小型浅水湖泊中 Ｃｈｌ．ａ 浓度的季节变动及

其影响因素，本文以芜湖市内的镜湖和汀棠湖为研究水体，重点分析了非生物因子（如水温、营养盐）和生物因

子（浮游动物）对 ２ 个湖泊 Ｃｈｌ．ａ 浓度季节动态的影响，为筛选和识别影响浅水湖泊水体 Ｃｈｌ．ａ 浓度变动的主要

环境因子提供科学资料，同时也为 Ｃｈｌ．ａ 浓度的预测及富营养湖泊的生态治理提供一定的理论依据．

１ 材料与方法

１．１ 研究水体

镜湖（３１．３３４°Ｎ，１１８．３８０°Ｅ）和汀棠湖（３１．３６７°Ｎ，１１８．３９２°Ｅ）分别位于芜湖市（３１．２０°Ｎ，１１８．２１°Ｅ）的中

心和近郊区，为城市公园景观水域，其平均水深分别约为 １．３ 和 １．５ ～ ２．０ ｍ，水域面积约为 ７．９ 和 １３．４７
ｈｍ２［２１］ ，皆为小型浅水湖泊． ２ 个湖泊水体的营养水平接近，均处于富营养化初期阶段［２１⁃２２］ ． 镜湖水体中常年

缺乏浮游甲壳动物（如枝角类和桡足类） ［２３］ ．
１．２ 水样采集

水样采集时，分别在镜湖东、西 ２ 个湖区，汀棠湖南、北水体的中心各设置 １ 个采样点（图 １）．
镜湖水样的采集在 ２００８ 年 ５ 月 ２００９ 年 ４ 月期间完成，除 ２００８ 年 １１ 月份采集 ２ 次外，其余时间段均

采取每 ４ 天或 ７ 天 １ 次的样品采集频率． 汀棠湖水样采集在 ２００９ 年 ２ 月 ２０１０ 年 １ 月期间完成，除 ２００９ 年

１０ 月份因天气原因只进行 １ 次采集外，其他时间段均为每半月采集 １ 次样品． 用于水体总氮（ＴＮ）和总磷

（ＴＰ）浓度测定的水样每月采集 １ 次，均在每月上旬进行． 所有的样品均在采样日上午 ８：００ １０：００ 之间

进行．
水样采集时，同步用水银温度计测定水温，赛奇氏圆盘（Ｓｅｃｃｈｉ ｄｉｓｃ）测定水体透明度（ＳＤ）；分别用哈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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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 镜湖和汀棠湖采样站的设置

Ｆｉｇ．１ Ｓａｍｐｌｉｎｇ ｓｉｔｅｓ ｉｎ Ｌａｋｅ Ｊｉｎｇｈｕ ａｎｄ Ｌａｋｅ Ｔｉｎｇｔａｎｇ

ＨＩ⁃９１４３ 溶氧仪（意大利）和哈纳 ＨＩ⁃８４２４ 酸度计（意大利）测定溶解氧（ＤＯ）和水体 ｐＨ 值． ＴＮ 和 ＴＰ 浓度的

测定委托芜湖市水文水资源局完成，其方法分别参照国标 ＧＢ １１８９４ １９８９ 和 ＧＢ １１８９３ １９８９ 进行． 为反

映水体中粒径大小不同的藻类生物量的多少，在 Ｃｈｌ．ａ 浓度测定时分为两个程序进行： 一是将来源于各水层

中的等量水样混合后，经孔径为 ２５ μｍ 的筛绢过滤，测定过滤后水样中的 Ｃｈｌ．ａ 浓度（Ｃｈｌ．ａ＜２５ μｍ），以间接

反映水体中小型藻类的生物量； 二是将来源于各水层的混合水样未经过滤而直接带回实验室用于 Ｃｈｌ．ａ 的

测定，以间接反映水体中藻类总体生物量． 两类型 Ｃｈｌ．ａ 浓度的测定均采用丙酮萃取—分光光度法［２４］ ．
包括轮虫在内的浮游动物的定性标本采用 ２５＃浮游生物网大范围拖捞获得； 定量标本采用 ２．５ Ｌ 采水

器，于 ３ 个不同深度各采集 ５ Ｌ 湖水，混和后经孔径为 ２５ μｍ 的筛绢过滤收集，即刻用 ５％的福尔马林溶液固

定，实验室内静置沉淀 ４８ ｈ 后，收集沉淀物并浓缩至 ３０ ｍｌ． 浮游动物计数采用 １ ｍｌ 计数框，在 ＯＬＹＭＰＵＳ 显

微镜下全片计数，取 ３ 片计数的平均值作为其密度（桡足类分幼体和成体分别计数）． 轮虫的种类鉴定按

Ｋｏｓｔｅ 分类系统［２５］ ； 枝角类的鉴定参照《中国动物志———淡水枝角类》 ［２６］ ，枝角类的分类地位鉴定至属．
１．３ 数据分析

季节的划分参照气象学上的气温法进行． 具体是先按照水温与气温间的关系［３］ ，将测得的水温换算成

气温，将连续 ５ 天的均温高于 ２２℃的时期视为夏季，而低于 １０℃的视为冬季，二者之间为春季和秋季． 根据

轮虫对不同粒径藻类和其他食物资源的摄食情况［２７⁃２８］ ，将 ２ 个湖泊中的轮虫划分成三种类型，其一为微型

滤食性轮虫，包括臂尾轮虫（Ｂｒａｃｈｉｏｎｕｓ）、龟甲轮虫（Ｋｅｒａｔｅｌｌａ）、龟纹轮虫（Ａｎｕｒａｅｏｐｓｉｓ）、叶轮虫（Ｎｏｔｈｏｌｃａ）和
三肢轮虫（Ｆｉｌｉｎｉａ）；其二为大型藻类掠食性轮虫，包括异尾轮虫（Ｔｒｉｃｈｏｃｅｒｃａ）、多肢轮虫（Ｐｏｌｙａｒｔｈｒａ）和疣毛

轮虫（Ｓｙｎｃｈａｅｔａ）等； 第三为捕食性轮虫，如肉食性的晶囊轮虫（Ａｓｐｌａｎｃｈｎａ）等．
应用配对 ｔ 检验法检测每个湖泊非生物因子和生物因子在 ２ 个样点间的差异性． 先对数据正态性进行

分析（对不符合正态分布的数据进行对数转换），然后在 ＳＰＳＳ １６．０ 软件中利用 Ｐｅａｒｓｏｎ 相关分析法分析 ２ 个

湖泊中 Ｃｈｌ． ａ 和 Ｃｈｌ． ａ ＜ ２５ μｍ 与各水环境因子及浮游动物密度间的相关性． 在 Ｒ ２． １３． ０ 软件中利用

ｒｅｌｗｅｉｇｈｔｓ 函数来获得具有相关性的被选环境因子对 Ｃｈｌ．ａ 浓度影响的相对权重［２９］ ，将 Ｃｈｌ．ａ 和 Ｃｈｌ．ａ＜２５ μｍ
分别与影响其季节变动相对权重最大的水环境因子进行回归分析． 另外，考虑到氮、磷浓度对于浮游植物生

长的重要性，分别将各湖泊中两类 Ｃｈｌ．ａ 浓度与水体氮、磷浓度进行回归分析．

２ 结果与分析

２．１ 镜湖水体 Ｃｈｌ．ａ浓度及理化因子的周年动态

镜湖 ２ 个样点中 Ｃｈｌ．ａ 和 Ｃｈｌ．ａ＜２５ μｍ 的年均值分别为 ２７．８ 和 ２４．０ μｇ ／ Ｌ、２５．２ 和 ２１．４ μｇ ／ Ｌ． Ｃｈｌ．ａ 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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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４２４　 Ｊ． Ｌａｋｅ Ｓｃｉ．（湖泊科学），２０１７，２９（６）

Ｃｈｌ．ａ＜２５ μｍ 在两样点间均无显著差异（Ｐ＞０．０５），其浓度的季节变动趋势均表现为夏季＞秋季＞春季＞冬季

（图 ２）．
镜湖 ２ 个样点的水温、ＤＯ、ｐＨ、ＳＤ 均不存在显著性差异（Ｐ＞０．０５） ． 冬季水温最低，夏季最高； 而 ＤＯ 浓

度的周年变动表现为冬季高、夏季低． 水体 ｐＨ 值在 ７．０～８．５ 之间波动； ＳＤ 的周年动态与 Ｃｈｌ．ａ 和水温的周

年动态总体变化趋势均相反（图 ３）．

图 ２ 镜湖中两种类型的 Ｃｈｌ．ａ 浓度的周年动态

Ｆｉｇ．２ Ａｎｎｕａｌ ｄｙｎａｍｉｃｓ ｏｆ ｔｗｏ ｆｒａｃ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Ｃｈｌ．ａ （Ｃｈｌ．ａ ａｎｄ Ｃｈｌ．ａ＜２５ μｍ） ｉｎ Ｌａｋｅ Ｊｉｎｇｈｕ

镜湖 ＴＰ 浓度表现为秋季＞夏季， 而春季与冬季的差别并不大． ＴＮ 浓度表现为冬季最高， 而其余 ３ 个季

节的差别也不大． ＴＮ ／ ＴＰ 比的年均值为 １３．６８， 整体上表现为冬季＞春季＞夏季＞秋季（图 ４）．
２．２ 汀棠湖水体 Ｃｈｌ．ａ浓度及理化因子的周年动态

汀棠湖 ２ 个样点的 Ｃｈｌ．ａ 和 Ｃｈｌ．ａ＜２５ μｍ 的年均值分别为 ２５．７ 和 ２５．１ μｇ ／ Ｌ、２５．９ 和 ２１．０ μｇ ／ Ｌ， ２ 个样点

间均没有显著差异（Ｐ＞０．０５）， 均表现为夏季＞春季＞秋季＞冬季（图 ５）；水温、ＤＯ、ｐＨ、ＳＤ、Ｎ 和 Ｐ 浓度在 ２ 个样

点也均不存在显著差异（Ｐ＞０．０５）， 且它们的周年变动趋势与其在镜湖中的变动均非常类似（图 ４，图 ６）．
２．３ 镜湖和汀棠湖轮虫和枝角类密度的周年动态

汀棠湖中存在较多的枝角类和桡足类， 其中枝角类主要 有 象 鼻 溞 （ Ｂｏｓｍｉｎａ ｓｐｐ．） 和 秀 体 溞

（Ｄｉａｐｈａｎｏｓｏｍａ ｓｐｐ．），均为小型枝角类． 象鼻溞的密度高峰期出现在 ２００９ 年 ２ 月末至 ４ 月初； 秀体溞的密

度高峰期出现在夏季（２００９ 年 ６、７ 和 ８ 月）． 与枝角类和桡足类密度相比，汀棠湖中轮虫密度相对较高． 汀

棠湖 ２ 个样点中，微型滤食轮虫密度占轮虫总密度比例均较高，两者均呈极显著正相关（ ｒ ＝ ０．９８，Ｐ＜０．００１）．
轮虫总密度和微型滤食轮虫在冬季（２００９ 年 ２ 月和 ２０１０ 年 １ 月）密度较高，而在夏季（２００９ 年 ６、７、８ 月）较
低，春末和秋末密度最低．

镜湖微型滤食性轮虫的类型与汀棠湖相同． 微型滤食性轮虫密度在 ２ 个样点中的变动趋势与轮虫总密

度大体相似，且两者呈极显著相关（ ｒ＝ ０．８２，Ｐ＜０．００１）． 在 ２００８ 年 ９ 月末 １０ 月末和 ２００９ 年 ３ 月末 ４ 月

末，轮虫总密度和微型滤食性轮虫密度间均呈现逐步下降的趋势．
２．４ 两种类型的 Ｃｈｌ．ａ浓度与非生物因子和生物因子间的关系

从全年整体看，２ 个湖泊中的 Ｃｈｌ．ａ 和 Ｃｈｌ．ａ＜２５ μｍ 间均呈极显著正相关． 两类 Ｃｈｌ．ａ 浓度均与水温呈显

著正相关，而与 ＳＤ 均呈显著负相关． 两类 Ｃｈｌ．ａ 浓度均与镜湖 ＤＯ 呈显著负相关，均与镜湖轮虫总密度和滤

食性轮虫密度呈显著正相关，与汀棠湖秀体溞密度呈显著正相关，但与汀棠湖轮虫的密度均不存在显著的

相关性（表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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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３ 镜湖水温、水体 ｐＨ 值、透明度和溶解氧浓度的周年动态

Ｆｉｇ．３ Ａｎｎｕａｌ ｄｙｎａｍｉｃｓ ｏｆ ｗａｔｅｒ 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 ｐＨ ｖａｌｕｅ ａｎｄ ｓｅｃｃｈｉ ｄｅｐｔｈ ａｎｄ ＤＯ ｃｏｎｃｅｎｔｒ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Ｌａｋｅ Ｊｉｎｇｈｕ

表 １ 镜湖和汀棠湖两种类型的 Ｃｈｌ．ａ 浓度与各环境因子间的相关系数

Ｔａｂ．１ Ｐｅａｒｓｏｎ 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 ｃｏ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ｓ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ｔｗｏ ｆｒａｃ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Ｃｈｌ．ａ （Ｃｈｌ．ａ ａｎｄ Ｃｈｌ．ａ＜２５ μｍ） ａｎｄ
ｅａｃｈ ｏｆ ｔｈｅ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ｆａｃｔｏｒｓ ｉｎ Ｌａｋｅ Ｊｉｎｇｈｕ ａｎｄ Ｌａｋｅ Ｔｉｎｇｔａｎｇ

环境因子 缩写
镜湖 汀棠湖

Ｃｈｌ．ａ Ｃｈｌ．ａ＜２５ μｍ Ｃｈｌ．ａ Ｃｈｌ．ａ＜２５ μｍ

Ｃｈｌ．ａ ／ （μｇ ／ Ｌ） Ｃｈｌ．ａ 　 ０．９７∗∗ 　 ０．９７∗∗

水温 ／ ℃ ＷＴ ０．７４∗∗ ０．７５∗∗ ０．５４∗∗ ０．５６∗∗

透明度 ／ ｍ ＳＤ －０．７７∗∗ －０．７８∗∗ －０．６９∗ －０．７０∗∗

ｐＨ ｐＨ ０．０１ ０．０２ －０．２２ －０．１８
ＤＯ ／ （ｍｇ ／ Ｌ） ＤＯ －０．６２∗∗ －０．６３∗∗ －０．２１ －０．２１
ＴＮ ／ （ｍｇ ／ Ｌ） ＴＮ －０．１５ －０．０５ －０．３５ －０．３６
ＴＰ ／ （ｍｇ ／ Ｌ） ＴＰ ０．５０∗ ０．６３∗∗ ０．０５ ０．１１
ＴＮ ／ ＴＰ 比 ＴＮ ／ ＴＰ －０．６３∗∗ －０．６６∗∗ －０．３４ －０．４０
象鼻溞密度 ／ （ ｉｎｄ． ／ Ｌ） Ｂｏｓ 　 　 －０．０４ 　 ０ 　
秀体溞密度 ／ （ ｉｎｄ． ／ Ｌ） Ｄｉａ 　 　 ０．４３∗∗ ０．４１∗∗

微型滤食轮虫密度 ／ （ ｉｎｄ． ／ Ｌ） Ｆｉｌｔｅｒ ０．４９∗∗ ０．５１∗∗ －０．１４ －０．１６
轮虫总密度 ／ （ ｉｎｄ． ／ Ｌ） Ｔｏｔａｌ ０．４４∗∗ ０．４６∗∗ －０．１５ －０．１６

∗表示 Ｐ＜０．０５，∗∗表示 Ｐ＜０．０１； 汀棠湖中浮游动物密度经过 ｌｇ 转化； 下同．

　 　 镜湖中，两类 Ｃｈｌ．ａ 浓度与 ＴＰ 浓度均呈显著或极显著正相关，而与 ＴＮ ／ ＴＰ 比均呈极显著负相关（表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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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４ 镜湖和汀棠湖 ＴＮ、ＴＰ 浓度及 ＴＮ ／ ＴＰ 比的周年变动

Ｆｉｇ．４ Ａｎｎｕａｌ ｄｙｎａｍｉｃｓ ｏｆ ＴＮ， ＴＰ ｃｏｎｃｅｎｔｒａｔｉｏｎｓ ａｎｄ ＴＮ ／ ＴＰ ｒａｔｉｏ ｉｎ Ｌａｋｅ Ｊｉｎｇｈｕ ａｎｄ Ｌａｋｅ Ｔｉｎｇｔａｎｇ

图 ５ 汀棠湖两种类型 Ｃｈｌ．ａ 浓度的周年动态

Ｆｉｇ．５ Ａｎｎｕａｌ ｄｙｎａｍｉｃｓ ｏｆ ｔｗｏ ｆｒａｃ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Ｃｈｌ．ａ （Ｃｈｌ．ａ ａｎｄ Ｃｈｌ．ａ＜２５ μｍ） ｉｎ Ｌａｋｅ Ｔｉｎｇｔａｎｇ

ｌｇ Ｃｈｌ．ａ（Ｙ１）和 ｌｇ Ｃｈｌ．ａ＜２５ μｍ（Ｙ２）均随着 ｌｇ ＴＰ（Ｘ１）的增加而显著增加，回归关系分别为 Ｙ１ ＝ １．１７ Ｘ１＋２．７８
（Ｒ２ ＝ ０．４８，Ｐ＜０．０１），Ｙ２ ＝ １．３８ Ｘ１＋２．９２（Ｒ２ ＝ ０．５９，Ｐ＜０．０１） ． Ｙ１和 Ｙ２均随着 ｌｇ（ＴＮ ／ ＴＰ）（Ｘ２）的增加而显著减

小（表 １），回归关系分别为 Ｙ１ ＝－１．０１ Ｘ２＋２．５３（Ｒ２ ＝ ０．４８，Ｐ＜０．０１）， Ｙ２ ＝ －１．１４ Ｘ２ ＋２．５２（Ｒ２ ＝ ０．５０，Ｐ＜０．０１）
（图 ７）．

汀棠湖中，两类 Ｃｈｌ．ａ 浓度与 ＴＮ、ＴＰ 和 ＴＮ ／ ＴＰ 比间均没有显著相关性（表 １）． 然而，ｌｇ Ｃｈｌ． ａ（Ｙ３）、ｌｇ
Ｃｈｌ．ａ＜２５ μｍ（Ｙ４）均随着 ｌｇ（ＴＮ ／ ＴＰ）（Ｘ３）的增加而减小的趋势，回归关系分别为 Ｙ３ ＝ －０．４２ Ｘ３ ＋１．８２（Ｒ２ ＝

０．１３，Ｐ＝ ０．０９），Ｙ４ ＝－０．５９ Ｘ３＋１．８９（Ｒ２ ＝ ０．１６，Ｐ＝ ０．０５６）（图 ７）．
从季节来看，２ 个湖泊中两类型的 Ｃｈｌ．ａ 浓度在每个样点间也呈现极显著正相关． 镜湖中，冬季与非冬

季的水体中两种类型的 Ｃｈｌ．ａ 浓度均与水温呈极显著正相关，而与 ＳＤ 呈极显著负相关． 冬季镜湖中 ２ 种类

型的 Ｃｈｌ．ａ 浓度均与 ＴＮ 浓度呈显著正相关，而与滤食性轮虫密度和轮虫总密度呈极显著负相关； 其他 ３ 个

季节两种类型的 Ｃｈｌ．ａ 浓度均与 ＤＯ 浓度呈极显著负相关，而与滤食性轮虫密度和轮虫总密度呈极显著正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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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６ 汀棠湖水温、水体 ｐＨ 值、透明度和溶解氧浓度的周年动态

Ｆｉｇ．６ Ａｎｎｕａｌ ｄｙｎａｍｉｃｓ ｏｆ ｗａｔｅｒ 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 ｐＨ ｖａｌｕｅ， ｓｅｃｃｈｉ ｄｅｐｔｈ ａｎｄ ＤＯ ｃｏｎｃｅｎｔｒ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Ｌａｋｅ Ｔｉｎｇｔａｎｇ

图 ７ 镜湖和汀棠湖两类 Ｃｈｌ．ａ 浓度与 ＴＰ 浓度，ＴＮ ／ ＴＰ 比的关系

Ｆｉｇ．７ Ｒｅｇｒｅｓｓｉｏｎ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ｓ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ｔｗｏ ｆｒａｃ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Ｃｈｌ．ａ （Ｃｈｌ．ａ ａｎｄ Ｃｈｌ．ａ＜２５ μｍ） ａｎｄ
ＴＰ ａｓ ｗｅｌｌ ａｓ ＴＮ ／ ＴＰ ｒａｔｉｏ ｉｎ Ｌａｋｅ Ｊｉｎｇｈｕ ａｎｄ Ｌａｋｅ Ｔｉｎｇｔａｎｇ

关（表 ２）．
汀堂湖中，冬季与非冬季的水体中两种类型的 Ｃｈｌ．ａ 浓度均与 ＳＤ 呈极显著负相关． 冬季汀堂湖中两种

类型的 Ｃｈｌ．ａ 浓度均与 ＤＯ 浓度呈显著正相关． 非冬季水体中两类 Ｃｈｌ．ａ 浓度均与 ＴＮ 浓度呈负相关趋势

（ ｒＣｈｌ．ａ ＝－０．４１，Ｐ＝ ０．０８； ｒＣｈｌ．ａ＜２５ μｍ ＝－０．４４，Ｐ＝ ０．０７） ． 尽管冬季与非冬季的水体中两种类型的 Ｃｈｌ．ａ 浓度均与

轮虫总密度无显著相关性，但冬季水体中 Ｃｈｌ．ａ＜２５ μｍ 与滤食性轮虫密度间呈负相关（ ｒ＝－０．４９， Ｐ ＝ ０．０５７）
（表 ２）．

各水环境因子对 ２ 个湖泊 Ｃｈｌ．ａ 浓度影响的相对权重见表 ３． 从全年整体和非冬季的情况看，镜湖中两

种类型的 Ｃｈｌ．ａ 浓度均与 ＳＤ 的关系最为密切（表 ３）． 但从冬季的情况看，轮虫对藻类的牧食效应（下行效

应）对镜湖中两种类型的 Ｃｈｌ．ａ 浓度，尤其是 Ｃｈｌ．ａ＜２５ μｍ（小型藻类的 Ｃｈｌ．ａ 浓度）的影响最大（表 ３）． 汀棠

湖中，无论是从全年整体看，还是分季节看，两种类型的 Ｃｈｌ．ａ 浓度均与 ＳＤ 的关系最为密切（表 ２，表 ３）． 但

从冬季情况看，轮虫对藻类的牧食效应还是对 Ｃｈｌ．ａ＜２５ μｍ 产生了一定的影响（表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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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２ 冬季与非冬季镜湖和汀棠湖水体中两种类型的 Ｃｈｌ．ａ 浓度与各环境因子间的相关系数

Ｔａｂ．２ Ｐｅａｒｓｏｎ 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 ｃｏ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ｓ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ｔｗｏ ｆｒａｃ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Ｃｈｌ．ａ （Ｃｈｌ．ａ ａｎｄ Ｃｈｌ．ａ＜２５ μｍ） ａｎｄ ｅａｃｈ ｏｆ ｔｈｅ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ｆａｃｔｏｒｓ ｉｎ ｗｉｎｔｅｒ ａｎｄ ｔｈｅ ｏｔｈｅｒ ｔｈｒｅｅ ｓｅａｓｏｎｓ ｉｎ Ｌａｋｅ Ｊｉｎｇｈｕ ａｎｄ Ｌａｋｅ Ｔｉｎｇｔａｎｇ

环境
因子

镜湖 汀棠湖

冬季 非冬季 冬季 非冬季

Ｃｈｌ．ａ Ｃｈｌ．ａ＜２５ μｍ Ｃｈｌ．ａ Ｃｈｌ．ａ＜２５ μｍ Ｃｈｌ．ａ Ｃｈｌ．ａ＜２５ μｍ Ｃｈｌ．ａ Ｃｈｌ．ａ＜２５ μｍ

Ｃｈｌ．ａ 　 ０．９３∗∗ 　 ０．９５∗∗ ０．９６∗∗ ０．９６∗∗

ＷＴ ０．５６∗∗ ０．６１∗∗ ０．５３∗∗ ０．５７∗∗ －０．１５ －０．２０ ０．２９ ０．２７
ＳＤ －０．７８∗∗ －０．８２∗∗ －０．６３∗∗ －０．６９∗∗ －０．８３∗∗ －０．８０∗∗ －０．５６∗∗ －０．５８∗∗

ｐＨ ０．１８ ０．２７ －０．１７ －０．１６ －０．４７ －０．４８ －０．２２ －０．１６
ＤＯ －０．０９ ０．０５ －０．３０∗∗ －０．３６∗∗ ０．５９∗ ０．５９∗ ０．０３ ０．０９
ＴＮ ０．６９∗ ０．７０∗ －０．０６ ０．１５ －０．０７ －０．０５ －０．４１ －０．４４
ＴＰ ０．４５ ０．４２ ０．２８ ０．５３ －０．０３ ０．００ －０．１３ －０．０８

ＴＮ ／ ＴＰ 比 －０．０５ －０．０４ －０．５０ －０．５９∗ ０．１１ ０．１０ －０．１９ －０．２５
Ｂｏｓ 　 　 　 　 －０．１８ －０．１６ －０．１１ －０．０７
Ｄｉａ 　 　 　 　 　 ０．２３ ０．２０
Ｆｉｌｔｅｒ －０．５７∗∗ －０．６０∗∗ ０．５２∗∗ ０．５５∗∗ －０．４０ －０．４９ －０．０６ －０．０６
Ｔｏｔａｌ －０．３５∗ －０．３９∗∗ ０．４７∗∗ ０．５０∗∗ －０．３６ －０．４４ －０．１３ －０．１２

各环境因子的缩写见表 １． 下同．

　 　 鉴于透明度与 ２ 个湖泊 Ｃｈｌ．ａ 浓度间的关系均最为密切，故对它们之间的关系进行回归分析． ２ 个湖泊

两种类型的 Ｃｈｌ．ａ 浓度（Ｃｈｌ．ａ： Ｙ１； Ｃｈｌ．ａ＜２５ μｍ： Ｙ２）均与透明度（Ｘ）呈极显著相关（图 ８）．

表 ３ 各环境因子对镜湖和汀棠湖两种类型 Ｃｈｌ．ａ 浓度变动影响的相对权重（％ ）
Ｔａｂ．３ Ｒｅｌａｔｉｖｅ ｗｅｉｇｈｔ ｏｆ ｔｈｅ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ｆ ｅａｃｈ ｐｒｅｄｉｃｔｏｒ ｖａｒｉａｂｌｅ ｏｎ ｔｗｏ ｆｒａｃ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Ｃｈｌ．ａ

（Ｃｈｌ．ａ ａｎｄ Ｃｈｌ．ａ＜２５ μｍ） ｉｎ Ｌａｋｅ Ｊｉｎｇｈｕ ａｎｄ Ｌａｋｅ Ｔｉｎｇｔａｎｇ

湖泊
环境
因子

全年 冬季 非冬季

Ｃｈｌ．ａ Ｃｈｌ．ａ＜２５ μｍ Ｃｈｌ．ａ Ｃｈｌ．ａ＜２５ μｍ Ｃｈｌ．ａ Ｃｈｌ．ａ＜２５ μｍ

镜湖 ＷＴ ２７．２７ ２３．１５ １８．６５ ８．７３ ３２．４５ １０．５０
ＳＤ ２７．４６ ２８．５７ ２１．６３ ９．４４ ５６．３６ ５１．４１
ＤＯ １８．１７ １４．８０ １４．３９ １１．１７ ３．５２
ＴＮ １５．５４
ＴＰ １０．３０ １７．９４

ＴＮ ／ ＴＰ 比 １６．７８ １５．５３ ３４．５６
Ｆｉｌｔｅｒ １５．８０ ７．７１
Ｔｏｔａｌ ２８．３４ ５９．７１

汀棠湖 ＷＴ ３０．８２ ３２．５５
ＳＤ ６９．１７ ６７．４５ ６７．１１ ６０．８５
ＤＯ ２２．９０ ２１．５２
Ｆｉｌｔｅｒ ９．９９ １７．６３

３ 讨论

３．１ 水环境因子对镜湖和汀棠湖 Ｃｈｌ．ａ浓度影响的探讨

３．１．１ 水体理化因子对 Ｃｈｌ．ａ 浓度的影响　 众多研究表明，水温与 Ｃｈｌ．ａ 浓度呈正相关［６，１１，２３，３０］ ． 与上述结论

一致，本研究中，镜湖和汀棠湖 Ｃｈｌ．ａ 浓度均与水温呈显著正相关，说明水温对浮游植物的生长和发育具有

促进作用． 在当前全球气候变暖的背景下，这种现象可引起环保工作者对水体富营养化成因的重视，因为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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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８ 镜湖和汀棠湖两种类型的 Ｃｈｌ．ａ 浓度与透明度间的回归关系

Ｆｉｇ．８ Ｒｅｇｒｅｓｓｉｏｎ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ｓ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ｔｗｏ ｆｒａｃ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Ｃｈｌ．ａ （Ｃｈｌ．ａ ａｎｄ Ｃｈｌ．ａ＜２５ μｍ） ａｎｄ
ｓｅｃｃｈｉ ｄｅｐｔｈ ｉｎ Ｌａｋｅ Ｊｉｎｇｈｕ ａｎｄ Ｌａｋｅ Ｔｉｎｇｔａｎｇ

温的升高既促进了 Ｃｈｌ．ａ 浓度的上升，也有利于蓝藻形成优势［３１］ ．
有研究表明，水体 Ｃｈｌ．ａ 浓度与其 ｐＨ 值间呈显著正相关［３２］ ． 在浮游植物生长茂盛的水域，水体 ｐＨ 值较

高，主要与浮游植物的光合作用吸收水体中的 ＣＯ２、放出 Ｏ２有关． 本研究中，２ 个湖泊水体 ｐＨ 值均在 ７．０ ～
８．５ 之间波动，整体变化幅度很小，且无论从全年整体还是分季节看，Ｃｈｌ．ａ 浓度与 ｐＨ 值间均没有显著相关

性，这与阮晓红等的结论［３２］并不一致，而与范廷玉等［３３］ 的研究一致． 究其原因，可能是阮晓红等［３２］ 的研究

只在冬、夏季各采集 １ 次样品，且 ６０ 个湖泊间营养水平相差较大有关． 实际上，就单个水体 ｐＨ 的季节变动

不大的湖泊来说，ｐＨ 与水体藻类繁殖之间的关系可能不太大．
Ｃｈｌ．ａ 浓度与 ＤＯ 浓度可能存在着正相关性，因为 Ｃｈｌ．ａ 浓度越高，浮游植物数量越多，其通过光合作用

释放 Ｏ２，会使 ＤＯ 浓度增加［３０，３３］ ． 但也有研究表明，Ｃｈｌ．ａ 浓度与 ＤＯ 浓度却呈负相关［４］ ． 本研究中，Ｃｈｌ．ａ 浓

度与 ＤＯ 浓度间的关系在镜湖呈负相关，而在冬季汀棠湖呈正相关． 由于 ＤＯ 除了与浮游植物的光合作用放

氧有关外，与水温、氧分压和有机体的呼吸消耗等密切相关；一定范围内，温度越高，ＤＯ 浓度越低［３４］ ． 从本

研究来看，汀棠湖和镜湖均属小型浅水湖泊，水体中的 ＤＯ 浓度受温度的影响从而成为影响 Ｃｈｌ．ａ 浓度变动

的被动因子的可能性更大．
Ｃｈｌ．ａ 浓度与营养盐间存在着复杂的关系［３５］ ． ＯＥＣＤ 认为，氮、磷浓度均有可能影响 Ｃｈｌ．ａ 浓度［２］ ． 从国

内学者对我国湖泊和水库等的研究发现，Ｃｈｌ． ａ 浓度与氮、磷浓度的关系也比较复杂，如对洞庭湖［４］ 、太
湖［８］ 、苏州平原河网区浅水湖泊［３２］和珠江流域东江干流［３６］的研究中均认为 Ｐ 是影响 Ｃｈｌ．ａ 浓度变化的主导

因子，而对三峡水库香溪河库湾的研究中却发现 Ｃｈｌ．ａ 浓度受 Ｎ 的影响更大［５］ ． 有学者认为，ＴＮ ／ ＴＰ 比与藻

类的生长有更直接的关系． 当 ＴＮ ／ ＴＰ 比＞７ 或＜７ 时，Ｐ 和 Ｎ 分别是可能的限制性营养盐［３７］ ． 本研究中，镜湖

中两类 Ｃｈｌ．ａ 浓度与 ＴＰ 浓度均呈显著正相关，而与 ＴＮ ／ ＴＰ 比均呈显著负相关，且 ＴＮ ／ ＴＰ 比年均值为 １３．６８，
这表明镜湖属于 Ｐ 限制性水体，Ｐ 对于 Ｃｈｌ．ａ 浓度的影响较大． 而在汀棠湖中，两类 Ｃｈｌ．ａ 浓度均分别与 ＴＮ ／
ＴＰ 比和 ＴＮ 浓度呈负相关，且 ＴＮ ／ ＴＰ 比的年均值为 １２．０９，这表明汀棠湖可能偏向 Ｐ 限制性水体． 但汀棠湖

中 Ｃｈｌ．ａ 浓度与 ＴＰ 浓度并没有呈现正相关性，可能与汀棠湖在采样期地处芜湖市郊，周边居民在水体放养

较多的鲢鳙鱼有关，因为这些滤食性鱼类对于藻类的滤食可能改变了 Ｃｈｌ． ａ 浓度与 ＴＰ 浓度的关系［３８］ ． 当

然，这种推测还需要更进一步的研究予以证实．
３．１．２ 浮游动物对 Ｃｈｌ．ａ 浓度的影响　 轮虫、枝角类等浮游动物均摄食浮游藻类，从而有可能会影响到水体

中的 Ｃｈｌ．ａ 浓度． 本研究中，藻类的 Ｃｈｌ．ａ 总浓度与小型藻类的 Ｃｈｌ．ａ 浓度间呈极显著相关，且它们的均值差

异都不大，这说明 ２ 个湖泊中大型藻类所占比例较小． 从全年整体来看，镜湖的两类 Ｃｈｌ．ａ 浓度与轮虫密度

均呈极显著正相关，一方面说明了浮游动物对于镜湖 Ｃｈｌ．ａ 浓度的影响不大，另一方面也暗示了水体中可供

轮虫利用的食物资源是充足的． 汀棠湖中，两类 Ｃｈｌ．ａ 浓度与轮虫密度并未呈显著相关，这说明汀棠湖浮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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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４３０　 Ｊ． Ｌａｋｅ Ｓｃｉ．（湖泊科学），２０１７，２９（６）

动物的牧食对于水体 Ｃｈｌ．ａ 浓度的影响很小．
但是从季节变化的特点看，在水温最低、光照时间最短的冬季，水体透明度均最高，２ 个湖泊中微型滤食

性轮虫总密度和轮虫总密度均较高，而 Ｃｈｌ．ａ 浓度却最低． 此阶段，轮虫密度与 Ｃｈｌ．ａ 浓度呈显著负相关性

（镜湖）或负相关趋势（汀棠湖），且相比其他水环境因子而言，轮虫密度对于镜湖中藻类 Ｃｈｌ．ａ 总浓度，尤其

对小型藻类的 Ｃｈｌ．ａ 浓度影响最大； 而这些现象在温度较高、光照时间较长的非冬季中并没有显现，这说明

在低温、短光照下的冬季水体中，藻类光合作用较弱，浮游轮虫摄食藻类降低了 Ｃｈｌ．ａ 浓度． 但是，轮虫密度

对于汀棠湖 Ｃｈｌ．ａ 浓度的影响却有限，一方面可能与汀棠湖样品采集的频率相对较低有关，因为较长的采样

周期难以反映出对水环境变化敏感的轮虫等浮游动物对藻类摄食的影响力； 另一方面也说明了浮游动物摄

食藻类在影响小型浅水湖泊中 Ｃｈｌ．ａ 浓度变动的重要性方面需要更多的调查予以确认． 结合本实验和张镇

等［１９］的实验结果，有理由相信，通过一定的措施增加浮游动物密度，将有可能有效地降低浮游植物的生物量

和水华产生的可能性．
３．２ 小型封闭性水体与大型浅水湖泊、水库和河流 Ｃｈｌ．ａ浓度及其变动因素的比较

大型浅水湖泊由于受风浪的搅动强烈，其 Ｃｈｌ．ａ 浓度的变动除了与水温及营养盐等相关外，还与沉积物

悬浮导致的浊度上升有关，湖水浑浊使得水下光照成为影响水体 Ｃｈｌ．ａ 浓度变动的限制性因子［１０］ ． 有些大

型浅水湖泊（如鄱阳湖）并非封闭性水体，与外界的交换程度高，高水位的丰水期会稀释营养盐浓度，从而改

变了其对水体 Ｃｈｌ．ａ 浓度的影响［９］ ． 对水库的研究发现，其中的 Ｃｈｌ．ａ 浓度除了受营养盐的影响程度较大外，
还与水库的水文条件相关，调水会影响 Ｃｈｌ．ａ 浓度与营养盐间的关系［３９］ ． 就河流而言，不同河段的 Ｃｈｌ．ａ 浓

度往往不同，与水体的流动性也具有紧密的关系［３６，４０］ ． 这些现象说明沉积物的悬浮、水文条件和水体流动性

是影响大型浅水湖泊、水库或者河流中 Ｃｈｌ．ａ 浓度变动的不容忽视的因素，同时水体的不同区域受这些因素

影响程度可能不同，导致了 Ｃｈｌ．ａ 浓度的分布具有空间异质性． 至于小型浅水水体，其 Ｃｈｌ．ａ 浓度的分布是否

具有空间异质性与水体周围的环境条件相关． 就本研究而言，镜湖和汀棠湖两个样点的 Ｃｈｌ．ａ 浓度间均没有

显著差异，这可能是因为它们均属城市内湖，且与周边的水交换程度均不高． 但是，小型浅水水体即使是封

闭的，如果不同水域受风的影响程度不同，也会影响到 Ｃｈｌ．ａ 浓度的空间分布特征［４１］ ．
３．３ 透明度与 Ｃｈｌ．ａ浓度间关系的探讨

一般而言，透明度与该水体中悬浮物质和 Ｃｈｌ．ａ 浓度均呈负相关［５，６，３０，４２］ ． 且有学者认为，Ｃｈｌ．ａ 浓度与透

明度间呈现曲线关系［５，３４］ ． 本研究中，无论从全年整体上看还是分季节看，除了冬季的镜湖外，２ 个湖泊的

Ｃｈｌ．ａ 浓度均与透明度间的关系最为密切（图 ８）． 然而，有不少学者认为，透明度可能是引起 Ｃｈｌ．ａ 浓度变动

的被动因子［３３］ ，但作者认为也有可能是诱导因素． 本研究的 ２ 个湖泊均在城市内部，易受周边人群的影响；
且它们均属于小型浅水湖泊，其透明度易受地表水冲洗、雨水淋刷和人为活动等外源性因素的影响，这些因

素可能会主动影响到水体中的浮游藻类的光合作用． 但从本研究并结合相关文献看［５，３４］ ，不管透明度是作

为 Ｃｈｌ．ａ 浓度变动的诱导因子还是被动因子，由于测定过程非常简便，其可能是预测封闭性较好、与外界水

交换程度低的水体 Ｃｈｌ．ａ 浓度变动的较为简便的指标． 不过，由于透明度测定的过程受人为影响程度较大，
因此就需要尽可能地提高测定的准确性，比如： 选用黑白对照清晰的透明度盘、尽量选择同一个人完成全部

样品的测定工作、保持透明度盘在水中的垂直状态等减小测定误差的措施． 当然，在大型湖泊、水库、河流及

受风影响较大的小型水体中，由于水体的流动性或者水位的变化较大，是否能够利用透明度来预测 Ｃｈｌ．ａ 浓

度的变动需要更多、更细致的研究加以证实．

４ 参考文献

［ １ ］　 Ｒｅｙｎｏｌｄｓ ＣＳ ｅｄ． Ｔｈｅ ｅｃｏｌｏｇｙ ｏｆ ｆｒｅｓｈｗａｔｅｒ ｐｈｙｔｏｐｌａｎｋｔｏｎ． Ｌｏｎｄｏｎ： 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１９８４．
［ ２ ］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ｆｏｒ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ＥＣＤ）． Ｅｕｔｒｏｐｈｉ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ｗａｔｅｒｓ： Ｍｏｎｉｔｏｒｉｎｇ， 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Ｐａｒｉｓ： ＯＥＣＤ， １９８２．
［ ３ ］ 　 Ｘｕｎ Ｓｈａｎｇｐｅｉ， Ｙａｎｇ Ｙｕａｎｊｉａｎ， Ｈｅ Ｂｉｎｆａｎｇ ｅｔ ａｌ．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ｓｐｒｉｎｇ ｗａｔｅｒ 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 ａｎｄ ｃｈｌｏｒｏ⁃

ｐｈｙｌｌ⁃ａ ｉｎ Ｌａｋｅ Ｃｈａｏｈｕ． Ｊ Ｌａｋｅ Ｓｃｉ， ２０１１， ２３（５）： ７６７⁃７７２． ＤＯＩ：１０．１８３０７ ／ ２０１１．０５１５． ［荀尚培， 杨元建， 何彬方等．
春季巢湖水温和水体叶绿素 ａ 浓度的变化关系． 湖泊科学， ２０１１， ２３（５）： ７６７⁃７７２．］

［ ４ ］ 　 Ｚｈａｎｇ Ｇｕａｎｇｇｕｉ． Ｓｐａｔｉａｌ⁃ｔｅｍｐｏｒａｌ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ｃｈｌｏｒｏｐｈｙｌｌ⁃ａ ａｎｄ ｉｔｓ 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 ｗｉｔｈ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ｆａｃｔｏｒｓ ｉｎ Ｄｏｎｇｔｉｎ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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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温新利等：两小型浅水湖泊水体叶绿素 ａ 浓度的季节变化及与理化因子和生物因子的关系 １４３１　

Ｌａｋｅ．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Ｍｏｎｉｔｏｒｉｎｇ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２０１６， ３２（４）： ８４⁃９０． ［张光贵． 洞庭湖水体叶绿素 ａ 时空分布及与环境因

子的相关性． 中国环境监测， ２０１６， ３２（４）： ８４⁃９０．］
［ ５ ］ 　 Ｈａｎ Ｘｉｎｑｉｎ， Ｙｅ Ｌｉｎ， Ｘｕ Ｙａｏｙａｎｇ ｅｔ ａｌ．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ｔｈｅ ｓｐａｔｉａｌ ａｎｄ ｔｅｍｐｏｒａｌ ｃｈａｎｇｅｓ ｏｆ ｃｈｌｏｒｏｐｈｙｌｌ⁃ａ ｃｏｎｃｅｎｔｒ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Ｘｉａｎｇｘｉ Ｂａｙ ｉｎ ｓｐｒｉｎｇ ａｎｄ ｉｔｓ ｉｍｐａｃｔ ｆａｃｔｏｒｓ． Ａｃｔａ Ｈｙｄｒｏｂｉｏｌｏｇｉｃａ Ｓｉｎｉｃａ， ２００６， ３０（１）： ８９⁃９４． ［韩新芹， 叶麟， 徐耀阳

等． 香溪河库湾春季 Ｃｈｌ．ａ 浓度动态及其影响因子分析． 水生生物学报， ２００６， ３０（１）： ８９⁃９４．］
［ ６ ］ 　 Ｌｕ Ｈｕａｎｃｈｕｎ， Ｗａｎｇ Ｆｅｉｅｒ， Ｃｈｅｎ Ｙｉｎｇｘｕ ｅｔ ａｌ． Ｍｕｌｔｉ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ｃｈｌｏｒｏｐｈｙｌｌ⁃ａ ａｎｄ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ｆａｃｔｏｒｓ ｉｎ Ｑｉａｎｄａｏ

Ｌａｋｅ ｗａｔｅｒ．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Ａｐｐｌｉｅｄ Ｅｃｏｌｏｇｙ， ２００３， １４（８）： １３４７⁃１３５０． ［吕唤春， 王飞儿， 陈英旭等． 千岛湖水体

叶绿素 ａ 浓度与相关环境因子的多元分析． 应用生态学报， ２００３，１４（８）： １３４７⁃１３５０．］
［ ７ ］ 　 Ｌｉａｎｇ Ｓｈｕｘｕａｎ， Ｗａｎｇ Ｙｕｎｘｉａｏ， Ｑｉｎ Ｚｈｅ． Ｃｈｌｏｒｏｐｈｙｌｌ⁃ａ ａｎｄ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ｗａｔｅｒ ｑｕａｌｉｔｙ ｏｆ Ｌａｋｅ Ｂａｉｙａｎｇｄｉａｎ． Ｔｒａｎｓａｃ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Ｏｃｅａｎｏｌｏｇｙ ａｎｄ Ｌｉｍｎｏｌｏｇｙ， ２０１２， ３： ６６⁃７３． ［梁淑轩， 王云晓， 秦哲． 白洋淀叶绿素 ａ 及其水质因子分析． 海洋湖沼

通报， ２０１２， ３： ６６⁃７３．］
［ ８ ］ 　 Ｗａｎｇ Ｚｈｅｎ， Ｚｏｕ Ｈｕａ， Ｙａｎｇ Ｇｕｉｊｕｎ ｅｔ ａｌ． Ｓｐａｔｉａｌ⁃ ｔｅｍｐｏｒａｌ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ｏｆ ｃｈｌｏｒｏｐｈｙｌｌ⁃ａ ａｎｄ ｉｔｓ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ｗｉｔｈ ｅｎｖｉ⁃

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ｆａｃｔｏｒｓ ｉｎ Ｌａｋｅ Ｔａｉｈｕ． Ｊ Ｌａｋｅ Ｓｃｉ， ２０１４， ２６（４）： ５６７⁃５７５． ＤＯＩ：１０．１８３０７ ／ ２０１４．０４１１． ［王震， 邹华， 杨桂军

等． 太湖叶绿素 ａ 的时空分布特征及其与环境因子的相关关系． 湖泊科学， ２０１４， ２６（４）： ５６７⁃５７５．］
［ ９ ］ 　 Ｗｕ Ｚｈａｏｓｈｉ， Ｚｈａｎｇ Ｌｕ， Ｌｉｕ Ｂａｏｇｕｉ ｅｔ ａｌ． Ｓｐａｔｉａｌ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ｃｈｌｏｒｏｐｈｙｌｌ⁃ａ ｉｎ Ｐｏｙａｎｇ Ｌａｋｅ ｄｕｒｉｎｇ ｗｅｔ ｓｅａｓｏｎ ａｎｄ ｉｔｓ ｒｅ⁃

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ｗｉｔｈ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ｆａｃｔｏｒｓ． Ｗｅｔｌａｎｄ Ｓｃｉｅｎｃｅ， ２０１４， １２（３）： ２８６⁃２９２． ［吴召仕， 张路， 刘宝贵等． 鄱阳湖丰

水期水体中叶绿素 ａ 浓度空间分布及其与环境因子的关系． 湿地科学， ２０１４， １２（３）： ２８６⁃２９２．］ 　
［１０］ 　 Ｔｈｏｍａｓ ＪＲ， Ｈａｖｅｎｓ Ｋ， Ｚｈｕ ＧＷ ｅｔ ａｌ． Ｃｏｍｐａｒａｔｉｖｅ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ｎｕｔｒｉｅｎｔｓ， ｃｈｌｏｒｏｐｈｙｌｌ ａｎｄ ｔｒａｎｓｐａｒｅｎｃｙ ｉｎ ｔｗｏ ｌａｒｇｅ ｓｈａｌｌｏｗ

ｌａｋｅｓ （Ｌａｋｅ Ｔａｉｈｕ， Ｐ．Ｒ． Ｃｈｉｎａ ａｎｄ Ｌａｋｅ Ｏｋｅｅｃｈｏｂｅｅ， ＵＳＡ）． Ｈｙｄｒｏｂｉｏｌｏｇｉａ， ２００９， ６２７： ２１１⁃２３１．
［１１］ 　 Ｚｈｏｕ Ｈｏｎｇ． Ｑｕａｎｔｉｔｙ ｏｆ ｃｈｌｏｒｏｐｈｙｌｌ⁃ａ ａｎｄ ｗａｔｅｒ ｑｕａｌｉｔｙ ｉｎ ｔｈｅ Ｗｅｓｔ Ｌａｋｅ， Ｈａｎｇｚｈｏｕ．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Ｚｈｅｊｉａｎｇ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Ｓｃｉ⁃

ｅｎｃｅ Ｅｄｉｔｉｏｎ， ２００１， ２８（４）： ４３９⁃４４２． ［周宏． 杭州西湖水体中叶绿素 ａ 含量与水质的关系． 浙江大学学报： 理学

版， ２００１， ２８（４）： ４３９⁃４４２．］
［１２］ 　 Ｈｕ Ｙｕｆｅｉ， Ｙｕ Ｄｅｚｈａｏ， Ｇｕｏ Ｌｏｎｇｇｅｎ ｅｔ ａｌ．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ｓ ｏｆ ｗａｔｅｒ ｔａｓｔｅ ａｎｄ ｏｄｏｒ ｃｏｍｐｏｕｎｄｓ ａｎｄ ｔｈｅｉｒ ｒｅｌａｔｅｄ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ｆａｃｔｏｒｓ ｉｎ Ｌａｋｅ Ｄｏｎｇｈｕ， Ｗｕｈａｎ． Ｊ Ｌａｋｅ Ｓｃｉ， ２０１７， ２９（１）： ８７⁃９４． ＤＯＩ：１０．１８３０７ ／ ２０１４．０４１１． ［胡宇飞， 余得昭， 过龙

根等． 武汉东湖水体异味物质及其与水环境因子相互关系． 湖泊科学， ２０１７， ２９（１）： ８７⁃９４．］
［１３］ 　 Ｙａｏ Ｙｕａｎ， Ｈｅ Ｆｅｎｇ， Ｈｕ Ｓｈｅｎｇｈｕａ ｅｔ ａｌ．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ｆ ａｌｌｅｌｏｐａｔｈｙ ｏｆ ｓｕｂｍｅｒｇｅｄ ｍａｃｒｏｐｈｙｔｅｓ ｏｎ ｔｈｅ ｐｈｙｔｏｐｌａｎｋｔｏｎ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

ｃｏｌｌｅｃｔｅｄ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ｗｅｓｔ ｐａｒｔ ｏｆ ｔｈｅ Ｗｅｓｔ Ｌａｋｅ ｗｅｔｌａｎｄ ｉｎ Ｈａｎｇｚｈｏｕ， Ｃｈｉｎａ． Ａｃｔａ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 Ｓｉｎｉｃａ， ２０１６， ３６（４）： ９７１⁃
９７８． ［姚远， 贺锋， 胡胜华等． 沉水植物化感作用对西湖湿地浮游植物群落的影响． 生态学报， ２０１６， ３６（４）： ９７１⁃
９７８．］ 　

［１４］ 　 Ｚｈａｎｇ Ｚｏｎｇｓｈｅ， Ｈｕａｎｇ Ｘｉａｎｇｆｅｉ ｅｄｓ．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ｍｅｔｈｏｄｓ ｏｆ ｆｒｅｓｈｗａｔｅｒ ｐｌａｎｋｔｏｎ． Ｂｅｉｊｉｎｇ：Ｓｃｉｅｎｃｅ Ｐｒｅｓｓ， １９９１． ［章宗涉，
黄祥飞． 淡水浮游生物研究方法． 北京： 科学出版社， １９９１．］

［１５］ 　 Ｐｏｕｒｒｉｏｔ Ｒ． Ｆｏｏｄ ａｎｄ ｆｅｅｄｉｎｇ ｈａｂｉｔｓ ｏｆ Ｒｏｔｉｆｅｒａ． Ａｒｃｈｉｖ ｆüｒ Ｈｙｄｒｏｂｉｏｌｏｇｉｅ Ｂｅｉｈｅｆｔ Ｅｒｇｅｂｎｉｓｓｅ ｄｅｒ Ｌｉｍｎｏｌｏｇｉｅ， １９７７， ８：
２４３⁃２６０．

［１６］ 　 Ｄｅ Ｂｅｒｎａｒｄｉ Ｒ， Ｇｉｕｓｓａｎｉ Ｇ， Ｍａｎｃａ Ｍ． Ｃｌａｄｏｃｅｒａ： ｐｒｅｄａｔｏｒｓ ａｎｄ ｐｒｅｙ． Ｈｙｄｒｏｂｉｏｌｏｇｉａ， １９８７， １４５： ２２５⁃２４３．
［１７］ 　 Ｙａｎｇ Ｙｕｆｅｎｇ， Ｈｕａｎｇ Ｘｉａｎｇｆｅｉ． Ａｄｖａｎｃｅｓ ｉｎ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ｏｎ ｚｏｏｐｌａｎｋｔｏｎ． Ｊ Ｌａｋｅ Ｓｃｉ， ２０００， １２（１）： ８２⁃８９． ＤＯＩ：１０．

１８３０７ ／ ２０００．０１１３． ［杨宇峰， 黄祥飞． 浮游动物生态学研究进展． 湖泊科学， ２０００， １２（１）： ８２⁃８９．］
［１８］ 　 Ｏｒｃｕｔｔ ＪＤ， Ｐａｃｅ ＭＬ． Ｓｅａｓｏｎａｌ ｄｙｎａｍｉｃｓ ｏｆ ｒｏｔｉｆｅｒ ａｎｄ ｃｒｕｓｔａｃｅａｎ ｚｏｏｐｌａｎｋｔｏｎ 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ｓ ｉｎ ａ ｅｕｔｒｏｐｈｉｃ， ｍｏｎｏｍｉｃｔｉｃ ｌａｋｅ

ｗｉｔｈ ａ ｎｏｔｅ ｏｎ ｒｏｔｉｆｅｒ ｓａｍｐｌｉｎｇ ｔｅｃｈｎｉｑｕｅｓ． Ｈｙｄｒｏｂｉｏｌｏｇｉａ， １９８４， １１９： ７３⁃８０．
［１９］ 　 Ｚｈａｎｇ Ｚｈｅｎ， Ｃｈｅｎ Ｆｅｉｚｈｏｕ， Ｚｈｏｕ Ｗａｎｐｉｎｇ ｅｔ ａｌ．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ｆ Ｄａｐｈｎｉａ ｃａｒｉｎａｔａ ｇｒａｚｉｎｇ ｏｎ ｔｈｅ ｐｈｙｔｏｐｌａｎｋｔｏｎ ｏｆ Ｌａｋｅ Ｘｕａｎ⁃

ｗｕ， Ｎａｎｊｉｎｇ． Ｊ Ｌａｋｅ Ｓｃｉ， ２００９， ２１（３）： ４１５⁃４１９． ＤＯＩ：１０．１８３０７ ／ ２００９．０３１６． ［张镇， 陈非洲， 周万平等． 南京玄武湖

隆腺溞（Ｄａｐｈｎｉａ ｃａｒｉｎａｔａ）牧食对浮游植物的影响． 湖泊科学， ２００９， ２１（３）： ４１５⁃４１９．］
［２０］ 　 Ｚｈｏｕ Ｋｕｎｐｅｎｇ， Ｌｉｕ Ｙａｎｇｃｈｕｎ， Ｗａｎｇ Ｃｈｏｎｇｃｈｅｎ．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ｎ ｔｅｍｐｏｒａｌ⁃ｓｐａｔｉａｌ 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ｅｕｔｒｏｐｈｉｃ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Ｓｈｉｃｈａｈａｉ ａｒ⁃

ｅａ， Ｂｅｉｊｉｎｇ．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Ｃｈｅｍｉｓｔｒｙ， ３５（４）： ７０３⁃７１２． ［周坤朋， 刘阳春， 王崇臣． 北京什刹海区域水体富营养化

时空演变特征分析． 环境化学， ２０１６， ３５（４）： ７０３⁃７１２．］
［２１］ 　 Ｗｅｎ ＸＬ， Ｘｉ ＹＬ， Ｑｉａｎ ＦＰ ｅｔ ａｌ． Ｃｏｍｐａｒａｔｉｖｅ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ｒｏｔｉｆｅｒ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ｉｎ ｆｉｖｅ ｓｕｂｔｒｏｐｉｃａｌ ｓｈａｌｌｏｗ ｌａｋｅｓ ｉｎ

Ｅａｓｔ Ｃｈｉｎａ： ｒｏｌｅ ｏｆ ｐｈｙｓｉｃａｌ ａｎｄ ｃｈｅｍｉｃａｌ 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ｓ． Ｈｙｄｒｏｂｉｏｌｏｇｉａ， ２０１１， ６６１： ３０３⁃３１６．
［２２］ 　 Ｑｉａｎ Ｆａｎｇｐｉｎｇ， Ｘｉ Ｙｉｌｏｎｇ， Ｗｅｎ Ｘｉｎｌｉ ｅｔ ａｌ． Ｅｕｔｒｏｐｈｉｃａｔｉｏｎ ｉｍｐａｃｔ ｏｎ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ａｎｄ ｓｐｅｃｉｅｓ 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ｒｏｔｉｆｅｒｓ

ｉｎ ｆｉｖｅ ｌａｋｅｓ ｏｆ Ａｎｈｕｉ． Ｂｉｏ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Ｓｃｉｅｎｃｅ， ２００７， １５（４）： ３４４⁃３５５． ［钱方平， 席贻龙， 温新利等． 湖泊富营养化对轮

虫群落结构及物种多样性的影响． 生物多样性， ２００７， １５（４）： ３４４⁃３５５．］
［２３］ 　 Ｗｅｎ Ｘｉｎｌｉ， Ｘｉ Ｙｉｌｏｎｇ， Ｚｈａｎｇ Ｌｅｉ ｅｔ ａｌ．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ｏｆ ｒｏｔｉｆｅｒａ ａｎｄ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 ｏｆ ｗａｔｅｒ ｑｕａｌ⁃

ｉｔｙ ｉｎ Ｌａｋｅ Ｊｉｎｇｈｕ， Ｗｕｈｕ ｃｉｔｙ． Ａｃｔａ Ｈｙｄｒｏｂｉｏｌｏｇｉｃａ Ｓｉｎｉｃａ， ２００６， ３０（２）： １５２⁃１５８． ［温新利， 席贻龙， 张雷等． 芜湖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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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４３２　 Ｊ． Ｌａｋｅ Ｓｃｉ．（湖泊科学），２０１７，２９（６）

镜湖轮虫群落结构分析及水质生态学评价． 水生生物学报， ２００６， ３０（２）： １５２⁃１５８．］
［２４］ 　 Ｈｕａｎｇ Ｘｉａｎｇｆｅｉ ｅｄ． Ｓｕｒｖｅｙ， 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Ｌａｋｅ Ｅｃｏｌｏｇｙ． Ｂｅｉｊｉｎｇ：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Ｓｔａｎｄａｒｄ Ｐｒｅｓｓ， １９９９． ［黄祥飞．

湖泊生态调查观测与分析． 北京： 科学出版社， １９９９．］
［２５］ 　 Ｋｏｓｔｅ Ｗ ｅｄ． Ｒｏｔａｔｏｒｉａ： Ｄｉｅ Ｒäｄｅｒｔｉｅｒｅ Ｍｉｔｔｅｌｅｕｒｏｐａｓ． Ｂｅｒｌｉｎ： Ｇｅｂｒüｄｅｒ Ｂｏｒｎｔｒａｅｇｅｒ， １９７８．
［２６］ 　 Ｊｉａｎｇ Ｘｉｅｚｈｉ， Ｄｕ Ｎａｎｓｈａｎ ｅｄｓ． Ｆａｕｎａ ｏｆ Ｃｈｉｎａ ａｎｉｍａｌｓ—Ｆｒｅｓｈｗａｔｅｒ Ｃｌａｄｏｃｅｒ． Ｂｅｉｊｉｎｇ：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Ｐｒｅｓｓ， １９７９． ［蒋燮治，

堵南山． 中国动物志———淡水枝角类． 北京： 科学出版社， １９７９．］
［２７］ 　 Šｐｏｌｊａｒ Ｍ， Ｈａｂｄｉｊａ Ｉ， Ｐｒｉｍｃ⁃Ｈａｂｄｉｊａ Ｂ ｅｔ ａｌ． Ｉｍｐａｃｔ ｏｆ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ｖａｒｉａｂｌｅｓ ａｎｄ ｆｏｏｄ ａｖａｉｌａｂｉｌｉｔｙ ｏｎ ｒｏｔｉｆｅｒ ａｓｓｅｍｂｌａｇｅ

ｉｎ ｔｈｅ Ｋａｒｓｔｉｃ Ｂａｒｒａｇｅ Ｌａｋｅ Ｖｉｓｏｖａｃ （Ｋｒｋａ Ｒｉｖｅｒ， Ｃｒｏａｔｉａ） ．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Ｒｅｖｉｅｗ ｏｆ Ｈｙｄｒｏｂｉｏｌｏｇｙ， ２００５， ９０： ５５５⁃５７９．
［２８］ 　 Ｏｂｅｒｔｅｇｇｅｒ Ｕ， Ｓｍｉｔｈ ＨＡ， Ｆｌａｉｍ Ｇ ｅｔ ａｌ． Ｕｓｉｎｇ ｔｈｅ ｇｕｉｌｄ ｒａｔｉｏ ｔｏ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ｚｅ ｐｅｌａｇｉｃ ｒｏｔｉｆｅｒ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ｉｅｓ． Ｈｙｄｒｏｂｉｏｌｏｇｉａ，

２０１１， ６６２： １５７⁃１６２．
［２９］ 　 Ｒ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Ｃｏｒｅ Ｔｅａｍ． Ｒ： Ａ ｌａｎｇｕａｇｅ ａｎｄ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ｆｏｒ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 ｃｏｍｐｕｔｉｎｇ． Ｒ Ｆｏｕｎｄａｔｉｏｎ ｆｏｒ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 Ｃｏｍｐｕ⁃

ｔｉｎｇ， Ｖｉｅｎｎａ， Ａｕｓｔｒｉａ： ＩＳＢＮ ３⁃９０００５１⁃０７⁃０． Ａｖａｉｌａｂｌｅ ａｔ：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Ｒ⁃ｐｒｏｊｅｃｔ． ｏｒｇ．， ２０１１．
［３０］ 　 Ｇｅ Ｄａｂｉｎｇ， Ｗｕ Ｘｉａｏｌｉｎｇ， Ｚｈｕ Ｗｅｉｌｉｎ ｅｔ ａｌ． Ｃｈｌｏｒｏｐｈｙｌｌ⁃ａ ａｎｄ ｉｔｓ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ｗｉｔｈ ｗａｔｅｒ ｑｕａｌｉｔｙ ｉｎ Ｓｏｕｔｈｌａｋｅ， Ｙｕｅｙａｎｇ

ｃｉｔｙ．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Ｍｏｎｉｔｏｒｉｎｇ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２００５， ２１（４）： ６９⁃７１． ［葛大兵， 吴小玲， 朱伟林等． 岳阳南湖 Ｃｈｌ．ａ 浓度及

其水质关系分析． 中国环境监测， ２１（４）： ６９⁃７１．］
［３１］ 　 Ｌü Ｈ， Ｙａｎｇ Ｊ， Ｌｉｕ ＬＭｅｔ ａｌ． 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 ａｎｄ ｎｕｔｒｉｅｎｔｓ ａｒｅ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 ｄｒｉｖｅｒｓ ｏｆ ｓｅａｓｏｎａｌ ｓｈｉｆｔ ｉｎ ｐｈｙｔｏｐｌａｎｋｔｏｎ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

ｆｒｏｍ ａ ｄｒｉｎｋｉｎｇ ｗａｔｅｒ ｒｅｓｅｒｖｏｉｒ， ｓｕｂｔｒｏｐｉｃａｌ Ｃｈｉｎａ．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Ｐｏｌｌｕｔｉｏｎ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２０１４， ２１：５９１７⁃５９２８．
［３２］ 　 Ｒｕａｎ Ｘｉａｏｈｏｎｇ， Ｓｈｉ Ｘｉａｏｄａｎ， Ｚｈａｏ Ｚｈｅｎｈｕａ ｅｔ ａｌ． 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ｃｈｌｏｒｏｐｈｙｌｌ⁃ａ ｃｏｎｃｅｎｔｒ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ｆａｃ⁃

ｔｏｒｓ ｉｎ ｓｈａｌｌｏｗ ｌａｋｅｓ ｉｎ ｐｌａｉｎ ｒｉｖｅｒ ｎｅｔｗｏｒｋ ａｒｅａｓ ｏｆ Ｓｕｚｈｏｕ． Ｊ Ｌａｋｅ Ｓｃｉ， ２００８， ２０（５）： ５５６⁃５６２． ＤＯＩ：１０．１８３０７ ／ ２００８．
０５０２． ［阮晓红， 石晓丹， 赵振华等． 苏州平原河网区浅水湖泊叶绿素 ａ 浓度与环境因子的相关关系． 湖泊科学，
２００８， ２０（５）： ５５６⁃５６２．］

［３３］ 　 Ｆａｎ Ｔｉｎｇｙｕ， Ｃｈｅｎｇ Ｆａｎｇｋｕｉ， Ｙａｎ Ｊｉａｐｉｎｇ ｅｔ ａｌ．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 ｆａｃｔｏｒｓ ｏｆ ｃｈｌｏｒｏｐｈｙｌｌ⁃ａ ｉｎ Ｌｉｎｈｕａｎ ｃｏａｌ ｍｉｎｉｎｇ
ｓｕｂｓｉｄｅｎｃｅ ｗａｔｅｒ ｉｎ Ｈｕａｉｂｅｉ．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Ｃｈｅｍｉｓｔｒｙ， ２０１５， ３４（６）： １１６８⁃１１７６． ［范廷玉， 程方奎， 严家平等． 淮北

临涣煤矿塌陷水域叶绿素 ａ 浓度与相关因子分析． 环境化学， ２０１５， ３４（６）： １１６８⁃１１７６．］
［３４］ 　 Ｌｉｕ Ｊｉａｎｋａｎｇ ｅｄ． Ａｄｖａｎｃｅｄ ａｑｕａｔｉｃ ｂｉｏｌｏｇｙ． Ｂｅｉｊｉｎｇ：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Ｐｒｅｓｓ， １９９９． ［刘建康． 高级水生生物学． 北京： 科学出版

社， １９９９．］
［３５］ 　 Ｈｕ Ｒｅｎ， Ｌｉｎ Ｑｉｕｑｉ， Ｄｕａｎ Ｓｈｕｎｓｈａｎ ｅｔ ａｌ．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ｃｈｌｏｒｏｐｈｙｌｌ⁃ａ ａｎｄ ｐｈｏｓｐｈｏｒｕｓ ｉｎ ｓｕｂｔｒｏｐｉｃａｌ ｒｅｓｅｒｖｏｉｒｓ， Ｓｏｕｔｈ

Ｃｈｉｎａ．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 ２００２， ２１（４）： ３１０⁃３１５． ［胡韧， 林秋奇， 段舜山等． 热带亚热带水库浮游植物 Ｃｈｌ．ａ 浓度

与磷分布的特征． 生态科学， ２００２， ２１（４）： ３１０⁃３１５．］
［３６］ 　 Ｔｉａｎ Ｓｈｉｍｉ， Ｙａｎｇ Ｙａｎｇ， Ｑｉａｏ Ｙｏｎｇｍｉｎ ｅｔ ａｌ． Ｔｅｍｐｏｒａｌ ａｎｄ ｓｐａｔｉａｌ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ｐｈｙｔｏｐｌａｎｋｔｏｎ ｃｈｌｏｒｏｐｈｙｌｌ⁃ａ ａｎｄ ｉｔｓ ｒｅｌａ⁃

ｔｉｏｎｓｈｉｐｓ ｗｉｔｈ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ｆａｃｔｏｒｓ ｉｎ Ｄｏｎｇｊｉａｎｇ Ｒｉｖｅｒ， Ｐｅａｒｌ Ｒｉｖｅｒ ｂａｓｉｎ． Ｊ Ｌａｋｅ Ｓｃｉ， ２０１５， ２７（１）： ３１⁃３７． ＤＯＩ：１０．
１８３０７ ／ ２０１５．０１０４． ［田时弥， 杨扬， 乔永民等． 珠江流域东江干流浮游植物叶绿素 ａ 浓度时空分布及与环境因子

的关系． 湖泊科学， ２０１５， ２７（１）： ３１⁃３７．］
［３７］ 　 Ｌｉｕ Ｘ， Ｌｕ ＸＨ， Ｃｈｅｎ ＹＷ． Ｔｈｅ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ｆ 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 ａｎｄ ｎｕｔｒｉｅｎｔ ｒａｔｉｏｓ ｏｎ Ｍｉｃｒｏｃｙｓｔｉｓ ｂｌｏｏｍｓ ｉｎ Ｌａｋｅ Ｔａｉｈｕ， Ｃｈｉｎａ： Ａｎ

１１⁃ｙｅａｒ ｉｎｖｅｓｔｉｇａｔｉｏｎ． Ｈａｒｍｆｕｌ Ａｌｇａｅ， ２０１１， １０（３）： ３３７⁃３４３．
［３８］ 　 Ｌｉ Ｐｅｉｐｅｉ， Ｓｈｉ Ｗｅｎ， Ｌｉｕ Ｑｉｇｅｎ ｅｔ ａｌ． Ｓｐａｔｉａｌ ａｎｄ ｔｅｍｐｏｒａｌ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ｐａｔｔｅｒｎｓ ｏｆ ｃｈｌｏｒｏｐｈｙｌｌ⁃ａ ａｎｄ ｔｈｅ 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ｗｉｔｈ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ｆａｃｔｏｒｓ ｉｎ Ｌａｋｅ Ｑｉａｎｄａｏ． Ｊ Ｌａｋｅ Ｓｃｉ， ２０１１， ２３ （４）： ５６８⁃５７４． ＤＯＩ：１０．１８３０７ ／ ２０１１．０４１２． ［李培培，
史文， 刘其根等． 千岛湖叶绿素 ａ 的时空分布及其与影响因子的相关分析． 湖泊科学， ２０１１， ２３（４）： ５６８⁃５７４．］

［３９］ 　 Ｗａｎｇ Ｗｅｉ， Ｇｕ Ｊｉｇｕａｎｇ， Ｈａｎ Ｂｏｐｉｎｇ．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ｆａｃｔｏｒｓ ａｆｆｅｃｔｉｎｇ ｃｈｌｏｒｏｐｈｙｌｌ⁃ａ ｃｏｎｃｅｎｔｒ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ｓｍａｌｌ ｒｅｓｅｒｖｏｉｒｓ ｉｎ Ｓｏｕｔｈ
Ｃｈｉｎａ．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Ａｐｐｌｉｅｄ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Ｂｉｏｌｏｇｙ， ２００９， １５（１）： ６４⁃７１． ［王伟， 顾继光， 韩博平． 华南沿海地

区小型水库叶绿素 ａ 浓度的影响因子分析． 应用与环境生物学报， ２００９， １５ （１）： ６４⁃７１．］
［４０］ 　 Ｚｈｏｕ Ｂｅｉｂｅｉ， Ｗａｎｇ Ｇｕｏｘｉａｎｇ， Ｘｕ Ｙａｏ ｅｔ ａｌ． Ｓｐａｔｉａｌ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ｃｈｌｏｒｏｐｈｙｌｌ⁃ａ ａｎｄ ｉｔｓ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ｓ ｗｉｔｈ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ｆａｃｔｏｒｓ ｉｎ Ｑｉｎ⁃ｈｕａｉ Ｒｉｖｅｒ， Ｎａｎｊｉｎｇ． Ｊ Ｌａｋｅ Ｓｃｉ， ２０１２， ２４（２）： ２６７⁃２７２． ＤＯＩ：１０．１８３０７ ／ ２０１２．０２１５． ［周贝贝， 王国祥，
徐瑶等． 南京秦淮河叶绿素 ａ 浓度空间分布及其与环境因子的关系． 湖泊科学， ２０１２， ２４（２）： ２６７⁃２７２．］

［４１］ 　 Ｌｉ Ｆｅｉｐｅｎｇ， Ｚｈａｎｇ Ｈａｉｐｉｎｇ， Ｃｈｅｎ Ｌｉｎｇ． Ｔｅｍｐｏｒａｌ ａｎｄ ｓｐａｔｉａｌ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ｆａｃｔｏｒｓ ａｎｄ ｃｈｌｏｒｏｐｈｙｌｌ⁃ａ ａｎｄ
ｔｈｅｉｒ 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ｉｎ ａ ｓｍａｌｌ ｅｎｃｌｏｓｅｄ ｌａｋｅ．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 ２０１３， ３４（１０）： ３８５４⁃３８６１． ［李飞鹏， 张海平，
陈玲． 小型封闭水体环境因子与叶绿素的时空分布及相关性研究． 环境科学， ２０１３， ３４（１０）： ３８５４⁃３８６１．］

［４２］ 　 Ｃｈｅｎ Ｙ， Ｑｉｎ Ｂ， Ｔｅｕｂｎｅｒ Ｋ． Ｌｏｎｇ⁃ｔｅｒｍ ｄｙｎａｍｉｃｓ ｏｆ ｐｈｙｔｏｐｌａｎｋｔｏｎ ａｓｓｅｍｂｌａｇｅｓ： Ｍｉｙｒｏｃｙｓｔｉｓ⁃ｄｏｍｉｎ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Ｌａｋｅ Ｔａｉｈｕ， ａ
ｌａｒｇｅ ｓｈａｌｌｏｗ ｌａｋｅ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Ｐｌａｎｋｔｏｎ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２００３， ２５： ４４５⁃４５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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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