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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江下游南京至江阴江段底栖动物

的种群密度与分布状况
“

吴天惠 陈其羽
�中国科学院水生生物研究所

,
武汉�

提 要

本文报道了 � � � � 年 �� 一�� 月在长江下游南京至江阴江段 ” 个采集点上共采 到寡毛 类

� 种
,

多毛类 � 种
,

水生昆虫 �� 种
,

软体动物 �� 种
。

干流中种类最多
,

支流次之
,

支流的河 口

地带最少
。

在种群密度方面
,

支流 � 干流 � 支流的河口地带 �生物量支流 � 支流的河 口地带 � 干流
。

关于长江下游的环境因子对底栖动物种类组成及数量分布的影响
,

作者也进行了扼要的

分析
。

长江流域面积广达 � �� 余万平方公里 �� !
,

水生生物资源丰富
,

但在底栖动物方面至今

尚未见到专门的研究报告
。

作者于 ��  � 年秋在长江下游南京至江阴江段开展 了底栖 动

物
“

本底值
”的调查

,

获得了各类底栖动物的种群密度及分布状况的资料
,

对于了解江河中

底栖动物生态学特点以及今后全面开展长江底栖动物生态学研究均有参考价值
。

工 作 方 法

野外工作于 � � � � 年 �� 一�� 月进行 �工作使用的船为
“
水生一号与

。

定量 标 本 用

� ��� 一 ,

型手摇绞车携带面积为 �� �� 米
,
� ���

一 �

海洋采泥器�重量 �� 公斤 �挖取底泥取

得
。

本型采泥器可在水深 �� 米
、

表层流速 �
�

� 米 �秒以及底质为细沙或沙泥的干流主航

道断面采集点上进行工作
,

每点采泥样一个
。

在流速较小的支流河 口地带以及在底质为

淤泥的支流内
,

用重量为 �� 公斤
,

面积为 � � �� 来的加重改良彼得生采泥器采样
。

泥样

经 �� 目 �英寸的铜筛筛洗后按常规方法进行室内工作
。

采集断面的设置是根据长江下游江段的形态
、

水深
、

底质以及流速等状况而定的
。

在

千流中按江面宽窄的不同选设 � 个断面 �� 断面 �一 � 点 � � 断面 �一 �� 点 � ��� 断面 �� 一
� � 点 � � � 断面 � �一 � � 点 � � 断面 � �一 � � 点 � � � 断面 � �一� � 点 � � �� 断面 � �一� � 点� 共

计 �� 个采样点
。

并在 � 条支流�共 �� 个点�及 � 条支流的河 口地带�共 � 个点�设置了采

样点 �图 � �
。

� 向启华同志参加野外采集工作
。

�男斗年 �� 月 � � 日收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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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 各采集点上的环境条件和动物出现状况

丁 � �
。 五�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巴

� � � � � � � � �� � � � � � � �� � � � � ��昭 �� �� �
·

生生境
, ���

地点
� ���

采集点
� ���

底质,��� 表层流速
, ��� 水深

‘��� 浑浊度
, 》》

动物
� ���

�����������米 �秒��� �米��� �单位�����

干干干 南京八卦洲洲 ��� 淤泥泥 �
。

��� � �
�

��� � � ��� 十
’’

流流流 前幕府山断断 ��� 泥沙沙 �
。

��� � �
�

��� � � �
。

��� ���

面面面 ����� ��� 泥沙沙 �
。

��� � �
�

��� � � ��� ���

��������� 泥沙沙 �
。

��� � �
�

��� � � �
�

��� 十十

��������� 沙泥泥 �
。

��� � �
。

��� �       

南南南京八卦洲洲 ��� 泥沙沙 �
�

��� � �
。

��� � ���� ���

后后后沙洲桥断断 ��� 泥沙沙 �
�

��� � �
�

��� � � ��� 十十

面面面 ��� ��� ��� 泥沙沙 �
。

��� � �
。

��� � � �����

��������� 沙沙 �
。

��� � �
�

��� � � �����

������� ��� 硬泥泥 �
。

��� �
�

��� � � �����

江江江宁沙漫洲洲 � ��� 泥沙沙沙 �
�

��� � � ��� ���

断断断面 �� �� ��� ���� 沙沙沙 � �
。

��� � � �����

������� ��� 沙沙沙 � �
�

��� 未测测测

镇镇镇江码头断断 ������ �
�

��� �
。

��� � � ��� ���

面面面���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十十

������������ �
�

��� ��
�

��� � � �
。

�����

������������  
。

��� �
�

��� �       

������� ����� 未测测 �
�

��� 未测测测

������� ����� 缓流流 �
�

��� 未测测测

扬扬扬中落成洲洲 � ��� 沙沙 �
�

��� ��
�

��� � � ��� ���

断断断面 �
�

��� � ��� 沙沙 �
�

��� �
�

��� � � �����

������� ��� 硬泥沙沙 �
。

��� ��
�

��� 斗� �����

������� ��� 泥沙沙 �
�

��� � �
�

��� �  !
�

�����

������� ��� 沙沙 缓流流 �
。

��� � � �
�

�����

连连连成洲断面面 � ��� 淤泥泥 �
�

��� �
�

��� � � ��� 十十

������ ���� � ��� 沙沙 �
�

��� ��
�

��� �  �
�

�����

������� ��� 沙沙 �
�

��� � �
�

��� � � �����

������� ��� 沙沙 �
。

��� � �
�

��� � � �����

������� ��� 泥沙沙 �
�

��� �
�

��� �  �����

江江江阴断面面 � ��� 沙沙 �
。

��� � �
。

��� � � �
�

��� 十十

������ ����� �   沙沙 1
.
222 12

.
000 2500000

3333333333 沙沙 1
.
000 15

.
000 2500000

3333333味味 沙沙 1
.
222 25

。

000 2 5 00000

3333333 555 泥沙沙 0
。

555 1 4

.

000 2 6 6

。

66666

3333333 666 淤泥泥 缓流流 3
.
666 未测测测

支支支 四源沟沟 3777 泥沙沙 缓流流

:
:
;;;

未测测 十十

3333333 888 淤泥泥 缓流流流 22222 十十

大大大 运河河 3999 淤泥泥 缓流流 6
.
111 10000 +++

任任任任000 泥沙沙 缓流流 4
.
000 未测测 十十

斗斗斗斗lll 泥沙沙 缓流流 8
.
000 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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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l

生生境
二二

地点
2))) 采集点

3)))
底质幻幻 表层流速

,
))) 水深

‘
))) 挥浊度

7)))
动物

.)))

(((((((((((米/秒))) (米))) (单位)))))

支支支 仙女庙庙

::::

淤泥泥 缓流流 4
。

666 未测测 +++

流流流流流 淤泥泥 缓流流 7
。

333 1 7 3

.

999 十十

小小小民港港 斗444 淤泥泥 缓流流 11
。

555 未侧侧 +++

4444444 555 泥沙沙 缓流流 3
.
000 未测测测

4444444666 淤泥泥 缓流流 6
.
000 未测测测

支支支 大河口口 4 777 泥沙沙 缓流流 2
。

555
2 8 5

。

与与 +++

流流流 四源沟沟 4888 淤泥泥 缓流流 4
。

000 未测测 十十

河河河 瓜洲小河河 4999 泥沙沙 0
。

555 呼
.
666 未测测 十十

口口口 大运河河 5OOO 泥沙沙 0
。

999 4

。

888 未测测 十十

地地地 五峰山支流流 5III 沙沙 缓流流 5
。

斗斗 1 1 7
。

66666

带带带 仙女庙河河 5222 泥沙沙 0
。

888 1 0

。

000 2 8 5

.

77777

小小小民港河河 5333 淤泥泥 缓流流 3
.
333 23 55555

+ 表示有 (p
resen t)

1) B i
o tope; 2 ) L

oeality; 3) s
a m plin g point; 4) B

otto m m ate rial; 5) s
urface veloeity (m /s

ee
); 6) D

epth

( m ); 7) T
urb idity (

u n it); 8) o
ceurrence o f z oob en th os

~

断而上的采集点 匆 县址

F 19
.
I A

图 1 长江下游南京至江阴江段底栖动物采集点示意图

m ap sh ow ing sa m p ling points of zoob en th os in th e low er reaeh es o f c h a呀ji
a
呀

对长江下游不同生境(干流
、

支流和支流的河 口地带)中的底质
、

表层流速
、

水深
*
及浑

浊度
**等均进行了测定(表 1)

。

调查期间的气温平均为 18
.
42 ℃

,

水温平均为 20
.
50 ℃

,

泥

温平均为 20
.
30 ℃

。

仅在南京八卦洲北岸见到约 20 0 米长的芦苇带
,

此外未见其它水生高

等植物
。

* 用鱼群探测仪测定
。

** 按照
“
中国医学科学院卫生研究所

,
1 9 7 2

。

水质分析
。

人民卫生出版社
”

的分析方法进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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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底栖动物的种类
、

出现率和分布
T ab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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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 类 与 分 布

采到各类底栖动物 42 个种类 (18 科 30 属 )
。

其中定量标本中寡毛类 7 种 (2 科 7

属);多毛类 2 种 (1科 1属);水生昆虫 9 种 (5科 9 属);软体动物 10 种(5 科 7 属);其他底

栖动物 8 个种类(定性种类)
,

合计 13 科 24 属 36 个种类 (表 2)
。

定性标本有寡毛类中的

活动拟仙女虫 Pa ra
,

访 。 口
bt’价

,

前囊管水酬 A “l od rt’l
“,

Pr ot 人e“招, ; 水生昆虫中的黑河蜘
c alo户ter夕x a lral a 、

小蟀 E 户人e“e;ella 、 长蚜岭 o ‘“夕l。, 、

长角石蚕 LePt oc , “, 、

泥苞虫

Se tod 。 等
。

它们绝大部分是比较普通的种类
。

从表 2 可以看出
:

( l) 一种颤叫
、

霍甫水丝酬
、

前突摇蚊和河观等是长江下游底栖动物中较为常见的种

类
,

其中多半是长江中下游浅水湖 泊中的常见种
,

它们不仅出现率高而且数量也较大 ;

( 2) 广盐性的齿吻沙蚕是长江下游底栖动物中出现率较高的种类;

(3) 水生昆虫中的小蚌
、

纹石蚕
、

长附摇蚊和隐摇蚊等
,

它们的出现率虽低
,

但主要是

栖息在河流中的种类
。

长江下游底栖动物的种类虽然较多
,

但由于生态环境的差别
,

在干流
、

支流和支流的

河 口地带其种类组成和分布方面亦有明显的不同
。

干流中计有寡毛类 1科 5属 5 种 ;多毛类 1科 1属 2 种 ;水生昆虫 10 科 13 属 (种 );

软体动物 2 科 2 属 3 种 ;其它 6 种类
,

合计 14 科 21 属 29 个种类
。

其中水生昆虫种类较

多
,

占干流各类动物的 44
.
8多

,

它们主要分布在南京八卦洲至幕府山的断面
。

其次为寡毛

类
,

占 17. 2外主要分布于镇江断面
。

支流计有寡毛类 2 科 6 属 6 种 ;多毛类 1 科 1 属 2 种 ;水生昆虫 1科 2 属 (种); 软体

动物 5科 6 属 8 种;其他 6 个种类
,

合计 9 科 15 属 24 个种类
。

其中软体动物占支流各类

动物的 33
.
3外

,

主要分布在 四源沟支流
。

其次寡毛类占 25 多
,

在运河内种类较多
。

支流的河口地带有寡毛类 1科 2 属 2 种; 多毛类 1 科 1 属 1 种 ; 水生昆虫 1 科 2 属

(种 );软体动物 1 科 1 属 1 种
,

合计 4 科 6 属 6 个种类
。

本地带各类底栖动物的种类组成

都比较简单
。

上述不同生境中干流种类最多
,

占长江下游各类底栖动物总种类的 69
.
1多

,

其次为支

流
,

支流河 口地带种类最少 (表 2)
。

数 量 与 分 布

(l ) 干流 \、

干流底栖动物中寡毛类的数量较多
,

主要有 4 种
,

其中较常见的是一种颤蚁和霍甫水

丝蜕
,

在种群密度方面两者合计为 74 条/彩
,

占该类动物的 98
.
9关

,

生物量 0
.
106 克 /米

‘,

占 99
.
1沁

,

可见这两种水蛆酬是干流中寡毛类的主要组成部分
。

从该类动物在干流中各采

集点上的分布来看
,

第 20 点数量最大
,

每平方米中密度为 1
,

57
0 条

,

生物量为 4
.
6 27 克 ;多

毛类的密度和生物量都较低
,

它们的分布也有一定的局限性;水生昆虫种类较多
,

分布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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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种群密度小
,

由于个体小所以生物量相 当低;软体动物的密度虽小
,

但因个体较大故生

物量偏高 (表 3)
。

底栖动物的数量在各断面上的分布是不均匀的
,

密度方面以 I 断面为高
,

每平方米内

有29 6个
,

其中寡毛类 占各类动物总密度的 89
.
2务;生物量则以 四 断面较高

,

每平方米内

1
.
49 克

,

其中软体动物 占 44
.
8并 (表 4)

。

表 4 千流各断面底栖动物的密度(个/米
2
)和生物t (克/米

2
)

T ab
.
4
.
D ensity (i

nd
·

/
m

含

)

a n
d b i

o
m

a s s

(
g
/ m

Z

)

o
f

z o o
b
e n

th
o s a t d i f f

e r e n t r r a n s e c ts i
n t h

e
m

a
i
n s t r o a

m

.

寡毛类

多毛类

水生昆虫

软体动物

合计

IIIII IIII 11111 IVVV VVV V III

生生物量量密度度生物量量 密度度生物量量 密度度生物量量 密度度生物量量 密度度生物量量

000
.
07555 222 0

.
00222 2333 0

.
00999 23 666 0

.
66666 222 0

.
0 0222 888 0

。

0 3 222

000

。

3 7 0000000 2 333 0

。

0 0 999 444 0

.

1 5 111 444 0

。

0 4 5555555

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 0

。

0 0 66666666666
44444 0

。

0 0 2222222 666 0

。

6 6 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

222222222222222222222 5 222 1

.

斗9 000 666 0
。

0 4 777 222 0

。

1 0 666

66666 0

.

0 0 444444444444444 l 000 0

。

1 3 888

(

2

) 支流

支流中寡毛类的数量特别多
,

是干流的 10 倍
。

主要种类有 6 种
,

较为常见的有霍甫

水丝酬
、

一种颤蜕和中华河酬
,

在种群密度方面三者合计为 634 条/米
, ,

生物量 0
.986 克/

米
, 。

其中霍甫水丝叫的密度最高
,

占寡毛类的 69
.
1外

,

生物量占 88 多
。

该类动物在四源沟

内(采集点
,

3
5) 密度和生物量方面都很丰盛

,

每平方米内 5
,

48
0 条

,

生物量 9
.
180 克

,

其丰

度已超过长江中下游的一些浅水湖泊
〔“,91 ,

多毛类和水生昆虫的数量都很低 ; 软体动物的

种类和数量都比干流高
,

共有 8 种
,

河规是支流 中常见种
,

其密度占该类动物的 81
.
5多

,

生

物量 占 93
.
1多

,

它们主要分布在四源沟支流内
。

就整个支流而言
,

寡毛类密度最高
,

占各

类动物总密度的 90
.
6多

,

而软体动物的生物量最大
,

占 98
.
7关 (表 5)

。

(
3
) 支流的河口地带

支流河口地带的底栖动物无论是种群密度或生物量都低于干流和支流 (表 6)
。

长江下游不同生境中底栖动物的种群密度是支流> 干流> 支流的河口地带; 生物量

是支流> 支流的河口地带> 干流
。

就整个下游江段底栖动物的现存量来看是比较高的
,

在种群密度方面
,

平均有动物
328 个/米

, ,

其中寡毛类占各类动物总密度的 8畜
.
6多

,

是密度的主要组成者 ;生物量方面
,

平均为 37
.
216 克 /米

, ,

其中软体动物由于个体大
,

生物量高
,

占各类动 物 总 生 物 量 的

98
.
4多

,

是生物量的主要组成者(表 7)
。

讨 论

长江下游南京至江阴江段的底栖动物无论是种类或数量都比较多
,

但分布相当不均



水 生 生 物 学 报 第 10 卷

曰曰一曰日一同回一�回曰一曰创曰曰一曰川一日曰一�日曰曰蔺同日一曰川一日曰曰日国圈圈日日曰曰一日曰一曰川一日曰一川曰一曰日口日曰一日一一曰曰一曰间一曰曰一一日一可旦川川国圈图日日
�博卜一!服厂一
…

侧印

酬娜州

恻却一酬季洲

豪

足

…
1
2
1
…
l
…
t
!

j
一

…
一

…
一

!

一�照冲一卜阵
l

侧郁

孚剑洲一刨却

兰 沃 沃
喇霉洲

尽

卜口01

曰日一一曰日一曰曰一曰曰

誉

川引
t
一引引州一
!
引!一

…
一

l

…
一

…
一

…
J
z
J
…

豢

冬

!!!!!!!!! lll

!!!!!}}} !!!!!

}}}}}}} L一一红二二

CCC二二
!!! !!!!!

eee 匀匀匀匀匀
勺勺
~ 州州州州州

}}}}}}} }}} }}}

………
_
{{{}否否 }蕊蕊

…………
_
}}}…
_
111

污污污
}

一一
门门{{{

二二二
{{{门门
}}}

厂厂厂甲甲甲甲
口口口 一一

} }}}

{ {{{
口口口口 }

一一一

们们们们们们

帕帕
月卜卜卜卜卜

熟熟熟
不一一一一厂
——……{{{{{{{{{{{

111111111
i
ee

月月

……
、、

】】了、、

扮扮、、
CCC匀匀
.....

CCC二二

字字字

】】r 、、

CCC 〕〕

(((二二
.....

(((二二

写写写写

CCCCC:::
曳曳曳犷犷

(((((二二

.......

‘‘‘二二

臼臼臼臼

巴巴巴

日日日

‘‘〕〕
CCC 二二
rrr闷闷
.....

CCC 二二

曰曰曰 军目曰一日川一曰日0仍啥的

侧如一崛挥州一侧郁

.5叼叫�刀n山卫石妇u�o。曾二。:uz七铝篇
.oq"。。qooz℃�飞\巴
s,。
uz
o
�q毛
。
�

z
uJ、
.
健��合�
su
占
.

�
.
米�帜�翻握州异�
.
炭、令�翻侧g探翁裸攫月艇斑侧嵘倡叭粥

啊仲岛
.
山.卜

事厦

狱狠那资
理趁榨恻板鹭娜洽书旱瞬娜剥冶厌

澎铭毕往

誉匆晰食碧姚誉晰食任升匆
斌翎叫枷聆欲翎暖留积一胃璐出醒板

禽l卿一局一渝任黔定
一宙刘书怔姆

…
一

…
一

…
一

!

一

…
一

…
一

…
一

l

一

l

一

…

默禽



第 l 期 吴天惠等: 长江下游南京至江阴江段底栖动物的种群密度与分布状况

表 6 支流的河口 地带采集点上底栖动物的密度(个/米今和生物t (克/米勺
T ab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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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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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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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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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

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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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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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处之:一一~

种类

采集点

一~ 一一一

现存量

\
、\

\

霍甫水丝酬

一种颤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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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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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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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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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 各生境底栖动物的平均密度(个 /米勺和生物t (克/米勺
T a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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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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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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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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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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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 6

匀
。

关于河流 中底栖动物的状况已有一些文献作过报道
。

王乾麟等 (195 9)
〔幻
调查伪水

河
,

仅采到纹石蚕
、

摇蚊幼虫
、

蟀蟒稚虫和寡毛类;白国栋等 (1960)田调查清江及其支流
,

采到蚌蟒
、

四节蟀
、

扁好和债翅目等稚虫以及鱼岭和脉翅目的幼虫; 陈其羽 (1959)[’1 调查

黑龙江底栖动物
,

在干流中采到扁蚌
、

四节蟀
、

小蚌
、

纹石蚕和多距石蚕等流水型昆虫以及

摇蚊幼虫和寡毛类
,

在干流的沿岸带底质为泥沙
、

有水生植物或淹没的陆生植物地带发现

乌蜘和旋螺
,

而在支流和河口地带主要是摇蚊幼虫及寡毛类
。

这些情况与我们看到的长

江下游底栖动物在种群结构和生态分布方面是比较接近的
。

1

.

长江下游自然条件的特点
[均

(l) 下游江段从湖 口 至河 口
,

全长 84 3 公里
。

本段江面宽阔
,

水流平稳
,

同时具有广

大的平原地带
,

平原上支流集中
,

湖 泊众多
。

(
2
) 在河口段江海相汇的水域内

,

因潮汐作用
,

海水每昼夜有两次 向长江倒灌
,

迫使

江水上涌
、

倒流
。

(
3
)

_

雨量较丰富
,

降雨一般在 5
、
6
、
7 三个月

,

汛期由 5 月一直持续到
.
10 月

。

由于汛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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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
,

流量大
,

加上江水含沙量过大
,

造成江水极度浑浊
。

( 勺 由于水位变化大以及江水浑浊
,

因此缺乏水生高等植物和着生藻类
。

由于上述因素的存在
,

便形成了长江下游底栖动物种类组成和数量分布的特点
。

2

.

种类组成的特点

长江下游采到的底栖动物共有 40 多种类
,

其中霍甫水丝酬
、

一种颤酬
、

中华河好
、

前

突摇蚊
、

黑内摇蚊以及河规等都是长江中下游浅水湖泊中常见种类
〔7 ,8, ‘

,]l)
,

它们分布于下

游不同生境中
,

不仅出现率高
,

数量亦较大
,

所以如此
,

是与该江段的某些环境条件适宜于

这些静水种类的繁殖和生长有关
。

由于下游地区有很多湖泊
,

纵横交错
,

其中最重要的是

洞庭湖和鄙阳湖
,

前者对长江具有天然水库作用
,

长江涨水时有 l/3 到 1/2 的洪水可以泄

人洞庭湖
,

然后再缓缓吐入长江
。

而鄙阳湖水单向流人长江
,

在冬季湖水特别千枯时
,

江

水又倒灌入湖
〔, 4] 。

如此往返
,

湖泊中各类底栖动物可能随水流而进到江中
,

象寡毛类中的

水丝叫
、

管水酬和昆虫中的摇蚊幼虫等广布性种类
,

它们本身或卵带 (茧)
,

可随水流或附

着草木或飞禽足趾带入江中
,

在合适的环境条件下繁殖起来
。

多毛类的沙蚕在长江下游江段数量较多
,

其中齿吻沙蚕在干流
、

支流和支流河 口地带

都有分布
。

齿吻沙蚕为广盐性种类
,

并能栖息在淡水
、

半盐水和海水水域内
’5j 。

由于长江

下游水文较为复杂
,

在江海汇合的水域内
,

由于潮汐作用
,

海水向长江倒灌
,

因此咸淡水种

类的沙蚕可由河口进人长江
,

并成为下游江段底栖动物优势种类之一
。

除上述种类之外
,

在长江下游尚有纹石蚕和长附摇蚊
,

前者是在水深 20 米
、

后者在

32 米
,

底质均为泥沙的地方采到的 ; 同时在水深 H 一17 米处还采到隐摇蚊和多距石蚕
,

这类昆虫大多是栖息在急流或河
、

溪流中
,

对含氧量极敏感的一类流水性昆虫助
。

在水深

17 米
、

流速 1
.
7 米/秒的沙底上还采到 At rt’c 人ap og

。, ,

这种朦科幼虫在长江中下游浅水湖

泊中尚未见报道
〔“,9. 10功

,

在长江下游也是首次发现的
。

上述水生昆虫一般身体都是细长

的
,

虽然干流水流湍急
,

它们还是能适应江中的急流生活
。

3

.

数量分布方面的情况

长江下游底栖动物的数量是比较高的
,

平均每平方米中有动物 32 8 个
,

生物量 37
·

2

16

克
,

与 中下游浅水湖泊相比较不算低
,

但由于环境条件的差别
,

各类动物的数量分布很不

均匀
。

支流中的底栖动物数量最高 (表 匀
,

那里一般水较浅
,

流速小
,

底质多为泥沙或淤泥
,

含有丰富的有机物质
,

尤其是在靠近居民点或工厂江段的支流内
,

由于人为的作用
,

致使

富营养化程度表现得更为突出
,

例如四源沟和大运河支流内
,

寡毛类颤酬科动物在单位面

积内的密度分别高达 5
,

4
80 条和 1,

64
0 条

,

用它们作为环境质量的指标来衡量污染程度
,

则前者为严重污染
,

后者为中度污染队川
。

l
) 吴天惠等

,
1 9 7 6

页
。

2
) 吴天息等

,
1 9 8 3

。

。

城郊湖塘的底栖动物及渔业利 用的初步评价
。

湖泊水库渔业增产科技资料汇编
,

2
22 一224

湖 北省花马湖水生昆虫调查报告
。

全国海洋湖沼生态学术讨论会论文摘要汇编
,

10 一 12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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干流的环境与支流显然不同
,

水深流速大
,

底质多为砂质
,

因此底栖动物的组成较简

单
,

同时在干流的河床上
,

由于缺乏底栖动物隐蔽和附着场所
,

故江 中的动物易被水流冲

走
,

能留下来的只是一些小型动物
,

所以底栖动物的生物量是相 当低的
,

况且摇蚊也不善

于在流水中产卵
,

这也是引起江中底栖动物生物量贫乏的原因之一[12]
。

在干流的沿岸带

即水较浅
、

底质为泥沙或淤泥的缓流地方以及船码头等
,

从上游带来的有机物质以及其它

的营养物常沉积在那里
,

因此底栖动物的数量一般都很高
,

有些地区
,

如南京轮船码头(虽

然水深流速大
,

但有机物丰富)和镇江第三码头
,

水蛆酬的数量尤为丰盛
,

每平方米内的密

度分别为 l
,

3
00 条和 l ,

5
70 条

,

这些采集点无疑的已达中度污染的水质了
。

支流的河 口地带环境与支流不同
,

与干流的沿岸带也有差别
,

那里环境复杂
,

江水涨

落频繁
,

泥沙不断堆积
,

底质多变
,

能够生活在该地带的底栖动物为数不多
。

从以上情况可以看出
,

长江下游底栖动物的种类较多
,

数量也较丰富
,

然而分布很不

均匀
,

其原因较为复杂
,

但与下列诸因素有关
:

水深 水的深度与底栖动物的数量分布有很大关系
。

在浅水湖泊中
,

底栖动物的数

量明显地随水深的增加而不断递减t8.
9] 。
但在长江下游看不出这种明显的规律 (表 1)

,

例

如在水深 5米以内的很多采集点上没有采到动物
,

而在水深 32 米的地方发现有 摇 蚊 幼

虫
。

就种类而言
,

底栖动物中各类动物的分布亦有所不同
,

例如在水深 20 米以上的地方

仅有少量的水生昆虫幼虫而未采到寡毛类
,

而软体动物的分布最深不超过 11 米
。

水流 长江下游雨量丰富
,

汛期时间较长
,

水量浩大 (平均流速达 1 米/秒)
。

据报

道[11
,l 61 ,

流速超过 1
.
, 米/秒

,

底质为石块或砾石的情况下
,

底栖动物是稀少的
。

根据我们实

地调查结果 (表 1)
,

在长江下游
,

底栖动物与流速的关系并非完全这样
。

表层流速在 1 米

/秒以内的 21 个采集点上 9 个点有动物
,

流速在 1
.
0一1

.
5 米/秒时

,

绝大多数采样点上未

采得动物
,

而流速在 1
.
7 米/秒的 2 个采集点上皆采到摇蚊幼虫

。

可见
,

在长江下游干流

的主航道中
,

由于流速大
,

只有小型的底栖动物才能适应这种急流生活
,

对于个体大的种

类如软体动物
,

在流速超过 1 米/秒时已无法存在了
, 因为急流易把它冲走

。

泥沙 长江沿岸 由于植被覆盖一般较良好
,

水土侵蚀虽然在有的地方因人为的影响

比较严重
,

但江水的含沙量比黄河少得多
,

例如在宜昌每立方米水中的泥沙量年平均不过

1 公斤左右
,

在汉口及大通都不过 0
.
5 公斤左右

。

但因长江水量浩大
,

所以输沙量亦相当

可观
〔
13]

。

泥沙到了下游
,

因潮汐作用
,

大量泥沙沉积在下游河床上易这对底栖动物的生活

极为不利
。

伊藤猛夫(1975)tl8] 指出
,

无机悬浮物质堆积在水底上可夺取藻类的生活条件
,

降低藻类的生长进而影响食物链;可以堵塞水生动物的鳃和呼吸孔
,

阻碍动物的新陈代谢

及破坏动物的栖息场所
,

使动物不能繁殖和生长
。

因此
,

底栖动物在干流及支流的河口地

带较贫乏是可以理解的
。

由于流速和含沙量大
,

造成江水极度浑浊
,

这种状况对底栖动物

是不利的
,

尤其是软体动物 中的瓣鳃类将会因此而导致鳃孔的堵塞
,

正如从
a及二(1952)〔川

所指出的
,

在江水浑浊的全部时间内
,

软体动物的贝壳紧紧地关闭着
,

如果浑浊水长时间

无法消失
,

软体动物就会饥饿直至死亡
。

食物 底栖动物以有机碎屑
、

着生藻类和水生高等植物的柔软部分为食
。

在干流
、

支

流及支流的河口地带中
,

凡是有机物丰富的地方
,

那里底栖动物数量就多
,

然而由于江水

浑浊
,

影响了水中植物进行光合作用
,

致使底栖动物食物来源不足
,

同时在下游江段
,

因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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潮水影响
,

所以缺乏高等植物和着生藻类
,

这也是引起食物不足的原因之一
。

水体底部不仅是底栖动物栖息的场所
,

也是它们摄取食物的重要地方
。

底质的粒级

及其有机组分含量的多寡与底栖动物的数量分布有密切关系
,

粒级大
,

有机组分含量小
,

粒级小则有机组分含量高
。

因此
,

底质为石块或砾石时
,

底栖动物是稀少的
【
161

。

底质为淤

泥时
,

最适合底栖动物的生存田
。

这种情况与长江下游是相符合的
,

例如在干流中底质均

为细沙的 18 个采集点上
,

大多数没有采到动物
,

底质为泥沙的动物就较多
,

而支流中因底

质多为淤泥或泥沙
,

所以底栖动物数量就大
,

显然这是 由于淤泥内含有丰富的有机物质之

故
。

综上所述
,

我们认为
,

在长江下游底质的组成及其变化是影响底栖动物数量分布的主

要因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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