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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婴 番邸日湖是我国第一大淡水湖泊
。

湖内水生植物主要由亚热带至温带
、

热带至温带的 常 见种

类和世界广布种所组成
。

将那阳湖与沪沽湖
、

洪湖
、

白洋淀和镜泊湖等湖泊植物区系相比较
,

可以明显看

出鄙阳湖与洪湖植物区系的相同系数最大 而与温带性的高山深水湖沪沽湖及北温带性湖泊镜

泊湖的相同系数较小 一
。

这表明 都阳湖水生植物区系具有明显的亚热带特点
。

水生植被不象陆生植被具有那么多种多样的类型和适应性
,

而具有隐域性特 点 〔’ 〕。 长

期以来
,

人们对植物区系的研究
,

大多是关于陆生植物 区系的研究
,

而较少涉及水生植物区

系的研究
。

其实
,

在不 同地带的水域中往往具有各自的代表种和特有类群
,

可以反映出各个

地带的植物区系特点和水域条件
“ ’。 年我们对邵阳湖水生植物区系进行了调查

研究
。

一
、

自 然 环 境 , ”

都阳湖是我国第一大淡水湖
,

地处长江中游南岸
,

在地质构造上为中国东部新华夏系第

二 巨型隆起带的西缘和秦岭巨型东西向构造带东段南缘
,

是一个 “吞吐型河成湖” 集水面积
“ 。

湖体面积在湖口历年最高水位时为
,

最低水位时仅
,

周年水位

差
。

郡阳湖属亚热带湿润季风区
,

年平均气温 ℃ ,

最冷月 月 平均气温 ℃ ,

最

热月 月 平均气温 ℃, 稳定通过 ℃的年平均积温 ℃ 太阳能总 辐 射 量 约为

峨 “ “ · ,

年平均 日照时数
。

无霜期
。

年平均降雨 量
,

湖面蒸

发量
。

多年平均水温
。

最高月 月 平均 ℃ ,

最低 月 月 平 均
。

℃
。

那阳湖沏盆特征指数为 。 ,

地势较平坦
,

东南高
,

西北低
,

但整个湖盆都是由周边向

湖心倾斜
。

底质多为灰色淤泥或沙泥
。

湖水总氮和总磷含量较高
,

己达富营养型湖泊标准
,

但溶解氧
、

生化需氧量
、

透明度
、

浮游动植物生物量等指标多属贫
、

中营养型 湖水水质总

体情况尚属 良好
,

但 己受到酚
、

油类
、

锌
、

铜等污染 见表
。

二
、

植物区系组成及其特点

植物区系组成及分布

都阳湖现有水生高等植物 科
、

属
、

种 ‘ 。

其中
,

湿生和挺水植物能种
,

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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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那阳湖水质情况表

姆

一 一

二少三口
年 均 值

⋯
。

·

。, 一 ”
·

” ”

一 夕

·

一
·

备注 年均值为 浮游植物为好 万个 汞
、

六价铬 等均未检出
。

沉水植物 种
,

占 , 浮叶植物 种
,

占 , 漂浮植物 种
,

占
。

由 于 生活

型不同
,

各类植物适应水深有明显差异
。

在正常情况下
,

挺水植物一般生于沿岸带
,

讯期水

深约 一
,

枯水期多处于沼泽和湿地 , 浮叶植物通常生长于亚沿岸带
,

汛期水深约 一

沉水植物一般生长于亚沿岸带至湖心带
,

汛期水深 漂浮植物常间生于 挺水

植物群落之中
,

尤其是在芦苇
、

煎等群落中较常见
。

植被类型的季节性交替现象明显

由于湖水位的季节性变化
,

在洪水期与枯水期
,

郡阳湖洲滩植被表现出明显的水生植物

群落与湿生
、

沼生植物群落的季节性交替
。

在汛期 月
,

洲滩被淹没
, 以竹叶眼子菜

, 若犯 , 、

苦草 ” , 、

轮叶黑藻 万 , 。

, 、

蕃菜 梅
、

小茨藻 夕 , 儿 。 、

菱 。

、
‘

狐尾藻 , 夕 “ “ 。

金鱼藻 , ‘ 水 。 。 和

大茨藻 了“ , ‘了
、

笋为代表的沉水植物和浮叶植物繁 生
,

构 成 各类 水 生 植 物 群

落 在枯水期 月 , 洲滩逐渐显露
,

沉水
、

浮叶植物枯死
,

以芦苇 。
·

己

。 , 二 ‘ 和我 公韶 沁 等为代表的挺水植物重新露出水面
,

构成沼生

植物群落 , 而以苔草 , 、

寥子草 。 忽“ 等 为代表的

湿生植物也重新萌发
,

形成湿生植物群落
。

这种植被类型的季节性交替现象反映了洲滩水文

条件 “ 时令 ” 性变化的植被特点
。

地带成分复杂
、

多样

在都阳湖 种水生植物中
,

除喜旱莲子 草 。 哪 人。二

来种外
,

其他多为乡土种
。

为便于研究
,

特将不 同地带成分列于表

了

, ,

等 为 外

表 那阳湖水生植物地带成分统计表

占种类总象的
百分比 另

热带至亚热
带 种 类

州

路 ” 人 劣

夕 ” 优 ” ”

矛 ,‘ 名 ”

用 夕封

云” ‘ ” “‘

‘

夕

才 爪

夕

仍 少 矛 夕。 ”

夕 “

下

一恤口比味地 带



湖 泊 卷
‘ ‘ “ ” 。

。

尸

科 学

‘ 人五 “‘ ’

热带至温带

种 类

口“

犷 ” ‘

夕 。。

少

石 爪

。 ”“

夕 ”

劣

夕 劣 “

”

少 夕

二 ”

州 “

二 ” 夕

川

仍 ”

夕 夕 爪

优 ”

夕

夕夕优

少 别 矛 亡

” “

优

“爪 人 爪

弓 ￡

及 ”

夕 用 夕 仇

丙 ’ 夕‘八

正 夕。 ”‘ 协 “

才 不 ”

矛 儿夕 川 夕之

“ ” “ ” ”

。份亩” 少 于

夕 ”才 ” ‘

”

, “ ”

”

川 戈 爪。口 刃

少 夕 阴 “ ‘

夕 份 ‘

四 夕 儿

之 ” “

” 犷

” 刀

少 ‘”

‘ ” ” 了

” 之 ”

八夕 爪 阴

, “ ” 戈 ” ‘

刁 从 ”夕

爪 ”

犷 犷‘

夕 丙 右

”

“ ,

少 夕

夕 “川

刁二份‘

,左‘

脚

亚热带至

温带种类

“

为 夕

爪 人 州

“

夕 夕 切

“ 月“

”

。 ”

城 沉“‘

刀界

红邓肠即邓即罗

劣

“ 件 夕

一

“爪 劣

夕 “拼 阴 。爪

夕 ” ‘

夕 人夕 协 ￡ 从

少 户 ‘ 月

夕 ” “

。

。

夕
。

。

工

夕 ’

明 ” 月

沉凡 爪

’ 夕 几犷

刀 “‘“

。⋯
,人口翻内任曰﹄扩

夕 月夕 ‘

一类一种一种一种一布一一带一广一一热界一一亚一世一新

从表 可以看出
,

亚热带至温带种类最多
,

有 种
,

占 热带至温带种类次之
,

有 种
,

占 热带至亚热带种类有 种
,

占 世界广布种有 种
,

占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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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热带种类只有 种
,

占 另外
,

还在都阳湖发现 了一个新种
,

占从 。 ,

其地带成分

位置待定
。

根据各种植物的分布面积
、

出现频数和生物量来衡量
,

亚热带至温带种类中的细果野菱
, 二 留 、

菩菜
、

大茨藻
、

苦草
、

孤
、

荻 艺 刀 , 厂 ‘ ‘ 、

芒尖苔草 , 儿 儿 和热带至温带种类 中的水 寥 尸 抑 几洲 , 公 。 , 、

竹

叶眼子菜
、

小茨藻
、

轮叶黑藻以及世界广布种中的金鱼藻
、

狐尾藻
、

芦苇等都是组成那阳湖

水生植被的主要优势种类
,

它们在湖内的分布范围较广
,

覆盖度和生物量也较大
,

是郡阳湖

水生植物区系的主要组成成分
。

另外
,

热带至 温 带 种 类 早 苗寥 夕 “ 胡 。一

、

寥子草 “ 二 、

小叶眼子菜 和亚热带

至温带种类五刺金鱼藻 乡 , “ ,
、

茶菱 , ‘ ‘
、

水篙 , 。 艺
、

灰化苔 草 , 心 ” 、

首 蒲 。

‘ 以及世界广布种范草 。。 越 ‘行 “ 等在湖内都能大面积生长
,

分布

范围也 比较广泛
。

显然它们也是都阳湖水生植物区系的重要组成成分
。

而其它 种热带至亚

热带种类和 种亚热带种类在湖内的分布相对说来都比较稀疏
,

未见有大面积生长
。

上述说明
,

郡阳湖虽然地处亚热带
,

但其植物区系主要成分是由亚热带至温带
、

热带至

温带的常见种类和世界广布种组成
。

其区系成分复杂
,

优势种类繁多
,

为一般亚热带湖泊所

罕见
。

形成这种特殊现象的重要原因之一是都阳湖为多子湖的大型湖泊
。

各湖区夏季普遍高

温
,

冬季南北温差较大
,

各子湖之间的生态条件差异很大
,

而都阳湖水文条件的 “ 时令性
、

吞吐型 ” 特点更增加了湖内各区域之间水环境的复杂程度
,

为不 同地带的植物生长提供了有

利条件
。 、

上述还表明、 水生植物具有隐域性特点
,

不少种类能同时适应儿个生物气候带
。

例如在

都阳湖分布的争种水生植物中
,

除 种植物为亚热带种类和 种新种外
,

其他 种植物都能

适应 个以上的生物气候带
,

有的还是世界广布种
。

同时
,

从鄙阳湖水生植物区系组成还可

得知
,

在一个区域内可同时分布有几个地带类型的植物种类
,

且都各自形成一定的优势
,

例

如在都阳湖水生植物区系的组成成分中
,

既有亚热带至温带种类
,

也有热带至温带种类或热

带至亚热带种类等等
。

三
、

娜阳湖与其它湖泊植物区系的比较

为更深入地研究都阳湖水生植物区系的植物地理学特点
,

选择沪沽湖
、

洪湖
、

白洋淀和镜

泊湖等 个有代表性的湖泊与都阳湖作比较 〔“ ’“ 子 ” , ‘ 。 。
·

根据两地植物区系的相似性系数计

算公式 ‘ ’ 之 二飞
,

其中 为 甲地植物种数
,

为 乙地植物种数
,

一

为两地共有种数 即同时见于两地
,

列于表
。

从表 可以看出
,

洪湖与都阳湖所处的纬度最接近
,

又同属于长江水系
,

二者的海拔高

程及气候条件相似
,

故其科
、

属
、

种的相似性系数均最大 白洋淀与都阳湖属不同的水系
,

但由于两者的海拔高程基本相同
,

所处的纬度和气候条件差异又不太大
,

所以其科
、

属
、

种

的相似性系数也 比较大 沪沽湖与都阳湖所处的纬度较接近
,

但二者的海拔高程相差甚大
,

气候条件也很不相同
,

所以其科
、

属
、

种的相似性系数最小 镜泊湖与都阳湖所处的纬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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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乙 郑阳湖植物区系与有关湖泊比较

湖 。、

一
‘口 名 称 沪 沽 湖 洪 湖 白 洋 淀 镜 泊 湖

母 资 争 一 一

一
弓

、

月平
,

二卜、
‘

膺
’ 夕 ’ “ ’

叼与 公 二
一 , 夕’ ’ 夕

“

‘ 、 一 一

,
· ·

,
· ’ ·

’ ,
· ·

一一一石一
一

—玉一一丁一一 丽一厂 一 矛一 「 一万 一一

习湖相同数

胜系数
· ·

“
·

弓

二二 亘二三三三⋯二三扛习三 圣二丁三一
粤塑竺

万一一卜 卫些一
一

一 州 一一二里 一 卜一兰 一述竺 些上 卜一胜生 一一 进翌上井一竺上旱一竺二一一 竖色一 竺一 一少一卜一些 一 一一巡 一塑些塑一一一 一性一 竺一 卜一 翌一一竺 一系数 , 」
· · ·

婆
·

海拔高程以及气候条件均有明显差异
,

所以科
、

属
、

种的相似性系数也较小
。

从上述湖泊的海拔高程和气温条件与水生植物区系组成之间的关系来看
,

洪湖和都阳沏

无论是 月平均气温还是 月平均气温都高于白洋淀和镜泊湖
,

它们在最冷季节仅湖边有薄

冰
。

而白洋淀全湖性冰封期约 一 个月
,

镜泊湖冰封期长达 一 个月之久 , 这对水生植
物生长发育必然产生不 同影响

。

因此
,

洪湖和郡阳湖中生长的热带
、

亚热带种类明显比白洋

淀和镜泊湖多
,

例如 黄花狸藻 ’耐 。 , ’ 柳
、

水禾 汀 , 。 。二 “ , 艺“ 切 “ 、

大藻 尸艺 , ‘ , 和 凤眼莲 五 无。 , 艺乡 等
,

在白洋淀和镜 泊湖

都未发现 , 而生长在白洋淀和镜泊湖一些高寒地区的种类
,

如 杉叶 藻 妙脚
一

, 耐
, 、

地笋 今 、

剑苍麓草 乙 , 公艺
、

弓果 菱 ,

。 等
,

在洪湖和都阳湖都无分布
。

上述事实说明
,

都阳湖和洪湖水生植物区系都 具

有明显的亚热带特点 白洋淀虽然有一些热带至亚热带常见的广布种生长
,

但是无典型的热

带
、

亚热带种类
,

而且温带种类 比都阳湖和洪湖明显增多
, 又出现一些高寒地区的类型

,

具

有南北交汇性的过渡带特点 镜泊湖所具有的热带至亚热带常见的广布种明显 比 白 洋 淀减

少
,

而高寒地区的种类明显增多
。

沪沽湖则因其海拔位置较高
,

长期的生态隔离
,

以及湖体

环境条件的特异
,

使其水生植物区系不仅具有一般温带性的高山深水湖的特点
,

而且还形成

了自己的特有种
,

例如波叶海菜花 , 该 ” ‘ 等
。

四
、

结论与讨论

在植被类型的划分中
,

水生植被一般被归于隐域植被
。

在水生植物中 , 即使是从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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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级水平来看
,

仍有不少属于世界性分布的类群
,

或至少可以说具有相当广的分布区
。

不 同

地带的水域其植物区系成分常有许多相似之处
,

而不像陆地植物区系成分具有明 显 的 地 带

性
。

但对种级水平的区系分析
,

依然可看出水生植物具有较明显的地带性与地域性分布规律

的印迹 ’ 。

在不 同地带或同一地带的不同地域的水域中
,

同样具有各自的代表种或特有类

群
,

可以反映出各个地带或地域的植物区系特点和水域条件
,

从而具有地带性或地域性特征
。

由于都阳湖是一个多子湖的大型湖伯 , 各子湖之间的水域条件和气候条 件 差 异 较

大
,

为不 同地带的植物生长提供了有利条件
,

因而产生了复杂的植物区系成分和众多的优势

种类
。

但其主要区系成分是由亚热带至温带
、

热带至温带的常见种类和世界广布种所组成
。

表现出亚热带湖泊的特点
。

在不 同水域之间
,

水生植物区系成分的相似性系数的大小
,

与各水域所处的纬度
、

海拔高程以及气候条件
、

水域环境等相似程度有密切的关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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