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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要 甩挂片法研究玄武胡周丛动物数量和生物量季节性变动，其优势种为褶累枝虫，钟 

形钟虫，沟钟虫，壶状臂尾轮虫和花筐臂尾轮虫。周丛原生动物数量和生物量在夏、秋季出现高峰 ． 

1站数量摄商达 19957,ind．／cm ，生物量为296． g／crn 。u站数值最高达 1 6393ind_／cm ，生物量为 

246． g／cm 。周丛轮虫在秋、冬季出现高峰．1O月初 1站周丛轮虫数量为87~ind．／cm ，生物量为 

958．3 g／唧 。2月初 I1站周丛轮虫数量为 20lind．／cm ．生物量为 257~g／cm 。l站年平均周丛动 

物数 4661ind．／cm ．年平均生物量为量为 391 g／cm }lI站周丛动物年平均数量为 3037ind．／cm ． 

年平均生物量为 150．6g／cm ，因此 1站周丛动物数量和生物量都比u站高。从指示生物的角度得 

出玄武湖水体富营养化程度是很严重的。 

关键谒 恩些 连憋 掘 潮耋 jl，j 

南京玄武湖属于浅水湖泊 ，面积 3．7km ，平均水深 1．3m，随着湖周围工厂增加和人口 

的增长，大量污染物进入水体 ，导致水体富营养化 日趋严重 ，湖水透明度下降，叶绿紊 a浓度 

上升 ①，近两年来发生大面积死鱼现象 ，整个湖区散发出令人不快的气味。为了改变玄武湖 

逐年恶化的生态环境，人们对其水文、水质和生物等进行了多方面研究[ ≈。本文研究玄武湖 

周丛动物数量和生物量变动规律，并与其它水体比较，来监测评价玄武湖的污染状况。 

一

、 材料和方法 

(一)采样器的制作 

采样器以一只没有底面和盖子的木质载玻片盒为框架 ，在盒子的两边 各固定一块泡沫 

塑料块 ，通过绳索与重物相连，调节绳索长度控制采样深度，载玻片成对夹紧插入采样盒中。 

(二)采样点设置和采样方法 

根据以前研究成果，考虑到玄武湖实际状况，设置 2个采样点(图 1)。I站代表湖边特 

征 ，II站代表敞水带水体特征。1 989年 5月至 1990年 4月，每月在 I、II站采集周丛动物一 

次 ，采样点距水面 30cm，放置 5天 ，记录收样 日期。 

采样时，在现场刮下二片载玻片上的周丛动物 ，用 Boin，s液固定 ，装入 50mL试剂瓶中， 

0 南京市环境监调中心站．城市废水对玄武潮生态影响的研究 1988。 

本文于 1991年 l0月21日收到．1992年5月 6日改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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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采样位置示意图 

Fis．1 Sampling stations in~lllnWll Lak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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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玄武瑚表层水温和 I、Il站平均透明度 

F．咀．2 The sur~ce wafer temperature and iverage 

transp&rency in Station I／Ⅱ in Xuanwu Lake 

带回实验室．定容到 3OraL作为定量标本。同时带回用于活体观察的周丛动物，确定周丛动 

物的种类 。用 0．1mL计数框在 200倍显微镜下计数原生动物，用 lmL计数框在 100倍显微 

镜下计数轮虫。在采样时记录玄武湖水体水温、透明度 、pH值和水深。 

(三)生物量的计算方法 

从以前发表 的文献中查得各种周丛动物的生物量，对于未知生物量的周丛动物则采用 

各类周丛动物的平均生物量来表示 ，每种周丛动物数量乘 以其生物量之和则为周丛动物总 

生物量。 

二、 结 果 

(-- )理化因子 

表层水温年变化在 4—3l℃之问(图 2)。I、II站平均pH值为 8．34-0．4。湖水透明度春 

夏和秋季低，在 2ecru左右；冬季相对较高，最高可达 48cm，但两站差异不大(图2)。两站水 

深约 1．2—1．3m。透明度和水温呈反位相关系，即在水温最低时透明度最大。 

(二)周丛动物种类 

在挂片上共发现周丛动物 28种，其中原生动物 l9种，轮虫 4种，疆类 2种，寡毛类 2 

种，腹毛类 1种。列出其中 21种周丛动物(表 1、2)。周丛原生动物优势种类为：褶累枝虫 

佃， f f~licalilis)、钟形钟虫似 campanula)、沟钟虫(Vor~icella Ⅲ l r )、四分锤 

吸管虫(Tokophrya quad ripa~ita)和多态喇叭虫(Sle~  由 。̂，“ 周丛轮虫优势种类为红 

眼旋轮虫(Philod 口erylhropA~alma)、花箧臂尾轮虫(Brachiou~capsul玎f s)和壶状臂尾轮 

虫(Brac~  r 。)。在不同的季节，周丛动物优势种是有所变化的。 。 

在周丛动物中真周丛动物为 9种。其中纤毛类原生动物有 6种，它们分别为褶累枝虫、 

钟形钟虫、沟钟虫、螅状单缩虫(Carchesium polyp 一 )和 多态喇叭虫、紫 晶喇叭虫(81e~lor 

'，I el̂ H 。2种吸管虫纲的原生动物和 1种簇圊轮虫(Flo~cularia rings8)。伪周丛动物 

有 19种 ，其中花箧臂尾轮虫和壶状臂尾轮虫四季均出现，红眼旋轮虫和裂 口长颈虫等只在 

维普资讯 http://www.cqvip.com 

http://www.cqvip.com


3期 扬柳燕等：南京市玄武胡周丛动物数量和生物量的季节变化 255 

夏季 出现。在相同的挂片时间内，夏、秋季周丛动物种类数量要比冬、春季多。 

表 1 1站周丛动物群落季节性变动 单位tind．／cm 

Tab·1 Seasonal ellarlgo of 唧 criph”。I1 community in Sea,ion I 

Et 期(月、Et) 6．4 7．8 8．6 9．6 lO．3 】1．8 12．2 ll 0 Zl1 3．】O |．9 5．2 

褶累枝虫 |39| 】8l62 4938 2087 160~
, 283 35．3 3．5 0 】7．b 2559 758 

L _蛳 z ， f b) 

钟形钟虫 |4l 705 399 833 1717 88 2 17
． 6 33．5 】7 6 3．7 】76 35．3 (v

~tleetla 0，m，a ) 

沟 钟 虫 52
．
9 62 2l5 371l 】94 8．8 17．6 3．5 】．8 52．9 388 

f 胛恼 col~ laria) 

四分锤嗳管虫 88
． 2 57 0g 90 1．8 17．6 】7 6 仃 

叩 口 Tipatl~~) 

多态喇叭虫 70
． 6 l1 4 448 36 g l06 17．6 】7．6 (~ t

or， -0， 

肋状半眉虫 18 5 
( 栅  ̂ z  ̂＆ )’ 

裂口长颈虫 52
． 9 95 】9 26．9 36．g ” 6 17．6 

蛳 m m “̂ ‘ 耐  

棘 尾 虫 g3 
( h  sp．) 

中华似铃壳虫 】8 1
．8 5 仃  女

_女) 
● 

四 膜 虫 18
． 5 8．8 ( 

P￡旭  ̂m 们 sp．) 

绿 眼 虫 44】 5l1 |{
． 8 52．9 6】8 (E

mt~ Ⅲ  曲 ＼ 

斟 管 虫 335 819 24
． 8 l8 ● 35 { (Chi~  

”￡ 3p_) 

腔吸管虫 l 5 
(P 胛 4 sp．) 

矛 棘 虫 l9 

( 3 ) 
● 

紫晶喇叭虫 35
． 3 ( h 

4m“  ̂ _ 

红眼旋轮虫 】 8 l7 348 】88 l90 19
． 4 3．S 1 (P  ̂

邝 ma) 

花筐臂尾轮虫 4 6 42 43
． 6 99 255 111．2 1．a 180 l97 。。6．5 7．1 

(8r "̂̂ 帅 ，棚z脚  

壹状臂尾轮虫 362 3l8 6l_6 7】
． 6 428 47．6 61．8 2．6 57．6 84．7 1O0．6 601．8 

(B¨ "̂  ) 

圆蕞轮虫 5
． 3 (Fz

D蝴  f∞ r。g一曲 

尾 盘 虫 18
． 5 1．8 

(Oero 3D．) 

(三)周丛动物数量和生物量季节性变动 

I站和 II站周丛动物数量和生物量变动趋势比较一翦(图 3)。周丛动物数量在夏 、秋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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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II站周丛动物群落季节性变动 单位：ind．／cm： 

Tab·2 Se．asonaJ change of zooperipbyton community in Station I1 

日 期(月、日) 6．4 8 8．6 9．6 l0．3 l1．8 12 2 1．g 2．1l 3．10 4
． 9 5．2 

槽累枝虫 l 513 l5465 4735 2l】9 l0l2 124 8
． 8 3．5 量 0 283 353 6l7 (耶 ‘ 2 ，如 ) 

钟形钟虫 
( o Ⅻ  campamula) 4弛 58 1716 805 1856 70．6 l7 6 1．7 l3．4 l_8 5毛 3 

沟 钟 虫 89 75 l50 2906 
106 " 6 5．2 8．8 1．8 35．2 l鼬 (Vecl~ a 0 a hlr" 

四分锤吸管虫 61
． 8 97 132 l13 131 1．8 3

． 5 仃 okt~hPua删a r~mtim) 

多态 喇叭虫 3量3 77 29 
l8．8 】．8 ( f ，o ‘ “0) 

- 

肋状半眉虫 
 ̂ ， m ) 77 1g 】9 56．3 

裂 ra长颈虫 
∞ 叩 mmph*]epLo~帖) 38 75 3．5 

螅状单缩虫 
( 4 ， ， ) 47 l0．4 

棘 尾 虫 3量3 58 l40 l8
． 8 ( “ sp

． ) 

绿 眼 虫 
(Bsg ⋯ r B1 5毛 9 353 

斜 管 虫 
(cA／t~t sp． 56l 85 

肢吸管虫 
0，̂ 。 印 ．) 56．3 

红眼旋轮虫 3
． 5 l】6 l5．5 35．6 l8．8 (P̂ ‘k ma盱 m， 

Ⅱ￡m4) 

花臂尾轮虫 8
． 8 量 8 4．7 76．9 15．0 3 1．8 】16 l 1．76 2l_2 (B

r4曲 洲 啊， 脚  

壹状臂尾轮虫 
(8， ‘ m  ̂ ) 79．4 50．3 27．7 61．9 l24 l 26．5 3．5 85 l4l 47

． 6 70．6 

鼬 虫 
( â -础  ID．) 1．9 

出现高峰，而生物量在冬季最低 I站周丛动物最大数量出现在 7月初，为 20348ind．／cm z， 

最大生物量出现在 l0月初 ，为 1 046．3pg／cm。；II站周丛动物量最大数量出现在 7月初 ，为 

l646]ind．／cm0；最大生物量出现在 7月初，为 323． g／cm~。 

I和 u站周丛原生动物数量和生物量季节性变动趋势相一致(图 4)，只是 I站的数量和 

生物量略高于 II站 ，周丛原生物数量和生物量高峰出现在 7月初和 10月初，I站数量最高 

达 l 9952ind·／cm ，生物量最高达 296．9pg／cm。。II站数量最高达 l 6393ind．／cm：，生物量最 

高达 246．5p．g／cm 。I站夏季和秋季周丛原生动物平均数量为 6359．5 ind．／cm2，远远高于冬 

季和春季的 2394ind．／cm。。II站夏季和秋季周丛原生动物平均数量为 6454ind．／cmz，而冬 

季和春季却 只有 592ind．／cm2。 

维普资讯 http://www.cqvip.com 

http://www.cqvip.com


3期 惦柳燕等 南京市玄武矾周丛动物数量和生物量的季节变化 

10 

8 

g 

6 § 

霉 

4
刊 

6 10 12 2 ‘ 月甜 

圈 3 l、II站周丛动物数量和生物置季节性变动 

FiB．3 Scason~J ehangc of numbcr and biomass of zoopcriphyton in Station l and 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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圈 d l、II站周丛原生动物数量和生物世季节性变动 

Fig．4 Se．asonal chanBc of nurnbcr and biorna,cs of pcriph~tic protozoan in Station I and II 

I站周丛轮虫数量和生物量的季节性变动与 II站相差较大(图 5)。红眼旋轮虫在夏季数 

量比较多，而冬季消失 。在相同季节里 ，I站周丛轮虫数量和生物量明显多于 II站。l0月初 

I站周丛轮虫数量和生物数量都达到高峰 ，分别为 873ind．／cm。和 958．3~g／cm ，2月初 II站 

周丛轮虫数量和生物出现高峰 ，分别为 20lind．／era。和 257~$／c-m。，只有 I站峰值的 i／4左 

右 。周丛轮虫年平均数量 I站为 3104．4ind．／era ，II站只有 84．6ind．，cm。，年平均生物量 I 

站为 372．4~8／crn ，II站也仅为 l07．6 g／cm 。 

8  6  4  2  

一 u＼ 。。。【】 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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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单个原生动物的生物量比轮虫小得多，因此 ，在绝大部分月份 中，虽然周丛原生动 

物数量 比周丛轮虫多，但是周丛轮虫生物量却占优势 。3月初 I站周丛原生动物只有 0．29 

~g／cm ，而周丛轮虫却达 360．3 g／cm ，生物量悬殊很大。I站周丛动物年平均数量和生物 

量 分别为 4661 ind．／cm 和 391~g／cmz；Ⅱ站周丛动物年平均数量和生物量分 别为 

3037ind．／cm 和 1 50．6g／cm ，因此 I站周丛动物数量和生物量都比 II站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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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I、1I站周丛轮虫数量和生物量季节性变动 

Fig．5 Seasonal change of num ber and b~mass of pcriphytJc roti~ ra in Station 1 and II 

三、讨 论 

由于挂片在大水体中放置 5天 ，因此 ，周丛动物群落并不代表水体中天然基质上周丛动 

物的群落结构，是一个非成熟的系统，因为周丛动物的群集过程受到各种因素的制约，季节、 

气候、水环境状况 挂片位置和时间等都对挂片上的周丛动物产生影响。 

对 玄 武 湖 浮游 动 物研 究表 明，优 势 种为淡 水麻 铃 虫 (D试讯缸m 功妇一 )、急 游 虫 

(S~rombidium "|r证e)、双环栉毛虫(D 缸m Hd唰 ) 恩茨筒壳虫 ￡ H诅讧m entz=)、角 ‘ 

突臂尾轮虫(Brachionus ang“ r )、葭花臂尾轮虫(Brachionns catyci$1orus)和 h氏品囊轮虫 

(Asp~ chtn 6响 t̂well~)[ 。因此，周丛动物优势种与浮游动物优势种是完全不同的，但它 

们的季节性变动具有相似之处，即出现的数量高峰季节相同。从这里反映出周丛动物群落结 

构的变化密切依赖它周围的水体，在相同的水体中同类生物表现出相似的生态学特征。 

同武汉东湖和杭州西 湖相 比较[ “，该湖周丛原生动物数量和生物量都很高(表 3)。 

因此，玄武湖周丛动物种类明显低于西湖和东湖，而个体数却比这两个湖高很多，说明 

生物群落多样性减少。根据利布曼(1 951)提出的评价水质的原生动物系统[5]，玄武湖周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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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 三个湖泊周丛原生动物的比较 

Tab．3 Comparison of pcriphytic Drot0zoan in three lske~ 

- 

最 高 敦 量 地 点 年 份 种 类 

(iI-d．／cIrL ) 

玄武湖 J9B9 18 1g9让 

西 搠 ]984 102 l83 

东 潮 1g64 】25 56 

物中绿眼虫(Eu9lesa 打 ／s)属于多污带种．沟钟虫、螅状独缩虫属于 中污带种，多态喇叭 

虫和钟形钟虫属于 e中污带种，红眼旋轮虫被 Kolkwitz，R．认为是 B中污带种。同时，臂尾轮 

虫属数量与水体富营养化有关E ．而玄武湖周丛动物中臂尾轮虫数量多，生物量高，因此从 

周丛动物角度说明玄武湖水体富营养化程度是非常高的。这一点 已被南京市环境监测站历 

年监测的理化数据所证实。 

[1] 撩家诗等。浮藓动物 

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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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ASONAL CHANGES 0F NUM BER AND B10M ASS 0F 

ZooPERIPH YT0N IN XU ANW U LAKE 

Yang L~yan  

(NalI曲  mwer~ ， 

Xu Jiazhu 

Nam拍 F 2】0008) 

Abstract 

Seasonal changes of num ber and biota as s of zooperiphyton on suspended substrates in 

Xuanwu Lake were studied· The main species are 崎f pf扣d 坫，Vort~,lla eonvaRaria， 

Vorgieella 锄 饥 paaula， BTach Ⅷ 8"rc s and BTachio~us础 刷 f0jI＆ The number an d the 

biom ass of perihytic protozoan  are large in sum mer an d fall w ith their maximum  number being 

l9952 ind．／cm and the maximum biomass 296．6 t,g／cm in Station I．and with maximum 

number being 1 6393 kLd．／cm。and the maximum b~mass 24 6．5ug／cm。in Station II．T he 

num ber of periphytic rotifera is lar ge in fall an d w inter，with their m axim um num ber be ing 873 

ind．／cm。and the maximum biomass 958．3~g／cm in Station I in October and with their 

maxim um number being 201 ind．／cm an d the max im um biomass 257 t,g／cm in Station II in 

February·The yeaxly mean number for zooperiphyton is 466]had．／cm and the yeazly mean 

biomaas is 39]~g／cm in Station I．The yearly mean biomaSs is 3037 ind．／cm and the yearly 

mean biomass is l 50．6~g／cm。in Station II．So both the number and the biomass are larger in 

Station I than  in Station II． According to in dicative organism ，the eutr0口hicati0n has been 

very serious in Xuan wu Lak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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