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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收稿；#’’&+""+’& 收修改稿, 万成炎，男，")-% 年生，副研究员,

江苏省有各类水库 )’. 座，其中大型水库 - 座，中型水库 %# 座，小型水库 .-’ 座, 水库

总库容 &&,-/"’. 0&，其中，防洪库容 "),’/"’. 0&，兴利库容 "-,)/"’. 0&, 设计灌溉面积 &1,1/
"’% 20#，实际灌溉面积为 &’,1/"’% 20#, 水库宜渔面积 #,-%/"’% 20#，实际养殖面积 #,%%/"’%

20#, %. 座大中型水库为江苏省水库资源的主体，")). 年 1 月+"))) 年 1 月作者对江苏省 %.
座大中型水库进行了水库环境和渔业资源综合调查，旨在为江苏省水库生态系统健康管理

提供科学依据, 现将底栖动物部分总结如下,

" 材料与方法

")). 年 1 月、. 月、"" 月和 "))) 年 " 月对江苏省 %. 座大中型水库进行野外采集, 一周

年采样四次的水库有 "# 座：小塔山、安峰山、崔贺庄、龙王山、月塘、金牛山、北山、方便、沙

河、大溪、二圣桥、横山等水库3包括 - 座大型水库和 - 座中型水库，其采样分为上、中、下游 &
个断面；一周年采样二次的水库有 &- 座，八条路、西双湖、贺庄、横沟、昌黎、房山、大石埠、石

梁河、羽山、高塘、阿湖、庆安、云龙湖、化农、山洪、桂五、红旗、大河桥、大泉、河王坝、山湖、中

山、卧龙山、老鸦坝、赭山头、姚家、赵村、龙墩河、句容、仑山、茅山、墓东、凌塘、前宋、塘马、茅

东等水库 3全部为中型水库，其采样分为上、下游 # 个断面, 每个断面设若干采样点，相邻采

样点的间距为 1’’ 0 左右,
样品的采集与保存及定性、定量检测参照有关文献进行 4"+%5, 软体动物鉴定到种，水生昆

虫、水栖寡毛类鉴定到属, 每个采样点所得的底栖动物按不同种类计数并称重, 软体动物用

普通药物天平称重；水生昆虫和水栖寡毛类用扭力天平称重, 最后换算成密度（678 9 0#）和生

提 要 于 ")). 年 1 月+"))) 年 1 月对江苏省 %. 座大中型水库底栖动物进行了调查, 鉴定的

底栖动物计 (1 属种，优势种类为尾鳃蚓属!"#$%&’(&)#$*、水丝蚓属!+&,%-.#&/)0*、管水蚓属!1)/-.#&/)0*、
长足摇蚊属!23/-4&$*、隐摇蚊!5#647-’(&#-%-,)0*等 1 属, 底栖动物密度为 #..,% 678, 9 0#，变动范围 %&,#+
)#.,# 678, 9 0#；生物量为 .,(1& : 9 0#，变动范围 ’,#&1+-",..% : 9 0#, 北部、中部、南部水库各类底栖动物

的季节变化呈现较大的差异 , 用 ;<<876:2= > ?26=@AB 生物指数和 ?C6:2= 寡毛类密度法评价水库水

质，除少数水库有轻度污染外，水质状况总体良好,用能量估算法估算水库底栖动物的平均渔产潜力为

1,. D: 9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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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现水库数量；（$）占调查水库总数百分比（%）&

表! 江苏省水库底栖动物名录及出现率#

’()&! ’(*( (+, -./01/+23/4 5- 655)/+7854 5- ./4/.953.4 3+ :3(+;41 <.593+2/

种类

寡毛纲 =>3;528(/7(
尾鳃蚓属 !"#$%&’("#
头鳃蚓属 !"#$%&’)*"’+(,
拟仙女虫属 -#"#.#’,
水丝蚓属 /’.$)*"’+(,
管水蚓属 0(+)*"’+(,
嫩丝蚓属 12$2"’*"’+(,
仙女虫属 3#’,
单孔蚓属 4)$)56+25&)"(,
尾盘虫属 72")
颤蚓属 1(8’92:
河蚓属 ;&6#%)*"’+(,
癞颤蚓属 <5’"),52".#
盘丝蚓属 !)=&"’)$2("(.
毛腹虫属 >&#2=)?#,=2" 4?&

长足摇蚊属 -2+)5’#
前突摇蚊属 -")%+#*’(,
细蜉属 >#2$’,
毛突摇蚊属 >&#2=)%+#*’(,
幽蚊属 >&#)8)"(,
摇蚊属 >&’")$).(,
菱跗摇蚊属 >+’$)=#$65(,
环足摇蚊属 >"’%)=)5(,
隐摇蚊属 >"65=)%&’")$).(,
异腹鳃摇蚊属 @’$92+*’#
箭蜒属 A).5&’*#2
小突摇蚊属 4’%")5%,="#
直突摇蚊属 B"=&)%+#*’(,
内摇蚊属 @$*)%&’")$).(,
直摇蚊属 B"=&)%+#*’’$#2
须蠓属 -#+5).6’#
多足摇蚊属 -)+652*’+(.
长跗摇蚊属 1#$6=#",(,
五脉摇蚊属 -2$=#$2("#
蜉蝣属 @5&2$2"#
流水跗摇蚊属 >#+)5,2%="#
鞘翅目幼虫 >)+2)5=2"#
石蚕 1"’%&)5=2"#
蠓属 -#+5).6’#

@!A

BC
C
!
DE
B$
$
!F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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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
!
!
!

BF
DC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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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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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
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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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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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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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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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
$
!
!
!
C

@$A

!FF
!"&H
$&!
C!&D
CH&G
B&$
$F&C
"&D
!F&B
$H&!
$$&E
$&!
$&!
$&!

CD&D
HE&$
$&!
!F&B
!"&H
"F&B
DH&G
!$&G
C!&D
GF&F
$&!
C&B
G$&!
$G&F
$&!
!"&H
$$&E
$H&!
!F&B
B&$
$&!
$&!
$&!
!"&H

种类

软体动物门 I5>>142(
铜锈环棱螺 !2++#.6# #2"(?’$),#
长角涵螺 0+)%’$.# +)$?’%)"$’,
方形环棱螺 !2++#.6# C(#*"#=#
赤豆螺 !’=&6$’% 9(%&,’#$#
槲豆螺 !’=&6$’# .’,2++#
河蚬 >)"8’%(+# 9+(.’$2#
刻纹蚬 >)"8’%(+# +#"?’++’2"=’
河蚬属一种 >)"8’%(+# 4?&
扁旋螺 A6"#(+(, %).5"2,,(,
白旋螺 A6"#(+(, #+8(,
纹沼螺 -#"#9),,#"(+(, ,="’#=(+(,
中华沼螺 -D ,’$2$,’,
方格短沟蜷 <2.’,(+%),5’"# %#$%++#=#
长箩卜螺 ;#*’: 52"?2"
椭圆箩卜螺 1#*’: ,E’$&)2’
圆扁螺属一种 F’552(=’, 4?&
梨形环棱螺 !2++#.6# 5("’9’%#=#
丽蚌属一种 /#.5")=(+# 4?&
圆顶珠蚌 G$’) *)(?+#,$’#2
褶纹冠蚌 >"’,=#"’# 5+’%#=#
无齿蚬一种 0$)*)$=# 4?&
淡水壳菜 /’.$)52"$# +#%(,="’,
光滑狭口螺一种 <=2$)=&6"# 4?&
卵萝卜螺 ;#*’: )H#=#
狭萝卜螺 ;#*’: +#?)=’,
放逸短沟蜷一种 <2.’,(+%),5’"# 4?&
杜氏蚌 G$’) *)(?+#,’#2
双壳类幼体一种 /#.2++’8"#$%&’# 4?&
湖球蚬 <5&#2"’(. +#%(,="2

其它动物

虾 J(.3,32(
钩虾 KL?83?5,(
端足类 KL?83?5,(
医蛭 M3.1,5
线虫 N/L(75,(
扁蛭科 O>5443?85+3,(/
石蛭科 P.?5),/>>3,(/
等足类 Q4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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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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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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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量（" # $%）&

% 主要结果

!"# 种类组成及分布特点

此 次 调 查 鉴 定 的 底 栖 动 物 计 ’( 属 种 （表 !）& 其 中 软 体 动 物 %) 种 ， 占 总 种 类 数 的

*+&’,；水生昆虫 %- 属，占总种类数的 *%&.,；寡毛类 !- 属，占总种类数的 !+&’,；其余为甲

壳动物、扁形动物及其它门类，共占总种类数的 !.&’,&
从种类组成看，江苏省水库底栖动物中寡毛类和水生昆虫的多数种类为淡水水体中的

常见种类& 此外，寡毛类中还有一些分布范围窄，一般水体少见的种类，如嫩丝蚓属；水生昆

虫中还有一些能适应流水环境的种类，如流水跗摇蚊等& 软体动物的种类有 !/ 种之多，是其

他水库调查中较少见的 0(1’2& 根据底栖动物在各水库样品中的出现频率，可将江苏省底栖动

物分为优势种类、普通种类和稀有种类三大类& 将出现频率在 +.,以上的种类定为优势种

类，有尾鳃蚓属、水丝蚓属、管水蚓属、长足摇蚊属、隐摇蚊等 ( 属；将出现频率在 !.,—+.,
之间的种类定为普通种类，有尾盘虫属、河蚓属、前突摇蚊属、菱跗摇蚊属、铜锈环棱螺、长角

涵螺、方格短沟蜷等 %) 属种；将出现频率小于 !.,的种类定为稀有种类，有头鳃蚓属、毛腹

虫属、细蜉属、雕翅摇蚊属、淡水壳菜、湖球蚬、大沼螺等 -! 属种&
从北至南，底栖动物的种类分布为：北部水库（!/ 座）(’ 属种，中部水库（!/ 座）(* 属种，

南部水库（!/ 座）(* 属种& 北部水库与中部、南部水库之间的相同种类数分别为 *- 属种、*+
属种，占总种类数的 -!&(,、-/&-,；中部水库与南部水库之间相同种类有 *- 属种，占总种类

数的 -!&(,& 北部、中部、南部水库之间底栖动物相似种类中包括优势种类和大部分普通种

类，不相同种类绝大部分为稀少种类&
底栖动物种类数在 !. 属种以下的水库有：八条路水库、阿湖水库、山洪水库、桂五水库、

大泉水库、山湖水库、卧龙山水库、仑山水库和茅山水库等 ) 座，以茅山水库和卧龙水库的种

类数最少；种类数在 !.—%. 之间的水库有：小塔山水库、安峰山水库、石梁河水库、金牛山水

库、北山水库、二圣桥水库、沙河水库、横山水库等 */ 座；种类数在 %. 种以上的水库有安峰

山水库、龙王山水库、大溪水库等 * 座，以大溪水库种类数最多，达 %( 种&
!"! 现存量及动态

江苏省水库底栖动物密度和生物量测定结果表明，水库底栖动物的密度为 %++&-. 345 #
$%，变动范围 -*&%1)%+&%. 345& # $%，其中水生昆虫为 !’+&/. 345& # $%，占总数的 /!&),；寡毛类

为 +*&’. 345& # $%，占 %+&+,；软 体 动 物 为 +&.. 345& # $%，占 %&+,；多 毛 类 为 !+&-. 345& # $%，占

/&-,&底栖动物的生物量为 +&’(* " # $%，变动范围 .&%*(—/!&++- " # $%，其中水生昆虫 .&’/% " #
$%，占 +&’!,；寡 毛 类 .&’(+ " # $%，占 +&//,；软 体 动 物 ’&.). " # $%，占 +!,；多 毛 类 .&!*/ " #
$%，占 !&((,；其它 .&..+ " # $%，占 .&.),&

以江苏省北部的安峰山水库、中部的金牛山水库、南部的二圣桥水库为代表比较不同季

节各类底栖动物密度和生物量的变化6图 !7& 可以看出，密度变化主要表现在水生昆虫的变

化上，安峰山水库春、冬季较高，夏、秋季较低；金牛山水库秋季最高，冬季次之；而二圣桥水

库夏季较高&生物量变化：安峰山水库主要表现在水栖寡毛类的变化上，秋季最高，春季次之；

金牛山水库主要表现在水生昆虫的变化上，夏季最高，冬季次之；而二圣桥水库主要表现在

万成炎等：江苏省水库底栖动物调查及其综合评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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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 江苏省水库底栖动物密度和生物量的季节变化

!# 安峰山水库（北部）；"# 金牛山水库（中部）## 二圣桥水库（南部）

$%&’! ()*+,-*. /*0%*1%,-+ ,2 3)-+%1%)+ *-3 4%,5*++ ,2 6,,4)-17,+ ,2 189%:*. 0)+)0/,%0+; <%*-&+= >0,/%-:)

软体动物的变化上，春、秋季较高，夏、冬季较低’

? 综合评价

!"# 底栖动物丰度评价

此次调查共检出底栖动物 @A 属种’ 其中软体动物 BC 种，水生昆虫 BD 属，环节动物 !D
属，其它 E 类’其种类多样性显著高于山东省水库（!D 种）和福建省水库（DC 种）’ 江苏省底栖

动物平均密度 BEE’DF %-3’ G 5B; 低于湖北 H"ED’@F %-3’ G 5BI 和福建 H?AB’FF %-3’ G 5BI，高于山东

（!CB’?F %-3’ G 5B）和广东（!?D’?F %-3’ G 5B）’ 平均生物量 E’@A? & G 5B，显著高于所比较的其他省

份 JAK@L，主要是由于江苏省部分水库有软体动物分布所致’ 江苏省不同地区水库底栖动物现

存量也存在一定差异’ 底栖动物密度：南部水库显著高于中部水库和北部水库;而中部水库

和北部水库比较接近；底栖动物生物量：北部水库显著高于南部水库和中部水库，南部水库

高于中部水库’ 北部水库密度较低，但软体动物占的比例大，生物量反而较高’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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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水质状况评价

底栖生物中包括敏感种和耐污种，可用颤蚓科寡毛类作为水质有机污染的指示生物"
#$$%&’()* + ,)’*-./ 生物指数认为：水体中寡毛类个数与大型底栖动物个数之比小于 0"1 为

水质良好，比值在 0"120"3 之间为有机污染，比值大于 0"3 为严重污染 435" 江苏省水库中寡毛

类个数与大型底栖动物个数之比为 0"67，说明全省水库水质状况总体良好" 分别对 83 座水

库进行计算，有 9 座水库（龙墩河、老鸦坝、前宋、墓东、仑山、凌塘、高塘等水库）属于有机污

染，这些水库多分布于江苏南部" ,:’()* 认为寡毛类密度在 !00 ’&%" ; <6 以下时为无污染；

!002777 ’&%" ; <6 时为轻微污染；!0002=000 ’&%" ; <6 时为中度污染 475" 调查表明，江苏省水库

中寡毛类平均密度在 !00 ’&%" ; <6 以下的水库有 >1 座，无污染；介于 !002777 ’&%" ; <6 的水库

有 !6 座，包括龙墩河、老鸦坝、前宋、墓东、云龙湖、崔贺庄、大河桥、姚家、河王坝、月塘、石梁

河、赭山头等水库，属轻微污染，无中度污染或严重污染的水库" 两种评价方法都采用了寡毛

类个数，但前还考虑了寡毛类个数占大型底栖动物的比例，是造成评价结果差别的主要原因"
两种评价方法都能较好的反映水库水质的污染状况，所列的 != 座水库中龙墩河、云龙湖、凌

塘等为富营养型，其他为中2富营养型" 有污染的水库主要由于有生活污水排入或在水库中

进行了施肥养鱼"
!"! 渔业利用评价

底栖动物是杂食性鱼类的优质饵料，充分利用这部分饵料资源能提高水库鱼产量" 用

能量估算法 4!05估算江苏省水库底栖动物的平均渔产潜力（!?0"0>6"# @0"!3>"$ @0"6>="%，式

中A! 为底栖动物提供的渔产潜力，"# 为软体动物的生物量，"$ 为水生昆虫的生物量，"% 为寡

毛类的生物量），结果 !?0"=3 ( ; <6，即 ="3B( ; )<6" 分别对 83 座水库进行计算，渔产潜力在

!0000 B( 以上的水库有 6 座，为石梁河、安峰山水库；渔产潜力在 =0002!0000 B( 的水库有 1
座，为金牛山、化农、云龙湖、高塘、西双湖、贺庄水库；渔产潜力在 >0002=000 B( 的水库有 9
座，为二圣桥、大溪等水库；渔产潜力在 !0002>000 B( 的水库有 7 座，为沙河、方便等水库；鱼

产潜力在 !000 B( 以下的水库有 68 座，如北山、横山等水库"
致 谢 参加野外采集工作的还有本所朱爱民、蒋杰、邹卫华、江苏省沙河水库的 姚 杏

珍、中山水库的蔡维群等同志；中国科学院水生生物研究所吴天惠先生在标本鉴定方面给予

大力帮助；江苏省各级水利管理部门在野外采集过程中提供大量帮助，特此一并致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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