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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 要:对乌梁素海的水生生物进行了评价分析。结果表明: 乌梁素海浮游动物共有 4大类 62种, 平均生物量为

3. 75 m g /L, 底栖动物 11种,隶属 3门 3纲 4科。底栖动物平均生物量为 71. 7 g /m2,属于富营养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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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quatic organ ism s o fW uliangsuha i Lake w ere evaluated and ana lyzed. The results indicated

there are zooplankton 4 categories, 62 species, average b iom ass for 3. 75 mg /L. 11 species of zoobenthos be�
longed to 3 phylums, 3 classes, 4 fam ilies. The average b iomass of zoobenthos w as 71. 7 g /m

2
and w ater qua lity

o f the Lake belonged to eutroph ic typ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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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乌梁素海位于内蒙古自治区巴彦淖尔市乌拉

特前旗境内 ,湖区界于北纬 40∀36#! 41∀03#, 东经

108∀43#! 108∀57#。湖泊南北长约 35 km ~ 40 km,

东西宽为 5 km ~ 10 km。湖面高程平均值为

1 018. 5 m, 库容量为 2. 5亿 m
3
~ 3亿 m

3
, 湖水深

度在 0. 5m ~ 3 m, 80%水域面积水深为 0. 8 m, 而

2001年与往年同期相比, 80%水域深度平均不足

0. 5 m。

据 2001年 TM卫星遥感图像显示, 乌梁素海

现有水域面积为 273. 32 km
2
, 芦苇区面积为

112. 97 km
2
,明水区面积为 107. 13 km

2
, 明水区中

85. 7 km
2
为沉水植物密集区,其余为沼泽区。乌梁

素海是内蒙古自治区黄河流域中最大的湖泊。是

河套灌区排灌水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当地农田退

水、工业污水和生活废水的唯一承泄渠道, 而且对

河套灌区节水灌溉工程正常运行和控制盐碱化起

着关键性的作用,同时对周边地区环境和气候的影

响也起着不可估量的作用。乌梁素海属于国家级

自然保护区, 是 190多种鸟类的栖息和繁衍地, 其

中疣鼻天鹅、大天鹅、斑嘴鹈鹕是国家重点保护鸟

类,对维持地区的生态平衡、保护物种的多样性,起

着巨大的不可替代的作用。乌梁素海海域宽阔,水

产丰富, 是内蒙古重要淡水渔业基地之一。

1� 水生生物质量标准

水体中的水生生物与水环境有着密切的关系。

进入水体的各种物质都直接或间接地影响生活在

该环境中的生物, 产生一系列的生物效应, 这种效

应在生态系统、群落、种群、个体等中均有体现。

利用浮游动物群落结构和生物量变化以及优

势种分布情况监测评价水环境具有重要应用价值,

在国内外已有相当长的历史
[ 1- 5]
。综合考虑浮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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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物的种类、密度和多样性指数,可以对水体的富

营养化状态和污染情况进行较为客观的评价
[ 6]
。

李明德
[ 7]
对于桥水库调查提出了非结冰期年均值

表示法, 即: < 1 mg /L为贫营养型; 1. 1 mg /L ~

3. 4 mg /L为中营养型; 3. 5 mg /L ~ 8. 0 mg /L为富

营养型; > 8. 0 mg /L为超富营养型。现选用该评

价标准。

底栖动物是淡水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 对

环境污染的反应较灵敏,能较直观地反应水质的变

化, 是常用的水体状况指示生物
[ 8- 9]
。按照 1980

年俄罗斯学者 A. �。依萨耶夫将苏联的湖泊营养

类型分为 < 1. 5 g /m
2
, 1. 5 g /m

2
~ 3 g /m

2
, 3 g /m

2
~

6 g /m
2
, 6 g /m

2
~ 12 g /m

2
和 > 12 g /m

2
5个评价级

别标准。

2� 水生生态质量评价
水生生物是乌梁素海水环境系统的另一重要

组成部分。对环境条件的要求和适应能力不同, 对

环境条件改变会产生不同的反应, 尤其是浮游动植

物和底栖生物更为突出。

2. 1� 浮游动物群落组成及优势种属

乌梁素海水生生物调查结果表明, 乌梁素海浮

游动物共有 4大类 62种。其中, 轮虫最多, 共 33

种; 原生动物次之, 为 16种;桡足类和枝角类最少,

分别为 9种和 4种。

2. 2� 底栖动物群落组成

2006年 8月和 10月分别进行了 2次调查采

样,共获底栖动物 11种, 隶属 3门 3纲 4科。其

中节肢动物门摇蚊科 8种; 软体动物门椎实螺科

和扁卷螺科各 l种; 环节动物门颤蚓科 l种, 见

表 1。

2. 3� 浮游动物丰度和生物量

乌梁素海浮游动物丰度较高、生物量较大。浮

游动物平均生物量为 3. 75mg /L , 由于浮游动物个

体大小差别较大,计数方法不同,在计算数量时, 将

其分为大型浮游动物 (包括枝角类、桡足类、无节

幼体、轮虫 )和原生动物两部分。其中大型浮游动

物的 平 均丰 度 为 687 L
- 1
, 平 均生 物 量 为

0. 125 mg /L。原生动物平均丰度为 2. 51 ∃ 10
4
L

- 1
,

平均生物量为 3. 62 mg /L。各类浮游动物数量、生

物量及所占比例详见图 1( a) ( b)。

表 1� 乌梁素海浮游动物及底栖动物名录

Tab le 1� Benthon ic anim a l and zoop lankton list

o fWu liangsuha i Lake

动物名称 门类 纲 /科 种类

浮游动物 原生动物

P rotozoa

肉足虫

纤毛虫

盘表壳虫 Arcella d iscoides

圆滑表壳虫 A. rotund ata

无棘匣壳虫 C en tropyx is ecorn is

盘状匣壳虫 C. d iscoid es

巧砂壳虫 D if f lug ia eleg am

瓶砂壳虫 D. urceola ta

大变形虫 Am oeba proteus Le idy

蛞蝓变形虫 A. l im ax

放射太阳虫 A ctinoph rys sol

团焰毛虫 Askena sia volvox

圆缨球虫 Cyclotrichium sphacricum

毛板壳虫 Coleps h irtusH itzsch

沟钟虫 Vorticel la convallaria

小口钟虫 V.

大弹跳虫 H alteria

湖累枝虫 Epistyl is

轮虫 R otif era 颤动疣毛轮虫 Synchaeta tremu la

尖尾疣毛轮虫 S. styla ta

角突臂尾轮虫 B rachionus angularis G osse

萼花臂尾轮虫 B. ca lycif loru s Pa lla s

壶状臂尾轮虫 B. u rceus

蒲达臂尾轮虫 B. budape stiensis

花箧臂尾轮虫 B. capsu lif lorus

螺形龟甲轮虫K eratel la coch learis

曲腿龟甲轮虫K . va lga

矩形龟甲轮虫K . quad ra ta

尖削叶轮虫N oth olca a cum inata

囊形单趾轮虫M onostyla bulla

精致单趾轮虫M. elachis

盘镜轮虫 Testud in ella patina

微凸镜轮虫 T. m ucrona ta

长三肢轮虫 F ilinia long iseta

针簇多肢轮虫 P olyar thra trig la

钩状狭甲轮虫 C olurella unc ina ta

钝角狭甲轮虫 C. obtu sa

卵形鞍甲轮虫 L epad ella ovali s

裂足轮虫 S ch izocerca d iversicorn is

月形腔轮虫 L ecan e luna

没尾无柄轮虫 Ascom orpha ecaud is

团藻无柄轮虫 A. volvocicola

大肚须足轮虫 Eu ch lan is d ilatata

三翼须足轮虫 E. triquetra

小须足轮虫 E. parva

卜氏晶囊轮虫 Asp lanchna brigh tw el li

暗小异尾轮虫 Trich ocerca pu silla

鼠异尾轮虫 T. ratt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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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动物名称 门类 纲 /科 种类

浮游动物 轮虫

R otif era

枝角类

C lad ocera

桡足类

C opepod o

冠饰异尾轮虫 T. lophoe ssa

环顶巨腕轮虫 P edal ia f ennica

尖尾环顶巨腕轮虫尖 P. f enn ica

长肢秀体溞Diaphnosoma leuch tenberg ianum

蚤状溞 Daphnia pulex

长额象鼻溞 Bosm ina long irostris

圆形盘肠溞 Chyd oru s spha ericus

英勇剑水蚤 Cyclops strennu s

近邻剑水蚤 C. v icinu s

角突刺剑水蚤 A can th ocyc lops th oma si

大尾真剑水蚤 Eucyclop s macra roid es

如愿真剑水蚤 E. sp eratus

锯齿真剑水蚤 E. m acruroides

台湾温剑水蚤 T herm ocyclop s ta ih okuensis

直刺北镖水蚤Arctod iaptomu s rectispinosu s

咸水北镖水蚤 A. sa linu s

底栖动物 节肢动物门

A rthropoda

软体动物门

M ol lusca

环节动物门

A nn elida

摇蚊科

Chironom idae

椎实螺科

Lym naeid ae

扁卷螺科

P lanorbidae

颤蚓科

Tubif icida e

隐摇蚊 Cryp tochironomu s sp.

拟长跗摇蚊 P ara tanytarsu s sp

羽摇蚊 Chironom us plum osus

塞氏摇蚊 T end ipes gr.

大红羽摇蚊 Tendipes gr. reduc tus

梯形多足摇蚊 P olypedi lum sca�

la enum

花翅前突摇蚊P rocladiu s chorens

雕翅摇蚊 G lyp totend ipus

萝卜螺 R adix

旋螺 Gyraulus

霍甫水丝蚓 L. hoffm eisteri

由图 1可见,乌梁素海大型浮游动物平均丰度以

轮虫最多,达到 64. 5%;无节幼体占总数的 24. 3%;桡

足类占 9. 77%; 枝角类最少仅占 1. 48%, 而平均生

物量则以桡足类最大,达到 54. 9%;无节幼体及轮虫

分别占总数的 18. 4%和 14. 6%;枝角类所占比例为

8. 62% ;原生动物最低,仅占总数的 3. 46%。

2. 4� 底栖动物数量及生物量
根据调查, 乌梁素海底栖动物平均丰度为

3 031. 4 m
- 2
, 其中摇蚊幼虫丰度最大, 占总数的

93. 6% ;软体动物次之, 占总数的 6. 07%; 寡毛类

极少,仅占总数的 0. 35%。底栖动物平均生物量

为 71. 7 g /m
2
,其中,摇蚊幼虫生物量最大, 占总数

的 50. 3%;其次为软体动物,占总数的 49. 6% ; 寡

毛类仅占总数的 0. 06%,几乎为零,见图 2( a) ( b)。

图 1� 乌梁素海浮游动物丰度、生物量及组成比例

F ig. 1� Abundance, b iom ass and com ponen t propor tion

of zoop lankton inWu liangsuha i Lake

图 2� 乌梁素海底栖动物丰度、生物量及组成比例

F ig. 2� Abundance, b iom ass and component propo rtion o f

benthon ic anim a l inWu liangsuha i Lak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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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结论

( 1)根据实地调查与采样分析, 乌梁素海浮游

动物共有 4大类 62种,其中轮虫最多,共 33种, 原

生动物次之,为 16种,桡足类和枝角类最少, 分别

为 9种和 4种。浮游动物丰度较高、生物量较大。

浮游动物平均生物量为 3. 75 mg /L, 其中大型浮游

动物的平均丰度为 687 L
- 1
, 平均生物量为

0. 124 mg /L, 原生动物平均丰度为 2. 51 ∃ 10
4
L

- 1
,

平均生物量为 3. 62mg /L。

底栖动物 11种,隶属 3门 3纲 4科。其中节

肢动物门摇蚊科 8种,软体动物门椎实螺科和扁卷

螺科各 1种,环节动物门颤蚓科 1种。底栖动物平

均丰度为 3 031. 4m
- 2
,平均生物量为 71. 7 g /m

2
。

( 2 ) 乌梁素 海浮游动物 平均生物量 为

3. 75 mg /L, 底栖动物平均生物量为 71. 7 g /m
2
, 为

富营养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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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讯%

&2010年度江苏省环境监测工作目标考核办法 ∋正式颁发

为组织江苏省各级环境监测站做好 2010年环境监测工作, 围绕 2010年全省环保重点工作, 江苏省环保厅编制印发了

&2010年度江苏省环境监测工作目标考核办法∋ (苏环办 (2010)93号 ), 考核办法内容包括: 先进的监测预警体系建设、减

排监测体系建设、预警与应急监测、生态监测、农村环境质量监测、完善和创新环境质量监测、监测信息化与环境质量综合

分析、质量管理、监测科研、创建文明行业等 11大项 34小项, 总分 105分 (其中 5分为附加分 )。要求各省辖市环保局切实

加强对所辖县 (市 )环保局的指导,并认真抓好组织落实, 确保全面完成 2010年度环境监测工作目标。

摘自 www. jshb. gov. cn� 2010- 03-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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