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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水系长江南岸支流之一
,

发源于湘
、

鄂
、

赣三省交界的幕阜山北部
,

流握湖北省通

城
、

崇阳
、

蒲沂及嘉焦等四县
,

由汉口 上游 15 7 公里处的陆溪 口注入长江
,

全长 1 83 公里
c

为了探衬将来蒲折水康中有关水生生物学及憔业生产的一些阴短
,

我们于 1 9 6 1 年及

1 96 2 年曾祖撤制查队去孩河中游未来水康掩没区
—

蒲折至崇阳河段
,

以及敲河上游支

流上已于 1 9 6 0 年蓄水的一个水康
—

敛柱

港水床进行了水生生物学粽合稠查
,

本工作

是其中的一部分
。

~ 梦
蒲折 .

户
二
J狱李沐

一
、

材料及方法

野外调查共进行 斗次
: 工9 6 1 年 5 月

、

7

月和 10 月以及 19 6 2 年的 , 月
。

在陆水中共

役 4 个采样站
:
崇阳

、

小港下
、

新庄和蒲折
。

每站敲左右两采样点
,

河面窄时只 采一点
。

另在陆水的较大支流之一小港的河 口 内也毅

了 1 个采样站
。

跌柱港水库内共殷 3 个采样

站
,

分毅于主埙前及其两个康湾中 (图 1 )
。

浮游植物的定性和定量标 本均 采 水样
1 0 0 0 毫升

,

用碘液固定后沉淀到 30 毫升
。

制

成甘油封片作定性鉴定之用
,

定量别系用 。
.

1

毫升容量的舒数框
,

在显微镜下舒数 3 行(郎

全片面积的 3 / 1 0 ,

个别浮游植物数量大的样

品别喊少针数面积)
,

然后换算成为每升水中

的韧胞个数
。〔‘] 硅藻的空壳

1)
也加以舒数

,

并

由此算 出硅藻的空壳比值 (硅藻空壳数 /生活

硅藻数)
。

也注意了有机碎屑和 泥沙在镜检

时的视野复盖程度
。

对河中砾石上
、

水草上

及水草丛中以及沿岸小水体中的藻类也进行

了少数定性观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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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l 陆水及采样站略图

小
工作中承睦数止教授亲切指导

,

特致榭忱
。

** 王骥同志曾参加部分野外采集及室内制片工作 :插图系狄克同志槽制
。

l) 空壳系指没有色素或者色素显著变盾残缺而壳体仍完整的硅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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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采样站的名称
、

采样 日期及主要理化条件兑表 1 。

表 1 采祥站
、

采样日期及主要理化条件

采样站

崇

陆 阳

采 样 日 期

1 9 6 1
。

V
.

2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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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 ll
.

1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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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X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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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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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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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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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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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X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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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
.

2 9

水 深 (来) 采 样 深度 (来) 水 温 (℃)

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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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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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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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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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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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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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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铁柱港水康

注 : 用

样

,’:
”

号隔开的两个数依系表示同一站上的右岸和左岸点
,

在水康中Rl] 表示上层和下层 ;
“
十

”

号表示混合采

二
、

陆水浮游枢物的粗成和数量

在浮游植物定量工作中
,

共观察到浮游植物种类豹 7 斗种
2 ) ,

以硅藻种类最多 (豹 37

种 )
,

栋藻次之 ( 21 种 ) ;主流各站和小港支流站无显著差别
。

硅藻中较常兑种类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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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 在整个定性检查中 (包括陆水主
、

支流及戳柱港水康各采样点 )
,

共兑到藻类近 18 。种
,

其中穆藻 加种
,

硅藻 相

种
,

裸藻 31 种
,

蓝藻构 20 种
,

甲藻 8 种
,

金藻 5 种
,

黄藻 3 种
。

由于本工作的目的不是分类区系的专咫研究
,

故

只着重在数量单之大和教常见的种类
。

定性或定量中的种类数都只是相对近们循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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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比较多一些
。

椽藻中较常晃种类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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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犯,的数量都不大
。

甲藻阴中较常兑和数量较大 的是 以 ro
o m 口

、
, 口

翻t“

Ut er m
.
。

蓝藻阴中较常晃的只有 D ac t刃、oc co 外行 动叩形di oi 介
,

H an
sg

.

。

个别地发现 颤藻属

(o sc 沼at or 而) 和鞘林藻属 (L” g b y 。) 中的几个种类
。

裸藻中常晃到裸藻属 (E 、对。
口

) 和囊裸藻属 (升ac 肠lo m 口

二
,

) 的一些种类
,

但个体

数少
。

浮游植物数量极低
。

主流各站各次采集中最低的每升只有 8
,

00 0 个相胞
,

除一次外
,

均不超过 10 万个相胞
,

各站各次平均为 64
,

6 50 个/升
,

支流 4 次平均为 弘
,

7卯个 /升
。

新

庄站的浮游植物数量一般较低
,

蒲折和小港下两站稍高
,

崇阳站变动较大
。

小港支流站的

浮游植物数量与主流中相邻两站的并不一致 (图 2 )
。

图 2 陆水和小港各站浮游植物的总量 (单位 : 1沪 个体数 /升)

从图 2 也可看到
, 19 6 2 年 5 月所采集的水样中的浮游植物总量

,

在主流 4 个站上是

各次采集中最高的一次
, 1 96 1 年 夕月则最低

。

陆水中各个站和各次采集中洋游植物的种类祖成 (按数量百分此针算 )比较一致(表

2 )
。

硅藻数量占总量的百分比值
,

各站平均都大于 50 %
。

释藻和甲藻在各站和各次有些

参差
,

但大致占第二位
,

其余各类藻所占比重均小
。

硅藻空壳比值很大
。

在主流各站平均为 4
.

8 8 ,

支流为 2
.

17 ,

大都在 2. 5一4. , 之简 ;郎

使是用碘液固定的
“

活
”

的硅藻抽胞
,

以及其他一些藻类的糊胞
,

色素也都不是很健康

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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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隆水全流各站和小港支流站浮游植物的平均总且和种类粗成

采采 样 站站 崇 阳阳 小 港 下下 新 庄庄 蒲 析析 主流 4 站平均均 小港支流流

浮浮游植物平均
*** 1 3 9

,
9 0 000 5 4

,
6 0 000 19

,
5 0 000 4 4

,
6 0 000 6 4

,
6 5 000 5 4

,
7 5000

总总量 (个体数 /升)))))))))))))))

各各各 硅 藻藻 6 2
.

777 5 7
.

888 5O
。

888 80
.

888 6 3 000 59
.

了了

类类类类类类类类类类类类类类类类类类类类类类类类类类类类类类类类类类类类类类类类类类
藻藻藻 释 藻藻 2 5

.

333 1 0
。

000 1 7
.

000 2
.

999 13
。

888 10
.

111

数数数数数数数数数数数数数数数数数数数数数数数数数数数数数数数数数数数数数数数数数数
量量量 蓝 藻藻 1

。

111 5
.

666 4
。

888 2
.

888 3 666 0
。

888

占占占占占占占占占占占占占占占占占占占占占占占占占占占占占占占占占占占占占占占占占占
总总总 金 藻藻 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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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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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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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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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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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的的 黄 藻藻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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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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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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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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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分分 甲 藻藻 3

。

999 23
‘

OOO 1 5
.

888 9
.

000 1 2
.

999 2 5
.

000

比比比比比比比比比比比比比比比比比比比比比比比比比比比比比比比比比比比比比比比比比比
数数数 裸 藻藻 l

。

999 1
.

555 5
.

000 4
.

333 3
。

222 1 555

* 4 次采集平均
。

三
、

铁柱港水库浮游植物的粗成和数量

跌柱港水康的浮游植物粗成与陆水中的有显著的差别
:
碌藻种数增加 (44 种 )

,

硅藻

和其他各阴藻类的种数都较少
,

只有 10 种左右 ; 优势种明显
,

其数量可以很大 ;并已出现

典型浮游种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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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禄

藻种类 中
,

有些数量很大
,

成为优势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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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

G le , , o 澎in i“ m o : u la tu o S te in 和 G 夕。刀 。成n io m s p
.

,

它侧的数量有时极高
,

成为艳对的优势种
。

蓝藻中较常觅的是 D ac t刃oc
口 : co Ps 行 从aP 左心ioi * , H

a

ns g
.

,

数量不大
。

金藻类发现有 Di o b卿on di t,e
犷g e

o Im ho f 和 对al lo m on
a , sp

.

,

数量也不大
。

裸藻中看到有裸藻属 (E
“

沙加 ) 和囊裸藻属 (7’r ac 人cl 口m on as ) 的一些种类
,

数量都

很少
。

藻类在每升水样中的个体数比陆水中的要高得多 ;这个数值在各个站差别不太大
,

但

在不同的采集月份却有显著的不同
,

种类祖成也是这样 (表 3 )
。 1 96 1 年 7 月和 10 月浮游

藻类总量低于 19 6 2年 5 月
,

以椽藻数量较多
,

优势种类是 s c

翻ed o m “ ,

坷叮
口 sno w

,

命l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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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铁柱港水血的津游植物总 , 和种类粗成(三佃站的平均值)

采采 样 日 期期 浮游植物总量量 各 类 藻 数 量 占 总 量 的 百 分 比 数数

(((((个体数 /升))))))))))))))))))))))))))))))))))))))))))))))))))) 释释释释藻藻 硅藻藻 蓝藻藻 金藻藻 黄藻藻 甲藻藻 裸藻藻

1119 6 1
.

V ll
.

1 1一 1222 2 2 1
,
3 0 000 仁

.

999 15
.

555 2 1
。

555 1
.

444 4
.

000 4
.

111 7
.

222

1119 6 1
.

X
.

2 111 2 7 4
,
5 0 000 43

.

222 5
.

777 2
.

555 4
。

OOO 2 8
.

777 9
。

222 7
.

111

1119 6 2
.

V
.

2 333 3
,
7多4

,
0 0 000 斗

.

石石 3
。

444 0
。

222 1
.

111 0 lll 90 111 0 555

二 a ; tr “。 厂aCi le R e in s e h
. ,

D ic ty。户左
a e ri “二 P二lc 滩, l坛 , W

o o d 和 丁e tr a 亡浮r o 。 、i刀i。。m v a r
.

, c r o 右ic u za t“m L a g e r h
.
。

硅藻只占 15
.

5 % (7 月)和 ,
.

7多 (1 0 月)
,

数量最多的是 e y c zo te zza

“ell 妙ra CI
.

et G ru n
.
。

在 1 9 6 2 年 5 月
,

浮游藻类数量极高
,

水的透明度只有 30 厘米左

右
,

而碎屑很少
,

几乎全是几种甲藻 (c 即p to 。口 , 。 翻。形
‘ E hr

. ,

Cr
.

te t ra Py re , oj d o a
sk ui

。

和 C加o0 0 0n o N or 击 ted tii H an
sg

.

) 的大量繁殖
。

森藻的艳对量虽然仍很大
,

但百分比相

对下降
,

只有 4. 6 %
,

其中优势种是一种鞭毛椽藻 Pt er
口m on

a :

幼gu l口了a

Le m m er m
. ,

其次是

sc
。二口毖“。“了 bi j“翻 S n o w

,

刁 , ,

左i
, tr o召‘几r二、了 fa lc 口 , 、了

(C 6 r d a

) R a lfs

和 s认
r o 己d e ri a , 。 t

妙。

(s
e h ro e d

.

) L e m m e r m
.
。

个别种类的数量有时可以较大
。

蓝藻(主要是 A na ba ”
。

sP
.

和 SP ir “rt’。“ m 诫二 。 A
.

w
u : tz )在青山康湾 7 月 12 日的采集中很多

,

达到占浮游植物总量的 4 7. 6 务 ; 10 月水样中

出现的 e o n , o s to 阴。 m d e户r e 了s u m (L
a u ter b

.

) L e m m e rm
.

和 G 夕m , o ‘in iu m sp
.

,

也以青 山康

湾处最多
。

属于黄藻的 Bo
try di oP衍

二
动i洲 Bo rzi

.

在 1 96 1 年 10 月的样品中数量也较大
。

在 7 月的标本中
,

各站出现一些鼓藻
,

如 st 似。二t, 、
‘。

承J at 。。 Br 曲
,

等
。

跌柱港水瘴的硅藻空壳比值一般都小于 1 ,

平均只有 0
.

卯
,

显著地低于河流中
。

四
、

衬 输

(一 )陆水属于山地型小河
,

坡降平均豹为 1
.

04 %
,

四周植被不良
,

加之降雨集中
,

暴雨

多
,

汇流快
,

因而水位暴涨暴落
,

枯水时一般水深只有半米
,

但一次降水
,

可使径流量剧增
,

水位在一天内可涨落数米
。

这种水文特点影响到陆水中浮游藻类的粗成和数量变动
。

1
.

河流中常以偶然性浮游藻类为主 [2]
,

陆水也没有
“

自己的
”

典型浮游藻类区系
,

几乎

都是河边水草和河底石块上着生的种类以及沿岸小水体 (洼塘
、

水稻田 )甚至土壤上随径

流冲入的种类
,

因此
,

所稠
“

浮游植物
”

主要由河流本身以及沿岸水体中的着生和草丛种类

所粗成
。

2
.

由于上述原因
,

陆水中浮游植物总量很低
,

没有明显的优势种
,

相对地税
,

是种类多

而个体数量少
,

区系显得分散
、

杂乱
。

3
.

硅藻空壳比值大
,

也税明河流中藻类的性厦和来源
,

郎静多硅藻进入对它并不合适

的环境
,

因而生长不良
,

大量死亡
。

斗
.

因此
,

数量变动也受到径流状况的影响
。

例如
,

崇阳站 1 9 6 2 年 , 月 26 日出现极高

的洪攀
,

水位猛增
,

水的透明度只有 9 厘米
,

镜检中泥沙碎屑极多(每个祝野的复盖度都在

60 一 80 %左右)
,

但藻类数量却是各站各次中最高的一次 ; 而在一年前的 1 9 6 1 年 5 月
,

采

集时正值低水位
,

虽然气温等条件相似
,

藻类总量却极低
。

新庄和崇阳站就于固定的水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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站断面上
,

图 3 和图 4 是采集前后一周内的 日平均水位
” ,

总量有着一定关系 (参看图 2 )
。

(二)跌柱港水库于 1 9 6 0 年蓄水
,

尚未

可以看出屯与样品中浮游植物

正式利用来发电和灌溉
,

康区内完全是静

水环境
,

淹没了大量稻 田
,

水温也相对高于 42

陆水
,

因此
,

它具有与陆水截然不同的浮游

植物面貌
。

1
.

有明显的优势种类
,

它们主要是水

l% 1
.

V 月

196 1
.

V ll月
l% l

.

X 月

一
196 2 V 月

- —-采样 日期 f

八
\||\|\飞

人

//

声
声声‘产产l洲

!口矛产,川

11弃J
百,洲

-‘,

了
卜厂

111‘汀

l了了
口
卜

r
1

21

19 6 1.V 月
196 1

.

V 】I月

19 6 1 X )1
19 62

.

V 月

采样 日期

V .2 6 (4印
,

00() )

广一\
一

泣二二三 / \
二二二二二二 / \

X
.

25 (2 3
,

日X】)

///

一
一一J

x 2 4 。。
,

D00)
V ll

.

17 (8 月田 )

二_ _

_ y孚Z遇观)_

V l!
.

15 (8
,

0盼 )

图 3 崇阳站在采样前后一周内的日平均水位

纵朝
—

日平均水位 ;

横刺;

—
日期(每一格相当一日)o

采样 日期后括号内的数字为浮游植物总量(个 /升)

图 4 新庄站在采样前后一周 内的日平均水位

撇轴
—

日平均水位(米) ;

横朝
-

日期(每一格相当一 日)
。

采样日期后括号内的数字为浮游植物总量(个 /升)

康内部生长的静水浮游性的和草丛种类
,

如椽藻中四抱藻 目 (T etr as Po ra le s
) 和椽球藻目

(e h loro
c o e e a le s

)的一些种类
、

几种常兑的甲藻
、

硅藻中的 c yc zo te

lla
, te llig

e r a e l
.

e :
份

u n .

等
。

它们的数量往往决定着整个藻类数量的变动
。

2
.

铁柱港水康中采集的各个水样中的浮游植物总量至少在 10 万个 /升以上
,

最多可

以达到 5
,

18 0
,

00 0 个/升
。

这是显著高于河流中的
。

3
.

水康中硅藻空壳的此值和碎屑均显著低于河流中的
。

(三 )根据上述查料
,

我们可以运用对此的方 法
,

对未来蒲折水瘴的浮游植物情况作一

粗略预侧 [3]
。

敛柱港水库的条件
,

与陆水相比
,

对浮游植物的生长要有利得多
,

如流速降低
,

透明度

增加
,

水温增高等
,

在将来蒲场水康建成蓄水后
,

这些条件当然也会出现
。

但是
,

也还应孩

考虑到这两个水库的不同之处
。

首先
,

这两个水康虽然位于同一流域内
,

基本自然条件相

同
,

但局部条件仍有不同
。

如在敛柱港康区
,

基岩主要是花岗岩
,

周围土壤以山地粗骨黄

棕壤为主
,

淋溶程度大 ; 而蒲折水库却位于石灰岩和砂真岩区
,

土壤主要为棕杠壤和淋溶

3 ) 青料由湖北省孝感专区水利局江南中心流量站供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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杠色石灰土
。 。
此外

,

植被复盖情况也以蒲折水库区较为良好
。

因此
,

将来在淋溶物质上会

有不 同
。

其次
,

敛柱港水库仅蓄水而未发电和灌i既 ;而将来蒲折水康在按照粽合利用规划

运用时
,

在流速
、

水位
、

水量交换等方面也将有所不同
,

势必影响到浮游植物的情况
。

我们款为
,

在未来的蒲折水康中
,

椽藻和硅藻将在种类和数量上 占有主要地位
。

在温

暖季节 (夏季和秋初 )蓝藻可能有较大数量
,

但一般水康建成初期常发生的
“

水花
”

现象nlJ

不大可能出现
。

甲藻 (cr yp to m 口二
,

)在秋末春初可能成为优势种
,

特别是在康区上部
。

浮

游植物总量肯定会比现时陆水中的高
,

在温暖季节
,

每升水中估针可能达到几百万个左

右
。

这对涌业利用的条件来靓
,

还是相当优越 的一种食料基础
,

是应敲加以充分利用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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