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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市环境质量评价办公室�

珠江及广州市水体的大型底栖无脊稚动

物
,

过去未曾见有较系统的研究报道
�

本文

首次就包括部分珠江河段在内的广州市荔湾

区的水体进行底栖动物的初步调查
,

目的在

于试就底栖动物所能提供的生态学资料
,

对

该区的污染现状作出评价
�

黑色
�

在珠江荔湾河段共设 � 个采样点
,

各点

均在小河沟人江处附近
�

另外又在其上游及

对面设 � 个点作对照
�

自第 � 至第 � 点
,

距

离约 �� 公里
�

在人工湖及小河 沟 共设 � 个

点
�

各采样点的分布见图 �
�

尽管原计划选择

泥质的地方采样
,

以便比较
,

但在河流中难以
一

、

环 境 概 况

荔湾区为广州市的行政区之一
,

位于广

州市西北部
�

全区面积为 ��
�

�平方公里
�

区

内有大小厂社五百多家
�

较大的工厂有水泥

厂
、

发电厂
、

轧钢厂等
�

此外尚有电镀
、

机电
、

建材
、

化工
、

食品等许多种行业的厂社
�

总的

特点是工厂密度大
、

门类齐全
,

小厂居多
�

这

些工厂每天排出有害 废水 约 � 万吨
�

该区

人口密度居广州各行政区首位
,

居民的生活

污水每天约为 � 万吨胜日
�

这些工 厂废 水及

生活污水
,

大多未经有效的处理即排人各种

水体
,

造成污染
�

荔湾区辖下的水体包括珠江广州河段荔

湾区一侧
、

流花湖
、

荔湾湖
、

司马涌
、

沃口 涌和

荔湾涌等
�

流花湖和荔湾湖为公园的人工湖
、

面积分别约为 �� � 亩和 � � � 亩
�

司马涌为小

河沟
,

沿途接纳污水
,

先流人流花湖东面部分

湖区
,

再继续通往珠江
�

这些小河沟实际上

已成为排污沟
,

当珠江受外海潮水顶托
,

涨

潮时江水倒流至沟内
,

小河沟的下游可行驶

小船只 � 潮水退时则沟水下泄见底
,

底部均呈

图 � 广州市荔湾区水体示意及底栖动物采样点分布

「注 月 广州市荔湾区环境质量评价水体协作组 , � �  !
�

荔
湾地区环境质量评价研究�三�� 荔湾地 区水体污染
状况及环境质量评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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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制
�

当底质遇到以沙粒为主时
,

量就显著减少了
�

环 境

动物的数

二
、

方 法

�� � � 年 � 月及 � � �� 年 � 月 �分 别 代 表

丰水期及枯水期 � 先后两次进行底栖动物的

调查
�

河流中底栖动物的采样工具为彼得生采

泥器
,

面积为 。
,

�� � 米
� �人工湖及小河沟者则

用埃克曼采泥器
,

面积为 �
�

� �� 米
�
�

每点作

定量采集 � 至 � 次
�

泥样混 合后用 �� 目土

壤分样筛筛洗
�

当场固定保存
�

然后按常规方

法对标本进行处理
�

计数时若寡毛类数量太

大
,

则随机取一定的亚样品
,

计数后再换算成

单位面积的数量
�

有的采样点由于残砖断瓦等甚多
,

无法

成功采样
,

影响资料的完整性
�

�� � � 年 � 至 � 月和 �� � � 年 � � 月至 �� ��

年 � 月
,

每月两次在生物采样点采水样分析

理化指标
,

共 �� 项 � 水温
, � �

,

溶解氧
,

化学

耗氧量
,

亚硝酸氮
,

硝酸氮
,

有机磷
,

有机氯
,

油
,

挥发酚
,

氰化物
,

汞
,

铅
,

铜
,

锌
,

锡
,

六价铬

和总铬
�

在计数水质污染指数时
,

取前后各

三个月的平均值
�

但前三项及有机磷参数没

参与计算
�

三
、

结果与讨论

在两次调查中共见到 �� 种�有的仅鉴定

到属�底栖无脊椎动物
�

其中寡毛类有 � 种 �

霍甫水丝虹�仁��
, 。

而�
� , 几� �� � �� , � �厅�

、

奥特

开水丝蚂� ��
�

“成反
。二�� � “��

、

巨毛水 丝蚂�

��
�

� � � � ��
, 。��。�

�
、

苏氏尾鳃蚂� ��
� � � � � �“ ��

� � 留� ��夕��
、

吻盲虫 �乃公
�矛, � ��

�

�
、

尾盘虫

���
� � ��

�

�
、

管盘虫 ��
� �� 户人� �“ , � �

�

� 和管

水好� ��
� �� �� �� � � �

�

�� 多毛 类 有 斗种 �
多鳃

齿吻沙蚕 �从琳�� 厂 �� �必
�

�� 动�’� �
、

短 鳃蹄

毛虫 �尸。
“�� �� ���� �� �洲�� �� 雌‘厉��

、

缘 目沙

蚕 �肠� � ��� � � ��� ‘吞�� , �
� 和三角洲双须虫

�� � ��
。

公介�� � 摇蚊幼虫 � 种 � 粗腹摇蚊幼

科 学
·

��
�

虫�尸
��� ��’口 � �

�

� 和流水长附摇蚊幼虫 ��肠
口�

�� � 少, � � �� �  �
�

� �软体动物 � 种 � 河观 ��
� � ��

�

� “�� ��� � �
� �  

� 和环梭螺 ��
� ��� � 夕� ��

�

�
�

从

它们在不同环境中出现的情况来看
,

以河流

中的种类居多
,

共有 �� 种
�

这是因为河流中

除了水栖寡毛类外
,

尚有几种多毛类及河规
�

人工湖的种类数次之
,

共有 �� 种
�

小河沟的

种类最少
,

仅有 斗 种寡毛类
�

特别需要指出

的是
,

多毛类中的短鳃蹄毛虫
,

不但在珠江中

出现
,

同时也在荔湾湖采到
�

关于这种多毛

类在淡水中的生态问题
,

未见有较详细的报

道
�

估计此种多毛类在淡 水 中 的 分 布 会较

广
,

且能忍受一定的有机污染
�

水栖寡毛类与有机物污染的关系相当密

切
,

尤其是霍甫水丝酬和苏氏水丝叫
,

被认为

是有机污染的重要标志 �� 
�

但是
,

单纯地以

种类的出现与否来判断环境的污染情况是不

够全面的
�

故除了作定性工作以外
,

还就它

们的数量分布进行分析
�

在调查范围内
,

大多数采样点的寡毛类

数量相当丰富 �表 � �
,

显示了环境受有机污

染的特征
�

然而本项调查的环境
,

既有水体基

本上不流动的人工湖
,

又有河流
,

它们又被水

位反复强烈变化的小河沟联系起来
�

对这几

种不同形态的水体
,

能否看成一个统一的系

统
,

用适当的方法度量系统中各采样点底栖

动物群落结构的异同
,

似是一个值得探讨的

问题
�

为此
,

在试用几种方法之后
,

发现 ��
� � �

� � � 一

� �� ��
� 的种类多样性指数较为适宜

�

简化的 �� �� �� � 种类多样性指数 �
,

的

计算公式如下即
�

月
,

、畏�、 �
� � � 一 召 。‘�� � , ,

�
刊

式中
,

� 为动物的总个体数
, , 、 为第 � 种动

物的个体数
, ‘ � �� � � � ,

为由 ���
, 。 转换成

�� � � 的系数
�

计数结果 �
,

最低为 �
�

�� �� 最

高为 �
�

�� �
�

然后根据 �
‘

划分污染级别 ’
翻�� ,

〔注 �� 黄玉瑶
, � � � �

�

应用大型无脊椎动物种类多样性指
数监测蓟运河污染的初步研究�资料

,
摘要 �

�



� � 环 境 科 学 � 卷 � 期

表 � 各采样点四大类底栖动物的数量�个 �米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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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根据底栖动物种类多样性指数 (月
’

) 对水体污染的评价

H

污 染 级

采样点

别

丰水期

枯水期

}
一卫生一}一二二一

-
卜上立

一
卜
一

过一…
}一全里一}一

~
遭f 王一

一

{
一二竺一}一竺

一

今
一

{

卜二兰一}立三星星兰二{一兰竺一{一土二一
}

1 }
3, ‘U , ‘斗

}
” “, ”, , 之兰1一

_
生

.
{

对 照

表 3 根据水质综合污染指数(犬)对水体污染的评价

K

污 染 级 别

111
.
0一0

.
555 0

.
5一0

.
222

重重 度度 中 度度 轻 度度

1110 ,
1 斗斗 1 111 3

,
5

,
7

, 8 , 9
,

1 2
, 1 333

111 0
,

1 1
,

1 444 5
, 9

,
1 2

,
1 333 l

,
2

,
3

, 4 ,
6

,
7

, 888

( )
.

2 一0
.1

轻 度
}

微 度
.’

}

丰 永 期
}

采 样 点 l

—
l
—

{枯 水
‘

期
{ 三u,l 扮

1, 2
,

4
,

6

-
~

一
, . . . . . . . 口. . . . . .

对各点的污染状况进行评价 (表 2)
.
在计算

H’时
,

个别未鉴定的种类
,

仍作为一参数参与

计算
.
表 2 的结果表明

,

荔湾区的绝大多数

水体
,

已受到较严重的污染
.

为了与水质分析结果相互比较
,

按下述

公式计算水 质综合污染指数 K :

K 一 生
艺 一

二匕

C0i

式中
,

c
,

为第 i种化学物质的实测浓度
,

几
为第 i种化学物质地面水 的最 高容 许浓度

(主要根据国家标准 《工业企业 设 计 卫生标

准》 G BJ 卜v3)
, 。 为分析项目数

,

然后亦据 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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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评价水质
.
结果见表 3

.

表 2 和表 3 中对水体污染评价所使用的

术语略有差别
,

但均分为四个水平
.
两者结

果基本上是一致的
,

只是利用底栖动物所作

出的评价
,

在许多情况下
,

比之水质分析得出

的结果较严重一些
,

在术语表达上相差一个

级别
.
例如

,

丰水期第 3
、

,
、

8 采样点
,

据 H
‘

作出的评价属中度污染
,

而据 K 值则属于轻

度污染等等
.
但也有的评价结果相差

.
较大

,

如

丰水期第 2 采样点
,

据 H’ 值是重度污染
,

而

据 K 值则为微度污染
.
对于这种情况

,

我们

倾向于相信底栖动物所提供的资料
.
不难理

解
,

底栖动物群落的结构及数量
,

是较长期地

连续接受环境影响的结果
,

在理论上它们与

水环境质量应当是一致的
.
然而水质分析资

料
,

毕竟是代表采样瞬时的状况
,

受到水文条

件
、

废水污水的排放时间及规模的影响可能

较大
,

因而两种资料出现某些差异是有可能

的
.
但就总的结果看来

,

仍然大体上反映了荔

湾区水体污染的面貌
.

近年来我国在污染生态研究中
,

Sh an no

n
-

W
ea ve

r 的种类多样性指数的应用已较常见
.

此公式既有其优点肠
, , ,

也有不足之处〔2]
.

如

本项调查中作为对照点的第 1 点
,

丰水期及

枯水期
,

H

,

值均在 O 以下
,

其原因并非污染

所致
,

而是该处仅采到少量的多毛类及河观
,

与其他点的群落组成在性质上有所不同
.
又

如在第 H 点
,

污染十分严重生物绝迹
,

若仅

依据 H
’

值下结论就无法反映实际情况
,

故不

得不敷以适当的文字说明
.
由此可见

,

寻找

更理想的其他途径
,

无疑是今后值得研究的

问题
.

本文部分原稿承中国科学院水生生物研

究所第六室王德铭主任及山东海洋学院李冠

国教授审阅并提出许多宝贵意见 ; 暨南大学

生物系黄奕华同志协助整理部分数据 ; 北京

市环境保护科学研究所朱新源同协助鉴定若

干种寡毛类
,

谨此一并致谢
.

〔1 ]

[ 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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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津渤地区的环境科研工作获得重要成果

最近
,

中国科学院环境科学委员会在北京召开了第三次京津渤地区环境科研工作会议
。
出席荟议的专家

们认为
,

京津渤地区的大气污染以颗粒物为重
,

大气飘尘中近一半来源于风沙和 土壤 ;由于北京城区上空污染

较严重的空气经常向南飘移
,

致使下风向的龙潭湖
、

大兴等地二氧化硫浓度高于市中心 ;京津渤地区缺水比较

严重
,

水质污染以有机物为主
,

海湾河 口附近已达到富营养化水平;重金属污染在局部河段污染较严重
,

研究

提出了几种方案;为合理用水
、

保护水源
,

提出建议划分三级水源保护与管理区
.
根据京津城市环境噪声实测

取得的二十多万个数据与研究分析
,

制定了环境噪声测量规范与区域环境噪声标准
,

由于采取控制噪声的某

些措施
,

北京市的交通噪声下降了三个分贝值
.
津渤的环境遥感试验

,

飞行面积八千多平方公里
,

取得多类

型
、

多时相
、

多种比例尺的遥感图象和资料
.

京津渤地区不包括海区面积达三万四千多平方公里
.
中国科学院环境科学委员会组织多学科

、

多兵种十

几个研究所二百多名科技人员
,

进行区域性的环境综合研究
,
在国内是少有的

,
同时又是一次有益的尝试

.

(柯环供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