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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不同流域生长的粮食样中的镍含量

流流 域域 作 物物 样品数数 分布类型型 平均值值 标准差差 变异系数数 全距范围围 弓 置信区间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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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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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卫,卫,‘

量明显高于玉米中的镍含量 幻

对小麦
,

生长在褐土和潮土上的
,

其镍

含 量没有显著性差异 生长在不同流域的
,

其

镍含量高低顺序是 永定河 潮 白河、询河

拒马河、温榆河

统计检验表明
,

生长在褐土上的玉米

比生长在潮土上的镍含量高
,

但生长在不同

流域土壤上的玉米
,

其镍含量虽有差别
,

但这

种差异在统计上则是不显著的
。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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沱江干流底栖动物调查及水质生物学评价

杨 昌 迷
自贡市环境科研监测所

底栖动物大部分终生生活在水体里
,

水

体环境的变化直接影响着它们群落结构的改
,

如种类的增减或更替
、

个体数量的变动

利用这些变化
,

可以监测水体
,

评价水

本文 报 道 了  年 月和  年

月沱江底栖动物的种群结构及其 变 动 情况
,

并根据调查获得的生态学资料应 用 生

物指数
、

经作者修正的  ! 生物指 数和

多样性指数对沱江干流水 质 进行生

变质等



卷 期

物学评价
,

为合理利用和科学开发沱江水资

源提供参考

一
、

工 作 方 法

一 梁样站的设置

沱江流经四川腹地人 口稠密区
,

为长江

一级支流
,

流经绵阳
、

成都
、

内江
、

自贡
、

庐州

等八地市
,

全长 多公里 沱江是 四川很

重要的水资源之一

分析采样断面重合

二 样品采集

沱江流域全年雨量分配不均
,

沱江水最

随时期不同
,

丰
、

枯变化极大
,

水质污染状况

亦随之发生很大差异 据此
,

分别于 年

月和 斗年 月进行了两次底栖动物采

样调查
,

分别代表平水期和枯水期

根据沱江底质主要为砂石 结 构 的特点
,

采用
“

样方采样法
”

和 “人工基质采样法 ,, 挂

笼 每个站位采集两次
,

样品在现场筛洗固

定
,

带回实验室镜检分类
,

分别统计各采样站

的种类和数量
,

计算种群密度

二
、

底栖动物种群结构特点

两次调查共采集到底栖 动 物 种
。

其

中水生昆虫 种
,

软体动物 种
,

水栖寡毛

类 种
,

其它 种 表 各采样站进行了

同期水质理化分析 表

从表 中可以看出
,

沱江底栖动物种类

是很丰富的 尤其是水生昆虫种类繁多
,

占

全部底栖动物种类总数的 外 以上
,

占个体

总数的 多 以上
,

在各采样站的种类出现率

为 多 软体动物和寡毛类也有一定分布
,

其种类出现率分别为 多和 多

沱江底栖动物在种类及数量分布方面具

广
、

、咬二粼创长专

图 沱江底栖动物采样站分布示意图

绵运河清平 宏缘 资阳新渡 口

资阳大桥下 银山镇上 银山镇

民

内江棉纺厂 内江三元渡 口

翻
洲 卫

案

富顺二中 李家湾 庐州观音阁

下

门

泪
一一阳

七根据沱江干汤
。

沿岸工业布局
、

城镇分布
、

主要支流及重点污染源等资料
,

共设置 个

采样站 图
,

其中沱江上游的绵远河清 平

站为对照站 采样站设置尽可能与水质理化

匕丁卜 冷

采杆点

图 沱江各采样站底栖动物种类及数量沿程变化
·

 年 月采样 年 月采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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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沱江底栖动物种类名录及出现率

卷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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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续)

出现次数 出现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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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¹ l, 8 3 年 月 月李家湾和沪州观音阁样品缺
.
À 出现率 盈9 8 3 年 11 月以 9 个采样站计

,
1 9 8 4 年 4 月以 1j 个采样站

计
.

表 2 沱江水质主要污染项 目理化指标

又二 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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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表中为底栖动物调查同期水质理化分析数据
,

未注明单位者均为 m 盯L
.

有如下特点
: 随采样站位不同

,

种类及数量

变化较大; 同时
,

随平
、

枯水期不同也有一定

差异
.
一般说来

,

平水期较之枯水期各采样

站底栖动物种类数较多而 每 种 个 体 数量 较

少; 多数采样站底栖动物总个体数则是平水

期少于枯水期 (图 2)
。

沱江上游绵远河清平对照站
,

基本处于

自然生态
,

两次调查底栖动物种类数均居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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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采样站的首位
,

并以被翅 目
、

毛翅目
、

蚌蟒

目和涡虫等污染敏感种类形成优势种群
.
其

中被翅 目和涡虫为该站特有种类
,

其它各站

未再出现
.

沱江干流各采样站
,

因沿岸接纳了以制

糖
、

造纸
、

酿造及化工等工业废水和城镇生活

污水
,

使水质受到不同程度污染
。

底栖动物

种类数较之对照站普遍减少
,

种群结构亦发

生较大变化
.

平水期沱江水量充沛
,

各采样站底栖动

物种类较丰富
,

一些污染敏感种类如网栖石

娥
、

蜂蜡等在宏缘
、

银山镇上
、

富顺二中等站

均有出现
,

但未能形成优势种群
.
各站位主

要以摇蚊幼虫为主
,

还出现少量寡毛类
.
摇

蚊幼虫多为不耐缺氧的非红色种类
,

寡毛类

多为尾鳃叫
.

枯水期沱江水量少
,

各采样站污染敏感

种类基本消失
,

以耐缺氧的红色摇蚊幼虫
、

其

它双翅 目幼虫
、

软体动物及寡毛类形成优势

利
,

群
.
如宏缘站颤蜕达 376 个/米

, ,

资阳大

桥下球蜕达 152 个/m
,

内江棉纺厂毛嵘幼虫

科 学

高达 1 , 3 6 个/m
,

8 卷 5 跳

三
、

沱江干流水质生物学评价

根据调查获得的生态学资料
,

计算出三

种生物指数值
,

作为评价沱江水质污染的 性

要依据
,

综合评价沱江水质
。

三种生物先故

值为:

1
.
B eck 生物指数

: I 一 Z n ,
+

, , ;

(

, , : 不耐污种类 ;
, , , : 中度耐污种类)

指数值 > 20
,

清洁 ; 11 一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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轻污染 ; 6

一 10
,

中污染; 0一5
,

重污染
.

2
.
修正 T re nt 生物指数: 原 T r

cnt 生物

指数存在的主要缺点是未将耐中度巧染的重

要底栖动物类群
—

软体动 物 列 人 关 键 类

群
.
作者将软体动物列 人 T rent 生物指数 表

六类关键生物类群中的钩虾栏内(表3 )
.
经沱

江水质评价实际应用表明
,

经修正后的 T
rcll t

生物指数能更客观地反映水质污染状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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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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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3 修 正 T re 时 生物指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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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沱江各采样站生物指数及水质评价

. 55 一

于3.shannon多样性指数:s
·

I 一 一 又 李 fo
gZ生

只二 刀 刃

【S: 种类数 ; N : 总个体数 ; 。 ,
: 第 i种

(i ~ l
,

2
,

3 …S)的个体数 ]

指数值 > 3
,

清洁 ; 2一3, 轻污染; l一 2
,

中污染; 0一1
,

重污染
.

根据两次调查结果
,

分别评价沱江水质

污染 (表 4)
。

从评价结果可以看出
,

对照站两次调查

均为清洁级
.

沱江干流各站位
,

生物指数值随平
、

枯水

期和采样站位不同呈较有规律的变化
,

并与

主要污染物如氨氮
、

化学耗氧量
、

生化需氧量

等的变化有较密切的关系
.
平水期污染物浓

度低
,

生物指数值一般较高
,

多数江段属轻污

染水体 ;枯水期污染物浓度高
,

生物指数值一

般偏低
,

多数江段属于中污染水体
.

同一水期
,

离污染源较远的站位指数值

较高
,

污染较轻
,

如银山镇上
、

富顺二中等;离

污染源较近的站位指数值偏小
,

表示污染加

重
,

如银山镇下
、

内江三元渡 口 等
。

四
、

讨 论

(一) 用生物指数评价水质污染
,

既简单

又直观
,

便于比较和应用
.

从沱江干流水质评价结果看
,

对同一站

位的底栖动物样品
,

计算出的三种指数值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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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指示为同一水质级别或相邻水质级别
,

具

有较好的可比性
.
同时

,

生物学评价结果和

水体主要污染物变动情况基本一致
.
因此

,

用

B eCk 生物指数
、

修正 T re nt 生物指数和 Sha
-

nno n 多样性指数综合评价沱江 水 质 是 适用

的
。

( 二 ) 用底栖动物评价水质污染
,

除合理

布设采样站
,

还应保持各站位底质
、

水深
、

流

速及水温等条件尽量一致
,

其结果才有可比

性
.
本次调查中

,

李家湾站的沙质底质与其

它各站的砂石底质结构差别较大
,

可能是导

致该站生物指数值偏小
,

评价结果水质偏劣

的原因之一
(三 ) 从沱江底栖动物种群 结 构 与水质

污染的关系来看
,

毛翅目
、

蚌蟒目
、

非红色摇

蚊幼虫多分布于轻污染江段
,

可作为轻度污

染的指示生物
。

颤蜕
、

软体动物
、

红色摇蚊幼

虫
、

大蚊幼虫多分布在中污染江段
,

可作为中

度污染的指小生物
。

科 学 8 卷 5 期

(四 ) 沱江水质污染程度 随 水 量变化差

异很大
,

因此
,

分不同时期分别评价沱江水质

更能反映出水质污染现状
.

(五 ) 从评价结果可以看出
,

沱江干流枯

水期水质污染重于平水期
。

为保护沱江水资

源
,

尤其在枯水期应对排人沱江的污染物迸

行严格的总量控制
,

以减轻沱江水质污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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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地区几种主要土壤的性质

和汞的临界含量的关系
*

白 瑛 张 祖 锡
(北 京 农 业 大 学)

土壤性质明显地影响 土 壤 汞 的 临 界含

量
,

土壤交换量
、

土壤质地即土壤细土粒含量

与汞在土壤中的富集在多因素逐步回归分析

中呈显著正相关
,

与土壤汞的迁移量即麦粒

汞含量呈显著负相关
.
土壤质地直接影响其

汞的临界含量
.
北京地区砂壤

、

中壤和重壤

等三种质地土壤中汞的富集量与迁移量之间

呈曲线相关
,

其相关模型为 夕一 。砂 和 y 一

刁
召
十 bx

,

并均呈极显著的正相关关系
.
土

壤中汞的临 界 含量 分 别 为 0
.
083 、

。
.
3 59 和

0. 433p pm
.
土壤中物理粘粒的成倍增多导致

土壤汞临界含量提高 4一5倍
.

试验设计和方法

1982年 3 月一 1984 年 6 月连 续 以陶质

盆装不同性质的土壤 5一6 种作汞 的 模 拟盆

* 参加本项工作的同志还有郁明辣
、

孟为
、

张小藏
、

马

兰等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