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小头虫作为有机质污染指示生物的调查研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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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

调 查 方 法

青岛湾主要是承受青岛市区生活污水及

大小阴沟流出的混合污水
�

因此
,

我们从几

个大的排污口 向外延伸设了四条采样线
,

并

在其它排污口附近设采集点 �图 ��
�

以定期

定点采集底栖动物为主
,

兼采水样
、

底质
�

每

月采样四次
,

潮间带取样面积 �� � �� 厘米
,

潮下带以 �
�

� �� 米
,

的采泥器取样
�

水样每月

定点采两次
,

以采表层渗透水为主
,

并进行水

温
、

氯度
、

溶解氧
,
� � 和硫化氢等项测定

�

二
、

调 查 结 果

�
�

青岛湾污染源

城市生活污水
�
青岛市区

,

特别是市南

区主要的生活污水及混合废水是通过三个大

的排污口 及其它阴沟排入青岛湾
�

油污
� 青岛湾有一个船码头

,

常见有废

油及油性物质
�

�
�

青岛湾污染带的划分及生态理化特点

按指示生物的分布及理化特点
,

青岛湾

可划分为正常带和三个污化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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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常带
� � � ��  ,

溶解氧 �
�

� 毫克� 升
,

硫

化氢含量 �� �� 毫克 �升
�

底质为沙泥
�

生物

群落正常
,

动物种类多样
�

多毛类优势种为

异足索沙蚕 �� “� �痴�� 南 �
��� �� ��

。

� 和 羽

鳃稚齿虫 印
� �� , � 了

��’� 杯
� , � �� �

�

半污染带
� � � �

�

�
,

溶解氧 �
�

� 毫克�升
,

硫化氢含量升高到 �
�

�一�
�

� 毫克 �升
�

底质

为黑泥沙
�

生物群落开始更替
,

种类开始减

少
,

对污染敏感的种类全部消失
�

此带呈现

出正常带和污染带居间的状况
�

多毛类优势

种为短鳃才女虫 印
� �, � �� “ 户�““��

� � � ��� �� �

和耐污能力较 强 的 丝 鳃 虫 ���’�� 叮�� � �’� ��
�

。。。� 所代替
�

污染带
� �� �� �

,

溶解氧低于 �
�

� 毫克�

升
,

硫化氢含量上升至 ��
�

�毫克 �升
�

底质严

重恶化
,

为黑色臭淤泥
�

动物种类单一化
,

仅

有小头虫和端足类等 �一 � 种
,

有时仅采到小

头虫一种
�

小头虫为该带的指示生物
,

占各

类动物总个数的 �� 一�� 多 以上
�

�� � � 年 �

月小头虫的栖息密度可达 ���
,

�� � 个 �米
� ,

生

物量 � �� � 克 �米
�
�

除三种多毛类外
,

还有软

体动物沙海螂 ��� 。二�� �召� 和甲壳类同角

蝶赢蜚 ��
。, �户左�� � 人。切� �

� �御 � �
�

重污染带
� � � �

�

�
,

溶解氧低于 �
�

� 毫

克�升
,

硫化氢含量高达 ��
�

� 毫克 �升
�

底质

为细砾和粗砂
,

间或有臭淤泥
�

此带在污水

排放口附近
,

无生物
,

但有时在砂砾之间或臭

淤泥表面见到死亡的杂色沙蚕 �� �� 南 �� 、
� �

万� � ��。�
�

青岛湾污染带有季节变化
,

夏季 �一 � 月

份
,

温度增高
,

污水量增多
,

污染带扩大
�

冬

季 �一� 月份
,

污染带缩小
�

�
�

青岛湾污染的减轻

� � � � 年 � 月
,

我们在青岛湾的 � � �  年的

污染带范围内重采了生物样品
�

现将采样分

析结果列表如下
�

从上表可以看出
� �� 青岛湾污染带的

小头虫栖息密度有较大的下降
,

� � � �年� 月的

栖息密度为 � � �
,

� � � 个 �米
� ,

而现在是 � �
,

� � �

表 � � , � � 年 , 月, 岛海原污染带雇栖动物

栖息密度和个体百分数

种种 名名 栖息密度度 个体百分数数

�����个 �米
�

��� �����

小小 头 虫虫 � �� � ��� � �
�

���

��� � ���
�
��� � � ��� � ��������

丝丝 鳃 虫虫 � � ��� �
。

���

��� �� �
�

�� � , ��
� � � � , �������

沙沙 蚕蚕 �� ��� �
�

���

��� 己� 己多‘ ��
�������

嘻嘻氏肌蛤蛤 � ��� �
。

���

���� 一了“�� 了 �己”乃� � �尸妻妻妻妻

蛤蛤 仔仔 �� ��� �
。

斗斗
��� � � 尸 � � ��‘ �瓜

艺
���户�月� � � 用用用用

异异白樱蛤蛤 � � ��� �
。

���

材材� �  阴 � �称 � � ” � � “‘‘‘‘

个 �米
, ,

仅为 � � � � 年的 �� 多 � �� �小头虫的

个体百分数仍然是 �
�

�多
,

与 � � � � 年的个体

百分数没有显著变化 � �� �嗓氏肌蛤
、

异白樱

蛤
、

蛤仔等在污染带出现
�

从上述三个方面生物学特征的变化
,

可

以作出如下的初步判断
�
青岛湾污染有所减

「

轻
,

部分污染带已被半污染带所取代
�

但是
,

由于污染带的理化特点仍然是适合于小头虫

的生活环境
,

而对其它种类不大适合
,

所以小

头虫的栖息密度虽然下降了
,

但个体百分数

并没有什么变化
�

而嚎氏肌蛤等的出现
,

恰

好证明了污染开始减轻
,

它们首先进入本区
�

但我们在采样中发现嗡氏肌蛤的死壳多于活

着的个体
�

因此
,

曝氏肌蛤是否可以作为区

分有机质的污染带和半污染带的一种指示生

物
,

值得研究
�

上述这些生物学特征的变化是与青岛湾

环境改善即生活污水进一步管理密切相关
�

三
、

小头虫 � �户��� ��� � �夕�� � � �

作为有机质污染指示生物的意义

自 � � ��� ��� 和 � � ���� � �� � � �
, �� � � � 提

出河流污水生物系统以来
,

国外以大型的底

栖无脊稚动物为对象
,

在探索污染指示生物

方面做了不少工作
�

因为某些生物种类只能



沿海各国如美国
、

日本
、

西德和法国等国家都

曾用它作为沿岸近海水域有机质和其它物质

污染的指示生物
�

因此有司能进行地理区域

的比较
�

近来还有人进行重金属对其幼虫的

异常反应的试验
,

以及原油和精炼油对其毒

性的试验
�

四
、

结 语

目前世界海洋
,

特别是某些沿岸近海水

域已受到了一定程度的污染
�

尤其是石油
、

农药
、

重金属
、

放射性物质和大量的生活污水

所造成的污染
�

由于污染
,

某些海区的生态

学平衡遭到了一定程度的影响
�

世界有些地

区污染较为严重
,

那是由于资本主义经济的

恶性膨胀必然带来的恶果
,

特别是世界两霸

为了掠夺资源
,

不顾其它国家的利益
,

把海洋

当成倾倒有毒物质的场所
�

青岛市根据
“
变废为宝

”

的指示
,

近几年

不但从工业
“

三废
”
中回收了许多有用的物

质
,

而且还将城市的某些生活污水引为灌溉

农田和海藻养殖
,

所以青岛湾的环境有所改

善
�

这就是人类改造环境的很好证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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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正常水域中生长繁殖
,

它们对不良环境和

被污染的水域中所含的有毒物质和缺氧有着

高度的敏感性
.
但有少数种类(耐污种类 )却

能在这种污染的环境中生活自如
.
因此

,

水

域中一定种类生物的存在能正确地指示水体

污染程度
.
我们在检查水质

、

底质时
,

除了化

学的方法外
,

还可以利用生物学的方法
.
这

就是借助于出现的生物种类和数量及其变动

情况
,

以及其它方面生物学现象
,

以判幽司丈

质
,

底质被污染的程度和范围
.
同时

,

有些底

栖动物移动力小
,

生活时间长
,

对外界污染的

耐受力
、

抵抗力也大
,

用作指示不仅可以反映

当前的污染状况
,

而且还可以反映某些时期

的污染过程
.

小头虫为吞咽型动物
,

吞食底表浮泥和

藻类
,

以其 中有机质和碎屑为营养
.
小头虫

又是厌氧动物
,

能在溶解氧较低的情况下生

活
.
据我们实验室观察

,

当养于清洁海水中

时
,

3 一4
、

天全部死亡
.
Re ish

,

D

.

J

.

等人做

过试验
,

溶解氧 1
.
2一1

.
6毫克/升时

,

小头虫

因不能摄食而死亡 ;溶解氧在 2
.
9 毫克/升时

,

小头虫能生活
,

但不能生殖 ;溶解氧在 3
.
4毫

克/升以上时
,

小头虫能生殖并完成生活史 ;

溶解氧在 4 毫克/升以上时
,

小头虫又逐渐减

少
.
青岛湾污染带的溶解氧是 3

.
5毫克/升左

右
,

所以整年都可以采到带卵的小头虫
.

小头虫作为沿岸近海水域有机质污染指

示生物有如下几点优越性
: (l) 小头虫的生

活史已了解得比较清楚
,

同时能在 30 一60 天

内完成生活史
.
因此

,

生命周期的所有阶段

可在短时间内进行实验
.
(2) 小头虫在实验

室内比较容易养殖
,

因此
,

较为容易进行室内

外对照试验
.
(3)小头虫是世界性分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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