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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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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科学院水生生物研究所�

全长 � � 公里的湘江
,

发源于广西临桂

县境
,

流经桂林地区
,

进人湖南省后
,

通过衡

阳
、

株洲
、

湘潭
、

长沙等重要工业城市
,

在湘阴

壕河口注人洞庭湖
�

由于沿江采矿
、

冶金
、

化工等工业废水排

人湘江
,

以及湘江流域农药的广泛应用
,

也使

水和底质中六六六
、

� � � 的含量不断增加
�

湘江受到污染
,

局部江段污染相当严重
,

直接

影响水生生物的群落结构
,

同时也形成了对

渔业资源的危害
�

近些年来
,

国内外重视利用生物监测水

质污染
�

水生生物在正常水体中与其周围的

环境形成自然的生态系统
�

水体被污染后
,

首先受到影响的是水生生物
,

使其群落中种

类的多样性明显减少
,

并发生各种变化
�

有毒

物质通过呼吸和食物链富集到体内
,

亦可反

映污染的性质和程度
�

因此水生生物与水质

污染的关系是密切的
,

生物监测被认为是水

质监测的重要组成部分
�

它可以反映近阶段

环境的综合趋势
,

弥补化学监测方法的不足
�

四乙

水生生物的区系概况

作为一条河流
,

湘江的水生生物区系尚

无系统的研究资料
�

据此
,

本文显然不能反

映湘江的水生生物全貌
,

而仅就我们几年来

通过河流污染调查所得结果及参阅其他有关

资料
,
简要地分三个方面 �藻类

、

底栖动物
、

鱼类�予以介绍
,

概括湘江主要水生生物类群

的组成和特征
�

一
、

藻类
�
利用人工基质法采集到的着

生硅藻表明
,

沿江各采样点 出现的优势种是

不 同的
,

已鉴定出�� 个优势种
,

即极小曲壳藻

归
�乃。。。 �人� � 。�, “, �� � �� � �

、

微小异极 藻 ��
� �

。 �人� �  � �� � � � , � �“ , �
、

球异极藻 ��
�

, ���� � �

砂
。,

·

, �� �
、

边缘桥弯藻 ��夕二�
� ��� � ���, �’� �

、

微

桥弯藻 ��
�

, �’� “�� �
、

肘状针 杆 藻 �孙。公
。

� �� � �
、

尾 针 杆 藻 ��
�

,
·

� 。产
� , ,
�

、

针 杆 藻

�� ,
。

��
,
·

� ��
�

�
、

钝脆 杆 藻 ��
,

币�� �� � �� 户�,
�

�� � 。�
、

变异直链藻 ���� �� ��’��
。 。��� �

�
、

菱形

藻 �刃介
�动 �’� ��

�

�
、

谷皮菱形藻 ��
�

�� 抢。
�

、

嚎头舟形藻 ���
� �� � �� �乃��� 人��� 产左�� ��

。

另有

水绵 �� 户�
, 。� 夕,

·

�
� 和刚毛藻 �� �

� �� 户人。、�
。

丝

状藻在下游罕见
,

或为洪水期由上
、

中游冲拥

而下
�

二
、

底栖动物
�
根据两年来应用彼得逊

采泥器和人工基质法 �装满卵石的铁丝笼�采

得底栖动物计 �� 种
,

其中属于蜂蟒 目的稚虫

有 �� 种
,

分别隶属于花鳃蜂 �内��  哪���’�
、

扁蚌 �石
� �夕。二。 ,

·

� �
�

、

小蚌 ��卢人
� � � ��� �

、

四节

蜂 �丑。��
,
�

、

细蟀 �� ��
� �, �

、

蟀蟒 ��� �
� � 尸� �

�

和拟小裳浮 ��� �� �� ��� 琳�� �� �� 等
�

毛翅 目

幼虫 � 种
,

皆属于流水型的种类
,

如纹石蚕

�� ���� 产印�人
�

�
、

小石 蚕 �� 夕�
, �� 产��’�� �

、

短尾

石蚕 ��
� ‘入� � , �� 八�。�

、

管石蚕 ��
�夕�石。 , 夕�� � 和

长角石蚕 ��� ��
口�� ��� � 等

�

摇 蚊 科 幼 虫 �

种
,

分别属于前突摇蚊 �脚�� �� �,’、�
、

环足摇

蚊 ��
�

。
, � 户�

�

�
、

多足摇蚊 ��
�
���

� �� �“� �
、

流

水长附摇蚊 �� 左
� �。。夕。� , 。�

�
、

隐摇蚊 ��勺
�

� 着生藻类引自湖南环保所罗森源
、

曾生两同志的研

究报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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户�� �� �� �� 二。� 和摇蚊 �。介, , �� � 等属的

种类
�

其中以前突摇蚊和环足摇蚊的数量为

多
,

出现的频率高
�

水栖寡毛类前后共计有 ��

种
,

以霍甫水丝蚂��� ��
� � ���  “� ��� � ����� �� �

、

巨毛水丝酬 ��
�

耐。瓜�
、

中华颤酬 �邢��
�

。� , ��。 � , �� �� �  
�
、

苏 氏尾 鳃 蚂� ��
� �  动�� � �

。。“云户�
、

多毛管水酬 �汪耐
口刁‘�“ ,

�� �
�

、

印西头鳃虫 ��
� �  � ��� � � �� 了 五�

� , � � ����
、

尖头

杆吻虫 �卿��加 �。
。�� 厅习

、

仙女虫 ��� 介 邓
�

�

等为常见
�

、

软体动物双壳类有 � 种
,

它们是圆顶珠

蚌 ��
� �’� �� “砂。�’� ��

、

猪耳丽蚌 仁
� 。脚扭��

。�� �� �口“。�� 
、

背瘤丽蚌 ��
�

�� �� �
、

鱼尾楔蚌

��
� ”� � 户访 户�

�

���
��“��

、

阿氏楔蚌 ��
�

人。“�� �
、

褶 纹 冠蚌 ��
���, � ��� ��� � � ���

、

短褶矛蚌

��翻��� �树
口

�� �� 、�
、

河观 �� 动��
� �� ��“

�

。 �� � � �
、

饮水壳菜�� ��
��� �� � � �� �“�, �行� � 腹足

类 � � 种
,

如梨形环棱螺�肠��
� , 夕a 户。ri j i ca

za
)

、

硬环枝螺(B
.
laP ide a)

、

双龙骨河螺 (Ri 湘la
r!’a

bioa万。a t a

)

、

耳形河 螺 (刀
. a ,‘r ic o l a t a

)

、

大

沼 螺 (Pa
rafos, a ; u l u ‘ e x

i二10 5)
、

纹 沼 螺 (p
.

stri a, u z : ,
)

、

尖萝 卜螺 (尺
ad ix a cu、in a ta )

、

德

氏短沟蜷 (& 。 i
了“Ico

了户ira g rod l。;)
、

方格短

构蜷 (5
. cancellaza)

、

白旋螺 (G y
;a“l。: a l b “ ,

)

等
.
其他 25 种

.

三
、

鱼类: 湘江鱼类区系复杂
,

种类繁

多
,

已记录的种类多达 142 种
,

比浩瀚的长江

所记载的 206 种相差仅 60 余种
,

占长江种类

数的 70外
.
14 2 种分别隶属于 11 目26 科 86

属
〔习
.

上游多为山溪定居性小型鱼类
,

以鲤

科 (q P
rinidae) 的鲍亚科 (G

obioninae) 和鳃

亚科 (Ba rb i
nae ) 的一些种类 占优势

,

其次是

鳅科 (Cob iti ds e) 的一些鱼类
.
尚有诸如胡子

给 (。
召尹勿 , 加、。)

、

珠江拟腹吸鳅 (乃
c
而

。-

s a , tr o 切夕2 0 , f
a o g i

)

、

斑鲤 (O 户h
~

P ha l“, 。a
-

z“坛tos)
、

四须盘鲍 (D i
;
卿
obio retraba, b

a t u s
)

、

湘江蛇鲍 (s
ou
rog ob

t’o sP
.
) 等一些特有的 鱼

类
,

中
、

下游生要以鲤科鱼类为主
,

其次是属

于脆科 (Ba gr 记ae ) 的鱼类
.
此外

,

海淡水徊

科 学 2 卷 ‘ 期

游 性 的 中 华爆 (A ct’P cn 、
; 了初e;l 价)

、

酬 鱼

(H il
, a r o e 。。,

1 1
)

、

刀鳞 (co izi
a ‘c tc n e s

)

、

鳗鲡

(A鳍
。

illa
ia p 洲l’ca ) 等也偶有捕获

.
主要经

济鱼类有草鱼 (ctc
noP人a勺ngodon ide ll“,

)

、

醚

(H yPO 砂功al 功汤动尹 。o
lt’n ix)

、

墉 (A 万“著动
-

t乃夕, , o b i zi s
)

、

鲤 (仰粼i
nu; car户10 )

、

三角纺

(M 叮
alobr习 , 口

妙切i
。。

l,’s )
、

长春蝙 (Pa
, a

b
r “ ,。1 5

户e夜t’n
e, 5 1 5

)

、

细鳞斜领锢 (Pl
a
gl’o g
na功o户, 、卜

。勺ZeP i
,

)

、

银姻 (恐
。o卿户, i s a

卿
n, e a

) 黄尾姻

(Xc
n
ocy Pr

J’s 内“成)
、

蒙古红帕 (肠少动。。l。
。。卯ll’c

us
)

、

青稍红帕 归
犷夕rh

roc
“
l
t o r

da b
r夕i)

、

花鳍 (阶m话
a活“ , 。a o la 留

,

)

、

赤眼鳍 (Sq
, ‘召-

2 1 0去a r西“, : u r r i c u z u s
)

、

蛇的 (s
auro go占z.o ‘a

bry
i)

等
.
因此

,

鱼类资源丰富
,

且常宁县张河口至

衡南县香炉山约 97 公里的江段
,

是四大家鱼

的三大产卵场之一

.

卜之瓦

污染对水生生物的影响

根据湘江污染源调查和多年化学监测资

料
,

湘江主要受镐
、

锌
、

铅
、

铜等重金属的污

染
,

部分江段还受到汞
、

砷等不同程度的污

染
.
株洲霞湾港江段所测定的重金属的含量

’

则异常地高
.
有机污染主要出现在中

、

下游

的部分江段
.

水体污染后
,

生物的种类和数量发生变

化
,

即影响水生生物的群落结构
.
可用简单

的数理统计来反映这种变化
.
C air ns 连续 比

较指数多用于藻类
,

它可不鉴定到种
,

节约时

间
,

用组数和个体数的比例来表示
,

便于应

用山
.

5卜an
n
on 多样性指数用于底栖动物 的

监测
,

反映群落中种类数和个体数之间的关

系
,

它包括了群落结构的大量信息咖
.
所以

是侦察和评价污染的一种方法
,

在发现和测

量有毒物质影响方面也很有用途
.

由于污染源大都分布在湘江右岸
,

因此

江中污染物质浓度的右高左低的分布对藻类

和底栖动物的群落结构有影响
,

即污染程度

的不同
,

使近右岸和近左岸的种类组成出现

明显的差异
.
断面本身形成对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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湘江上游的兴安江段藻类的种类多
,

数

量不高
.
Ca irn

, 的连续比较指数值较高
,

为

0
.
77 (表 1)

,

极小曲壳藻是优势种
,

它 是 在

含氧高的水中大量 生 长 的 种 类 (A
rchi ba ld

,

1 9 7 2
)

〔‘, ,

对重金属污染的耐受力较低(R
esch ,

1 9
72 )

[5J
。

底栖无脊稚动物为 50 种
,

多为敏

感种类
,

如真涡虫 (Pl 朋
ari ,

sP

.

) 是不能容忍

任何感觉到的有机污 染 (H
aukes ,

1 9 7 9
)

〔‘, 。

其中蚌蟒目 9 种
,

毛翅目 5 种
,

皆为流水型

好氧种类
.
多样性指数值最高

,

为 3. 98 (表

2)
.
表明兴安江段是清洁水体

,

水生生物群

落结构处于自然生态系统
.

表 1 湘江着生藻类及其 伪i”
,
的连续比较指数 r95。年 7 月

兴安 l 零陵 衡阳

仙人掌}色埠头 松柏

川
一丢一

种 类

数量(个/
r, , : . 、z

)

指数值

最 多

1260

较多

77 1 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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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湘江底栖动物及其 sh胡n
。“ 多样性指数 198。年 7 月和 10 月

兴兴兴 安安 零 陵陵 衡 阳阳 株 洲洲 湘 潭潭 长 沙沙 湘 阴阴

仙仙仙人掌掌 老埠头头 松 柏柏 合江套套 枫 溪溪 霞湾港港 公路桥桥 易家湾湾 五一桥桥 三叉矶矶 樟树港港

左左左左 右右 左左 右右 左左 右右 左左 右右 左左 右右 左左 右右 左左 右右 左左 右右 左左 右右 左左 右右 左左 右右

种种 类类 4222 4444 3666 2666 l111 1OOO 3333 1333 l777 1999 666 000 2222 555 2111 2OOO l222 2777 2弓弓 l222 l333 999

数数量(个/// 77 ,, 7 8222 96666 33333 6 222 4777 4 1888 6333 2 9444 12999 777 000 74555 12999 12888 49666 弓999 144666 23333 18444 2 4666 2‘‘

笼笼子)))))))))))))))))))))))))))))))))))))))))))))))

333
.
0777 3

.
0888 2 7888 3

.
2111 0

.
7333 000 , 1 11111 , Q nnn

松柏江段由于水口 山铅锌矿和柏坊铜矿

以及铅
、

锌
、

砷等冶炼厂排放的废水(其中部

分废水经过处理) 排人湘江
,

证明有较大 危

害
,

水生生物种类明显减少
,

两种指数值对照

上游江段都低
.
微小异极藻

、

边缘桥弯藻及

较耐污的四节蜂稚虫均为优势种
.
此江段为

典型的重金属污染
.
待流经衡阳市

,

则又汇

集了各工厂的废水
,

并有市区生活污水的直

接排人
,

伴随重金属污染的是有机污染
,

在稍

下的合江套左岸 出现了水栖寡毛类
,

如霍甫

水丝酬和中华颤酬
,

因颤州类除对重金属有

较大抗性外
,

善长适应包括农药污染在内的

各种有机污染 ;摇蚊幼虫的种类也增多
.

株洲霞湾港汇集株冶等厂废水而使湘江

污染加重
,

毛翅 目幼虫
、

蟀蟒稚 虫旋即消失
.

由于右岸底泥污染严重
,

没有采到底栖动物
,

多样性指数为 。(表 2)
.
藻类异常稀少

,

仅有

菱形藻
、

球异极藻
、

微小异极藻等种类
,

右岸

每平方米仅有 43 个
,

连续比较指数难以计算

(表 1)
.

湘潭公路桥和五一桥两个调查江段亦皆

因各自汇集湘潭和长沙有关厂的废水而使水

体污染加重
.
如湘潭公路桥断面

,

底栖动物

右岸出现 5 种
,

左岸为 22 种
.
多样性指数值

为 0
.
78 一2

.
11 (表 2)

.
而湘江大桥断面右岸

采样点位于长沙市污水排放 口 以下
,

底栖动

物中的水栖寡毛类数量多
,

如霍甫水丝州
、

中

华颤叫
、

仙女虫等
,

占 53 沁
。

表现有机污染

较重 (H
aw kes ,

1 9 5 0
)

〔‘, o

湘江污染对鱼类的影响亦颇明显
.
随着

工业废 水排人量的增加
,
鱼产量随即作波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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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的逐年下降
,

如五十年代为 20 万担
;七十

年代只有 8 万担
,

减少了 60 %
.
同时

,

湘江

的某些名贵鱼 类
,

如胭脂 鱼 (M 夕。cy 户下二
了

a ;
i
。 , 护c“ ,

)

、

铜鱼 (C
oo iu; he, ,

·

o 如
, :

) 等 也 大

为减少
.
由海洋入湘江生殖徊游的鱿鱼

,

已

近绝迹
.
从渔获物组成来看

,

过去大型经济

鱼类多
,

现在小型野杂鱼多
,

高龄鱼甚少
.

这种对渔业的危害在局部江段表现更为

明显
.
上面提及的位于常宁县张河口 至衡南

香沪山江段的家鱼产卵场
,

由于污染
,

产卵场

的规模和数量逐渐缩小
,

影响补充群体的增

兹
.
这些厂矿排出的工业废水中含有镐

、

铅
、

钟
、

铜
、

汞以及硫化物
、

氰化物
、

酚等多种有 毒

物质
、

大大超过渔业水质标准的允许浓度
,

使

产卵群体阻隔在产卵场之外
,

即使进人产卵

场
,

也由于不能适应而急剧迥避
.
这表现为

鱼苗产量的减少
,

根据湖南省鱼类资源调查

办公室资料记载七十年代平 均 捞 苗 2
.
14 亿

尾
,

较六十年代减少 85 沁
,

较五十年代则减

少 , 2 沁
.

上述污染对水生生物的影响
,

多举例于

重点污染江段
.
由于湘江年逸流量大

,

加以

本身的生物净化能力
、

湘江除上游为清洁水

外
,

中
、

下游的多数江段的水质按生物指数法

计算属于轻污染或中污染
.
由于中

、

下游工

业城市较多
,

及流域内农田使用农药量多
,

污

染对湘江水生生物和水产资源带来的威胁不

容忽视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