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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 水 水 体 着 生 生 物 采 样 器

罗 森 源
湖南省环境保护科学研究所

浮游生物采样器一般都比较统一
,

使用

起来
一

也比较方便
,

并且流水
、

静水都可以用

但是由于浮游生物随水飘流
,

在流水中某一

点采到的样品常常不能反映采样地点的水质

情况
,

所以流水系统的生物监测较多地采用

底栖动物和着生生物
,

因此
,

研究这些生物的

采样方法就很有必要

一
、

国际上目前使用较普遍的着生生物

采样器

盛 甚 直
, ·

和
,

曾经较全面地介绍了以往所使用

的着生生物的各种采样方法
,

但是多数都未

能在环境监侧中普遍使用
,

只有美国  !∀
,

等人 设计的硅藻计 得

到了较广泛的应用
,

并经美 国 国 家 环 保 局

定为标准采样器
,

即 着生生物采样器

 ! ∀ # 这种采样器用有机玻璃做架

子和挡板
,

用泡沫塑料做浮子
,

用截玻片做着

生基质
,

片间距 公分左右 见图 其设

计较周密
、

放样和取样都较方便
,

样品的质量

也较好
,

对上
、

下游
,

流
、

静水都适用

」」」

欧欧欧

图 硅藻计 引自 ,  

前浮子 挡板 架子 基质
后浮子 锚索固定处

我国章宗涉等同志  ! 设计了一种类

似的采样器
,

在图们江水体评价中进行了应

用 这种采样器与 的硅藻计大体相

同
,

只是挡板小
,

片间距窄
,

不及 采样器

合理
,

并且造价也不低

为了节省资金
,

也为了减小 目标
,

我们

改用杉木及硬塑条制作了类似的采样器
,

在

湘江污染综合防治研究中进行了应用 这种

采样器造价较低
,

目标较小
,

并且有意将整

个采样器涂成了淡黑色
,

以其进一步缩小目

标
。

以上三种采样器实质上是同一 个 类 型
,

都有同样的缺点
,

即目标较大
,

容易丢失 被

渔民
、

游泳者取走或被水中航行物撞坏或挂

走

二
、

简易着生生物采样器

上述采样器都是用载玻片做基质
,

但是

国际上也有用其它材料做基质的
,

例如合成

塑料问世以后
,

采用塑料做着生基质的也较

多
, ,

设计了一种木制

采样器
,

就是用塑料膜做着生基质 为了克

服丢失和破损
, 。 ,

等  采用聚醋

膜 做着生基质
,

制作了一种采样器
,

试图代替广泛使用的 采样器

的采样器浮子 仍 然 较 大

为了进一步减小目标
,

降低成本
,

我们

采用钓鱼用的浮筒做浮子  ,

聚醋

膜做基质
,

尼龙丝做锚索
,

保险

丝做重垂
,

制作了简易着生生物采样器 见图
,

在湖南洞庭湖水系水环境背景值调查研

究中进行了试用
,

获得了初步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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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简易着生生物采样器

浮子 基质 重垂 系绳 锚索

固着系绳用的穿孔

我们的采样器与 的采样器的主要

不同在于  
。

采样器的着生基质短边

与水面平行
,

即平躺在水中
,

这在浊度较大的

水体容易在基质上积存过多的悬浮物
,

而且

基质上
、

下表面生境不同
,

不甚合理 我们的

简易采样器的基质短边与水面垂直
,

即侧卧

在水 中
,

这与 采样器的基质的位相是一

致的  ! 的浮子大
,

目标仍然较大
,

我们的浮子小
,

并且涂成了黑色
,

以尽可能缩

小目标
。

简易着生生物采样器有如下优点

目标小
,

丢失率较低
,

并且不易破损
,

这也是我们采用这种采样器的主要 目的 在

洞庭湖水系背景值研究中
,

在没有人照看的

情况下
,

丢失率在 多左右

材料现成
,

制作简单
,

成本低 若是采

用 采样器或章宗涉等同志的采样器
,

都

需专门定做
,

每个造价几十元 若是用木制

采样器
,

也要专门定做
,

每个造价 元左右
,

使用我们这种简易采样器
,

任何一个采样人

员都可自行制作
,

每个造价 至 角钱
,

其经

济意义是明显的 再者造价较高的采样器一

般丢失率也大
,

当然很不合算

小巧轻便
,

便于携带
,

也易于在水中锚

着 二十个点的采样
,

全部采样器都可放在

一个书包内 由于体积小
,

在水中的阻力也

小
,

有一块红砖大小的石头做锚
,

即可固定在

水 中 若是采用其它几种采样器
,

一个书包

只放得下一个
,

即使用四块红砖大小的石头

做锚
,

也不一定能在水中固定得好
。

由于具有
、

两个优点
,

则可多放几

个平行样
,

只要不全部丢失
,

即可取到足够的

样品

使用这种采样器需要注意几个问题

放置地点要选择在水流比较稳定
,

流

速不太大的地方
,

以利微型生物着生 一般

以着生基质两面的生物膜生长均匀为佳

在水层较深
、

流速较大的地方
、

最好把

采样器拴在接近水面或露出水面的固定物体

上
,

以便着生基质保持在水面以下 公分左

右
,

如果在这种地方没有这类固定物体
,

可以

采用增设引浮的办法 引浮的浮子可以比较

大
,

但仍以隐没在水中为佳
,

以防止丢失 然

后在引浮的锚索与采样器的锚索之间用一根

尼龙丝连结起来
,

引浮就起到了水中固定物

体的作用 其它几种采样器也有类似情况
,

不

过不如这种采样器突出
,

因为这种采样器的

浮子最小 但是与其增大浮子不如加用引浮
,

因为引浮的材料和形状无严格要求
,

而浮子

的材料和形状必须按设计严格制作

在取样时
,

一般都用单面刀片将着生

生物从基质上刮取下来
,

若用载玻片做基质
,

操作是非常简便的
,

但是从柔软的塑料膜上

刮取就不甚方便
,

需要有一个人用文具夹夹

住塑料膜的游离端
,

另一个拉住浮子
,

两人合

力将膜拉紧
,

然后其中的一人刮取样品
,

另

一人用洗涤瓶内的无菌水将样品洗人样品瓶

内
。

如果需要在显微镜下直接观察着生生

物在基质上的生长情况
,

可以将一部分着生

生物保留在基质上不刮取下来 在现场进行

这种观察需要带显微镜
,

如果带回实验室观

察
,

这部分样品的保存比保存载玻片上的样

品更困难

洪水期或水深变化较大的时间不宜使

用 根据图们江和湘江的工作
,

其它人工基

质一般也都不宜在洪水期使用

放样时必须准确记录放样的位置
,

否

则收样时不易找到
。

三
、

讨论

我们设计的简易着生生物采样器
,

在



。

洲
。

环 境

一定程度上克服了丢失及损坏的问题
,

如果

成批生产
,

并对浮子进行专门设计
,

用一次成

型的方式制作
,

则可做到标准统一
,

并且效果

也更好些

根据
,

年来华讲

学时的介绍
, ,

重视  采样器

前半部份造成的涡流对生物在基质 载玻片

上着生的意义
,

我们的实践表明
,

使用简易着

生生物采样器应尽可能避免涡流
,

否则会使

基质 塑料膜 激烈摆动或卷曲
,

不利着生
,

同

时增加了基质各部份之间的差异 这个问题

的关键是基质不同
,

从而对采样器的设计有

不同的要求 从生态意义上考虑
,

谁优谁劣

尚有待进一步研究

 着生生物采样器前方有一块很大

的挡板
,

这块挡板的大小
、

形状都很重要
,

其

作用是防止草屑附挂
,

保护基质 载玻片 不

受草屑冲刷 挡板和玻璃基质较重
,

要有较

大的支撑架和浮子
,

从而使采样器的体积增

加
,

造价提高
,

目标增大 简易着生生物采样

科 学 卷 期

器则以
、

取胜
,

被草屑附挂的可能性较少

根据最近颁发的我国环境监 测 条 例
,

生物监测即将纳人水质例行监测 因此要及

时选定或设计既符合采样要求
,

又经济简便
,

适用范围广的采样器 事实证明
,

在外国使

用的采样器
,

不一定适合我国水体的具体情

况 根据生物监测的需要
,

结合我国的实际

情况
,

应设计制造切实可行的
,

规格统一的采

样器
,

以增加采集结果的可比性

参 考 文 献

 , ,

一

,

月凉, ,
加脚

, ‘, , 万‘脚夕

,
撇

‘ ,
平

召

柳
厂 ,

 
,

,

多  
, ” , 那 才 松 。

, 入丁。 , ,矛 , ,

儿 , 刀 名 对
, 牙。 、 , 、粉

‘ 广 , , , ,
 

,

连 氏 盗
, ,  

!
∀ # ,

2 8 6 (
1 9 6 2

)

.

1
5 ] W

a
i t e ,

D

.

T

,

W

a r
er R

e s
. ,

1 3

,

1 3 4 7
(

1 9 7 9
)

.

〔6 ] 章宗涉等 , 用藻类监测图们江的水污染 , 水生生物
学集刊 ,

8 ( 1 )
,

9 7
(

1 9 8 2
)

.

狱次护取及沪峨之拟狄义沪仪 次沪弋改M 又之及J 飞及沪徽拟双次护双及了双初沪飞倪甲、荞之材双舰沪交悦拟阅栩沪双匆尹弋之加护双翻尹弋胡沪砚M 双之拟双砚沪帐砍丫银;份节妞沪勺旧户嗽 旅护弋栩沪双及护飞受V 飞之拟取翻沪, 比丫 双吕尹仪及沪甲脚沪弋改V 限月沪

·

环境信息
·

苏联制定出保护里海和亚速海纲要

苏联制定出保护和合理利用黑海和亚速海自然

资源纲要
.
该纲要不仅包括海岸地区

,

而且包括与

其邻近接壤的从北到南和从东到西的近 15。。 公里

区域
.

该区域占苏联国土面积 6
.
5% ,

人 口近八千万
,

工农业生产占全苏三分之一 该区域的大自然
“

负

担
”
是很重的

.
对水的需求在增长

,
土地和地下资源

的利用在加强
.
因此

,

苏联政府委托二十六所科研和

设计单位研究这一区域状况
,

并制定保护自然资源

的 鼠体措施
.
科学家们研究了黑海和亚速海海水的

状况
、

生物资源
、

底质
、

水域景观
、

动植物物 种等
.
苏

联至 199。 年的生产力布局图有助于估计该地区经

济和社会发展的方向
.

从研究结果制定出了保护这一区域自然环境的

全面措施
,

其中包括把伏尔加河的部分水量引至顿

河
,
截断第聂伯河一布格河咸湖和德咧斯特河咸湖

,

沿整个海岸建立一公里宽的保护堤岸带
,

加固 290

公里海岸
,

严格禁止船只污染河流
.

正在建设的净化设施可以在 2000 年大大提高

生活污水和工业废水的净化能力
.
将大力推广净化

水在工业上的重复利用
.

农业生产将发生重大变化
.
在几千万公顷土地

上采取防侵蚀措施将会减少含在土壤中的化肥和农

药进人河流
.
灌溉系统中规定了对水的净化和重复

使用的措施
.
草原地区和疗养区将划出几万公顷土

地用来营造新林
.
生态学家特别注意保护列人保护

名单的 84 种动物的生境
.

纲要中指出了到 2。。。 年必须实现的具体技术

措施
.
苏联土壤改良和水利部的特设部门向委员会

负责监督各项工作
.

(辛科摘译 自塔斯社 7 月13 日电讯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