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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文应用底栖生物和鱼类的污水生物体系的划分阶段
,

以及残毒量测定
,

以评价上海市第二水源长江二个取水
口 的环境质量 , , 年枯水期 一 月 和丰水期 月 在长江 口河流段南岸的浏河和浪港二个站位

, 在二个汛期中

进行潮间带底栖生物
、

至 月每 月二次的鱼类种类
、

数量等调查 和指示种的研究
, 以及刚毛藻

、

水绵
、

河蚝和无齿相手

蟹四种底栖生物的总汞
、

铜
、

锌
、

锡
、

铅
、

六六六
、

滴滴涕等含量测定
,

认为二个取水 口的环境复杂
,

综合 评价结果应是 月

中污型 月 , 属 尚清洁带 底栖生物和鱼类以喜食底泥有机质的种类占优势
, 底栖生物残毒主要是重金属

关镇词 长江取水 口 , 环境生物
,

水质评价

通过潮下带浮游生物方法调查和研究
,

已阐明了

长江二个取水口 的环境质量
,

并随地点
、

潮汐
、

枯水期
、

丰水期不同而有差异 本文则以潮间带的底栖生物
、

鱼类
、

残毒的调查研究可使取水 口环境质量评价更浑

然一体
,
同步进行多专业的河 口环境生物调查和环境

评价
。

一
、

方 法

采样站位见浮游生物一文川

底栖生物采样于  年 月 一 日 枯水期 和

月 一 日 丰水期 分别在浏河
、

浪港滩涂的高
、

中
、

低潮带采样
,
站位同鱼类插网地一致 每取样点随机

取样滩涂面积 ,
,

个
,

取样深度
,

用孔径

的筛子筛选出底栖生物
,
混合后计数

、

称重
,

取得

平均值 并在采样站周围分别采集定性样品 共计定

性定量标本各 碍瓶

于 一 月每月 次在大潮汐 阴历初一和 十 五

日 前进行采样 利用该处已有的渔民插网地 浏河

站位于河 口东岸滩涂
,
面积约 “

,

浪港位西岸

口 ,

面积约 每次调查取全部截留的渔获物进

行种类和数量记录 并委托渔民进行 日常的定性标本

收集 浏河取样 次
,
浪港因捕捞鳗苗

,

延迟到 月下

旬开始插网生产
,

故只采样 次

环境生物残毒分析
,

选择活动能力弱且在一地区

反滩涂具有代表性的河蛆
, , , 。。

,

无齿

相手蟹
, ‘ 和刚毛藻 户 ,

水绵 夕 窟夕 作为生物样品 样品于 一 月

小潮期间采集

污染残毒量的测定
,
选择与长江口水质有关

,

并与

, 年全国海岸带环境污染调查规程所制定的 污 染

物种类相符的七个项目
,

包括总汞
、

铜
、

锌
、

锡
、

铅
、

六六

六
、

滴滴涕 样品处理和分析参照国家海洋局制定的
欢

海洋污染调查暂行规范
》

环境生物质量评价指标和水质综合评价方法在文

献 「 已阐述 本文底栖生物残毒量的预选侧定项目

则作为无机污染的指标

二
、

结 果

一 底栖生物

种类组成及分布

 种类组成 浪港
、

浏河口的底栖动物隶属于

门
,

共 属种
,

其中环节动物 属种
,
占总种类数的

软体动物 属种
,

占总种类数的

节肢动物 属种
,
占总种类数的 环节动物

以多毛类为主
,

软体动物主要是河规
,

节肢动物常见种

类为相手蟹和潭泥蟹

种类分布 从表 看出
,
河规在枯水期

,

仅分

布在低潮带
,

而丰水期从高潮带到低潮带均有 生 长

沙蚕不论在枯水期或丰水期的潮间带均能生活
‘ ’,

潭

收稿 日期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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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底下层鱼种数

圈全部鱼种数

叔拟禽

泥蟹
、

相手蟹
、

虎甲幼虫
、

摇蚊幼虫
、

狭口 螺
、

虹等均生

活在高中潮区

种群密度和生物量

浪港
、

浏河 口枯水期和丰水期底栖动物总平均种

群密度为 斗 一
, ,

总平均生物量为
, ,

其中丰水期分别为枯水期的 倍和 倍
,

从表

可看出
,

从季节上
,

浪港和浏河底栖动物的种群密度和

生物量都以丰水期比枯水期为高 浪港在枯水期种群

密度和生物量分别为浏河的 倍和 倍 浏河在

丰水期的种群密度和生物量分别为 浪 港 的 倍和

倍 从潮汐上
,

浪港和浏河的密度
、

生物量
,

其高

潮位
、

中潮位和低潮位是不尽相同的 在枯水期的中

潮位
,
浪港和浏河的生物量均为零

.
在同季节内

,

高潮

位密度高于低潮位
,

生物量则反之
.
综上所述

,

不论高

潮位
、

中潮位或低潮位
,

其生物量的高低主要由该潮位

的河蝇数量所决定
.

(二) 鱼类和虾类

卜鱼类组成

调查期内共记录鱼类种类 33 种
,

其中浏河 2咚种
,

浪港 招 种
,

两站位共同种计 11 种
.
隶属 于 13 科

.

共 748 尾
.
其中鲤科 15 种共 522尾

,

占总的种类数

呜,
·

5

%

,

占总尾数 68 肠
,

别的科属出现很少
.
浏河站

脚鱼计 134 尾
,

占该站总尾数 26
·

6

%

,

鳖条 245 尾
,

占

斗8
.
6
%

。

鳞酸 80 尾
,

占 15
.
9%
.
浪港站

,

鳗鲡在一网

次中铺获 67 尾(体长 35一55
Cm ,

体重 55一 roog)
,

占

该站总尾数 2,
,

9 肠
,

鲤虎鱼 到 尾 占 ”
.
3 %

,

资即2 ,

尾占 11
.
2%

,

长蛇约 23 尾
,

占 8
.
9%
.

2
.
鱼类生物学和生态类型

依鱼类分布习性和环境的关系
‘ , ’,

从鱼食性生态

类型看
,

大致可分为下述两种类型
。

( l) 底下 层鱼类 有鲤
、

鱼即
、

纹搞暇虎
、

方尾娘虎
、

暗色东方鱿
、

鳗鲡
、

长蛇约
、

花鳍
、

铜鱼
、

泥鳅
、

鳍
、

鳗
、

窄

体舌鳗
、

黄颗鱼
、

长吻脆
、

鳍等 20 种
,

占总的种类数

60
·

6 呢
.
这一类鱼以底栖的虾

、

丝状藻类
、

植物碎屑
、

动物残骸
、

挠足类
、

摇蚊幼虫
、

河观
、

小鱼等为食
.

(2) 中上层鱼类 有长江和河道逸出的刀脐
、

大

银鱼
、

鳃
、

草鱼
、

蝙
、

逆鱼
、

鳌
、

麦穗鱼
、

棒花鱼
、

螃皱
、

园

尾斗鱼等 11 种
,

占总的种类数 36
.
4%
.
这一类主要

以藻类
、

植物碎屑
、

虾等杂食性为食
.

图 1 为浏河和浪港两站的底下层鱼类种数
,
占了

各站全部种总数的主要部份
.

3
.
虾类

调查期内共有虾类 3 种
,

其中 日本沼虾为两个站

的共有种
,
浏河站尚有安氏白虾和鳌虾

,
其中以鳌虾喜

污性强
,

在 4
、

, 月份均有出现
.

(三) 底栖生物残毒量

1
.
残毒量

生物样品残毒量的评价标准除我国颁布的食品卫

浏河站 浪港站

图 1 长江取水口底下层鱼类种类数

生法规定的总汞
、

六六六
、

滴滴涕三项外
,
其余都是参

考有关资料拟定的参考标准“ ‘, 气

从表 2可以看出
,

浏河
、

浪港的藻类
、

河观和无齿

相手蟹体内总汞
、

铜
、

锌
、

锡
、

铅
、

六六六
、

滴滴涕的含量

均有检出
,

有的已在体内形成一定积累
,
但均未超标

.

2.生物体的污染物负荷比”

负荷比 一

4

艺

/C:‘

C
‘
/
C

X 1 0 0 肠

c ‘

—
第 i 种污染物含量的实测值

c.
‘

—
第 i种污染物参考评价标准值

表 3 是浏河
、

浪港生物体内污染物的负荷比计算

结果
.

由表

为 :

浏河站:

3 可以看出
,

各生物的负荷比大小顺序结果

藻类: 铅》锌 > 锅 > 铜> 汞> 滴滴涕> 六六

六

河规: 汞> 锌> 铜 > 锡 > 滴滴涕> 铅> 六六

蟹: 锅 > 铜 > 铅> 锌> 汞> 滴滴涕> 六六六

浪港站: 藻类: 铅> 钎 > 汞> 铜> 锅> 滴滴涕> 六六

河帆:汞 > 锌> 锅 > 铜> 滴滴涕 > 铅)六六六

蟹: 镐 > 铜 > 锌 > 铅 > 汞> 滴滴涕 > 六六六

以 }二说明
,

浏河
、

浪港站的污染物质主要是重金

属
,

有机氯农药由于近年来不再使用
,

污染程度已明显

减弱
,

同时也表明不同种类的生物对污染物的富集能

力明显不同
,

大体趋势是: 在这三类生物中
,

藻类对铅

和锌富集能力较河观和蟹类强
,
河蚂对汞和锌的富集

* 卫) 郭叶华等
.
珠江水产

,
(

1 9 8 6
)

8
: 8 1

.

2
) 郭叶华等

.
珠江水产

,

(
1 , 8 7

) 9: ”
.

**
t) 中国环境科学学会环境质量评价专 业委 员 会

,

环

境质量评 价方法指南
, 1 , 8 4

.

2 ) 郭叶华
,

珠江水产
,
(

1 9 8 ‘) 8 : 8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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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浏河和浪港站的底牺生物残毒, (二司k的

8 ,

侧侧 点点 生物种类类 测 定 项 目 及 结 果果

总总总总汞汞 铜铜 锌锌 锦锦 铅铅
~山一 ~ J一 .J 闷闷

D D TTT///////////////// 、/ 、/ 、、、

浏浏浏 刚毛藻藻 0 。

0 3 斗斗 3
。

4 2 999 9

。

0
6 斗斗 0

。

1 1
888

0

。

6
2 多多 0

。

0 0 999 0 0 1 斗斗

河河河 河规规 0.07444 0。

9
4
777 3

.

0
0
888

0

。

0 2 888
0

。

0
3

888
0

。

0
1
555

0

。

0
5 888

无无无齿相守蟹蟹 O 。

0 2 777 2

。

3 0
111

3

。

0
7 999

0

。

1 0 333 0

。

1 7 222
0

。

0
1 000 0

。

0
5

999

浪浪浪 水绵绵 0 。

0 3 999
1
、
0 6 333 2

.

7 5 000 0

。

0 2 222 0

。

2
7 888

0

.

0 1
999

0

。

0
1

222

港港港 河现现 0 。

0 〕111 0
。

5 3
222 2

。

0 0 000 0

。

0 1 888 0

。

0 2 888 0

。

0 0 888 0

。

0
3

666

无无无齿相守蟹蟹 0 。

0 2
888

l

。

7 6 222 2

.

4 3 111 0

。

0 7 888 0

。

1 1
777

0

。

0 1 555 0

。

0 8
888

参参考标准准准 0
。

333
1 0

。

000 2 0

.

000
0

。

333 1

。

000 2

。

000
l

。

000

表3 浏河和浪港站的生物体残毒物负荷比(% )

污染物

总汞 铜 锌 锡 铅
~、一 ~ j一J 明

/ 、/、/ 、
D D T

类种
测点

藻类

河规

蟹类

5
。

8
1

3
5

。

8 弓

8
。

5 5

1 7

,

6
3

1
3

。

7 9

2
1

。

8 ,

}
3 2

.
; 3

}
。
.
2 3 】

13。

5 0

3 2

。

5
9

5

。

5 2

1
6

。

3 4
;

:

: :

8

。

4 2

5

。

6 1

口U月矛之」,加‘了6

⋯
月j
..1点,门乙,乙,二

浏河

藻类

河视

蟹类

14 。

1
9

2 6

。

8 2

1 0

。

7
8

1
1

。

5
7

1
3

。

8 0

2
0

。

3 9

1
5

。

0 1

2
6

。

0
4

1 4

。

0 9

7

。

9 7

1 5

。

6 3

3
0

。

1 2

3
0

。

3 5

7

。

2
9

1
3

。

5
6

1

。

0
4

l

。

0
4

0

。

8 7

l

。

3 1

9

。

3
8

1 0

。

2 0

港浪

表 4 浏河和浪港站的残毒物综合污染指数

生生物样样 P l矛矛 Q
户户

总总总汞汞 铜铜 锌锌 福福 铅铅
.入‘ ~ 、~ 月

么一一

滴滴涕涕涕///////////////、/ 、/ 、、、、

浏浏浏 藻 类类 0 。

1 1 333 0

。

3
4

333
0

。

4
5 333

0

。

3 9
333

0

。

6
2 ,, 0

。

0 0
555

0

。

0 1
444

0

。

2
7

888 0

。

1
7 555

河河河 河舰舰 0 。

2 4 777 0

。

0 9
555

0

。

l , 000 0
。

0 9 333 0

。

0 3 888 0

.

0 0 888 0

。

0 , 888 0
.
0 988888

蟹蟹蟹蟹 0 。

0 9 000 0

。

2 3 000 0

。

1
5

444 0

.

3 4 333 0

。

1 7 222 0

.

0 0 555 0

。

0 多999 0
。

1
5

00000

浪浪浪 藻 类类 0 。

1 3 000 0

。

1 心666 0
。

1 3 888 0

。

0 7 333 0

。

2 7 888 0

。

0 1 000 0

。

0 1 222 0

.

1 0
777

0

。

0
9 555

港港港 河现现 0 。

1 0 333 0

。

0 5 333 0

。

1 0 000 0

。

0 6 333 0

。

0 2 888 0

.

0 0 斗斗 0
。

0 3 666 0

。

0 5 55555

蟹蟹蟹蟹 0 。

0 9 333 0

。

1 7 666 0

。

1 2 222
0

。

2 6 000 0

。

1 1 777 0

.

0 0 888 0

。

0 8 888 0

.

1 2
33333

能力较藻类和蟹类强
,

蟹类对镐和铜的富集能力较藻

类和河观强
.

3
,

综合污染指数
*

生物体各单项污染指数 PI
‘
~ c

、
Z
c
: ,

单种生物综合污染指数

这里 详 、一 上 ~ .
计算结果见表 4

.

从表 4 可以看出 Q .浏河 ~ 。
.
1”

,

Q
. 浪港 二。

.
。, ,

,

Q- 酮> Q
.浪; ,

说明浏河的污染大于浪港
.

三
、

水质的生物学评价

Q , 一 艺
p“ ·

平 ‘

式中
,

乌
—

第 1种生物综合污染指数

W ‘

—
权重值

,
这里 W 、

二二二

-

二二二

一”
7

通常河观不能栖息于多污和 二 中污性水域
.
浪港

和浏河江段高
、

中
、

低潮带均有河蜒分布
,

其最大个体

可达 3
,

7 2 克
,

说明该江段适宜于河规的生活
,
由此看

来
,

浪港
、

浏河江段尚未受到有机物质的严重污染
.
另

多种生物综合污染指数 Q
一 艺 乌平

,

, . 1

.

珠江水产研究所环境保护研究室
,

珠 江 水 产
,
(

1 9 8 , )

2 : 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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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点

环 境 科 学

浏河和浪港站的鱼类生物缘合评价

抚势杯 1占总种数( % )l 污染度

” 卷 2 期

种类数 划 带 指示种类

浏河
卿

、

矍条
、

螃皱
、

鳗鲡
尚清洁 ! 月

一

中污 卿
一

鳌条

浪港
卿

、

暇虎
鳗鲡

、

长蛇绚
尚清洁 } 月

一

中污 卿
一

长蛇峋

数一.一,尾一50一25

外
,

在枯水期
,

浪港底栖生物的种群密度和生物量均大

于浏河
,

而丰水期则反之
.
说明丰水期浏河站

、

枯水期

浪港站水质差
.

从鱼类组成上
,

二个站位以鲤科鱼类淡水种为主
,

占总的种类数 45
.
5%

,
占总尾数 68

.
。%

.

广盐性河

口种类有妒
、

鳃
、

暇虎
、

长蛇约
、

暗色东方纯
、

鲍等
,

因此

可认为调查期内的水域应属淡水性
.
它们以底下层鱼

类为主的生态群落型
,

除与采样点河道 口滩涂底质肥

沃
、

偏粘性
、

有机质和食物丰富有关外
,

底层鱼对水环

境质量是很敏感的
,

如花鳍
、

铜鱼等要求较好的水质
,

另

一方面还有许多耐污性高的种类
,

如鳍
、

鳗鲡
、

泥鳅
、

鱼即

等
.
清水种和耐污性种类的数量上相比之下

,

耐污性

种占了主要地位
.
随长江迁流和潮流而移动

,

对于水

的混浊和毒物具嫌忌而迁移性大的中上层鱼类的存在

一方面说明该水域环境能维持它们的生存
,

如清水种

草鱼
、

鳌条
、

刀脐等种类
,

另一方面它们的种类和数量

也比底下层鱼少
,

有相当一部份为耐污性的
,

如娘虎
、

麦穗鱼
、

圆尾斗鱼等
.
这里我们选用 Li eb m

on n
( 195 1)

记载的以及 日本淀川下游“ ’
和我国浑河(抚顺段)水污

染同鱼的关系等文献
,

与我们的调查相对应进行分析

和评价
.
从浏河和浪港二个站位调查的鱼类群 落 来

看
,

个体数较多的属 月中污性种
,

在浏河有鳌条鱼; 在

浪港站有长蛇约
,

其它为 “ 中污染性种类
.
除优势种

外
,

还有刀鱿
、

大银鱼
、

鳗
、

银细
、

安氏白虾
、

日本沼虾等

口中污性和寡污性种
,

种类颇多
.
从总的来说

,
可认为

该水域系属中污性带
,

尚清洁水域
,

见表 ,
.

通过对浏河
、

浪港站滩涂的主要底栖生物刚毛藻
、

水绵
、

河飒和无齿相守蟹体内总汞
、

铜
、

锡
、

锌
、

铅
、

六六

六和滴滴涕残留量的测定
,
表明两地的生物体内各项

含有一定的有害物质的残留量
,

但均未超标
,
有的已有

相当的积累
,

对生物有害物质负荷比的计算结果表明:

浏河
、

浪港两地的污染物质主要是重金属
,

且不同生物

对同种有害物的富集能力明
,

显不同
.

分析浏河
、

浪港两地生物体的综合污染指数表明 :

Q浏河 > Q 能
,

说明浏河的污染高于浪港
.
这主要是由

于浏河的工业较浪港发达
.

残毒评价与评价标准直接相关
,
目前我国食品工

业法中除汞
、

六六六
、

滴滴涕三项评价标准外
,

尚未有

统一评价标准
,

故污染程度只是相对而言
.
制定统一

完善的评价标准尚需进一步研究
.
另外

,

评价项 目的

选择也直接影响着评价结果
.

据两地渔民反映
,
该水域的水产品食用时常带火

油味
,

为此
,

我们对两地的生物样品均做了挥发性酚

含量的测试
,

其结果为: 浏河的样品含量为 0.003 一

0
.
07lm g/kg; 浪港样品含量为 0

.
039一0

.17om g/k g
,

均低于参考食用标准 。
.
25 m g / k

g * . 另据有关资料报

导
〔咯 ’
酚浓度为 0

·

l 一0 :Zm g/1对鱼肉有酚味
,

因此虽不

能肯定该种异味完全由酚污染引起
,

但也不能忽视它

的影响
.

参 考 文 献

l 赵利华
.
环境科学

, l 夕9 1 ,
I

z(
5

)

: 7 4

2 祀桑等
.
暨南理医学报 , 1 9 8 2 ,

2: 15

3 湖北省水生生物研究所鱼类研究室
.
长江鱼类

,

北京
,

科
学出版社

,
1 9 7 5 : 3 3

4 朱根逸
.
环境质量标准总论

, 北京
, 中国标 准 出版社

,

1 9 8 8 : 4 0 4

5 祀桑等
.
生态学报 ,

1 , 8 7 ,
2: 7

6 日本生态学会环境问题专门委员会
.
环境和指示生物 (水

域分册)
, 北京 , 1 , 57 , 1

, 弗斯特纳 U
.
水环境的重金属污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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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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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
、

丁硫醇废气
,

且对易氧化的烃类也有较高的

氧化活性
。

2

.

R S
一
l 型催化剂浓度适应范围宽

,

耐热

性能好
.

3
.
该催化剂在杭州民生药厂投 入 工 业 应

用
,

首次在国内采用催化燃烧法处理含硫有机

废气
.
对治理和净化制药厂

、

农药厂
、

化纤厂排

彭泊勺工业含硫废气提供了一种新方法
.

参 考 文 献

1 日本特许公开 8 1, 1 2 6 产32
.
C A
.
9 6: 12892‘f

2 郑小朋等
,

化工环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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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 , )
: ?

3 袁贤鑫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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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新成果重要资料

欢迎订购
“
中国卫星影像图

”

中国科学院遥感应用研究所科技人员选 用 584 幅 决策提供服务
.

美国陆地卫星多光谱扫描图像
,

经光学合成假彩色像 为适应各方面的需要
,

该图现分为 1:60 。万 (
1全

片
,

以等角圆锥投影为控制基础
,

镶嵌编制成
“

中国彩 张)
、

1 :
40

0 万 (2 全张)
、

1 : 2
50 万(6 全张) 和 l:1 50 万

色卫星影像图”
.

原图编稿比例尺为 l:100 万
.

(15 全张)四种比例尺
,

由科学出版社出版
,
香港 制版

“

中国卫星影像图”以清晰的地物影像
,

综合的地 印刷
.

理信息
,
协调的色彩

,

丰富的层次
,
生动形象地展现出 另外

,

为满足某些专业的特殊需要
,

我们还可提供

中国地理环境的概貌和特征
,
反映出中国地理景观的 多种规格的全国或局部地区卫星影像图复制稿

,

投影

复杂性和资源环境的多样性
.
因此

,

它不仅可为我国 仪用彩色片和幻灯片
。

欲购者可直接与中科院遥感所

地学工作者宏观分析中国地表形态
、

结构和规律
,

进行 影像图编制组石军梅联系
。
地址: 北京安定门外大屯

资源环境动态的研究提供丰富的影像信息
,

还可为广 路 917 大楼遥感所
。

邮政编码: 100101
.
联系电话:

大地质
、

地理
、

农村
、

水利
、

国土等专业部门的生产
、

科 49 19944一“3

研 教学以及各级领导部门进行区域规划
、

宏观管理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