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丰水季北京汉石桥湿地
浮游生物群落特征多样性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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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为了解近几年对北京市顺义区汉石桥湿地水质调控和管理工作的效果，于２０１１年６月对湿地浮
游植物、浮游动物的种类及种群密度进行了调查和分析，并采用指示生物法和生物多样性指数法对湿地的

水质进行了生态评价。结果表明：汉石桥湿地的浮游植物以绿藻门数量最多，占浮游植物总数的５７．４％；
硅藻门和蓝藻门次之，分别占１９．１％和１２．８２％。其中绿藻门的小球藻（Ｃｈｌｏｒｅｌｌａｓｐ．），硅藻门的尺骨针
杆藻（Ｓｙｎｅｄｒａｕｌｎａ）、尖针杆藻（Ｓｙｎｅｄｒａｓｃｕｓ）、舟形藻（Ｎａｖｉｃｕｌａｓｐ．）和小环藻（Ｃｙｃｌｏｔｅｌｌａｓｐ．），蓝藻门的铜
绿微囊藻（Ｍｉｃｒｏｃｙｓｔｉｓａｅｒｕｇｉｎｏｓａ）和水华微囊藻（Ｍｉｃｒｏｃｙｓｔｉｓｆｌｏｓ－ａｑｕａｅ）在５个位点中为优势种。浮游动物
以轮虫为主，其中１８种轮虫为优势种。从调查情况来看，汉石桥湿地水质总体属中度偏轻污染，说明对湿
地的水质调控和管理初步取得成效。

关键词：汉石桥湿地；浮游植物；浮游动物；指示生物法；多样性指数法

　　北京市顺义区汉石桥湿地自然保护区位于顺
义区杨镇和李遂镇交界处，距城区约３５ｋｍ，总面
积约１９００ｈｍ２，其中核心区面积约２００ｈｍ２。汉
石桥湿地地处京东平原地带，属内陆湿地生态系

统类型，是北京市平原地区唯一现存的大型芦苇

沼泽湿地。

浮游生物分为浮游植物和浮游动物［１］。浮

游植物是水生态系统中重要的水生生物类群，它

们含有叶绿素，能够进行光合作用，将无机物转化

成为有机物，供其它消费者利用，是水生生态系统

中主要的初级生产者［２］。浮游植物群落结构与

水生态环境因子之间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３］。

水体的生态状况会影响浮游植物的种类构成、群

落变化等，而浮游植物对水质状况也反应灵敏，能

够对水体营养状态的变化迅速做出响应，其群落

结构能够真实地反映水质状况，因而成为评价水

体健康状况的重要指示生物，在维持生态平衡中

起着重要的调节作用［４－６］。浮游动物是小型漂浮

生活的生物，在水生食物链中占有重要的位置。

淡水浮游动物主要包括原生动物、轮虫、枝角类和

桡足类４大类。它们多数个体小，对环境变化敏
感，尤其是轮虫。轮虫在大多数自然水体中以高

密度大量存在，数量远高于其它浮游动物［７］。浮

游动物的群落及数量变化、优势种和生物指数等

均可反映水体富营养化的程度［８－９］。浮游生物既

可以是鱼类的饵料，调节水体环境，又可以成为恶

化水质、危害水生动物的根源。因此，以浮游生物

作为生物监测，评价水体水质状况和污染水平，在

国内外已被广泛应用［１０－１３］。笔者于２０１１年６月
对北京市顺义区汉石桥湿地浮游植物、浮游动物

的种类及种群密度进行调查和分析，以期为更好

地开展湿地环境保护工作提供重要参数和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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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材料和方法

１．１　采样点的设置
采样点设 ５个，分别在入湿地前（１＃，北纬

４０°８′４．８″，东经１１６°４８′２９．６″）、贾家河对面鸟岛
东侧（２＃，北纬４０°８′２．１″，东经１１６°４８′２６．７″）、１６
支（３＃，北纬４０°７′２７．１″，东经１１６°４８′２４．５″）、南
侧水面中心点（４＃，北纬４０°７′１９．３″，东经１１６°４８′
１４．８″）和橡胶坝（５＃，北纬４０°６′５７．６″，东经１１６°
４７′１１．９″）。具体位置分布见图１。

图１　汉石桥湿地采样点分布图

１．２　样品的采集和处理
用２０μｍ的筛绢网进行垂直拖网，采集浮游

植物定性样品，加甲醛固定。浮游植物定量样品

用１Ｌ采水器多点采集水样，混合后装瓶，用鲁哥
氏液和甲醛固定后带回实验室，静置沉淀２４ｈ，再
根据浮游植物的量浓缩到体积不等的水样，在１０
×４０倍显微镜下进行种类鉴定及计数。
浮游动物中轮虫的定性样品用２５号浮游生

物网（６４μｍ）拖取，定量样品采水１Ｌ，加入５％
福尔马林固定，带回实验室静置沉淀，浓缩至２０
ｍＬ计数。大型浮游动物的定性样品用１３号浮游
生物网（１１３μｍ）拖取，定量样品用５Ｌ采水器采
表层水２５～５０Ｌ，用２５号网过滤浓缩，加入５％
福尔马林固定，在实验室用解剖镜进行种类鉴定

及计数。

１．３　数据处理与分析
选取Ｓｈａｎｎｏｎ－Ｗｉｅｎｅｒ多样性指数 Ｈ′、Ｍａｒ

ｇａｌｅｆ物种丰富度指数Ｄ、Ｐｉｅｌｏｕ物种均匀度指数Ｊ
和Ｍｃｎａｕｇｈｔｏｎ优势度指数Ｙ［１４－１７］，对浮游生物的
群落结构进行分析。

　　Ｓｈａｎｎｏｎ－Ｗｉｅｎｅｒ多样性指数（Ｈ′）：

Ｈ′＝－∑（Ｐｉ）×ｌｏｇ２（Ｐｉ） （１）

　　Ｍａｒｇａｌｅｆ物种丰富度指数（Ｄ）：
Ｄ＝（Ｓ－１）／ｌｎＮ （２）

　　Ｐｉｅｌｏｕ均匀度指数（Ｊ）：
Ｊ＝Ｈ′／ｌｎＳ （３）

　　优势度指数（Ｙ）：
Ｙ＝（Ｎｉ／Ｎ）ｆｉ （４）

　　式中，Ｎ为样品中所有种类的总个体数，Ｓ为
采集样品种的种类总数，Ｐｉ为第 ｉ种的个体数与
样品中总个体数的比值，ｆｉ为第 ｉ种在各采样位
点出现的频率。

Ｈ′与水质的关系为：Ｈ′＞３．０为轻度污染，Ｈ′
＝１．０～３．０为中度污染（其中１～２为 α－中度
污染，２～３为 β－中度污染），Ｈ′＜１．０为重度污
染。Ｍａｒｇａｌｅｆ物种丰富度指数的评价标准分为５
个等级：０～１为多污型，１～２为α－中污型，２～３
为β－中污型，３～４为寡污型，＞４为清洁水体。
均匀度Ｊ值在０～０．３为重污染，０．３～０．５为重
污染，０．５～０．８为清污染。Ｙ值大于０．０２的种类
为优势种［１８－２２］。

２　结果与分析

２．１　浮游植物
２．１．１　种类组成及数量分布

共采集到浮游植物６门４７种（仅鉴定到属的
按１个种计算，下同），分别为绿藻门２７种，硅藻
门９种，蓝藻门６种，裸藻门３种，隐藻门和甲藻
门各１种（见表１）。其中绿藻门种类最多，占总
数的 ５７．４％；硅藻门和蓝藻门次之，分别占
１９．１％和１２．８２％。从汉石桥湿地浮游植物的
数量构成上看，不同位点的浮游植物间差异较大。

橡胶坝５＃位点浮游植物的数量最少，其细胞平均
密度为６．７６×１０７ｃｅｌｌ·Ｌ－１；３＃位点浮游植物的数
量最大，细胞平均密度达１．８１×１０８ｃｅｌｌ·Ｌ－１；１＃、
４＃位点差异不大，浮游植物的平均细胞密度分别
为１．６３×１０８ｃｅｌｌ·Ｌ－１和１．４７×１０８ｃｅｌｌ·Ｌ－１；２＃位
点浮游植物的平均细胞密度为 ８．７×１０７ｃｅｌｌ·
Ｌ－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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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　汉石桥湿地浮游植物种类组成

门类 种类

蓝藻门Ｃｙａｎｏｐｈｙｔａ 铜绿微囊藻Ｍｉｃｒｏｃｙｓｔｉｓａｅｒｕｇｉｎｏｓａ、水华微囊藻Ｍｉｃｒｏｃｙｓｔｉｓｆｌｏｓ－ａｑｕａｅ、微小平裂藻Ｍｅｒｉｓｍｏｐｅｄｉａ
ｔｅｎｕｉｓｓｉｍａ、窝形席藻Ｐｈｏｒｍｉｄｉｕｍｆｏｖｅｏｌａｒｕｍ、平裂藻Ｍｅｒｉｓｍｏｐｅｄｉａｓｐ．、色球藻Ｃｈｒｏｏｃｏｃｃｕｓｓｐ．

硅藻门Ｂａｃｉｌｌａｒｉｏｐｈｙｔａ
小环藻Ｃｙｃｌｏｔｅｌｌａｓｐ．、等片藻 Ｄｉａｔｏｍａｓｐ．、绿羽纹藻 Ｐｉｎｎｕｌａｒｉａｖｉｒｉｄｉｓｖｉｒｉｄｉｓ、尖针杆藻 Ｓｙｎｅｄｒａ
ｓｃｕｓ、舟形藻Ｎａｖｉｃｕｌａｓｐ．、线性圆筛藻Ｃｙｃｌｏｔｅｌｌａｌｉｎｅａｔｕｓ、桥弯藻Ｃｙｍｂｅｌｌａｓｐ．、星形冠盘藻Ｓｙｎｅ
ｄｒａａｓｔｒａｅａ、尺骨针杆藻Ｓｙｎｅｄｒａｕｌｎａ

绿藻门Ｃｈｌｏｒｏｐｈｙｔａ

小球藻Ｃｈｌｏｒｅｌｌａｓｐ．、四尾栅藻Ｓｃｅｎｅｄｅｓｍｕｓｑｕａｄｒｉｃａｕｄａ、二形栅藻 Ｓｃｅｎｅｄｅｓｍｕｓｄｉｍｏｒｐｈｕｓ、双列
栅藻Ｓｃｅｎｅｄｅｓｍｕｓｂｉｊｕｇａｔｕｓ、爪哇栅藻ＳｃｅｎｅｄｅｓｍｕｓｊａｖａｅｎｓｉｓＣｈｏｄａｔ、单角盘星藻具孔变种Ｐｅｄｉａｓ
ｔｒｕｍｄｕｐｌｅｘｖａｒ．ｄｕｏｄｅｍａｒｉｕｍ、短棘盘星藻长角变种Ｐｅｄｉａｓｔｒｕｍｂｏｒｙａｎｕｍｖａｒ．ｌｏｎｇｉｃｏｒｎｅ、二角盘
星藻纤细变种Ｐｅｄｉａｓｔｒｕｍｄｕｐｌｅｘｖａｒ．ｇｒａｃｉｌｉｍｕｍ、栅藻Ｓｃｅｎｅｄｅｓｍｕｓｅｌｌｉｐｓｏｉｄｅｕｓ、四角十字藻 Ｃｒｕ
ｃｉｇｅｎｉａｑｕａｄｒａｔａ、四足十字藻Ｃｒｕｃｉｇｅｎｉａｔｅｔｒａｐｅｄｉａ、小型月牙藻Ｓｅｌｅｎａｓｔｒｕｍｍｉｎｕｒｕｍ、微茫藻Ｍｉ
ｃｒａｃｔｉｎｉｕｍ、端尖月牙藻Ｓｅｌｅｎａｓｔｒｕｍｗｅｓｔｉｉ、绿球藻Ｃｈｌｏｒｏｃｏｃｃｕｍｓｐ．、肥壮蹄形藻Ｋｉｒｃｈｎｅｒｉｅｌｌａｏｂｅ
ｓａ、双星藻Ｚｙｇｎｗｍａｓｐ．、转板藻Ｍｏｕｇｅｏｔｉａｓｐ．、卷曲纤维藻Ａｎｋｉｓｔｒｏｄｅｓｍｕｓｃｏｎｖｏｌｕｔｅｓ、狭形纤维
藻Ａｎｋｉｓｔｒｏｄｅｓｍｕｓａｎｇｕｓｔｕｓ、角星鼓藻Ｓｔａｕｒａｓｔｒｕｍｓｐ．、硬弓形藻 ＳｃｈｒｏｅｄｅｒｉａｒｏｂｕｓｔａＫｏｒｓｃｈ、衣藻
Ｃｈｌａｍｙｄｏｍｏｎａｓｓｐ．、空星藻Ｃｏｅｌａｓｔｒｕｍｓｐ．、新月藻Ｃｌｏｓｔｅｒｉｕｍｓｐ．、纤维藻Ａｎｋｉｓｔｒｏｄｅｓｍｕｓｓｐ．、集
星藻Ａｎｋｉｓｔｒｏｄｅｓｍｕｓｈａｎｔｚｓｃｈｉｉ

裸藻门Ｅｕｇｌｅｎｏｐｈｙｔａ 梭形裸藻Ｅｕｇｌｅｎａａｃｕｓ、裸藻Ｅｕｇｌｅｎａｓｐ．、囊裸藻Ｔｒａｃｈｅｌｏｍｏｎａｓｓｐ．

隐藻门Ｃｒｙｐｔｏｐｈｙｔａ 倒卵形隐藻Ｃｒｙｐｔｏｐｈｙｃｅａｅｏｂｏｖａｔａ

甲藻门Ｐｙｒｒｏｐｈｙｔａ 角甲藻Ｃｅｒａｔｉｕｍｓｐ．

２．１．２　浮游植物的生物多样性指数

图２　汉石桥湿地浮游植物的多样性指数

　　Ｓｈａｎｎｏｎ－Ｗｉｅｎｅｒ多样性指数（Ｈ）、Ｍａｒｇａｌｅｆ
丰富度指数（Ｄ）以及 Ｐｉｅｌｏｕ均匀度指数（Ｊ）在５
个采样位点的数值均不相同（见图２）。Ｓｈａｎｎｏｎ
－Ｗｉｅｎｅｒ多样性指数变化范围为１．４５～２．５２，这
说明汉石桥湿地水体为中度污染。Ｐｉｅｌｏｕ均匀度
指数的变化范围则在０．３８～０．６５，其中１＃、４＃和５
＃采样点的 Ｄ值范围为０．３～０．５，为中度污染；２
＃、３＃采样点的 Ｄ值在 ０．５～０．８，为轻度污染。
Ｍａｒｇａｌｅｆ丰富度指数的变化范围为２．４７～２．８９，
说明该水体为β－中度污染。由图２可知，５个采
样位点中３＃位点的Ｈ值和Ｊ值最大，说明在３＃采
样点浮游植物的种类较多，分布也较为均匀。

２．１．３　浮游植物的优势种类
汉石桥湿地５个采样位点浮游植物的优势种

不尽相同。铜绿微囊藻（ＭｉｃｒｏｃｙｓｔｉｓＡｅｒｕｇｉｎｏｓａ）、
水华微囊藻（Ｍｉｃｒｏｃｙｓｔｉｓｆｌｏｓ－ａｑｕａｅ）和小球藻
（Ｃｈｌｏｒｅｌｌａｓｐ．）在５个位点均为优势种，且其密度
相对较大。硅藻门的尖针杆藻（Ｓｙｎｅｄｒａｓｃｕｓ）、尺
骨针杆藻（Ｓｙｎｅｄｒａｕｌｎａ）、舟形藻（Ｎａｖｉｃｕｌａｓｐ．）
和小环藻（Ｃｙｃｌｏｔｅｌｌａｓｐ．）在个别位点也是优势种
（见表２）。
２．２　浮游动物
２．２．１　种类组成及数量分布

在汉石桥湿地采集到的水样中共鉴定出浮游

动物２５个种（属）（见表３），其中原生动物２种，
轮虫２１种，枝角类１种，桡足类１种。枝角类只
发生在２＃采样点，而且只有一个种类，即微型裸
腹蟤（Ｍｏｉｎａｍｉｃｒｕｒａ）。原生动物也仅发生在２＃、
３＃和４＃采样点，分别是２＃和３＃采样点的太阳虫
（Ａｃｔｉｎａｐｈｒｙｓｓｐ．），以及４＃采样点的太阳虫（Ａｃｔｉｎ
ａｐｈｒｙｓｓｐ．）和变形虫（Ｔｒｉｃｈａｍｏｅｂａｓｐ．）。５个采
样点都有一定种群数量的轮虫，其中３＃采样点的
轮虫种类最多，达到１１种，种群密度高达１５０３．３
个·Ｌ－１；１＃和４＃采样点的轮虫种类数次之，均为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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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２　汉石桥湿地浮游植物的优势种

优势种
优势度

１＃ ２＃ ３＃ ４＃ ５＃

蓝藻门 铜绿微囊藻Ｍｉｃｒｏｃｙｓｔｉｓａｅｒｕｇｉｎｏｓａ ０．２１ ０．３２ ０．１１ ０．１８ ０．２１
水华微囊藻Ｍｉｃｒｏｃｙｓｔｉｓｆｌｏｓ－ａｑｕａｅ ０．１７ ０．２４ ０．１４ ０．１９ ０．２４

绿藻门 小球藻Ｃｈｌｏｒｅｌｌａｓｐ． ０．４８ ０．１１ ０．４７ ０．５５ ０．２８

硅藻门 尖针杆藻Ｓｙｎｅｄｒａｓｃｕｓ － ０．０２ － － －
尺骨针杆藻Ｓｙｎｅｄｒａｕｌｎａ － ０．０２ － － －
舟形藻Ｎａｖｉｃｕｌａｓｐ． ０．０５ － － － ０．１７
小环藻Ｃｙｃｌｏｔｅｌｌａｓｐ． － ０．０８ － － －

　注：“－”代表此种浮游植物在该位点优势度小于０．０２，不是优势种。

表３　汉石桥湿地浮游动物的种类组成

门类 名称

轮虫

角突臂尾轮虫Ｂｒａｃｈｉｏｎｕｓａｎｇｕｌａｒｉｓ、曲腿龟甲轮虫 Ｋｅｒａｔｅｌｌａｖａｌｇａ、沟痕泡轮虫 Ｐｏｍｐｈｏｌｙｘｓｕｌｃａｔａ、缘板龟

甲轮虫Ｋｅｒａｔｅｌｌａｔｉｃｉｎｅｓｉｓ、月形腔轮虫 Ｌｅｃａｎｅｌｕｎａ、方形臂尾轮虫 Ｂｒａｃｈｉｏｎｕｓｑｕａｄｒｄｅｎｔａｔｕｓ、长三肢轮虫

Ｆｉｌｉｎｉａｌｏｎｇｉｓｅｔａ、裂足臂尾轮虫Ｂｒａｃｈｉｏｎｕｓｄｉｖｅｒｓｉｃｏｒｎｉｓ、卜氏晶囊轮虫Ａｓｐｌａｎｃｈｎａｂｒｉｇｈｔｗｅｌｌｉ、异尾轮虫Ｔｒｉ

ｃｈｏｃｅｒｃａｓｐ．、小多肢轮虫Ｐｏｌｙａｒｔｈｒａｍｉｎｏｒ、小多肢轮虫Ｐｏｌｙａｒｔｈｒａｍｉｎｏｒ、椎尾水轮虫Ｅｐｉｐｈａｎｅｓｓｅｎｔａ、蒲达

臂尾轮虫Ｂｒａｃｈｉｏｎｕｓｂｕｄａｐｅｓｔｉｅｎｓｉｓ、壶状臂尾轮虫Ｂｒａｃｈｉｏｎｕｓｕｒｃｅｕｓ、萼花臂尾轮虫Ｂｒａｃｈｉｏｎｕｓｃａｌｙｃｉｆｌｏｒｕｓ、

水轮虫Ｅｐｉｐｈａｎｅｓｓｐ．、龟形龟甲轮虫 Ｋｅｒａｔｅｌｌａｔｅｓｕｄｏ、裂痕龟纹轮虫 Ａｎｕｒａｅｏｐｓｉｓｆｉｓｓａ、前节晶囊轮虫 Ａｓ

ｐｌａｎｃｈｎａｐｒｉｏｄｏｎｔａ、剪形臂尾轮虫Ｂｒａｃｈｉｏｎｕｓｆａｒｆｉｃｕｌａ、无甲腔轮虫Ｌｅｃａｎｅｉｎｅｒｍｉｓ

枝角类 微型裸腹蚤Ｍｏｉｎａｍｉｃｒｕｒａ

桡足类 温剑水蚤Ｔｈｅｒｍｏｃｙｃｌｏｐｓｓｐ．

原生动物 太阳虫Ａｃｔｉｎｏｐｈｒｙｓｓｐ．、变形虫Ｔｒｉｃｈａｍｏｅｂａｓｐ．

种，且种群数量都不大，种群密度分别为６０个·
Ｌ－１和７８．３个·Ｌ－１；２＃和５＃采样点的轮虫种类数
最少，均为６种，但种群数量差异很大，２＃采样点
的轮虫种群密度为５５０个·Ｌ－１，而５＃采样点的轮
虫种群密度仅１０３．３个·Ｌ－１。５个采样点均检测
到桡足类的存在，且均为温剑水蚤（Ｔｈｅｒｍｏｃｙｃｌｏｐｓ
ｓｐ．）及其幼体，但不同采样点温剑水蚤的种群数
量差异较大，其中种群密度最高的 ３＃采样点
（３３６．７个·Ｌ－１）比种群密度最低的４＃采样点（２５
个·Ｌ－１）高１３倍以上。
２．２．２　浮游动物的生物多样性指数
　　由图 ２可以看出，５个采样位点 Ｓｈａｎｎｏｎ－
Ｗｉｅｎｅｒ多样性指数（Ｈ）的变化范围为 ２．３９～
２．７３，属于中度污染；而５个采样位点的Ｐｉｅｌｏｕ均

匀度指数（Ｊ）都大于０．５，故５个位点均属于轻度
污染；２＃、３＃位点的Ｍａｒｇａｌｅｆ丰富度指数（Ｄ）分别
为３．９６和３．４２，属于寡污类水体，而１＃、４＃和５＃
位点的Ｄ值均大于４，说明该位点水体较为清洁。
从浮游动物多样性指数分析，汉石桥湿地水体浮

游动物种类较为丰富，均匀度也较好。

图３　汉石桥湿地浮游动物的多样性指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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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２．３　浮游动物的优势种类
汉石桥湿地浮游动物的优势种类见表４。由

表４可见，曲腿龟甲轮虫（Ｋｅｒａｔｅｌｌａｖａｌｇａ）和壶状
臂尾轮虫（Ｂｒａｃｈｉｏｎｕｓｕｒｃｅｕｓ）在４个采样位点的
优势度均大于０．０２，属于该湿地浮游动物中的主
要优势种；其次是角突臂尾轮虫（Ｂｒａｃｈｉｏｎｕｓａｎ
ｇｕｌａｒｉｓ）、萼花臂尾轮虫（Ｂｒａｃｈｉｏｎｕｓｃａｌｙｃｉｆｌｏｒｕｓ）、
蒲达臂尾轮虫（Ｂｒａｃｈｉｏｎｕｓｂｕｄａｐｅｓｔｉｅｎｓｉｓ）和前节
晶囊轮虫（Ａｓｐｌａｎｃｈｎａｐｒｉｏｄｏｎｔａ），在３个位点中作
为优势种出现。

表４　汉石桥湿地浮游植物的优势种

优势种
优势度

１＃ ２＃ ３＃ ４＃ ５＃

角突臂尾轮虫Ｂｒａｃｈｉｏｎｕｓａｎｇｕｌａｒｉｓ ０．３５ ０．０６５ ０．０６７ － －
曲腿龟甲轮虫Ｋｅｒａｔｅｌｌａｖａｌｇａ ０．１０ ０．０６２ ０．２８７ － ０．０３６
沟痕泡轮虫Ｐｏｍｐｈｏｌｙｘｓｕｌｃａｔａ ０．０２７ － － － －
月形腔轮虫Ｌｅｃａｎｅｌｕｎａ ０．０６ － － － －

卜氏晶囊轮虫Ａｓｐｌａｎｃｈｎａｂｒｉｇｈｔｗｅｌｌｉ ０．０７ ０．０４５ － － －
壶状臂尾轮虫Ｂｒａｃｈｉｏｎｕｓｕｒｃｅｕｓ ０．１３３ － ０．０６１ ０．０７７ ０．０９５
萼花臂尾轮虫Ｂｒａｃｈｉｏｎｕｓｃａｌｙｃｉｆｌｏｒｕｓ ０．１１７ － ０．０７０ ０．０５１ －
方形臂尾轮虫Ｂｒａｃｈｉｏｎｕｓｑｕａｄｒｄｅｎｔａｔｕｓ － ０．０３ － － －
蒲达臂尾轮虫Ｂｒａｃｈｉｏｎｕｓｂｕｄａｐｅｓｔｉｅｎｓｉｓ － － ０．０４６ ０．０６１ ０．０６５
龟形龟甲轮虫Ｋｅｒａｔｅｌｌａｔｅｓｕｄｏ － ０．０２３ ０．０２１ － －
裂痕龟纹轮虫Ａｎｕｒａｅｏｐｓｉｓｆｉｓｓａ － ０．０３９ － － －
前节晶囊轮虫Ａｓｐｌａｎｃｈｎａｐｒｉｏｄｏｎｔａ － ０．０６１ ０．０２８ － ０．２１６
长三肢轮虫Ｆｉｌｉｎｉａｌｏｎｇｉｓｅｔａ － － ０．０２２ － －

裂足臂尾轮虫Ｂｒａｃｈｉｏｎｕｓｄｉｖｅｒｓｉｃｏｒｎｉｓ － － ０．０５１ ０．３２８ －
小多肢轮虫Ｐｏｌｙａｒｔｈｒａｍｉｎｏｒ － － ０．０３０ － －
水轮虫Ｅｐｉｐｈａｎｅｓｓｐ． － － ０．０２８ － －

缘板龟甲轮虫Ｋｅｒａｔｅｌｌａｔｉｃｉｎｅｓｉｓ － － － ０．０２６ －
椎尾水轮虫Ｅｐｉｐｈａｎｅｓｓｅｎｔａ － ０．０２３ － － －

　注：“－”代表此种浮游动物在该位点优势度小于０．０２，不是优势种。

３　结论

生物的个体、种群或群落的变化可以客观地

反映出水体质量的变化规律［２３］。通过对顺义汉

石桥湿地浮游生物群落特征及多样性的分析可以

看出，在浮游植物方面，以绿藻门数量最大，其次

为硅藻门和蓝藻门；１６支采样位点浮游植物数量
最大，橡胶坝数量最小。浮游动物方面的情况与

浮游植物相似，１６支采样位点浮游动物数量最
大，入湿地前的１＃和南侧水面中心４＃采样位点次
之，橡胶坝采样位点浮游动物数量最小。全部采

样位点均以轮虫为主。由于本次采集到的浮游动

物样品均为现场固定后带回实验室镜检，导致大

部分原生动物变形收缩，因而所得数据原生动物

数量较少，但这并不影响对其他浮游动物群落进

行分析。在用多样性指数法分析后发现，结合浮

游植物和浮游动物的Ｍａｒｇａｌｅｆ丰富度指数数值显
示，２＃、３＃采样位点为轻度污染；Ｐｉｅｌｏｕ均匀度指
数则显示出，３＃采样点浮游植物种类较多，分布也
最为均匀。优势种的种类及其数量对群落结构的

稳定性有重要影响，优势种的种类越多且优势度

越小，则群落结构越稳定［２４］。通过对优势种的计

算分析，汉石桥湿地２＃采样位点浮游植物优势种
的种类最多，其次为１＃和５＃，３＃和４＃，但差异并
不明显；３＃采样位点浮游动物优势种种类最多，其
次为２＃位点。综上分析，在汉石桥湿地的５个采
样位点中，２＃和３＃位点浮游生物数量较多，并且
比较均匀，群落结构较为稳定，所反映出的水体质

量也较好，这是因为这两个采样点均位于湿地中

心，水体循环较好。通过以上分析，汉石桥湿地浮

游生物的群落结构特征反映出该水体水质较好，

群落结构较为稳定。这一结果较２００７年的数据
有很大的改善［２５］，说明近几年对湿地的保护和修

复工作取得了一定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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