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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清河流域浮游动物的群落特征研究

陈佳林,余海军,王　茜

(天津农学院水产学院,天津市水生生态及养殖重点实验室,天津　３００３８４)

摘要:研究浮游动物群落特征,评价水质状况,为大清河流域的生态系统修复提供科学依据.２０１８年５月和８月,

在大清河流域２５个采样点采集浮游动物样品,分析种类组成、密度以及优势种,利用多样性等指数和聚类分析的

方法,分析其群落特征.大清河流域水体中共调查到浮游动物１８属２８种,其中种数最多的为轮虫１６种,占总种

数的５７．１４％;最少 的 为 桡 足 类 ４ 种,占 １４．２９％;２ 次 调 查 浮 游 动 物 平 均 密 度 分 别 为６４３．０８个/L(５月)和

７１５．２０个/L(８月);优势种为前节晶囊轮虫(Asplanchnapriodonta)、壶状臂尾轮虫(Brachionusurceus)、萼花臂

尾轮虫(Brachionuscalyciflorus)、针簇多肢轮虫(Polyarthratrigla)、直额裸腹溞(Moinarectirostris)、近邻剑水

蚤(Cyclopsvicinus)等.利用ShannonＧWiener指数、Pielou指数、Margalef指数和优势度指数计算大清河流域浮

游动物多样性指数,结果表明大清河流域浮游动物多样性较差,综合评价其水质为中重度污染.聚类分析将大清

河流域２个月２５个站点分别聚为９和７个类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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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清河流域位于海河流域中部,西起太行山区,
东至渤海湾,北界永定河,南临子牙河.流域面积

４５１３１km２,流经山西、河北、北京和天津４省市.
大清河流域对冀中平原乃至海河流域都有着举足轻

重的地位,对维护华北地区的生态平衡和气候调节

起到关键作用(王秀兰等,１９９９;２０００).
浮游动物是一类在水中营浮游性生活的动物类

群(方艳红等,２０１８),是鱼类和其他经济动物的重要

饵料,对 渔 业 的 发 展 具 有 重 要 意 义 (封 得 华 等,

２０１８).它们既对环境变化敏感,又在食物链中起承

上启下的作用(胡智东,２０１７),既可以通过上行效应

影响渔业资源的变动,也可通过下行效应调控初级

生产力(沈海琪等,２０２０).浮游动物在物质转化、能
量流动等生态过程中起着重要作用,其种类组成和

多样性特征能反映出水体健康程度和状态(Parket
al,２００７),因此可作为反映水环境变化的指示生物

(Taverninietal,２０１０;Echanizetal,２００６).本文

拟利用多样性等指数和聚类分析的方法对浮游动物

群落特征进行分析,进而评价大清河流域的水质,为

大清河流域的生态系统修复提供一定的科学依据.

１　材料与方法

１．１　采样时间与地点

分别于２０１８年５月和８月在大清河流域设２５
个采样点进行２次采样(表１).

１．２　样品的采集与处理

１．２．１　定性样品　以２５号浮游生物网在水体表层

以约０．５m/s的速度呈∞字状拖曳５min,将滤取的

样品放入标本瓶中,加４％甲醛溶液固定(孟伟等,

２０１１),在显微镜下进行浮游动物种类鉴定(韩茂森

等,１９８０;王家楫,１９６１;赵文,２００５).

１．２．２　定量样品　轮虫采集使用５L有机玻璃采水

器,根据采样点的深度,每隔０．５m 采集混合水样

１L,加入１％鲁哥试液固定带回实验室,沉淀４８h
后浓缩并定容到６０mL,然后吸取１mL的浓缩液

注入１mL计数框中,在１０×２０的放大倍数下计数２
次,取其平均值.按下式换算单位体积中轮虫的个

体数量:

N＝(Vs×n)/(V×Va) ①
式中:N 为 １L 水 样 中 浮 游 动 物 的 个 体 数

(个/L);V 为采样体积(L);Vs为沉淀体积(mL);

Va为计算体积(mL);n 为计数所得的个体数.
枝角类与桡足类定量采集使用５L有机玻璃采

水器,根据采样点的深度,每个样品每隔０．５m 采集

混合水样２０L,用２５号浮游生物网过滤浓缩,收集



的样品用４％的甲醛溶液固定,浓缩的样品带回实 验室后用于全部计数.
表１　大清河流域采样点位置

Tab．１　LocationofsamplingsitesintheDaqingRiverbasin

序号 监测点位 河系分段 东经E 北纬 N 序号 监测点位 河系分段 东经E 北纬 N

１ 祖村 大石河 １１６°０５′４２．００″ ３９°３４′４０．００″ １４ 安里屯 大清河 １１６°４１′０８．１２″ ３９°００′４５．２５″
２ 紫荆关 拒马河 １１５°１０′０２．００″ ３９°２５′３８．５８″ １５ 南堤路 团泊湖 １１７°０８′５５．９０″ ３８°５６′２２．２７″
３ 郝家铺 中易水河 １１５°０９′４５．００″ ３９°１５′３２．５８″ １６ 大丰堆镇东 １１７°０３′５９．４０″ ３８°５２′５７．５８″
４ 北河店 南拒马河 １１５°４６′１５．０２″ ３９°１３′２６．１６″ １７ 万家码头 独流减河 １１７°１８′１４．１１″ ３８°４９′４５．５５″
５ 平王 白沟 １１６°０１′２１．５２″ ３８°５９′５４．２５″ １８ 安新桥 白洋淀 １１５°５５′２２．００″ ３８°５４′１５．５０″
６ 大因 瀑河 １１５°４３′０６．００″ ３８°５５′５４．４４″ １９ 泥李庄 １１５°５８′２５．５１″ ３８°５４′１４．１９″
７ 松山 漕河 １１５°１２′２４．１２″ ３９°０５′３４．００″ ２０ 留通 １１６°００′１６．０４″ ３８°５８′１５．００″
８ 安州 府河 府河 １１５°４９′０７．５０″ ３８°５３′０４．０８″ ２１ 光淀张庄 １１６°０１′２５．００″ ３８°５４′０２．００″
９ 水堡

１０ 中唐梅
唐河

１１４°５２′００．００″ ３９°０６′００．００″ ２２ 王家寨 １１６°００′０７．０５″ ３８°５５′１４．０２″
１１４°５２′４９．００″ ３８°５３′０２．００″ ２３ 圈头 １１６°０２′０９．１０″ ３８°５２′０１．２２″

１１ 孝义河桥 孝义河 １１５°４９′１０．００″ ３８°４１′１８．００″ ２４ 采蒲台 １１６°０１′５４．００″ ３８°４９′２５．００″
１２ 王林口 潴龙河 １１４°２２′４０．４４″ ３８°４８′４３．３８″ ２５ 端村 １１５°５６′５６．０５″ ３８°５０′４１．２２″
１３ 北郭村 １１５°２１′４９．０５″ ３８°１９′１６．２２″

１．３　数据分析及评价方法

１．３．１　数据分析方法　利用ShannonＧWiener多样

性指数(H′)、Margalef丰富度指数(D)、Pielou均

匀度指数(J)以及优势度指数(Y)对大清河流域浮

游动物群落多样性进行描述,计算公式如下:

ShannonＧWiener多样性指数(H′):

H′(S)＝ ∑
S

i＝１
Pilog２Pi ②

Margalef物种丰富度指数(D):

D＝(S－１)/lnN ③
Pielou均匀度指数(J):

J＝H′/lnN ④
浮游动物优势度(Y):

Y＝(N/N)×fi ⑤
式中:S 为浮游动物种类的总数目;Pi 为第i

种个体数占总个体数的比例;N 为所有个体的总

数;Ni 为第i 种的个体数;fi 为该种在各样品中的

出现频率.
数据统计和聚类分析采用统计软件 PRIMER

６．０进行处理分析.

１．３．２　 评价标准 　ShannonＧWiener多样性指数

(H′)的评价标准,H′:０~１为重度污染;１~２为中

度污染;２~３为轻度污型;＞３为清洁水体(吴晓敏

等,２０１８).

Margalef丰富度指数(D)的评价标准,D:０~１
为重度污染;１~３为中度污染;＞３为轻度污染或无

污染(吴晓敏等,２０１８).

Pielou均匀度指数(J)的评价标准,J:０~０．３
为重度污染;０．３~０．５为中度污染;０．５~０．８为轻度

污染;０．８~１为清洁或无污染(黄春霞等,２０１８).

物种优势度(Y)采用 McNaughton 指数,表示

动物群落中某一物种在其中所占优势的程度,若

Y≥０．０２,则认定该物种为优势种(徐兆礼等,１９９５).

２　结果与分析

２．１　浮游动物的种类组成

共检出浮游动物１８ 属２８ 种,其中轮虫１０ 属

１６种,占浮游动物总种数的５７．１４％;枝角类５属６
种,占２１．４３％;桡足类３属４种,占１４．２９％.５月、

８月,３大类种数组成均是轮虫种数所占比例最高、
枝角类次之、桡足类最少.见图１.

图１　浮游动物种数组成比例

Fig．１　Taxaratiocompositionofthezooplankton

community

２．２　浮游动物的密度组成及分布

大清河流域５月浮游动物密度(见图２)为２１~
２２１１个/L,平均６４３．０８个/L,其中最大值和最小

值分别在１４、７和１０号样点;８月浮游动物密度(见
图３)为２０~４６３０个/L,平均７１５．２０个/L,其中最

大值和最小值分别在１７号样点和９号样点.按种

类划分:５ 月轮虫密度为 １２~２１９０ 个/L,平 均

５９２．４４个/L,其中最大值和最小值分别在１４号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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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２　大清河流域５月浮游动物密度水平分布

Fig．２　ZooplanktondensitydistributionintheDaqing
RiverbasininMay

点和７ 号样点;枝角类密度为０~１７４个/L,平均

２８．９２ 个/L,最大值在 １１ 号样点,２、９、１５、１６ 和

１７号样点均未采集到;桡足类密度为０~９３个/L,
平均２１．７２个/L,最大值在１ 号样点,１０、１２和１８
号样 点 均 未 采 集 到.８ 月 轮 虫 密 度 为 ２０~
４３４０个/L,平均６１１．２个/L,其中最大值和最小值

分别在１７ 号样点和９ 号样点;枝角类密度为０~
２００个/L,平均２８个/L,最大值在１４号和１９号样

点,２、３、５、７、８、９、１０、１２、１７、１８、２０、２１和２２号样点

均未采 集 到;桡 足 类 密 度 为 ０~３４０ 个/L,平 均

７６个/L,最大值在１４ 号样点,１、３、９、１０、１２和１８
号样点均未采集到.

图３　大清河流域８月浮游动物密度水平分布

Fig．３　ZooplanktondensitydistributionintheDaqing
RiverbasininAugust

２．３　优势种

根据优势度(Y)的计算公式,大清河流域中浮

游动物的优势度见表２.大清河流域中浮游动物优

势种的数量达到１１种,按类群划分,轮虫优势种数

量最多,共有７种;其次是枝角类,共有３种;桡足类

最少,仅１种;按采样时间划分,５月和８月浮游动

物的优势种的数量均为９种,其种类组成在２个月

均为轮虫＞枝角类＞桡足类;而优势度均为桡足类

＞轮虫＞枝角类.５月和８月共同出现的优势种有

前节晶囊轮虫、壶状臂尾轮虫、萼花臂尾轮虫、角突

臂 尾 轮 虫、针 簇 多 肢 轮 虫、直 额 裸 腹 溞、近
邻 剑 水 蚤.

表２　大清河流域浮游动物优势种

Tab．２　DominantspeciesofzooplanktonintheDaqingRiverbasin

浮游动物种类 类别
优势种 优势度

５月 ８月 ５月 ８月

１ 前节晶囊轮虫Asplanchnapriodonta 轮虫 √ √ ０．１０ ０．０５
２ 壶状臂尾轮虫Brachionusurceus 轮虫 √ √ ０．０８ ０．１４

３ 萼花臂尾轮虫Brachionuscalyciflorus 轮虫 √ √ ０．０７ ０．１２

４ 蒲达臂尾轮虫Brachionusbudapestiensis 轮虫 √ ０．１９

５ 角突臂尾轮虫Brachionusangularis 轮虫 √ √ ０．０３ ０．０２

６ 花箧臂尾轮虫Brachionuscapsuliflorus 轮虫 √ ０．０３

７ 针簇多肢轮虫Polyarthratrigla 轮虫 √ √ ０．０７ ０．１１

８ 简弧象鼻溞 Bosminidaecoregoni 枝角类 √ ０．３２

９ 直额裸腹溞 Moinarectirostris 枝角类 √ √ ０．０８ ０．０３

１０ 长肢秀体溞 Diaphanosomaleuchleubergia 枝角类 √ ０．０７

１１ 近邻剑水蚤Cyclopsvicinus 桡足类 √ √ ０．９２ ０．４８

２．４　生物多样性分析及水质评价

大清河流域各采样点浮游动物多样性指数及评

价结果如表３.
大清河流域浮游动物ShannonＧWiener指数５

月０．３５~１．８３、８月０．２３~２．１８,Pielou均匀度指数

(J)５月０．０９~０．３２、８月０．０３~０．３４,丰富度指数

(D)５月０．３０~１．３９、８月０．１２~１．４４.３种指数得

出大清河流域浮游动物多样性较低.
用生物多样性指数对水质进行评价,结果可知:

轻污染的点位占比为２％,中污染占比为３６％,重污

染占比为６２％,综合显示大清河流域５月和８月均

处于中重度污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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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３　大清河流域５月和８月各采样点浮游动物多样性指数及评价

Tab．３　Zooplanktondiversityindicesandwaterqualityevaluationofeachsamplingpoint
intheDaqingRiverbasininMayandAugust

序号 采样点

５月 ８月

ShannonＧ

Wiener
评价 Margalef 评价 Pielou 评价

ShannonＧ

Wiener
评价 Margalef 评价 Pielou 评价

１ 祖村 １．５２ 中污染 ０．９２ 重污染 ０．２０ 重污染 １．５５ 中污染 ０．８０ 重污染 ０．２５ 重污染

２ 紫荆关 １．１９ 中污染 ０．６６ 重污染 ０．２６ 重污染 １．３０ 中污染 ０．８２ 重污染 ０．２７ 重污染

３ 郝家铺 １．０２ 中污染 ０．７４ 重污染 ０．１５ 重污染 ０．６８ 重污染 ０．２４ 重污染 ０．１６ 重污染

４ 北河店 ０．９６ 重污染 ０．７９ 重污染 ０．１５ 重污染 １．５９ 中污染 １．１０ 中污染 ０．２５ 重污染

５ 平王 ０．９４ 重污染 ０．６３ 重污染 ０．２０ 重污染 １．９５ 中污染 １．１３ 中污染 ０．３１ 中污染

６ 大因 １．４５ 中污染 ０．８０ 重污染 ０．２９ 重污染 １．３８ 中污染 ０．８１ 重污染 ０．２８ 重污染

７ 松山 ０．９６ 重污染 ０．６６ 重污染 ０．３１ 中污染 ０．９６ 重污染 ０．４７ 重污染 ０．２２ 重污染

８ 安州 府河 １．４２ 中污染 １．０１ 中污染 ０．２４ 重污染 １．８０ 中污染 １．１１ 中污染 ０．３３ 中污染

９ 水堡 ０．３５ 重污染 ０．３０ 重污染 ０．１１ 重污染 ０．００ 重污染 ０．００ 重污染 ０．００ 重污染

１０ 中唐梅 ０．６０ 重污染 ０．３３ 重污染 ０．２０ 重污染 ０．５６ 重污染 ０．２７ 重污染 ０．１５ 重污染

１１ 孝义河桥 ０．９５ 重污染 ０．５９ 重污染 ０．１４ 重污染 １．１７ 中污染 ０．５８ 重污染 ０．１７ 重污染

１２ 王林口 １．３７ 中污染 ０．７９ 重污染 ０．２７ 重污染 ０．６９ 重污染 ０．２４ 重污染 ０．１７ 重污染

１３ 北郭村 １．３９ 中污染 ０．９３ 重污染 ０．３２ 中污染 １．０２ 中污染 ０．８３ 重污染 ０．１７ 重污染

１４ 安里屯 ０．６８ 重污染 ０．７８ 重污染 ０．０９ 重污染 ２．１０ 轻污染 １．２１ 中污染 ０．２８ 重污染

１５ 南堤路 ０．９５ 重污染 ０．５０ 重污染 ０．１６ 重污染 １．３０ 中污染 ０．５５ 重污染 ０．２４ 重污染

１６ 大丰堆镇东 ０．８２ 重污染 ０．５６ 重污染 ０．１５ 重污染 １．１９ 中污染 ０．４６ 重污染 ０．１８ 重污染

１７ 万家码头 １．２３ 中污染 ０．９０ 重污染 ０．２２ 重污染 ０．２３ 重污染 ０．１２ 重污染 ０．０３ 重污染

１８ 安新桥 ０．９０ 重污染 ０．６３ 重污染 ０．２８ 重污染 １．６２ 中污染 ０．８１ 重污染 ０．２２ 重污染

１９ 泥李庄 １．４９ 中污染 ０．９０ 重污染 ０．２２ 重污染 ２．１８ 轻污染 １．２２ 中污染 ０．３０ 中污染

２０ 留通 １．４５ 中污染 １．３９ 中污染 ０．２０ 重污染 １．８５ 中污染 １．０７ 中污染 ０．２８ 重污染

２１ 光淀张庄 １．３２ 中污染 １．０８ 中污染 ０．１８ 重污染 １．６２ 中污染 ０．９０ 重污染 ０．２４ 重污染

２２ 王家寨 １．６１ 中污染 １．０９ 中污染 ０．２２ 重污染 １．４０ 中污染 ０．６０ 重污染 ０．２１ 重污染

２３ 圈头 １．８３ 中污染 １．３９ 中污染 ０．２８ 重污染 ２．０７ 轻污染 １．３１ 中污染 ０．３４ 中污染

２４ 采蒲台 １．６２ 中污染 １．１７ 中污染 ０．３２ 中污染 １．６８ 中污染 １．００ 中污染 ０．２８ 重污染

２５ 端村 １．５２ 中污染 １．２２ 中污染 ０．２１ 重污染 １．７０ 中污染 １．４４ 中污染 ０．２７ 重污染

２．５　浮游动物群落聚类分析

利用浮游动物的密度和生物量作为变量,利用

PRIMER６．０软件进行系统聚类.大清河流域浮游

动物聚类分析 BrayＧCurtis相似性系数为４６％,根
据Cluster分析结果,将大清河流域２个月２５个站

点分别聚为９和７个类群.从５月聚类分析(图４)
来看,１１号样点为第１类,５号样点为第２类,２４、４、

图４　大清河流域５月各采样点浮游动物聚类分析

Fig．４　Clusteranalysisofthezooplanktoncommunityin
MayintheDaqingRiverbasin

１９、３、２５、２２、２３、２０、２１、１和１２号样点为第３类;１８
号样点为第４类;７号样点为第５类,６号样点为第

６类;８、２和１３号样点为第７类,１０、９号样点为第８
类,１６、１５、１７和１４ 号样点为第９类.从８ 月聚类

分析(图５)来看２５、２０、８、２３、１４、５、２２、２１、２４、１６、１９
和１８ 号样点为第１类,１１、４和１３ 号样点为第２
类,７、２、１５和６ 号样点为第３类,１ 号样点为第４
类;１７号样点为第５类;１２和９号样点为第６类;１０

图５　大清河流域８月各采样点浮游动物聚类分析

Fig．５　Clusteranalysisofzooplanktoncommunityin
AugustintheDaqingRiverbas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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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３号样点为第７类.大清河流域聚类类群较多,
这与实际情况较为一致,大清河流域由诸多河流组

成,如以南、北拒马河、小清河等支流为主的北支白

沟河流域和以瀑河、漕河、府河等支流为主的南支赵

王河流域等,交汇于白洋淀.这些河流地理环境差

别较大,功能区的划分不同,受人为因素影响不同,
生物组成亦有不同.从聚类分析来看,除却少数河

流划分为同一类群外,作为交汇点的白洋淀其淀区

内的样点均出现在同一类群中,如５月的第３类群

和８月的第１类群.

３　讨论

大清河流域浮游动物种类和生物量均以轮虫为

主,究其原因是大清河流域水体营养水平较高,有利

于轮虫快速生长繁殖,使轮虫中的富营养种类和数

量大量增加.与北方河流相比,本研究与滦河、永定

河、沙颍河、妫水河、嫩江的浮游动物的群落结构组

成相似 (刘盼盼等,２０１８;黎 洁 等,２０１１;张 昊 等,

２０１３;林海等,２０１９),均以轮虫为主,枝角类和桡足

类种类较少.由于轮虫具有独特的孤雌生殖方式,
发育快、生命周期短,能在短期内达到很高的丰度,
并且很快适应河流中理化环境的变化,因此在河流

生态环境中浮游动物通常以轮虫为主(周淑婵,

２００７).不同的是妫水河以冠饰异尾轮虫(TrichoＧ
cercalophoessa)居多,嫩江以龟甲轮虫(Keratella)
居多,大清河、永定河和滦河则以臂尾轮虫(BraＧ
chionus)、针簇多肢轮虫为主.Sladecek(１９８３)曾利

用轮虫的指示类群作为水体的污染等级划分,其中

冠饰异尾轮多出现在贫营养水体,而龟甲轮虫、臂尾

轮虫和多肢轮虫主要出现在富营养水体.李明德

(１９９１)和陈光荣等(２００８)也认为臂尾轮虫、多肢轮

虫等数量增多是水体富营养的指示.此次研究中,
大清河流域全年轮虫的种类和生物量均以臂尾轮虫

为主,反映了大清河流域的水体全年均处于富营养

化状态.
桡足类隶属节肢动物门甲壳纲桡足亚纲,是一

群小型甲壳动物,一般营浮游生活,是淡水及海洋重

要的浮游动物之一(龚勋等,２０１９).Xie(１９９８)研究

浅水草型湖泊 扁担塘桡足类群落结构后认为,每个

水体中桡足类的优势种都非常相似地集中到少数几

个属或种,其他均为偶见种类.于洁等(２０１６)在

２０１３年调查海河流域下游天津段发现的桡足类种

类大多也为出现频率低的偶见种,出现频率高的几

乎都集中在几个优势种上,其中近邻剑水蚤在一年

四季都占优势.同时近邻剑水蚤被认为是水体富营

养化的指示种类(于洁等,２０１６).大清河流域同属

海河流域,此次调查研究的结果表明,２次调查优势

度最大的均为近邻剑水蚤,反映了大清河流域的水

体全年均处于富营养化状态.生物多样性指数越

大,表 明 水 质 越 好 (吴 卫 菊 等,２０１４).ShannonＧ
Weiner指数包含着种数和各种间个体分配均匀性２
个成分,各种 间 个 体 分 配 越 均 匀,H′值 就 越 大;

Pielou指数是群落的实测多样性与最大多样性的比

率;Margalef指数考虑的是群落物种数量和总体密

度.方慷等(２０１３)利用多个生物指数对大清河流域

保定段城市河道水质进行了分析和比较,其中通过

ShannonＧWiener指数和 Pielou指数所评价的水质

状况均为中度污染.彭艳侠(２０１５)选用ShannonＧ
Wiener、Pielou和 Margalef３种生物多样性指数分

析了府河浮游生物的多样性,初步评价水体总体呈

现中污型污染程度.邢晓光(２００７)通过ShannonＧ
Wiener指数和Pielou指数对白洋淀水体污染进行

了评价,结果显示:各采样点浮游动物 ShannonＧ
Wiener指数与 Pielou指数评价一致,与 Margalef
指数稍有不同,综合分析白洋淀水体状况处于中度

污染.从本调查的结果来看,H′值平均为１．２９、J
值平均为０．２２、D 值平均为０．８１,３种指数所评价的

水质状况基本一致,均显示２０１８年大清河流域的水

质较差.造成现状的原因可归纳为:大清河流域污

染源众多,主要是城市的污水排放、农药化肥的大量

施用以及山区采矿业和乡镇企业的污染(王秀兰等,

２０００).同时,河道周围植被不同程度的遭到破坏,
使河流的自净能力降低.因此要恢复大清河流域的

生态环境,改善水质,需建立污水处理厂,引导农民

科学种田,同时保护和改善河道周边的植被,提高水

体的自净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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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munityCharacteristicsofZooplanktoninDaqingRiverBasin

CHENJiaＧlin,YU HaiＧjun,WANGQian

(KeyLaboratoryofAquaticＧEcologyandAquacultureofTianjin,CollegeofFishery,

TianjinAgriculturalUniversity,Tianjin　３００３８４)

Abstract:DaqingRiverflowsacrossfourprovincesandthecitiesofShanxi,Hebei,BeijingandTianjin．
Withasurfaceareaof４５１３１km２,theriverplaysanimportantroleinmaintainingtheecologicalbalance
andclimateregulationofnorthernChina．Inthisstudy,wecharacterizedthezooplanktoncommunityof
DaqingRiverandevaluatedthewaterqualitybasedontheresults．Theobjectivewastoprovideascientific
basisforrestoringtheDaqingRiverecosystem．Zooplanktoninvestigationswerecarriedoutin Mayand
Augustof２０１８at２５samplingsitesintheDaqingRiverbasin,focusingonspeciescomposition,density,

dominantspeciesandcommunitydiversity．Atotalof２８zooplanktonspeciesbelongingto１８generawere
detected,withabsolutedominancebyrotifera(１６species,１０genera,５７．１４％ ofthetotalspecies),folＧ
lowedbycladocera(６species,５genera,２１．４３％)andcopepoda(４species,３genera,１４．２９％)．Therewas
notasignificantdifferenceintheaveragedensityofzooplanktonbetweenMay(６４３．０８ind/L)andAugust
(７１５．２０ind/L)．Ninespeciesweredominantduringbothinvestigations,withthedominantspeciesinthe
order,rotifera＞cladocera＞copepoda,whilethedominancedegreewasintheorder,copepoda＞rotifera＞
cladocera．ThedominantspeciesincludedAsplanvhnapriodonta,Brachionusurceus,BrachionuscalycifloＧ
rus,Polyarthratrigla,Moinarectirostris,Cyclopsvicinus．TheShannonＧWienerdiversity,PielouevenＧ
nessandMargalefrichnessindicesofthezooplanktoncommunityintheDaqingRiverbasinwereinthereＧ
spectiverangesof０．３５ １．８３,０．０９ ０．３２,０．３０ １．３９inMayand０．２３ ２．１８,０．０３ ０．３４,０．１２ １．４４in
August．Waterqualityevaluation,basedoncommunitydiversity,indicatedthat２％ofthesiteswerelightＧ
lypolluted,３６％ weremoderatelypollutedand６２％ wereheavilypolluted．Tosummarize,thepollution
levelintheDaqingRiverbasinwasatamediumtoheavylevelin２０１８．
Keywords:DaqingRiverbasin;zooplankton;diversityanalysis;communitycharacterist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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