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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２００８年４月、７月和１０月，在乌江下游彭水水库库区、坝下江段和库尾以上江段设１６个采样断面对浮游甲
壳动物进行了调查；共检出浮游甲壳动物２９属、４９种；其中，枝角类１３属、２１种，桡足类１６属、２８种；枝角类年均
密度１．８９个／Ｌ，生物量３７．７０μｇ／Ｌ，桡足类年平均密度０．７８个／Ｌ，生物量５．４９μｇ／Ｌ。浮游甲壳动物的季节变化
比较明显，种类数以春季最多，秋季最少；水平分布呈现库区种类数相对较多，库尾及以上江段种类数相对较少，

坝下江段受水库下泄水影响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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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乌江是长江右岸最大的支流，全长１０３７ｋｍ，总
落差２１２４ｍ，流域面积８７９２０ｋｍ２，于重庆涪陵注
入长江。乌江彭水水电站是开发乌江下游水资源的

骨干工程之一，坝址位于重庆市彭水县城上游

１１ｋｍ的乌江干流上，下距乌江河口涪陵１４７ｋｍ，是
乌江干流水电开发的第１０个梯级。２００８年１月彭
水水电站开始下闸蓄水后，库区水文情势发生剧烈

变化，库区江段由原来的激流河流生态系统演变为

相对静水的峡谷河道型水库生态系统。水库蓄水

后，库区水位提高、水流减缓、水滞留时间延长，导致

水体自净能力减弱，再加上淹没区土壤中营养物质

溶出和污染物扩散能力减弱等环境因子的影响，水

生生物群落也随之发生一定改变。本文通过对水库

蓄水初期乌江下游彭水库区、坝下江段和库尾以上

江段浮游甲壳动物群落结构进行调查研究，分析浮

游动物种群演替和发展趋势，为水库生态学研究提

供基础资料。

１　材料与方法

１．１　样本采集
２００８年４月、７月和１０月分别在乌江彭水水库

坝下干流江段（涪陵河口Ｇ１、武隆Ｇ２、彭水Ｇ３和坝
下Ｇ４）、库区干流（坝上 Ｇ５、鹿角 Ｇ６、洪渡 Ｇ７和龚
滩 Ｇ８）、库尾及以上干流江段（沿河 Ｇ９和思南

Ｇ１０）设置１０个采样断面，从Ｇ１～Ｇ１０依次编号；支
流设置６个采样断面，依次编号为郁江 Ｚ１、洪渡河
库湾Ｚ２、阿蓬江库湾Ｚ３、黑獭Ｚ４、坝前库湾Ｚ５和水
华区库湾Ｚ６（图１）。浮游甲壳动物定性样品用１３
号浮游生物网在水面至 ０．５ｍ的水层中反复作
“∞”形采集。河流采表层水２０Ｌ，用２５号浮游生
物网过滤，获取定量标本。库区则在表层、５ｍ、
１０ｍ、２０ｍ（或底层）分别取样共计２０Ｌ，均匀混合
后用２５号浮游生物网过滤。所有样品用４％福尔
马林固定。

１．２　样本鉴定
定性标本在实验室内通过镜检鉴定其种类，定

量标本在解剖镜下全部计数。枝角类的鉴定参照蒋

燮治和堵南山（１９７９），桡足类参照沈嘉瑞（１９７９）；
生物量按桡足类的幼体和成体 ０．００７ｍｇ／个、枝角
类０．０２ｍｇ／个计算（宋大祥，１９９４）。

图１　彭水水库浮游甲壳动物采样断面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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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结果

２．１　浮游甲壳动物种类组成与空间分布
２．１．１　种类组成　乌江下游调查区域共检出浮游

甲壳动物２９属、４９种（表１）；其中，枝角类１３属、２１
种，桡足类１６属、２８种。干流浮游甲壳动物有 ４５
种，占总数的 ９１．８４％，优势种为透明蟤 Ｄａｐｈｎｉａ
（Ｄａｐｈｎｉａ）ｈｙｌａｉｎａ、僧帽蟤Ｄａｐｈｎｉａ（Ｄａｐｈｎｉａ）ｃｕｃ

表１　彭水水库浮游甲壳动物分布
Ｔａｂ．１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ｏｆｃｒｕｓｔａｃｅａｎｚｏｏｐｌａｎｋｔｏｎｉｎＰｅｎｇｓｈｕｉＲｅｓｅｒｖｏｉｒ

浮游甲壳动物
采 样 断 面

Ｇ１ Ｇ２ Ｇ３ Ｇ４ Ｇ５ Ｇ６ Ｇ７ Ｇ８ Ｇ９Ｇ１０Ｚ１ Ｚ２ Ｚ３ Ｚ４ Ｚ５ Ｚ６
枝角类

长肢秀体蟤 Ｄｉａｐｈａｎｏｓｏｍａｌｅｕｃｈｔｅｎｂｅｒｇｉａｎｕｍ ＋ ＋ ＋ ＋ ＋ ＋ ＋ ＋ ＋ ＋
透明蟤Ｄａｐｈｎｉａ（Ｄａｐｈｎｉａ）ｈｙｌａｉｎａ ＋ ＋ ＋ ＋ ＋ ＋ ＋ ＋ ＋
僧帽蟤Ｄａｐｈｎｉａ（Ｄａｐｈｎｉａ）ｃｕｃｕｌｌａｔａ ＋ ＋ ＋ ＋ ＋ ＋ ＋ ＋ ＋ ＋ ＋ ＋ ＋
老年低额蟤Ｓｉｍｏｃｅｐｈａｌｕｓｖｅｔｕｌｕｓ ＋ ＋ ＋ ＋ ＋ ＋ ＋ ＋
方形网纹蟤Ｃｅｒｉｏｄａｐｈｎｉａｑｕａｄｒａｎｇｕｌａ ＋
耳形船卵蟤Ｓｃａｐｈｏｌｅｂｅｒｉｓａｕｒｉｔａ ＋
壳纹船卵蟤Ｓｃａｐｈｏｌｅｂｅｒｉｓｋｉｎｇｉ ＋
平突船卵蟤Ｓｃａｐｈｏｌｅｂｅｒｉｓｍｕｃｒｏｎａｔａ ＋ ＋ ＋ ＋ ＋ ＋
直额裸腹蟤Ｍｏｉｎａｒｅｃｔｉｒｏｒｓｔｒｉｓ ＋
简弧象鼻蟤Ｂｏｓｍｉｎａｃｏｒｅｇｏｎｉ ＋ ＋ ＋ ＋ ＋ ＋ ＋ ＋ ＋ ＋ ＋ ＋ ＋ ＋ ＋
长额象鼻蟤Ｂｏｓｍｉｎａｌｏｎｇｉｒｏｓｔｒｉｓ ＋ ＋ ＋ ＋ ＋ ＋ ＋ ＋ ＋ ＋ ＋ ＋ ＋
颈沟基合蟤Ｂｏｓｍｉｎｏｐｓｉｓｄｅｉｔｅｒｓｉ ＋ ＋ ＋ ＋
点滴尖额蟤Ａｌｏｎａｇｕｔｔａｔａ ＋ ＋
中型尖额蟤Ａｌｏｎａｉｎｔｅｒｍｅｄｉａ ＋ ＋ ＋
方形尖额蟤Ａｌｏｎａｑｕａｄｒａｎｇｕｌａｒｉｓ ＋ ＋
肋形尖额蟤Ａｌｏｎａｃｏｓｔａｔａ ＋ ＋ ＋ ＋
直额弯尾蟤Ｃａｍｐｔｏｃｅｒｃｕｓｒｅｃｔｉｒｏｓｔｒｉｓ ＋ ＋
镰角锐额蟤Ａｌｏｎｅｌｌａｅｘｃｉｓａ ＋ ＋ ＋
光滑平直蟤Ｐｌｅｕｒｏｘｕｓｌａｅｖｉｓ ＋ ＋
圆形盘肠蟤Ｃｈｙｄｏｒｕｓｓｐｈａｅｒｉｃｕｓ ＋
卵形盘肠蟤Ｃｈｙｄｏｒｕｓｏｖａｌｉｓ ＋ ＋ ＋
桡足类

镖水蚤Ｄｉａｐｔｏｍｉｄａｅｓｐ． ＋
右突新镖水蚤Ｎｅｏｄｉａｐｔｏｍｕｓｓｃｈｍａｃｋｅｒｉ ＋ ＋ ＋ ＋
舌状叶镖水蚤Ｐｈｙｌｌｏｄｉａｐｔｏｍｕｓｔｕｎｇｕｉｄｕｓ ＋ ＋ ＋
异足猛水蚤Ｃａｎｔｈｏｃａｍｐｔｕｓｓｐ． ＋
伊兰猛水蚤Ｅｌａｐｈｏｉｄｅｌｌａｓｐ． ＋
白色大剑水蚤ＭａｃｒｏｃｙｃｌｏｐｓａｌｂｉｄｕｓＪｕｒｉｎｅ ＋
锯缘真剑水蚤Ｅｕｃｙｃｌｏｐｓｓｅｒｒｕｌａｔｕｓ ＋ ＋ ＋
棘刺真剑水蚤Ｅｕｃｙｃｌｏｐｓｅｕａｃａｎｔｈｕｓ ＋ ＋ ＋
绿色近剑水蚤Ｔｒｏｐｏｃｙｃｌｏｐｓｐｒａｓｉｎｕｓｐｒａｓｉｎｕｓ ＋ ＋ ＋ ＋ ＋ ＋ ＋ ＋ ＋
短尾近剑水蚤Ｔｒｏｐｏｃｙｃｌｏｐｓｐｒａｓｉｎｕｓｂｒｅｖｉｒａｍｕｓ ＋ ＋
泽西近剑水蚤Ｔｒｏｐｏｃｙｃｌｏｐｓｊｅｒｓｅｙｅｎｓｉｓ ＋ ＋
近剑水蚤Ｔｒｏｐｏｃｙｃｌｏｐｓｓｐ． ＋ ＋ ＋ ＋ ＋ ＋ ＋ ＋ ＋
毛饰拟剑水蚤Ｐａｒａｃｙｃｌｏｐｓｆｉｍｂｒｉａｔｕｓ ＋
拟剑水蚤Ｐａｒａｃｙｃｌｏｐｓｓｐ． ＋ ＋ ＋ ＋ ＋ ＋ ＋ ＋ ＋ ＋
胸饰外剑水蚤Ｅｃｔｏｃｙｃｌｏｐｓｐｈａｌｅｒａｔｕｓ ＋
英勇剑水蚤Ｃｙｃｌｏｐｓｓｔｒｅｎｎｕｓ ＋ ＋ ＋ ＋ ＋ ＋ ＋ ＋ ＋
近邻剑水蚤Ｃｙｃｌｏｐｓｖｉｃｉｎｕｓｖｉｃｉｎｕｓ ＋ ＋ ＋ ＋ ＋ ＋
刺剑水蚤 Ａｃａｎｔｈｏｃｙｃｌｏｐｓｓｐ． ＋
跨立小剑水蚤Ｍｉｃｒｏｃｙｃｌｏｐｓｖａｒｉｃａｎｓ ＋ ＋ ＋ ＋ ＋ ＋ ＋ ＋ ＋ ＋
中型小剑水蚤Ｍｉｃｒｏｃｙｃｌｏｐｓｉｎｔｅｒｍｅｄｉｕｓ ＋ ＋ ＋
小型后剑水蚤Ｍｅｔａｃｙｃｌｏｐｓｍｉｎｕｔｕｓ ＋
广布中剑水蚤Ｍｅｓｏｃｙｃｌｏｐｓｌｅｕｃｋａｒｔｉ ＋ ＋ ＋ ＋ ＋ ＋ ＋ ＋
北碚中剑水蚤Ｍｅｓｏｃｙｃｌｏｐｓｐｅｈｐｅｉｅｎｓｉｓ ＋ ＋ ＋ ＋ ＋
台湾温剑水蚤Ｔｈｅｒｍｏｃｙｃｌｏｐｓｔａｉｈｏｋｕｅｎｓｉｓ ＋
短尾温剑水蚤Ｔｈｅｒｍｏｃｙｃｌｏｐｓｂｒｅｖｉｆｕｒｃａｔｕｓ ＋ ＋ ＋ ＋
蒙古温剑水蚤Ｍｅｓｏｃｙｃｌｏｐｓｍｏｎｇｏｌｉｃｕｓ ＋ ＋ ＋
虫宿温剑水蚤Ｔｈｅｒｍｏｃｙｃｌｏｐｓｖｅｒｍｉｆｅｒ ＋ ＋
透明温剑水蚤Ｔｈｅｒｍｏｃｙｃｌｏｐｓｈｙａｌｉｎｕｓ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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ｕｌｌａｔａ、简弧象鼻蟤 Ｂｏｓｍｉｎａｃｏｒｅｇｏｎｉ、长额象鼻蟤
Ｂｏｓｍｉｎａｌｏｎｇｉｒｏｓｔｒｉｓ和跨立小剑水蚤Ｍｉｃｒｏｃｙｃｌｏｐｓｖａｒ
ｉｃａｎｓ，出现频率较高的种为老年低额蟤 Ｓｉｍｏｃｅｐｈａｌｕｓ
ｖｅｔｕｌｕｓ、近剑水蚤 Ｔｒｏｐｏｃｙｃｌｏｐｓｓｐ．和拟剑水蚤 Ｐａｒａ
ｃｙｃｌｏｐｓｓｐ．；支流浮游甲壳动物有 ２９种，占总数的
５９．１８％，优势种为长肢秀体蟤Ｄｉａｐｈａｎｏｓｏｍａｌｅｕｃｈｔ
ｅｎｂｅｒｇｉａｎｕｍ、僧帽蟤、简弧象鼻蟤和绿色近剑水蚤
Ｔｒｏｐｏｃｙｃｌｏｐｓｐｒａｓｉｎｕｓｐｒａｓｉｎｕｓ，出现频率较高的种为
拟剑水蚤和英勇剑水蚤Ｃｙｃｌｏｐｓｓｔｒｅｎｎｕｓ。
２．１．２　水平分布　乌江下游干流１０个断面中，彭
水库区的库首 Ｇ５采样断面种类数最多，达２７种；
其次是库中的Ｇ６，有２２种；库尾Ｇ９种类数最少，仅
５种。支流６个采样断面种类数大小顺序依次为阿
蓬江库湾Ｚ３、水华区库湾 Ｚ６、坝前库湾 Ｚ５、洪渡河
库湾Ｚ２、郁江Ｚ１和黑獭 Ｚ４，种类数分别为１７、１６、
１４、１３、７和１种，４个支流库湾的种类数显著高于２
个仍为河流的支流，在水华区库湾出现的优势种类

主要为长额象鼻蟤和拟剑水蚤。桡足类具有与枝角

类相同的分布规律，均是库区库首种类数最多，而河

口和库尾种类较少；支流河流种类数低于支流库湾

（图２）。

图２　彭水水库浮游甲壳动物种类组成的水平分布
Ｆｉｇ．２　Ｈｏｒｉｚｏｎｔａｌ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ｃｒｕｓｔａｃｅａｎｚｏｏｐｌａｎｋｔｏｎ

ｓｐｅｃｉｅｓｃｏｍｐｏｓｔｉｏｎｉｎＰｅｎｇｓｈｕｉＲｅｓｅｒｖｏｉｒ

２．１．３　季节分布　乌江下游浮游甲壳动物种类组
成在季节分布上也存在明显差异（表２）。４月浮游
甲壳动物种类最多，达３４种；７月浮游甲壳动物种
类稍少，共２９种；１０月浮游甲壳动物种类最少，只
有１９种。枝角类和桡足类的季节分布规律基本一
致，都是春季（４月）检出种类最多。
２．２　浮游甲壳动物密度和生物量
２．２．１　水平分布　调查期间，乌江下游枝角类平均
密度 ０００～８０７个／Ｌ，平均生物量 ０．００～
１６１．３３μｇ／Ｌ。干流各采样断面平均密度和生物量
均以库首Ｇ５最高，河口Ｇ１最低；支流区则水华区

表２　彭水水库浮游甲壳动物种类组成的季节分布
Ｔａｂ．２　Ｓｅａｓｏｎａｌ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ｏｆｃｒｕｓｔａｃｅａｎｚｏｏｐｌａｎｋｔｏｎ

ｓｐｅｃｉｅｓｃｏｍｐｏｓｔｉｏｎｉｎＰｅｎｇｓｈｕｉＲｅｓｅｒｖｏｉｒ

类别 ４月 ７月 １０月

枝角类 １６ １２ ７
桡足类 １８ １７ １２
总计 ３４ ２９ １９

Ｚ６最高，坝前库湾 Ｚ５次之，其它各采样断面均较
低。桡足类平均密度变化在０．００～４．１９个／Ｌ，平
均生物量０．００～２９．３６μｇ／Ｌ。干流各采样断面平
均密度和生物量均以库中 Ｇ６最高；支流区则水华
区Ｚ６最高，其它各采样断面均较低（图３、图４）。

图３　彭水水库各采样断面浮游甲壳动物密度变化
Ｆｉｇ．３　Ｓｐａｔｉａｌ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ｓｏｆｃｒｕｓｔａｃｅａｎｚｏｏｐｌａｎｋｔｏｎ

ｄｅｎｓｉｔｙｉｎＰｅｎｇｓｈｕｉＲｅｓｅｖｏｉｒ

图４　彭水水库各采样断面浮游甲壳动物生物量变化
Ｆｉｇ．４　Ｓｐａｔｉａｌ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ｓｏｆｃｒｕｓｔａｃｅａｎｚｏｏｐｌａｎｋｔｏｎ

ｂｉｏｍａｓｓｉｎＰｅｎｇｓｈｕｉＲｅｓｅｖｏｉｒ

从图３和图４中还可以看出，从库尾以上河段
Ｇ１０顺流而下，浮游甲壳动物密度和生物量持续升
高，在彭水库区库首 Ｇ５达到最高值（分别为
８．６８个／Ｌ和１５３．６６μｇ／Ｌ），从彭水水库下泄水 Ｇ４
开始至河口Ｇ１，随着下泄库水的逐渐稀释，密度和
生物量不断下降。在支流区，水华区库湾密度和生

物量分别为１２．２６个／Ｌ和１９０．６９μｇ／Ｌ，远高于支
流其它采样断面，应该与水华区库湾水体营养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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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将彭水水库库区、坝下江段和库尾以上江段

不同区域的浮游甲壳动物的密度进行比较（图５），
库区平均密度最大，为３６．６１个／Ｌ，其次是坝下江
段，为 ６１３个／Ｌ，库尾以上江段 最 小，仅 为
０３８个／Ｌ，３个区域平均密度存在明显差异。

图５　彭水水库不同区域浮游甲壳动物密度比较
Ｆｉｇ．５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ｏｆｃｒｕｓｔａｃｅａｎｚｏｏｐｌａｎｋｔｏｎｄｅｎｓｉｔｙｉｎ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ｒｅｇｉｏｎｓｏｆＰｅｎｇｓｈｕｉＲｅｓｅｖｏｉｒ

２．２．２　季节分布　乌江下游浮游甲壳动物密度和
生物量的季节变化如表３所示。浮游甲壳动物平均
密度为２．６８ｇ／Ｌ，平均生物量为４３．１９μｇ／Ｌ。枝角
类平 均 密 度 为 １．８９个／Ｌ，平 均 生 物 量 为
３７７０μｇ／Ｌ，密度和生物量最高峰均出现在４月，最
低峰出现在１０月。桡足类平均密度为０．７８个／Ｌ，
平均生物量为５．４９μｇ／Ｌ，密度和生物量最高峰均
出现在４月，最低峰出现在７月。

３　讨论

３．１　浮游甲壳动物的群落结构特点
调查期间，在乌江下游共采集到浮游甲壳动物

４９种，其中枝角类２１种，桡足类２８种。４９种浮游
甲壳动物中，广温性世界种有 ３７种，占总数的
７５５１％，如透明蟤、长额象鼻蟤、右突新镖水蚤和广
布中剑水蚤等；嗜 暖 性 南 方 种 ９种，占 总 数 的

表３　彭水水库浮游甲壳动物密度和生物量的季节变化
Ｔａｂ．３　Ｓｅａｓｏｎａｌ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ｓｏｆｃｒｕｓｔａｃｅａｎｚｏｏｐｌａｎｋｔｏｎｄｅｎｓｉｔｙａｎｄｂｉｏｍａｓｓｉｎＰｅｎｇｓｈｕｉＲｅｓｅｒｖｏｉｒ

种类

４月 ７月 １０月
密度／

个·Ｌ－１
生物量／

μｇ·Ｌ－１
密度／

个·Ｌ－１
生物量／

μｇ·Ｌ－１
密度／

个·Ｌ－１
生物量／

μｇ·Ｌ－１

平均

密度／

个·Ｌ－１

平均

生物量／

μｇ·Ｌ－１

枝角类 ３．６４ ７０．８４ １．２３ ２６．０８ ０．８１ １６．１９ １．８９ ３７．７０
桡足类 １．５０ １０．５２ ０．１８ １．２３ ０．６８ ４．７３ ０．７８ ５．４９

浮游甲壳动物 ５．１４ ８１．３６ １．４０ ２７．３１ １．４８ ２０．９１ ２．６８ ４３．１９

１８３７％，如壳纹船卵蟤和舌状叶镖水蚤等；嗜寒性
北方种３种，占总数６．１２％，如僧帽蟤、简弧象鼻蟤
和棘刺真剑水蚤。总体来说，乌江下游浮游甲壳动

物种类组成比较复杂，其中既有栖息敞水区的浮游

性种类如圆形盘肠蟤和剑水蚤等；也有一些游泳能

力较差、喜生活于沿岸水草丛的种类，如船卵蟤和尖

额蟤等；还有一些以底栖生活为主的猛水蚤、真剑水

蚤和胸饰外剑水蚤。既有广泛分布各种营养类型水

体中的长额象鼻蟤、圆形盘肠蟤和近邻剑水蚤；也有

生活于贫营养水体的透明蟤和绿色近剑水蚤，这与

乌江下游彭水水库蓄水后形成多种生境是十分相符

合的，调查区域不再是唯一的河流生态系统，顺流而

下，河流、水库、再河流生态系统交替演变。

龙胜兴和陈椽（２００９）调查了乌江上游１１座水
库的浮游甲壳动物，发现优势种主要是一些富营养

型和重富营养型种类，如长额象鼻蟤、宽尾网纹蟤、

舌状叶镖水蚤、短刺近剑水蚤和短尾温剑水蚤等，而

位于乌江下游彭水水库的浮游甲壳动物种数比乌江

上游１１座水库的种类数要略为丰富，且优势种类构
成上既有长肢秀体蟤、僧帽蟤、简弧象鼻蟤、长额象

鼻蟤等广布种类及富营养型种类，也有绿色剑水蚤

和跨立小剑水蚤等生活在贫营养水体的种类。

与其他类似的大型山谷河流型水库相比，彭水

水库浮游甲壳动物种类也较为丰富，其种类数是大

伙房水库的２．５８倍（綦志仁等，２００４）、新丰江水
库的３．５０倍（赵帅营和韩博平，２００７）和密云水库
的４．９倍（刘静等，２００４）。有研究表明，水体营养
水平越高，浮游甲壳动物密度越高（ＰｉｎｔｏＣｏｅｌｈｏｅｔ
ａｌ，２００５）。彭水水库浮游甲壳动物平均密度为
３６６１个／Ｌ，高于大型贫营养深水水库—新丰江
（１００６ 个／Ｌ），低 于 富 营 养 型 水 库—密 云
（５３．００个／Ｌ），与中 －富营养型水库—大伙房
（３６６５个／Ｌ）十分接近，这也从某种程度上说明彭
水水库蓄水初期库区水体营养状态已经处于中－富
营养水平。

３．２　浮游甲壳动物的季节分布
浮游甲壳动物是淡水水体中浮游动物群落中的

主要类群（李慧明等，２０１１）；其群落结构不仅受生
物因子如滤食性鱼类的影响，同时还受非生物因子

如温度、水的丰度、悬浮物浓度和水文情势等影响。

本次调查中，彭水水库浮游甲壳动物春季种类数最

高，夏季次之，秋季较低，此变化规律与我国三峡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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库的调查结果相似（姚建良等，２００７；吴惠仙等，
２００９）。有研究表明，水温是影响浮游动物生长、发
育、群落组成和数量变化等极为重要的环境因子

（Ｄｕｓｓａｒｔｅｔａｌ，１９８４）；也是影响浮游动物季节分布
的一个重要因素（Ｗｏｌｆｉｎｂａｒｇｅｒ，１９９９；Ｈｏｒｎ，２００３）。
春季温度升高，适宜的水温为浮游甲壳动物的生长

繁殖提供了良好的生存条件，因此浮游甲壳动物的

种类及数量大幅度增长；然而，过高或过低的水温均

会导致一部分种类滞育，从而影响此时期内出现浮

游甲壳动物种类的多少。夏季，随着水温的进一步

升高，浮游甲壳动物种群达到高峰后会出现一个自

我调节过程，再加之夏季水量较大，流速加快，其种

类数量不再明显增加；反之，秋季水温开始降低，适

宜生存的种类进一步减少。调查期间，乌江下游７
月水温最高，４月水温高于１０月，正好与前述研究
结果一致。

３．３　浮游甲壳动物的水平分布
彭水水库蓄水后，乌江下游浮游甲壳动物种类、

密度和生物量水平分布不均匀，这种不均匀性与干

流纵轴上的水体生态系统状态密切相关。库首的

Ｇ５和 Ｇ６，不但种类数多，生物量也高，其可能原因
是库首水域水面宽阔平静，水流缓慢，水体透明度

高，淹没区城镇农田较多，藻类密度高，适宜浮游甲

壳动物生存；库中 Ｇ７和 Ｇ８的种类数分别是１５种
和１２种，生物量也低于库首区，这可能与此区处于
库首与库尾的过渡区、水体流速缓慢、但水流挟沙能

力高于库首区有关；库尾以上干流 Ｇ９和 Ｇ１０由于
处于河流状态，水流较急，水体滞留时间短，因此种

类数较少，生物量也小。彭水水库坝下干流区域，其

种类数和生物量仅低于水库库区；水库蓄水运行后，

坝下河段的水文情势和水质等受水库调度及下泄水

影响，致使坝下河段浮游甲壳动物的群落结构发生

变化。建坝对坝下近坝处河段浮游动物的影响最为

明显，其浮游甲壳动物种类和水库内的水平相差不

大，而距大坝越远，水库下泄水的影响越弱，因此，从

大坝至河口的１４７ｋｍ的河段，浮游甲壳动物种类、
密度及生物量均呈下降趋势。

库区坝前库湾和水华区库湾水生态环境基本相

似，２个断面种类数差不多，但是水华区密度和生物
量远高于坝前库湾，甚至高于库首区，这应与水华区

水体营养水平及藻类密度较高有关，富营养化会使

物种多样性有所下降，某些耐受高营养性的种类及

数量会显著增多（姚俊杰等，２００９）；库中区域有阿
蓬江支流形成的库湾，其种类数也高于库中干流区，

高达１７种，属于支流库湾中种类最多的断面，究其
原因，应该与阿蓬江库湾淹没区水生植被丰富、生境

较复杂有关。库湾以上支流黑獭河以及水库坝下区

域郁江支流水流都较急，不适宜浮游甲壳动物生活，

其种类均低于干流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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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４２０１１年第５期　　　　　　　　陈明秀等，彭水水库蓄水初期乌江下游浮游甲壳动物群落结构特征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ｓｏｆ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ｏｆｔｈｅＣｒｕｓｔａｃｅａｎＺｏｏｐｌａｎｋｔｏｎｉｎＮｅｗｌ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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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Ｓｕｒｖｅｒｙｓｏｎｔｈｅｃｒｕｓｔａｃｅａｎｚｏｏｐｌａｎｋｔｏｎ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ｉｅｓｉｎｔｈｅＰｅｎｇｓｈｕｉＲｅｓｅｒｖｏｉｒｗｅｒｅｃａｒｒｉｅｄｏｕｔｉｎＡｐｒｉｌ，
Ｊｕｌｙ，ａｎｄＯｃｔｏｂｅｒｏｆ２００８．Ｔｈｅｒｅｗｅｒｅ４９ｓｐｅｃｉｅｓｉｎ２９ｇｅｎｅｒａｏｆｃｒｕｓｔａｃｅａｎｚｏｏｐｌａｎｋｔｏｎｉｎｔｈｅｔｈｅＰｅｎｇｓｈｕｉＲｅ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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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ｇｅｂｉｏｍａｓｓｗｅｒｅ３７．７０μｇ／Ｌａｎｄ５．４９μｇ／Ｌ，ｒｅ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ｌｙ．Ｗｉｔｈｔｈｅｓｅａｓｏｎｃｈａｎｇｅｓｃｒｕｓｔａｃｅａｎｚｏｏｐｌａｎｋｔｏｎｅｘ
ｐｅｒｉｅｎｃｅｓｏｂｖｉｏｕｓ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ｏｎｓ．Ｔｈｅｒｅｗｅｒｅｔｈｅｍｏｓｔｓｐｅｃｉｅｓｉｎｓｐｒｉｎｇａｎｄｔｈｅｌｅａｓｔｉｎａｕｔｕｍｎ．Ａｓｆｏｒｔｈｅｈｏｒｉｚｏｎｔａｌ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ｍｏｒｅｃｒｕｓｔａｃｅａｎｚｏｏｐｌａｎｋｔｏｎｉｎｔｈｅＰｅｎｇｓｈｕｉＲｅｓｅｒｖｏｉｒｒｅｇｉｏｎｗｅｒｅｆｏｕｎｄ，ａｎｄｒｅｌａｔｉｖｅｌｙｌｅｓｓｉｎｔｈｅ
ｒｅｓｅｒｖｏｉｒｅｎｄａｎｄｄｏｗｎｓｔｒｅａｍｆｌｏｗｏｆｔｈｅＰｅｎｇｓｈｕｉＲｅｓｅｒｖｏｉｒ．Ｔｈｅｓｐｅｃｉｅｓｎｕｍｂｅｒｏｆｔｈｅｃｒｕｓｔａｃｅａｎｚｏｏｐｌａｎｋｔｏｎｉｎ
ＷｕｊｉａｎｇＲｉｖｅｒｂｅｌｏｗＰｅｎｇｓｈｕｉｄａｍｗａｓａｆｆｅｃｔｅｄ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ｌｙｂｙｒｅｓｅｒｖｏｉｒｓｌｕｉｃｉｎｇ．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ｃｒｕｓｔａｃｅａｎｚｏｏｐｌａｎｋｔｏｎ；ＰｅｎｇｓｈｕｉＲｅｓｅｒｖｏｉｒ；ＷｕｊｉａｎｇＲｉｖｅｒ；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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