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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２００６年７月至２００７年６月对太湖贡湖湾大型浮游动物群落结构的季节变化进行了研究，共鉴定出大型浮
游动物３５种，年均密度为 ４６７个／Ｌ，年均生物量为１．７２６ｍｇ／Ｌ。贡湖湾大型浮游动物优势种为针簇多肢轮虫
（Ｐｏｌｙａｒｔｈｒａｔｒｉｇｌａ）和萼花臂尾轮虫 （Ｂｒａｃｈｉｏｎｕｓｃａｌｙｃｉｆｌｏｒｕｓ）；其中，针簇多肢轮虫年均密度为９９个／Ｌ，占大型浮
游动物总数量的２２％，萼花臂尾轮虫年均密度为４９个／Ｌ，占大型浮游动物总数量的１１％。相关分析表明，轮虫
数量与颗粒悬浮物浓度（ｒ＝－０．６０３，Ｐ＜０．０５）和桡足类生物量（ｒ＝－０．６７０，Ｐ＜０．０５）呈显著负相关；枝角类数
量与轮虫生物量（ｒ＝－０．６０６，Ｐ＜０．０５）显著负相关；桡足类数量与水温（ｒ＝０．５９６，Ｐ＜０．０５）和总磷（ｒ＝０．５９６，
Ｐ＜０．０５）呈显著正相关性，与枝角类生物量（ｒ＝０．７７６，Ｐ＜０．０１）极显著正相关。
关键词：太湖；贡湖湾；大型浮游动物；群落结构

中图分类号：Ｑ１４５　　文献标志码：Ａ　　文章编号：１６７４－３０７５（２０１２）０１－００４７－０６

　　太湖是我国五大淡水湖泊之一，从２０世纪７０
年代末、８０年代初开始，富营养化日趋严重。贡湖
湾是太湖东北部一个较大的湖湾，为沉水植物控制

的草型湖区（Ｑｉｎ，２００８）。野外调查观测显示，随着
近年来贡湖湾水体富营养化加剧，其北部大片水草

区的沉水植物群落在２００６年基本消失，只剩下零星
的马来眼子菜（朱广伟，２００８）。贡湖湾水生植物群
落的大面积消失必然引起水生态系统内其它生物群

落结构的变化，国内外有关太湖贡湖湾浮游动物群

落对湖泊富营养化响应的研究很少（杨桂军等，

２００８ａ）。本研究对贡湖湾大型浮游动物的种类组
成、数量分布进行了为期１年的调查，旨在了解贡湖
湾大型浮游动物的群落结构特征及湖泊富营养化对

其群落结构的影响。

１　材料与方法

１．１　采样点设置
贡湖湾是太湖北部一个湖湾，面积约 １５０ｋｍ２，

平均水深为 １．８ｍ。２００６年７月至２００７年６月，在
太湖贡湖湾布设１个采样点，进行大型浮游动物和
水体理化因子的现场调查。采样点布设如图１。采

样点定点采用Ｇａｒｍｉｎ公司生产的 ＧＰＳＬ２型全球卫
星定位系统。

图１　采样站位示意
Ｆｉｇ．１　Ｍａｐｏｆｓａｍｐｌｉｎｇｓｉｔｅｓ

１．２　样品采集与处理
每月采集１次样品。用长２ｍ的柱状采水器取

５Ｌ湖水，然后用４８μｍ滤网过滤，并将大型浮游动
物装入５０ｍＬ的方形塑料瓶中，共取２次。第１次
作定性分析，保存活体；第２次作定量分析，立即加
入４％的甲醛，并摇匀。每次采３个重复样。用柱
状采水器采集湖水５００ｍＬ带回实验室，按照《湖泊
富营养化调查规范》中的方法（金相灿和屠清瑛，

１９９０）分析水化指标 （ＴＮ和 ＴＰ），测定叶绿素 ａ浓
度。

１．３　大型浮游动物计数
轮虫种类的鉴定参照王家辑（１９６１）和诸葛燕

（１９９７），并在显微镜下进行分类与计数。浮游甲壳



动物种类的鉴定参照沈嘉端（１９７９）、蒋燮治和堵南
山（１９７９），并在显微镜下进行分类与计数。在种群
密度很高时，用分小样的方法抽样计数；具体步骤是

把采得的样品 ５０ｍＬ充分摇匀后用宽口吸管吸取
５ｍＬ，注入大型浮游动物计数框中，计数３片，取其
平均值，然后乘以稀释的倍数以获得单位体积中的

数量。

１．４　生物量计算
每一种大型浮游动物测量至少３０个个体，桡足

类的体积由相近的几何形状换算成生物量（陈雪梅

１９８１）；枝角类的生物量根据体长 －体重回归方程
换算（黄祥飞和胡春英，１９８６）。轮虫生物量按照章
宗涉和黄祥飞（１９９１）的方法算出体积，所有大型浮
游动物按密度１ｍｇ／ｍｍ３进行换算。本文中的生物
量均为湿重。

１．５　统计分析
对太湖贡湖湾大型浮游动物数量和生物量与环

境因子进行相关分析。除了温度以外，所有的数据

都进行对数转换以满足统计的要求。相关分析使用

ＳＰＳＳ１２．０软件进行处理。

２　结果

２．１　理化条件
太湖贡湖湾年均水温为１８．６℃，最高２９．６℃，

最低 ５．１℃（图 ２Ａ）。叶绿素 ａ浓度年平均为
１３．０２μｇ／Ｌ，最 高 出 现 在 ８ 月 份，浓 度 为
２６．７８μｇ／Ｌ，最低叶绿素 ａ浓度出现在１２月份，其
值为 ３１９μｇ／Ｌ（图 ２Ｂ）。总氮和总磷年均值为

３．０ｍｇ／Ｌ和０．１０８ｍｇ／Ｌ，其季节变化情况如图 ２Ｃ
和图２Ｄ所示。
２．２　大型浮游动物种类组成

整个调查期间，太湖贡湖湾共鉴定出３５种大型
浮游动物；其中，桡足类６种，枝角类８种，轮虫２１
种（表１）。
２．３　大型浮游动物数量的季节变化

贡湖湾大型浮游动物的年均密度为４６７个／Ｌ；
其中，轮虫、枝角类和桡足类数量占总大型浮游动物

数量的比重明显不同，轮虫年均密度为３３８个／Ｌ，其
占总大型浮游动物数量的７２．４％。在贡湖湾，枝角
类和桡足类占总大型浮游动物数量的比重较小，分

别为９．５％和１８．１％（图３Ａ）。
贡湖湾大型浮游动物数量在大部分时间里以轮

虫占优势，其季节变化如图４所示。除了３、４、７、１１
月以外，其他月份都以轮虫占优势。在贡湖湾，大型

浮游动物最高密度出现在 ２００７年 ２月，密度为
１０２５个／Ｌ，其中轮虫密度达１０１６个／Ｌ。大型浮游
动物最低密度出现在 ２００７年 ３月，密度仅为
１２１个／Ｌ（图４Ａ）。
２．４　大型浮游动物生物量

贡湖 湾 大 型 浮 游 动 物 年 均 生 物 量 为

１．７２６ｍｇ／Ｌ。轮虫在数量上占绝对优势，然而由于
轮虫个体比较小，生物量相对就小。轮虫、枝角类和

桡足类生物量分别为０６８８、０４７２和０．５６６ｍｇ／Ｌ，
其所占大型浮游动物总生物量比例分别为３９．９％、
２７．３％和３２．８％（图３Ｂ）。

图２　贡湖湾２００６０７－２００７０６水温（Ａ）、叶绿素ａ（Ｂ）、总氮（Ｃ）和总磷（Ｄ）的周年变化
Ｆｉｇ．２　Ａｎｎｕａｌｓｅａｓｏｎａｌ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ｏｆｗａｔｅｒ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Ａ），Ｃｈｌａ（Ｂ），ｔｏｔａｌｎｉｔｒｏｇｅｎ（Ｃ）ａｎｄｔｏｔａｌ

ｐｈｏｓｐｈｏｒｕｓ（Ｄ）ｉｎＧｏｎｇｈｕＢａｙｄｕｒｉｎｇＪｕｌ．２００６－Ｊｕｎ．２００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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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　贡湖湾浮游动物种类（２００６０７－２００７０６）
Ｔａｂ．１　ＬｉｓｔｏｆｍａｃｒｏｚｏｏｐｌａｎｋｔｏｎｓｐｅｃｉｅｓｉｎＧｏｎｇｈｕＢａｙｄｕｒｉｎｇＪｕｌ．２００６－Ｊｕｎ．２００７

桡足类 Ｃｏｐｅｐｏｄａ 角突网纹蟤 Ｃｅｒｉｏｄａｐｈｎｉａｃｏｒｎｕｔａ 螺旋龟甲轮虫 Ｋｅｒａｔｅｌｌａｃｏｃｈｌｅａｒｉｓ

英勇剑水蚤 Ｃｙｃｌｏｐｓｓｔｒｅｎｎｕｓ 多刺裸腹蟤 Ｍｏｉｎａｍａｃｒｏｃｏｐａｓｔｒａｕｓ 矩形龟甲轮虫 Ｋｅｒａｔｅｌｌａｑｕａｄｒａｔａ
跨立小剑水蚤 Ｍｉｃｒｏｃｙｃｌｏｐｓｖａｒｉｃａｎｓ 矩形尖额蟤 Ａｌｏｎａｒｅｃｔａｎｇｕｌａ 曲腿龟甲轮虫 Ｋｅｒａｔｅｌｌａｖａｌｇａ
中剑水蚤 Ｍｅｓｏｃｙｃｌｏｐｓｓｐ． 轮虫 Ｒｏｔｉｆｅｒａ 长三肢轮虫 Ｆｉｌｉｎｉａｌｏｎｇｉｓｅｔａ
指状许水蚤 Ｓｃｈｍａｃｋｅｒｉａｉｎｏｐｉｎｕｓ 尾突臂尾轮虫 Ｂｒａｃｈｉｏｎｕｓｃａｕｄａｔｕｓ 梳状疣毛轮虫 Ｓｙｎｃｈａｅｔａｐｅｃｔｉｎａｔａ
中华窄腹剑水蚤 Ｌｉｍｎｏｉｔｈｏｎａｓｉｎｅｎｓｉｓ 角突臂尾轮虫 Ｂｒａｃｈｉｏｎｕｓａｎｇｕｌａｒｉｓ 细异尾轮虫 Ｔｒｉｃｈｏｃｅｒｃａｇｒａｃｉｌｉｓ
汤匙华哲水蚤 Ｓｉｎｏｃａｌａｎｕｓｄｏｒｒｉｉ 萼花臂尾轮虫 ＢｒａｃｈｉｏｎｕｓＣａｌｙｃｉｆｌｏｒｕｓ 针簇多肢轮虫 Ｐｏｌｙａｒｔｈｒａｔｒｉｇｌａ
枝角类 Ｃｌａｄｏｃｅｒａ 裂足臂尾轮虫 Ｂｒａｃｈｉｏｎｕｓｄｉｖｅｒｓｉｃｏｒｎｉｓ 义角聚花轮虫 Ｃｏｎｏｃｈｉｌｕｓｄｏｓｓｕａｒｉｕｓ
透明蟤 Ｄａｐｈｎｉａｈｙａｌｉｎａ 剪形臂尾轮虫 Ｂｒａｃｈｉｏｎｕｓｆａｒｆｉｃｕｌａ 大肚须足轮虫 Ｅｕｅｈｌａｌｎｓｄｉｌａｔａｔａ
僧帽蟤 Ｄａｐｈｎｉａｃｕｃｕｌｌａｔａ 镰形臂尾轮虫 Ｂｒａｃｈｉｏｎｕｓｆａｌｃａｔｕｓ 真足哈林轮虫 Ｈａｒｒｉｎｇｉａｃｕｐｏｄａ
长刺蟤 Ｄａｐｈｎｉａｌｏｎｇｉｓｐｉｎａ 蒲达臂尾轮虫 Ｂｒａｃｈｉｏｎｕｓｂｕｄａｐｅｓｔｉｅｎｓｉｓ 没尾无柄轮虫 Ａｓｃｏｍｏｒｐｈａｅｃａｕｄｉｓ
长额象鼻蟤 Ｂｏｓｍｉｎａｌｏｎｇｉｒｏｓｔｒｉｓ 壶状臂尾轮虫 Ｂｒａｃｈｉｏｎｕｓｕｒｃｅｕｓ 郝氏皱甲轮虫 Ｐｌｏｅｓｏｍａｈｕｄｓｏｎｉ
短尾秀体蟤 Ｄｉａｐｈａｎｏｓｏｍａｂｒａｃｈｙｕｒｕｍ 卜氏晶囊轮虫 Ａｓｐｌａｎｃｈｎａｂｒｉｇｈｔｗｅｌｌｉ

图３　贡湖湾２００６０７－２００７０６浮游动物年均数量（Ａ）和生物量（Ｂ）
Ｆｉｇ．３　Ａｎｎｕａｌａｖｅｒａｇｅｎｕｍｂｅｒ（Ａ）ａｎｄｂｉｏｍａｓｓ（Ｂ）ｏｆｍａｃｒｏｚｏｏｐｌａｎｋｔｏｎｉｎＧｏｎｇｈｕＢａｙ

ｄｕｒｉｎｇＪｕｌ．２００６－Ｊｕｎ．２００７

　　贡湖湾大型浮游动物生物量的季节变化同大型
浮游动物数量的季节变化类似，即秋季和冬季以轮

虫占优势。其季节变化如图４Ｂ所示，除了３、４、７、
８、１１月以外，其他月份都以轮虫占优势。在贡湖
湾，大型浮游动物最高生物量出现在２００６年７月，
为３．５５ｍｇ／Ｌ，其中枝角类生物量为２．３３１ｍｇ／Ｌ；最
低密度值出现在 ２００６年 １２月，仅为 ０．３０１ｍｇ／Ｌ
（图４Ｂ）。
２．５　大型浮游动物优势种

在贡湖湾，大型浮游动物优势种为针簇多肢轮

虫（Ｐｏｌｙａｒｔｈｒａｔｒｉｇｌａ）和萼花臂尾轮虫（Ｂｒａｃｈｉｏｎｕｓ
Ｃａｌｙｃｉｆｌｏｒｕｓ）；其中，针簇多肢轮虫年均密度为
９９个／Ｌ，占大型浮游动物总数量的２２％；萼花臂尾
轮虫年均密度为４９个／Ｌ，占大型浮游动物总数量的
１１％（图５）。针簇多肢轮虫最高密度出现在２００７
年２月，为６９７个／Ｌ；萼花臂尾轮虫最高密度出现在
２００７年 ５月，为 ２００个／Ｌ。长额象鼻蟤（Ｂｏｓｍｉｎａ
ｌｏｎｇｉｒｏｓｔｒｉｓ）是枝角类中年均密度最高的种类，其年
均密度为３２个／Ｌ，最高密度出现在２００６年７月份，
为１９２个／Ｌ（图６）。

图４　贡湖湾２００６０７－２００７０６浮游动物数量（Ａ）和生物量（Ｂ）的周年变化
Ｆｉｇ．４　Ａｎｎｕａｌｓｅａｓｏｎａｌ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ｏｆｍａｃｒｏｚｏｏｐｌａｎｋｔｏｎｎｕｍｂｅｒ（Ａ）ａｎｄｂｉｏｍａｓｓ（Ｂ）ｉｎ

ＧｏｎｇｈｕＢａｙｄｕｒｉｎｇＪｕｌ．２００６－Ｊｕｎ．２００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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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５　贡湖湾２００６０７－２００７０６浮游
动物优势种比例

Ｆｉｇ．５　Ｔｈｅｐｅｒｃｅｎｔａｇｅｏｆｔｈｅｄｏｍｉｎａｎｔｓｐｅｃｉｅｓｏｆ
ｍａｃｒｏｚｏｏｐｌａｎｋｔｏｎｉｎＧｏｎｇｈｕＢａｙ
ｄｕｒｉｎｇＪｕｌ．２００６－Ｊｕｎ．２００７

图６　贡湖湾２００６０７－２００７０６浮游
动物主要种的数量变化

Ｆｉｇ．６　Ｔｈｅｓｅａｓｏｎａｌ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ｏｆａｂｕｎｄａｎｃｅｏｆ
ｍａｃｒｏｚｏｏｐｌａｎｋｔｏｎｄｏｍｉｎａｎｔｓｐｅｃｉｅｓｉｎＧｏｎｇｈｕ

ＢａｙｄｕｒｉｎｇＪｕｌ．２００６－Ｊｕｎ．２００７

２．６　浮游动物密度和生物量与理化指标相关分析
Ｐｅａｒｓｏｎ相关分析表明，轮虫数量与颗粒悬浮物

浓度显著负相关（ｒ＝０．６０３，Ｐ＜０．０５），与桡足类生
物量也显著负相关（ｒ＝０．６７０，Ｐ＜０．０５）；枝角类数
量与桡足类数量和桡足类生物量极显著正相关

（ｒ＝０．７９９，Ｐ＜００１；ｒ＝０８０３，Ｐ＜０．０１），而与轮虫
生物量显著负相关（ｒ＝０．６０６，Ｐ＜０．０５）；桡足类数
量与水温和总磷显著正相关性（相关系数均为

ｒ＝０．５９６，Ｐ＜０．０５），桡足类数量和枝角类生物量极
显著正相关（ｒ＝０．７７６，Ｐ＜０．０１）。详见表２。

３　讨论

本研究从２００６年７月至２００７年６月对太湖贡
湖湾大型浮游动物进行了１周年的调查。研究结果
表明，贡湖湾大型浮游动物以轮虫为优势类群，其不

仅在年均数量上占优势，而且在１周年中的大部分
月份占优势。可能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表２　大型浮游动物数量与生物和非生物因子的相关分析

Ｔａｂ．２　Ｐｅａｒｓｏｎ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ｂｅｔｗｅｅｎａｂｕｎｄａｎｃｅｏｆ

ｍａｃｒｏｚｏｏｐｌａｎｋｔｏｎａｎｄｂｉｏｔｉｃａｎｄａｂｉｏｔｉｃｆａｃｔｏｒｓ

项目 轮虫数量 枝角类数量 桡足类数量

轮虫数量 １ ０．５２１ ０．４７５
枝角类数量 ０．５２１ １ ０．７９９

桡足类数量 ０．４７５ ０．７９９ １
总氮 ０．３０５ ０．０６５ ０．０９４
总磷 ０．１０５ ０．３１４ ０．５９６

水温 ０．１１８ ０．４１６ ０．５９６

氨氮 ０．３５０ ０．５５９ ０．４５１
透明度 ０．５６０ ０．３８３ ０．４５５
叶绿素ａ ０．０８４ ０．２０８ ０．４３９
颗粒悬浮物 ０．６０３ ０．３９４ ０．３９３
轮虫生物量 ０．８１１ ０．６０６ ０．４２６
枝角类生物量 ０．５７５ ０．９２２ ０．７７６

桡足类生物量 ０．６７０ ０．８０３ ０．８８７

溶解氧 ０．２３５ ０．３０４ ０．４０６
Ｋ＋ ０．１８７ ０．３０４ ０．５２０
Ｎａ＋ ０．３８７ ０．４１７ ０．４１８
Ｃａ２＋ ０．３２８ ０．２４１ ０．２１５
Ｍｇ２＋ ０．３２１ ０．１８１ ０．２８２

　　注：Ｐ＜０．０５，Ｐ＜０．０１

３．１　鱼类捕食压力对浮游动物的影响
鱼类捕食是影响浮游动物群落结构的重要因素

之一，其结果通常使小型浮游甲壳动物和轮虫在浮

游动物群落中占优势（Ｋｏｒｐｏｎａｉｌｅｔａｌ，１９９７；Ｘｉｅ＆
Ｙａｎｇ，２０００；Ｙａｎｇｅｔａｌ，２００５）。有研究表明，鲚
（Ｃｏｉｌｉａｅｃｔｅｎｅｓｔａｉｈｕｅｎｓｉｓ）在太湖２００２年总渔获量中
占６４％，表明鲚是太湖的优势鱼类（刘恩生等，
２００５）；而鲚主要以大型浮游动物为食物（刘恩生
等，２００７）。水生植物可以作为大型浮游动物躲避
鱼类捕食的避难所（Ｊｅｐｐｅｓｅｎｅｔａｌ，１９９８；Ｓｃｈｅｆｆｅｒ，
１９９９；Ｒｙｓｚａｒｄｅｔａｌ，２００５）；然而野外观测显示，贡湖
湾北部构成大片水草区的沉水植物群落在２００６年
基本消失，只剩下零星的马来眼子菜（朱广伟，

２００８）；大面积水生植物的消失大大增加了大型浮
游动物被鱼类捕食的机率。鲚对大型浮游动物的摄

食压力可能是太湖贡湖湾小型浮游动物（如针簇多

肢轮虫、萼花臂尾轮虫）成为优势种的重要原因。

３．２　浮游动物种群之间的竞争
影响浮游动物群落结构的因素很多，其中重要

因素包括不同浮游动物类群间的抑制和竞争，如大

型浮游甲壳动物对轮虫的抑制作用。其抑制作用主

要有２种形式，一是通过食物竞争，大型蟤类对食物
的滤食能力比轮虫强，轮虫在竞争中处于劣势；其次

是机械损伤，当轮虫进入大型蟤类的胸肢之间后会

受到损伤，有些桡足类甚至会直接摄食轮虫（Ｃｏｕｃ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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ｅｔａｌ，１９９９）。研究表明，在大型蟤类（≥１．２ｍｍ）和
桡足类存在的情况下，即使食物资源很丰富，轮虫通

常不会在淡水浮游动物群落中占优势（Ｌａｉｒ，１９９０；
Ｐａｃｅｅｔａｌ，１９９８；Ｙｏｓｈｉｄａｅｔａｌ，２０００）。本次研究中，
贡湖湾浮游甲壳动物的年均密度为１２８个／Ｌ，而同
期在太湖的梅梁湾，浮游甲壳动物的年均密度为

２９５个／Ｌ（杨桂军等，２００８ｂ）；相比较而言，在贡湖湾
浮游甲壳动物对轮虫的抑制能力要小。相关分析表

明，枝角类数量与轮虫生物量呈显著负相关

（ｒ＝０．６０６，Ｐ＜０．０５）（表２）；故大型浮游甲壳动物
对轮虫的抑制作用小可能也贡湖湾轮虫成为优势类

群的重要原因之一。

综上所述，轮虫是贡湖湾大型浮游动物的优势

类群；鱼类的捕食压力和大型浮游甲壳动物的抑制

影响可能是导致贡湖湾轮虫占优势的主要原因。

志谢：野外采样和实验室工作得到了王洪艳、李

宽意、陈非洲、秦奎梅、邓建明、王媛媛的大力协助，

在此表示衷心的感谢！同时感谢中国科学院南京地

理与湖泊研究所太湖湖泊生态系统研究站提供水体

理化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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ｓｔｏｃｋｉｎｇｏｎｔｈｅｚｏｏｐｌａｎｋｔｏｎ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ｉｎａｓｈａｌ
ｌｏｗｌａｋｅｉｎＣｈｉｎａ［Ｊ］．Ｆｉｓｈｅｒｉｅｓ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Ｅｃｏｌｏｇｙ，
１２（２）：８１－８９．

ＹｏｓｈｉｄａＴ，ＢａｎＳ，ＴａｋｅｎｏｕｃｈｉＴ，ｅｔａｌ．２０００．Ｔｏｐｄｏｗｎｃｏｎｔｒｏｌ
ｏｆ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ｄｙｎａｍｉｃｓｏｆｔｈｅｄｏｍｉｎａｎｔｒｏｔｉｆｅｒｓｉｎｔｗｏｍｅ
ｓｏｔｒｏｐｈｉｃＬａｋｅｓｉｎＨｏｋｋａｉｄｏ，Ｊａｐａｎ［Ｊ］．ＡｒｃｈｉｖｆüｒＨｙｄｒｏ
ｂｉｏｌｏｇｉｅ，１４８：４８１－４９８．

（责任编辑　万月华）

１５２０１２年第１期　　　　　　　　　钟春妮等，太湖贡湖湾大型浮游动物群落结构的季节变化



Ｓｅａｓｏｎａｌ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ｓｏｆＭａｃｒｏｚｏｏｐｌａｎｋｔｏｎ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ｉｎＧｏｎｇｈｕＢａｙｏｆＬａｋｅＴａｉｈｕ

ＺＨＯＮＧＣｈｕｎｎｉ１，ＹＡＮＧＧｕｉｊｕｎ２，ＧＡＯＹｉｎｇｈａｉ２，ＷＡＮＧＬｉｊｕｎ２

（１．ＷｕｘｉＴａｉｈｕＬａｋｅ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Ｃｏ．，Ｌｔｄ．，Ｗｕｘｉ　２１４０１６，Ｃｈｉｎａ；
２．Ｓｃｈｏｏｌｏｆ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ｎｄＣｉｖｉｌ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Ｊｉａｎｇｎａｎ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２１４１２２，Ｃｈｉｎ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Ａｓｔｕｄｙｏｎｓｅａｓｏｎａｌ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ｓｏｆｍａｃｒｏｚｏｏｐｌａｎｋｔｏｎ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ｉｎＧｏｎｇｈｕＢａｙｉｎＬａｋｅＴａｉｈｕ，ｗａｓｃｏｎ
ｄｕｃｔｅｄｆｒｏｍＪｕｌ．２００６ｔｏＪｕｎ．２００７．ＴｈｉｒｔｙｆｉｖｅｍａｃｒｏｚｏｏｐｌａｎｋｔｏｎｓｐｅｃｉｅｓｗｅｒｅｉｄｅｎｔｉｆｉｅｄｉｎＧｏｎｇｈｕＢａｙｒｅｓｐｅｃ
ｔｉｖｅｌｙ．Ｔｈｅａｎｎｕａｌａｖｅｒａｇｅｄｅｎｓｉｔｙａｎｄｂｉｏｍａｓｓｏｆｍａｃｒｏｚｏｏｐｌａｎｋｔｏｎｗｅｒｅ４６７ｉｎｄ／Ｌａｎｄ１．７２６ｍｇ／ＬｉｎＧｏｎｇｈｕ
Ｂａｙｒｅ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ｌｙ．ＩｎＧｏｎｇｈｕＢａｙ，Ｐｏｌｙａｒｔｈｒａｔｒｉｇｌａｗａｓｄｏｍｉｎａｎｔｓｐｅｃｉｅｓ，ｗｉｔｈａｎｎｕａｌａｖｅｒａｇｅｄｅｎｓｉｔｙ９９ｉｎｄ／Ｌ，
ｃｏ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ｎｇ２２％ ｏｆｔｈｅｔｏｔａｌｍａｃｒｏｚｏｏｐｌａｎｋｔｏｎ；Ｂｒａｃｈｉｏｎｕｓｃａｌｙｃｉｆｌｏｒｕｓｗａｓａｌｓｏｄｏｍｉｎａｎｔｓｐｅｃｉｅｓ，ｗｉｔｈａｎｎｕａｌａｖ
ｅｒａｇｅｄｅｎｓｉｔｙ４９ｉｎｄ／Ｌ，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ｉｎｇ１１％ ｏｆｔｈｅｔｏｔａｌｍａｃｒｏｚｏｏｐｌａｎｋｔｏｎ．Ｔｈｅ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ｉｎｄｉｃａｔｅｄｔｈａｔ
ｔｈｅｒｅｗｅｒｅ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ｎｅｇａｔｉｖｅ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ｂｅｔｗｅｅｎｔｈｅａｂｕｎｄａｎｃｅｏｆｒｏｔｉｆｅｒａｎｄｃｏｎｃｅｎｔｒａｔｉｏｎｏｆｓｕｓｐｅｎｄｅｄｓｏｌｉｄｓ
（ｒ＝０．６０３，Ｐ＜０．０５）ａｎｄｂｅｔｗｅｅｎｔｈｅａｂｕｎｄａｎｃｅｏｆｒｏｔｉｆｅｒａｎｄｔｈｅｂｉｏｍａｓｓｏｆｃｏｐｅｐｏｄ（ｒ＝０．６７０，Ｐ＜０．０５）；
ｔｈｅａｂｕｎｄａｎｃｅｏｆｃｌａｄｏｃｅｒａｎｗａｓｎｏｔａｂｌｙｎｅｇａｔｉｖｅｌｙｒｅｌａｔｅｄｔｏｔｈｅｂｉｏｍａｓｓｏｆｒｏｔｉｆｅｒ（ｒ＝０．６０６，Ｐ＜０．０５）；ｔｈｅａ
ｂｕｎｄａｎｃｅｏｆｃｏｐｅｐｏｄｗａｓ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ｌｙｐｏｓｉｔｉｖｅｌｙｒｅｌａｔｅｄｔｏｗａｔｅｒ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ｒ＝０．５９６，Ｐ＜０．０５），ｔｏｔａｌｐｈｏｓ
ｐｈｏｒｏｕｓ（ｒ＝０．５９６，Ｐ＜０．０５）ａｎｄｔｈｅｂｉｏｍａｓｓｏｆｃｌａｄｏｃｅａｒａｎ（ｒ＝０．７７６，Ｐ＜０．０１）．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ＬａｋｅＴａｉｈｕ；ＧｏｎｇｈｕＢａｙ；ｍａｃｒｏｚｏｏｐｌａｎｋｔｏｎ；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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