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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采用国家标准F水质微型生物群落监测GGHIJ法K2对珠江广州市段的原生动物群落进行了群落组成和群集过程

的 研究E共观察到各类原生动物 !#?种E其中植物性鞭毛虫 ""种<动物性鞭毛虫 C"种<肉足虫 8;种和 ;B种纤毛虫E分

析了原生动物群落在该河段的组成特点2以及它们与水质变化的关系E结果显示>原生动物群落特征的变化与水质变化

相吻合2珠江在流经广州市区后2水质发生了明显地恶化2原生动物群落受到破坏<经过一个较长的流程2水质得到了一

定程度的改善2原生动物群落也有所恢复E
关键词>珠江<HIJ原生动物群落<水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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珠江是 H条干流QQ西江R东江和北江的统称S东江起源于江西省和粤东山区T全长 UVJW?:西江起源

于云南省东部沾 益 县T全 长 JDGLW?:北 江 起 源 于 湖 南 省 的 浈 江 与 武 江 在 广 东 省 韶 关 合 流 而 成T全 长 UMH

W?S这 H支干流并非完全汇合T只是进入到广州及周边地区后由众多的汊流形成了复杂的珠江三角洲水

系S从干流的长度算T珠江是中国第五大河T但其流量排列第二位S由于珠江水系组成上的特殊性T各干流

上游的地理R地质及气候条件差异极大T因而珠江水系的环境比较复杂SJE世纪 UE年代T珠江干流的水质

良好T在广州市区河段T多种鱼类生活在水中:人们可以畅快地在河中游泳S但近 JE(来T随着珠江三角洲

地区经济的高速发展T大量的工业污染物被排放到珠江中S加上沿岸各地人口密度的增加T生活污水R生活

垃圾也被排放或倾倒进入珠江S结果导致了珠江水质的明显恶化S在广州市区河段T河面上时常漂浮着垃

圾R油污:河水已变黑R变臭S河水中已多年不见有较大型的水生动物踪迹S在珠江流经的绝大部分城市河

段中水质只能达X级或Y级标准S
作为浮游动物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T水体中的原生动物不仅具有较高的物种多样性T而且在水生态系

统的物质循环和能量流中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ZD[H\S同时T原生动物作为环境变化的指示生物以及它们在

生态毒理学和毒理学模型等方面的意义也得到了学术界的关注ZL[M\S原生动物生态学研究方法学上T除了

参考浮游动物生态学的手段外T应用人工基质采集并分析原生动物在该类基质上的群集过程T可以获得较

一般实验手段更多的信息ZO[DD\S
对 于 珠 江 水 系 中 的 原 生 动 物 分 布 状 况T国 内 一 直 没 有 系 统 地 调 查 和 研 究 过T尽 管 有 很 少 量 的 文 献 报

道ZDJ[DL\T但对于珠江水系中的原生动物群落结构特征以及它们与相应的生活环境间的相互关系了解的极

少S本文采用聚氨酯泡沫塑料块法I6’7A@$"&5(#";’(?<#*&T6;<KT采集珠江广州市段不同断面的原生动

物群落T鉴定R分析了各断面群落的组成和它们的群集过程T并结合同步的水质状况T探讨了该河段原生动

物群落的特点T并以此来监测评价珠江广州段的水质状况T为珠江水污染的综合治理提供依据S

图 D 珠江广州市段及采样点示意图

;*]+D P%W"&>5?(̂ ’_&5"‘@(#]=5’@8"(>5(#)&5"

%(? 7̂*#]%*&"%*#&5"6"($78*9"$

a 材料与方法

aba 采样点设置

本研究共设 U个采样点I图 DKS雅岗点位于广州市

饮用水源流溪河与珠江汇合后的下游:黄沙点 位 于 珠

江进入广州市区的干流上:猎德点位于珠江流 经 广 州

市区的后河道S从黄沙点到猎德点T是广州市区人口极

为稠密的地区T这里有众多的生活小区R餐饮业店铺和

轻 工 企 业:东 朗 点 位 于 珠 江 广 州 市 段 的 前 河 道T周 围

为重工业和大型企业所在地S墩头基点位于珠江广州

市 区 段 前 后 河 道 重 新 汇 合 后 的 下 游T从 这 里T珠 江 将

通过虎门进入南海S

abc 原生动物群落样品的采集

按 照 国 家 标 准d水 质 微 型 生 物 群 落 监 测QQ6;<
法eI‘fghDJGGEFGDKT在每个采样点设置一组原生动

物群落群集所需的聚氨酯泡沫塑料块:每个 6;<块的大小为实验所用的 6;<的体积为 U>?iV>?iV

>?S6;<块的放置R收集以及原生动物样品的观察R计数等均参照此国家标准S为了更准确地鉴定样品中

的原生动物特别是纤毛虫种类T分别对每一份样品进行了蛋白银染色I6$’&($]’7%&(*#*#]KS原生动物的种

类鉴定依据文献ZDU[DO\的描述S原生动物的分类采用 j"9*#"等的系统ZDG\S

abk 水质状况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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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 珠江广州市段水质的理化指标"#$%&’
()*+,! (-,.-/012)+32-,412)+.)5)4,6,50789)6,5:;)+161,0
)6<;)=>?-7;@,)2-1=6-,A,)5+@1B,5

采样点

CD#EFGH$IGJKI
鸦岗

LD$DH$
黄沙

MNDH$IOD
猎德

&GKPK
东朗

QRH$FDH$
墩头基

QNHJRNSG
水温 TK#EKUDJNUKV WXYZ WXYX W[Y\ WXY] W[Ŷ
EM XYW_ XY\ XY\_ XY_] XYW_
总悬浮物 TCC [‘YZ X]Y_ ]ZŶ ZZY[ Z_Y_
溶氧 Qa bY_̂ ‘Y[_ ‘Y\b bY‘[ bY\̂
化学需氧量 caQdU ŶW[ Ŷ_b ZYZ[ Ŷ̂W _Y\X
生物需氧量 eaQ \Y‘_ \Y‘\ _Y]Z \Y‘] WY]W
总氮 Tf Ŷ‘b ZŶb XY‘_ ZYW[ _Y[\
总磷 Tg ‘Y‘[ ‘YbX ‘Y\]̂ ‘YbW_ ‘Yb\_
氨氮 fM\hf bY\b WŶ[ ŶW] _Y\X ‘YWZ
亚硝态氮 faiW ‘Y\\ ‘Y_\W ‘Yb‘W ‘Yb̂_ ‘YbW[
硝态氮 fai_ bY_̂ bYb̂ ‘YZ\ ‘Y]] WYXZ
石油类 gKJURFKN# ‘Yb ‘Y‘] ‘YbZ ‘YbWX ‘Y‘[

在 放 置 人 工 基 质 的 同 时j用 采 水 器 在 各 样 点

采集江水k按照水质评价和监测标准对水中各种

理化指标进行分析k

l 结果

lm! 各采样点的水质状况见表 b

lml 珠江广州市段原生动物群落的组成

在 整 个 实 验 过 程 中j共 观 察 到 各 类 原 生 动 物

W‘_种k其 中 植 物 性 鞭 毛 虫 \\种n动 物 性 鞭 毛 虫

Z\种n肉足虫 bX种和 X[种纤毛虫"表 W’k
不同样点出现的原生动物的种类数有较大的

差 异j同 时 营 自 养 的 植 物 性 鞭 毛 虫 在 各 样 点 中 所

占 的 总 种 类 数 的 百 分 比 率"o’也 有 所 不 同j以 雅

岗和东朗为最高n猎德最低"图 Wj图 _’k

lmp 珠 江 广 州 市 段 原 生 动 物 群 落 在 各 采 样 点 的

gqr原生动物群集过程

各采样点原生动物群落的群集过程见图 \k从图中可以看出s在多数采样点jgqr块暴露在水中 bP
后j原生动物群落就基本上达到了它们群落组成种类数的最大值n随着暴露时间的延长j原生动物群落

的种类数开始下降k
表 l 珠江广州市段中的原生动物名录

()*+,l t.,21,0+10678.5767?7)=87;=u1=Av;=16.5767?7)=2744;=161,078<;)=>?-7;@,)2-1=A,)5+@1B,5
植物性鞭毛虫 gOwJR#DIJG$REORUD
弯曲变胞藻 xyz{y|{}~!"{z{
尾变胞藻 xY#$%&y|
小型变胞藻 xY’{!"~${
卵形衣滴虫 ()${*+,-*-.{y-"{$|y
未定衣滴虫 (Y|.y%!z{
具孔衣滴虫 (Y’%!z~y{
伪新月衣滴虫 (Y’y%~+-$~.{z{
莱哈衣滴虫 (Y!%|.){!+|
星芒衣滴虫 (Yyz%$${z{
凡尔登堡衣滴虫 (Y/{$+%.&~!0%.y|y
囊状柄裸虫 (-${}|~*"%y|}~$-y~*
啮齿隐藻 (!,’z-*-.{y%!-y{
卵形隐藻 (Y-"{z{
可变异形虫 1,y*-!’)-}-}}~y"{!|{&|$|y
沟内管虫 2.z-y|’)-.y~$}{z~*
梭形眼虫 2~0$%.{{}~y
尾眼虫 2Y}{~+{z{
衣眼虫 2Y})${*,+-’)-!{
棒形眼虫 2Y}${"{z{
静眼虫 2Y+%y%y
带形眼虫 2Y%)!%.&%!0||
刺鱼状眼虫 2Y0{yz%!-yz%~y
中型眼虫 2Y|.z%!*%+|{
光明眼虫 2Y$~}%.y
易变眼虫 2Y*{z{&|$|y
近轴眼虫 2Y’!-3|*{
三星眼虫 2Yz!|yz%$${
裸甲藻 4,*.-+|.|~*{%!~,|.-y~*
短鞭卡克藻 5){/#|.%{&!%~|6${0%$${z{
四分卡克藻 5Y7~{!z{.{

纺锤鳞孔虫 8%’-}|.}$|y6~y|6-!*|y
伪编织鳞孔虫 8Y’y%~+-z%3z{
弦月虫 9%.-|+|~*’%$$~}|+~*
尖尾扁裸藻 :){}~y{}~*|.{z~y
奇形扁裸藻 :Y{.-*{$~y
宽扁裸藻 :Y$-.0|}{~+~y
梭形扁裸藻 :Y$~}|{%
圆形扁裸藻 :Y-!&|}~${!|y
颤动扁裸藻 :Y-y}|$${.y
扭曲扁裸藻 :Yz-!z~y
素衣藻虫 :-$,z-*{~!%$${
截头囊裸藻 ;!{})%$-*-.{y{&!~’z{
细粒囊裸藻 ;Y0!{.~$-y{
短圆囊裸藻 ;Y-&$-.0{
动物性鞭毛虫 <RR#DIJG$REORUD
葡萄异鞭虫 x.|-y-.%*{{}|.~y
右旋异鞭虫 xY+%3|-z{3~*
芽生杯鞭虫 =|}-%}{+|.-&!,-|+%{
聚杯鞭虫 =Yy-}|{$|y
阿氏波豆虫 =-+-{$%3%|%66||
狭隘波豆虫 =Y{.0~yz~y
尾波豆虫 =Y}{~+{z~y
急游波豆虫 =Y}%$%!
侧扁波豆虫 =Y}-*’!%yy~y
克鲁氏波豆虫 =Y}!~>|
梨波豆虫 =Y%+{3
纺锤波豆虫 =Y6~y|6-!*|y
球波豆虫 =Y0$-&-y~y
软波豆虫 =Y$%.y
活跃波豆虫 =Y$~+|&~.+~y
易变波豆虫 =Y*~z{&|$|y

卵性波豆虫 =Y-"{z~y
微细波豆虫 =Y’{!"~y
腐波豆虫 =Y’~z!|.~y
鼻波豆虫 =Y!-yz!{z~y
三角波豆虫 =Yz!|{.0~${!|y
钩刺波豆虫 =Y~.}|.{z~y
可变波豆虫 =Y"{!|{&|$|y
活泼尾滴虫 (%!}-*-.{y{0|$|y
长尾滴虫 (Y$-.0|}{~+{
卵形尾滴虫 (Y-"{z~y
放射尾滴虫 (Y!{+|{z~y
草履唇滴虫 ()|$-*-.{y’{!{*%}|~*
三纤胶网虫 (-$$-+|}z,-.z!|}|$|{z~*
孤生双领虫 1|’$-y|0{6!{.}%|
恩氏似双领虫 1|’$-y|0-’y|y%.z>||
盘形异丝藻 ?%z%!-.%*{+|y}-*-!’)~*
膨胀六鞭虫 ?%3{*|z{|.6${z{
极小六鞭虫 ?Y’~y|$$~y
卵形瓶双领虫 8{0%.-%}{-"{z{
蛞蝓鞭变虫 9{yz|0{*-%&{$|*{3
易变小鞭虫 9{yz|0%$${}-**~z{.y
明亮小鞭虫 9Y"|z!%{
变形滴虫 9-.{y{*-%&|.{
球状滴虫 9Y{!){&+-*-.{y
丹氏滴虫 9Y+{.0%{!+||
延长滴虫 9Y%$-.0{z{
小滴虫 9Y*|.|*y
斜形滴虫 9Y-&$|7~{
聚滴虫 9Yy-}|{$|y
窄长单领鞭虫 9-.-y|0{{.0~yz{z{
简单赭球虫 @})!-*-.{yy|*’$%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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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

侧屋滴虫 "#$%&%’()%*+#,-(
聚屋滴虫 ".)%/#(+#)
梨屋滴虫 ".)01#’##
气球屋滴虫 ".012&%
粗袋鞭虫 312(’1&(02#/4%54%2-&
中纵沟 310(+%&%’()&16#%/(’1++(0(
三棱沟滴虫 3.)01#’##
噬淀粉叶虫 347++%&#0-)(&7+%54(8-)
跳侧滴虫 3+1-2%&%’()9(/-+(’)
细腰群杯鞭虫 3%012#%61’62%’
510#%+(+-&
张口管领鞭虫 :(+5#’8%1/(2#’81’)
团球领鞭虫 :54(12%1/(;%+;%<
异斯鞭虫 :0%$1)#1++(6#))#&#+#)
细斯鞭虫 :.+1501/(
压缩盾滴虫 =47+(/%&%’()/%&521))(
活泼锥滴虫 =215%&%’()(8#+#)
旋转锥滴虫 =.2%0(’)

肉足虫 >?@ABCDE?
针棘刺泡虫 F/(’04%/7)0#)(/-+1(0(
放射太阳虫 F/0#’%5427))%+
轴丝光球虫 F/0#’%)54(12#-&1#/44%2’#
珊瑚变形虫 F&%1*(8%28%’#(
弯凸表壳虫 F2/1++(8#**%)(
普通表壳虫 F.;-+8(2#)
近蛞蝓卡变虫 G()4#(+#&(/%#61)
旋匣壳虫 G1’02%57<#)(/2%54#+(
尖顶砂壳虫 H#II+-8#((/-&#’(0(
褐砂壳虫 H.(;1++(’(
奇观盖氏虫 J+(1)12#(&#2(
福氏异胞虫 K1012%5427)I%/$1#
宝石马氏虫 L(7%21++(*#I1&&(
后湖马氏虫 L.4%4-1’)#)
扇形马氏虫 L.51’(26#
精巧针胞虫 M(54#6#%/7)0#)+1&(’#
绿刺日虫 M(54#6#%5427);#2#6#)

纤毛虫 NDODBPQB@?
结节壳吸管虫 F/#’10(0-*12%)(

有肋 纤虫 F)5#6#)/(/%)0(0(
新态虫 G(1’%&%254RP.
僧帽斜管虫 G4#+%6%’1++(/-/-++-+-)
钩刺斜管虫 G.-’/#’(0(
珍珠映毛虫 G#’10%/4#+#-&
&(28(2#0(/1-&
毛板壳虫 G%+15)4#20-)
前顶梳纤虫 G016%/01&(
(/(’04%/2750(
居中膜袋虫 G7/+#6#-&/1’02(+1
瓜形膜袋虫 G./#02-++-)
长形膜袋虫 G.1+%’8(0-&
银灰膜袋虫 G.8+(-/%&(
单一膜袋虫 G.)#’8-+(21
粘液蓝杯虫 G720%+%54%)#)&-/#/%+(
双环栉毛虫 H#6#’#-&’()-0-&
鹅长颈虫 H#+150-)(’)12
蛹形歇口虫 S’/41+7)5-5(
瓶累枝虫 S5#)07+#)-2/1%+(0(
亲近游仆虫 S-5+%01)(II#’#)
阔口游仆虫 S.1-27)0%&-)
粘游仆虫 S.&-)/#/%+(
九肋游仆虫 S.’%;1&/(2#’(0-)
伍氏游仆虫 S.T%%62-II#
尾突前口虫 U2%’0%’#((02(
膜状腹柱虫 J()02%’(-0(
&1&*2(’(/1-)
近亲殖口虫 J%’%)0%&-&(II#’1
大弹跳虫 K(+012#(82(’6#’1++(
肋半眉虫 K1&#%5427)5+1-2%)#8&(
似织毛虫 K#)02#/-+-))#&#+#)
纺锤全列虫 K%+%)0#/4($1))$12#
龙骨漫游虫 V#0%’%0-)/(2#’(0-)
片状漫游虫 V.I()/#%+(
薄漫游虫 V.+(&1++(
蚤中缢虫 L1)%6#’#-&5-+1<
如意扭头虫 L10%5-)1)
美扭头虫 L.5-+/412
单环栉毛虫 L%’%6#’#-&*(+*#(’##
黄色睫杵虫 "5427%8+1’(I+(;(

叶 绿 尖 毛 虫 "<702#/4(/4+%21++#812(伪

尖毛虫 ".I(++(<
红质尖毛虫 ".4(1&(0%5+()&(
苔藓尖毛虫 "<702#/4#(’-)/%2-&
腐生尖毛虫 ".)(52%*#(
鬃尖毛虫 ".)10#812(
双小核草履虫 3(2(&1/#-&(-21+#(
尾草履虫 3./(-6(0-&
尾似瘦尾虫 3(2-2%+150-)/(-6(0-)
冠帆口虫 3+1-2%’1&(/%2’(0-&
胶衣足管虫 3%6%5427(&(-5()#
绿色前管虫 32%2%6%’;#2#61)
斜短柱虫 M4(*6%)07+(#’/+#’(’)
小旋口虫 :5#2%)0%&-&&#’-)
带核喇叭虫 :01’0%22%1)1+##
鬃毛虫 :0#/4%02#/4((/-+1(0(
绿急游虫 :02%&*#6#-&;#2#61
棘尾虫 :07+%’7/4#()#’-(0-)
鬃棘尾虫 :.5-)0-+(0(
膜状急纤虫 =(/47)%&(51++#%’1++(
梨形四膜虫 =102(47&1’(52#I%2&#)
浸渍锤吸管虫 =%$%5427(#’I-)#%’-&
浮萍锤吸管虫 =.+1&’(2-&
卑怯管叶虫 =2(/41+%547++-&5-)#++-&
扭曲管叶虫 =.)#8&%#61)
累枝毛吸管虫 =2#/4%5427(15#)07+#6#)
旋尾缨虫 W2%/1’02-&0-2*%
瘦尾虫 W2%+150-)8(++#’(
肌瘦尾虫 W.&-)/-+-)
暗尾丝虫 W2%’1&(’#82#/(’)
纵长片尾虫 W2%)%&(/#1’$%T)$#
武装尾毛虫 W2%02#/4((2&(0(
趣尾毛虫 W.I(2/0(
钟形钟虫 X%20#/1++(/(&5(’-+(
杯钟虫 X./-5#I12(
长钟虫 X.1+%’8(0(
小口钟虫 X.&#/2%)0%&(
点钟虫 X.5#/0(
似钟虫 X.)#&#+#)

Y 讨论

原生动物由于种类多Z丰度大[因而在水生生态系统的结构和功能方面起着重要的作用\同时由于它

们为单细胞生物[对于环境的微小变化有着明显的反应[故在不同水体中原生动物的分布有着显著的差

异[这种差异与水环境的关系非常密切\因此原生动物在不同水平上]亚细胞Z细胞Z种群和群落 被̂用于环

境质量的评价和监测\
Y_‘ 原生动物在珠江广州市段的分布特征

由于种种原因[到目前为止[人们对于华南第一大河珠江中的原生动物群落的组成尚无详细的报道.
相比较而言[对于长江中的原生动物研究较多\在汉江aa长江的一条重要支流中[已报道有 bc种动物性

鞭毛虫Zded种植物性鞭毛虫Zfg种肉足虫和 dh!种纤毛虫i!gjk在长江干流三峡段[共发现了 dfb中原生动

物[其中动物性鞭毛虫 !l种Z植物性鞭毛虫 bc种Z肉足虫 dh种和 bm种纤毛虫i!dj\与长江干流三峡段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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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珠江广州市段的原生动物种类较多"共 #$%种&!但组成上有一定的差异’表现为动物性鞭毛虫多(植物

性鞭毛虫少)纤毛虫多(肉足虫少’

图 # 珠江广州市段前河道 *+,原生动物群落的种类

数以及植物性鞭毛虫指数

+-./# 0123-245678294:;*+65-<19:<:=:>53:7765-?

<-24>5@1AB<:7>4<-.:1A:9>-5@2C;9:7<A2;9:5<9-D29?

E>B-5F6>5.=A:6G2>3A:;<A2*2>9HG-D29

图 % 珠江广州市段后河道 *+,原生动物群落的种类

数以及植物鞭毛虫指数

+-./% 0123-245678294:;*+,5-<19:<:=:>53:776?

5-<-24>5@1AB<:7>4<-.:1A:9>-5@2>;9:7 <A282A-5@

9-D29E>B-5F6>5.=A:6G2>3A:;<A2*2>9HG-D29

从种类组成的相似性看!分布在珠江中的大部分种类原生动物在其他两条大河中也有记载!但从群落

的相似系数分析显示I

图 J 各采样点原生动物在 *+,块中的群集过程

+-./J K:H:5-=><-:519:32@6924:;19:<:=:>5-5<:*+6?

5-<4-5<A24>71H-5.4-<24

珠江广州市段的几个断面的原生动物群落组成之

间也显示出有一定的差异’其差异不仅表现在组成群

落的物种数!而且也表现在群落的种类组成’有学者认

为!根据各种原生动物的食性!可将原生动物划分为六

大 功能类群LM$NMOP’根据这一理论划 分!生 活 在 珠 江 广

州 市 段 的 原 生 动 物 多 为 耐 污 或 食 菌 及 碎 屑 种 类!而 自

养或食藻种类较少’一般说来!营养盐含量较低或水质

相对较好的水体中!自养或食藻的原生动物种 类 会 在

群落中占较大比例’从珠江广州市段的的几个采样点

原 生 动 物 群 落 的 组 成 看!从 雅 岗 到 猎 德 的 后 河 道 中!
原生动物不仅在群落的组成数量上有明显地 降 低!而

且植物性鞭毛虫和食藻的种类也在群落的比例上呈下

降的趋势)在进入到下游的墩头基时!植物性鞭毛虫和

食藻的种类也在群落的比例上又开始上升’原生动物

群 落 的 这 种 变 化 与 相 对 应 的 水 质 状 况 变 化 是 一 致 的!
与水中 QR和 Q*含 量 的 变 化 相 对 应 则 更 为 明 显"表

M&’水中 R和 *作为水生生物生长的 最重要的营养要

%SJJ期 徐润林等I珠江广州市段 *+,原生动物群落特征及其与水质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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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 珠江广州市段各样点 "#$原生动物群落的污染

值

#%&’! ()*+,--./%012,33.0%,/453.*6,7"#./%028,9

0,:,5/+,--./%0%*678,-0)*8*5+)%/0)*"*583;%4*8

素<是水生态系统中不可缺少的物质=但过量的 >和 "
将导致水体的富营养化<因此水中的 (>和 ("的含量

代表着水体有机污染的程度=比较珠江广州市段特别

是 后 河 道 各 采 样 点 水 质 分 析 结 果 可 以 发 现<大 部 分 的

理 化 指 标 差 异 不 大<只 有 ?@A(>A(>以 及 >BC9>的

变化<特别是在猎德的("量变化较大=比较该点的>D

"<其 值 是 EC’FGH而 其 它 地 方 的 >D"都 高 于 猎 德I雅

岗JKF’KF!H黄沙JLM’FNH墩头基JFK’M!O=人们对水中

营养物的研究表明<水中营养物的浓度<对于水质固然

有很大作用<但当水中 >D"接近 EK时<最 容 易 引 起 水

体的富营养化PFFQ=其后果必然导致水中生物群落的结

构趋于简单化<优势种的优势度非常明显=加上富营养

化导致的水体中 ?@降低<厌氧菌的大量产生<为营厌

氧的食菌原生动物的生长提供了基本条件=因此<可以

认 为J猎 德 段 原 生 动 物 群 落 的 种 类 数 明 显 减 少 与 该 段

水质恶化有着密切的关系=而猎德段水体污染严重是

由 于 沿 岸 大 量 的 未 经 处 理 的 生 活 污 水 排 放<导 致 了 流

经广州市区的河段污染加重的结果=随着污染物浓度的被稀释<加上水体自身的净化作用<到达墩头基后<
水质也有了明显的改善<故原生动物群落在猎德段被严重损害的状况下又有所恢复<使得这里的原生动物

群落在结构上又开始复杂化=
另外<同许多生物一样<原生动物也具有对于环境的最适范围=对于许多种类<它们常常出现在一定污

染 程 度 的 水 体 中=因 此 根 据 这 些 种 类 出 现 的 频 率 以 及 环 境 的 状 况<人 们 得 出 了 每 种 原 生 动 物 的 污 染 值

IR"SO<并通过计算可以算出群落的污染值IT"SOPFLQ=该数值反映的是群落耐污种类的作用<数值越高说

明水污染越严重=经过计算<珠江广州市段的"#$原生动物群落的污染值见图 !=从图中可以看出<江水在

进入市区和人口稠密地区之前<"#$原生动物群落的污染值较低H到猎德后污染值明显上升H进入下游后<
污染值又有所下降=

UVW "#$原生动物群落在珠江广州市段的群集特征

已有的文献表明J水体中原生动物群落在 "#$中的群集过程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最主要的因素就

是原生动物群落结构组成的复杂程度和原生动物的丰度PCXK<E!<FGQ=一般说来<这种影响是通过导致 "#$原

生动物群落群集过程中群集在 "#$块中的种类数以及达到群落种类数出现最大种类数的时间来反映的=
而水体中原生动物的种类数和丰度又受到水环境的影响=因此<原生动物群落在 "#$块上的群集过程也

就可以反映水环境的状况=
图 C显 示J除 雅 岗 点 水 体 中 的 原 生 动 物 群 落 向 "#$块 的 群 集 达 到 群 落 中 种 类 数 的 最 大 值 的 时 间 是

"#$块暴露于水中的第 L天外<其它各点的原生动物群落均在暴露后的第 E天就已达到其种类数的最大

值=同时<在整个实验中在墩头基观察到的原生动物种类最多<故这里的 "#$原生动物群落也由最多的种

类组成H相反地<猎德的原生动物群落中观察到的种类最少<"#$原生动物群落的种类组成也就最少=
对照水质结果和原生动物群落群集过程<可以发现的一个现象是J在水质较好的河段群集速率是相对

较慢的=到达群落最大种类数的时间较长H而水质较差尤其是富营养化水体中<群集速率明显较快<达到群

落最大种类数的时间较短=因此<在墩头基段<尽管原生动物群落的结构趋于复杂化<但群落的群集过程说

明J虽然该处的原生动物群落开始恢复<但从群落的功能上讲<它还没有恢复到上游雅岗段的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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