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湘江中游江段软体动物的种类组成及其多样性

刘U 俊;，!，胡自强;，!

（;2 湖南师范大学生命科学学院，长沙U V;$$W;；!2 南华大学生命科学与技术学院，衡阳U V!;$$;）

摘要：系统地调查了湘江中游江段软体动物的种类组成、分布、种群数量；借助多样性分析软件对 ;V 个生境的软体动物的物种

丰富度指数（!"#）、-@4??0?:X>E?E5 多样性指数（$%）、均匀度指数（&’(）进行了计算；用 -Y5E?FE? 相似性系数 ) 对不同生境软体

动物群落进行了系统聚类分析。研究结果表明，湘江中游计有软体动物 6# 种，分别隶属于 9 科 !$ 属，其中腹足纲 8 科 ;! 属 #;

种，主要是田螺科的种类；双壳纲 # 科 W 属 !! 种，主要是蚌科的种类。湘江中游共有 ;$ 个优势种、!! 个常见种、!; 个罕见种；;V

个生境的物种丰富度指数 !"#的取值范围在 82 V#;9 < !2 #;W# 之间，-@4??0?:X>E?E5 多样性指数 $%的范围在 #2 #W69 < !2 ;W#V 之

间，均匀度指数 &’( 在 $2 9VW$W < $2 W!$8" 之间。根据不同生境物种的相似性系数 ) 进行系统聚类分析，;V 个生境的群落相似

性系数在 $2 6!#8 的水平时全部聚合在一起。探讨了湘江中游建坝对软体动物多样性的影响，并进一步分析了株洲市大桥采

集点软体动物多样性最高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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湘江是注入洞庭湖的四大河流之一，是湖南省流域面积最广、对区域经济影响最大的河流。湘江的生境

复杂，蕴藏着丰富的软体动物资源。有关湘江中游江段的软体动物，过去有张玺等［A］在“洞庭湖及其周围水

域的双壳类软体动物”一文中，记载了衡阳双壳类 B 种，刘俊、胡自强［)］报道了湘江中游江段的螺类，但对于

湘江中游江段软体动物的多样性迄今未进行过系统的研究报道。近年，该江段衡山大源渡电站和株洲航电枢

纽的建成蓄水，使湘江中游水位整体抬高、河床加宽加深，湘江中游水体环境骤变，势必对其软体动物群落产

生影响。在湖南省自然科学基金项目的资助下，作者于 )&&( 年 C D A) 月、)&&+ 年 C D A& 月对湘江中游江段

（常宁市新河镇———株洲石峰大桥）不同生态环境的软体动物进行了多次调查，采用 E.$3.#"45.26 F8@@./: 等多

样性分析软件，对 AB 个生境的软体动物的生物多样性进行了分析和评价，并对其种类组成、数量变化进行了

分析，现将结果报道如下。

)* 调查和工作方法

)’ )* 调查方法

)&&( 年 C D A) 月、)&&+ 年 C D A& 月作者趁湘江的枯水季节（因各种原因，近几年湘江的枯水期提前了 )
个月，此期正值秋季，气候适宜，软体动物活动仍较频繁，加之枯水期水域面积小，软体动物相对集中，便于采

集，故认为是调查的最佳时期），多次前往湘江中游对该江段的软体动物进行了广泛的调查。采集点选择各

县市具有代表性的江段，由上游向下游分别分布在常宁市的新河镇、柏坊镇，衡南县的县城、车江镇，衡阳市的

东洲岛、石鼓公园，衡山县的永和镇、衡山县城（开云镇），衡东县的霞流镇、石湾镇，株洲县的淦田镇、渌口镇，

株洲市的株洲大桥、石峰大桥，共 AB 个。因为湘江中游河床多卵石、砾石等硬底质，加之衡山大源渡电站的建

成蓄水，使水位急剧抬高，用彼得生采泥器无法进行准确的定量调查，所以作者调查时采用三角拖网、捞网、彼

得生采泥器和徒手采集 B 种方法，定性、定量调查结合进行采集，每个点采集 )-（每种方法采集 &’ (-），然后，

统计 B 种方法 )- 平均每 ) 人采得的物种个体数作为每个点的种群数量，以便于比较。获得的标本，用 G(H 的

酒精或 GH 的福尔马林液固定保存，空壳标本洗净凉干，带回实验室分类鉴定［A，)］。

)’ + 多样性分析方法

对各采集点软体动物的种类组成和数量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分析［*，B］。

（A）不同生境的物种丰富度，以 F84:8!"% 指数 !"#来测度：

!"# I （$ J A）K !$:%
式中，$ 为群落中的物种数目，% 为观察到的所有个体总数。

（)）不同生境的物种多样性指数，采用 L-8//$/MN."/"4 多样性指数 &’度量：

&’ ( )"*+ !$:*+

&’78O I !$:$
式中，*+ I ,+ K %，,+ I 种 + 的个体数，% I 样本总个体数。

（*）均匀度分析，以 P."!$0 均匀度指数 -./ 表示：

-./ I &’ K &’78O

即 -./ ( （)"*+ !$:*+）K !$:$

（B）相似性分析，用 LQ4"/5"/ 群落系数 R：

0 I )1 K （# S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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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为两种不同生境中所拥有的相同物种的数量，"，# 分别表示各个生境中物种的总数。

（!）聚类分析，以相似性系数 $ 作为聚类统计量，用系统聚类法中非加权的算术平均聚类法（即组平均

法）对不同栖息环境进行聚类。

以上重要值和物种多样性指数的数据处理，主要借助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研制开发的 "#$%#&’()#*+
,-..#/0 软件分析完成。

!" 结果及分析

!1 #" 湘江中游软体动物的种类组成

标本经分类鉴定，初步确定湘江中游计有软体动物 !2 种，分别隶属于 3 纲 4 科 35 属，其中腹足纲 6 科 73
属 27 种，双壳纲 2 科 8 属 33 种［! 9 8］。各科内种数相差较大，田螺科 6 属 76 种；豆螺科 3 属 2 种；肋蜷科 7 属 :
种；膀胱螺科 7 属 7 种；椎实螺科 7 属 ! 种；扁蜷螺科 7 属 3 种；贻贝科 7 属 7 种；蚌科 6 属 78 种；蚬科 7 属 2
种。由此可见，组成湘江中游江段的软体动物主要以田螺科和蚌科的种类为主，分别占总种数的 251 3; 和

2:1 5; （见表 7）。

!1 !" 湘江中游软体动物的种群数量

根据作者对湘江中游江段 7: 个采集点调查，各种软体动物在各采集点的分布和种群大小详见表 7。

在采得的 !2 种软体动物中，梨形环棱螺、铜锈环棱螺、格氏短沟蜷、大沼螺、方格短沟蜷、湖沼股蛤、圆顶珠蚌、

椭圆背角无齿蚌、河蚬、闪蚬 75 种在 85; 以上的采集点有分布，是湘江中游分布广、种群数较大的优势种，尤

其是梨形环棱螺、铜锈环棱螺、格氏短沟蜷种群数量特别多，是湘江中游数量最大的优势种；角形环棱螺、湖南

湄公螺、肋角螺、赤豆螺、纹沼螺、短沟蜷一种、尖膀胱螺、卵萝卜螺、直缘萝卜螺、微红萝卜螺、大脐圆扁螺、圆

头楔蚌、巨首楔蚌、矛形楔蚌、短褶矛蚌、尖锄蚌、薄壳丽蚌、洞穴丽蚌、失衡丽蚌、圆背角无齿蚌、舟形无齿蚌，

这 37 种只在 3!; 以下的采集点有分布，且数量少，是湘江中游软体动物的罕见种；其余 33 种是数量较多、分

布较广的常见种。

!1 $" 湘江中游软体动物多样性指数分析

根据不同采集点随机采得的软体动物的种类和个体数量，借助 "#$%#&’()#*+ ,-..#/0 软件分别计算出物种

丰富度指数 %&"、物种多样性指数 ’(和均匀度指数 )*+ 等，结果见表 3。

从表 3 可以看出，株洲市大桥和渌口镇的物种数最多（28 种），株洲市大桥的多样性指数 ’(为 21 28!4（位

居第 7），渌口镇的多样性指数 ’(为 21 7!77（位居第 3）；而其丰富度 %&"分别为 61 :274（位居第 7）、61 35<（位

居第 3）；均匀度指数 )*+ 分别为 51 42587（位居第 3）、51 8663<（位居第 77）。车江镇的物种数最少（73 种），其

丰富度指数 %&"、多样性指数 ’(分别为：31 2782 和 31 782:；这个采集点软体动物的丰富度指数和多样性指数

在 7: 个采集点中均位居第 7: 位。在 7: 个采集点中，多样性指数 ’(最高的是株洲市大桥（2= 28!4），而多样

性指数 ’(最低的是车江镇（31 782:）；均匀度指数 )*+ 最高的是石湾镇（51 4:85:），而均匀度指数 )*+ 最低的

是柏坊镇（51 8356<）；丰富度指数 %&" 最高的是株洲市大桥 （61 :274），丰富度指数 %&" 最低的是车江镇

（3= 2782）。

一般情况下，不同生境内物种的丰富度和多样性指数与物种的数量呈正相关。物种的数量越多，其测度

值也越高。在物种总数相同的条件下，丰富度指数与总个体数量成反比，而多样性指数与各物种个体数量的

平均程度成正比。物种的均匀度指数则仅仅受各物种个体数量分布的均匀性的影响，与物种总数无关。株洲

市大桥的软体动物种类最多（28 种），多样性指数也是最高，且其均匀度也很高（位居第 3）；而禄口镇的软体

动物种类虽然也是最多的（28 种），但因其软体动物种群个体数量很多，所以其种群均匀度较低（位居第 75）。

虽然在石湾镇物种数较少 （76 种），但因各物种的个体数量分布比较平均，所以均匀度指数测度值最高

（5= 4: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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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 湘江中游各采集点淡水软体动物多样性指数

#$%&’ !" #(’ %)*+),’-.)/0 )1+)2’. *3 3-’.(4$/’- 5*&&6.2. )1 /(’ 5)++&’ -’$2( *3 7)$189)$18 :),’-

编号 !"# 采集点 $%&’()*+ ,)-. 物种数 ! 丰富度 "#$ 多样性 %& 均匀度 ’()

/ 新河镇 /0 1# 2304 5# 6201 2# 72173

5 柏坊镇 55 1# 4180 5# 6103 2# 45203

1 衡南县城 /1 5# 6113 5# 1610 2# 7/364

8 车江镇 /5 5# 1/41 5# /418 2# 43404

6 东洲岛 50 8# 6888 5# 3783 2# 46333

0 石鼓公园 51 8# 16// 5# 3254 2# 78437

3 永和镇 /7 1# 0207 5# 8156 2# 450/8

4 开云镇 16 6# 033/ 1# 5538 2# 72330

7 霞流镇 /4 1# 1/33 5# 8417 2# 46710

/2 石湾镇 /0 5# 0364 5# 0546 2# 78428

// 淦田镇 50 8# 0687 1# 2268 2# 75588

/5 渌口镇 14 0# 523 1# /6// 2# 40053

/1 株洲大桥 14 0# 81/7 1# 1467 2# 7124/

/8 石峰大桥 58 8# 0537 5# 340 2# 43006

!# ; 湘江中游软体动物群落相似性比较和聚类分析

对群落相似性的分析，不仅考虑到群落内各物种的出现频度，同时也考虑到物种的丰度。相似性系数的

定义有多种，本文采用群落相似性系数 * 作为不同生境之间相似性的度量标准。根据各生境软体动物的物

种组成，借助 9)":);.<,)-= ><"?.,,)"*%( 软件计算出生境间的相似性系数，结果如表 1。

表 <" 湘江中游不同采集点软体动物种类相似性系数 !

#$%&’ <" #(’ .)5)&$-)/0 2*’33)2)’1/. *3 5*&&6.2. *3 3-*5 +)33’-’1/ ($%)/$/. )1 /(’ 5)++&’ -’$2( *3 7)$189)$18 :),’-

采集点 $%&’()*+ ,)-.,

/ 5 1 8 6 0 3 4 7 /2 // /5 /1 /8

/ — 2# 0243 2# 3035 2# 3/44 2# 6772 2# 0/81 2# 0314 2# 8705 2# 6405 2# 6217 2# 6103 2# 8382 2# 8315 2# 6510

5 @ 2# 6/84 2# 6832 2# 0463 2# 61/1 2# 6005 2# 0135 2# 8374 2# 627/ 2# 6222 2# 8470 2# 8558 2# 1713

1 @ 2# 077/ 2# 6246 2# 6836 2# 0640 2# 8260 2# 6/68 2# 837/ 2# 8361 2# 1750 2# 1454 2# 666/

8 @ 2# 6621 2# 6348 2# 0122 2# 8107 2# 8100 2# 6388 2# 6263 2# 8278 2# 1745 2# 6537

6 @ 2# 0077 2# 0848 2# 0646 2# 8420 2# 6586 2# 6/50 2# 0582 2# 6244 2# 8443

0 @ 2# 3/0/ 2# 8731 2# 6/3/ 2# 8658 2# 841/ 2# 8727 2# 6278 2# 833/

3 @ 2# 6176 2# 6823 2# 8433 2# 6541 2# 6/43 2# 86/0 2# 6204

4 @ 2# 8452 2# 6224 2# 6417 2# 0655 2# 6445 2# 133/

7 @ 2# 6776 2# 6886 2# 8144 2# 8588 2# 1012

/2 @ 2# 654/ 2# 8645 2# 8655 2# 8/57

// @ 2# 6763 2# 6465 2# 8651

/5 @ 2# 0656 2# 6/44

/1 @ 2# 8747

/8 @

A A / 新河镇 B)*C. -"D*，5 柏坊镇 9%)?%*+ -"D*，1 衡南县城 E.*+*%* F"G*-=，8 车江镇 HC.I)%*+ -"D*，6 东洲岛 :"*+JC"G K,(%*L，0 石鼓公园 $C)+G

’%<M，3 永和镇 N"*+C. -"D*，4 开云镇 O%)=G* -"D*，7 霞流镇 B)%()G -"D*，/2 石湾镇 $C)D%* -"D*，// 淦田镇 P%*-)%* -"D*，/5 渌口镇 QGM"G -"D*，/1

株洲大桥 RCGJC"G S<)L+.，/8 石峰大桥 $C)?.*+ S<)L+.

从表 1 可知，新河镇和衡南县城之间的种类相似性系数最高，为 2# 3035；其次是新河镇和车江镇，系数为

2# 3/44；而霞流镇和石峰大桥的软体动物种类相似性系数最低，为 2# 1012。

根据表 1 的数据，对 /8 个生境进行聚类分析，结构如图 /。

从图 / 可以看出，新河镇和衡南县城软体动物的种类组成最为相似，在相似性系数 2# 3035 的水平相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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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 湘江中游江段软体动物平均聚类图

" #$%& !" ’() *+),*%) -./01),$2% 34 53../0-* 02*$. $2 1() 5$66.) ,)*-()0

34 7$*2% 8$+),

新河镇与车江镇在 9& :!;; 水平相聚；永和镇和石鼓公

园在 9& :!<! 水平相聚；新河镇与永和镇在 9& <:=; 水平

相聚；柏坊镇与东洲岛在 9& <;>: 水平相聚；东洲岛和开

云镇在 9& <>;> 水平相聚；新河镇与柏坊镇在 9& <9;: 水

平相聚；渌口镇和株洲大桥在 9& <>?> 水平相聚；新河镇

和渌 口 镇 在 9& @:@9 水 平 相 聚；新 河 镇 和 淦 田 镇 在

9A >=<: 水平相聚；霞流镇和石湾镇在 9& >BB> 水平相

聚；新河镇和霞流镇在 9& >;<? 水平相聚；新河镇和石湾

镇在 9& >9=B 水平相聚，并与石峰大桥在 9& >?=< 水平最

终合并。至此，!@ 个不同的生境全部聚合在一起。生

境间的聚类分析表明，湘江中游软体动物群落的相似性

与地理分布并不一致，其相似性更受到其所处的生态小

生境的影响。如在新和镇江段没有工厂，人类活动也

少，湘江水体污染与营养物质都较少；衡南县城是一座

规划新城尚处在建设的初期，当地还没有工厂，湘江水

体污染与营养物质较少，二者具有极为相似的生态小环境。新河镇和衡南县城之间虽然相距较远，但其生态

小环境相似，故其群落相似性非常高（!@ 个采集点中相似性系数最高）。

!& "# 湘江中游建坝对软体动物多样性的影响

湘江株洲航电枢纽与衡山大源渡电站的建成蓄水，使几乎整个湘江中游江段水位明显抬高、河床加宽、水

流变缓，软体动物栖息环境剧变& 原来适合于软体动物生存和栖息的浅水区环境，因为水位变得太深，不适合

于软体动物生存，它们被迫向新的沿岸带浅水区迁移，而新的沿岸带浅水区河床底质尚未软化，还未形成适合

软体动物生活的环境，所以库区内的软体动物多样性降低。从表 ! 可以看出，库区下游的渌口镇、株洲市大

桥、石峰大桥 = 个采集点软体动物的种类数和种群数量明显高于库区内的软体动物的种类数和种群数量，尤

其是双壳类的种类数和种群数量。然而，湘江中游建坝后抬高了上游江段枯水期水位，覆盖了裸露干涸的河

床，形成了宽阔的水体空间，给软体动物的生存和发展奠定了非常好的基础。作者预测随着库龄的增加和环

境的改善，软体动物的种类和数量会逐年增加，预计在建坝 >* 后，软体动物的种类数和种群数量会得到较大

发展。

$ 小结与讨论

本项研究表明，湘江中游蕴藏着比较丰富的软体动物资源（>= 种），不仅物种丰富度和多样性都很高，而

且其种群数量也较大。它们是湘江淡水生态系统中物种多样性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淡水环境的物质和能量流

动与转化中起着不可忽视的作用，同时也具有较高的渔业价值，与人类的关系非常密切［B C !!］。

物种多样性指数和均匀度指数是反映群落组成结构特征的定量指标。一般来说，物种多样性与物种丰富

度、均匀度呈正相关。本研究结果，与上述结论基本一致。这说明物种多样性指数、均匀度指数、丰富度指数

可以作为定量指标应用到淡水生态系统中来反映群落的结构组成特征。同时还表明，在以后的研究中，如果

只是定性研究，则只需测定其中的一个指标就可以了。

软体动物的多样性与水质、水流、有机质等生态因子有着密切的关系［!9 C !?］。湘江水体生态因子的任何改

变，都会对软体动物的种类组成和个体数量产生很大的影响。特别是当栖息环境发生剧烈的变化时，原有的

物种由于不能适应新的环境条件而无法继续生存。不同的物种因为对栖息环境的适应性的差异，做出的反应

也不尽相同。湘江株洲航电枢纽与衡山大源渡电站的建成蓄水，对库区内的软体动物多样性的影响较大，尤

其是双壳类。如衡山大源渡电站的建成蓄水，使得库区内下游的永和镇采集点与非库区（坝下）的开云镇采

集点相比软体动物的种类和数量明显减少，在开云镇共采到软体动物 => 种（总个体数 =B:），而在永和镇只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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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到软体动物 !" 种（总个体数 !#$）。多样性指数分析表明，湘江中游软体动物多样性指数 %&最高的是在株

洲市大桥，丰富度指数 !"#最高的也是在株洲市大桥，这与湘江建坝有很大关系。株洲市大桥位于这两大水

坝的下游，软体动物的栖息环境没有发生明显的变动；加之株洲市人类活动频繁，湘江水体营养丰富；河床多

为泥沙底质，适于软体动物生活；所以其软体动物群落的多样性指数和丰富度指数都非常高。有关湘江干流

修建水电站和航电枢纽后，对湘江软体动物多样性以及其群落稳定性的影响还需进一步的研究。

研究表明，湘江中游江段蕴藏着比较丰富的软体动物资源（’( 种）。因此，建议政府部门：!在进行湘江

风光带建设的过程中，要加强水质管理工作，禁止沿岸未经处理的污水排放，以防止湘江水质污染加重。"在

大源渡库区和株洲航电枢纽库区沿岸带，可以种植沉水植物和挺水植物，以改善软体动物等的栖息场所、食物

来源和河床的环境条件，恢复正常生态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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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 湘江中游各采集点软体动物种类组成及种群数量

#$%&’ !" ()’*+’, *-.)-,+/+-0，1-)2&$/+-0 3’0,+/+’, -4 .-&&2,*$ +0 /5’ .+33&’ 6’$*5 -4 7+$08&+$08 9+:’6

种类名称

!"#$%#& $’("’&%)%’*

采样点 !+(",%*- &%)#&

新河镇 柏坊镇 衡南县 车江镇 东洲岛 石鼓公园 永和镇 开云镇 霞流镇 石湾镇 淦田镇 渌口镇 株洲大桥石峰大桥

出现频率

（. ）

/""#+0
10#23#*$4

56 田螺科 7%8%"+0%9+#
5）中国圆田螺 !"#$%&’#$()*"%$ +,"%-%.". : ; < = ;>/ ?
;）中华圆田螺 !/ +$0,$1-%.". = < : : ;>/ ?
:）方形环棱螺 2-(($31$ 4)$*5$0$ > = : ? @ A @ <B/ B
=）梨形环棱螺 2/ #)5"6"+$0$ 5< ;B 5: 5> 5A 5; 5= 5@ 55 5? 5> :5 ;< > 5BB
<）铜锈环棱螺 2/ $-5)&"%’.$ 5= 5A 5; 5? :B ;= :< =B 5A 5> 5? :; 5> A 5BB
?）绘环棱螺 2/ ("3%’#,"($ = < : ? 5B : =;/ A
@）角形环棱螺 2/ $%&)($5". ; : 5=/ :
>）厄氏环棱螺 2/ ,-)*- ? A : < < 5: @ 5? 5B ? @5/ =
A）坚环棱螺 2/ ($#"((’5)3 = 5< @ < 5< = =;/ A
5B）河湄公螺 7-8’%&"$ 5"9)($5"$ @ 5> : ? 5@ < 5? A 55 ?=/ :
55）湖南湄公螺 7/ ,)%$%-%.". > ? 5=/ :
5;）肋角螺 :%&)(1$&5$ +’.0$0$ : : = ;5/ =
5:）多棱角螺 :/ #’(1;’%$0$ ; : ; ; ;>/ ?
5=）耳河螺 <"9)($5"$ $)5"+)($0$ ; : 5 ; 5; ? > < 55 5: < @>/ ?
5<）长河螺 </ -(’%&$0- ; : 5 : ? : < <B/ B
5?）双龙骨河螺 </ ="+$5"%$0$ : 5< ? @ 5; : =;/ A
;/ 豆螺科 C%)D4*%%9+#
5@）赤豆螺 2"0,1%"$ 6)+,."$%$ : < 5=/ :
5>）纹沼螺 >$5$6’..$5)(). .05"$0)(). 5; 5: > : ;>/ ?
5A）大沼螺 >$5$6’..$5)(). -?"3"). 5: ? @ : < 5 ; ;5 5: = < 5: ;: @ 5BB
:/ 肋蜷科 E,#30’&#0%9+#
;B）方格短沟蜷 @-3".)(+’.#"5$ +$%+-(($0$ : ; = ; 5 : 5 5; @ ? 5? > ></ @
;5）放逸短沟蜷 @/ ("=-50"%- < @ < : ;>/ ?
;;）格氏短沟蜷 @/ &5-*(-5" ;: ?? ;5 ;B => ;A ;A <> :< :> ;@ :> 5; @ 5BB
;:）短沟蜷一种 @/ &"6 5> : 55 ;5/ =
=/ 膀胱螺科 ED40%9+#
;=）尖膀胱螺 >,1.$ $+)0$ : ? > ;5/ =
</ 椎实螺科 F4(*+#%#9+#
;<）折叠萝卜螺 <$*"? #("+$0)($ : = ; < ? ? @ < <@/ 5
;?）椭圆萝卜螺 </ .A"%,’-" ; < 5@ 5> ;: 5< < 5: <@/ 5
;@）卵萝卜螺 </ ’9$0$ @ 5A 5=/ :
;>）直缘萝卜螺 </ +(-.."%" : @/ 5



! ! 续表 "

种类名称

#$%&’%( &)*$)(’+’),

采样点 #-*$.’,/ (’+%(

新河镇 柏坊镇 衡南县 车江镇 东洲岛 石鼓公园 永和镇 开云镇 霞流镇 石湾镇 淦田镇 渌口镇 株洲大桥石峰大桥

出现频率

（! ）

0$$%-1
21%34%,&5

67）微红萝卜螺 "# $%&’(’)*+, "6 8 "9# :
;# 扁蜷螺科 <.-,)1=’>-%
:?）大脐圆扁螺 -’../%0’+ %1&’2’3,2’+ 8 @ @ 6"# 9
:"）尖口圆扁螺 -# 3,)0*$’ : 6 8 @ 9 :8# @
@# 贻贝科 A5+’.’>-%
:6）湖沼股蛉 4’1)*./$), 2,3%+0$’+ "8 "7 7 "@ :6 "8 ": "@ B "6 "" @8 "B :8 "??
B# 蚌科 C,’),’>-%
::）圆顶珠蚌 5)’* 6*%(2,+’,/ 9 8 : ; B 8 9 @ "B 8 : 9 76# 7
:9）圆头楔蚌 7%)/*.+’+ 8/%6/’ 8 @# "
:8）巨首楔蚌 7# 3,.’0,0, " @# "
:;）矛形楔蚌 7# 3/20’9*$1’+ 6 : "9# :
:@）鱼尾楔蚌 7# .’+3’3%2%+ : 8 @ : 8 9 : 8?# ?
:B）三角帆蚌 -:$’*.+’+ 3%1’)(’’ 9 : : "" 6B# ;
:7）短褶矛蚌 4,)3/*2,$’, ($,:,), : 6 "9# :
9?）三型矛蚌 4,)3/*2,$’, 0$’9*$1’+ 8 : @ : 6B# ;
9"）尖锄蚌 ;0:38*$8:38%+ 0$’9*$1’+ : 6 "9# :
96）薄壳丽蚌 4,1.$*0%2, 2/2/3’ : 6 "9# :
9:）背瘤丽蚌 4# 2/,’ : 8 ": "" 6 @ " : @ "" 6 @B# ;
99）洞穴丽蚌 4# 3,</,0, 8 9 : 6"# 9
98）失衡丽蚌 4# 0*$0%*+, 8 @# "
9;）猪耳丽蚌 4# $*38/38*%,$0’ : 8 ": " 8 "" : 8?# ?
9@）多瘤丽蚌 4# .*2:+0’30, 8 " " " 6B# ;
9B）圆背角无齿蚌 =)*6*)0, >**6’,), .,3’?
9’3,

" 8 @ 6 6B# ;

97）椭圆背角无齿蚌 =# @# /22’.0’3, : 6 8 ; 6 : @ 6 : @ : " B8# @
8?）舟形无齿蚌 =# @# /%+3,.8:+ 6 9 ; 6B# ;
7# 蚬科 D)1=’&4.’>-%
8"）河蚬 7*$&’3%2, 92%1’)/, : 8 6 : 6 "6 @ ": ; "6 "B 8 B8# @
86）刻纹蚬 7# 2,$(’22’/$0’ ": : 8 9 : 8 6" "8 @ @ B @B# ;
8:）闪蚬 7# )’0/)+ ": "8 "@ "7 "B @ "" 6" 8 :8 "6 @ ": 76# 7
! ! 表中的种群数量为用各种方法 6E 平均每 6 人采得的标本个体数 FE% ,4*=%1 )2 (-*$.%( G-( &)..%&+%> G’+E’, 6 E)41( 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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