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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山市淡水浮游动物区系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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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年 * ( # 月和 %! 月对中山市主要淡水水体的浮游动物区系进行了调查。结果表明，中山市主

要淡水水体浮游动物由 &+ 目 )! 科 %!) 属 &%# 种组成。区系特点以原生动物最丰富，有 &" 目 +! 科 %"!
属 !*& 种，占浮游动物物种总数的 +&,；其次为轮虫，有 $ 目 $ 科 %) 属 &# 种组成，占 %!,；枝角类和桡足

类物种数最少。各样点浮游动物种类在 %% ( %*+ 种之间，种类最少的出现在洪奇沥，最多的出现在逍遥

谷。研究结果表明，中山市淡水浮游动物资源比较丰富。各区系浮游动物的分布与水体的营养状态密

切相关，污染严重的水体，种类数较少，清洁水体，种类数较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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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山市位于广东省中南部，珠江三角洲中

部偏南的西、北江下游出海处。中山市地处低

纬，全境均在北回归线以南，为典型的南亚热带

城市。中山市河流面积占全境的 +,，水系十

分发达，河网纵横交错，大大小小的内河涌超过

’"" 条，长达 % """ 多公里，并与市内星罗棋布

的湖泊、水塘、水库构成了中山市的水网资源。

中山市水生生物物种资源丰富，为有效保护中

山市生物物种资源，维护生物多样性，必须开展

""""""""""""""""""""""""""""""""""""""""""""""""""""""""""

中山市生物物种资源调查与生物多样性评价。



!""# 年 $ % & 月和 ’! 月在中山市各主要淡水水

体（包括溪流、河流、小河涌、水库、池塘等）共设

立 ’( 个采样点（图 ’），采集定性样品 !) 个，研

究了中山市主要淡水水体浮游动物的种类分布

和区系特征，反映了南亚热带城市水体浮游动

物的区系特征，并为中山市浮游动物资源的合

理开发与持续利用提供科学依据并积累资料。

! 材料与方法

!"! 样品的采集 !""# 年 $ % & 月和 ’! 月在

中山市设置洪奇沥、磨刀门水道、逸仙水库、小

榄水道、斗门大桥、坦洲、杨贺藕塘、兰溪河、沙

溪鱼塘、石岐河、黄圃水道、神湾镇、长江水库、

桂池、横门水道、西江、北台涌和逍遥谷 ’( 个采

样点（图 ’）。标本以 !# 号浮游生物网（孔径 $*

!+）在上层水体呈“,”字形捞取 - % # +./，同时

测定采样点的水温、01、透明度和水深，观察底

质类别与植被覆盖状况，并采集水样带回室内

测定水体盐度。

图 ! 中山市浮游动物采样点分布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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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种 类 鉴 定 在 ’"" % ’ """ 倍 23.44

56.7089: ! .+9;./; 显微镜下鉴定浮游动物种类。

种类鉴定参照 <7.44/3=、>9?8、@9AA3=47/、蒋燮治

等［’ % ’"］的描述。

: 结 果

:"! 种类组成 在中山市主要淡水水体共观

察到浮游动物 -( 目 )! 科 ’!) 属 -’& 种（表 ’，

-），其中一种缘毛类和一种吸管虫为原生动物

两新纪录种，都为海水与淡水混合水体的罕见

种。从表 ’ 可以看出，中山市浮游动物主要以

原生动物最丰富，有 -" 目 (! 科 ’"! 属 !$- 种，

占浮游动物物种总数的 (-B；其次为轮虫，有 *
目 * 科 ’) 属 -& 种，占 ’!B；枝角类和桡足类物

种数最少，仅为 ’ 目 - 科 # 属 & 种和 - 目 - 科 -
属 ’" 种。原生动物主要常见种为微小瓣胞藻

（!"#$%&’&($) *+),%%$）、跳 侧 滴 虫（ !%"+-&’&($)
.$/+%$()）、聚滴虫（ 0&($) )&/,$%,)）、小滴虫（ 0 C
’,(,’$）、平截杯隐藻（12$#3&’&($) #-+(/$#$）、梨

波豆虫（4&5& "5$6）、小波豆虫（4 C ’,(,’+)）、角

甲 藻（ 1"-$#,+’ 3,-+(5,("%%$ ）、球 形 砂 壳 虫

（7,88%+9,$ 9%&:+%&)$）、苍白刺日虫（;$*3,5,&*3-2)
*$%%,5$）、钩刺斜管虫（13,%&5&("%%$ +(/,($#$）、毛

板壳虫（1&%"*) 3,-#+)）和有肋"纤虫（ <)*,5,)/$
/&)#$#$）；轮 虫 主 要 常 见 种 为 螺 形 龟 甲 轮 虫

（="-$#"%%$ /&/3%"$-,)）。

表 ! 中山市浮游动物种类组成

;3+2< ! =1<>$<( -/ 0--123.4)-. $. 67-.%(73. 8$)9

目

D=E3=

科

<9+.8F

属

G3/H4

种

I03J.34

百分比

@3=J3/A9;3
（B）

原生动物 @=7A7K79 -" (! ’"! !$- (-
轮虫动物 L7A.M3=9 * * ’) -& ’!
枝角类 N89E7J3=9 ’ - # & !
桡足类 N70307E9 - - - ’" -
合计 O7A98 -( )! ’!) -’& ’""

:": 各样点主要环境因素 浮游动物采样点

的水温变化范围在 ’- % -"P之间，01 变化范围

在 $ % &Q( 之间。北台涌、逍遥谷、斗门大桥和

沙溪鱼塘透明度较高，北台涌、逍遥谷、黄圃水

道、神湾镇、坦洲、杨贺藕塘、斗门大桥和沙溪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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塘植被较丰富（表 !）。本次调查未测定桂池的 环境理化因素，故未在表 ! 中列出。

表 ! 各样点主要环境因素

"#$%& ! ’()*+,(-&(.#% /#0.,+1 ,/ 1#-2%*(3 1.#.*,(1

水深

"#$%& ’%($)
（*）

透明度

+&#,-(#&%,./
（.*）

(0
水温（1）

"#$%&
$%*(%&#$2&%

底质类别

3%’4*%,$ -5&$

植被覆盖

6%7%$#$45,
.58%&#7%

盐度

3#94,4$/
（:）

北台涌 ;%4$#4/5,7 <=! > <=? ?< @=A! !@ 粗砂 植被丰富 <
逍遥谷 B4#5/#5 6#9% <=? ?< @=? !@ 石块 两岸植被丰富 <
黄圃水道 02#,7(2 C)#,,%9 D=D A< @=A !@ 淤泥 水葫芦茂盛 E
小榄水道 B4#59#, C)#,,%9 D=! D< @=F! !@ 粗砂 无水生植被 E
长江水库 C)#,7G4#,7 H%-%&854& I J!? @=? !I 淤泥 无水生植被 E
神湾镇 3)%,K#,L)%, D=! ? @=?! !@ 淤泥 水葫芦茂盛 E
坦洲 +#,L)52 D=? A< @=F !@ 硬泥 两岸植被丰富 E
杨贺藕塘 M#,7)% N5,’ !< !< @ J< 淤泥 藕 E
逸仙水库 M4O4#, H%-%&854& @ F< @=!F !F 细沙 无水生植被 E
兰溪河 P#,O4 H48%& A< A< @=D! !F 细沙 无 E
斗门大桥 Q52*%, ;&4’7% <=A A< @=@J !R 淤泥 挺水植被丰富 E
西江 B4G4#,7 F=@ D<R R=@F D@ 淤泥S沙 距岸约 ?< > D<< * J
磨刀门水道 T5’#5*%, C)#,,%9 E E R=<A E 黄淤泥 E A
横门水道 0%,7*%, C)#,,%9 A=I! RR R=?@ D@ 黄淤泥 距岸约 !< > D!< * A
洪奇沥 05,7U494 D=? @! R=A! D? 沙子 沙滩 J
石岐河 3)4U4 H48%& <=F A< R=AR DJ 沙子 石块，沙子 <
沙溪鱼塘 3)#O4 N5,’ <=R R< R=F D@ 黄淤泥 周边植被丰富 !

“ E ”表示数据缺失 T%#,- ’#$# *4--4,7V

表 4 中山市浮游动物种类名录

!!!

"#$%& 4 5*1. ,/ 6,,2%#(7.,( *( 89,(319#( :*.;

原生动物 N&5$5L5# 蛋白核隐藻

!! !"#$%&’&()* $#"+(&,-,.+")

肉鞭门 3#&.5*#-$475()5&# 马索隐藻 ! V!! ’)"**&(,,
鞭毛亚门 T#-$475()5&# 卵形隐藻 ! V!! &/)%)
植鞭毛纲 N)/$5*#-$475()5&%# 啮饰隐藻 ! V!! +"&*)

简单棕鞭藻 012"&’&()* *,’$3+4 尖尾蓝隐藻 ! V!! )15%)
外穴屋滴虫 0,6&’&()* +41)/)%) 平截杯隐藻!! !#)%2&’&()* %"5(1)%)
气球屋滴虫 0 V %+"’& 扁形膝口藻!! 7&(#&*%&’5’ -+$"+**5’
聚屋滴虫 0 V *&1,)3,* 裸甲藻!! 7#’(&-,(,5’ )+"58,(&*5’
点滴虫 9&()* 85%%53) 薄甲藻!! 73+(&-,(,5’ $53/,*1535’
小滴虫 9 V ’,(,’) "形多甲藻!! :+",-,(,5’ 5’;&()%5’
变形滴虫 9 V )’&+;,() 多甲藻属一种 :!! V -(D=
群聚滴虫 9 V *&1,);,3,* 多甲藻属一种 :!! V -(!=
聚滴虫 9 V *&1,)3,* 多甲藻属一种 :!! V -(J=
小树枝滴虫 <+(-"&’&()* /,"8)",) 具角角甲藻!! !+")%,5’ 1&"(5%5’
植球花虫 =(%2&$2#*,* /+8+%)(* 角甲藻 ! V!! 2,"5(-,(+33)
卵形单鞭金藻 !2"&’53,() &/)3,* 变异多形藻!! <,*%,8’) $"&%+5*
圆筒锥囊藻 <,(&;"#&( 1#3,(-",15’ 光明裸藻!! >583+() 351+(*
分歧锥囊藻 < V -,/+"8+(* 静裸藻 > V!! -+*+*
沼泽圆柱锥囊藻 < V 1#3,(-",15’ 8#& V $)35*%"+ 多形裸藻 > V!! $&3#’&"$2)
黄群藻 ?#(5") 5"+33) 刺鱼状裸藻 > V!! 8)*%+"&*%+5*
顶刺鱼鳞藻 9)33&’&()* )1"&1&’&* 三梭裸藻 > V!! %",$%+",*
鱼鳞藻属一种 9 V -( V 尖尾裸藻 > V &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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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

!
尾裸藻 ! " "#$%#&# 三角袋鞭藻 ’ "!! &()"*+,*+($-
梭形裸藻 ! " #"$. 内管藻!! !/&+.,*+/ .$0"#&#
膝曲裸藻 ! " 12/)"$0#&# 球衣藻!! 3*0#-4%+-+/#. 10+5+.#
棒形裸藻 ! " "0#6#&# 衣藻属一种 3!! " #$!%
裸藻属一种 ! " #$!% 衣藻属一种 3!! " #$&%
裸藻属一种 ! " #$&% 衣藻属一种 3!! " #$’%
裸藻属一种 ! " #$’% 衣藻属一种 3!! " #$(%
裸藻属一种 ! " #$(% 实球藻!! ’#/%+()/# -+($-
裸藻属一种 ! " #$)% 空球藻!! !$%+()/# 2021#/.
裸藻属一种 ! " #$*% 杂球藻!! ’02+%+()/# "#0)7+(/)"#
裸藻属一种 ! " #$+% 细小桑椹藻!! ’4(+5+&(4. -)/)-#
裸藻属一种 ! " #$,% 帕许壶藻!! 8("2+0$. ,#(."*2()
裸藻属一种 ! " #$-% 动鞭毛纲!! .//01#234/$5/671
裸藻属一种 ! " #$!8% 球波豆虫!! 9+%+ 10+5+.$.
裸藻属一种 ! " #$!!% 梨波豆虫 9 "!! 2%#:
裸藻属一种 ! " #$!&% 舞行波豆虫 9 "!! .#0&#/.
裸藻属一种 ! " #$!’% 小波豆虫 9 "!! -)/)-$.
裸藻属一种 ! " #$!(% 尾波豆虫 9 "!! "#$%#&$.
圆柱鳞孔藻 ;2,+")/"0). "40)/%()"# 鼻吻滴虫!! <*4/"*+-+/#. /#.$&#
卵形鳞孔藻博希尔变种 ; " +6$- 916 " 5$&."*0)) 微小无吻虫!! 30#$&()#6)# ,#(6#
伪编织鳞孔藻 ; " ,.2$%+&2:&# 活泼锥滴虫!! =(2,+-+/#. #1)0).
迪弗兰鳞孔藻梨形变种 ; " %270#/%()#/# 916 " ,4()7+(-). 跳侧滴虫!! ’02$(+-+/#. >#"$0#/.
奇异扁裸藻 ’*#"$. -)(#5)0). 奇异光滴虫!! ?"&)/+-+/#. -)(#5)0).
钩状扁裸藻 ’ " *#-#&$. 四鞭藻属一种 3#(&2()#!! #$"
旋形扁裸藻 ’ " *20)"+)%2. 肉足亚门!! :16;/<3=1
扭曲扁裸藻 ’ " &+(&$. 根足总纲!! >53?/$/<1
哑铃扁裸藻 ’ " ,2&20+&) 叶足纲!! @/A/#71
螺旋扁裸藻 ’ " .&(+-5$0)7+(-). 变形目!! B0/7A3<1
长尾扁裸藻 ’ " 0+/1)"#$%# 绒毛变形虫!! =()"*#-+25# 6)00+.#
长尾扁裸藻虫形变种 ’ " 0+/1)"#$%# 916 " )/.2"&$- 囊毛变形虫 = "!! +..2+.#""$.
截头囊裸藻 =(#"*20+-+/#. #5($,&# 大变形虫!! ?-+25# ,(+&2$.
南方囊裸藻 = " #$.&(#0)"# 盘状后卓变虫!! @2&#"*#+. %)."+)%2.
拟旋转囊裸藻 = " 6+06+")/+,.). 简简变虫!! A#*0B#-,7)# 6#*0B#-,7)#
尾棘囊裸藻短刺变种 = " #(-#&# 916 " 5(26).,)/# 蠕形哈氏虫!! C#(&-#//200# 62(-)7+(-).
棘刺囊裸藻 = " *).,)%# 卡变虫属一种 3#.*)#!! #$"
拟颗粒囊裸藻无刺变种 = " 1(#/$0#&+,.). 916 " 2:.,)/+.# 条纹条变形虫!! D&()#-+25# .&()#&#
结实囊裸藻矩圆变种 = " 720): 916 " +50+/1# 点滴盘变形虫!! E)."#-+25# 1$&&$0#
马恩吉囊裸藻环纹变种 = " -#/1)/)) 916 " #//$0#&# 柔平变虫!! ’0#&4#-+25# ,0#")%#
棘口囊裸藻 = " #"#/&*+.&+-# 平足蒲变虫!! A#//200# ,0#&4,+%)#
尾棘囊裸藻长刺变种 = " #(-#&# 916 " 0+/1).,)/# 蒲变虫属一种 A!! " #$ "
浮游囊裸藻乳突变种 = " ,0#/"&+/)"# 916 " ,#,)00#&# 柏马氏虫!! @#4+(200# "4,(2..#
旋转囊裸藻 = " 6+06+")/# 扇形马氏虫 @ "!! ,2/#(%)
囊裸藻属一种 = " #$!% 后湖马氏虫 @ "!! *+*$2/.).
囊裸藻属一种 = " #$&% 马氏虫属一种 @!! " #$ "
囊裸藻属一种 = " #$’% 裂芡目!! :;53?/$C67=3<1
大形陀螺藻卵形变种 D&(+-5+-+/#. -#:)-# 916 " +6#&# 直罗氏虫!! <+."$0$. )&*#"$.
瓣胞藻 ’2&#0+-+/#. -2%)+"#/200#&# 纳氏虫属一种 F#2102()#!! #$!%
微小瓣胞藻 ’ " ,$.)00# 纳氏虫属一种 F!! " #$&%
葡萄异鞭藻 ?/).+/2-# #")/$. 表壳目!! B6;7DD3=<1
广卵异鞭藻 ? " ,(+.12+5)$- 碗表壳虫!! ?("200# "#&)/$.
弯曲袋鞭藻 ’2(#/2-# %2702:$- 法冠表壳虫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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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

!
半圆表壳虫 ! " "#$%&’"(#)%*( 毛板壳虫 + "!! "%),-&
普通表壳虫 ! " .-/0()%& 天鹅长吻虫!! 1(*)2$()%( 3/3)
弯凸表壳虫 ! " 0%443&( 蠕形长吻虫 1 "!! .#)$%*-/()%&
表壳虫属一种 ! " #$!% 锥形瓶口虫!! 1(0253’")0( *35%6#)(
表壳虫属一种 ! " #$&% 卑怯管叶虫!! 7)(*"#/3’"2//-$ ’-&%//-$
表壳圆壳虫 +2*/3’28%& ()*#//3%9#& 巨长颈虫!! :%/#’,-& *205-&
旋匣壳虫 +#5,)3’28%& (#)3’"%/( 美洲长颈虫 : "!! ($#)%*(5-&
片口匣壳虫 + " ’/(,2&,3$( 蚤中缢虫!! ;#&39%5%-$ ’-/#8
针棘匣壳虫 + " (*-/#(,( 凶猛斜叶虫!! 1383’"2//-$ "#/-&
匣壳虫属一种 + " #$ " 栉状半眉虫!! <#$%3’")2& ’#*,%5(,(
褐砂壳虫 :%66/-0%( (.#//(5( 猎半眉虫 < "!! $#/#(0)%&
尖顶砂壳虫 : " (*-$%5(,( 半眉虫属一种 <!! " #$ "
变异砂壳虫 : " .()%(5& 龙骨漫游虫!! 1%,353,-& 6(&*%3/(
叉口砂壳虫 : " 0)($#5 薄漫游虫 1 "!! /($#//(
硅片砂壳虫 : " 4(*%//()%()-$ 肾状肾形虫!! +3/’39( )#5%63)$%&
球形砂壳虫 : " 0/34-/3&( 篮口虫属一种 =(&&-/(!! #$"
烦恼砂壳虫 : " 9%66%*%/%& 活泼拟小胸虫!! >&#-93$%*)3,"3)(8 (0%/%&
砂壳虫属一种 : " #$!% 旋转单镰虫!! :)#’(53$35(& )#.3/-,(
砂壳虫属一种 : " #$&% 水藓单镰虫 : "!! &’"(05%
螺形旋扁壳虫 1#&?-#)#-&%( &’%)(/%& 绿色小胸虫!! ;%*)3,"3)(8 .%)%9%&
褶口旋扁壳虫 1 " #’%,3$%-$ 相似小胸虫 ; "!! &%$-/(5&
透明梨壳虫 =#4#/( .%,)(#( 小胸虫属一种 ;!! " #$!%
梨壳虫属一种 = " #$ " 小胸虫属一种 ;!! " #$&%

丝足纲 ’()*#+, 小胸虫属一种 ;!! " #$-%
结节鳞壳虫 @-0/2’"( ,-4#)*-/(,( 钩刺斜管虫!! +"%/3935#//( -5*%5(,(
矛状鳞壳虫 @ " /(#.%& 斜管虫属一种 +!! " #$ "
冠突鳞壳虫 @ " *)%&,(,( 小轮毛虫!! 7)3*"%/%( $%5-,(
有棘磷壳虫 @ " (*(5,"3’"3)( 寡膜纲!! .)(/*012+3*$0*4+,
线条三足虫 7)%5#$( /%5#()# 肾形豆形虫!! +3/’%9%-$ *3/’39(
斜口三足虫 7 " #5*"#/2& 弯豆形虫 + "!! *($’2/-$
柔薄壳虫 1%#4#)AB"5%( C(05#)% 梨形四膜虫!! 7#,)("2$#5( ’)%63)$%&
弓双孔虫 :%’/3’")2& ()*"#)% 四膜虫属一种 7!! " #$ "

辐足总纲 567(3*$*8+, 闪瞬目虫!! D/(-*3$( &*%5,%//(5&
太阳纲 9+)(*:*+, 大口瞬目虫 D "!! $(*)3&,3$(

放射太阳虫 !*,%53’")2& &3/ 瞬目虫属一种 D!! " #$ "
太阳虫属一种 ! " #$ " 双小核草履虫!! >()($#*%-$ (-)#/%(
苍白刺日虫 E(’"%9%3’")2& ’(//%9( 绿草履虫 > "!! 4-)&()%(
河流松叠虫 >%5(*%3’"3)( 6/-.%(,%/%& 尾草履虫 > "!! *(-9(,-$
针棘刺胞虫 !*(5,"3*2&,%& (*-/#(,# 银白前口虫!! F)35,35%( /#5*(&
泥炭刺胞虫 ! " ,-)6(*#( 旋尾缨虫!! G)3*#5,)-$ ,#)43

纤毛门 ;()(*$0*4, 光明舟形虫!! 1#$4(9%35 /-*#5&
动基片纲 <(3+7*=4,/2(3*$0*4, 珍珠映毛虫!! +%5#,3*"%/-$ $()0()%,(*#-$

条纹喙纤虫 13839#& &,)%(,-& 瓜形膜袋虫!! +2*/%9%-$ *%,)-//-&
大喙纤虫 1 " $(05-& 银灰膜袋虫 + "!! 0/(-*3$(
腔裸口虫 <3/3’")2( (,)( 球吸管虫属一种 ;#,(*%5#,(!! #$"
长斜板虫 >/(0%3*($’( /350%& 钟形钟虫!! H3),%*#//( *($’(5-/(
绿色前管虫 >)3)3935 .%)%9#& 小口钟虫 H "!! $%*)3&,3$(
变色前管虫 > " 9%&*3/3) 杯钟虫 H "!! *-’%6#)(
武装尾毛虫 G)3,)%*"( ()$(,-& 沟钟虫 H "!! *35.(//()%(
趣尾毛虫 G " 6()*,( 螅状独缩虫!! +()*"#&%-$ ’3/2’%5-$
双刺板壳虫 +3/#’& 4%*-&’%& 珊状盖虫 I’#)*-/()%( ’#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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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

!
彩盖虫 ! " "#$%&’()’) 矩形龟甲轮虫 * "!! +,’-$’.’
伞形聚钟虫 /’0"’()11’ ,02$11’$3’ 螺形龟甲轮虫 * "!! 454#1)’$36
褶累枝虫 7"36.%136 "134’.3136 懒轮虫!! 85.’$3’ .’$-3&$’-’
节累枝虫 7 " ’$.34,1’.) 转轮虫 8 "!! $5.’.5$3’
湖累枝虫 7 " 1’4,6.$36 前节晶囊轮虫!! 96"1’(4#(’ "$35-5(.’
透明鞘居虫 :’&3(3451’ 4$%6.’113(’ 针簇多肢轮虫!! ;51%’$.#$’ .$3&1’
靴纤虫属一种 /5.#,$(3’ #$" 尾猪吻轮虫!! <34$’(5"#5$,6 4’,-’.,6
袋扉门虫 =#,$3451’ >51134,1’.’ 粗壮猪吻轮虫 < "!! $52,6.,6
放射矛刺虫 ?’6.’.)11’ $’-3’(6 长足轮虫!! 85.’$3’ ()".,(3’
短柱虫属一种 8#’2-56.%1’ #$" 长三肢轮虫!! @313(3’ 15(&36).’
车轮虫属一种 =$34#5-3(’ #$" 椎尾水轮虫!! 7"3"#’()6 6)(.’

多膜纲 %&’()*+&$,&-*. 棒状水轮虫 7 "!! 41’A,1’.,6
小旋口虫 B"3$56.50,0 03(,6 多态胶鞘轮虫!! /5115.#)4’ ’023&,’
突口虫属一种 /5(-%156.50’ #$" 囊形单趾轮虫!! C5(56.%1’ 2,11’
带核喇叭虫 B.)(.5$ $5)6)13 梨形单趾轮虫 C "!! "%$3>5$036
天蓝喇叭虫 B " 45)$,1),6 钩状狭甲轮虫!! /51,$)11’ ,(43(’.’
大弹跳虫 ?’1.)$3’ &$’(-3()11’ 橘色轮虫!! 85.’$3’ 43.$3(’
急游虫属一种 B.$5023-3,0 #$" 小粗颈轮虫!! C’4$5.$’4#)1’ (’(’
旋回侠盗虫 B.$52313-3,0 &%$’(6 盘镜轮虫!! =)6.,-3()11’ "’.3(’
江苏似铃壳虫 =3(.3((5"636 D3’(&6,)(636 纵长异尾轮虫!! =$34#54)$4’ )15(&’.’
无锡似铃壳虫 = " E,63#)(636 蛭态亚目轮虫一种!! /0*’’&10*. #$!2
绿尾枝虫 F$56.%1’ A3$3-36 蛭态亚目轮虫一种!! /" #$32
纺锤全列虫 ?5156.34#’ D)661)$3 蛭态亚目轮虫一种!! /" #$42
尾瘦尾虫 F$51)".,6 4’,-’.,6 蛭态亚目轮虫一种!! /" #$52
近亲殖口虫 G5(56.50,0 ’>>3() 蛭态亚目轮虫一种!! /" #$62
契氏片尾虫 F$5650’ 43)(D5E6D33 蛭态亚目轮虫一种!! /" #$72
伪尖尾虫 !H%.$34#’ >’11’H 枝角类!! 8’.0&9*-.
锐利"纤虫 96"3-364’ 1%(4),6 隅齿锐额2!! 915()11’ D’$,’
有肋"纤虫 9 " 456.’.’ 蚤状2!! <’"#(3’ ",1)H
盘状游仆虫 7,"15.)6 "’.)11’ 柯氏象鼻2!! I5603(’ 45$)&5(3
阔口游仆虫 7 " ),$%6.50,6 长额象鼻2 I "!! 15(&3$56.$36
粘游仆虫 7 " 0,643451’ 象鼻2属一种 I!! " #$ "
游仆虫属一种 7 " #$ " 低额象鼻2一种 B3054)"#1’,6!! #$"

轮虫 :&;1<*-. 尖额2属一种 915(’!! #$"
狭颈宿轮虫 ?’2$5.$54#’ ’(&,6.3451136 桡足类!! 8&$*$&0.
宿轮虫属一种 ? " #$ " 大尾真剑水蚤!! 7,4%415"6 0’4$,$53-)6
田奈同尾轮虫 <3,$)11’ -3H5( 猛水蚤目一种!! =.-$.9;19&10. #$"
凸背巨头轮虫 /)"#’15-)11’ &322’ 哲水蚤目一种!! 8.’.+&10. #$!2
巨头轮虫属一种 / " #$ " 哲水蚤目一种!! 8" #$32
壶状臂尾轮虫 I$’4#35(,6 ,$4),6 哲水蚤目一种!! 8" #$>2
蒲达臂尾轮虫 I " 2,-’")6.3)(636 哲水蚤目一种!! 8" #$42
额花臂尾轮虫 I " 4’1%43>15$,6 哲水蚤目一种!! 8" #$52
蹄形腔轮虫 J)4’() ,(&,1’.’ 哲水蚤目一种!! 8" #$62
盘状鞍甲轮虫 J)"’-)11’ "’.)11’ 哲水蚤目一种!! 8" #$72
曲腿龟甲轮虫 *)$’.)11’ A’1&’ 哲水蚤目一种 8" #$?2

!"# 各样点物种组成及区系相似性分析 逍

遥谷浮游动物种类数达 !6? 种，原生动物 !46
种，甲藻、有壳类肉足虫所占比例较高，为优势

类群；轮虫种类较少，为 3@ 种，常见种为梨形单

趾轮虫和橘色轮虫；枝角类最少，仅 3 种。北台

涌浮游动物 !!> 种，原生动物 !@A 种，甲藻、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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裸藻和有壳类肉足虫为优势类群；轮虫 ! 种，为

蹄形腔轮虫、盘镜轮虫、橘色轮虫和一种蛭态轮

虫；无枝角类和桡足类。长江水库浮游动物 "#
种，原生动物 #$ 种，多甲藻和肉足虫为优势类

群，纤毛虫很少，仅 % 种；轮虫 $& 种，占 $’(，常

见种为多态胶鞘轮虫和纵长异尾轮虫；枝角类

& 种。桂池浮游动物 ’$ 种，原生动物 !& 种，鞭

毛虫和肉足虫为优势类群，占 !’(和 )’(；纤

毛虫种类组成类似长江水库，种类很少，仅 #
种，占 $!(，毛板壳虫为常见种；轮虫 # 种，常

见种为螺形龟甲轮虫；桡足类 $ 种。西江浮游

动物 %# 种，原生动物 *’ 种，占 *#(，鞭毛虫、肉

足虫和纤毛虫的种类数分别为 $% 种、)) 种、)!
种，所占比例为 )+(、))(、)’(；常见种为角甲

藻、球形砂壳虫、普通表壳虫、江苏似铃壳虫；轮

虫 )& 种，占 )!(，常见种为蹄形腔轮虫、梨形单

趾轮虫、螺形龟甲轮虫和转轮虫；枝角类和桡足

类共 % 种。横门水道浮游动物 "’ 种，原生动物

’’ 种，占 *’(，鞭毛虫、肉足虫和纤毛虫的种类

数分 别 为 )) 种、$# 种、$* 种；占 )*(、)+(、

$%(；常见种为角甲藻、球形砂壳虫、褐砂壳虫、

江苏似铃壳虫和一种球吸管虫；轮虫 )& 种，常

见种为蒲达臂尾轮虫和粗壮猪吻轮虫，枝角类

和桡足类共 # 种。洪奇沥、磨刀门水道、逸仙水

库、小榄水道、斗门大桥、坦洲、杨贺藕塘、兰溪

河、沙溪鱼塘、石岐河、黄圃水道、神湾镇浮游动

物种类数较少，分别为 $$ 种、$# 种、$! 种、)$
种、)* 种、$% 种、&# 种、&) 种、!) 种、!) 种、&" 种

和 !$ 种，其中原生动物中的鞭毛虫（裸藻，扁裸

藻，囊裸藻）和小型纤毛虫所占比例极高，数量

较大，为优势类群，肉足虫、轮虫、枝角类和桡足

类的种类数及数量极少。

对中山市 $" 个采样点的浮游动物物种组

成进行聚类分析（图 )）。在距离为 *,! 附近，洪

奇沥、磨刀门水道、逸仙水库、小榄水道、斗门大

桥、坦洲、杨贺藕塘、兰溪河、沙溪鱼塘、石岐河、

黄圃水道、神湾镇首先聚在一起，它们再与长江

水库、横门水道、桂池、西江聚在一起；最后与北

台涌、逍遥谷共同聚在一起。

图 ! 各采样点浮游动物物种组成聚类分析

"#$%! &’()*+, -.-’/)#) 01 )-23’#.$ )*-*#0.) 4-)+5 0.
6003’-.7*0. )3+8#+) 80230)#*#0.)

-.：洪奇沥；/0：磨刀门水道；12：逸仙水库；23：小榄水

道；0/：斗门大桥；45：坦洲；6.：石岐河；1-：杨贺藕塘；

62：沙溪鱼塘；32：兰溪河；-7：黄圃水道；68：神湾镇；

96：长江水库；:9：桂池；-/：横门水道；2;：西江；<4：北

台涌；21：逍遥谷。

-.：-=>?@ABA；/0：/=CD=EF> 9GD>>FB；12：1AHAD> IFJFKL=AK；

23：2AD=BD> 9GD>>FB；0/：0=MEF> <KAC?F；45：4D>NG=M；6.：

6GA@A IALFK；1-：1D>?GF 7=>C；62：6GDHA 7=>C；32：3D>HA

IALFK；-7：-MD>?OM 9GD>>FB；68：6GF>PD>NGF>；96：9GD>?QAD>?

IFJFKL=AK；:9：:MARGA；-/：-F>?EF> 9GD>>FB；2;：2AQAD>?；<4：

<FASDAT=>?；21：2AD=TD= UDBF %

9 讨 论

我国国土幅员辽阔，经纬度跨度较大，各地

区因不同的经纬度、海拔、地理气候、植被类型

而具有不同的水生态环境。近年来，许多作者

分别对这些地区进行过浮游动物资源调查，如

西藏、黑龙江、武汉东湖、四川九寨沟自然保护

区和湖南索溪峪自然保护区等［$+ V $!］。这些水

体的浮游动物群落结构与中山市的相似，即原

生动物、轮虫种类数在浮游动物总种类数中所

占比例较高，枝角类和桡足类种类数所占比例

较低。进一步证明了浮游动物具有世界性分布

的特点。西江为珠江三角洲主要河流之一，源

于云南，流经贵州省、广西省，到广东省中部汇

合北江和东江形成珠江三角洲网河区，然后分

横门、磨刀门、洪奇门等 " 个口门注入南海。河

水受潮汐的影响，各口门潮量较大，咸水上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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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范围的淡水受到影响。本次调查，在西江和

横门水道发现了一种缘毛类和一种吸管虫，经

鉴定为我国原生动物海水与淡水混合水体的罕

见种，说明了中山市生态小环境水体浮游动物

群落结构的特异性。因此中山市浮游动物群落

结构的特点是以世界性的广布种为主体，兼有

少量海水与淡水混合水体的罕见种。

沈韫芬等［!"］指出自由生活的原生动物大

多能忍受物理、化学和生物因子的巨大变化，但

同时对每一种类来说又有它很狭的最适度，当

水、温度、氧、#$、盐度等因子都处于最适范围

内，原生动物能够大量繁殖。原生动物大多数

种类生活在 % & %"’，最适范围在 () & %)’，#$
最适范围在 * & +。中山市地处低纬度地区，全

境均在北回归线以南，属南亚热带季风气候，光

热充足、终年气温较高。本次调查，采样点的水

温变化范围为 !% & %)’，#$ 变化范围为 * &
,-+，均为原生动物生长和繁殖最适宜的范围。

水是生命之源，对于原生动物来说，只要有润湿

的环境，就可能有它们的足迹。中山市水系十

分发达，大大小小的内河涌、湖泊、水塘和水库

广布在市内居民区、工业区和市外郊区，充足的

水资源为原生动物提供了良好的生存条件。在

水域生态系统中，原生动物又是轮虫、枝角类和

桡足类重要的食物资源，中山市丰富的原生动

物资源促进了轮虫、枝角类和桡足类的生长繁

殖。因此，总体上来看，中山市浮游动物资源比

较丰富。

从生态学观点出发，生物与环境的统一是

生物与环境相互作用的结果。不同的水环境决

定了生物种群或群落的结构特征；反之，生物的

个体、种群或群落的变化，可以客观反映出水体

质量的变化规律。据上述原理，生物应用于水

质监测不仅有效、科学，而且具有化学监测不可

替代的作用［!*］。浮游动物作为世界性分布的

生物，由于其个体小、结构简单、生活世代短、群

落结构对水环境变化反应灵敏等特点，广泛应

用于水质监测。通常浮游动物种类增多、密度

降低、均匀度上升，表明水体污染的程度较小，

水质较好；反之，种类减少、种群密度、特别是少

数优势种密度的升高，则表示水体污染的程度

较大，水质较差。中山市不同淡水水体浮游动

物群落结构的差异，直观反映了各淡水水体的

水质状态。逍遥谷与北台涌位于中山市粤东南

沿海的重要山脉五桂山腹部，为中山市旅游区，

距离市区较远，人类污染较少，生态环境保护较

好，并且在正常情况下具有丰富的水草，生境多

样，生物多样性丰富。此两个样点浮游动物种

类数最多，喜洁净水体的甲藻、有壳类肉足虫所

占比例较高，为优势类群。相比逍遥谷与北台

涌，长江水库、桂池、横门水道和西江的水体透

明度较低，水质相对较差，浮游动物种类数较

少。但总体上，此 . 个样点浮游动物还是以喜

洁净水体的甲藻和有壳类肉足虫为优势类群，

并且各类群浮游动物种类数接近。中山市为工

业城市，城镇分布十分密集，工业布局不尽合

理，许多企业设备落后，原材料消耗高，利用率

低，大量未经处理的工业和生活污水就近排入

江河与小河涌，水质污染十分严重。洪奇沥、磨

刀门水道、逸仙水库、小榄水道、斗门大桥、坦

洲、杨贺藕塘、兰溪河、沙溪鱼塘、石岐河、黄圃

水道、神湾镇位于居民区和工业区，接纳大量的

生活污水和工业废水，水体营养丰富，不利于浮

游动物的生长和繁殖，浮游动物种类数较少。

特别是石岐河为市区河流，水体受到严重污染，

表观看去，水体颜色发黑，略微散发臭味，透明

度很低。因此，原生动物污水种类如裸藻、扁裸

藻、囊裸藻和小型纤毛虫数量较多，为优势类

群；而肉足虫、轮虫、枝角类和桡足类的种类数

和数量极少。洪奇沥、横门与磨刀门均为西江

水系注入南海的口门，属海洋与河流的生态交

错区（/01213/），是一类比较特殊的生境。本次

调查，相比横门水道，洪奇沥和磨刀门水道浮游

动物种类数很少，仅为 !! 种和 !, 种，造成这种

差异的具体原因有待进一步的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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