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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的中下游及珠江三角洲上段，此河段河道宽 

阔 ，流速较缓慢，雇积淤泥，有机质丰富、水质肥 

沃；其优势种主要为田螺类 环棱螺类、无齿蚌 

类、水蚯蚓类、蚬类、沼虾类及浚水壳菜等。三 

是河 口型 主要为珠江三角洲下段各分支的人 

海口，此江段水流缓馒，底质为冲积土，有机质 

率 富，水质肥沃 ，且多为威淡水交汇处，盐度较 

大；其优势种为蚬类，淡水壳菜 沙蚕类 无齿蚌 

类、豆螺类等。 

(三)数量爰其变化 

I．生物量及年度变化 表 2是两年来采样 

的结果 ，表中大体上反映出广东江段底栖动物 

的生物量及其变化。从数量看 ，无论个体密度或 

生物量均是北江最高，其密度为东江的 23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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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量为酉皿的9舒。从整坌水系 置 东江一． 

西江、珠江三角洲 82年比 81年稍有下降，北江 

略有上升 ，升降幅度不大，表明广东江段底栖动 

物目前处于相对稳定期。 

表 2中各江段底栖动物数量变化悬珠的原 

因，主要是选点的环境差异所致。例如，北江的 

采集站包括水流缓慢、水质肥沃、饵料生物丰富 

的犁市、长坝、大湾三个大渔场；东、西江的采集 

站主要选在千流上，有些站水深流急洪水期难 

以作业；珠江三角洲梳速虽稍慢 ，但水位较深， 

有些位于千流上的采集站，其中心点，枯永期也 

难以作业；加之，采集次数较少，差异就显示出 

来了。 ， 

一
曼曼 广枣讧段雇栖动袖的击寡幕辜袖t 

密 度 生 l物置 密 度 生 物量 密度 生物 虽 

条 江 7．}8 {8．96 55．9 8 {3．41 56．73 46．I{ 

北 江 214．68 }25．0 25 4．58 1327．35 234．6j 

西 江 135．56 29． 63．33 2I．55 99．45 2 ．5 
珠 江 2{9

． 60 29．63 163．5 5 28．49 2O6．57 29．0： 三角洲 

平 均 668．08 80．71 176．97 87．O1 83．BI 

密度：个／米 ；生物量： 克，米 (此单位亦适用表 3) 

2．季节变化 本江段底栖动物的季节变化 

是明显的 (表 3)。 一般是春末至夏季 变 化 较 

小，秋末至冬春季变化较大。例如，东江底栖动 

物个体数和生物量的高值均出现在秋、冬季。北 

囊 l 广末江段鏖叠动物量量的簟节壹他 

季 节 春 夏 秋 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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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与东江相似，个体数高值出现在秋季 ，生物最 

高值则出现在冬季。西江和珠江三角渊个罐数 

高值出现在春 j刃；生物量高值 ，西江出现于春 

初 ，三角洲出现于秋季。 

广东江段地处亚热带，除粤北部分山区外， 

基本无霜，年平坷气温20—22℃0，年降雨量为 

1700毫米左右，降雨季节多集中春束至秋初。 

底栖动物在冬末春初生长速度慢，只有个别种 

类少量繁殖 ；春季以后 ，底牺动物进入大量繁殖 

阶段 ，但缱着雨季的到来，河水流速增大 ，洪水 

夹带大置泥沙 ，底质及底栖动物易被洪水推动 

或被泥沙覆盖，影响其生长繁殖。进入秋季后， 

降雨量逐渐减．少，但气温仍然较高(最冷的一月 

平均气温仍有 l0一l 4℃)， 有利于各类底栖动 

物的生长繁殖 ，尤其对在数量上 占绝对优势的 

繁殖期较长的蚬类(一年四季均 可繁殖)和淡水 

壳菜等软体动物更为有利。因此 ，底栖动物的 

如此变化是合理的。 

(四)奖千底栖动物的分布类型 

从图 l可知，珠江水系(广东江段)底栖动 

物分布属于L型偏态分布。但由于极差很大，其 

几何均值和标准误差的区间范围也较大：环节 

动物为 23．94：1：23．4 个／米 ，软体动物 为 s6．4 

±635．96个／米 ，永生昆虫为 32．8I±23．O0个， 

l，车戈引用的水 文气泉资料由广东省水电厅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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