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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l 苕溪软体动物采集断面分布圉 

袁 2 苕溪软俸动物密度(十／米 )生物量(克f米’) 

生 境 东 苕 溪 西 苕 浸 苕 {爨 

密 度 190．53土I10．03 19l一41士84．72 190．82士72一 

生 物 量 184．96土IO0．B 22，．3±109．2 199．41土71．56 

密 度 35．83 24．89 

瘦足纲 
生 物 t l6．I 8 27．89 20．08 

密 度 167．42 l，，．3 l63．38 

辩蛔 纲 
生 物 量 l67．24 197．29 l77．26 

蛀 加权平均戤，置宿度取 9，％。 ． 

2．2 密度和生物■ 溪差距较小(表2)。 但从表中可看出，无论是 

苕溪软体动物的密度为 l9O．82±72．67个／ 密度还是生物量，瓣鳃纲均占绝对优势。 

米 ，生物盈为 199．41±71．56克t米 。东 西 苕 五3．优势种、常见种和偶见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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苕溪软体动物的优势种有河蚬，方格短沟 

蜷、湖球蚬、梨形环棱螺、铜锈环棱螺等，生物量 

大，出现频率高。常见种有大沼螺、光滑狭口 

螺、泼水壳菜、圆顶珠昨、背角无齿蚌等，出现频 

率在 l0夤 左右。出现频率仅为 l簪 的，如方形 

环棱螺 坚环棱螺等 l0种，可 以认为是该流域 

的儡见种(表 1)，仅分布于东苕溪的为 5种，分 

布于西苕溪的为 5种。东西苕溪的种类没有重 

复出现。 

2．4 主要生态条件 

苕溪位于浙江省西北部，属长江流域，太湖 

水系。1 96O年大钱建闸后，成为半封闭型的河 

流。它分东西两支，东支即东苕溪，西支即西苕 

溪 ，在湖州 城西 郊汇台 ，由大钱和小梅 口等地注 

人太湖。干流长 31 0公里。 

东苕溪发源于目天山南麓的临安县，中、下 

游地处杭嘉湖平原，千谛长约 165公里。从德 

清至湖州分两支，一支为天然河道，即原东苕溪 

主流，经菱湖 湖州至大钱，民间习磺上称此河 

道为龙溪港；另一支为导流港，于 1 958年开挖 ， 

长约 3 5公里，经洛舍、吴沈门等地 ，在湖州与龙 

溪汇合。 

西营溪发源于天 目山北麓的安 徽 省 宁 国 

县，西南部是山区，东北部是杭嘉湖平原的边缘 

地带，干流长约 145公里。 

苕溪主流均为内河航道。断面正常平均流 

速为 0．1--0．3米，秒，最大为 0．75—1．36米，秒。 

水位年变动在2米左右，流量差幅 在 700米 ／ 

秒，水位尚稳定。采样时实测水深平均 3．46米 

(均按中间测点)。东苕溪上游段 3．2 8米，导流 

港段 2．61米，龙溪港段 3．25米，西苕溪段 4 72 

米，苕溪(两溪汇合)段 2．25米。底质：东苕溪 

以淤泥为主 ，西苕溪以泥沙为主。溶氧在 3～6 

毫克／升之间，平均 4．53毫克／升。透 明 度 在 

20— 80厘米之间 ，平均 41厘米。pH 值 6．5— 

7．5之间，平均为 7。生物营养盐类丰富 ，铵氮 

1．62毫克／升，硝酸盐氮 0．24毫克，升 ，亚硝酸 

盐氮 0．04 9毫克／升，三种无机态氮的含量全年 

平均为 1．9】毫克／升。水生维管束植 物 贫 泛， 

仅在下溪断面采到菹草(Potamogeton crispus) 

‘ 6 ‘ 

和苦草 (Vallisneria spirali s)，其余断 面 均 

未采到定量样品，而人工养殖的喜 旱 莲 子 草 

(Alternan~hera philoxeroides)，广布于 德 清 

至乔木山(龙溪港段)长约 37公里的河流，其覆 

盖率一般为 50眄，最高达 80—90％，平均每平 

方米湿重为 1 6．85公斤。 

3 分析讨论 

3。1 软体动物组成特点 

苕溪淡水软体动物非常丰 富，共 有 29种 

(不包括定性种类)，密度为 190．82±72．67个， 

米 ，生物量为 1 9 9．41士71．56克，米2。这与已报 

道的黑龙江，清江 、黄河、惰河 、汾河、长江中下 

游(南京至江阴段)、曹娥江 等江河中软体动 

物种类贫泛，单纯或垒缺这种现象完全不同，与 

太湖、洪湖、花马湖、东湖” 的软体动物相比， 

也显得较丰富或接近。 

苕溪软体动物主要是流水性种类，在静水 

水域或能在静水与流水水域中部能生活的种类 

极少 ，只有大脐圆扁螺、椭圆萝 螺与半球 多脉 

扁螺。采样过程 中只出现 1次，且各为 1个，而 

且都是在喜旱莲子草养植区采到。产生上述现 

象的主要原因，作者认为：苕溪主流定量采样 

其上游为 山溪性河流，中、下游为平原型河流， 

龙溪港段又是典型外荡 ，与运河和小型湖泊连 

接 ，与太湖相通，成为外荡水域。由于苕溪常年 

具有一定的流速和丰富的营养盐类，溶氧 、pH、 

底质等主要生态条件符合大多数软体动物的生 

存要求，因此，密度和生物量较高 ，种类也较丰 

富。苕溪软体动物既有江河型种类，又有湖泊 

型种类。 

3．2 河蚬分布与水深、底质的关系 

河蚬在苕溪中相当丰富，出现频 率 B2弼， 

密度 1 09．18个，米 ，生物量 l 39．1 9克，米 ，分 

别占软体动物总 密 度 和 生 物 量 的 57 2弼 和 

69．6％，是苕溪软体动物的绝对优势 种。为 保 

持其他条件的一致性，我们选择有代表性的西 

苕溪中的河蚬进行分析。 

3．2．1 河蚬分布与水深的关系 为避免因底质 

的不同对河蚬分布产 生的影响，我们对河蚬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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擞泥与泥沙底质中的分布分别进行一元回归分 

析(表 3)。其中 F< F ，因此，相关不显著，即 

河蚬分布与zk深不存在一元线性关系。这与曹 

娥江中的河蚬分布情况相似 ，但与太湖的 调 

查结果(超过2 2米水深，河蚬数量逐渐减少)不 

同“ 。但从图 2可看出，河蚬在 1—2米的较浅 

深度与 7—8米的较深深度中均有较多的 数 量 

分布，很难得出一个较适深度，有待进一步深入 

探讨。 

3．2．2 河蚬分布与底质的关系 河蚬在淤泥中 

的分 布 密 度 为 1 28．1 7个／米 ，在 泥 沙 中 为 

表 3 西苕溪中河蚬分布与木深*系 

的一元回归分析结果 

底质 一元回归方程 F 。Ⅲ 

淤 琵 Y 岳 16．48 4_1．665 0．I 8B 

琵沙 Y一 8．366-I-8．B86 I．71 ．32 

注： 为 0·】2采 内十数， 为水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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囝 2 西苕溟水深与河蝇分布密度的相* 曲线 

1 56．25个／米 。河蚬在 96个测点中有 79个 采 

到定量样品，出现频率为 82％，上、中、下游均 

有。西苕溪27个测点有 1 9个是 泥沙底，而东苕 

溪 60个测点有 42个是淤泥底。所以西苕溪栖 

泥沙底，而东苕溪栖淤泥底。这与河蚬较适宜 

生活于沙底、泥沙底中相符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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