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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2010年4月和7月对太湖流域五水系（苕溪、南河、洮滆、黄浦江和沿江水系）73个采样点的大型底栖

动物进行了两次调查，分析各水系底栖动物群落结构及其与环境因子之间的关系，并评价各水系的水质状

况．所有采样点共记录底栖动物88种，隶属于3门8纲48科．全流域主要河流大型底栖动物的平均密度和生物

量分别为5888.91ind./m2和105.18g/m2．寡毛类占平均密度的94.19%，腹足类在生物量中所占比例最高，为

72.50%，霍甫水丝蚓在五水系中均处优势地位．相似性分析结果表明沿江水系与苕溪、南河、洮滆和黄浦江

水系，苕溪与洮滆水系底栖群落具有显著差异．霍甫水丝蚓是导致这五个水系群落结构差异的最主要原因，

其次是铜锈环棱螺、苏式尾鳃蚓、羽摇蚊、钩虾属一种、红裸须摇蚊、河蚬、小摇蚊属一种、摇蚊亚科一

种、侧叶雕翅摇蚊、中国长足摇蚊和长角涵螺．典范对应分析表明高锰酸盐指数、正磷酸盐磷、总氮、硝态

氮与大型底栖动物群落显著相关．BPI和Wright指数评价结果发现五水系整体处在中污染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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