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欢迎光临，今天是 

 

 

中国科学院南京地理与湖泊研究所 

中国海洋湖沼学会 

万方数据 

中国期刊网 

重庆维普

裴国凤，刘国祥.长江中游湖泊沿岸带的底栖藻类群落结构特征.湖泊科学，2011,23

(2):239-245

 

长江中游湖泊沿岸带的底栖藻类群落结构特征        全文PDF下载 

裴国凤1，刘国祥2 

（1: 中南民族大学微生物与生物转化实验室，武汉430074) 

(2: 中国科学院水生生物研究所，武汉430072) 

摘要:测定和分析湖北省21个浅水湖泊沿岸带底栖藻类的现存量，底栖硅藻的种类组成、细胞密度、多样性

指数及其群落结构特征，并结合理化指标对水质状况进行评价. 结果表明: 调查期间，不同湖泊底栖藻类

的现存量和底栖硅藻细胞密度分别介于1.01－40.82μg/cm2和0.09×106－14.20×106cells/cm2之间，它们在

所研究的富营养化湖泊中的含量均相对较高.在发现的181种(变种)底栖硅藻中，极细微曲壳藻分布广泛，是

中营养、中富营养湖泊的绝对优势种或主要优势种之一. TWINSPAN和DCA分析结果显示这些湖泊样点被分成3

组，第一组中富营养型湖泊的主要优势种是曲壳藻属的一些种类；第二组中营养湖泊同时存在分布相对均匀

的多个优势种；第三组主要是城区富营养湖泊. 南湖处于超富营养水平，小形异极藻占绝对优势(相对丰富

度为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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