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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2007年7月至2008年5月，按季度对丹江口水库4个区域（丹江库区、汉江库区、取水口、五青入库

区）14个采样点进行大型底栖动物调查．共采集到底栖动物61种，主要由寡毛类（颤蚓科、仙女虫科）和摇

蚊科组成．其中，寡毛类密度在全年中占优势地位，占底栖动物总密度的90％以上；生物量的优势种则主要

为软体动物．空间分布上，底栖动物密度以汉江库区最高（大坝前：33792ind./m2），丹江库区次之，取水

口和五青入库区的密度相对较低，且五青入库区偶尔出现0密度的样品；生物量则由于丹江库区和取水口经

常有软体动物出现而导致该区域内生物量相对较高．季节变化上，密度分布为夏季＞春季＞秋季＞冬季；生

物量也呈现出类似的分布，但秋季和冬季差别较小．采用Shannon-Wiener多样性指数、Goodnight-Whitley

生物指数、Wright生物指数及Carlander生物量法对丹江口水库水质进行评价，比较而言，Goodnight-

Whitley指数不适宜用于丹江口水库的水质评价；而综合利用其它三种方法进行评价的结果表明：取水口为

轻污染状态，丹江库区为轻中污染，汉江库区为中重污染；五青入库区由于水深太浅，底栖动物生境易受外

界影响导致群落波动较大，因此不宜采用底栖动物作为评价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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