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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2007年10月至2008年4月，对长江中下游地区四种不同类型（草型、天然养殖、施肥养殖以及城市湖

泊）的10个湖泊的大型底栖动物群落结构和多样性进行研究，并分析其与水体营养状态之间的关系．研究结

果表明，不同类型湖泊底栖动物的密度、生物量、多样性及特征种类均存在显著差异.草型湖泊具有最高的

生物量和多样性，但密度最低，其特征种类为腹足纲动物．天然养殖湖泊生物量也较高，物种多样性处于中

间水平，特征种类为河蚬、寡鳃齿吻沙蚕及苏氏尾鳃蚓．施肥养殖湖泊和城市湖泊底栖动物密度较高，并呈

现出最低的物种多样性，特征种类主要是耐污能力较强的颤蚓类和摇蚊科幼虫．相关性分析表明湖泊营养状

态指数与底栖动物密度呈显著正相关，而与生物量呈显著负相关，说明随着营养水平的增加，底栖动物群落

逐渐被小个体的耐污种类所主导．Margalef丰富度指数及Pielou均匀度指数与营养状态指数亦呈显著负相

关，反映目前长江中下游湖泊随营养水平增加底栖动物群落趋于简单化的演替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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