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摇蚊生态学及其对水质生物评价的影响研究取得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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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确的水环境质量评估结果是高效开展相应管理措施的前提。大型底栖动物生命周期相对较长，迁移能力较弱，易

于采集和鉴定，不同物种对环境变化的敏感性差异较大，因此被广泛应用于水质生物评价。现阶段主流的底栖动物采样

装置（如彼得森采泥器、艾克曼采泥器）一般对表层20cm沉积物深度分布的底栖动物具有较好的采集效率。然而，红裸

须摇蚊幼虫（双翅目摇蚊科）存在极其显著的垂向迁移习性，4-10月份布于深层沉积物中（>30cm），最深可以下潜到

70-90cm，因此很可能影响主流底栖动物采样装置的采集效率和对应水质生物评价指数的得分，造成存在偏差甚至错误

的水质评估结果。此外，深层沉积物当中一般伴随极其缺氧和食物匮乏的生境特征，该物种如何在这种严酷的环境下生

存也有待进一步研究。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等项目的资助下，龚志军底栖动物研究小组以南京玄武湖和武汉东湖为例，

开展了红裸须摇蚊生态学方面的研究，并量化了其对于水质生物评价的影响。

研究发现，红裸须摇蚊栖息于深层沉积物（>30cm）时，干重变化极小，且肠胃无食物；栖息于表层沉积物

（<30cm）时，具有很高的次级生产力，表明该物种栖息于深层沉积物中时可能以休眠的状态抵抗不良外界环境。另一

方面，研究表明红裸须在无氧条件下可能进行以乙醇为最终产物的无氧呼吸，该机制可能对其休眠过程中度过长达数月

无氧环境具有重要意义。此外，研究还发现，红裸须摇蚊在数量众多的亚热带浅水湖泊中存在极其显著的垂直迁移习

性：四月下旬到十月，绝大部分红裸须摇蚊分布于30cm以下的沉积物中；全年的其它月份，该物种多栖息于10-30cm的

沉积物中。在玄武湖中，彼得森采泥器在夏季和深秋季节只采集了0%和12.6%的红裸须摇蚊个体，且该物种是玄武湖以

及众多的亚热带浅水湖泊的底栖动物绝对优势种，因此造成了基于底栖动物的水质评价结果的错误估计。因此，红裸须

摇蚊的垂直迁移习性使得主流抓斗氏采泥器无法采集到完整的生物群落，从而很大程度上丧失生物的环境指示信号，造

成存在偏差或者错误的评估结果。在未来利用底栖动物评价水体健康水平时，我们应该将底栖动物垂直迁移习性所造成

的评估结果变异予以充分考虑。相关研究成果发表在湖沼学知名期刊Limnologica和Ecological Indicato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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