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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现的种类数，c为这两种样本相同的种类数。 

2 结果与分析 

2．1 引水年限长短对轮虫群落影响不显著。 

引水后期(1995年)与引水前期(1990～1991 

年)相比，仅群落的密度和相似性指数有一定增 

加(见表 1、表2)，其他群落指标变化均不明显。 

2．2 西湖不同水域轮虫群落结构的特征表现 

在：进水口钧种类数多，密度和生物量低，具有 

较高的生物多样性(表 1)。引水前期水域间群 

落的密度、多样性指数及其最高值均有极显著 

的差异，生物量有显著差异(表 2)；引水后期水 

域间群落的密度和多样性指数均有显著差异。 

表 1 不同年份 水域及季节条件下轮虫群落特征平均值 

西湖； 。· ： ： 。· 。· 。· 0．31 2。．1．：5 ， 
． ． 

F值 1．32 0．11 7 57 4 86 3 75 1．90 26 4 7．49 17 3 1．93 2．05 0．07 O．50 0．02 

P值 <0~11<0．05<0．05<0 25<0．01<0．05<O．01<0 25<0．25 

F值 9·79 1 56 0 61 2·16 0 28 4·52 4．80
．

7·00 2·03 1·56 0·42 1·68 0·84 0·42 

。 P值 <0．~11 <0 05<0 05<0 05<0 25 

*相似 性指教 小南捌耕 区为参照 

**I示 1990年，Ⅱ示 1995年 

2．3 轮虫群落的种类组成有明显的季节性， 

春、夏季的种类数明显多于秋、冬季(表1)。两 

次调查期间共记录轮虫 85种，分属于 14科 加 

属。常 见种有针 簇多肢轮 虫 (Potyarthra 

trigta)、暗小异尾轮虫(Trichocerca pusiEa)、臂 

尾轮 虫 (Brachionus spp．)和裂 痕龟 纹轮虫 

(Anuraeopsls &ca)。群落密度在夏、秋季较 

高，冬季群落的密度和生物量均最低(表 1)。 

另外，群落多样性、1990年的种类数和 1995年 

的生物量均有显著季节变化(表 2)。 

2．4 群体生物量对群落的影响表现在群体生 

物量越大，群落的种类数、多样性指数及其最大 

值、相似性指数均显著下降，但对群落的密度和 

均匀度影响不大，其回归方程和相关系数如下： 

种类数=36．153—8．807生物量 (相关系 

数=一0．919，P<O．01) ’ 

多样性指数=2．435—0．682生物量 (相关 

系数=一0．914，P<0．05) 

一

= 3．563—1．106生物量 (相关系数= 
一 0．896 P<O．05) 

相似性指数=0．698—0．165生物量 (相关 

系数=一0．994，P<0．01) 

密度=335．398+794．561生物量 (相关系 

数 =0．657，P>0．05 

均匀度=0．634+0．088生物量 (相关系数 

=0．730，P>0．05) 

2．5 群体生物量与若干生态因子的相关性分析 

表明：生物量与水温、叶绿索 a含量均呈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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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正相关性，与透明度呈显著负相关性(见表3)。 

表 3 西湖轮虫生物量与若干生态因子 

的相关分析(1995) 

项日 关系式 r 

水温(C)( ) Y=0 0749x一0 40l 36 0 547 

透明度( )( ) =2 851—3 lBo 36 —0：559 

蓦 ”一． 36 s 

2。4 

2．O 

j 

： 

埘 

O。日 

0 _ 

西湖轮虫生物量随水温的升高而增加，最 

高值出现在 8月份，为2．526mg／L(见图2)，此 

时叶绿素 a含量达到最高值，为0．125mg，而透 

明度最低，仅 0．40m。至冬季，轮虫生物量仅 

0．035mg／L，叶 绿 素 a 含 量 相 应 降 到 

0．03lmg／L，透明度达到0．80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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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2 西湖轮虫生物量与水沮、叶雉素a毒量和遗明度之间的关系 

一 生暂量 口 术温 ⋯ 叶酶素· 量 ⋯．·连明度 ’ 

轮 虫 生物 量在 4月份 出现次高峰，为 

2．31lmg／L，是个体大的 h氏晶囊轮虫( 一 

planchna打ight well1)繁殖所致，叶绿素 a含量 

在4、5月份也有一个次高峰(图2)。 

2．6 根据魏祟德等 ’ 的研究成果，引水前西 

湖湖心的轮虫种类数较少，群落多样性较低，引 

水后种类数和多样性指数均有显著增加(见表 

4)。但在引水后期增幅甚微，说明西湖轮虫在 

引水后又建立了新的稳定群落结构。 

衰4 历年西湖湖心轮虫种类数和多样性撸擞 

3 讨 论 

3．1 引水对西湖不同水域的轮虫群落结构影 

响较大。小南湖群落的各项指标均较优，根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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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落多样性指数的生物学意义，小南湖 d值大 

于2(表 1)，为a一中污性水体，而其他湖区d值 

均小于2，为口一中污性水体。另外，从引水前、 

后期群落各指标的方差分析看，不同水域问的 

差异在逐渐缩小，西湖轮虫群落的均匀度和相 

似性指数增大了(表 1、表2)。 从群落 生物量 

和多样性指数看 l水对西湖轮虫群藩的影响 

逐渐由小南湖向湖心传递。 

3．2 浮游动物生物量在湖、库营养水平评价上 

是一项重要的指标 J。轮虫作为杭州西湖浮 

游动物的重要组成者，其生物量与群落的种类 

数、多样性指数及甚吊太值、相似性指数以及与 

水体的透明度均星显著的负相关性。可见，轮虫 

的生物量是群落的重要特性，并且与水体环境 

质量密切相关。引水后期轮虫群落的生物量比 

引水前期下降了24．1％，表明引水有效地遏制 

了湖水的富营养化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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