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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省文教河底栖动物群落特征及与环境因子关系分析

刘　贤,莫　凌,陈峻峰,林彰文,姜　佳,邢　巧

(海南省环境科学研究院,海口　５７１１２６)

摘要:调查流域底栖动物及相应的水环境因子,分析底栖动物群落结构特征,探讨底栖动物与主要水质指标之间

的相关关系,为文教河水质生物监测、流域生态健康评价、水资源管理等提供科学依据和研究基础.２０１４年１１
月,在文教河流域１５个点位共采集到底栖动物４２种,隶属３门５纲２３科,其中水生昆虫为主要类群,占总物种

数的６９．０５％;优势种为雕翅摇蚊Glyptotendipessp、多足摇蚊Polypedilumsp、海南白虾ExopalaemonhainＧ
anensis和米虾Caridinasp,优势度分别为０．１９、０．１２、０．０５、０．０２;底栖动物密度和生物量分别为２９５．００个/m２ 和

３１．７８g/m２;香农 威纳 (ShannonＧWiener)多样性指数范围在０．５０~１．９６;Margalef丰富度指数范围在０９７~
２８２;Pielou均匀度指数范围在０．１８~０．３９.相关分析表明,水温和溶解氧是影响文教河底栖动物群落结构的主

要环境因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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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底栖动物是水生态系统碎屑食物链的重要生物

类群之一,对维持水生态系统的生物完整性有重要

作用(王备新等,２００７).底栖动物群落结构特征主

要取决于环境因子的特点,环境因子的变化影响底

栖动物的生长、捕食、繁殖和群落的演替等,并最终

使整个群落结构发生变化(蒋万祥等,２００９).因此,
底栖动物群落结构与水质和水生态系统健康状况关

系密切.目前,针对底栖动物群落结构与水质关系

已开展了大量的研究.Ward和Stanford(１９７９)认
为温度格局影响昆虫生命周期,从而导致昆虫密度

增加;任淑智(１９９１)研究发现底栖动物种类的多样

性指数与水中溶解氧呈显著正相关关系;王备新等

(２００７)对底栖动物群落结构特征及其与环境的关系

进行了研究,指出总氮和总磷对该地区底栖动物群

落结构的影响较大;环境因子对底栖动物的影响非

常复杂,不仅环境因子众多,而且不同的环境因子对

不同的底栖动物类群有着不完全一致的作用(任海

庆等,２０１５).目前针对热带岛屿独流入海流域的底

栖动物群落结构及其与环境因子关系研究还很少.
文教河是海南省文昌市独流入海的第一大河

流,发源于海南省海口市琼山区大坡镇文德村,自西

向东横贯该市,长约５７km,流域面积５３０km２,自
源头划分为黑白两溪,其中白溪为干流、黑溪为支

流,黑溪集雨面积１６２km２,河长２１．９km.文教河

下游坡柳水闸饮用水源地主要供给文昌卫星发射中

心的饮用水.流域总人口数量为１３４６６６人,年平

均温度２３．９℃.近年来,随着文昌市经济和社会的

发展,农业农村面源废水、渔业、畜牧业等对文教河

水质的影响越发突出.据海南省环境质量报告书,

２０１０ ２０１５年,文教河水质整体优良,但是坡柳水

闸断面水质为Ⅳ类,未能满足集中式饮用水源地水

质要求.目前,针对文教河流域的底栖动物群落特

征及与环境因子关系的研究还未见报道.本研究以

２０１４年１１月对文教河流域１５点位底栖动物生态

调查及相应的水环境因子为依据,分析底栖动物群

落结构特征,探讨底栖动物与主要水质指标之间的

相关关系,为文教河水质生物监测、流域生态健康评

价、水资源管理等提供科学依据和研究基础.

１　材料与方法

１．１　采样点设置与采样方法

根据文教河河流形态、地形地貌、污染源分布及

使用功能,本研究共设１５个点位(图１),基本覆盖

文教河整个流域;分别为龙虎山水库出口(S１)、锦



东村(S２)、公坡大桥(S３)、头水线(S４)、潭牛公路桥

(S５)、白溪源头(S６)、东路水库出口(S７)、文林村

(S８)、流翠桥(S９)、美柳村(S１０)、龙塔村(S１１)、培
龙村(S１２)、文教大桥(S１３)、坡柳水闸(S１４)、文教

大桥入海口(S１５).采样点用 GPSI２型全球卫星系

统进行定位.流域所有点位周边都无工业点源,流
域主要以水产养殖污染源、生活源和农业面源污染

为主.除S１４和S１５点位底质以淤泥为主,其他点

位均为沙质底质为主.

图１　文教河流域采样点位布设

Fig．１　LocationofWenjiaoRiversamplingsites

２０１４年１１月,对底栖动物采用索伯网(可涉

水)和１/１６m２ 改良彼德逊采泥器(不可涉水)采集

相结合的方式进行采集,各点位选取１~３个具有代

表性的生境进行采样.样品经６０目网筛筛洗后置

于解剖盘中将动物捡出,用４％的甲醛溶液固定保

存标本,带回实验室镜检计数(刘月英等,１９７９;大连

水产学院,１９８２;袁锋,１９９６;李新正等,２００７),然后

用滤纸吸去表面固定液,电子天平称重.２０１４年３、

５、９和１１月４次对１５个点位水质调查,采用美国

赛莱默多参数水质分析仪(YSIProfessionalPlus)
现场测定(水面下０．５m)水温、溶解氧(DO),同时按

«水和废水监测分析方法(第四版)»(国家环境保护

总局,２００２)进行水样采样、保存和运输.

１．２　水质分析及综合污染指数计算

水样分析指标为总氮、总磷、氨氮、生化需氧量

及化学需氧量,分析方法按照«水和废水监测分析方

法(第四版)»(国家环境保护总局,２００２).采用碱性

过硫酸钾消解紫外分光光度法测定总氮,钼酸铵分

光光度法测定总磷,纳氏试剂比色法测定氨氮,稀释

与接种法测定生化需氧量,重铬酸钾盐法测定化学

需氧量.

综合污染指数采用如下公式计算 (王博等,

２０１２):

P＝
１
n ∑

n

i＝０

Ci

Cai
(１)

式中:P 为综合污染指数,Ci 第i 种污染物实

测评价浓度,Cai为第i 种污染物评价标准值.

１．３　生物指数计算

采用香农 威纳 (ShannonＧWiener)多样性指

数(H′)(Shannon& Wiener,１９４９)、Margalef丰富

度指数(D)(Margalef,１９６８)、Pielou 均匀度指数

(J)(PielouEC,１９７５)表征生物多样性特征.优势

物种依据优势度(Y)计算公式完成,将Y≥０．０２的

种类视为优势种(陈萍萍等,２０１４).各指数算式和

优势度公式如下:

H′＝ ∑
S

i＝１
PilnPi (２)

D＝(S １)/lnN (３)

J＝ H′/H′Max (４)

Y＝(ni/N)×fi (５)
式中:Pi 为采样点第i种底栖动物个体数占总

个体数的比率,N 为同一样品中的个体总数,ni 为

第i 类物种的个体数;S 为样本中总物种;D 为

Margalef丰富度指数;H′为实测香农 威纳多样性

指数;H′Max为群落的最大香农 威纳指数;J 为

Pielou均匀度指数;Y 表示优势度;fi 为第i种在各

个采样点出现的频率.

Pearson相关分析的软件为SPSS１６．０.

１．４　水质生物学评价

各生物指数评价及综合污染指数标准见表１
(王博等,２０１１).

２　结果与分析

２．１　文教河流域环境因子

文教河各点位的水质状况见表２.总磷、总氮、
氨氮平均值均最高的点位均为公坡大桥(S３),分别

为０．３３、１．９５、１．２６mg/L;最低的点位分别为东路水

库出口(S７)(０．０３mg/L)、东路水库出口(S７)(０．９０
mg/L)和潭牛公路桥(S５)０．３７mg/L.DO、BOD５

和CODCr平均值最高的点位分别为龙虎山水库出口

(S１)(８．７８mg/L)、锦东村(S２)(２９．０７mg/L)和龙

虎山水库出口(S１)(５．２８mg/L),最低的点位分别

为白溪源头(S６)(４．８２mg/L)、东路水库出口(S７)
(２．２０mg/L)和潭牛公路桥(S５)(１１．２２mg/L).水

温平均值最高的点位为培龙村(S１２),３０．２３℃,最低

８３ 第３９卷第６期　 　　　　　　　　　水 生 态 学 杂 志　　　　　　　　　　　　　　　　　　２０１８年１１月



的点位为文教大桥入海口(S１５),为２８．６３℃.潭牛

公路桥(S５)和东路水库出口(S７)水质为Ⅲ类,锦东

村(S２)、公坡大桥(S３)和龙塔村(S１１)为Ⅴ类,其余

点位为Ⅳ类.文教河水质总体为Ⅳ类.
表１　生物指数及综合污染指数标准

Tab．１　Waterqualityassessmentstandardbasedonbiologicalindexandcomprehensivepollutionindex

指数

水质等级分类

清洁

(Ⅰ)

微污染

(Ⅱ)

轻污染

(Ⅲ)

中污染

(Ⅳ)

重污染

(Ⅴ)
ShannonＧWiener多样性指数(H′) ＞３．５ ２~３．５ １~２ ０~１ ０

Margalef丰富度指数(D) ＞３．５ ２~３．５ １~２ ０~１ ０
综合污染指数(P) [０,０．２) [０．２,０．４) [０．４,０．７) [０．７,１) [１,２)

表２　文教河各点位水质状况

Tab．２　WaterqualityparametersforeachsamplingsiteinWenjiaoRiver

点位
DO/

mgL１

总磷/

mgL１

总氮/

mgL１

水温/

℃

CODCr/

mgL１

BOD５/

mgL１

氨氮/

mgL１

水质

类别

S１ ８．７８±０．４７ ０．０８±０．０３ １．２８±０．０３ ２９．３５±２．０８ ２８．００±４．０８ ５．２８±０．４５ ０．９４±０．１９ Ⅳ
S２ ６．１８±１．６５ ０．１７±０．０８ １．６２±０．５６ ２８．８８±２．３３ ２９．０７±３．１４ ４．４８±０．６３ ０．８５±０．３０ Ⅴ
S３ ６．９１±０．９１ ０．３３±０．１１ １．９５±０．０７ ２９．００±１．９９ ２６．９０±５．３８ ４．４０±０．７０ １．２６±０．４０ Ⅴ
S４ ７．０５±０．２３ ０．１０±０．０１ １．０５±０．３３ ２９．００±２．９７ １５．０８±５．２９ ４．０３±０．４８ ０．６２±０．２６ Ⅳ
S５ ６．６０±０．６７ ０．０７±０．０２ １．１３±０．３６ ２９．２３±３．０１ １１．２２±５．４８ ２．９２±０．８０ ０．３７±０．２７ Ⅲ
S６ ４．８２±１．２９ ０．０６±０．０１ １．５４±０．２４ ２８．９８±２．５１ １６．１３±１．５５ ３．７３±０．３９ ０．６７±０．３２ Ⅳ
S７ ６．２６±０．３７ ０．０３±０．０１ ０．９０±０．３０ ２９．８０±２．５３ １３．００±０．８２ ２．２０±０．９８ ０．４１±０．０５ Ⅲ
S８ ７．２１±０．２３ ０．１５±０．０４ １．２６±０．３７ ２８．６３±２．８２ １３．７６±６．５６ ３．７９±１．３９ ０．６４±０．２６ Ⅳ
S９ ６．９４±０．９３ ０．２３±０．１２ １．２２±０．３４ ２９．６３±３．１８ ２４．０５±７．３７ ４．６７±０．８７ ０．８０±０．４８ Ⅳ
S１０ ８．４２±０．７２ ０．２１±０．０９ １．４０±０．２４ ２９．２３±２．９２ ２０．２４±４．９６ ４．６１±０．８５ ０．６７±０．２０ Ⅳ
S１１ ７．１３±１．１３ ０．２９±０．２１ １．５０±０．１８ ２８．９３±１．５２ ２０．６３±３．５６ ５．０７±１．２１ ０．７８±０．４１ Ⅴ
S１２ ８．６３±０．６６ ０．１４±０．０３ １．２４±０．２２ ３０．２３±２．０７ ２１．２５±２．８９ ４．９９±１．０８ ０．６６±０．２５ Ⅳ
S１３ ７．２８±２．１２ ０．０９±０．０３ ０．９７±０．１４ ２８．７３±１．７３ ２３．６６±１．８１ ４．６７±０．５８ ０．４８±０．１９ Ⅳ
S１４ ８．５１±１．７８ ０．１０±０．０４ １．１８±０．２８ ２８．９０±１．９６ ２５．３６±０．４２ ４．６９±１．０７ ０．７８±０．１７ Ⅳ
S１５ ７．０２±１．４７ ０．１０±０．０６ １．５５±０．２８ ２８．６３±１．８４ ２１．０６±２．６０ ４．８０±１．５４ ０．５７±０．２４ Ⅳ

２．２　底栖动物

２．２．１　种类组成及优势种　本次调查文教河流域

１５个点位,共采集到底栖动物４２种,隶属３门５纲

２３科.水生昆虫为主要类群,２９种,占总物种数的

６９．０５％,其中双翅目１９种、毛翅目３种、蜉蝣目和

半翅目各２种、襀翅目、蜻蜓目及鞘翅目各１种.软

体动物５种,占总物种数的１１．９０％.甲壳类、寡毛

类均为４种,各占总物种数的９．５２％.底栖动物优

势种 为 雕 翅 摇 蚊 Glyptotendipessp．、多 足 摇 蚊

Polypedilum sp．、海 南 白 虾 ExopalaemonhainＧ
anensis和米虾Caridinasp．,优势度分别为０．１９、

０１２、０．０５和０．０２.在空间分布上,文教河流域１５
个点位的底栖动物群落结构存在明显的差异(图

２),头水线(S４)种类数最多,１１种;文教大桥入海口

(S１５)种类数最少,３种.除龙虎山水库出口(S１)、
东路水库出口(S７)、美柳村(S１０)外其余点位均采

集到甲壳类,软体动物仅出现在头水线(S４)、白溪

源头(S６)、文林村(S８)、流翠桥(S９),寡毛类仅出现

在锦东村(S２)、头水线(S４)、文林村(S８)、文教大桥

入海口(S１５).

图２　文教河流域底栖动物的种数分布

Fig．２　Macroinvertebratespeciescompositionfor
eachsamplingsiteinWenjiaoRiver

２．２．２　密度和生物量　文教河流域底栖动物平均

密 度 和 平 均 生 物 量 分 别 为 ２９５．００个/m２ 和

３１．７８g/m２, 变 化 范 围 分 别 在 ５５５６ ~
１３４４．４４个/m２和０．０４~１９３．７６g/m２;从上游至下

游,密度和生物量之间并没有表现出规律性的变化

趋势(图３),但各样点的密度主要受水生昆虫影响,
生物量主要受软体动物影响.如培龙村(S１２)密度

最高,为 １３４４．４４ 个/m２,其中水生昆 虫 就 高 达

１３１１．１１ 个/m２;其 次 是 东 路 水 库 出 口 (S７)为

９３２０１８第６期　　　　　　　刘　贤等,海南省文教河底栖动物群落特征及与环境因子关系分析



６７７．７８个/m２,全部为水生昆虫;文林村(S８)生物量

最 高,为１９３．７６g/m２,其 中 软 体 动 物 就 高 达

１５７．９８g/m２;锦东村(S２)为１０５．２９g/m２,其中甲壳

类 为 １０５．２３g/m２;最 小 为 美 柳 村 (S１０),

０．０４g/m２,仅采集到水生昆虫.

图３　文教河底栖动物密度及生物量

Fig．３　Macroinvertebratedensityandbiomassfor
eachsamplingsiteinWenjiaoRiver

２．２．３　多样性　文教河流域底栖动物多样性指数

见图４.H′、D 和J 均值分别为１．３１、１．６９和０．２６,
范围分别在０．５０~１．９６、０．９７~２．８２和０．１８~０．３９.
底栖动物 H′和D 整体变化区域基本保持一致,但

是J 的评价结果明显低于H′、D.具体点位中,白
溪源头(S６)H′、D 均较高而J 较低,东路水库出口

(S７)H′、D 均较低而J较高.

图４　文教河底栖动物多样性指数

Fig．４　Macroinvertebratediversityindicesof
eachsamplingsiteinWenjiaoRiver

２．２．４　与环境因子的相关分析　底栖动物的密度、
生物量、D、H′、J 与环境因子的相关系数及概率水

平见表３.密度与水温呈显著中度相关(r＝０．７２９,

P＝０．００２),D 与溶解氧呈显著中度负相关(r＝
０５７７,P＝０．０３１),密度、生物量、D、H′、J 与其

余的环境因子在概率水平P＜０．０５上未显著相关.

表３　文教河流域底栖动物与环境因子的相关系数(r)和概率水平(P)

Tab．３　Correlationcoefficient(r)andprobabilitylevelbetweenmacroinvertebratecommunitystructure
andenvironmentalfactorsinWenjiaoRiver

环境

因子

密度 生物量 D H′ J
r P r P r P r P r P

溶解氧 ０．４４７ ０．０９５ ０．１７３ ０．５３８ ０．５７７ ０．０３１ ０．４２６ ０．１１４ ０．３８９ ０．１５２
总磷 ０．２２２ ０．４２８ ０．１１３ ０．６８９ ０．１６７ ０．５５２ ０．４５１ ０．０９２ ０．４５０ ０．０９２
总氮 ０．３９５ ０．０８５ ０．０８５ ０．７６２ ０．３６６ ０．１８０ ０．５０２ ０．０５６ ０．３８０ ０．１６３
水温 ０．７２９ ０．００２ ０．３３０ ０．２３０ ０．２６０ ０．３５０ ０．２３３ ０．４０３ ０．３８１ ０．１６１

CODCr ０．０９４ ０．７４０ ０．０９７ ０．７３１ ０．１０６ ０．７０６ ０．０３５ ０．９０２ ０．０２２ ０．９３７
BOD５ ０．０９４ ０．７４０ ０．１００ ０．７２２ ０．１３９ ０．６２１ ０．０５４ ０．８４８ ０．０８６ ０．７６２
氨氮 ０．０８０ ０．７７６ ０．０４６ ０．８７２ ０．２２８ ０．４１３ ０．３９３ ０．１４８ ０．３１９ ０．２４６

　　注:|r︱≥０．８表示高度相关,０．５≤|r︱＜０．８表示中度相关;P＜０．０１表示非常显著;P＜０．０５表示显著.

Note:|r︱≥０．８indicateshighlycorrelated,０．５≤|r︱＜０．８indicatesmoderatelycorrelated:P＜０．０１indicatestheprobabilitylevelis

extremelysignificant,P＜０．０５indicatestheprobabilitylevelissignificant．

３　讨论

３．１　底栖动物群落结构特征

本次调查结果,文教河流域具有较高的底栖动

物多样性,共鉴定底栖动物４２种;底栖动物中水生

昆虫为主要类群,２９种,占６９０５％,这与海南文澜

江６７．８６％(刘贤等,２０１６)、松花江干流６３８％(霍
堂斌等,２０１２)基本一致;但比渭河流域７８４％(殷
旭旺等,２０１３)、广西红水河７９．３％(赵茜等,２０１４)稍
低.洪松等(２０００)对中国河流底栖动物群落结构特

征研究发现:水生昆虫幼虫一般在有机污染较轻的

河流或河段占优势,软体动物和寡毛类则在底积淤

泥、有机质较丰富的河流或河段成为优势种.调查

文教河流域水质结果主要以Ⅳ类水质为主,也印证

了底栖动物组成的结果.从文教河流域底栖动物多

样性分布来看,源头和下游入海段底栖动物多样性

较低,文教大桥入海口(S１５)点位种类仅３种,从现

场调查情况来看,源头龙虎山水库分布众多的淡水

养殖网箱,入海口周边分布众多高位海水养殖池,这
些区域可当做流域水生生物多样性重建区域,通过

对流域水产养殖治理和城镇生活源治理等措施,逐
步恢复流域水生生物多样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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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２　环境因子影响分析

底栖动物生活史的全部或者大部分时间都在水

中,温度的变化直接或间接影响底栖动物群落结构

(任海庆等,２０１５;杨青瑞等,２０１０).Hay等(２０１３)
对 Missouri河内底栖动物漂移密度与非生物因子

的关系进行了研究,提出水温是河流上游底栖动物

重要的预测因子.本研究中也发现水温与底栖动物

密度呈现显著的正相关关系,表明水温是影响文教

河底栖动物群落结构的主要环境因子,对底栖动物

的生长繁殖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溶氧也是水体中

影响底栖动物群落结构的重要因素之一(任海庆等,

２０１５),本研究中发现溶解氧量与 Margalef丰富度

指数呈现显著的负相关关系.蔡佳亮等(２０１１)对滇

池流域入湖河流研究,丰水期底栖动物属种与溶解

氧量的相关系数为显著负相关.已有研究证明,不
同种群对溶解氧量的需求不同,疣吻沙蚕、红裸须摇

蚊、锯齿新米虾、日本螺卷蠃蜚生物量与溶解氧呈正

相关,而霍甫水丝蚓、巨毛水丝蚓、苏氏尾腮蚓等耐

污种生物量与溶解氧呈负相关(赵风斌等,２０１６).

McClelland和Brusven(１９８０)研究发现襀翅目物种

的敏感度与栖息生境中溶解氧量有着密切的关系.
底栖动物群落结构与水体中其他化学因子(氮、磷

等)也有着紧密的联系.王备新等(２００７)的研究发

现总氮和总磷对常州地区太湖流域上游水系底栖动

物群落结构的影响较大.本次调查研究结果底栖动

物群落与氮、磷相关性不显著.生物与环境之间的

相互影响是一个系统复杂的问题,环境因子对生物

的影响并不是简单的若干个单独环境因子对生物影

响的总和(董雪等,２０１６).与太湖流域不同,文教河

流域独特的独流入海特性、亚热带气候、水产养殖污

染和农业面源污染特征等可能是导致这种差异的主

要原因.

３．３　水环境质量现状综合评价方法

本研究采用 Margalef丰富度指数、ShannonＧ
Wiener多样性指数以及综合污染指数对文教河水

质进行了评价(表４),结果显示,采用 Margalef丰富

度指数、ShannonＧWiener多样性指数评价等级明显

好于综合污染指数评价的等级,原因可能是底栖动

物生命周期较长、行动缓慢、生活场所比较固定,对
逆境的逃避较迟缓,且各类底栖动物对水体环境变

化的适应性、耐受性及敏感程度不同,水环境质量的

变化都可以从底栖动物的群落中得到响应(霍堂斌

等,２０１２).

表４　文教河水质类别的理化评价与生物评价结果对比

Tab．４　Comparisonofwaterqualityassessmentbasedonmacroinvertebratebiologicalindicesand
waterqualityparametersinWenjiaoRiver

指数
水　　质　　类　　别

S１ S２ S３ S４ S５ S６ S７ S８ S９ S１０ S１１ S１２ S１３ S１４ S１５
H′ Ⅲ Ⅲ Ⅲ Ⅲ Ⅲ Ⅲ Ⅳ Ⅲ Ⅲ Ⅲ Ⅲ Ⅳ Ⅳ Ⅳ Ⅳ
D Ⅲ Ⅱ Ⅱ Ⅱ Ⅲ Ⅱ Ⅳ Ⅱ Ⅱ Ⅲ Ⅲ Ⅲ Ⅲ Ⅲ Ⅲ
P Ⅳ Ⅴ Ⅴ Ⅳ Ⅲ Ⅳ Ⅲ Ⅳ Ⅳ Ⅳ Ⅴ Ⅳ Ⅳ Ⅳ Ⅳ

　　根据生物指数评价水体污染状况时,由于污染

与非污染因子综合影响生物群落的结构和功能,单
一的生物指数很难准确地反映某一区域的水质状

况,必须试用多种生物指数之后,选择适于调查水域

的地方性生物指数并结合理化监测数据进行水质评

价的综合分析,才能得到准确的评价结果(高世荣,

２００５;王博等,２０１１).因此在评价特定河流时,比

较不同的评价方法并选择合适的指数尤为重要(黄
旭蕾等,２０１５).王博等(２０１１)对东江干流底栖动物

群落结构与水质生物学评价研究,以 GB３８３８Ｇ２００２
标准Ⅱ类水为评价标准,采用综合污染指数法进行

水质评价;采用 ShannonＧWiener指数法、Margalef
指数评价得出的水体质量低于综合污染指数法的评

价质量.理化指标能比较直接精确地反映河道水

质.但严格来说,理化指标只代表采集水样那一刻

的瞬时水质,并不能直接或全面地反映水质与水生

生物之间关系(陈小华等,２０１３).黄旭蕾等(２０１５)、
刘贤等(２０１６)认为 Margalef丰富度指数和 ShanＧ
nonＧWiener多样性指数可作为地方性水质评价指

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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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racteristicsofMacroinvertebrateCommunityinWenjiaoRiver,HainanProvince
andItsRelationshiptoEnvironmentalFactors

LIUXian,MOLing,CHENJunＧfeng,LINZhangＧwen,JIANGJia,XINGQiao

(HainanResearchAcademyofEnvironmentalSciences,Haikou　５７１１２６,P．R．China)

Abstract:WenjiaoRiveristhelargestriverflowingtotheseafrom WenchangCity,HainanProvinceand
thePoliuwatersluicesectionofthelowerWenjiaoRiverisanimportantdrinkingwatersource．According
totheenvironmentalqualityreportofHainanProvince,theoverallwaterqualityofWenjiaoRiverwas
goodduring２０１０ ２０１５,butwaterqualityinthePoliuwatersluicesectionwasGradeIVanddidnotmeet
drinkingwaterstandards．Inthisstudy,weanalyzedthemacroinvertebratecommunitystructureandits
relationshiptowaterenvironmentalparametersinWenjiaoRiver．TheaimofthestudywastoproviderefＧ
erencedataforbiologicalwaterqualitymonitoring,ecosystemhealthassessmentandwaterresourcemanＧ
agement．InMarch,May,SeptemberandNovemberof２０１４,waterenvironmentalfactorsincludingtemＧ
perature,ammonianitrogen,DO,TN,TP,CODCr,andBOD５weremonitoredat１５samplingsites(Sites
１ １５)alongthemainstemofWenjiaoRiver．InNovember２０１４,macrozoobenthossamplingwascarried
outatthe１５sites．Atotalof４２macroinvertebratespecieswerecollected,belongingto２３families,５clasＧ
sesand３phyla．Aquaticinsects(２９species)madeupthelargestgroup,accountingfor６９．０５％ofthetotal
macroinvertebratespecies．Glyptotendipessp．,Polypedilumsp．,ExopalaemonhainanensisandCaridina
sp．werethedominantspecies,withdominancevaluesof０．１９,０．１２,０．０５and０．０２,respectively．MacroinＧ
vertebratedensityandbiomassrangeswere５５．５６ １３４４．４４ind/m２and０．０４ １９３．７６g/m２,withtheaverＧ
agevaluesof２９５．００ind/m２and３１．７８g/m２,respectively．Thedensityofmacroinvertebratewasprimarily
affectedbyaquaticinsectsandthebiomassbymollusks．TheShannon Wienerdiversity,MargalefrichＧ
nessandPielouevennessindicesofthemacroinvertebratecommunityranged,respectively,from０５０to
１９６,０．９７to２．８２and０．１８to０．３９,withaveragevaluesof１．３１,１．６９and０．２６．Correlationanalysis
showedthattemperatureandDOweretheprimaryenvironmentalfactorsaffectingthemacroinvertebrate
communitystructureinWenjiaoRiver．
Keywords:macroinvertebrates;communitystructure;environmentalfactors;WenjiaoRiv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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