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珠三角河网浮游植物物种丰富度时空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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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对 ２０１２ 年珠三角河网浮游植物物种丰富度的时空特征进行了系统阐析。 季节上，枯水期的物种丰度差异大，丰水期差异

小；空间上，广州周边及河网中部个别站位的总种数高于其他站位。 不同季节的空间特征显示，枯水期的物种丰度自西江沿线、
河网中部、广州周边呈递增趋势；而丰水期呈现三角洲两侧的物种丰富度高于河网中部。 各类群相对组成结果显示，硅藻在枯

水季节占绝对优势，丰水期优势下降；空间上广州周边站位硅藻百分比明显低于其他站位。 分析原因，径流相关的补充和稀释

作用和水体搅动引起的底层藻类的悬浮补充不仅影响物种丰富度的季节变动，也影响不同类群的相对组成；水体交换能力和营

养盐分别是决定丰水期和枯水期物种丰富度空间分布的关键因素。
关键词：珠三角河网；浮游植物；物种丰富度；时空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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ｗｅｒｅ ｔｈｅ ｋｅｙ ｆａｃｔｏｒｓ ｄｅｔｅｒｍｉｎｉｎｇ ｔｈｅ ｓｐａｔｉａｌ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ｓｐｅｃｉｅｓ ｒｉｃｈｎｅｓｓ ｉｎ ｔｈｅ ｗｅｔ ａｎｄ ｄｒｙ ｓｅａｓｏｎｓ， ｒｅ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ｌｙ．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 Ｐｅａｒｌ Ｒｉｖｅｒ ｄｅｌｔａ； ｐｈｙｔｏｐｌａｎｋｔｏｎ； ｓｐｅｃｉｅｓ ｒｉｃｈｎｅｓｓ； ｔｅｍｐｏｒａｌ ａｎｄ ｓｐａｔｉａｌ ｐａｔｔｅｒｎｓ

浮游植物利用光能进行光合作用合成有机物，是水域生态系统中的主要初级生产者，形成水生动物食物链

的基础环节。 此外，浮游植物群落的组成和变化与水体理化环境特征密切相关，是水环境动态变化的敏感指示

生物［１］。 目前，国内外广泛采用浮游植物作为生物监测以及评价水质和水体营养状况的重要生物指标［２⁃４］。
珠江三角洲是我国华南地区经济最活跃和人口最密集的地区，三角洲上河道密布，交织成网，最后经由八

个入海口流入南海。 近年来随着社会经济的迅猛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日益提高，工农业生产和人民生活污

水排放加剧，珠三角河网水域的水质不断恶化。 水利部珠江水利委员会发布的《珠江片水资源公报 ２０１１》显
示，珠三角近 １ ／ ４ 河段水质为劣Ⅴ类，在珠江水资源中水质最差。

研究小组前期对该水域浮游植物生物量［５］、栅藻［６］ 和裸藻［７］ 的时空特征及成因进行了详细阐析。 本文

重点阐析该水域浮游植物物种丰富度的时空特征，结合前期的研究结果，深入了解该水域浮游植物多样性组

成及分布特征，挖掘关联因子，为该水域生态环境评价和保护工作提供科学依据。

１　 材料与方法

１．１　 调查站位和时间

本次调查在其下游的珠三角河网水域，布设了 １３ 个采样站位，形成伞状布局，基本覆盖了整个河网水域，
具体布设如图 １ 所示，其中青岐位于西江和北江汇合点三水上西江一侧，左滩、外海和新围位于西江一线；小
榄、小塘、北滘、榄核、横沥、陈村和市桥位于纵横交错的河网中部；珠江桥和莲花山属于广州周边站位，珠江桥

位于广州市区内河段，莲花山位于广州市郊东江入虎门口一线。 采样点定位通过 ＧＰＳ 全球卫星定位系统记

录。 调查时间分别为 ２０１２ 年的 ３ 月、５ 月、８ 月和 １２ 月，其中 ３ 月和 １２ 月代表枯水期，５ 月和 ８ 月代表丰水

期，每个季度的调查均在 ２ 至 ３ 天内完成整个河网水域的采样工作。
１．２　 浮游植物样本采集、处理及数据收集

浮游植物采样取表层水（水面下 ０．５ ｍ）１ Ｌ 装入聚乙烯瓶中，立即用鲁格氏液固定，使其最终浓度为

１５‰。 水样运回实验室后，立即移入标记刻度 １０００ ｍＬ 玻璃量筒内，加盖静置 ２４ ｈ 后，用管口包裹筛绢的虹

吸管或吸管小心吸去上清液。 如此反复多次，直至将水样浓缩至 ３０—１００ ｍＬ。 分析时取均匀样品 １ ｍＬ 注入

Ｓｅｄｇｅｗｉｃｋ⁃Ｒａｆｔｅ 浮游植物计数框中，在 Ｎｉｋｏｎ ＴＳ１００ 倒置显微镜下进行浮游植物的种类鉴定和计数［８⁃１１］。
１．３　 水化学样本采集、处理及理化环境数据收集

现场环境因子包括水温、盐度、ｐＨ 值和溶解氧等，使用便携式水质分析仪（ＹＳＩ６６００⁃０２，ＵＳＡ）测定，透明

７１８３　 １１ 期 　 　 　 贾慧娟　 等：珠三角河网浮游植物物种丰富度时空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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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　 调查站位布设图

Ｆｉｇ．１　 Ｍａｐ ｏｆ ｓａｍｐｌｉｎｇ ｓｉｔｅｓ

度数值用透明度盘测定，河宽数据用测距仪（ＭＵＬＴＦＵＮＣＴＩＯＮ ＬＡＳＥＲ ＲＡＮＧＥＲ ＦＩＮＤＥ）测定。 另取 ５００ ｍＬ
水样，现场过滤后置入带冰块的冷藏箱中运回实验室，用水质流动注射分析仪（ＳＫＡＬＡＲ，荷兰）对高锰酸盐指

数和营养盐成分包括总磷、总氮、和硅酸盐进行分析，记录数据。
１．４　 数据处理与分析

浮游植物生物量的计算方法参照 Ｈｉｌｌｅｂｒａｎｄ 等［１２］通过体积法取几何近似值，分析过程中将出现频率高于

６０％的物种称为常见种，将生物量在总种群中所占百分比记为优势度。
各季节和调查站位的浮游植物物种丰富度数据采用物种丰度总和。 时空分布特征用 Ｏｒｉｇｉｎ ８．５ 软件完

成；不同类群的物种丰富度与环境因子之间关系分析用软件完成，并得到 ＲＤＡ 二维降序图。

２　 结果

２．１　 理化数据

调查站位的理化环境特征见表 １。 总体显示，广州周边站位珠江桥和莲花山为一类，河网中部站位为一

类，沿西江沿线站位为一类。 西江沿线站位的河宽明显高于其他站位，营养盐含量较低；河网中部站位河宽低

于其他站位；广州周边站位的营养盐含量一般高于其他站位，但透明度和溶解氧明显低于其他站位，富营养化

严重。
２．２　 不同季节常见种的出现频率和优势度

各季节常见种的出现频率和优势度见表 ２。 ３ 月份的常见种为 ２２ 种，其中硅藻 ２０ 种，绿藻 ２ 种；５ 月份的

常见种为 ２２ 种，其中硅藻 ７ 种，绿藻 １３ 种，蓝藻和裸藻各 １ 种；８ 月份的常见种为 ３０ 种，其中硅藻 １３ 种，绿藻

１２ 种，蓝藻 ３ 种和裸藻 ２ 种；１２ 月份常见种为 ２２ 种，其中硅藻 １０ 种，绿藻 １２ 种。 硅藻中的颗粒沟链藻为全

年常见种（３、５ 和 ８ 月份的出现频率均为 １００％，１２ 月份的出现频率为 ９２．３１％），也是最优势种（最高优势度

达 ４２．９６％）。 绿藻中的被甲栅藻虽然出现率也很高（５、８、１２ 月的出现频率均为 １００％），但是在 ３ 月份不是常

见种，并且优势度也远远低于颗粒沟链藻。

８１８３ 　 生　 态　 学　 报　 　 　 ３９ 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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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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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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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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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２　 不同季节常见种的出现频率和优势度

Ｔａｂｌｅ ２　 Ｆｒｅｑｕｅｎｃｙ ａｎｄ ｄｏｍｉｎａｎｃｅ ｏｆ ｃｏｍｍｏｎ ｓｐｅｃｉｅｓ ｉｎ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ｓｅａｓｏｎｓ

时间
Ｔｉｍｅ

门类
Ｃａｔｅｇｏｒｙ

种名
Ｓｐｅｃｉｅｓ ｎａｍｅ

出现率 ／ ％
Ｏｃｃｕｒｒｅｎｃｅ ｒａｔｅ

优势度 ／ ％
Ｄｏｍｉｎａｎｃｅ ｒａｔｅ

２０１２．３ 硅藻 颗粒沟链藻 Ａｕｌａｃｏｓｅｉｒａ ｇｒａｎｕｌａｔａ １００．００ ２８．３６

硅藻 远距直链藻 Ｍｅｌｏｓｉｒａ ｄｉｓｔａｎｓ １００．００ ３．４６

硅藻 变异直链藻 Ｍｅｌｏｓｉｒａ ｖａｒｉａｎｓ １００．００ ２２．２９

硅藻 谷皮菱形藻 Ｎｉｔｚｓｃｈｉａ ｐａｌｅａ １００．００ ０．５１

硅藻 梅尼小环藻 Ｃｙｃｌｏｔｅｌｌａ ｍｅｎｅｇｈｉｎｉａｎａ ９２．３１ ４．４９

硅藻 舟形藻 Ｎａｖｉｃｕｌａ ｓｐ． ９２．３１ ０．５５

硅藻 尖针杆藻极狭变种 Ｓｙｎｅｄｒａ ａｃｕｓ ｖａｒ． ａｎｇｕｓｔｉｓｓｉｍａ ９２．３１ ０．６１

硅藻 近缘桥弯藻 Ｃｙｍｂｅｌｌａ ａｆｆｉｎｉｓ ８４．６２ １．６７

硅藻 短小楔形藻 Ｌｉｃｍｏｐｈｏｒａ ａｂｂｒｅｖｉａｔａ ８４．６２ ０．０５

硅藻 意大利直链藻弯曲变型 Ｍｅｌｏｓｉｒａ ｉｔａｌｉｃａ ｖａｒ． ｃｕｒｖａｔａ ８４．６２ ４．７７

硅藻 奇异菱形藻 Ｎｉｔｚｓｃｈｉａ ｐａｒａｄｏｘａ ８４．６２ ０．７５

硅藻 冠盘藻 Ｓｔｅｐｈａｎｏｄｉｓｃｕｓ ｓｐ． ８４．６２ １．０１

硅藻 膨胀桥弯藻 Ｃｙｍｂｅｌｌａ ｔｕｍｉｄａ ７６．９２ １．０５

绿藻 被甲栅藻 Ｓｃｅｎｅｄｅｓｍａｃｅａｅ ａｒｍａｔｕｓ ７６．９２ ０．２０

硅藻 卵圆双眉藻 Ａｍｐｈｏｒａ ｏｖａｌｉｓ ６９．２３ ０．６１

硅藻 颗粒沟链藻弯曲变种 Ａｕｌａｃｏｓｅｉｒａ ｇｒａｎｕｌａｔａ ｖａｒ． ｃｕｒｖａｔａ ６９．２３ ３．３４

硅藻 意大利直链藻微小变种 Ｍｅｌｏｓｉｒａ ｉｔａｌｉｃａ ｖａｒ． ｔｅｎｕｉｓｓｉｍａ ６９．２３ ４．４２

绿藻 二形栅藻 Ｓｃｅｎｅｄｅｓｍａｃｅａｅ ｄｉｍｏｒｐｈｕｓ ６９．２３ １．００

硅藻 扭曲小环藻 Ｃｙｃｌｏｔｅｌｌａ ｃｏｍｔａ ６１．５４ ０．１２

硅藻 二头舟形藻 Ｎａｖｉｃｕｌａ ｄｉｃｅｐｈａｌａ ６１．５４ ０．２１

硅藻 尖针杆藻 Ｓｙｎｅｄｒａ ａｃｕｓ ６１．５４ ０．２１

硅藻 柏洛林针杆藻 Ｓｙｎｅｄｒａ ｂｅｒｏｌｉｎｅｎｓｉｓ ６１．５４ ０．１４

２０１２．５ 硅藻 颗粒沟链藻 Ａｕｌａｃｏｓｅｉｒａ ｇｒａｎｕｌａｔａ １００．００ ３０．３８

绿藻 被甲栅藻 Ｓｃｅｎｅｄｅｓｍａｃｅａｅ ａｒｍａｔｕｓ １００．００ ３．３０

绿藻
被甲栅藻博格变种双尾变型
Ｓｃｅｎｅｄｅｓｍｕｓ ａｒｍａｔｕｓ ｖａｒ． ｂｏｇｌａｒｉｅｎｓｉｓ ｆ． ｂｉｃａｕｄａｔｕｓ １００．００ １．４９

硅藻 梅尼小环藻 Ｃｙｃｌｏｔｅｌｌａ ｍｅｎｅｇｈｉｎｉａｎａ ９２．３１ ２．４６

绿藻 直透明针形藻 Ｈｙａｌｏｒａｐｈｉｄｉｕｍ ｒｅｃｔｕｍ ９２．３１ ０．２２

绿藻 奥波莱栅藻 Ｓｃｅｎｅｄｅｓｍｕｓ ｏｐｏｌｉｅｎｓｉｓ ９２．３１ ０．３５

硅藻 舟形藻 Ｎａｖｉｃｕｌａ ｓｐ． ８４．６２ １．７４

绿藻 斜生栅藻 Ｓｃｅｎｅｄｅｓｍｕｓ ｏｂｌｉｑｕｕｓ ８４．６２ ０．８５

硅藻 针杆藻 Ｓｙｎｅｄｒａ ｓｐ． ８４．６２ ０．２８

绿藻 四足十字藻 Ｃｒｕｃｉｇｅｎｉａ ｔｅｔｒａｐｅｄｉａ ７６．９２ ０．４５

绿藻 网球藻 Ｄｉｃｔｙｏｓｐｈａｅｒｉａ ｃａｖｅｒｎｏｓａ ７６．９２ ９．１２

蓝藻 微小平裂藻 Ｍｅｒｉｓｍｏｐｅｄｉａ ｔｅｎｕｉｓｓｉｍａ ７６．９２ ０．３５

绿藻 科马克单针藻 Ｍｏｎｏｒａｐｈｉｄｉｕｍ ｋｏｍａｒｋｏｖａｅ ７６．９２ ０．３４

绿藻 粘四集藻 Ｐａｌｍｅｌｌａ ｍｕｃｏｓａ ７６．９２ ０．４１

绿藻 二形栅藻 Ｓｃｅｎｅｄｅｓｍｕｓ ｄｉｍｏｒｐｈｕｓ ７６．９２ ０．６４

硅藻 尖针杆藻 Ｓｙｎｅｄｒａ ａｃｕｓ ７６．９２ ０．２１

绿藻 集星藻 Ａｃｔｉｎａｓｔｒｕｍ ｈａｎｔｚｓｃｈｉｉ ６９．２３ ０．２７

绿藻 顶锥十字藻 Ｃｒｕｃｉｇｅｎｉａ ａｐｉｃｕｌａｔａ ６９．２３ ０．４７

硅藻 小舟形藻 Ｎａｖｉｃｕｌａ ｓｕｂｍｉｎｕｓｃｕｌａ ６９．２３ ０．１２

绿藻 窗格十字藻 Ｃｒｕｃｉｇｅｎｉａ ｆｅｎｅｓｔｒａｔａ ６１．５４ ０．２８

硅藻 扭曲小环藻 Ｃｙｃｌｏｔｅｌｌａ ｃｏｍｔａ ６１．５４ ０．３２

裸藻 圆柱形裸藻 Ｅｕｇｌｅｎａ ｃｙｌｉｎｄｒｉｃａ ６１．５４ ２．２９

０２８３ 　 生　 态　 学　 报　 　 　 ３９ 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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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时间
Ｔｉｍｅ

门类
Ｃａｔｅｇｏｒｙ

种名
Ｓｐｅｃｉｅｓ ｎａｍｅ

出现率 ／ ％
Ｏｃｃｕｒｒｅｎｃｅ ｒａｔｅ

优势度 ／ ％
Ｄｏｍｉｎａｎｃｅ ｒａｔｅ

２０１２．８ 硅藻 颗粒沟链藻 Ａｕｌａｃｏｓｅｉｒａ ｇｒａｎｕｌａｔａ １００．００ ４２．９６

硅藻 梅尼小环藻 Ｃｙｃｌｏｔｅｌｌａ ｍｅｎｅｇｈｉｎｉａｎａ １００．００ ３．２４

绿藻 粘四集藻 Ｐａｌｍｅｌｌａ ｍｕｃｏｓａ １００．００ ０．７４

绿藻 被甲栅藻 Ｓｃｅｎｅｄｅｓｍｕｓ ａｒｍａｔｕｓ １００．００ １．６９

绿藻
被甲栅藻博格变种双尾变型
Ｓｃｅｎｅｄｅｓｍｕｓ ａｒｍａｔｕｓ ｖａｒ． ｂｏｇｌａｒｉｅｎｓｉｓ ｆ． ｂｉｃａｕｄａｔｕｓ １００．００ ０．５８

硅藻 柏洛林针杆藻 Ｓｙｎｅｄｒａ ｂｅｒｏｌｉｎｅｎｓｉｓ １００．００ ３．８８

蓝藻 微小平裂藻 Ｍｅｒｉｓｍｏｐｅｄｉａ ｔｅｎｕｉｓｓｉｍａ ９２．３１ ０．５５

硅藻 舟形藻 Ｎａｖｉｃｕｌａ ｓｐ． ９２．３１ ０．８１

蓝藻 绿色颤藻 Ｏｓｃｉｌｌａｔｏｒｉａ ｃｈｌｏｒｉｎａ ９２．３１ ０．３３

绿藻 二形栅藻 Ｓｃｅｎｅｄｅｓｍｕｓ ｄｉｍｏｒｐｈｕｓ ９２．３１ ０．４２

硅藻 平片针杆藻 Ｓｙｎｅｄｒａ ｔａｂｕｌａｔａ ９２．３１ ２．２６

硅藻 颗粒直链藻极狭变种 Ａ． ｇｒａｎｕｌａｔａ ｖａｒ． ａｎｇｕｓｔｉｓｓｉｍａ ８４．６２ ２．０８

硅藻 尖针杆藻 Ｓｙｎｅｄｒａ ａｃｕｓ ８４．６２ ０．２８

绿藻 四足十字藻 Ｃｒｕｃｉｇｅｎｉａ ｔｅｔｒａｐｅｄｉａ ７６．９２ ０．１７

硅藻 扭曲小环藻 Ｃｙｃｌｏｔｅｌｌａ ｃｏｍｔａ ７６．９２ ０．４８

绿藻 集星藻 Ａｃｔｉｎａｓｔｒｕｍ ｈａｎｔｚｓｃｈｉｉ ６９．２３ ０．１９

裸藻 圆柱形裸藻 Ｅｕｇｌｅｎａ ｃｙｌｉｎｄｒｉｃａ ６９．２３ ０．９４

硅藻 意大利直链藻微小变种 Ｍｅｌｏｓｉｒａ ｉｔａｌｉｃａ ｖａｒ． ｍｅｎｕｉｓｓｉｍａ ６９．２３ ０．７１

硅藻 变异直链藻 Ｍｅｌｏｓｉｒａ ｖａｒｉａｎｓ ６９．２３ ３．１６

绿藻 科马克单针藻 Ｍｏｎｏｒａｐｈｉｄｉｕｍ ｋｏｍａｒｋｏｖａｅ ６９．２３ ０．１０

硅藻 新月菱形藻 Ｎｉｔｚｓｃｈｉａ ｃｌｏｓｔｅｒｉｕｍ ６９．２３ ０．１１

硅藻 谷皮菱形藻 Ｎｉｔｚｓｃｈｉａ ｐａｌｅａ ６９．２３ ０．１７

绿藻 斜生栅藻 Ｓｃｅｎｅｄｅｓｍｕｓ ｏｂｌｉｑｕｕｓ ６９．２３ ０．１９

绿藻 奥波莱栅藻 Ｓｃｅｎｅｄｅｓｍｕｓ ｏｐｏｌｉｅｎｓｉｓ ６９．２３ ０．０９

绿藻 华丽四星藻 Ｔｅｔｒａｓｔｒｕｍ ｅｌｅｇａｎｓ ６９．２３ ０．０７

硅藻 颗粒沟链藻弯曲变种 Ａｕｌａｃｏｓｅｉｒａ ｇｒａｎｕｌａｔａ ｖａｒ． ｃｕｒｖａｔａ ６１．５４ １．４７

绿藻 顶锥十字藻 Ｃｒｕｃｉｇｅｎｉａ ａｐｉｃｕｌａｔａ ６１．５４ ０．２２

裸藻 纤细裸藻 Ｅｕｇｌｅｎａ ｇｒａｃｉｌｉｓ ６１．５４ ０．８９

绿藻 微芒藻 Ｍｉｃｒａｃｔｉｎｉｕｍ ｐｕｓｉｌｌｕｍ ６１．５４ ０．２３

蓝藻 断裂颤藻 Ｏｓｃｉｌｌａｔｏｒｉａ ｆｒａｃａ ６１．５４ ０．１８

２０１２．１２ 硅藻 梅尼小环藻 Ｃｙｃｌｏｔｅｌｌａ ｍｅｎｅｇｈｉｎｉａｎａ １００．００ ３．３９

硅藻 远距直链藻高山变种 Ｍｅｌｏｓｉｒａ ｄｉｓｔａｎｓ ｖａｒ． ａｌｐｉｇｅｎａ １００．００ ５．３１

硅藻 舟形藻 Ｎａｖｉｃｕｌａ ｓｐ． １００．００ １．２２

绿藻 被甲栅藻 Ｓｃｅｎｅｄｅｓｍｕｓ ａｒｍａｔｕｓ １００．００ ０．９７

硅藻 颗粒沟链藻 Ａｕｌａｃｏｓｅｉｒａ ｇｒａｎｕｌａｔａ ９２．３１ ３３．９５

硅藻 意大利直链藻微小变种 Ｍｅｌｏｓｉｒａ ｉｔａｌｉｃａ ｖａｒ． ｍｅｎｕｉｓｓｉｍａ ９２．３１ １６．３６

绿藻
被甲栅藻博格变种双尾变型
Ｓｃｅｎｅｄｅｓｍｕｓ ａｒｍａｔｕｓ ｖａｒ． ｂｏｇｌａｒｉｅｎｓｉｓ ｆ． ｂｉｃａｕｄａｔｕｓ ９２．３１ ０．４１

绿藻 二形栅藻 Ｓｃｅｎｅｄｅｓｍｕｓ ｄｉｍｏｒｐｈｕｓ ９２．３１ ０．３０

硅藻 柏洛林针杆藻 Ｓｙｎｅｄｒａ ｂｅｒｏｌｉｎｅｎｓｉｓ ９２．３１ ０．５７

绿藻 四足十字藻 Ｃｒｕｃｉｇｅｎｉａ ｔｅｔｒａｐｅｄｉａ ８４．６２ ０．５４

绿藻 直透明针形藻 Ｈｙａｌｏｒａｐｈｉｄｉｕｍ ｒｅｃｔｕｍ ８４．６２ ０．１８

绿藻 华丽四星藻 Ｔｅｔｒａｓｔｒｕｍ ｅｌｅｇａｎｓ ８４．６２ ０．１１

硅藻 颗粒直链藻极狭变种 Ａ． ｇｒａｎｕｌａｔａ ｖａｒ． ａｎｇｕｓｔｉｓｓｉｍａ ７６．９２ ２．１０

绿藻 粘四集藻 Ｐａｌｍｅｌｌａ ｍｕｃｏｓａ ７６．９２ ０．４２

硅藻 谷皮菱形藻 Ｎｉｔｚｓｃｈｉａ ｐａｌｅａ ６９．２３ ０．２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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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时间
Ｔｉｍｅ

门类
Ｃａｔｅｇｏｒｙ

种名
Ｓｐｅｃｉｅｓ ｎａｍｅ

出现率 ／ ％
Ｏｃｃｕｒｒｅｎｃｅ ｒａｔｅ

优势度 ／ ％
Ｄｏｍｉｎａｎｃｅ ｒａｔｅ

硅藻 尖针杆藻 Ｓｙｎｅｄｒａ ａｃｕｓ ６９．２３ ０．０８

绿藻 镰形纤维藻 Ａｎｋｉｓｔｒｏｄｅｓｍｕｓ ｆａｌｃａｔｕｓ ６１．５４ ０．０５

绿藻 直角十字藻 Ｃｒｕｃｉｇｅｎｉａ ｒｅｃｔａｎｇｕｌａｒｉｓ ６１．５４ ０．１７

硅藻 扭曲小环藻 Ｃｙｃｌｏｔｅｌｌａ ｃｏｍｔａ ６１．５４ ０．２８

绿藻
二角盘星藻具孔变种
Ｐｅｄｉａｓｔｒｕｍ ｄｕｐｌｅｘ ｖａｒ． ｄｕｏｄｅｎａｒｉｕｍ ６１．５４ ０．８２

绿藻 尖细栅藻 Ｓｃｅｎｅｄｅｓｍｕｓ ａｃｕｍｉｎａｔｕｓ ６１．５４ ０．１０

绿藻 矮型顶接鼓藻 Ｓｐｏｎｄｙｌｏｓｉｕｍ ｐｙｇｍａｅｕｍ ６１．５４ ０．８５

２．３　 物种组成

通过对珠三角河网 １３ 个采样点为期一年的取样检测，共采集样本 ５２ 个，鉴定浮游植物 ３８３ 种。 其中硅

藻种类数达 １６０ 种，占浮游植物物种丰度的 ４１．７８％；绿藻种类数达 １１２ 种，占浮游植物物种丰度的 ２９．２４％；蓝
藻为 ２０ 种，占总物种丰度的 ５．２２％；裸藻种类数达 ８４ 种，占总种类的 ２１．９３％；其他藻类种类为 ７ 种。
２．４　 浮游植物总物种丰富度的时空特征

根据珠三角河网浮游植物总物种丰度丰富度的时间变化（图 ２）可知：调查期间，浮游植物的总物种丰富

度的时间变化模式呈现出丰水季节差异小，枯水季节差异较大的特征。 总物种丰度的最大值出现在 ３ 月份，
为 ２２９ 种；其次为 ５ 月份的 ２００ 种，与 ８ 月份的 １９８ 种持平；最小值为 １２ 月份的 １６７ 种。 浮游植物各类群的相

对百分组成（图 ２）显示，硅藻和绿藻为主要类群，所占百分比之和一般不低于 ７０％；从两者的相对组成来看，３
月份硅藻的优势度极为明显；其他季节差异不大。

图 ２　 浮游植物总物种丰富度的时间特征

Ｆｉｇ．２　 Ｔｉｍｅ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ｏｆ ｔｏｔａｌ ｓｐｅｃｉｅｓ ｒｉｃｈｎｅｓｓ ｏｆ ｐｈｙｔｏｐｌａｎｋｔｏｎ

根据浮游植物总物种丰富度的空间分布特征（图 ３）显示：广州周边站位及河网中部个别站位的总物种丰

度偏高，河网中部其他站位偏低。 总物种丰度的最大值出现在珠江桥，为 １５４ 种；次高值出现在北滘和市桥，
均为 １５２ 种；最低值出现在小榄，为 ９４ 种；次低值出现在陈村，为 １０５ 种。

各类群相对百分组成的结果（图 ３）显示：硅藻和绿藻为主要类群，所占百分比之和不低于 ７０％。 尽管河

网中部个别站位（北滘）的总物种丰度与广州周边站位持平，但是相对百分组成存在明显差异。 广州周边站

位的硅藻百分比明显低于绿藻，而其他站位均呈现硅藻优于绿藻或持平状态。
根据不同季节浮游植物物种丰富度的空间分布特征（图 ４）表明：不同季节的物种丰富度的空间分布格局

呈现特有的规律。 丰水期，河网两侧站位的物种丰富度高于河网中部站位（个别站位除外），最大值出现在广

州周边站位，最小值出现在河网中部站位。 枯水期，基本呈现沿西江、河网中部、广州周边站位递增的趋势，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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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值出现在河网中部或广州周边站位，最小值出现在西江沿线站位。

图 ３　 浮游植物总物种丰富度的空间特征

Ｆｉｇ．３　 Ｓｐａｔｉａｌ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ｏｆ ｔｏｔａｌ ｓｐｅｃｉｅｓ ｒｉｃｈｎｅｓｓ ｏｆ ｐｈｙｔｏｐｌａｎｋｔｏｎ

图 ４　 不同季节浮游植物物种丰富度的空间分布特征

Ｆｉｇ．４　 Ｓｐａｔｉａｌ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ｏｆ ｓｐｅｃｉｅｓ ｒｉｃｈｎｅｓｓ ｏｆ ｐｈｙｔｏｐｌａｎｋｔｏｎ ｉｎ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ｓｅａｓｏｎｓ

由图 ５ 可知，各类群的相对组成的时空特征差异显著。 季节特征显示，枯水期硅藻的百分比高于丰水期，
３ 月份尤其明显，硅藻百分比均值为 ６９．７２％。 空间特征显示，广州周边站位的硅藻百分比一般低于其他站

位，极少高于 ４０％。
２．５　 相关分析

用 Ｒ 软件对 ５ 个浮游植物类群（硅藻、绿藻、蓝藻、裸藻和其他）的物种丰度及总种数与环境因子数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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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５　 各类群的相对百分比的时空特征

Ｆｉｇ．５　 Ｔｅｍｐｏｒａｌ ａｎｄ ｓｐａｔｉａｌ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ｏｆ ｒｅｌａｔｉｖｅ ｐｅｒｃｅｎｔａｇｅｓ ｏｆ ｖａｒｉｏｕｓ ｇｒｏｕｐｓ

关系进行冗余度（ＲＤＡ）分析。 方差分析检验（ＡＮＯＶＡ ｔｅｓｔ）结果显示，轴 １（Ｐ＝ ０．００１）和轴 ２（Ｐ ＝ ０．００１）对关

联性的影响显著（Ｒ２ ＝ ０．５２），二维降序图如图 ６ 所示。 轴 １ 和轴 ２ 的特征值分别为 ０．６９３ 和 ０．１０８，分别可解

释所有环境因子影响的 ７８．４８％和 １２．２５％。 基于轴 １ 的关联性结果显示，硅藻与其他不同类群分布在轴 １ 的

相反方向，硅藻与溶解氧存在一定的正相关关系，与水温及营养盐存在一定的负相关关系；其他不同类群与硅

藻恰恰相反。 基于轴 ２ 的关联性结果显示，硅藻与总种数分布在轴 ２ 的同一侧。 硅藻与硅酸盐存在一定的正

相关关系，与透明度存在一定的负相关关系；总种数与硅藻一致。
各类群的相对百分比与环境因子的分析图显示，轴 １（Ｐ ＝ ０．００１）和轴 ２（Ｐ ＝ ０．００１）对关联性的影响显著

（Ｒ２ ＝ ０．４４），二维降序图如图 ７ 所示。 轴 １ 和轴 ２ 的特征值分别为 ０．６７３ 和 ０．１３０，分别可解释所有环境因子

影响的 ７３．１１％和 １４．１０％。 基于轴 １ 的关联性结果显示，硅藻与其他不同类群分布在轴 １ 的相反方向，硅藻

与溶解氧存在一定的正相关关系，与水温及营养盐存在一定的负相关关系；其他不同类群与硅藻恰恰相反。
基于轴 ２ 的关联性结果显示，裸藻与磷酸盐存在一定的正相关关系，与透明度和 ｐＨ 存在着一定的负相关

关系。

３　 讨论

研究结果显示，硅藻和绿藻是调查水域浮游植物群落组成的最主要类群，裸藻和蓝藻次之。 这不仅体现

在总物种丰富度的相对组成上，也体现在不同类群相对组成的时空分布特征上。 这与国内外河流的浮游植物

群落组成模式相符合［１３⁃１８］。
总物种丰富度的季节特征显示，丰水期的总物种丰度差异较小，而枯水期的总物种丰度差异较大。 丰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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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６　 浮游植物物种丰度与环境因子的 ＲＤＡ 二维降序图

Ｆｉｇ．６　 ＲＤＡ ｔｗｏ⁃ｄｉｍｅｎｓｉｏｎａｌ ｄｅｓｃｅｎｄｉｎｇ ｍａｐ ｏｆ ｔｈｅ ｎｕｍｂｅｒ ｏｆ ｐｈｙｔｏｐｌａｎｋｔｏｎ ｓｐｅｃｉｅｓ ａｎｄ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ｆａｃｔｏｒｓ

图 ７　 各类群相对百分比与环境因子的 ＲＤＡ 二维降序图

Ｆｉｇ．７　 ＲＤＡ ｔｗｏ⁃ｄｉｍｅｎｓｉｏｎａｌ ｄｅｓｃｅｎｄｉｎｇ ｄｉａｇｒａｍ ｏｆ ｒｅｌａｔｉｖｅ ｐｅｒｃｅｎｔａｇｅｓ ｏｆ ｖａｒｉｏｕｓ ｇｒｏｕｐｓ ａｎｄ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ｆａｃｔｏｒｓ

期期间降雨频率及降雨量均较高，因此，径流量成为丰水期物种丰度变动的最重要影响因素［１９⁃２３］，８ 月份常见

种的物种丰度和多样性明显高于枯水期（表 ２），总种数与透明度存在一定程度的负相关也说明了这一点（图
６）。 参考三角洲上游西江肇庆段 ２００９ 年的径流量数据，５ 月和 ８ 月的径流量均值分别为 ８６９４ ｍ３ ／ ｓ 和 ８０１９
ｍ３ ／ ｓ，差异不大，这也导致丰水期总物种丰度的差异较小。 Ｓａｎｔａｎａ 等［２４］ 指出气候和水文变化对浮游植物结

构有很大影响。 Ｂｉｌｏｕｓ 等［１４］在 Ｓｏｕｔｈｅｒｎ Ｂｕｇ 河以及 Ｓｈａｒｍａ 等［２５］在 Ｎａｒｍａｄａ 河的研究中也都发现，丰水期的

藻类物种丰富度差异较小。 相反，枯水期由于径流小，水位较低，沿江静水水体如湖泊和水库中的蓝、绿藻的

外源补充明显减少［７，２６⁃２７］，使得硅藻成为最主要类群。 ＲＤＡ 分析结果显示，硅藻与透明度存在一定的负相关

关系（图 ６）。 原因在于，硅藻的细胞壁是硅质壳，质量重，在水体稳定的时候极易下沉。 枯水期由于水位较

低，加之风力、运行船舶等引起的水体搅动，有助于沉降到底层的硅藻再悬浮，补充到表层水体中，增加物种丰

富度［２８⁃２９］，这应该是枯水期物种丰富度差异较大的主要原因。 ３ 月和 １２ 月的水体透明度相差 ２０ ｃｍ，常见种

组成存在明显差异（表 ２），且 ３ 月份硅藻物种丰富度占绝对优势，最高百分比可达 ９６％，也印证了以上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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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３ 月份的总种数为全年最高，分析原因有以下两点：１）枯水期的 ３ 月份虽然没有径流增大引起的物种丰

富度的外源补充，但是水体搅动造成底层硅藻的悬浮从而补充了物种丰富度，从图 ２ 中硅藻所占百分比明显

高于其他类群可以看出。 而 １２ 月份的透明度明显偏高，硅藻沉降，加之没有外源补充，所以物种丰度最低。
２）丰水期径流量增大引起的河流外源补充，虽然增加了物种丰富度，但是对浮游植物群落也有稀释作用，因
此丰水期的物种丰度是外源补充和稀释减少作用的中和结果。

总物种丰度的空间特征显示，广州周边站位及河网中部个别站位的总物种丰富度明显偏高，河网中部少

数站位也呈现低于西江沿线站位的趋势。 分析原因在于，１）水体营养状况是影响物种丰富度空间分布的重

要因素。 ＲＤＡ 分析结果显示，总种数与营养盐含量关系紧密，呈正相关关系。 距离广州较近的珠江桥和莲花

山受生产和生活污水的影响较大，营养盐含量极其丰富，明显高于其他站位（表 １），导致了物种丰富度明显高

于其他站位。 河网中部个别站位，例如北滘，拥有两家世界 ５００ 强企业，制造业发达，污染严重，水体营养盐含

量高（表 １），导致此类站位的物种丰富度也明显偏高。 Ｅｌ⁃Ｋａｒｉｍ［３０］ 在尼罗河水域发现，营养盐含量丰富的地

区，物种丰富度偏高。 ２）水体交换能力是影响空间分布的另一重要因素。 从河流宽度的数据（表 １）可以看

出，三角河网两侧站位的径流量大，水体交换能力明显优于河网中部站位，这更有利于浮游植物物种丰富度的

外源补充。 Ｂｏｖｏ⁃Ｓｃｏｍｐａｒｉｎ 等［３１］研究发现水体交换能力强的水域浮游植物多样性高。 水体交换时沿江静水

水域中的绿藻、裸藻和蓝藻等会补充汇集到河流中。
不同季节的物种丰富度的空间分布模式显示，枯水期（３ 月和 １２ 月）的物种丰富度自西江沿线、河网中

部、广州周边呈递增趋势；而丰水期（５ 月和 ８ 月）的物种丰富度呈现三角洲两侧（西江沿线和广州周边）站位

高于河网中部站位。 枯水期，河水径流导致外源补充减小，对水体的扰动作用明显减弱，营养盐成为决定空间

分布模式的最重要因素。 除了营养盐自身有利于藻类的生长繁殖外，富营养水体也可以减缓表层水体中微藻

的沉降速度［６，３２⁃３４］。 因此，枯水期物种丰富度的空间分布与营养盐梯度呈正相关。 丰水期时，降雨量的增加

导致河水的径流量明显增大，沿江静水水体如湖泊、水库等的藻类汇入，同时水体搅动使已经沉降的藻类和底

栖藻类重新悬浮到表层水体中，增加了物种丰富度。 珠江干流的河水流经三角洲河网，分支到错综复杂的河

道中。 河网两侧的站位水体径流量大，水体交换能力强，有助于表层水体物种丰富度的补充和增加；河网中部

站位相对闭塞，水体交换能力弱，因此物种丰富度低于三角洲两侧站位［３５⁃３６］。
各类群的相对百分比的时空特征显著。 从季节特征来看，枯水期硅藻在占绝对优势，尤其是 ３ 月份，硅藻

所占百分比的均值高达 ７０％。 丰水期因径流增大引起的外源绿藻、裸藻和蓝藻的汇入导致硅藻的优势下降，
５ 月和 ８ 月份的常见种的绿藻、裸藻和蓝藻种类明显增加（表 ２）可见一斑。 此外，研究水域的裸藻和栅藻［６⁃７］

的物种丰富度在丰水季节明显高于枯水季节，也印证了上述观点。 虽然枯水期 １２ 月份的绿藻、裸藻和蓝藻也

占有较大优势，但是并非因径流增大引起的外源汇入，而是因为硅藻在透明度高的条件下沉降损失造成的相

对弱势。 从空间特征上看，广州周边站位的硅藻百分比一般低于其他站位。 这是因为这些站位处于河流交汇

处，常年有外源河流带来的绿藻的补充。 在 ＲＤＡ 分析结果中显示，硅藻百分比与营养盐的含量呈负相关（图
７）。 Ｋｏｍｉｓｓａｒｏｖ 等［１３］发现富营养化水域中绿藻比硅藻更占优势。 Ｒｅｙｎｏｌｄ 等［３７］ 指出绿藻与富集环境相关并

且对营养敏感。 广州周边站位的营养盐含量明显高于其他站位（表 １），因此存在一定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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