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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水体和调查概况

河西地区东起鸟鞘岭 ,西连新疆 ,长约 1,000公 里 ,大抵东高西低,南为青藏高原的北

祁连山系,北为甘肃北山和走廊北山,宽达 200公里,南高耸而北平缓。境内河流短小而

众多,较大且知名者不下 30条 ,自 西而东分属疏勒河、弱水、石羊河三个独立内陆水系。中

部弱水水系最大,全长约 800公里,流量约 43.2亿方,主干黑河源于青海省祁连县境,尾

阊居延海在内蒙古额济纳旗境内。疏勒河次之 ,石羊河最小,流量亦达 28亿方。

本区河流多源出南部山区,径流有明显的垂直差异,海拔每增高 100米 ,年径流深度

约增加 11毫米山区为径流形成帝 ,出 山为散失带。还有水平差异。从西向东经度每增加

10分 ,年径流深度约增加 13毫米。 水温偏低,山区年均约 5℃,走廊约 7℃ ,月均高温

7-8月走廊达 17-20℃ ,山区仅达 11℃。 冬季河面封冰,岸冰一般在 11月 中至翌年 3

月中,山区冰期更长。河水矿化度高 ,且随海拔降低而开高,变化剧烈,年内变幅约为 2。

总硬度大,钙镁离子丰富。 水的类型可由夏季丰水期重碳酸钙型转为冬季枯水期碳酸钠

型或氯化钠型 ,下游常见硫酸镁型或硫酸钠型。水通常透明无气味和味道,但下游有时具

鱼腥气而味涩。年均 pH值为 7.3-7.7,下 游甚可高达 8.3。

本区面积广约 27万平方公里 ,近年渔业有所发展。 河西走廊自古为交通要道,但至

今未见有关水生生物的调查报告。笔者于 1980年在河西三水系使用 25号尼龙丝绢网进

行了浮游生物采集,也采到一些底栖生物。具体采集地点和时间如下:(I)肃北蒙古族自

治县党城湾党河,7月 24日 10时 ;砾石河床,落差大,河水混浊多泥沙;海拔近 2,300米。

(2)敦煌县月牙泉,7月 27日 15时 ;泉水小湖,沙山环绕,南岸芦苇挺生,湖底轮藻茂盛,

水深 1米处可见底;海拔约 1,140米。(3)安西县北大桥疏勒河下游,7月 28日 11时 ;河

道迂迥,宽仅 10米 ,水流缓慢,粗砂卵石河床,不足1米深处见底;海拔约 1,170米 。(4)安

西县桥子坝,7月 29日 10时 ;是疏勒河汉唐故道泉水汇流的小河上的小水库,库边胡杨

林一片,库中眼子菜茂密,浅水区芦苇密生;海拔约 1,300米 。(5)金塔县营盘水库,位于

黑河中游一支流的中小水库,坝前见轮藻,水清澈;海拔约 1,180米 ;8月 4日 12时。(6)

祁连县八宝俄博河,8月 11日 17时 ;系黑河上游支流,河边多黑刺丛,砾石河床,水流湍

急;海拔约 2,800米。(7)张掖县北门外水渠,宽约 5米 ,深约 2米 ,渠水引自黑河;海拔约

中现在中国科学院西北商原生物研究所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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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70米 ;8月 14日 15时。(8)肃南裕固族自治县皇城东大河,8月 15日 17时 ;砾石河

床,水流湍急,河边有灌丛,海拔约 2,300米。(9)金 昌市金川峡水库,8月 17日 10时 ;为

金川河中游的中小水库,水清,深不见底,海拔约 1,750米 。(lO)武威县海藏寺雷台河引

水渠。该河是石羊河一故道泉水汇成的小河,河边杨柳成林;渠宽约 5米 ,水深可没顶;海

拔约 1,525米 ;8月 19日 10时。(11)民勤县红崖山水库,位于石羊河下游,是河西最大

水库,水清,1米深处可见底,海拔约 1,370米 ;8月 20日 12时。详见图 1。

图 1 河西地区内陆水系和 11处来奂点

Fig. l  sbo“`ing the rcg】 on of Hexi, threc isolatcd river systeirls and eIcvcn co11cctiilg localiticg.

二、结 果 和 讨 论

所采标本以鲁哥氏液固定,参照有关文献分类鉴定的初步结果列于表 1、 2。

表列河西水生生物 lO5属 /种。其中浮游植物 46属 ,含蓝藻 lO属 、绿藻 11属 、硅藻
21属、甲藻 2属、黄藻和裸藻各 1属 ,以硅藻最多,近属数之半;浮游动物 39属 ,含原生动

物 9属、轮虫 17属、枝角类 10属、挠足类 3属 ,轮虫类最多,近属数之半;还有底栖生物 8

属,含摇蚊幼虫6属、涡虫和介形类各 】属。

浮游生物种属出现较多的是交球藻、鱼腥藻、双棘硅藻、角甲藻、矩形龟甲轮虫、针簇

多肢轮虫、缺刺秀体搔、方形网纹番、近邻剑水蚤、咸水北镖水蚤和特异荡镖水蚤。

就各水系出现的种属数量而言,疏勒河最多,68属或 74属 /种 ;弱水次之,54属或
62属 /种 ;石羊河最少,31属或 43属 /种。这似乎与河西地势东高西低有关。

在 11处采集点中,党城湾、八宝和皇城 3处分别在党河、黑河、金川河的上游,均在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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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I 河西地区浮济扭物分布名录 (△有 Present;十 十 多
^bundant)

Table l ^.List o￡ Ph”·oplankt° n Distributing in nexi Ar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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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 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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拔 2200米以上的南部山区 ,可代表 3水系上游情况 ;其余 8处分别在诸河中下游 ,海拔都

在 2,000米以下的走廊地区。上游 3处仅有蓝藻 4属、绿藻 3属、硅藻 lO属 、黄藻和裸藻

各 1属 ,共浮游植物 19属 ,为河西浮游植物总属数的 41%;浮游动物和底栖生物仅各 1

属,不足河西相应总属数的 5%;总计水生生物 21属 ,仅为河西总属数的 22.5%。 由此看

来南部祁连山区的水生生物种类很贫乏。这应与山地高峻、流急水冷等条件有关。反之 ,

中下游诸点有河西水生生物全部种属,这与走廊海拔较低、水流较缓、水温较高有关。 似

可认为河西的水生生物地理分布具有与河流水文分带相对应的垂直地带性分异。

全部 11处采集点大致可分为 3类 :静水型水体,湖沼如月牙泉;半静水型水体 ,如水

库 ;流动型水体,如河道和水渠。 来自四周沙山的辐射热易使月牙泉水温升高,那里浮游

植物中的硅藻属数较少而浮游动物中的枝角类较多。 水库建成后河水流动减慢,泥沙易

于沉淀,水温和透明度均得改善,利于浮游生物繁生,因此各水库的种属都比较多。 桥子

坝水库和营盘水库的种属多于金川峡水库和红崖山水库 ,尤其桥子坝的蓝藻较多,是 因其

面积小、水质较肥 ,海拔又较低 ,而红崖山水库海拔与桥子坝相近 ,却是大型水库。此 2类

型水体都有一些典型的浮游性种属 ,如藻类中的平裂藻、栅连藻,浮游动物中的花箧臂尾

轮虫、圆盘镜轮虫、枝角类的长刺强和网纹潘、桡足类的北镖水蚤等。在流动型水体中,含

沙量和流速是影响浮游生物生存和繁殖的重要因素。党城湾党河、八宝俄博河和皇城东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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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河西地区浮济动仂及反有生由分布名录 (十 有Prcscnt,+十 多
^bu ndant)

Table 2  ^.List of zooplarlkto‘ l and soinc Benthos I)istributing ill IIcxi .Ar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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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Nu mber

续 表 2

11

石羊河 shlvang nc

+

17

地点
Locality

日
记
〓
∞

 
“
、
∞
●
。
〓
山水系

Rivcr
属种名称

Name of gcnus阝 pecicg
system

摸糊 网纹搔 (C歹jo洳
P乃 历

''“
拓
`)

棘爪网纹搔 (C· re`Jc砌″)

方 形 网 纹 搔 (Cc″°初 P乃 ″j'日″
`′

′
''″

g″
`)

直额裸腹搔 (M°J″￠r‘,‘ ,;`o‘

``打
)

象鼻搔 (助‘
`″

j″

`sp.)
铝尾隆背搔 (B″″op‘ ‘crr‘″“

`″
口)

锐颧搔 (刀°″J″
'sp·

)

位角锐额潘 ('·
'〃 `‘

c)

矩形尖额搔 (刀 o力
'`“ `'″

g〃杨)

点滴尖额搔 (ZJo″
'g“

″
'`C)

近亲尖额搔 ('′。″口口

``|历

‘)

圆形盘肠潘 (C匆′or“‘
`p乃

“砬 :‘∶;)

桡足类i oopepoda

英勇‘立刂水蚤t (C″ 7opf ffrc″″:‘‘)

近邻剑水蚤 (c夕″op‘ ″k`″″‘)

特异荡镖水蚤 (``四
`/o刃

印‘o″″”″co″歹“‘”)

成水北镖水蚤 (zrc`o``刀p`o昭〃ff'′‘″z‘。)

底栖生物 Benthos

涡虫 (P′

'″
″″)

介形类 (os。acoda)

摇蚊幼虫 (C乃″。″。″“)

环足摇蚊幼虫 (C`″ofop“ )

多足摇蚊幼虫 (Po′ ,pc'‘ J“仞)

拟摇蚊 @'`夕
`'`,″

`p‘

·f)

直突摇蚊幼虫 (o″乃°″o'`“)

长跗摇蚊幼虫 (T'″y`″″frf)

合 计
勹:· otal

河都水流湍急,党河因含沙多而混浊,致使其浮游生物少于后 2处 ;这 3处均未出现浮游

动物而多固着型藻类、刚毛藻和一些硅藻。北大桥疏勒河谷宽滩平 ,流水缓慢,透明度大 ,

海拔较低,所以种属繁多,其中有些是典型浮游种类,如板星藻、龟甲轮虫和一些臂尾轮

虫。 张掖北门外水渠和武威海藏寺水渠与流动性水体河道有些相似,但两处种属数量相

差悬殊 ,尤其后者浮游动物濒于绝迹 ,这显然是该采集点渠水被一皮毛加工厂废水严重污

染所造成的。

总之。河西内陆水系的浮游植物以硅藻占优势,它们分布较广泛 ,即使在条件较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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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体中也能生存,其它藻类以静水和半静水型水体较多,尤其绿藻的种类更为显著。浮游

动物以原生动物门和轮虫类占优势,但它们在急流及严重污染的水体仍难以生存,枝角类

中盘肠搔科 (Chydoridae)占 优势,桡足类中剑水蚤占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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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ha° 【pieqia。

(D印 ort9`2c龙古 or B洄 o卯,z口助 71o1‘ σ刀o据 r出勿 )

Wang Jilin

(J9lst优 化fc or Ftsherv,Ci″乡万仳 Prout· lcC)

The northern part of (1ansu iProvince usually know,l as∶ B∶exi Area coverg an area

of 270,000 square kilorrleters 
·
w·ith s in.1an.d river systellls, nalllely. s111e IIe, ∶Riuoshui

and shiyang IIe, While the data about tbe  aquatic plan~t and anilnal there, as we

know,are urgentl,· requima.The identiⅡ cation of the specimens colleCted from 11

localities durillg our △ydrobiological su.rvey ther· e. ill (July  and Js.ugust o￡  1980
presents 46 genera of phytoplankto卫 , 51 gellera/species o￡  zoopla∶ rlk七 on as ·well as 8
gen9ra of benthos, il∶l tota1 105 genera/species,  irhe pr。 blelng of ecology and dis-

tribution for t△ enn are reln.ark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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