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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报告了对哈尔滨地区 $" 多处水域中淡水枝角类的调查结果。收集标本 (*" 余份，共鉴定出淡水

枝角类 *’ 种，分别隶属于 + 科、(+ 属。其中有 ( 属、(! 种为黑龙江省新记录属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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枝角类在水域生态系统中占有重要地位，

其种类组成因地理位置、季节变化、水质污染程

度而异。枝角类繁殖快、营养价值高，是淡水和

海产养殖的天然优质饵料；同时也是水质监测

的指示生物和毒性实验的良好材料。因此，作

为水质监测和水生态系统中不可缺少的指示动

物，对了解水体，特别是具有我国北方特点的东

北地区枝角类的种类组成、分布及其与环境因

子之间的关系和对我国水资源的可持续利用，

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哈尔滨地区位于我国东北北部、黑龙江省

南部；地处松嫩平原南端，松花江流域的两岸；

地势由东南缓缓向西北倾斜，平均海拔 (#( M。

松花江蜿蜒流经市区北部。哈尔滨市位于东经

(!#V$!W & (*"V("W，是黑龙江省省会，也是我国东

北部最大的城市，全市面积#+ #%’ XM!，现辖 %
个区、(! 个县乡市，属大陆性季风性气候，年平

均气温只有 *-+Y。冬长夏短是哈尔滨地区典

型的气候特征。

有关淡水枝角类区系、分布的研究资料较

多，如孙英梅［(］、许友勤［!］、林育真［*］、李共国［$］

等，但直接与东北地区枝角类有关的研究资料

相对较少，涉及哈尔滨地区的早期工作目前仅

见上野益三［#］的记载；陈受忠［+］曾在哈尔滨斯

大林公园发现过模棱孔头&；施心路［%，)］在对

黑龙江省低额&的调查时发现并记录了低额&
属（;#4(<%2"+,)&）两新种和两新记录种并对生

活在黑龙江省境内低额&的种类分布进行过详

细的描述。本文利用 *

""""""""""""""""""""""""""""""""""""""""""""""""""""""""""

年时间对哈尔滨地区



（图 !）水域的淡水枝角类进行了较为详细的调

查，并着重报道了哈尔滨市、尚志市、双城市、五

常市、阿城市、宾县、延寿县、呼兰县及方正县等

" 个市县地区 #! 个采集点，$% 处水域枝角类的

调查结果，旨在为了解我国北方地区淡水枝角

类的生物多样性和合理地利用淡水资源提供区

系组成及生态分布等方面的资料，为进一步开

展生物多样性研究及合理利用北方地区的生物

资源提供依据。

! 研究方法

!"! 采集点的选定 通过对水域环境区域差

异及污染程度的观察，对哈尔滨地区 " 个市县，

分选 ! & ’ 个不同采集点，它们分别是哈尔滨市

（小王家屯、张士英屯；道里西郊、长岭湖；南岗

林大实验林场；平房窑地、工农大坝）、尚志市

（尚志一中人工湖、尚志博物馆人工湖、一面坡、

帽儿山、吕家帷子）、双城市（政新村、双跃村）、

五常市（拉林站、营城子）、阿城市（阿城师专）、

宾县（变电所）、延寿县（五河乡）、呼兰县（伟光

村）及方正县（公路收费站）" 个市县地区，#! 个

采集点（图 !）。

!"# 样品采集与鉴定 参照沈嘉瑞《浮游动物

定性材料的处理方法》，用 !( 号浮游生物网采

集枝角类作为定性材料，将所获取的枝角类一

部分用 ’%) 的酒精加 *) 的福尔马林杀死固

定；另一部分留做活体对照鉴定观察，同时现场

测定水温、+, 值。种类鉴定参照蒋燮治［"］、堵

南山［!%］、施心路［’，-］和陈受忠［!! & !$］文献。

!"$ 多样性指数计算 在哈尔滨市设置 . 个

采样点，分别为西郊渔场、长岭湖、小王家屯、张

士英屯、工农大坝、东北林业大学林场。#%%(
年 * & !% 月逐月采样，多样性指数计算公式参

照李共国［$］方法。

图 ! 哈尔滨地区采样点分布图

/0120345 多样性指数：! 6（ " 7 !）839 #，其

中：" 6 种类数，# 6 总密度（个体数8:）。

;41241 <01=41 优势度指数：$ 6 #>0? 8#，其

中：#>0? 6 优势种的密度（个体数8:）。

@0AA01B 相似性指数：%" 6 & 8（’ C ( 7 &），其

中：& 6 两种群共有的物种数，’ 和 ( 分别为群

落所具有的物种数。

# 结 果

# "! 种类组成 所调查水体中共发现枝角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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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 哈尔滨地区枝角类种类及其分布地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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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刺秀体&
!"#$%#&’(’)# (#*(" ! !

#" 大型& !#$%&"# )#+&# !
$" 隆线& ! % ,#*"&#-# ! ! ! ! ! ! ! ! ! ! ! ! ! !
&" 蚤状& ! % $./01 ! ! !
’" 短钝& ! % ’2-.(# ! ! !
(" 长刺& ! % /’&+"($"&# ! !
)" 锯顶低额&

3")’,0$%#/.( (0**./#-.( ! ! ! ! !

*" 拟老年低额& 3 % 40-./’"50( ! ! ! ! !
+" 老年低额& 3 % 40-./.( ! ! ! !
!," 微齿喜玛拉雅低额&

3 % %")#/#60&("( )"’*’5.( !

!!" 西伯利亚低额&
3 % ("2"*",.( ! ! ! ! !

!#" 黑龙江低额&
3 % %0"/’&+7"#&+0&("( ! !

!$" 方形网纹&
80*"’5#$%&"# 9.#5*#&+./# ! ! !

!&" 美丽网纹& 8 % $./,%0//# ! ! ! ! ! !
!’" 角突网纹& 8 % ,’*&.-# !
!(" 平突船卵&

3,#$%’/020*"( ).,*’&#-# ! ! !

!)" 壳纹船卵& 3 % :"&+" ! ! ! ! !
!*" 直额裸腹&

;’"&# *0,-"*’(-*"( !

!+" 微型裸腹& ; % )",*.*# !
#," 多刺裸腹& ; % )#,*’,’$# ! !
#!" 远东裸腹& ; % <0"()#&&" ! ! ! !
##" 近亲裸腹& ; % #=="&"( ! !
#$" 简弧象鼻&

>’()"&# ,’*0+’&" ! ! !

#&" 低脊锥唇&
?/#((",("# $#&&’&",# ! !

#’" 锯尾隆背&
>.&’$( (0**",#.5#-# !

#(" 薄片宽尾&
@.*6,0*,.( /#)0//#-.( ! !

#)" 狭形顶冠&
A,*’$0*.( #&+.(-#-.( ! ! !

#*" 奇异尖额& A/’&# 01")"# ! ! ! ! ! ! ! ! ! ! !
#+" 秀体尖额& A % 5"#$%#&# ! !
$," 矩形尖额& A % *0,-#&+./# ! !
$!" 点滴尖额& A % +.--#-# ! ! ! ! ! ! ! ! ! !
$#" 肋形尖额& A % ,’(-#-# ! !
$$" 瘦尾细额&

B16.*0//# -0&.",#.5"( ! ! !

$&" 短腹平直&
C/0.*’1.( #5.&,.( ! ! ! ! ! ! ! ! ! !

$’" 三角平直& C % -*"+’&0//.( ! ! ! ! ! !
$(" 肋纹平直& C % (-*"#-.( ! ! ! !
$)" 圆形盘肠&

8%65’*.( ($%#0*",.( ! ! ! ! !

$*" 卵形盘肠& 8 % ’4#/"( ! ! ! ! ! ! ! ! ! ! ! ! ! !
$+" 虱形大眼&

C’/6$%0).( $05",./.( !

·))·# 期 张会新等：哈尔滨地区淡水枝角类的初步调查



!" 种，它们分别隶属于 # 科、$# 属。其中广温

性种类，如蚤状&等 %& 种，占总数的 #’($)；我

国特有种 ! 种：角突网纹&、奇异尖额&、远东

裸腹&，占总数的 *(#")；嗜暖性南方种 & 种：

多刺秀体&、隆线&、壳纹船卵&、微型裸腹&、

秀体尖额&，占总数的 $%(+%)；嗜寒性北方种

’ 种：简弧象鼻&、锯尾隆背&、三角平直&、虱

形大眼&，占总数的 $,(%#)。从以上的数据

中可以看出，在哈尔滨地区的枝角类中，广温性

世界种占绝对的优势。哈尔滨地区枝角类种类

及其分布地点见表 $。

!"! 分布特征 在本次调查中发现，哈尔滨地

区的枝角类除江河等流水常见种类外，亦有水

坑、水田等间歇性静水的典型种类，如多刺裸腹

&、蚤状&；还有湖泊、水塘等永久性静水的典

型种类，如简弧象鼻&。除了浮游种类外，还发

现半浮游半附着生活的种类，如老年低额&，及

底栖种类，如薄片宽尾&。

!"# 哈尔滨 $ 个采样点多样性指数 通过多

样性指数的计算可见，小王家屯的各项多样性

指数数值较高，西郊渔场和长岭湖水域相似性

指数（!" ）为 ,(+%。哈尔滨 # 个采样点多样性

指数平均值见（表 %）。

表 ! 哈尔滨 $ 个采样点多样性指数平均值

采样点
种类数

（ "）
总密度

（-./01）

优势度

指数（#）

平均相似

性指数

（!"）

多样性

指数

（$）

西郊渔场 $, &* ,(!$ ,(%# %(%!
长岭湖 $, ** ,(’! ,(%" %(,*

小王家屯 $" +$ ,(!+ ,($’ ’($,
张士英屯 # !, ,(%+ ,($, $(’*
工农大坝 * &" ,(’# ,($% $(’*
林大林场 * ’$ ,(!’ ,(,& $(#%

# 讨 论

据蒋燮治、堵南山［"］中国动物志甲壳纲淡

水枝角类记载，黑龙江省共有枝角类 ’% 种，它

们分别隶属于 # 科 %! 属 。作者等在 %,,, 2
%,,! 年间对哈尔滨市枝角类进行了初步调查，

在调查过程中发现由于人为破坏、水体污染加

之自然条件恶化、降水减少等诸多因素的影响，

在哈尔滨地区适应枝角类生活的水体明显在逐

年减少，枝角类的种类也在锐减，许多水体中，

本应可以发现多种物种生存的环境却呈现种类

单一的现象，一些环境欠佳的水域中仅能见到

耐污能力较强的裸腹&存活。在对 ’, 多处水

域收集的 $!, 余份浮游生物标本的初步鉴定及

比较研究时，共整理鉴定出枝角类 # 科、$# 属

（占黑龙江枝角类总属的 #’)）、!" 种（占黑龙

江枝角类种数的 #*(%)），其中动物志上未记

载分布的共计有 $$ 种（多刺秀体&、蚤状&、角

突网纹&、直额裸腹&、微型裸腹&、多刺裸腹

&、远东裸腹&、近亲裸腹&、低脊锥唇&、锯尾

隆背&、狭形顶冠&），加之施心路和史新柏［*］

报道的两新种及两新记录，陈受忠［#］在哈尔滨

发现中国新记录种模棱孔头&，将黑龙江省枝

角类总数升至 &+ 种，作者在调查中发现了狭形

顶冠&隶属顶冠&属，陈受忠在哈尔滨发现中

国新记录属孔头&属（本次调查未曾发现孔头

&属及模棱孔头&）。由此可将动物志上记载

的黑龙江省 %! 属增至 %& 属。由于每年的水域

环境受年份、季节及气候的影响很难发现所有

生活在哈尔滨地区的枝角类，但估计种类的数

目不会有大的增加，其余的种类将在未来的工

作中予以澄清。由哈尔滨 # 个采样点多样性指

数结果可见，小王家屯的各项指数数值均较高，

由此可反映出此水域是营养型水域，其栖息的

生物种类较多，群落结构也相应复杂，多样性

高。西郊渔场和长岭湖水域相似性指数（ !" ）

为 ,(+%，由此可反映出两地水域相似性较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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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翼手目动物分类系统和种类最新报道

翼手目（-./0123405）是哺乳动物纲的第二大目，其种类和数量仅次于啮齿目。俗称蝙蝠，是惟一真正会飞翔的哺

乳动物类群。分布几乎遍及两极以外的世界各地，而以热带地区最为丰富。翼手目可能和灵长目共同起源于类似

食虫目的最原始的真兽类，现生翼手目分为大蝙蝠亚目（64758./0123405）和小蝙蝠亚目（6/8018./0123405）。前者仅包括

狐蝠科（9340121:/:54）一个科，分布于旧大陆热带、亚热带地区；后者种类繁多，分布范围广泛。

由于蝙蝠种类多，在分类上一直是比较混淆不清的类群，需要研究的空白甚多，近年来又频频有新种报道。’*
世纪，学界主要分别沿用英国人 ;1.< =" >/?? 和美国人 @50? A" @112B5< 的 ’ 个分类系统。随着生物系统学的发展，

尤其是分子生物学技术在分类学中的广泛应用，使得前人的分类系统愈加陈旧。

由美国人 C1< =" D/?E1< 和 C44F<< 6" G44:40 主编的《世界哺乳动物物种》（65BB5? H248/4E 1I 3.4 D10?: ———F
J5K1<1B/8 5<: L417052./8 G4I404<84）第二版（#$$+）具有广泛的影响，现在已经被国际哺乳动物学界广泛接受，也是世

界自然保护联盟（MN-O）等国际自然保护组织采纳的评估保护物种的分类系统。’**, 年，该书的第三版即将问世。

新版中的翼手目分类系统由美国自然历史博物馆（FB40/85< 6PE4PB 1I O53P05? >/E310Q，O4R S10T）专家 O5<8Q U"
H/BB1<E 完成。

由于出版周期的问题，H/BB1<E 成书于 ’**’ ( ’**+ 年，以后发表的新种未列在其中。他指出现生翼手目动物计

#% 科 ’*# 属 # #*& 种。其中大蝙蝠亚目 # 科 )# 属 #%% 种，不分亚科；小蝙蝠亚目 #& 科 #!* 属 $#$ 种，另有 #& 个亚科。

与 #$$+ 年，@112B5< 的系统相比，增加了 ’! 个新属 #%’ 种。当然，H/BB1<E 取消或合并了很多无效种或同物异名。

小蝙蝠亚目分类系统如下：菊头蝠科（G./<1?12./:54）# 属 &! 种；蹄蝠科（>/221E/:40/:54）$ 属 %* 种；假吸血蝠科

（6475:40B53/:54）) 属 , 种；鼠 尾 蝠 科（G./<121B53/:54）# 属 ) 种；凹 脸 蝠 科（-05E41<Q8340/:54）# 属 # 种；鞘 尾 蝠 科

（=BV5??1<P0/:54）包含 ’ 个亚科，#+ 属 ,# 种；夜凹脸蝠科（OQ8340/:54）# 属 #! 种；吸足蝠科（6QW121:/:54）# 属 # 种；短尾

蝠科（6QE358/</:54）# 属 ’ 种；兔 唇 蝠 科（O183/?/1</:54）# 属 ’ 种；髯 蝠 科（610B112/:54）’ 属 #* 种；叶 口 蝠 科

（9.Q??1E31B/:54）包含 & 个亚科，,, 属 #,% 种；烟蝠科（AP0/2340/:54）’ 属 ’ 种；盘翼蝠科（J.Q012340/:54）# 属 + 种；长腿蝠

科（O535?/:54）+ 属 ! 种；犬吻蝠科（61?1EE/:54）包含 ’ 个亚科，#! 属 #** 种；蝙蝠科（X4E2403/?/1</:54）包含 ! 个亚科，)% 属

)*’ 种。

我国学者王应祥出版的《中国哺乳动物种和亚种分类名录与分布大全》（’**+）指出中国拥有翼手类 & 科 +* 属

#’* 种；汪松和解焱主编《中国物种红色名录》（’**)）指出中国有蝙蝠 & 科 +’ 属 #’* 种。虽然二者在种类数字上相

同，但是后者参阅了 D/?E1< 第三版，采用了 H/BB1<E 分类系统，种类划分上有出入。吴毅等（’**)）、张礼标等（’**)）、

张劲硕等（’**,，详见本期）报道了翼手目动物在我国的新记录，使中国蝙蝠种类增加到 #’+ 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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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期 张会新等：哈尔滨地区淡水枝角类的初步调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