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井水动物的发现及其科学价值

《慈溪日报》"##) 年 ) 月 &# 日报道，浙江宁波慈溪市叶家村叶先生家（O%#V#EW’’’X，Y&"#V"FW"%&X，海拔 ’ @）的

水井里发现了不少“蚂蟥”。叶先生希望市民能提供一个科学的方法消除井里的蚂蟥，让他们在用井水时不再提心

吊胆。作者闻讯后随即前往调查，发现所谓的“蚂蟥”实际上是涡虫纲三肠目的日本三角涡虫（34.&*#( 5(6$,#+(），同

时在该井水中发现的生物还有水生鼠妇、枝角类等。

与上述情况类似，《北京娱乐信报》"##" 年 && 月 &F 日报道，北京怀柔魏先生家的压水井内发现透明生物，作者

考察后发现是淡水钩虾（<235N+C-:?6+?.C=>N:3）的一个新种（72$+2(,.$,/8 %#16#04* 0+5 Z *>，"##$）。这两例关于井水

生物的报道，无一例外都引发了关于井水生物为什么需要保护，而不是消灭的讨论。显然，这就不得不从井水生物

的科学价值谈起。

井水生物绝大多数为适应低温、洁净、水流平缓、营养较贫瘠的水生环境的低等生物。井水的水源来自于地下

水系，光线微弱，食物匮乏，以前人们认为这种环境很难有动物生存。然而现今科学家们发现，大量的动物存活于

水井中。美国 0+A2>?63- 和 *+?6A3. 曾经在德克萨斯州的一个自流水井中发现 ) 科 &# 种淡水钩虾，其中包括 & 新科、

& 新亚科、$ 新属和 E 新种。象洞穴、岛屿一样，井水生境高度片断化。水井有许多显著的特点，如地理隔离、生物类

群简单等。这些特点为重复性研究和统计学的分析奠定了基础，有利于生态学的深入研究。因此，水井可视为小

尺度的空间实验室，在这类有限的面积与边界范围内，对生命体的分布现象与自然法则进行比较研究。同时，井水

动物在保护生物学、小种群生物学、岛屿动物地理学、遗传谱系建立及遗传结构分析等研究上有着独特的优势，对

井水动物的研究将促进动物的进化和物种形成与演化机制等基础理论的发展。

水井生态系统敏感而脆弱。井水中的生物几乎在几近隔离的状态下生活，因此在演化的过程和生活的适应

上，往往和生活在地表的生物有很大差别，对于外来干扰带来的环境变动也缺乏适应能力。近年来，由于地下水盲

目大量开采，使区域性地下水位过度下降，井水资源面临枯竭；另一方面，工矿企业排放的大量工业废水，以及生活

污水、垃圾、农药等有害毒物，对地下水造成了严重污染，使这些井水生物濒临灭绝之祸。因此，对井水生物的拯救

和保护已经迫在眉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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