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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浙江省嘉兴市石臼漾水源生态湿地是目前全国最大的水源保护湿地之一B为了解已实际运行 ’‘) G的石臼漾水源生态

湿地植被现状$于 ’("( 年 "( a"" 月$采用样地法和样方法对湿地植被进行了系统调查$以期为水源生态湿地植被管理提供理

论支持B对群落的物种组成(多样性变化以及生物质生产量进行了分析B共采集到湿地植物 $( 种$隶属于 ’& 科 %’ 属B其中湿

生 ’% 种$中生植物 ’( 种$挺水植物 "E 种$沉水植物 E 种$漂浮植物 % 种B与运行初期相比$湿地植物种类显著增加$由原先 ")

种增加至 $( 种B采用 5AFNM78 指数和 5:G8878DfA@8@L指数作为物种多样性指标$分析了湿地湖岸带植物群落物种多样性的空

间分布特点$结果显示东升路以南湿地湖岸带区域植物物种多样性" 5AFNM78 指数为(‘E%& *$5:G8878DfA@8@L指数为(‘&*) ’#

高于北郊河以西湿地湖岸带区域"5AFNM78 指数为(‘*)$ %$5:G8878DfA@8@L指数为(‘%%( E#B对湿地植被的数量特征进行了分

析$结果表明东升路以南湿地根孔区植物长势好于北郊河以西区域$而北郊河以西区域湖岸带植被更加丰富B根孔生态净化

区植被平均生物量"干重#约为 "‘$* IU,Fb’ $植被总面积约为 #‘"’ t"(E F’ $估算总生物量"干重#约为 ")$‘& 9’ 湖岸带区域

植被平均生物量"干重#约为 (‘&* IU,Fb’ $植被总面积约为 *‘$) t"(E F’ $估算总生物量"干重#约为 *"‘" 9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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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饮用水水质安全保障的关键是水源保护和修
复 )" a**B饮用水源地保护对于减少饮用水处理成本
和提高饮用水质量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 )E$)*B湿地
是水陆相互作用形成的独特生态系统$是重要的生
存环境和自然界最富生物多样性的生态景观之
一 )% a&*B健康的湿地是水D土D植物D微生物的耦合系
统$具有很强的净化功能$因此被广泛应用于水源地
保护和水体生态修复B湿地植被是湿地生态系统的
核心$湿地植被的生态特征综合反映了湿地生态环
境的基本特点和功能特性 )# a"**B目前$在人工湿地
研究中$对植物的研究是一个重点 )"E$")* $然而$关于
人工湿地中植物的研究多集中于植物的净化作用
上 )"% a’"* $对于人工湿地植物多样性及群落特征研究
相对较少B而对植物多样性及群落特征的研究对于
人工湿地的构建与长期运行具有重要指导作用B

嘉兴市位于长江三角洲南翼杭嘉湖平原$属于
典型的江南平原河网地区B石臼漾水源生态湿地位
于嘉兴市区西北角(北郊河两侧B该生态湿地工程总
面积 "‘(&$ t"(% F’$是全国最大的水源保护湿地之
一B工程于 ’(($ 年 " 月开工建设$’((& 年 $ 月大部
分建成并投入试运行$’((# 年 E 月全部建成$% 月正
式投入运行B该工程为我国微污染水源水质改善提
供了成功范例$所取得的成果具有很好的应用前景B
但由于工程本身处于运行初期$国内外可供借鉴的
经验也较少$因此仍存在一些问题需要进行深入研
究分析B特别是对于湿地植物$缺乏系统的研究B鉴
于此$本研究对石臼漾生态湿地植被进行了调查分
析$相关结果有望为水源生态湿地植被管理提供科
学依据B

KL材料与方法

KOK!研究区域概况及采样点的设置
石臼漾水源生态湿地位于嘉兴市区西北角$北

郊河两侧$东侧部分介于新 *’( 国道与昌盛路之间$
南至新塍塘$北至雁泾港$总面积 "‘(&$ t"(% F’‘
工程主要由 ) 个功能区组成$这 ) 个功能区块分别
为!.预处理区$$高新技术应用区$%湿地根孔生
态净化区$&深度净化区以及#达标引水区B一期工
程主要由预处理区"入塘系统#(湿地根孔生态净化
区(深度净化区"二湖系统#(达标饮水区和新技术
试验区等单元组成$高新技术应用区的试验方案研
究在试验区内开展$待成熟后再向大工程区推广B

于 ’("( 年 "( a"" 月对石臼漾水源生态湿地东
升路以南以及北郊河以西区域湿地植被进行了调

查B主要调查范围为根孔生态净化区以及部分湖岸
带区域B在湿地根孔生态净化区选择了 ’* 个植物床
进行调查取样$同时在深度净化区以及根孔净化区
的湖岸带区域选择 ’" 条样带对挺水植物群落进行
了调查$各样带及样点的分布见图 "‘

图 KL嘉兴市石臼漾水源生态湿地采样点分布

=AUB"!_AM9LAQ>9A78 7R9:@MGFN;A8UN;79MA8 \AGJA8U5:AHA><G8U

@C7;7UACG;P@9;G8? R7L?LA8IA8UPG9@L

KOM!研究方法
KOMOK!取样方法

调查时采用样地法结合样方法进行调查$对于
根孔生态净化区$选取 ’* 个植物床进行调查$每个
植物床设置 ’ a* 个样方$样方面积为 " Ft" FB对
于湖岸带区域$设置若干样地$每个样地视植被分布
情况$设 " a) 个样方$样方面积为 " Ft" F$分别
记录样方内植物种的名称(株数(株高等指标$采用
收割法收割植株地上部分$称量其鲜重$并取部分样
品带回实验室$放入&(s的烘箱中烘至恒重$称重
"干重#$计算含水量B

在植被调查的同时广泛采集标本$鉴定并记录
植物种类组成$同时对标本进行拍照记录B挺水植物
可直接用手或用手持式镰刀采集$浮叶植物和漂浮
植物可直接用手或抄网采集B
KOMOM!群落命名

群落的命名采用优势种原则!即以各群落优势
种的名称作为该群落的名称B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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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种优势度根据频度和生物量来确定 )’’* !
优势度"_-# m"相对频度 c相对生物量#O’ t

"((i
相对频度"/=# m该物种的频度O所有物种频度

之和 t"((i
相对生物量"/T# m该物种的生物量O所有物种

生物量之和 t"((i
KOMON!群落植物多样性指标计算

选用 5AFNM78 指数和 5:G8878DfA@8@L指数来测
定湿地植物群落多样性状况B多样性指数的计算公
式如下 )’** !

5AFNM78 指数! 8=" >’
J

)="
"7)#

’

5:G8878DfA@8@L指数! R=>’
J

)="
"7)#;8"7)#

式中$8为 5AFNM78 指数’ R为 5:G8878DfA@8@L指
数’ J 为每一样方的物种总数$即丰富度指数’ 7)为
第 )个种在样方中的相对多度B
KOMOQ!数据分析

采用 59G9AM9ACG%‘( 和 +JC@;进行数据分析B

ML结果与讨论

MOK!物种多样性变化
本次调查共采集到水生及中生维管束植物 $(

种"表 "#$隶属于 ’& 科 %’ 属B其中蕨类植物 " 种’
被子植物 ’$ 科$%" 属$%# 种B按生活型分$漂浮植物
% 种$占总种类数的 &‘%i’ 挺水植物 "E 种$占总种
类数的 ’(‘(i’ 湿生植物 ’% 种$占总种类数的
*$‘"i’ 中生植物 ’( 种$占总种类数的 ’&‘%i’ 沉
水植物 E 种B从植物区系按科所含种类数上看$禾本
科"YLGFA8@G@# 种类最多$为 "% 种’ 其次为菊科
"67FN7MA9G@#$ 共 # 种B从属的统计上看$ 蓼属
"7*$’1*2-.# 植 物 最 多$ 共 E 种’ 其 次 为 稗 属
"O0,)2*0,$*##$共 * 种B

石臼漾水源生态湿地原先人工栽植植物 ") 种B
与之相比$目前$石臼漾水源生态湿地植物多样性增
加显著$共增加 )) 种 "*‘$#倍$所增加种类绝大多
数系嘉兴地区本地种$这说明在湿地构筑时其土壤
种子库资源已经较为丰富$这是物质基础$同时当地
合适的气候条件和适宜湿地运行的水文条件亦为这
些植物自然繁衍提供了保障B另外$通过风(水流以
及鸟类传播等$也使得不少植物种类有机会进入湿
地繁衍B所增加植物种类中禾本科"YLGFA8@G@#(菊
科 " 67FN7MA9G@#( 蓼 科 " V7;<U78GC@G@#( 旋 花 科
"678S7;S>;GC@G@#等占了很大比重B禾本科植物共增

加 "* 种$是原先栽种植物种类数的 E‘* 倍$菊科植
物增加 # 种$蓼科和旋花科植物均增加 ) 种B菊科(
蓼科和旋花科植物原先并未栽种$均为迁入种类B这
些衍生的植物在湿地中点缀分布于原先栽植植物斑
块之间或其周缘$绝大多数种类分布面积较小B湿地
植物种类的增加对湿地生态系统的功能有深刻影
响$多样性越高$群落生产力(湿地生态系统稳定性
和抗入侵能力也就越高 )’E$’)*B可以预见$随着植物
演替$石臼漾水源生态湿地植物多样性还将继续
增加B

另外$这些自然迁入的植物种类繁殖(扩散能力
较强$对不同生境条件也都具有一定的适应能力$因
此$在环境条件适宜的情况下$比较容易扩展种群B
在这些自然迁入湿地的种类中$有一些植物属于外
来种$如喜旱莲子草和凤眼莲等$虽然这些植物具有
一定的净化能力$但是它们在湿地中扩展过快$影响
了其他植物生长$同时也使得湿地景观效果变差B因
此$建议对于这些植物应控制其分布区域并及时收
割去除B其他衍生种类在湿地中表现为个体小$与配
置种相比不占优势$对斑块景观效果也无负面影响$
同时对净化效果也有一定贡献$因此$对于这些植
物$则可任其自由生长$无需管理B
MOM!湿地植物群落类型

根据调查$石臼漾水源生态湿地主要植物群落
类型大致分为以下 "$ 大类B

凤眼莲群落!凤眼莲群落在石臼漾水源生态湿
地分布面积广$几乎占据绝大部分的水面区域B甚至
在部分区域$其优势度达到 "((i$如北郊河以西预
处理区B

喜旱莲子草 c水鳖群落!该群落主要分布于根
孔生态净化区各植物床之间的河道内$分布面积广$
部分区域甚至占据整个河道水面B

金鱼藻群落(苦草群落以及穗状狐尾藻群落!苦
草群落和穗状狐尾藻群落主要见于深度净化区浅水
区内$金鱼藻在各区域都有一定零星(极少量分布B
这些沉水植物群落多为单优群落$优势种优势度达
"((i$分布水深在 "‘) F以下B

喜旱莲子草 c芦苇 c双穗雀稗群落!群落优势
种为喜旱莲子草(芦苇和双穗雀稗$优势种优势度分
别为 %&‘’i( )E‘)i( )’‘*i$常见的伴生种主要
为香蒲(葎草等B该群落在湿地有较广泛的分布$多
见于水边或距离水流较近的区域B

双穗雀稗 c喜旱莲子草群落!优势种双穗雀稗
和喜旱莲子草的优势度分别为 &)‘(i和 )#‘%i$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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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KL石臼漾水源生态湿地植物种类名录"#

2GQ;@"!5N@CA@M;AM97RP@9;G8? S@U@9G9A78 A8 5:AHA><G8U@C7;7UACG;P@9;G8? R7L?LA8IA8UPG9@L

种类 ’((& 年 ’("( 年 生活型 种类 ’((& 年 ’("( 年 生活型

蕨类植物门 V9@LA?7N:<9G
!满江红科 3g7;;GC@G@
!!满江红 :N*$$# ).G()0#"# c =

种子植物门 5N@LFG97N:<9G
!双子叶植物纲 _AC79<;@?78@G@
!!桑科 17LGC@G@
!!!葎草 R-.-$-//0#2B!2/ c 1
!!蓼科 V7;<U78GC@G@
!!!水蓼 7*$’1*2-.,’B(*+)+!( c +
!!!酸模叶蓼 7%$#+#",)I*$)-. c [
!!!西伯利亚蓼 7%/)G)()0-. c 1
!!!杠板归 7%+!(I*$)#"-. c [
!!!齿果酸模 D-.!<B!2"#"-/ c [
!!苋科 3FGLG89:GC@G@
!!!反枝苋 :.#(#2",-/(!"(*I$!<-/ c 1
!!!喜旱莲子草 :$"!(2#2",!(# +,)$*<!(*)B!/ c +
!!睡莲科 ,<FN:G@GC@G@
!!!莲 ?!$-.G*2-0)I!(# c +
!!!睡莲 ?’.+,#!# "!"(#1*2# c =;
!!金鱼藻科 6@LG97N:<;;GC@G@
!!!金鱼藻 3!(#"*+,’$$-.B!.!(/-. c 5
!!毛茛科 /G8>8C>;GC@G@
!!!石龙芮 D#2-20-$-//0!$!(#"-/ c [
!!小二仙草科 [G;7LGUA?GC@G@
!!!穗状狐尾藻 &’()*+,’$$-./+)0#"-. c 5
!!十字花科 6L>CAR@LG@
!!!荠 3#+/!$$# G-(/#+#/"*()/ c 1
!!豆科 4@U>FA87MG@
!!!广布野豌豆 Q)0)# 0(#00# c [
!!!白三叶 H")I*$)-.(!+!2/ c c [
!!!合萌 :!/0,’2*.!2!)2B)0# c 1
!!!野大豆 K$’0)2!/*M# c 1
!!千屈菜科 4<9:LGC@G@
!!!千屈菜 9’",(-./#$)0#()# c c +
!!!圆叶节节菜 D*"#$# (*"-2B)I*$)# c +
!!柳叶菜科 08GULGC@G@
!!!水龙 9-BU)1)# #B/0!2B!2/ c +
!!锦葵科 1G;SGC@G@
!!!苘麻 :G-")$*2 ",!*+,(#/") c 1
!!伞形科 WFQ@;;AR@LG@
!!!水芹 5!2#2",!M#F#2)0# c c +
!!旋花科 678S7;S>;GC@G@
!!!田旋花 3*2F*$F-$-/#(F!2/)/ c 1
!!!打碗花 3#$’/"!1)# ,!B!(#0!# c 1
!!!蓠打碗花 3%/!+)-. c 1
!!!裂叶牵牛 7,#(G)")/2)$ c 1
!!!蕹菜 V+*.*!# #L-#")0# c +
!!茄科 5G;G8GC@G@
!!!龙葵 J*$#2-.2)1(-. c 1
!!菊科 67FN7MA9G@
!!!苍耳 W#2",)-./)G)()0-. c 1
!!!鳢肠 O0$)+"# +(*/"(#"# c [
!!!小白酒草 3*2’N# 0#2#B!2/)/ c 1

!!!一年蓬 O()1!(*2 #22--/ c 1
!!!苣荬菜 J*20,-/#(F!2/)/ c 1
!!!蒲公英 H#(#<#0-..*21*$)0-. c [
!!!狼把草 4)B!2/"()+#(")"# c [
!!!黄花蒿 :("!.)/)# #22-# c 1
!!!艾蒿 :%#(1’) c [

单子叶植物纲 1787C79<;@?78@G@
!!水鳖科 [<?L7C:GLA9GC@G@
!!!水鳖 R’B(*0,#()/B-G)# c =
!!!黑藻 R’B()$$# F!(")0)$$#"# c c 5
!!!苦草 Q#$$)/2!()# 2#"#2/ c c 5
!!鸭跖草科 67FF@;A8GC@G@
!!!鸭跖草 3*..!$)2# 0*..-2)/ c [
!!泽泻科 3;AMFG9GC@G@
!!!慈姑 J#1)""#()# "()I*$)# SGLBMA8@8MAM c c +
!!香蒲科 2<N:GC@G@
!!!香蒲 H’+,# *()!2"#$)/ c c +
!!美人蕉科 6G88GC@G@
!!!美人蕉 3#22# )2B)0# c c [
!!鸢尾科 .LA?GC@G@
!!!鸢尾 V()/"!0"*(-. c c [
!!莎草科 6<N@LGC@G@
!!!异型莎草 3’+!(-/B)II*(.)/ c [
!!!水莎草 T-20!$$-//!(*")2-/ c [
!!!砖子苗 &#()/0-/-.G!$$#"-/ c [
!!!水葱 J0,*!2*+$!0"-/"#G!(2#!.*2"#2) c c +
!!禾本科 YLGFA8@G@
!!!马唐 8)1)"#()# /#21-)2#$)/ c [
!!!牛筋草 O$!-/)2!)2B)0# c 1
!!!狗尾草 J!"#()# F)()B)/ c 1
!!!金色狗尾草 J%$-"!/0!2/ c 1
!!!菵草 4!06.#22)# /’N)1#0,2! c [
!!!稗 O0,)2*0,$*# 0(-/1#$$) c +
!!!长芒稗 O%0#-B#"# c [
!!!无芒稗 O%0(-/1#$$)SGLBFA9AM c [
!!!双穗雀稗 7#/+#$-.+#/+#$*)B!/ c [
!!!千金子 9!+"*0,$*# 0,)2!2/)/ c [
!!!大画眉草 O(#1(*/")/0)$)#2!2/)/ c [
!!!白茅 V.+!(#"# 0’$)2B()0#$SGLB.#M*( c [
!!!芦苇 7,(#1.)"!/#-/"(#$)/ c c +
!!!芦竹 :(-2B*B*2#< c c [
!!!菰 X)N#2)# 0#B-0)I$*(# c c +
!!!水禾 R’1(*(’N# #()/"#"# c =
!!天南星科 3LGC@G@
!!!菖蒲 :0*(-/0#$#.-/ c c +
!!浮萍科 4@F8GC@G@
!!!浮萍 9!.2# .)2*( c =
!!!紫萍 J+)(*B!$# +*$’((,)N# c =
!!雨久花科 V789@?@LAGC@G@ =
!!!凤眼莲 O)0,,*(2)# 0(#//)+!/ c =
!!灯心草科 \>8CGC@G@
!!!灯心草 T-20-/!II-/-/ c [

"# / c0表示调查中有采集到’ [为湿生植物’=为漂浮植物’=;为浮叶根生植物’+为挺水植物’5 为沉水植物’1为中生植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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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主要的伴生种为芦苇(合萌(葎草等B主要分布于
靠近水边的区域B

喜旱莲子草 c双穗雀稗 c灯芯草群落!群落优
势种为喜旱莲子草(双穗雀稗和灯芯草$* 种植物优
势度分别为 $)‘(i( )"‘)i( E)‘’i$主要伴生种
为合萌(香蒲以及水蓼B主要见于东升路以南湿地湖
岸带区域$距离水流距离约 " F左右B

双穗雀稗 c灯芯草 c喜旱莲子草 c合萌群落!
群落优势种双穗雀稗(灯芯草(喜旱莲子草和合萌的
优势度分别为 &(‘"i( %(‘’i( )E‘#i和 )’‘(i$
群落常见伴生种为水蓼(砖子苗(白茅等B主要见于
东升路以南湿地湖岸带区域$距离水流距离约为 ’
F$土壤湿润B

双穗雀稗群落!双穗雀稗优势度为 E&‘&i$群
落主要伴生种为喜旱莲子草(芦苇(香蒲以及扛板
归B该群落在深度净化区的湖岸带区域有较多分布$
分布区域距离水流的距离范围约为 ( a) FB

双穗雀稗 c芦苇 c香蒲群落!优势种双穗雀稗(
芦苇以及香蒲优势度均为 **‘*iB主要分布于部分
湖岸带浅水区域"水深 (‘’ F以下#以及靠近水边
的地区B

香蒲 c芦苇群落!香蒲优势度为 &*‘Ei$芦苇
优势度为 %%‘%iB主要分布于湖岸带浅水"水深 (‘*
F以下#及近水区域"距离水流范围为 ( a(‘* F#B

芦苇群落!为芦苇单优群落$优势度达 "((iB
主要分布于根孔生态净化区以及部分湖岸带区域$
分布面积最广$生物量最高B芦苇群落分布最大水
深约为 (‘) FB

香蒲群落!亦为单优群落$主要分布于根孔区以
及北郊河以西湿地的湖岸带区域B分布面积(生物量
仅次于芦苇群落B该群落分布的最大水深约为 (‘% FB

菰群落!为单优群落$在湿地分布不多$主要见
于根孔区一些植物床以及部分湖岸带区域B

水葱群落!为单优群落$水葱主要配置于根孔区
的一些植物床上$靠近水边B

菖蒲群落!常与香蒲生长在一起$在北郊河以西
湿地有一定分布$东升路以南湿地部分分布则相对
较少B

从湿地植物群落类型可以看出$目前石臼漾水
源生态湿地主要以芦苇(香蒲(喜旱莲子草(双穗雀
稗等植物种类组成的单优或共优挺水植物群落以及
凤眼莲等组成的漂浮植物群落为主B湿地植物群落
的主要优势种中除了芦苇(香蒲(菖蒲(水葱(菰等人
工栽种种类以外$还有不少为自然迁入种类$如合

萌(双穗雀稗(喜旱莲子草(凤眼莲(水鳖等$这说明
迁入种类种群数量正不断发展壮大$其在湿地中尤
其是湖岸带区域的生态地位正在不断加强$甚至部
分植物在其所在层片已占有绝对优势地位$如凤眼
莲B但从整体上看$人工配置的植物种类仍是石臼漾
水源生态湿地植物群落结构的主体B
MON!各主要群落的植物多样性

对石臼漾水源生态湿地主要植物群落的多样性
进行了分析"表 ’#B结果表明$双穗雀稗群落的多样
性最高$其 5AFNM78 指数和 5:G8878DfA@8@L指数都
是最高的$这主要是由于双穗雀稗群落中各种植物
的分布比较均匀B其次分别为双穗雀稗 c灯芯草 c
喜旱莲子草 c合萌群落和喜旱莲子草 c双穗雀稗 c
灯芯草群落$这主要得益于其丰富的物种数和较为
复杂的群落结构B从空间上看$东升路以南湿地湖岸
带区 域 植 物 多 样 性 " 5AFNM78 指 数 为 (‘E%& *$
5:G8878DfA@8@L指数为(‘&*) ’#高于北郊河以西湿
地湖岸带区域 " 5AFNM78 指数为 (‘*)$ %$ 5:G8878D
fA@8@L指数为(‘%%( E#$这主要是因为东升路以南
湿地湖岸带区域植被发展更好$水生(湿生植物种类
丰富$各种植物分布相对更加均匀$群落结构也更为
复杂B

表 ML石臼漾水源生态湿地主要植物群落多样性

2GQ;@’!_AS@LMA9<7R?7FA8G89N;G89C7FF>8A9A@MA8 5:AHA><G8U

@C7;7UACG;P@9;G8? R7L?LA8IA8UPG9@L

群落类型 物种数
5AFNM78
指数

5:G8878DfA@8@L
指数

凤眼莲群落 ’ (‘("& (‘(*’ )

喜旱莲子草 c水鳖群落 ’ (‘"$( " (‘*"" E

金鱼藻群落 " ( (

苦草群落 " ( (

穗状狐尾藻群落 " ( (

喜旱莲子草 c芦苇 c双穗雀
稗群落

* (‘*$* $ (‘%(" E

双穗雀稗 c喜旱莲子草群落 ) (‘E$$ $ (‘&%& ’

喜旱莲子草 c双穗雀稗 c灯
芯草群落

% (‘)’% " (‘#)% &

双穗雀稗 c灯芯草 c喜旱莲
子草 c合萌群落

& (‘)*( E "‘(#$ "

双穗雀稗群落 % (‘$($ " "‘*’’ "

双穗雀稗 c芦苇 c香蒲群落 * (‘*"E E (‘)## ’

香蒲 c芦苇群落 ’ (‘E%) $ (‘%)& "

芦苇群落 ’ (‘(#" $ (‘"%( *

香蒲群落 * (‘*)$ % (‘%%( E

菰群落 " ( (

水葱群落 " ( (

菖蒲群落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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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Q!湿地植被数量特征
MOQOK!根孔生态净化区植株高度

表 * 为根孔生态净化区植物植株高度的基本统

计特征$从中可看出$石臼漾水源生态湿地根孔区植
物床内植物平均株高为 ’‘*$ F$植株高度最低为
"‘" F$最高为 *‘E FB

表 NL石臼漾水源生态湿地根孔生态净化区植物株高的基本统计特征

2GQ;@*!59G9AM9ACG;C:GLGC9@LAM9ACM7RN;G89:@AU:9A8 9:@L779DC:G88@;N>LARACG9A78 g78@7R5:AHA><G8U@C7;7UACG;P@9;G8? R7L?LA8IA8UPG9@L

样本数 平均值 中位数 最小值 最大值 ’)i位数 $)i位数 标准差 标准误 变异系数Oi

%’ ’‘*$ ’‘E( "‘"( *‘E( ’‘(( ’‘%) (‘E& (‘(% ’(

MOQOM!根孔生态净化区植物密度
表 E 显示了根孔生态净化区植物密度的基本统

计特征B根孔区植物床内植物 平 均 密 度 为 $’
A8?,Fb’$密度变化范围为 ’" a""* A8?,Fb’B从空间
上看$北郊河以西区域植物床植物密度稍高于东升路
以南区域B从近 ’ 年收割情况看$根孔区植被密度正

在逐年增大$目前$已呈现一定过密趋势B本次调查发
现$在湿地主体D根孔区$由于密度过大$对光(营养等
的竞争加剧$不少植株在未成熟之前就已经开始死亡
衰败$从而降低了净化效率B因此$对于根孔净化区植
被应及时进行收割$并处理和利用$同时今后亦可尝
试进行多茬收割$这样也能提高湿地净化效能B

表 QL根孔生态净化区植物密度的基本统计特征

2GQ;@E!59G9AM9ACG;C:GLGC9@LAM9ACM7RN;G89?@8MA9<A8 9:@L779DC:G88@;N>LARACG9A78 g78@

样本数 平均值 中位数 最小值 最大值 ’)i位数 $)i位数 标准差 标准误 变异系数Oi

"$ $’ %$ ’" ""* )% &# ’%‘(" %‘*" *%

MOQON!生物量
漂浮植被生物量!凤眼莲在分布区其平均生物

量"干重#为 (‘# IU,Fb’$凤眼莲分布总面积约 )‘"*
t"(E F’$估算凤眼莲总生物量"干重#约为 E%‘’ 9B
喜旱莲子草分布区域平均生物量 "干重 # 约 (‘#
IU,Fb’$总分布面积约 "‘&$ t"(E F’$估算总生物量
"干重#约为 "%‘& 9B水鳖分布区域约平均生物量
"鲜重#为 (‘&$ IU,Fb’B

根孔生态净化区植被生物量!图 ’ 显示了根孔
生态净化区各植物床植物生物量的频数分布$从中
可以看出多数植物床平均生物量 "干重#在 "‘% a
’‘( IU,Fb’范围内$生物量"干重#变化范围为 (‘E%
a’‘%’ IU,Fb’B根孔生态净化区植被平均生物量
"干重#约为 "‘$* IU,Fb’$植被总面积约为 #‘"’ t
"(E F’$估算得出总生物量"干重#约为 ")$‘& 9B由
于根孔生态净化区植物每年都会进行收割$因此根
孔生态净化区植被总生物量亦即该区域植物" G的
生物质生长总量B图 * 为各调查植物床的平均生物
量"干重#$" a"& 号植物床位于东升路以南湿地$"#
a’* 号植物床位于北郊河以西湿地B从整体上看$
东升路以南湿地根孔生态净化区植物床平均生物量
大于北郊河以西湿地根孔生态净化区植物床的平均
生物量B

湖岸带区域植被生物量!湖岸带区域植被生物
量"干重#变化范围为 (‘"& a’‘") IU,Fb’$多数区

图 ML根孔生态净化区挺水植物生物量$干重%的频数分布

=AUB’!=L@d>@8C<?AM9LAQ>9A78 7RN;G89QA7FGMM" ?L<P@AU:9#

A8 9:@L779DC:G88@;N>LARACG9A78 g78@

域生物量"干重#在 (‘% IU,Fb’以上"图 E#B湖岸带
区域挺水及湿生植物平均生物量"干重#约为 (‘&*
IU,Fb’$植被总面积约为 *‘$) t"(E F’$估算湿地湖
岸带区域总生物量约为 *"‘" 9"干重#B从区域上看$
北郊河以西区域湖岸带植被生物量高于其它区域$
这是因为北郊河以西区域岸带区域香蒲(芦苇分布
较多B
MOQOQ!植株重量

图 ) 显示了石臼漾生态湿地根孔生态净化区内
植株的平均重量"干重#$可以看出东升路以南湿地
根孔区植物平均单株重量"干重#高于北郊河以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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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NL根孔生态净化区挺水植物生物量$干重%

=AUB*!TA7FGMM7R@F@LU@89N;G89M" ?L<P@AU:9#

A8 9:@L779DC:G88@;N>LARACG9A78 g78@

图 QL湖岸带区域植被生物量

=AUBE!TA7FGMM7RN;G89MA8 9:@LANGLAG8 g78@

图 RL根孔生态净化区植物平均单株重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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湿地根孔区植物平均单株重量 "干重#B调查中发
现$北郊河以西区域根孔区植株明显偏小$同时植物
床上中等大小个体占了很大比例B

NL结论

""#共采集到水生及中生维管束植物共 $( 种$
隶属于 ’& 科 %’ 属$主要以湿生及中生植物为主B与
运行初始相比$植物种类增加显著$共增加 *‘$ 倍B
所增加种类绝大多数系嘉兴地区本地种$且禾本科(
菊科(蓼科(旋花科等占了很大比重B

"’#从优势群落类型上看$石臼漾水源生态湿
地主要以芦苇(香蒲(喜旱莲子草等植物种类组成的

单优或共优挺水植物群落以及凤眼莲等组成的漂浮
植物群落为主B各主要植物群落中$双穗雀稗群落的
多样性最高B空间分布上看$东升路以南湿地湖岸带
区域植物多样性高于北郊河以西湿地湖岸带区域B

"*#石臼漾水源生态湿地凤眼莲平均生物量
"干重#为 (‘# IU,Fb’$总生物量 "干重#约为 E%‘’
9B根孔生态净化区植物平均株高 ’‘*$ F$平均密度
$" A8?,Fb’$平均生物量"干重#约为 "‘$* IU,Fb’$
植被总面积约为 #‘"’ t"(E F’$估算总生物量 "干
重#约为 ")$‘& 9B总体来看$东升路以南区域根孔区
植被长势好于北郊河以西区域$生物量(植株大小都
较北郊河以西区域高$北郊河以西区域密度则相对
要高B湖岸带区域挺水及湿生植物总生物量"干重#
约为 *"‘" 9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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