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娘子关泉域藻类植物的初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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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 "### 年间，对娘子关泉域的 藻 类 植 物 进 行 了 %) 次 采 集，共 采 得 藻 类 植 物 标 本 "## 余 号。经 鉴 定，有

%#’ 种，隶属 ’ 门，$" 科，&+ 属。其中，以绿藻门的种类最多，有 %$ 科，%+ 属，&) 种。其次是裸藻门，有 " 科，’ 属，"*

种。排在最后的是轮藻门，有 % 科，% 属，$ 种。群 落 主 要 包 括 , 类，即 刚 毛 藻-红 毛 菜 群 落（!"#$%&’%(#)*#+,-# ./0-

012345），刚毛 藻 群 落（ !"#$%&’%(# ./0012345），拖 拉 藻-轮 藻 群 落（ !’#(#).’%(/# ./0012345），弯 枝 藻-拖 拉 藻 群 落

（!%0&%1%&%,%+).’%(/# ./0012345），水绵-双星藻群落（2&-(%,3(#)43,+/0# ./0012345），无隔藻群落（5#67’/(-# ./001-

2345），串珠藻群落（*#8(#7’%1&/(060 ./0012345）和泡状饶 氏 藻 群 落（ 9#%# ./0012345）。其 中，有 的 群 落 类 型 已 趋 于

消失或消失，许多种类已成为濒危物种，其原因主要 是 人 为 因 素 造 成 藻 类 植 物 生 存 环 境 的 改 变 或 破 坏。本 文 也 提

出了相应的保护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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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 9:$43：O4PJC0 CI>CJ，TI/PC，./0012345，D3C2>H3>1C2

! ! 近年来，有关泉溪藻类的研究受到了许多国家

的重视，以欧洲、北美以及巴西、澳大利亚、日本等的

研究报道较多（:AJC4A /8 #"7 ，%+,*，%+,+；:AJC4A Y
M/IJ，%++"，%++*；:AJPR//K Y :AJC4A，%+++）。 相

比之下，我国对泉溪藻类植物的研究起步较晚，发展

明显滞后，涉及的文献和报道过的种类都很少。我

国泉溪分布广泛，淡水藻类丰富，研究泉溪藻类有着

得天独厚 的 自 然 地 理 条 件。 一 个 不 容 忽 视 的 问 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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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多数泉溪藻类都生长于洁净而流动的水体中，然

而随着工业的发展，水污染日益严重，许多种类已处

于濒危状态。藻类多样性的保护和恢复已成为全球

性关注的热点，波兰、蒙古等国家已将某些种类列入

其珍稀濒危保护植物红皮书。因此，研究淡水藻类

不仅具有重要的科学意义，而且对于生物多样性的

保护也具有现实意义。娘子关泉作为我国北方最大

的冰水泉，有着丰富的藻类资源。该泉域的藻类植

物区系及组成特点还未见专门报道，仅报道过其中

的若干种类（ 凌元洁，$%&%，$%"!，$%"’；凌元洁，郑英

敏，$%&%；凌 元 洁 等，$%"&，$%""；谢 树 莲，程 巧 梅，

$%%(；谢 树 莲，凌 元 洁，$%%!)，$%%!*，$%%!+，$%%")，

$%%"*；谢树莲等，$%%!，$%%’）。我 们 对 该 泉 域 内 的

藻类植物分布进行了调查，可为其资源的开发利用

和保护提供必要的理论依据。

!" 自然概况和研究方法

娘子关泉位于山西省平定县娘子关附近，出露

于桃河与温河交汇地段，是我国北方最大的冷水泉，

就枯水期流量而言也是世界较大的泉水之一（ 韩行

瑞等，$%%,）。它 地 处 太 行 山 中 段，,&-.(/ 0 ,"-.(/
1，$$,- 0 $$!-2；多为中低山地貌，海拔 $.(( 0 $3((
4；泉域内大陆 性 气 候 较 为 明 显：春 季 多 风、夏 季 多

雨、冬季 干 寒，年 平 均 气 温 "5 36 0 $(5 &6 ，年 平 均

降雨量 ’", 0 ’&" 44，年 平 均 蒸 发 量 $"." 0 $"&"
44；一月份气 温 7 !5 %6 0 35 ’6 ，八 月 份 气 温 ..5
$6 0 .,5 %6 ；雨 热 同 期，降 雨 高 峰 出 现 在 七、八 月

份，汛期降雨量占全年总降雨量的 &(8 。

泉群出露标高 ,3( 0 ,%. 4，总流量 $(5 . 0 $’5 "
4, 9 :，年 平 均 流 量 $.5 ’" 4, 9 :。 泉 水 温 度 $&6 0
$"6 。泉域 面 积 ,3(( ;4. ，由 $$ 个 主 要 的 泉 眼 组

成，附近有不少的河流、泉溪、水库、池塘、沼泽及其

他湿地，因此分布着丰富的藻类资源。

$%"! 0 .((( 年 间，先 后 $’ 次 到 娘 子 关 采 集 标

本，共获标 本 .(( 余 号，采 集 时 间 集 中 在 ’ 月 0 $$
月间。采集地点主要在滚泉、五龙泉、水帘洞泉、水

上人家泉、平阳湖 ’ 个大的泉眼处。浮游藻类用 .’
号浮游生物网 捞 取，采 得 样 品 用 !8 0 $(8 的 福 尔

马林固定，少数种类放入培养缸继续培养。

#" 研究结果

#$ !" 娘子关泉域藻类植物物种组成

经过对所采集的标本进行鉴定（ 部分物种的鉴

定参考文献 1<++=>，$%%.），娘子关泉域的藻类植物

共计 $(& 种（ 包括变种、变型），分别隶属 & 门 ,. 科

!% 属。

从表 $ 和表 . 可以看出，绿藻门包含的科、属和

种最多，有 $, 科 $% 属 !’ 种，约占总物种数的 !,8 ；

其次是裸藻门，包含 . 科 & 属 .3 种，占总物种数的

.!5 ,8 ；排在最后的是轮藻门，种类最少，仅有 $ 科

$ 属 , 种（ 包括 $ 变种），占总物种数的 .5 "(8 。

#$ #" 娘子关泉域藻类植物主要群落

（$）刚毛藻?红 毛 菜 群 落 # 分 布 点 在 水 帘 洞 泉

附近。生长在水流较急的浅水石块上，群落中优势

种为疏枝刚毛藻（./ "-("0-"(）和暗紫红毛菜（!/ 1)2
’#34’34’&1），与之 混 生 的 有 颤 藻 属（5(,"661)#’"1）、舟

形藻 属（ 71%",461）、直 链 藻 属（ 8&6#("’1）等 一 些 种

类。

（.）刚毛藻群落 # 娘子关泉域多处有分布。生

长在水流急的浅水石块上，由于有大量硅藻附生其

上，颜色常呈 黄 绿 色，群 落 中 优 势 种 为 疏 枝 刚 毛 藻

（./ "-("0-"(），主 要 附 生 藻 为 变 异 直 链 藻（ 8/ %1’"2
1-(）、梅 尼 小 环 藻（ ./ 9&-&0:"-"1-1）、卵 圆 双 眉 藻

（;/ #%16"(）、膨 胀 桥 弯 藻（./ )49"$1）、扁 圆 卵 形 藻

（./ 361,&-)461）、弯 棒 杆 藻（</ 0"==1）、披 针 菱 形 藻

（7/ 61-,&#61)1）、谷皮菱形藻（7/ 316&1）等。

（,）拖 拉 藻?轮 藻 群 落 # 分 布 于 五 龙 泉 公 园。

生长在水流较缓的水底石块上，优势种为棘刺拖拉

藻（>/ :"(3"$1，藻 体 可 长 达 . 0 , 4）和 普 生 轮 藻

（./ %4601’"(），还混有其他一些丝状绿藻和轮藻。

（!）弯枝 藻?拖 拉 藻 群 落 # 分 布 于 平 阳 湖。生

长在水流较 缓 的 水 沟 中，优 势 种 为 深 紫 弯 枝 藻（./
,&’46&4(）和棘刺拖拉藻（>/ :"(3"$1）。

（’）水绵?双星 藻 群 落 # 娘 子 关 泉 域 多 处 都 有

分布。生 长 于 缓 流 和 静 水 中，优 势 种 有 北 方 水 绵

（+/ =#’&16"(）、长形水 绵（ +/ 6"-01)1）、奇 异 水 绵（ +/
9"’"?",1）、单 一 水 绵（ +/ ("-0461’"(）、异 形 水 绵（ +/
%1’"1-(）和克伦地亚双星藻（@/ ,1’"-):"1,49）。

（3）无隔藻群落 # 分布于滚泉附近。生长于缓

流中的 泥 沙 上，优 势 种 为 对 生 无 隔 藻（ A/ ="1)&’12
6"(）、十字无隔藻（A/ ,’4,"1)1）、囊状无隔藻（A/ =4’2
(1)1），与之混生的有刚毛藻属（.61$#3:#’1）的一些

藻类。

（ &）串珠藻群落 # 分布于滚泉附近，目前已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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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 娘子关藻类植物名录

%&’() !$ *+,- ./ ,-0)&1 &(2&( ,3)4+), +5 6+&527+28&5

$ $ $ $ 物种 93)4+), $ $ $ $ 物种 93)4+),

蓝藻门 #$%&’()$*%
$ 管胞藻科 :;&1&),+3;.5&4)&)
$ $ 管胞藻属 !"#$#%&’(")*
+ + + 弯曲管胞藻 !, -./0#1.&
$ 颤藻科 <,4+((&-.-+&4)&)
$ $ 席藻属 2")/$’3’.$
+ + + 秋季席藻 2, #.1.$*#4%
+ + 鞘丝藻属 56*786#
+ + + 顾氏鞘丝藻小形变种 5, 9.%1:’*7’’ =&0> $’*)/
$ 念珠藻科 6.,-.4&4)&)
$ $ 念珠藻属 ;)&1)-
+ + + 胶团念珠藻 ;, (#/$%4’)’3%&
$ 胶须藻科 ?+=8(&0+&4)&)
$ $ 须藻属 <)$)%)1"/’=
+ + + 朱氏须藻 <, >.4’#*#
+ + 眉藻属 !#4)1"/’=
+ + + 棕色眉藻 !, ?.&-#
+ + 双尖藻属 <#$$#1)’3%#
+ + + 中华双尖藻 <, &’*%*&’&
黄藻门 +%&*)’()$*%
$ 无隔藻科 @&84;)0+&4)&)
$ $ 无隔藻属 @#.-"%/’#
+ + + 对生无隔藻 @, 8’#1%/#4’&
+ + + 十字无隔藻 @, -/.-’#1#
+ + + 囊状无隔藻 @, 8./&#1#
$ 黄丝藻科 %0+’.5)1&-&4)&)
$ $ 黄丝藻属 A/’8)*%$#
+ + + 拟丝黄丝藻 A, .4)1"/’-")’3%&
+ + + 近缘黄丝藻 A, #??’*%
硅藻门 ,%-.//%0.’()$*%
$ 圆筛藻科 :.,+5.A+,4&4)&)
$ $ 直链藻属 B%4)&’/#
+ + + 念珠直链藻 B, $)*’4’?)/$’&
+ + + 波形直链藻 B, .*3.4#1#
+ + + 变异直链藻 B, 0#/’#*&
+ + 小环藻属 !6-4)1%44#
+ + + 梅尼小环藻 !, $%*%7"’*’#*#
+ + + 梅尼小环藻中平变型 !, $%*%7"’*’#*#
+ + + 梅尼小环藻极平变种 !, $%*%7"’*’#*# =&0> 4#%0’&&’$#
$ 桥弯藻科 :B1’)((&4)&)
$ $ 双眉藻属 C$(")/#
+ + + 卵圆双眉藻 C, )0#4’&
+ + 桥弯藻属 !6$8%44#
+ + + 膨胀桥弯藻 !, 1.$’3#
$ 曲壳藻科 C3+-;)1+&4)&)
$ $ 卵形藻属 !)--)*%’&
+ + + 扁圆卵形藻 !, (4#-%*1.4#
$ 窗纹藻科 C3+-;)1+&4)&)
$ $ 棒杆藻属 D")(#4)3’#
+ + + 弯棒杆藻 D, 7’88#
$ 菱形藻科 6+-7,4;+&4)&)
$ $ 菱形藻属 ;’1:&-"’#
+ + + 披针菱形藻 ;, 4#*-%)4#1#
+ + + 谷皮菱形藻 ;, (#4%#
裸藻门 123/4&’()$*%
$ 袋鞭藻科 D)05)1&4)&)
$ $ 袋鞭藻属 2%/*%$#
+ + + 三角袋鞭藻 2, 1/’-")(")/.$

+ + 异丝藻属 <%1%/)*%$#
+ + + 梭形异丝藻 <, #-.&
$ 裸藻科 C82()5&4)&)
$ $ 裸藻属 E.74%*#
+ + + 多形裸藻 E, ()46$)/("#
+ + + 绿色裸藻 E, 0’/’3’&
+ + 扁裸藻属 2"#-.&
+ + + 钩状扁裸藻 2, "#$#1.&
+ + + 短尾扁裸藻 2, 8/%0’-#.3#1.&
+ + + 颤动扁裸藻 2, )&-’44#*&
+ + + 微小型扁裸藻 2, (#/0.4.&
+ + + 琶鹭扁裸藻 2, (4#1#4%#
+ + + 桃形扁裸藻 2, &1)9%&’’
+ + + 膨胀扁裸藻 2, 0%*1/’-)&.&
+ + 鳞孔藻属 5%()-’*-4’&
+ + + 编织鳞孔藻 5, 1%=1#
+ + 囊裸藻属 A/#-"%4)$)*#&
+ + + 具棒囊裸藻微小变种 A, 8#-’44’?%/# =&0> $’*’$#
+ + + 仙人掌囊裸藻 A, -#-1#-%#
+ + + 密集囊裸藻 A, -/%8%#
+ + + 迪布鲁伊囊裸藻 A, 3%F8/.6*%’’
+ + + 球形囊裸藻小刺变种 A, 74)8.4#/’& =&0> >#*-:%G&9’’
+ + + 棘刺囊裸藻具冠变种 A, "’&(’3# =&0> -)/)*#1#
+ + + 小刺囊裸藻 A, >#*-:%G&9’’
+ + + 糙纹囊裸藻 A, &-#8/#
+ + + 助纹囊裸藻 A, &1)9)&’#*#
+ + + 旋转囊裸藻 A, 0)40)-’*#
+ + + 旋转囊裸藻具颈变种 A, 0)40)-’*# =&0> 3%/%(")/#
+ + + 旋转囊裸藻具脐变种 A, 0)40)-’*# =&0> .$8’4’-)(")/#
+ + + 沃伊瑟克囊裸藻 A, G)6-’-’9’’
+ + 陀螺藻属 H1/)$8)$*#&
+ + + 具瘤陀螺藻梯形变种 H, 0%//.-)&# =&0> :$’%G’9#
绿藻门 #)/’0’()$*%
$ 四孢藻科 %)-0&,3.0&4)&)
$ $ 四孢藻属 A%1/#&()/#
+ + + 胶四孢藻 A, 7%4#1’*)&#
$ 卵囊藻科 <.4B,-&4)&)
$ $ 卵囊藻属 I)-6&1’&
+ + + 卵囊藻 I, *#%7%4’
$ 水网藻科 EBA0.A+4-B&4)&)
$ $ 水网藻属 <63/)3’-16)*
+ + + 水网藻 <, /%1’-.4#1.$
$ 栅藻科 94)5)A),1&4)&)
$ $ 栅藻属 H-%*%3%&$.&
+ + + 尖形栅藻 H, #-.1’?)/$’&
+ + + 被甲栅藻双棘变种 H, #/$#1.& =&0> 8’-#.3#1.&
+ + + 四棘栅藻 H, J.#3/’-#.3#
+ + + 四棘栅藻交错变种 H, J.#3/’-#.3# =&0> #41%/*#*&
$ 丝藻科 F(.-0+4;&4)&)
$ $ 丝藻属 K4)1"/’=
+ + + 双胞丝藻 K, 7%$’*#:#
+ + + 近微细丝藻 K, &.81’4’&&’$#
+ + + 细丝藻 K, 1%*%//’$#
+ + + 环丝藻 K, :)*#1#
+ + 裂丝藻属 H1’-")-)--.&
+ + + 脆裂丝藻 H, ?/#7’4’&
+ + 双胞藻属 L%$’*%44#
+ + + 椭圆双胞藻 L, %44’(&)’3%#
$ 微胞藻科 G+40.,3.4)&)



!"### 生 物 多 样 性 # # !"#$"%&’(")* +,"&-,& $$ 卷

表 !（ 续）# %&’() $（ *+,-.,/)0）

# # # # 物种 12)*.)3 # # # # 物种 12)*.)3

# # 拟微胞藻属 .",’#(/#’#/("(
# # # 拟微胞藻 .0 1"-2""
# 胶毛藻科 45&)-+25+6&*)&)
# # 毛枝藻属 +)"3&#,4#-"56
7 7 7 丰满毛枝藻 +0 89’,)56
7 7 7 勒贝毛枝藻 +0 4&1&4""
7 7 7 矮毛枝藻 +0 -9-56
7 7 7 池生毛枝藻 +0 ()93-9)"4&
7 7 7 多形毛枝藻 +0 %9’"91"4"(
7 7 羽枝藻属 :4#-"#/;#’9
7 7 7 羽枝藻 :0 /456#(9
7 7 7 穗状羽枝藻 :0 (/",9)9
7 7 7 山西羽枝藻 :0 (;9-<"&-("(
7 7 竹枝藻属 =’9/9’-94$"9
7 7 7 羽枝竹枝藻 =0 /456#(&
# 裂线藻科 1*5.7+8)6.0&*)&)
# # 裂线藻属 +,;"2#6&’"(
7 7 7 裂线藻 +0 4&"1&"-""
# 饶氏藻科 9&+&*)&)
# # 饶氏藻属 >9#9
7 7 7 泡状饶氏藻 >0 15449)9
# 鞘藻科 :)0+;+,.&*)&)
# # 鞘藻属 ?&$#3#-"56
7 7 7 大鞘藻 ?0 3’9-$9
# 双星藻科 <=;,)8&-&*)&)
# # 双星藻属 @*3-&69
7 7 7 克伦地亚双星藻 @0 ,9’"-);"9,56
7 7 7 灰孢双星藻 @0 ,;94*1&#(/&’656
7 7 7 重纹双星藻 @0 $5/4",9)#A#’-9)56
7 7 7 非扁双星藻 @0 &<,#6/’&((56
7 7 转板藻属 .#53&#)"9
7 7 7 广西转板藻小型变种 .0 BC9-3("&-("( >&6? 6"-#’
7 7 水绵属 +/"’#3*’9
7 7 7 北方水绵 +0 1#’&94"(
7 7 7 外凸水绵 +0 1#’3&9-9
7 7 7 嗜钙水绵中型变型 +0 ,94,9’&9 @? "-)&’6&$"9
7 7 7 膨胀水绵 +0 "-849)9
7 7 7 长形水绵 +0 4"-39)9
7 7 7 奇异水绵 +0 6"’"8",9

7 7 7 复壁水绵 +0 654)"()’9)9
7 7 7 疱孢水绵 +0 /9/549)9
7 7 7 微细水绵 +0 /9’%549
7 7 7 单一水绵 +0 ("-3549’"(
7 7 7 异形水绵 +0 %9’"9-(
# 隐毛藻科 A25&,+*5&)-&*)&)
# # 隐毛藻属 D/;9-#,;9&)&
7 7 7 隐毛藻 D0 ’&/&-(
# 刚毛藻科 4(&0+25+6&*)&)
# # 刚毛藻属 :49$#/;#’9
7 7 7 脆弱刚毛藻 :0 8’9,)9
7 7 7 疏枝刚毛藻 :0 "-("3-"(
轮藻门 "#$%&’#()$
# 轮藻科 45&6&*)&)
# # 轮藻属 :;9’9
7 7 7 对枝轮藻 :0 ,#-)’9’"9
7 7 7 普生轮藻 :0 %5439’"(
7 7 7 普生轮藻长苞变种 :0 %5439’"( >&6? 4#-3"1’9,)&9)9
红藻门 *#&+&’#()$
# 红毛菜科 B&,;.&*)&)
# # 红毛菜属 !9-3"9
7 7 7 暗紫红毛菜 !0 9)’#/5’/5’&9
# 弯枝藻科 4+823+2+;+,&*)&)
# # 弯枝藻属 :#6/#(#/#3#-
7 7 7 深紫弯枝藻 :0 ,&’54&5(
7 7 拟弯枝藻属 :#6/(#/#3#-#/("(
7 7 7 灌木状拟弯枝藻 :0 8’5)",#(5(
# 顶丝藻科 A*6+*5&)-.&*)&)
# # 旋体藻属 D5$#5"-&449
7 7 7 察莱旋体藻 D0 ,;94*1&9
7 7 7 异孢奥杜藻 D0 ;&)&’#(/#’9
7 7 7 中华旋体藻 D0 ("-&-("(
# 串珠藻科 B&-6&*5+32)68&*)&)
# # 串珠藻属 !9)’9,;#(/&’656
7 7 7 胶串珠藻 !0 3&49)"-#(56
# 拖拉藻科 %5+6)&*)&)
# # 拖拉藻属 E;#’&9
7 7 7 棘刺拖拉藻 E0 ;"(/"$9

表 ,- 山西娘子关藻类植物各类群数量及所占比例
%&’() C# D/8’)6 &,0 6&-.+ +@ 3-6)&8 &(;&( -&E& ., D.&,;7.;/&,

门类

F.>.3.+,
科数（G ）

D+? +@ @&8.(.)3（G ）

属数（G ）

D+? +@ ;),)6&（G ）

物种数（G ）

D+? +@ 32)*.)3（G ）

蓝藻门 4=&,+25=-& H（$C? !"） I（$H? CJ） I（K? !H）

黄藻门 L&,-5+25=-& C（K? C!） C（H? "M） !（H? KI）

红藻门 N5+0+25=-& !（$!? KO） K（$C? CH） M（I? HM）

硅藻门 B&*.((&6.+25=-& !（$!? KO） I（$H? CJ） $C（$$? C$）

裸藻门 P/;(),+25=-& C（K? C!） I（$H? CJ） CK（CH? O"）

绿藻门 45(+6+25=-& $O（H"? KC） $J（OM? II） H!（HO? ""）

轮藻门 45&6+25=-& $（O? $O） $（C? "H） O（C? M"）

失。生长于流速较快的水沟中，优势种为胶串珠藻

（!0 3&49)"-#(56）。

（M）泡状饶氏藻群落 # 分布于滚泉附近，目前

已 消 失 。生 长 于 流 速 较 缓 的 水 沟 中 ，优 势 种 为 泡 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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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 娘子关泉域藻类植物历年物种数量变化

$%&’ ! # ()*+&,- %+ .), +/01,2 34 *5&*5 -6,7%,- 4230 !89" :
;<<< %+ =%*+&>%&/*+

饶氏藻（ !" #$%%&’&），另外有少量其他附生藻类。

#" 讨论

#$ !" 濒危原因

作者观察了 !89? : ;<<< 年采集的标本，藻类植

物种类逐年减少，呈下降趋势。（ 见图 !）。

有些曾经大量分布的种类现在分布很少或已经

消失。以 红 藻 门 藻 类 为 例，;< 世 纪 9< 年 代 末 有 9
种，但到了 ;<<< 年却只有 ; 种旋体藻（ 察莱旋体藻

($)*$+,-%%& ./&%0#-& 和中华旋体藻 (" 1+,-,1+1）；又如

绿藻门中的山西羽枝藻（2%*,+*3/*4& 1/&,5+-,1+1）、泡

状饶氏藻都已不复存在。

导致娘子关藻类植物物种减少的主要原因可能

有以下几个方面。

（!）水体缩 小，造 成 生 境 减 少。 据 可 靠 的 流 量

资料统计，娘子关泉除了出露泉水的利用外，在泉域

内共开采水井 !<< 多眼，而天然补给的水量有限，从

而使泉水流量不断衰减，地下水位以每年 ! 0 的速

度下降。泉口标高较高的水帘洞泉在 !89@ 年 首 次

断流之后，水 量 就 极 不 稳 定，时 有 断 流（ 韩 行 瑞 等，

!88A）。

（;）水质污 染，造 成 生 存 环 境 恶 化。 随 着 娘 子

关地区的发展，人口增多，加上生活污水、工业污水

的大量排放，致使娘子关泉水日益遭到污染，水质恶

化，严重影响到藻类植物的生存和繁衍。调查表明

人口相对集中的区域藻类植物相对较少。

（A）水体改造，造成生存环境改变。近几年来娘

子关旅游业有了很大发展，为了美观和游人的方便，

人为地对水体作了些改变，如河流改道等造成一些

藻类植物的生存环境丧失从而减少或灭绝。

（?）物种本身脆弱，适应性差。一些藻类物种属

于脆弱种，例如山西羽枝藻，生于冷水泉中，抵御环

境干扰的能力差，一旦环境受到影响，这些物种就有

可能灭绝（ 刘德增，李光鹏，!88!）。

#$ %" 保护对策

根据上述分析，作者提出以下保护和恢复藻类

植物物种多样性和生存环境的具体措施：

（!）限制泉水开采量，科学利用泉水资源；

（;）保护 环 境，控 制 污 水 排 放，减 少 水 质 污 染，

减少生活垃圾的随意丢弃，保护泉水及周围环境；

（A）在藻类植物丰富的区域或濒危藻类物种相

对集中的区域建立保护点，保护其生态环境；

（?）加紧对 濒 危 藻 类 物 种 的 研 究，对 那 些 珍 稀

或濒危物种在加紧保护的同时，也要加强科学研究，

了解其特性，找到更适合的保护措施；对有灭绝危险

的物种应尽可能在其灭绝前发掘它们的科学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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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然保护野外研究技术》简介

由蒋志刚教授主编的《 自然保护野外研究技术》，于 "PP" 年 $P 月由中国林业出版社出版，该书 F"1 ! 万字，"/O 页，定价 O/

元。《 自然保护野外研究技术》深入浅出地介绍了许多先进并且实用的自然保护研究技术手段：如 ISH 定位设 备、摄 像、照 像

设备、望远镜、夜视镜的使用方法，常见通讯设备的 知 识，辨 别 方 向、判 读 地 图 的 知 识 以 及 野 外 生 存 技 巧 等。生 物 学 研 究 的 素

材来自野外考察，记录与整理野外数据、采集和保存动植物标本、?N& 分析样本的知识是野外工作所必需的。同时，野生动物

管理人员与自然保护区工作人员需要了解鉴定动物的年龄与性别，需要记录、分析动物的食性，评价野生动物的身体状况，学

习观察研究动物行为和生物统计的基本原理与方法，掌握野生动物的 无 线 电 遥 测 和 ISH 遥 测 技 术、管 理 动 植 物 生 境、监 测 野

生动植物数量和野生物种种群的基础知识，以及野外生存、野外考察的安全常识、研究野生动植物的注意事项等。《 自然保护

野外研究技术》为大学生、研究生和自然保护工作者提供了一本参考书，也为大自然爱好者提供了一本培训教材和野外工作

生存手册。

联系人：北京市和平里东街 $/ 号中国野生动物保护协会 # 尹峰

邮政编码：$PPZ$O# 电话：P$P c /O"F.P$!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