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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 要 洱海是云贵高原上第二大胡泊 其周长 I I 7公里 -平均鞭 席 1 0． 米 ·景深 如 5 

米 。湖内共有 4O种植物 ．其中 I 8种为沉水植物 ，植物区系以眼子菜科植物为主<H-8种)一是 

洱海多数群落的优势种 ：云贵高原湖泊植物区系的特征成分海菜花在洱海占有重要地位 洱 

海植被由 l 2十群落组成，其中 1个挺水植物群落，1个浮叶植物群落t1 0个沉水植物群落 

关健词 洱海 水生植被 植物区系 植物群落 一 

云南的洱海魁 云赞高原 ￡第 大潮泊 湖滨的大理曾作过南诏 c公元 7档 937 )，王 

犬理 (公元 937一i 254年)两个古蚓的都城所在地 ．是拽目历 史文化古域之 ，并为滇 §政 

文化和111农 生f  ̂重镇 前 ．苍 ⋯洱海已被定为全国重点风景名胜区 近年来，有 

关学科对洱海 臼然 资湄开展 了综 合研究 ，现主螫论述洱海水生植物 区系和植敲发展动 

卷 。 

·

、 自然地弹背 景和水 质 

洱海斜卧 ：点苍 山东麓 ．位于 l00t05 一 l 00。17 E，25。35 25。5 N．处 于澜沧江、金沙 

江 、元江三大水系的分水地区．向西南强凡谰沧江 洱海长轴方向与主要梅造线方向t北北 

西向)一致 。 

洱海湖盆是一个内陆断陷盆地。l湖体车身为_深大断裂，在喜马拉雅造山运动过程中 ， 

逐步形成。濒东届扬子准地台 ；湖西为点苍 山，爝藏滇地槽褶皱系，最高海拔 4I 22眯 。苍 

洱之间发育着五级以上的阶地及前移的洪积扇，两者构成大理平原一 

湖面南北长而东西狭 ．形 如 人耳”，在水位 l973． 米时 ．涌面积 为 250平方公罩 

洱海周长 II 7公里，最大宽度 8．1公里．最窄 3．4公里 ．南北长 10．5公里 ．平均涂腰 l 0．5 

米． 深 10． 米．蔷水量 28．!亿直方水 在自然情况下 ．水位午变幅约 ”n牝． +r冉盒 

、 i；叽、卉文三 岛．湖滨有青莎、太鹤 、鸳鸯、马濂四洲，还有五期 九曲 因而洱海蝴盆山青 

水 秀 ．『} 十 西南 。 

湘医气候谪和 ．日照充足 冬无严寒．爱乇醋鲁 ．干 季分明 一年中育 1 26天具国际 

盛 佳疗养温度。湖滨大理城年均温 l 6．2 oC．搬端最高湍 3．1．O"C(1 95l午 6月)．极端景低 

温一3．0oc(I 969年 1月)’垒年霜 日60 I35灭．日照时敬 225O 21 80小时 ，太 匀 总辐 

刑螬 l 10 l O千卡 平方厘术 ；年降 最 l0 l j O0毫术 ，降水的 60 以上集中在 6 

月．蝴面年蘸发量 l 510fl968年 卜 32鼋水(1951年j j此糊区 候带届半 ] 半湿的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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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坩f 卞 尚柏【 ；云南洱簿水牛愤被 

亚热带 ’ 
一  

洱海 水源 北有 弥直河 、罗时 江 、永安 江 ，南有波 罗江 ．西有 点苍 L 一I-／'．溪 ．东育挖 色 ．向 

阳小溪水 ，南端的西洱河 为洱海的唯一 出口，全长约 23公里．水流湍急 }向西南汇入漾濞 

江．后流^澜沧江。在一般情况下，洱海水的人流量稍大于出流量，I952手 971年多年平 

均流 入量 g．02亿立方米 ．J 95卜一J981年多年平均 出流量 8．5I亿立方 米 20世纪 70年 

代¨来 ，洱海 L：l黹大小水库的修建 ．工农业向洱海大量抽水生产和涸田，放水发电，加上连 

续 1=旱等等 ，导致 了r来水量I硪少．收支平衡的失调 ．水位下降了 2．73米。水位下降给湖泊 

水生4 苍 采统带 来 r̈ 窀的不 良曰 泉， 

洱海湖水基本上清洁 。50 q t 米．透明度不断增加：I957年晟大透 明度在 3．0米 

以内 ．I977年 为 3．0米 一．I 983年增至 1．0米 色度平均为 5．6度 ．总硬度平均为 5． 9 

德国度 pH 8、10-- 9．05．偏碱性 溶 解 氧 5．3I一9．33毫 克 ／千卜，耗 氧 量 J．31— 5．|4 

毫 克 冲，生 化需氧量 0．08—5．¨毫 克／_升。悬浮物平均 34．2毫克／升．氨氮 硝酸盐氯 ． 

亚础酸盐氯台培部很低。矿 ft度 在 2 0O毫克／升左右 。虽然洱海 ， 游育禽碡滞泉7K流入． 

rI r ；}I]南饰每年有 1 0n厅 力 米的 』：业废水和毕活污求 人沣 ．但因洱海湖面大 ．自净能力 

． 际0· 临岸水域讣 ．整个洱海球J矗尚未受到严莺影响： l955年以来．湖医农田逐年使 

1{{比肥 、欲药 l̈t牛米 ．乎均 每年他 f}j农药 约 200吨 左右 ．化肥近 4000吨 。l970年 以后 ．为 

消灭钉螺 ．大面积使用灭螺药 l1．每年使 用五氯酚钠 100多吨 ．皿防 67 l 0—20吨 ．这螋 ft 

吧干̈ 药物部分通过淋洗而进入洱海水域 ．对水生植物的繁衍 产生 r一定的消极作 用。 

70年代“来．水质分析结果表 明．洱海水质仍然良好 ，保持“清洁”水平 。从 pH值上 

升．水生动植物生物量增加等因素分析结果可见，洱海潮水的富营养化过程在加速 

洱海湘泊娄型属中亚热带 内陆断层陷落、清洁、贫 中营养化、中(等)深 (度)淡水湖。 

、 水 生 植 被 

I950年前 ，洱海的永生植物由个别植物学家作过零星采集．但因标本分散．并未作过 

系统的鉴定和分析。1 957年中国科学院水生生物研究所调查云南主要湖泊之后．I 963年 

报道 了云南湖泊常见的 1 4种水草外，还提到“洱海沿岸带水草亦较丰富．在三米以上深 

处无水草”。至于洱海水生植物区系组成、群落结构和分 布状况等均未 见副详细介绍 。现 

据 1 975．1 977．I 982．1 983年的断续考察 ，略作叙述 。 

(一)植 物 区 系 

洱海维管束植物 区系组成如附表 垒湖共有 40种植物 其中 沉水植物为主．讣 1 

种 ．一 总敬的 1 5 }其次为挺水植物(断叶节节菜等 )6种 ，飘浮植物(满江红 、青萍等)、浮 

州雠将(鸭子草等)各 4种 ，其他多最1胡周生长的湿生或招生杂草，由于 7【】年代 来水ft 

不断下降 ．大片浅水濉长期露出水面 ．许多挺水植物和诏生植物都 已逐渐消失 当前构成 

洱海植被的实际 上仅有沉水植物和少数浮叶植物。 

科、属结构 比较简单．以眼予菜抖值物为多 ．计 8种．它们既是许多淡水湖泊植物群落 

的主要建造者 ，又是洱海多敬群落类型的优势种 。禾本科虽然也有 种 ，但大都是云贵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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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衰 洱I意维管柬植物区 组成 

T'sblc Flora of va9叫 br r,[anTs ln rite b  Erh~i 

科 名 种 私 ，} 蒲珊 fl】 地 

科 Ma枷 e女0蛆 日字萍 m 惭  浮【『I 

檀叶薛科 ,~adviniaceae 枕叶萍 蚰删 删 飘浮 

借江 科 Azoil~me 满江虹 飘浮 制 料、 吧 

毛他科 Ranu~ ceae ¨闻蒜 ⅢJ 0 t 目 

见芮 ． 湿 

m藻科 Cerato曲ytlaceae 凛 出 岍 如一  沉水 饵料 

蓼科 ly n 辣蓼 ．静一m蛳 啦 

下 黎科 LyIlu'ace．ae 倒叶节 节肇 抽 柚 删t̂肋 艇水 

萎科 Trap eae 菱 脚 一  浮叶 _粜町☆ 

小二仙 辩 HaJ。rfhaBaceae 孤 藻 曲̂ ：咄fm ’ 0￡水 料 

艇策科 ManyanIIlac蚰e 特第 州 浮nI 税赞 

茁蠡科 Sa咖 mr 。 龙建 ，目 咄r幽 眦水 值饵 

穰科 Lem)ibular~accuse m m 巾m衄 沉柬 捕血 

求 敉 14 1lydrocharidaceae 水 幅 m 0 止 诅 料 

t f 执水 饵料 

承秆 药 ，撕hr 日 蚰 浮 

菜花 r， 机水 蔬菜 、仉 

草 『 wnⅥ脚n岫l 札水 们饵 ．姆j吧 

}t H  ̂mal 野憨坫 8 m m 辅 №  挺采 铡料 

f禁科 P am。鲁e nac e 随 ^ m  承 饵料 

靠叶噶i，菜 P． 一 挑水 饵科 

r 米 ，苹P 行c 饵 抖 

馓 Fl饕 P．帅 -h t1 L球 饵 柑 

缓 P · t水 怔【料 

碍II】l艇，荣 P 0C水 料 

丝卓 P． 水 料 

鸭 f翠 P-蛳 浮 

茂蒹科 N̂岫 oeac 大教凛 沉求 饵料、何料 

小菠藻 ．m她 飒水 饵料 

阿 花科Ponmr~  鸭 草 m 一 挺水 侧料 

『 nn№ e 打科 枷伸，伸t lli7． 饵料 

萍 L 咎荐 钾 科 

紫掉 " 加 飘淬 }4 

禾术科 Gramin~e 捐 哥般 山h u1 ‘l 扎 

车氏禾 z胛  h帅 曲 懈 一 牧 

双穗雀神 内忡 I 如 挺承 讲 抖 牧 

nh¨ ⋯  钍【楫、段 

笠啦(扰 ⋯ mi 枷 4 挺 水 饵料、牧 

转 头 岫  姆  脚n 

承秤 M · 挺水 拽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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卞 尚精K： 洱辩水 。l·}̂教 B9 

原 田沟、湿地广布的湿生或挺水杂草。水鳖科有 5种，其中海 菜花是云南高 原湖曲植物R 

系 0特征成分 ，至今仍在洱海植被中占有 硅要地位 ‘苦草和桨 藻常是清洁淡水湖泊的主婺 

成 ． 址放养草鱼的重要饵料资源，两者在洱海中群集茂盛。金鱼藻科、小二仙草科、睡 

菜科都是被子植物 系统中的小科．在洱海各有一届 一种 ．它 们都是淡水水体 中的广布植 

物 泽泻科的野慧姑、雨 、々花科的鸭舌草为哑热带地区水田常见的杂草，在洱海中出现被 

认 为是湖 泊 区系 的外来 成分 

洱海植物区系时云贵高原海拔 10O米l_F的中深湖泊和浅水洲if-l』 有广泛代表性 ； 

抖属结构简单．种类 比较丰富 ．以水鳖科的海菜花为特色 

(二 植 物 群 落 ， 

洱海值被有 3个植物群落类型，l 2个群落。它们的锚构丰11分布状况如 F(附图 ) 

l，挺 水 植物 群落 类型 

＼、菱率群 海 Community z l mdf圹Lj l 

‘ 蕾群落分布在北部沙坪和 部小 邑庄等地，通常排列在淘 口主流两侧 ，底质为深厚的 

沙．水淼 ．̈ 米 右。群落商 }．II米．8盖匿 7(1 r75％ 艇水植物薹 草构成群落 甚(挺 

水 J，巩艰 辅{当技 育．常 的种喽 有晦票花、黑藻 、马来胀子椠、弧懵藻 、做齿眼子菜 在 

江I屯 一带．参入沉水层的适有少量的金鱼凛、苦草、小菠藻等，在西部常出现紫萍、满江红 

等飘浮植物。 

!．浮 叶植转 群落 类 型 

2)菱+孤 藻群落 Community +埘妒 施地m u￡ 

本群落见于 大理县城 一大理 市(1 荚)的个别谰 湾内．底埂为灰黑色淤泥，水深 0，5一- 

0．8沫 。群落盏度可达 80 。浮叶植物菱和沉水植物孤尾藻共建群落上层．常有鸭子草伴 

生 下甚为黑灞 、狸藻、丝草等构成的沉水层．近陆浅水地段可见少量挺水植物野慈姑 

3，沉 水 植物 群落 类型 

3)菹草群落 Community fm 

本群落分布面积不大 ，仅见于喜洲附近的湖湾内．大都与湖泥深厚、诂耳术涨落的浅水 

地段有关。水深 l，5术 以内．透明厦 I．2米左右 。群落总盖度 80 。菹草是水库、水 田、沟 

常 见的耐肥水草之一，在洱海还多出现于湖泥深厚 、静 水湖湾的其他沉水植物群落 中。 

上 层的 『半生植物是狐尾藻、马来眼子菜和亮叶眼子菜 ；下层(深沉水层 )由黑藻、红线草和 

做齿眼予菜组成 。 一 

1)马来眼子菜群落 Community c m m u ． 

马来限子菜 ，当地渔民叫作桃叶草 。它在水深 2．0(3．0)米 、透 明度较大、有一定流速 

的地段内都能形成明显的群落 ，特别是在沟 口或水下三角洲外缘尤甚 。在清水河流溪淘 

中．往往铺满床底 ．也可 见于水库、清水池塘和龙潭 中，但不在肥 祆的水佃 中生长 以马 

来眼子菜为优势的沉水群落在洱海北部 、西部和东部都有分布 水深 0．5m 3，0米．透明 

度大 ．往往清澈 见底 ．底质多为沙或泥沙。群落总盖度 10—60 。组成成 员相对简单 ．处于 

f 的伴生植物主要是狐尾藻 ．在个别浅水地段还 肓浮叶的荇菜 。第二甚滁沉水 1 ．由红 

线草、 藻、微齿眼予菜组成。当本群落 因湖水下落而临近溪岸时．往往还有辣蓼、李氏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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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匿 【{ 海 植 被 囤 

Figure Vc ⋯ n the Lake Erbat 

I．兰 衅端·2．萤十孤 糠群落I3札 群鹅 4-马求限 菜肝端 |5-兜 IIU， 

蛭肝 ；6．穿叶小 于'簟群鞯 |7．蛳 蜒他 络 8．孤尾精 蚺|9．般 r策群藩 

1 0． 埠 搏；1l ☆恤藻群蒋 12． 群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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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湿生杂草侵 入。 

5)亮 叶眼子菜群落 Community 咖 咖n lucks 

本群落分布于洱海北部水下三角洲外缘和西部沙洲附近。水深 1．0—2．0米，底质常 

为沙，多石砾及螺壳堆积。本群落常与马来眼子菜群落相镶嵌。群落总盖度 50—60 。亮 

叶眼子菜居上层，常伴生马来眼子菜和狐尾藻。第二层由红线草和黑藻等组成，沉于水面 

以下约 0．2—0．3米 ，多呈团状植丛，较稀疏，层盖度不过 l0 。 ⋯ 

亮 叶眼子菜喜透明度 大、沙质湖床的清洁水体 ，但广泛适 应于不同温度带的生境条 

件 。它在北 回归线附近的异龙潮(海拔 1 4】1米)，以至云南西北高寒 山区的碧塔海 (海拔 

3d00米)都能正常生长。 ’ 

6)穿 叶眼子菜群落 Community胁  

在洱海南部满江河河口以东的湖湾中占有颇丈面积。水深 2．0—2．5米．透明见底． 

湘 睐细沙泥质 群落总盖度 60—70蟛。穿叶眼子菜数十枝丛生成束，直伸至 ：面 ．拘成相 

- 疏落的单种上层，或仅在群落边缘有少量狐尾藻。深沉水屉群落组成成员也很简单 ，常 

见的有金鱼藻和黑藻。 

穿叶眼子菜与亮叶眼子菜的生态适性颇为相似 ，在我国许多淡水湖泊、水流清澈的小 

河和水库都可形 成单优群落，但不耐污 ．也不耐碱 ．常因水质恶化而消亡 

7)海菜花群落 Community Ottel~a fm 舶 一 

本群落广泛分布于洱海北部、西部 至南部的广大水域 水深 2．0--4．0(6．0)米 ．湖床 

泥沙质至 石质，在沿岸带作宽带状分布 近年来，由于采挖过多，海菜花的丰度商所下 

降。洱海和茈碧湖、剑湖(三湖都在云南)的海菜花同为一种 ．但花色已有分 化：浅水带(I．5 

米以内)的全忏白花．花大．直径可达 匿米 ；深水处特 别是湖床为板结的 沙底时．多为黄 

花型 ，花小，直径仅 2—3厘米(黄花型的诲菜花可谓洱海的特 有现象) 群落总盖度 60 

80 。明显分为二层，上层除海菜花的花序外，孤尾藻、马来眼子菜、亮叶眼子菜 、穿 叶眼子 

菜 为常见的伴生种类 。深沉水层(第二层)群落盖度也可达 30—40 ．组成成员相当复杂， 

有红线草 、微齿眼子菜、金鱼藻、黑藻和苦草。海菜花的叶丛实际是分布在第二 层内．其植 

株数目不多，但叶大如蒲扇，30—50枚一丛，每丛可占空间 2—4平方米，色苗绿，呈团状。 

该群落的结构明显有别于其他群落的结构。 

8)孤尾藻群落 Community协响 yaum 耐拥 

本群落分布在洱海的北部 、东部和南部 水深 2．0 3．0米．形成连缝n 群蒋坩 群落 

总盖度 4 0—80％。组成成员不一 狐尾藻居上层，伴生种 马来眼子菜较常 见 在江睹附 

近，群落上层有在洱海 内罕见的石龙尾，有时则有少量的海菜花、亮叶眼子菜、菹草 。深沉 

水层则有许多沉水群落的常见成员，如红线草、微齿艉子菜、金鱼藻、黑藻等 。 

9)微齿眼子菜群落 Community t“口以 ，Ⅲ ∞ s 

在洱海北部、西部和南部分布呈带状 。湖床多为沙质 ，水深 !．O一5．0米。这是一个深 

沉的沉水群落 微齿眼子菜的生长水深可比透明深度大一倍或更多 。如团山前方水域 中， 

1977年 9月湖水透明度 2．4米 ．在水深 5．0米的深处仍有本群落生存。 

群落总盖度 高达 95 ，主要结构层是深沉于水下的第二 层，层冠与水面相距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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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水 微齿眼子菜多分枝，枝长叶细 ，相互交织 ．集成大片，与之伴生的是绿褐色金鱼藻、 

翠绿色的黑藻、红褐色的红线草 ．成团或成束．体态各异 ，不易混淆 。群落上层相当稀疏 ，层 

盖度不到 1 0 ．组成成员是喜光的孤尾藻、亮叶跟子菜 、马来眼子菜 

1 0)黑藻 群 落 Community执 池 veer~-：'dMa 

黑藻群落习见于云南高原大多数 自然生态平衡来受严重破坏的淡水湖 泊，也常见于 

沟渠、积水田、水塘和龙潭 内。在洱海四周都有分布 ．生长水深可达 7．0米．底质为深厚的 

淤泥或富含腐殖质的粉沙 本群落是洱海中分布面积较太的沉水群落之一 群落总盖度 

达 8j ．在水深 7．0米处尚达 60 。主饔结构甚为潍沉的第二 层．层盖度逮 80 ．以黑藻 

占绝对fj亡势 藻分枝茂密 ．叶细小 ．包翠绿．植从作 状 厚肇状，花果不照著．然景色悦 

』、．层面远离水面，常沉于透明棵攫 以下．处于第二层的伴生植物 只有少量的金鱼藻、微齿 

眼子蒙、红线草或苦草．有时没有任何伴生种类 黑藻群落上层的层盖度不到 1 0 ．较常 

见的是狐尾藻．或为马来眼子菜 、亮叶跟子菜，浅水部分则有菹草或其 他眼子菜种类 。在水 

漾 3，5米内，这一上层完全缺失 。 

I 1)金鱼藻 群落 Community('oratoph 妇m 

它在海拔 2700米以下的淡水湖泊 、水塘、水渠及林园内的水池中都较常 见 在湖泊 

中的生长深度可达 d．0— 5．0米．洱海的金鱼藻群落 见于北部．西部较分散 水 3．O-- 

5．0米 ，透明度 1．5—3．0米 ．底质 _为世泥或细沙。群落总盖度 ●0 70 。主要结构髓 勾探 

沉的第二层。在春夏 ，金鱼藻植丛呈鲜绿色 。秋天变褐色 ，形成茂密的水下绿菌 ；常 见伴生 

植物是黑藻、微齿眼子菜，偶尔还有苦草、海菜花 、石 龙尾生 长．层冠距水面常在 【．0米 以 

上 。上层植株稀疏 ．层盖度 1 0 左右 ，组成成 虽是狐尾藻和亮 叶眼子菜等 。 

】2)苦草群落 Community Va／~korta 

本群落是云南海拔 2700米以下大多数湖泊中沉水最深的一个群落类型。在透明度 

最大的抚仙湖．可以出现在水深 20、0米的嫌处 洱海水辣 4．0—7．0米的广大水域 主要 

为苦草群落．它也可出现在水椿 4．0米以内的沟 口地带。群落总盖度 75—85 。组成成员 

相 当简 单，水深 愈大 ，种类愈单纯 ，经常 只有一种 苦草 形成均匀 的结构层 。层面距水面 

3．0—6：0米，潜伏在水体透明深度以下，难于觉察 在浅水地带 ，刚见搬少量孤尾藻伸到苦 

草层之上 ，或在苦草层内出现红线草 、黑藻等深沉水植物 。 - 

此外 ，洱海北部江尾一带的沟 口地段还有小片红线草群落 Coramo．rJity眦  m p~"tb 

它定居在沙洲上 ，盖度 50 以下，组成成员单纯，在水位 下落的枯水季节．就园沙"dr8 

出露而衰败，属于季节性的先锋沉水群落 - 

三 、洱海水生植被发展动态 

70年代以来 ，洱海水生植被的变化趋势主耍表现在下列几个 方_面 

1．埴物覆盖面积在不断向深水区扩大 西部湖区潮床 比较平缓 ．随着水位 F降．不 

断 向深水区推进 。l 0年来 ，在湖西桃园和喜洲一带，水 草向前推进 0̂0一j00米．推进的 

覆盖面积大于近年出露成陆的面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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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多数植物群落密度在增加 70年代 前．除菱和海菜花群落外．大 部分沉水植 

物群落 覆盖度都在 50 左右l J 977年 来 ．群落覆盖度大都 在 8O 以上 ，有 的达 95％； 

I 982一 I983年 ，黑藻、微齿眼子菜等群落覆盖度已上升到 tt)0 。 

3．海菜花群落在消亡 60年代初，从北部江尾一带的 淘口到南部的1胡口，L 至西 

洱河上游都分布着繁茂的海菜花群落．I一2平方米至少有一丛海菜花。近年来．南部和西 

洱河上游的海菜花全部灭绝 ，西部的海菜花群落大幅度 向深水 区推进，且非常稀疏 ，3—5 

平方米才南一株海菜花。散量下降的趋势还在继续 

1．沉水植物适应的水深在递增 如果说 1957年时 3．0米 上 的水域 已无水草．那 

幺 1977年苦草群落 已分布到水深 7．0米处，而 I983年水深 1 0．0米的湖底也有苦草定居 

了 

总的说来。洱海水生植物 区系处于贫化的过程．存留的主要成 分生活力 日趋强盛 ．群 

落的生物产量 日益增 加 引起这些变化的主要因素是洱海7K平衡状态的失调 ；湖泊的富养 

化过程加剧有 于许多耐肥植物 (如金 鱼藻科和眼子菜科的一些种)的繁茂。丽一些适应 

于贫养水质的植物(如石龙电等)则受到抑制或排挤 

海菜花的消亡基本上归因于人类 的过量索取 海菜花是美味的野菜。既 为鱼饵，叉足 

上等猪饲 料．但本身的繁殖能力不强 (仅靠种子繁殖)．年增长量相 当有限． 无节制的采摘 

海菜花远远超过丁海菜花的供应能力。在大量采摘的情况下。繁殖平衡失调 ．海菜花的居 

群愈稀少。如不加强保护。海菜花在云南高原 又一个湖泊中灭绝是有可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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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QUATIC VEGETA~ ON IN．LAKE ERHAI，YUNNAN 

Li Hen 

( 枷m埘 如妇 of 鼠岫 ，C／a~se Amde~ud of SeL．,~c．es) 

Shang Yuming 
'  

- 

(Envwm,'ner~脚幽 Bure2u Mun~ lity，Yunna~Prov／~e) 

A bstract 

Erhai is Yunnan—G uizhou Plateau's second Largest take lies at the east hillside of the Dian— 

c}lng Mountain extending from 1 00。0 to 1 00。1 E，and 25。85 to 25~58'．N． 

1"he Lake．1 97,tm 】n elevation，measLffe$250km at the surface．'l-he water voIume amounts 

to 282× 1 0rm ．The depth averages 1 0．5m ，the dee0est measurement t~ing,2O．5m．Si~tce 1 970s 

beil)g in a state of imbalance between income and expenditure the water level descended 2．73m ． 

thus ecosystem in Erhai has  changed clea rly． ． 

Analysis of water samples indicated that Erhai s waters e still clgan． 1力 1 983 the water 

average transparency is in 4．0m -the pH value 8．1 0 9．05- the dissolx ed OX3’gcn content 

5．3l一 9．33mg／I． 

The aquatic flora of Erha J consist of 1 0 plant species(table) among which dominated sub 

merged plants alnount Jng I 8 species and sharing 45％ of total number such as舭 鼢 ?"- dlaht， 

n“dui}icMtm柏 I。<dli．~leru：口 Eq t} u}l 协H}i洲H。k 砒诛 and on． 

1 he principal vegetatiorJ types of Erhai are groupe d into the following comm unities：I．Corn 

munity 『￡∞m“i cad re(ifhm； 2．Comm．ff1 u + M 。 ph 8 ￡幽 H． ．Coanl1． Ⅲ坶 ¨【1p,pas一 

 ̂Comm．P．mohloo,t．e．5．Comm．P． 聊嘏，6．Comm．P． fotiaras，7．Comm．r 《w “cⅥ ，‘啪  8 

Comm．Myrioph Ⅲ spm-atum，9．Comm．P．nuwck／an~s，1 0-Comm．Hydrd．!a -I I-Comm． 

Ceratophyltam Ⅲ ，1 2．Comm ．1 口 ∞ ．The ba sal characteristics of these comm uni 

ties．for exam ple ．the dom inant spe cie~s．stratification，frequency，coverage．are described·and the 

distribution of comm unities is shown in figure． 

Since I 970s the changes of Erhai s vegetation are very clear：the coverage of vegetation is 

increased．the density of sortie cotlm'~un Jt Jes is growing with each v af．so rnc',；!fllllC1)l ‘ aqu；~ 。c 

flora in Erhai are destroyed．the community (~te／／u “ w 砌 is failing．while the growth dcpth ol 

other spe cies．e．g．1'ag~aer／a脚 m  ．in Erha[has gone up to 7．0m ． 

Key words Lake Erhai．aquatic vegetation，flora·plant comm unit3 

维普资讯 http://www.cqvip.com 

http://www.cqvip.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