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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鸡湖与尚湖中微生物数量殁群落特征的研究 

李蒙英 宋学宏 凌去非 许宏庆 
(苏州大学水产学院 苏州 215151) 

摘 要 对苏州地区垒鸡湖与尚湖永体中曲赭生物数量及种群组成的研究表明，异养细菌数盘鸡湖比尚湖高t分别 

为1 7～26万十／mL南 500--80000十／mL，高峰期出现在 10月份F放绕苗和霉菌数量较 t盎鸡湖为 O～1 9A／mL 

和 0～7十／mL．尚湖为 l～25个／mL和 O～37个／mL。从大脑苗群教看，壹鸡湖明显高于尚瑚，分别为350 t6000 

十，L和 20~250A／L，表明盎鸡瑚接纳生活污求和施肥养鱼对大厮苗群数的升高至关重要；盎鸡湖南尚湖水体中 

分别辁测出8个和 9小餍的异养细菌，优势菌舟剐为孤菌属、气单胞茴属、芽孢杆菌属和不动丰二苗属．假堂胞苗属、芽 

孢杆菌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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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 on species and population characteristics of microorganisms In the water body of JiⅡji Lake and Shang Lake． 

LJ1 Meng Ying，SONG Xue—Hong，LING Qu—Fei，XU Hong—Qi g (College of Aquacultural，Suzhou U~iversity， 

Suzhou 215l51)，CJEA ，2001，9(4)：28～ 30 

Abstract Species and popu]ation of microorganisms in the water body of Jinii and Shaag lakes had been investigated 

fron1 June 1998 to October 1999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amount of heterotrophic becteria is 17000~260000／mi 

in the mnii Lake，being bigher than that in the Shang Lake(5OO~8OOOO／mL)，and its highest density appeares in Oc— 

loberjdensities of actinomyces and molds are 10wer，0～l9／mLt 0～ 7／mL in the Jinji Lake and 1～ 25／m1．t 0～ 

37．．'mI in the Shang Lake，respectively；8．132ount of coliform is higher in the Jinji Lake than in the Shang Lake，350 

～ 16000／L and 20~ 250／L，respectivety，suggesting that the enro[1ment of waste water and ferti[izer application for 

fi siting in the Jinii Lake have significant effect on the amount of coliform；8 genera ia the Jinji Lake and 9 genera in 

he Shang Lake have been found and the dominant groups are Vibriont 刑  ∞ 4 ，Bacillus aad Acinetobacter， 

Pseudomo~!as r Bacillus，respectively． 

Key words Jinii Lake，Shang Lake，Microorganismst Poputation，Distribution 

苏州地区河网交错 ，中小型湖泊星罗棋布，由于工农业、水产养殖业的快速发展和大水面的开发利用，很 

多湖泊发展成为以渔业为主的养殖型潮泊，水域环境发生了很大变化。水体中微生物数量、群落结构在水域 

生态系统物质循环与能量流动中发挥着巨大的作用，同时对养殖动物的健康、水产品品质有一定的影响。为 

了解苏卅l地区湖泊的生态环境、营养水平及水体污染状况，本研究对接纳一定量生活污水、鱼类放养密度较 

大‘l7．84蛎)的金鸡湖和基本无工业与生活污水排入、鱼类放养密度较小(3．3 )的尚湖水体中微生物区系 

组成与分布进行了调研。 

1 研究地概况与研究方法 

金鸡胡位于苏州市区东部，水面 72Ohm ，水深1．7～2．7m，有 2个主要进水口和 1个主要出水口，有一 

定量的生活污水排入，为放养密度较大的肥水养鱼潮泊，1 998年潮泊施肥70万kg，无高等水生植物。尚潮位 

于苏州市常熟近郊，水面 800hm ，水深 1、3～2．3m，基本无工业、生活污水流入，放养少量鱼、蟹，不施肥，水 

生高等植物覆盖率 6o 左右。根据湖泊形状特点在金鸡潮与尚湖分别设置 5个水体微生物采样点，编号分 

别为 I～V，于 1 998年6月～1999年10月在各采样点采集4次水样，取上、中、下层水样等量混合后立即 

带回实验室处理。异养细菌用肉膏蛋白胨培养基测定；放线菌用“高氏1号 培养基测定；霉菌用孟加拉红培 

养基，稀释涂平板法培养、计数；大肠菌群采用多管发酵以 MPN法计数 选择在最高稀释度平板上出现 4～ 

]0个菌落的菌作为优势菌进行分离纯化，在2湖不同季节的水样中共挑取107株细菌，按文献 并结合 

· 农业部生志生理开放实验室基盘项目(98O8)和苏州市科委项目共同赘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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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生物 悔 埃 API系统嚣定到属、种 

2 结果与分析 

2．1 水体中锫生物数量及分布 

1998年 6月~1999年 10月不同季节异养细菌数量及分布见表 1，由表1可知金鸡湖前 3个季节异养 

衰1 金鸡湖与尚湖木体中不同湖区异彝细曹的数量及分布 菌数量平均值比尚湖高，但 1999年 1o月的水样 

Tab．1 Distributions and densities of heterotropMc bacteria(HB)in 中异养细菌数量尚湖高于金鸡湖，这是由于当时 

di{{ereat“∽ ofthe]iniiLake andthe ShangLake 该区连降大雨，水位比常年高0．2～o．3m，使微生 

时 问 地 点 细苗数 ’ tA
⋯

m ou

⋯

nt

+
o ：~bac 物含量较高的金鸡湖水体得到稀释，而当时尚湖 

Ti⋯  Spa t v 磊 ； 爻’，； mera ’ ⋯’’一。。 
9 o6 The ‘ 

The s11ang Lake 

垒鸡湖 

1 m  

Ph 
1999—03 The ]inii湖Lake 

h 

l9g9—10 

0．36 

0．05 

1．20 

0．25 

6．30 

0．2ZO 0．65 1．200 0．600 0．610 

0．073 0．11 0．073 0．053 0．072 

1．300 10．O0 26．000 35．000 14．700 

1．900 1．30 1 400 1．000 1．400 

3．1O0 5．40 3．300 1．000 3．1O0 

— — 0．38 0．500 0．460 0．440 

0．190 0．38 0．170 0．500 0．300 

1．100 8．00 0．300 0．350 3．210 

异养细菌数量有较大增加。湖中异养细菌数量随 

季节变化均表现为秋季>春季>夏季，在前 3个 

季节中金鸡湖距进水口较近的 Ⅲ、lV号采样点中 

细菌数普遍高于其他采样点，1999年 1o月在尚 

湖水闸附近的 I号和近岸边的 I号采样点细菌数 

比其他采样点高 1o倍左右，说明湖中异养细菌数 

量在水平分布上与湖区周边环境密切相关。1998 

年 6月对 2湖水体中放线菌和霉菌数量测定表 

明，金鸡湖各样点放线菌和霉菌数量分别为 l～ 

19个／mL和 o～7 lib~mE，尚湖分别为 1～25个／mL和 o～37个／mL，水体中这 2粪礅生物数量尚湖多于垒 

鸡湖，但细菌总体数量尚湖少于金鸡湖。 

2．2 水体中大瞄茁群数 

水体中大肠菌群教见表 2，金鸡湖不同湖区差异较大，i 

号采样点 1998年 6月和 1999年 3月均高于其他湖区，这与 

该点距进水口较近，苏州市区生活污水由此进入湖泊有密切 

关系，此外由于有机粪肥的常投施使整个湖区大肠菌群教比 

尚湖高。降雨对 2湖水体中大肠菌群教的影响和对异养细菌 

数的影响相一致，表现为 1999年 10月金鸡湖大肠菌群数低 

于前2次测定值，尚湖则高于前 2次测定值。 

2．3 水体中异养细菌种类组成 

从 2湖水体中历次分离的 107株异养细菌进行种类鉴定 

结果见表 3。因分离菌为稀释度平板上出现 4～1o个菌落的 

袁 2 盘鸡湖与尚湖水体中不同湖区的大肠菌群最 

Tab．2 Distributions and densities of coliform in diff 

太腑 ； L 1[me8 mp ： po t“S l 阳ce 术忡息 & Jlng ln 
! ! ! l_ 

—The JinjiLake” =90：=0“ ：Th 
e Shan~Lake ～  ⋯  ’ j ‘ 

s n  60

—0049049Ⅲ 0 0 3 5。0：Th 
e Shaag Lake 

Ⅲ  。 n

嚣 0 60 0 5 0 5：Th e Shat~b ke⋯⋯⋯⋯⋯ 
所有菌株而非任意挑取的菌落，故分离的菌株在一定程度上可反映水体中细菌种类组成及数量情况。从金鸡 

湖水体中分离 出的 67株细菌 以革兰氏阴性无 芽孢杆菌为 主，属于弧菌属 (Vibrion)、气单胞 菌属 

(Aeromonas)、芽孢杆菌属(Bacillus)、肠杆菌科(Enterobacteriaceae)、假单胞菌属(Pseudomonas)、黄单胞菌 

衰 3 金鸥湖与尚湖水体中异养细菌的种类组成 

Tab．3 Groups of heterotrophic bacteria in the Jinji Lake and the Shang Lak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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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革兰氏阴性杆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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属(x口nthomonds)、不动杆菌唇(Acinetobacter)、葡萄球菌属(Slaphylococcus)共 8个属和 3株未知菌，其中弧 

菌属、气单孢菌属、芽孢杆菌属分别占检测菌株总数的43．3 、14．9 和 11．9 ；从尚湖水体中分离出的 40 

株细菌以革兰氏阴性杆菌为主，属于不动杆菌属、假单胞菌属、芽孢杆菌属、弧菌属、色杆菌属(Chromobac— 

terium)、黄杆菌属(Flavobacterium)、黄单胞菌属、无色杆菌属(Achromobacter)、微球菌属(Micrococcus)共 9 

个属和 5株未知菌，其中不动杆菌属 假单胞菌属、芽孢杆菌属分别占检测菌株总数的 32．5 、15 和 10 。 

2湖中细菌的组成、优势菌的种类均存在一定差异，金鸡湖中有色菌多于尚湖，对营养要求较复杂的弧菌科 

细菌也较多，且与生活污染有关的肠杆菌科细菌亦有一定检出率；尚湖则以营养要求不高的不动杆菌属细菌 

为主，未检测出肠杆菌科细菌。据报道0 ，杭州西湖水体中优势菌属为假单胞菌属、肠杆菌科．本研究中的优 

势菌与之有 不同，说明不同地域环境水体中细菌组成的差异十分明显。 

3 小结与讨论 

金鸡湖采取肥水养鱼，水体中异养细菌量比尚湖高 1～2个数量级，在外源物质一细菌一浮游动物一鱼 

的食物链转化中提供了较丰富的初级养料。据刘国才(1 999)对细菌数量与鱼产力的研究表明，养殖季细菌可 

提供 4．76g／L的鱼产量，故金鸡湖通过施用有机肥和污水中有机物的引入有利于提高鱼产量。但肥水养鱼 

使金鸡湖水体中大肠菌群数明显比尚湖高．可达 1．6万个／L，据地面水环境质量标准 GB3838—88，适用于一 

般鱼类保护区的Ⅱ类水域大肠菌群数应<1万个／L，渔业水质标准 GB11607—89规定鱼类养殖用水大肠菌 

群数应~5000个／L，在某些情况下金鸡湖大肠菌群数已经超标，此外在引入的生活污水中还可能带入各类 

病菌及其他有害物质，使水域环境质量下降导致养殖鱼类品质下降。尚湖大晒菌群数较低，从卫生角度衡量 

水质较好。各种微生物在水体物质循环中起着重要的作用，同时也为养殖动物提供了一个微生态环境，若长 

期对鱼类少数品种进行较高密度放养及围栏、网箱养殖，水体中鱼类排泄物、外源有机物增加，高等水生植物 

消失，对水体中微生物种群结构则有较大不良影响，并导致养殖动物病害的发生，水体微生物之间的动态平 

衡等问题已引起水产界的重视，本研究发现 2湖中微生物种类差异较大，属于兼性厌氧的弧菌属、气单胞菌 

属中的某些种类是淡水鱼类的常见致病菌，金鸡湖中较高比例的弧菌属、气单胞菌属细菌是否会导致较高的 

细菌性病害发生尚有待于进一步研究。微生物种群数量与湖泊渔业的鱼产量、鱼品质、鱼类病害等均有密切 

联系，金鸡湖长期采取污水养鱼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鱼产量，但总体经济核算并未取得高收益。尚湖鱼产量 

虽无金鸡湖高，但其养殖水产品经济效益高和品质优良，人均产值比金鸡湖高 7．96万元，故尚湖在兼顾生态 

环境的同时亦取得良好的经济效益，可视为一种可持续发展的生态渔业湖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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