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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沉水植物是富营养水体生态修复的重要组成部分，鱼类是影响沉水植物生长的重要因素之一． 为了解鱼类对沉

水植物生长的影响，研究 ３ 种鱼（草鱼（Ｃｔｅｎｏｐｈａｒｙｎｇｏｄｏｎ ｉｄｅｌｌｕｓ）、鲫（Ｃａｒａｓｓｉｕｓ ａｕｒａｔｕｓ）、鳊（Ｐａｒａｂｒａｍｉｓ ｐｅｋｉｎｅｎｓｉｓ））对 ４ 种

沉水植物（苦草（Ｖａｌｌｉｓｎｅｒｉａ ｎａｔａｎｓ）、金鱼藻（Ｃｅｒａｔｏｐｈｙｌｌｕｍ ｄｅｍｅｒｓｕｍ）、伊乐藻（Ｅｌｏｄｅａ ｎｕｔｔａｌｌｉ）、马来眼子菜（Ｐｏｔａｍｏｇｅｔｏｎ
ｍａｌａｉａｎｕｓ））生长的影响．结果显示，对照组、草鱼组和鳊组沉水植物生物量分别下降 １９．２％ 、８２．１％ 和 １６．６％ ，而鲫组沉水

植物生物量却增长 １２．５％ ． ４ 种沉水植物中，金鱼藻生物量增长最高，其中对照组、鳊组和鲫组中金鱼藻生物量分别增长

１７１．１％ 、１１３．９％和 ２６５．５％ ，而草鱼组金鱼藻生物量却下降 ２４．４％ ． 草鱼、鳊、鲫都能有效抑制沉水植物的竞争者水绵的生

长． 该研究结果在利用沉水植物修复富营养水体过程中对鱼类的管理具有重要的参考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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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主要初级生产者， 沉水植物是水生生态系统中重要的结构和功能元素， 在富营养水体生态修复过

程中发挥着维护生态完整性与稳定性、净化水质、抑制藻类生长等重要作用［１－４］ ． 沉水植物的生长受多种因

子的影响，包括营养盐、动物的牧食、与浮游植物和附着藻类之间的竞争等［５－６］ ． 鱼类是影响沉水植物生长的

重要因子之一． 目前关于鱼类对沉水植物的生长研究主要集中在草食性鱼类，尤其是草鱼（Ｃｔｅｎｏｐｈａｒｙｎｇｏｄｏ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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ｉｄｅｌｌｕｓ），研究表明，草鱼的大小［７］ 、密度［８］以及环境因子如水温和 ｐＨ 值都会影响草鱼对沉水植物的摄食作

用［９］ ． 而有关其它鱼类对沉水植物的生长的研究国内外较少报道［１０－１１］ ． 沉水植被恢复过程中， 草食性鱼类

特别是草鱼的摄食影响很大，有时甚至出现了毁灭性破坏［７］ ． 此外， 过量地放养草食性鱼类导致湖泊大型

水生植物群落严重破坏，最终导致系统退化的现象也普遍存在［５］ ． 在利用沉水植物修复富营养水体过程中，
如何管理好原水体中的鱼类以及放养何种鱼类，对沉水植物的生长与恢复具有重要的影响． 因此，了解不同

鱼类对沉水植物的生长影响对富营养水体修复的管理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苦草（Ｖａｌｌｉｓｎｅｒｉａ ｎａｔａｎｓ）、金鱼藻（Ｃｅｒａｔｏｐｈｙｌｌｕｍ ｄｅｍｅｒｓｕｍ）、伊乐藻（Ｅｌｏｄｅａ ｎｕｔｔａｌｌｉ）、马来眼子菜（Ｐｏｔａ⁃

ｍｏｇｅｔｏｎ ｍａｌａｉａｎｕｓ）皆是许多浅水湖泊的常见沉水植物，太湖中也普遍存在［１２］ ，并常作为湖泊沉水植被修复

的重要种类［１３］ ． 草鱼、鲫（Ｃａｒａｓｓｉｕｓ ａｕｒａｔｕｓ）、鳊（Ｐａｒａｂｒａｍｉｓ ｐｅｋｉｎｅｎｓｉｓ）是我国重要的经济鱼类，在许多湖泊、
水库都有放养，是我国许多水体的优势种类［１４］ ． 草鱼、鳊皆属于草食性鱼类，而鲫属杂食性鱼类，食物包括

浮游动植物、附着藻类、大型水生植物等． 为了解不同鱼类对富营养水体沉水植物生长的影响，本文研究 ３
种鱼类（草鱼、鲫、鳊）对 ４ 种沉水植物（苦草、金鱼藻、伊乐藻、马来眼子菜）生长的影响，为利用沉水植物进

行富营养水体生态修复以及管理提供科学依据．

１ 材料与方法

１．１ 实验设计

表 １ 实验用沉水植物

Ｔａｂ．１ Ｔｈｅ ｓｕｂｍｅｒｇｅｄ ｍａｃｒｏｐｈｙｔｅｓ
ｕｓｅｄ ｉｎ ｔｈｅ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

沉水植物 长度 ／ ｃｍ 生物量 ／ （ｇ ／ ｍ２）

马来眼子菜（种苗） ３２．５±５．６ １５２．６±１１．４
金鱼藻（茎尖） １６．８±３．４ ５４．１±３．７
伊乐藻（茎尖） １５．８±３．７ ５６．８±３．７
苦草（种苗） １２．１±２．６ ８３．３±０．３

实验于 ２０１４ 年 ５ ６ 月在江南大学进行，实验用

水箱为 １５０ Ｌ 的透明聚乙烯水箱（０．６３ ｍ×０．４２ ｍ×
０．５５ ｍ），实验用水为自来水，实验时加入自来水 １００
Ｌ（经测量计算水深为 ４０ ｃｍ，面积为 ０．２６ ｍ２），然后

在阳光下放置 ７ ｄ，达到去除去水中氯气的目的．实验

箱无底泥，但铺有 ５ ｃｍ 厚的沙子，用于固定沉水植

物．沉水植物（马来眼子菜、金鱼藻、伊乐藻、苦草）来
自于江南大学校园内的小蠡河，鱼类（草鱼、鳊、鲫）
购自于常州水产养殖场． 实验前将小蠡河采集的沉水

植物种植在水箱中（表 １），待水箱中水草稳定生长一
表 ２ 实验用鱼

Ｔａｂ．２ Ｔｈｅ ｆｉｓｈｅｓ ｕｓｅｄ ｉｎ ｔｈｅ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

鱼类 尾数
长度 ／
ｃｍ

规格 ／
（ｇ ／ ｉｎｄ．）

生物量 ／
（ｇ ／ ｍ２）

草鱼组 ２ １６±１ ８１±３ １６００±４０
鳊组 ４ １４±１ ３１±２ １２４０±３２
鲫组 １ １８±１ １２５±５ １２５０±３５

周后放入指定鱼类． 实验分为 ４ 组，即对照组、草鱼

组、鳊组和鲫组（表 ２），每组 ３ 个重复，共 １２ 个水箱．
调制实验用水的总氮（ＴＮ）起始浓度为 ５ ｍｇ ／ Ｌ，总磷

（ＴＰ）起始浓度为 ０．２５ ｍｇ ／ Ｌ（根据太湖梅梁湾多年平

均值，其中 ＴＮ 和 ＴＰ 浓度分别用 ＮａＮＯ３和 Ｋ２ＨＰＯ４·
３Ｈ２Ｏ 来配制）．实验期间平均水温为 ２４．６℃，为了保

证鱼类有充足的氧气，充氧装置连接到每个水箱中．
整个实验在露天环境下进行，水箱上方无遮阳篷，但

覆盖有孔眼为 ２ ｃｍ 的纱网布，以防鱼类跳出．
实验期间每 ４ 天进行 １ 次采样（采样时间为 １４：００），每次采集水样 ２５０ ｍｌ，分析 ＴＮ、ＴＰ、总溶解性氮

（ＤＴＮ）、总溶解性磷（ＤＴＰ）、叶绿素 ａ（Ｃｈｌ．ａ）浓度． 同时，实验初始（表 １）和实验结束后分别测定沉水植物

的湿重与长度． 用碱性过硫酸钾消解紫外分光光度法测定 ＴＮ、ＤＴＮ 浓度，用钼酸铵分光光度法测定 ＴＰ、ＤＴＰ
浓度［１５］ ． 采用丙酮萃取分光光度法测定水中 Ｃｈｌ．ａ 浓度［１６］ ． 在整个实验过程中，每天测定水温，观察水箱内

不同鱼类的生长情况，如有鱼死亡，则补充相同大小、质量的同种鱼． 为了保证实验过程中水箱水体积的稳

定，每次采样后每个水箱中加入适量的蒸馏水，以补充水箱因蒸发和采样损失的水量． 因实验期间草鱼组对

沉水植物摄食很快，实验进行到 １２ ｄ 时草鱼组沉水植物几乎被摄食完，为了避免实验继续下去会产生较大

误差，所以整个实验共进行了 １２ ｄ． 实验结束时，称量水体中水生植物的湿重，称量时取沉水植物和水绵，用
蒸馏水洗净，沥干 ５ ｍｉｎ，用滤纸吸水后放入电子天平称量，取 ３ 次平均值为水生植物湿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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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２ 数据处理与分析统计

不同处理组数据采用单因素方差分析（Ｏｎｅ⁃ｗａｙ ＡＮＯＶＡ），并应用 Ｔｕｋｅｙ’ ｓ 多重两两比较平均数之间的

差异显著性， 数据分析采用 ＳＰＳＳ １８．０ 软件．

２ 结果

２．１ 不同鱼类对沉水植物生长的影响

实验结束时，草鱼组中的沉水植物总生物量明显低于鲫组、鳊组和对照组，平均为 ６３．５ ｇ ／ ｍ２，鳊组和对

照组总生物量分别为 ２９７．３ 和 ２９６．２ ｇ ／ ｍ２，鲫组中的沉水植物总生物量最高，为 ４０１．１ ｇ ／ ｍ２（图 １）． 实验结束

时，对照组、鳊组和草鱼组中的沉水植物总生物量都有所下降，分别下降 １９．２％ 、１６．６％和 ８２．１％ ，呈现出负增

长趋势，而鲫组中沉水植物总生物量增加，增加 １２．５％ ；草鱼组、鲫鱼组与对照组沉水植物总生物量存在显著

差异（Ｐ＜０．０５） ． 因此草鱼和鳊的存在不利于沉水植物的生长，而鲫的存在有利于沉水植物的生长与恢复．

图 １ 不同鱼类对沉水植物总生物量的影响
（∗表示 Ｐ＜０．０５，实验初始和实验结束差异显著；下同）

Ｆｉｇ．１ Ｔｈｅ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ｆ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ｆｉｓｈｅｓ ｏｎ
ｔｏｔａｌ ｂｉｏｍａｓｓ ｏｆ ｓｕｂｍｅｒｇｅｄ ｍａｃｒｏｐｈｙｔｅｓ

实验结束时各实验组马来眼子菜总生物量都

比实验初始时明显减少，表明 ３ 种鱼类都摄食马来

眼子菜（图 ２）． ３ 个实验组中，马来眼子菜的损失量

存在显著差异（Ｐ＜０．０５）． 实验结束时，草鱼组中马

来眼子菜生物量下降了 ９１． ８％ ，明显高于鳊组

（３４．２％ ）和鲫组（５３．５％ ），对照组中马来眼子菜的

生物量下降了 ０．８％ ，基本未变化． 除草鱼组外，其
它 ３ 组金鱼藻生物量在实验结束时都较实验初始

时明显增加，对照组、鳊组和鲫组生物量分别增加

１７１．１％ 、１１３． ９％ 和 ２６５． ６％ ，草鱼组生物量下降

２４．４％ ．
对照组和草鱼组中的伊乐藻生物量都明显下

降，分别下降 ７４．８％ 和 １００％ （图 ２）． 鳊组中伊乐

藻生物量下降了 ３９．１％ ，而鲫组中伊乐藻生物量

变化较小，基本未发生变化． 与伊乐藻相似，鲫组

中苦草生物量不降反升，苦草生物量增长 １９．３％ ，
而草鱼组与鳊组苦草生物量都有所下降，鳊组苦

草生物量下降 １０．１％ ，而草鱼组生物量下降８５．１％ ，对照组中苦草生物量变化较小，表明不同鱼类对沉水植

物的摄食具有明显的选择性． ４ 种沉水植物生物量变化表明，草鱼对于沉水植物的摄食偏好顺序为伊乐藻＞
马来眼子菜＞苦草＞金鱼藻，鳊的摄食偏好顺序为伊乐藻＞马来眼子菜＞苦草＞金鱼藻，鲫的摄食偏好顺序为

马来眼子菜＞伊乐藻＞苦草＞金鱼藻． ４ 种沉水植物中，金鱼藻生物量增加最多，表明 ３ 种鱼都相对不喜欢摄

食金鱼藻．
在实验过程中，对照组和实验组中有大量的水绵产生，其中对照组中的水绵呈现出快速增长的趋势，在

整个实验过程中共产生 ２３０．０ ｇ，生长速率约为 ０．２ ｇ ／ （Ｌ∙ｄ），相较于对照组，实验组中水绵的生物量差异较

小，当实验结束时，鳊组和鲫组中共产生 ２７．１ 和 ２６．７ ｇ 水绵，生物量分别为 １０４．２ 和 １０２．６ ｇ ／ ｍ２，明显小于对

照组（８８４．６ ｇ ／ ｍ２）． 而草鱼组中产生的水绵全部被草鱼主动摄食． 可见，３ 种鱼类都能够通过主动摄食水绵

来抑制水绵的生长，其中草鱼的抑制能力最强．
２．２ 不同鱼类对水中营养盐的影响

实验过程中，草鱼组、鳊组和鲫组 ＴＮ 浓度经历了先小幅下降、然后上升、实验结束时再快速下降的过

程． 实验结束时所有实验组 ＴＮ 浓度都高于对照组，对照组、草鱼组、鳊组和鲫组 ＴＮ 浓度分别为 ２．７、２．９、４．１
和 ３．４ ｍｇ ／ Ｌ． 其中鳊组、鲫组与对照组 ＴＮ 浓度均存在显著差异（Ｐ＜０．０５），草鱼组与对照组未存在显著差异

（Ｐ＞０．０５）（图 ３Ａ）．
除了鳊组外，其它实验组和对照组 ＴＰ 浓度经历先快速下降，然后上升，实验结束时再次下降的过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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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２ 不同鱼类对不同种类沉水植物生物量的影响

Ｆｉｇ．２ Ｔｈｅ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ｆ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ｆｉｓｈｅｓ ｏｎ ｂｉｏｍａｓｓ ｏｆ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ｓｕｂｍｅｒｇｅｄ ｍａｃｒｏｐｈｙｔｅｓ

３Ｂ）． 实验结束时所有实验组 ＴＰ 浓度都高于对照组，对照组、鲫组、草鱼组 ＴＰ 浓度无显著差异（Ｐ＞０．０５） ． 但
鳊组 ＴＰ 浓度较高，与其他 ３ 组均存在显著差异（Ｐ＞０．０５） ． 在整个实验过程中，所有实验组和对照组中 ＤＴＮ
浓度呈现逐渐下降的趋势，实验结束时，对照组、草鱼组、鳊组和鲫组 ＤＴＮ 浓度分别为 １．８、２．１、３．０ 和 ２．７
ｍｇ ／ Ｌ（图 ３Ｃ）． 实验期间，所有实验组和对照组 ＤＴＰ 浓度也呈逐步下降的趋势，实验结束时，对照组、草鱼

组、鳊组和鲫组 ＤＴＰ 浓度分别为 ０．１２、０．１１、０．１５ 和 ０．１３ ｍｇ ／ Ｌ（图 ３Ｄ）．
２．３ 不同鱼类对水体中 Ｃｈｌ．ａ浓度的影响

实验结束时所有实验组 Ｃｈｌ．ａ 浓度都高于对照组，表明鱼类的存在会提高水中的 Ｃｈｌ．ａ 浓度（图 ４）． 实

验结束时，对照组和草鱼组中 Ｃｈｌ．ａ 浓度分别为 ４．５ 和 ５．６ μｇ ／ Ｌ，二者未存在显著差异（Ｐ＞０．０５） ． 而鳊组实

验结束时 Ｃｈｌ．ａ 浓度为 ３０．０ μｇ ／ Ｌ，与对照组、草鱼组存在显著差异（Ｐ＜０．０５），鲫组实验结束时 Ｃｈｌ．ａ 浓度为

３８．０ μｇ ／ Ｌ，与对照组、草鱼组存在显著差异（Ｐ＜０．０５） ．

３ 讨论

研究发现，草鱼和鳊的存在都不利于沉水植物的生长，其中草鱼的影响力超过鳊，而鲫的存在有利于沉

水植物的生长与恢复． 研究表明，草鱼对沉水植物具有很强的摄食作用［５，７］ ． 鱼类对沉水植物生长的影响主

要通过直接摄食作用以及通过排泄和对沉积物的扰动间接影响沉水植物的生长． 草鱼、鳊都属于草食性鱼

类，以摄食水生植物为主，但鳊的咽齿没有草鱼发达，口裂相比于草鱼也较小，无法轻易咬断植物纤维［１７］ ，这
可能是导致鳊对于沉水植物的摄食作用较草鱼弱的原因． 鲫属于杂食性鱼类，除了沉水植物，鲫还可以摄食

水生昆虫、藻类以及其它有机碎屑等作为食物补充． 本实验中未发现有水生昆虫，所以未发现鲫摄食水生昆

虫．刘恩生曾报道，微囊藻是太湖鲫的重要食物之一［１８］ ．水绵属于藻类中的绿藻门，本实验中鲫组水绵生物

量显著小于对照组，表明鲫摄食水绵，即水绵是鲫的食物之一；由于未分析藻类组成，所以不能确定鲫是否

还摄食其它藻类；金鱼藻和苦草不易被鲫摄食，但当它们的部分死亡茎叶形成的碎屑可能被鲫摄食，从而作

为食物来源之一． 另外，鲫下咽齿只有 １ 行，而鳊下咽齿有 ３ 行；鲫和鳊除了下咽齿行数不同以外，结构也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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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３ 不同处理组水体中营养盐浓度的变化

Ｆｉｇ．３ Ｃｈａｎｇｅｓ ｏｆ ＴＮ，ＤＴＮ，ＴＰ ａｎｄ ＤＴＰ ｃｏｎｃｅｎｔｒａｔｉｏｎｓ ｉｎ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ｓ

图 ４ 实验结束时不同处理组 Ｃｈｌ．ａ 浓度的变化

Ｆｉｇ．４ Ｃｈａｎｇｅｓ ｏｆ Ｃｈｌ．ａ ｃｏｎｃｅｎｔｒ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ｓ ａｔ ｔｈｅ ｅｎｄ ｏｆ ｔｈｅ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

同，鲫的下咽齿外侧齿略扁，内侧齿臼齿状，而鳊鱼下

咽齿细长，尖端弯曲呈钩状，所以鳊的咽齿比鲫发达，
更容易咬断植物纤维，这可能是鳊对沉水植物的摄食

能力强于鲫的原因之一． 对沉水植物摄食作用的差异

可能是导致 ３ 种鱼类对沉水植物的生长影响不同的

原因．
３ 种鱼对不同种沉水植物生长的影响不同． 其中，３

种鱼实验组中金鱼藻的生物量增长最高；鲫组马来眼

子菜的生物量下降最高；草鱼组与鳊组伊乐藻的生物

量下降最高． 孙健等研究表明草鱼对轮叶黑藻、苦草、
菹草、金鱼藻具有选择性摄食，草鱼最不喜欢摄食的是

金鱼藻［１９］ ． 有研究报道，鲤鱼等杂食性鱼类也不喜欢摄

食金鱼藻． 金鱼藻与马来眼子菜、伊乐藻、苦草相比较，
叶边缘具有散生的刺状细齿，虽含有丰富的蛋白成分，
但粗纤维含量、木质素也较高［７，２０］ ，而不利于鱼的摄食，
这可能是 ３ 种鱼都不喜欢摄食金鱼藻，从而导致金鱼藻

的生物量增长率最高的原因． 马来眼子菜粗纤维含量低、营养成分易消化吸收；有研究报道马来眼子菜根系

不发达， 植株再生能力较弱， 同时粗纤维含量低、营养成分易消化吸收而为草鱼、团头鲂等鱼类所喜

食［１９⁃２１］ ． 这可能是本实验中鲫喜欢摄食马来眼子菜从而导致马来眼子菜的生物量下降率最高的原因． 有研

究表明，伊乐藻的营养成分易被草鱼、团头鲂消化吸收［２２］ ，所以，这可能是草鱼与鳊喜欢摄食伊乐藻从而导

致伊乐藻生物量下降率最高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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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种鱼类都抑制沉水植物的竞争者—水绵的生长． 水绵是丝状绿藻，其生长需要光照、营养盐和温度等

条件． 当水绵与沉水植物共同存在时必然与沉水植物竞争光照、营养盐，从而不利于沉水植物的生长． 有研

究表明，水绵还可以通过化感作用抑制沉水植物的生长［２３］ ． 研究表明［１７］ ，木质素、单宁物质等抗营养物质是

影响鱼类适口性的重要因素，由于水绵缺乏木质素和纤维组织，藻体柔软而有弹性，这可能是因为 ３ 种鱼类

都喜欢主动摄食水绵，从而抑制水绵生长． 在利用沉水植物修复富营养水体时，可以考虑利用鱼类对水绵的

摄食来控制水绵的生长．
３ 种鱼类实验组 ＴＮ、ＴＰ 和 Ｃｈｌ．ａ 浓度都高于对照组． 姚洁等［１０］研究发现罗非鱼的直接牧食导致苦草生

物量显著降低，同时增加了水中 ＴＮ 和 ＴＰ 浓度，浮游植物的生物量（Ｃｈｌ．ａ 浓度）也明显增加． 鱼类增加水中

营养盐浓度的途径包括排泄和对沉积物的扰动［２４⁃２５］ ． 这可以解释为什么本实验结束时所有实验组 ＴＮ、ＴＰ
浓度都高于对照组． 水体中氮、磷浓度的增加有利于浮游植物的生长，所以 Ｃｈｌ．ａ 浓度也会相应的增加，这也

可以解释为什么 ３ 种鱼类实验组 Ｃｈｌ．ａ 浓度都高于对照组．各实验组 ＴＮ、ＴＰ 与 ＤＴＮ、ＤＴＰ 浓度整个实验期间

变化趋势不一致，如实验第 ８ ｄ 所有实验组 ＴＮ、ＴＰ 浓度都上升，而 ＤＴＮ、ＤＴＰ 浓度却下降（图 ３），可能是鱼

类排泄和对沉积物的扰动增加了 ＴＮ、ＴＰ 浓度，但因为鱼类的粪便和沉积物大部分为非溶解性氮、磷，这可能

是导致 ＴＮ、ＴＰ 与 ＤＴＮ、ＤＴＰ 整个实验期间变化趋势不一致的原因之一．
该研究结果在利用沉水植物进行富营养水体修复中具有参考价值，例如在沉水植物修复富营养化水体

时，在沙质和碎石等底质的水域，可优先考虑投放鲫，鲫既可以控制水体中水绵生长，同时又确保沉水植物

不被大量摄食；而在泥土底质的水域需要考虑鱼类的扰动作用，尤其在鱼类繁殖季节的扰动作用可能会导

致透明度下降从而影响沉水植物获得光照，进而影响沉水植物的生长． 同时在利用沉水植物修复水体时，需
要控制草鱼和鳊的密度，以避免草鱼和鳊对沉水植物的过量摄食． 在选择沉水植物种类时，可以优先考量鱼

类相对不喜欢摄食的金鱼藻．

４ 参考文献

［ １ ］　 Ｊｅｐｐｅｓｅｎ Ｅ， Ｓøｎｄｅｒｇａａｒｄ Ｍ， Ｓｏｎｄｅｒｇａａｒｄ Ｍ ｅｔ ａｌ． Ｔｈｅ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ｉｎｇ ｒｏｌｅ ｏｆ ｓｕｂｍｅｒｇｅｄ ｍａｃｒｏｐｈｙｔｅｓ ｉｎ ｌａｋｅｓ．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Ｓｔｕｄｉｅｓ， １９９８， １３１： ３８１⁃３９２． ＤＯＩ： １０．１００７ ／ ９７８⁃１⁃４６１２⁃０６９５⁃８．

［ ２ ］ 　 Ｈｕ Ｌｉａｎ， Ｗａｎ Ｃｈｅｎｙａｎ， Ｓｈｅｎ Ｊｉａｎｚｈｏｎｇ ｅｔ ａｌ．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ｓｕｂｍｅｒｇｅｄ ｐｌａｎｔｓ ｉｎ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ｒｅｓｔｏｒ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ｅｕｔｒｏｐｈｉｃ ｗａ⁃
ｔｅｒｓ． Ｒｅｓｅｒｖｏｉｒ Ｆｉｓｈｅｒｉｅｓ， ２００６， ２６（５）： ６９⁃７１（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ｗｉｔｈ Ｅｎｇｌｉｓｈ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 ［胡莲， 万成炎， 沈建忠等． 沉水植物

在富营养化水体生态恢复中的作用及前景． 水利渔业， ２００６， ２６（５）： ６９⁃７１．］
［ ３ ］ 　 Ｍｏｓｓ Ｂ．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 ａｎｄ ｂｉ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ａｐｐｒｏａｃｈｅｓ ｔｏ ｔｈｅ ｒｅｓｔｏｒａｔｉｏｎ ｆｒｏｍ ｅｕｔｒｏｐｈｉ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ｓｈａｌｌｏｗ ｌａｋｅｓ ｉｎ ｗｈｉｃｈ ａｑｕａｔｉｃ ｐｌａｎｔ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ｉｅｓ ａｒｅ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 ｃｏｍｐｏｎｅｎｔｓ． Ｈｙｄｒｏｂｉｏｌｏｇｉａ， １９９０， ２００ ／ ２０１： ３６７⁃３７７． ＤＯＩ： １０．１００７ ／ ９７８⁃９４⁃０１７⁃０９２４⁃８＿３１．
［ ４ ］ 　 Ｓｃｈｅｆｆｅｒ Ｍ， Ｈｏｓｐｅｒ ＳＨ， Ｍｅｉｊｅｒ ＭＬ ｅｔ ａｌ． Ａｌｔｅｒｎａｔｉｖｅ ｅｑｕｉｌｉｂｒｉａ ｉｎ ｓｈａｌｌｏｗ ｌａｋｅｓ． Ｔｒｅｎｄｓ ｉｎ Ｅｃｏｌｏｇｙ ＆ 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 １９９３， ８

（８）： ２７５⁃２７９． ＤＯＩ： １０．１０１６ ／ ０１６９⁃５３４７（９３）９０２５４⁃Ｍ．
［ ５ ］ 　 Ｙａｎｇ Ｑｉｎｇｘｉｎ．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ｏｎ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ａ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ｓｕｂｍｅｒｇｅｄ ｐｌａｎｔ ａｎｄ ｐｈｙｔｏｐｌａｎｋｔｏｎ ｉｎ ｅｕｔｒｏｐｈｉｃ ｗａｔｅｒｓ． Ｊ Ｌａｋｅ Ｓｃｉ， １９９６， ８

（Ｚ１）： １７⁃２４（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ｗｉｔｈ Ｅｎｇｌｉｓｈ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 ＤＯＩ： １０．１８３０７ ／ １９９６．ｓｕｐ０３．［杨清心． 富营养水体中沉水植物与浮

游藻类相互竞争的研究． 湖泊科学， １９９６， ８（Ｚ１）： １７⁃２４．］
［ ６ ］ 　 Ｗａｎｇ Ｈｕａ， Ｐａｎｇ Ｙｏｎｇ， Ｌｉｕ Ｓｈｅｎｂａｏ ｅｔ ａｌ．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ｐｒｏｇｒｅｓｓ ｏｎ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ｉｎｇ ｏｆ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ｆａｃｔｏｒｓ ｏｎ ｔｈｅ ｇｒｏｗｔｈ ｏｆ ｓｕｂ⁃

ｍｅｒｓｅｄ ｍａｃｒｏｐｈｙｔｅｓ． Ａｃｔａ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 Ｓｉｎｉｃａ， ２００８， ２８（８）： ３９５８⁃３９６８（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ｗｉｔｈ Ｅｎｇｌｉｓｈ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 ［王华， 逄勇，
刘申宝等． 沉水植物生长影响因子研究进展． 生态学报， ２００８， ２８（８）： ３９５８⁃３９６８．］

［ ７ ］ 　 Ｃａｔａｒｉｎｏ ＬＦ， Ｆｅｒｒｅｉｒａ ＭＴ， Ｍｏｒｅｉｒａ ＩＳ． Ｐ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ｓ ｏｆ ｇｒａｓｓ ｃａｒｐ ｆｏｒ ｍａｃｒｏｐｈｙｔｅｓ ｉｎ Ｉｂｅｒｉａｎ ｄｒａｉｎａｇｅ ｃｈａｎｎｅｌｓ．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Ａｑｕａｔｉｃ Ｐｌａｎｔ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１９９７， ３６： ７９⁃８３． ＤＯＩ： １０．２４７８ ／ ｓ１３５４５⁃０１２⁃０００４⁃４．

［ ８ ］ 　 Ｈａｎｌｏｎ ＳＧ， Ｈｏｙｅｒ ＭＶ， Ｃｉｃｈｒａ ＣＥ ｅｔ ａｌ． 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ｍａｃｒｏｐｈｙｔｅ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ｉｎ ３８ Ｆｌｏｒｉｄａ ｌａｋｅｓ ｕｓｉｎｇ ｔｒｉｐｌｏｉｄ ｇｒａｓｓ ｃａｒｐ．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Ａｑｕａｔｉｃ Ｐｌａｎｔ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２０００， ３８： ４８⁃５４．

［ ９ ］ 　 Ｓｐｅｎｃｅｒ ＤＦ． Ｅｓｔｉｍａｔｉｎｇ ｔｈｅ ｉｍｐａｃｔ ｏｆ ｔｒｉｐｌｏｉｄ ｇｒａｓｓ ｃａｒｐ ｏｎ ｓａｇｏ ｐｏｎｄｗｅｅｄ ｉｎ ｔｈｅ Ｂｙｍｅｓ Ｃａｎａｌ： Ｉｍ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ｆｏｒ ｂｉ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ｉｎ ｎｏｒｔｈｅｒｎ Ｃａｌｉｆｏｒｎｉａ ｉｒｒｉｇａｔｉｏｎ ｓｙｓｔｅｍｓ．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Ｍｏｄｅｌｌｉｎｇ， １９９４， ７２（３ ／ ４）： １８７⁃２０４． ＤＯＩ： １０．１０１６ ／ ０３０４⁃
３８００（９４）９００８３⁃３．

［１０］ 　 Ｙａｏ Ｊｉｅ， Ｌｉｕ Ｚｈｅｎｇｗｅｎ．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ｆ ｔｉｌａｐｉａ ｏｎ ｓｕｂｍｅｒｇｅｄ ｍａｃｒｏｐｈｙｔｅ Ｖａｌｌｉｓｎｅｒｉａ ｓｐｉｒａｌｉｓ ｉｎ ｅｕｔｒｏｐｈｉｃ ｗａｔｅｒｓ． Ｅｃｏｌｏｇｙ ＆ Ｅｎｖｉ⁃
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 ２０１０， １９（５）： １０６３⁃１０６７（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ｗｉｔｈ Ｅｎｇｌｉｓｈ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 ［姚洁， 刘正文． 罗非鱼对富营养型



１３６０　 Ｊ． Ｌａｋｅ Ｓｃｉ．（湖泊科学），２０１６，２８（６）

水体中沉水植物苦草的影响． 生态环境学报， ２０１０， １９（５）： １０６３⁃１０６７．］
［１１］ 　 Ｊｉ Ｙａｃｈａｎ， Ｚｈａｎｇ Ｍｉｎｇ， Ｌｉ Ｋｕａｎｙｉ ｅｔ ａｌ．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ｆ Ｃａｒｐ ｄｉｓｔｕｒｂａｎｃｅ ｏｎ Ｖａｌｌｉｓｎｅｒｉａ ｎａｔａｎｓ（Ｌｏｕｒ． ） Ｈａｒａ． Ｔｈｅ ａｃａｄｅｍｉｃ

ｓｅｍｉｎａｒ ａｓｓｅｍｂｌｙ ｏｆ Ｆｉｓｈ Ｃｈｉｎａ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ｏｆ Ｏｃｅａｎｏｌｏｇｙ ａｎｄ Ｌｉｍｎｏｌｏｇｙ ｓｏｃｉｅｔｙ，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Ａｎｉｍａｌ Ｓｏｃｉｅｔｙ ｏｆ Ｉｃｈｔｈｙｏｌｏｇｙ
ｂｒａｎｃｈ ｉｎ ２０１２． ２０１２（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姬娅婵， 章铭， 李宽意等． 鲤鱼扰动对苦草生长的影响． 中国海洋湖沼学会鱼

类学分会、中国动物学会鱼类学分会 ２０１２ 年学术研讨会论文摘要汇编， ２０１２．］
［１２］ 　 Ｌｅｉ Ｚｅｘｉａｎｇ． Ｓｔｕｄｙ ｏｎ ａｑｕａｔｉｃ ｍａｃｒｏｐｈｙｔｅ ｖｅｇｅｔａｔｉｏｎｓ ａｎｄ ｔｈｅｉｒ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ｉｎ Ｔａｉｈｕ Ｌａｋｅ［Ｄｉｓｓｅｒｔａｔｉｏｎ］ ． Ｇｕａｎｇｚｈｏｕ： Ｊｉ⁃

ｎａｎ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２００６（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ｗｉｔｈ Ｅｎｇｌｉｓｈ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雷泽湘． 太湖大型水生植被及其环境效应研究［学位论文］ ．
广州： 暨南大学， ２００６．］

［１３］ 　 Ｑｉｕ Ｄｏｎｇｒｕ， Ｗｕ Ｚｈｅｎｂｉｎ． Ｏｎ ｔｈｅ ｄｅｃｌｉｎｅ ａｎｄ ｒｅｓｔｏｒ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ｓｕｂｍｅｒｇｅｄ ｖｅｇｅｔ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ｅｕｔｒｏｐｈｉｃ ｓｈａｌｌｏｗ ｌａｋｅｓ． Ｊ Ｌａｋｅ Ｓｃｉ，
１９９７， ９（１）： ８２⁃８８（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ｗｉｔｈ Ｅｎｇｌｉｓｈ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 ＤＯＩ： １０．１８３０７ ／ １９９７．０１１３．［邱东茹， 吴振斌． 富营养化浅水

湖泊沉水水生植被的衰退与恢复． 湖泊科学， １９９７， ９（１）： ８２⁃８８．］
［１４］ 　 Ｌｉｎ Ｔａｏ， Ｃｕｉ Ｆｕｙｉ， Ｌｉｕ Ｄｏｎｇｍｅｉ ｅｔ ａｌ．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ｆ ｆｏｏｄ ｈａｂｉｔｓ ｏｆ ｓｏｍｅ ｆｉｓｈｅｓ ｏｎ ｔｈｅ ｂｉｏｍａｎｉｐｕｌ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ｄｒｉｎｋｉｎｇ ｗａｔｅｒ ｓｏｕｒｃｅ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Ｈａｒｂｉｎ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ｏｆ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２００６， ３８（１）： ３５⁃３７（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ｗｉｔｈ Ｅｎｇｌｉｓｈ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 ［林涛，
崔福义， 刘冬梅等． 水源治理中鱼类的摄食选择性对其生物操纵作用的影响． 哈尔滨工业大学学报， ２００６， ３８
（１）： ３５⁃３７．］

［１５］ 　 Ｊｉｎ Ｘｉａｎｇｃａｎ， Ｔｕ Ｑｉｎｇｙｉｎｇ ｅｄｓ． Ｓｐｅｃ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ｆｏｒ ｌａｋｅ ｅｕｔｒｏｐｈｉｃａｔｉｏｎ ｓｕｒｖｅｙ． Ｂｅｉｊｉｎｇ： Ｃｈｉｎａ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Ｐｒｅｓｓ，
１９９０（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金相灿， 屠清瑛． 湖泊富营养化调查规范． 北京： 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 １９９０．］

［１６］ 　 Ｚｈａｎｇ Ｚｏｎｇｓｈｅ， Ｈｕａｎｇ Ｘｉａｎｇｆｅｉ ｅｄｓ．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ｍｅｔｈｏｄｓ ｏｆ ｆｒｅｓｈｗａｔｅｒ ｐｌａｎｋｔｏｎ． Ｂｅｉｊｉｎｇ：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Ｐｒｅｓｓ， １９９１： ３５８⁃３８２（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章宗涉， 黄祥飞． 淡水浮游生物研究方法． 北京： 科学出版社， １９９１： ３５８⁃３８２．］

［１７］ 　 Ｆｅｎｇ Ｄｅｑｉｎｇ， Ｈｕａｎｇ Ｘｉｕｓｈｅｎｇ， Ｔａｎｇ Ｌｏｎｇｆｅｉ ｅｔ ａｌ． 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ｆｏｒａｇｅｓ ｐａｌａｔａｂｉｌｉｔｙ ｆｏｒ ｇｒａｓｓ ｃａｒｐ ａｎｄ ｗｈｉｔｅ ｂｒｅａｍ ｉｎ
ｍｏｕｎｔａｉｎ ａｒｅａ ｏｆ Ｓｏｕｔｈ Ｃｈｉｎａ．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Ｇｒａｓｓｌａｎｄ， ２００６， ２８（４）： ７５⁃７８（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ｗｉｔｈ Ｅｎｇｌｉｓｈ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
［冯德庆， 黄秀声， 唐龙飞等． 草鱼、鳊对南方几种牧草的适口性评价研究． 中国草地学报， ２００６， ２８（４）： ７５⁃７８．］

［１８］ 　 Ｌｉｕ Ｅｎｓｈｅｎｇ． Ａ ｓｔｕｄｙ ｏｎ ｄｉｅｔ 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ｏｆ ｄｏｍｉｎａｎｔ ｆｉｓｈｅｓ ｉｎ Ｌａｋｅ Ｔａｉｈｕ．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Ｆｉｓｈｅｒｉｅｓ ｏｆ Ｃｈｉｎａ， ２００８， ３２（３）：
３９５⁃４０１（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ｗｉｔｈ Ｅｎｇｌｉｓｈ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 ＤＯＩ： １０．３７２４ ／ ＳＰ．Ｊ．００００１．［刘恩生． 太湖主要鱼类的食物组成． 水产学

报， ２００８， ３２（３）： ３９５⁃４０１．］
［１９］ 　 Ｓｕｎ Ｊｉａｎ， Ｈｅ Ｆｅｎｇ， Ｚｈａｎｇ Ｙｉ ｅｔ ａｌ． Ｔｈｅ ｆｅｅｄｉｎｇ ｂｅｈａｖｉｏｒ ｏｆ ｇｒａｓｓ ｃａｒｐ（Ｃｔｅｎｏｐｈａｒｙｎｇｏｄｅｎ ｉｄｅｌｌｖｓ） ｏｎ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ｔｙｐｅｓ ｏｆ

ｓｕｂｍｅｒｇｅｄ ｐｌａｎｔｓ． Ａｃｔａ Ｈｙｄｒｏｂｉｏｌｏｇｉｃａ Ｓｉｎｉｃａ， ２０１５， ３９（５）： ９９７⁃１００２（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ｗｉｔｈ Ｅｎｇｌｉｓｈ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 ＤＯＩ： １０．
７５４１ ／ ２０１５．１３０．［孙健， 贺锋， 张义等． 草鱼对不同种类沉水植物的摄食研究． 水生生物学报， ２０１５， ３９（ ５）：
９９７⁃１００２．］

［２０］ 　 Ｚｈｕ Ｓｈｕｎｑｉｎｇ， Ｚｈｏｕ Ｇａｎｇ， Ｙｕ Ｎｅｎｇ ｅｔ ａｌ． Ｔｈｅ ｔｒａｎｓｐｌａｎｔｉｎｇ ｏｆ ｆｅｅｄｉｎｇ ａｑｕａｔｉｃ ｐｌａｎｔｓ ｉｎ Ｌａｋｅ Ｇｅｈｕ ｗｉｔｈ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 ｔｏ ｅｆｆｅｃ⁃
ｔｉｖｅｎｅｓｓ ｆｏｒ ｐｅｎ ｆｉｓｈ ｆａｒｍｉｎｇ．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Ｆｉｓｈｅｒｉｅｓ ｏｆ Ｃｈｉｎａ， １９９３， １７（３）： １８９⁃１９７（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ｗｉｔｈ Ｅｎｇｌｉｓｈ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
［朱顺清， 周刚， 于能等． 以滆湖为例湖泊种植饲料水草的养鱼效果研究． 水产学报， １９９３， １７（３）： １８９⁃１９７．］

［２１］ 　 Ｃｈｅｎ Ｈｏｎｇｄａ． Ｉｍｐａｃｔ ｏｆ ａｑｕａｃｕｌｔｕｒｅ ｏｎ ｔｈｅ ｅｃｏｓｙｓｔｅｍ ｔｈｅ Ｄｏｎｇｈｕ Ｌａｋｅ， Ｗｕｈａｎ． Ａｃｔａ Ｈｙｄｒｏｂｉｏｌｏｇｉｃａ Ｓｉｎｉｃａ， １９８９， １３
（４）： ３５９⁃３６８（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ｗｉｔｈ Ｅｎｇｌｉｓｈ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陈洪达． 养鱼对武汉东湖生态系的影响． 水生生物学报， １９８９， １３
（４）： ３５９⁃３６８．］

［２２］ 　 Ｗｅｉ Ｙｕｎ， Ｃｈｅｎ Ｙｕａｎｇａｏ， Ｌｉｕ Ｚｈｅｎｇｗｅｎ ｅｔ ａｌ． Ｄｉｇｅｓ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ｕｔ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Ｅｌｏｄｅａ ｎｕｔｔａｌｌｉｉ ｂｙ Ｃｔｅｎｏｐｈａｒｙｎｙｏｄｏｎ ｉｄｅｌｌａ ａｎｄ
Ｍｅｇａｌｏｂｒａｍａ ａｍｂｌｙｃｅｐｈａｌａ． Ｊ Ｌａｋｅ Ｓｃｉ， １９９６， ８（Ｚ１）： ６３⁃７２（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ｗｉｔｈ Ｅｎｇｌｉｓｈ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 ＤＯＩ： １０．１８３０７ ／ １９９６．
ｓｕｐ０８．［魏云， 陈源高， 刘正文等． 草鱼、团头鲂对伊乐藻的消化与利用． 湖泊科学， １９９６， ８（Ｚ１）： ６３⁃７２．］

［２３］ 　 Ｍａ Ｊｉａｎｍｉｎ， Ｍａ Ｑｉｎｇ， Ｓｕ Ｘｉｕｙａｎ ｅｔ ａｌ． Ａｌｌｅｌｏｐａｔｈｙ ｏｆ Ｓｐｉｒｏｇｙｒａ ｃｏｍｍｕｎｉｓ ｏｎ ｔｈｒｅｅ ｓｕｂｍｅｒｇｅｄ ｐｌａｎｔｓ．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Ｈｅｎａｎ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 ２０１１， ４０（９）： ７０⁃７３（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ｗｉｔｈ Ｅｎｇｌｉｓｈ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 ［马剑敏， 马顷， 苏秀燕等． 水绵对 ３ 种

沉水植物的化感作用研究． 河南农业科学， ２０１１， ４０（９）： ７０⁃７３．］
［２４］ 　 Ｖａｎｎｉ ＭＪ， Ｂｏｗｌｉｎｇ ＡＭ， Ｄｉｃｋｍａｎ ＥＭ ｅｔ ａｌ． Ｎｕｔｒｉｅｎｔ ｃｙｃｌｉｎｇ ｂｙ ｆｉｓｈ ｓｕｐｐｏｒｔｓ ｒｅｌａｔｉｖｅｌｙ ｍｏｒｅ ｐｒｉｍａｒｙ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ａｓ ｌａｋｅ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ｖｉｔｙ ｉｎｃｒｅａｓｅｓ． Ｅｃｏｌｏｇｙ， ２００６， ８７（７）： １６９６⁃１７０９． ＤＯＩ： １０．１８９０ ／ ００１２⁃９６５８（２００６）８７．
［２５］ 　 Ｌｉ Ｘｉｎｚｈｏｕ， Ｚｈａｎｇ Ｈｕａｉｙｕ．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ａｑｕａｔｉｃ ｐｌａｎｔｓ ｉｎ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ｒｅｓｔｏｒ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ｅｕｔｒｏｐｈｉｃ ｗａｔｅｒｓ． Ｓｃｉｅｎｃｅ ＆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２００９， （２４）： １１７（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ｗｉｔｈ Ｅｎｇｌｉｓｈ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 ［李新舟， 张怀宇． 水生植物在富营养化水体治理

中的应用前景． 科技资讯， ２００９， （２４）： １１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