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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水生生物资源属于自然资源的一部分，以水生生物为主体的水生生态系统，在维系自然界物质循
环、净化环境、缓解温室效应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
养护和合理利用水生生物资源对促进渔业可持续发展、维护生态安全具有重要意义。
　　广州从地理、地缘来讲，是一个因水而生的城市。
近年来，广州市在水生生物资源保护方面做了大量工作。
先后在花都发现了有“水中大熊猫”之称的桃花水母，在从化发现了名扬海外的观赏鱼——唐鱼，并
专门建立了自然保护区，取得了良好的生态和社会效益。
　　“合抱之木，生于毫末；九层之台，起于累土。
”水生生物资源调查是做好水域生态保护的前提和基础。
只有进行充分的资源调查，才能彻底了解广州市的水生生物资源状况。
根据《国务院关于印发中国水生生物资源养护行动纲要的通知》精神，广州市于2007年启动了历史上
首次大规模的水生动植物资源调查工作，以期弄清广州市水生生物资源状况，为制订水生生物资源养
护行动政策提供科学的决策依据。
　　《广州市水生动植物本底资源》正是广州市水生动植物资源本底调查工作的重要成果。
该书详细展现了广州市水生动植物本底资源状况，图文并茂、数据翔实，为广州市水生生物多样性保
护的决策管理部门提供了科学依据。
目前恰逢《广东省水生生物资源养护行动实施方案》发布之时，希望广州市的水生生物资源养护工作
在此次调查成果的基础上，以此为契机，百尺竿头，更进一步。
　　水生生物资源养护是一项社会性的系统工程，需要全社会的广泛支持和共同努力。
我十分高兴为该书作序，希望该书能够指导我们科学、合理地保护广州市水生生物资源，也希望相关
部门通过各种形式和途径，继续加大珍爱水生生物资源的宣传和教育力度，增进人们对水生生物的关
注和爱护，为水生生物资源保护工作创造良好的社会氛围。
　　在此感谢广州市水生生物多样性保护工作者以及关心、支持这项事业的社会公众，是你们的努力
和支持使这项工作得以圆满完成。
谨为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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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详细记述了2007年7月～2009年6月广州市水生动植物本底资源现状的调查结果，这是广州市历史
上首次大规模的水生动植物本底资源调查。
全书共分十章，第一章为广州市水生动植物本底资源概述；第二章为水域环境，主要介绍调查区域内
的水质状况；第三章至第八章为水生动植物各类群的调查结果；第九章介绍了广州市水生外来入侵物
种的现状；第十章讨论了广州市水生动植物资源的保护与可持续利用问题。
其中，第二章至第八章按照统一的结构编写，首先介绍全市总体情况，然后依次介绍广州市最主要的
两条淡水河——流溪河和增江的资源状况，再分行政区域分别介绍各下属市、区的资源状况，比较详
细地展现了广州市水生动植物本底资源的现状。
    本书可供广州市政府有关职能部门参考，也可供水生动植物资源和水域生态相关研究领域的工作人
员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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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二节调查区域、调查类群和调查频次一、调查区域　　调查区域为广州市辖区范围内的所有水
域。
纯淡水水域的主要河流有流溪河、增江、白坭河、西福河等，咸淡水和海洋水域主要有珠江广州河道
、狮子洋和内伶仃洋等。
行政区域涵盖广州市辖区内的所有市、区，包括从化市、增城市、花都区、天河区、黄埔区、荔湾区
、越秀区、海珠区、白云区、萝岗区、番禺区和南沙区。
二、调查水体　　调查水体包括江河、湖泊、水库、鱼塘、溪流、河涌、珠江口的狮子洋和内伶仃洋
及其他湿地。
三、调查类群　　调查类群包括浮游植物、水生维管植物、浮游动物、底栖动物、鱼类和两栖爬行类
六大类群。
四、调查区域的划分　　根据广州市水系分布格局和水生生物分布的特点，本次调查拟将全部调查区
域划分为四大流域。
　　（1）流溪河流域（行政区划上主要归属从化市、花都区和白云区）：包括所有最终汇人珠江广
州河道的水系和滔江位于广州境内的支流。
该流域最主要的河流为广州市的母亲河——流溪河，另外还有位于花都区西部的白坭河。
流域内的大型水库——流溪河水库为广州市最大的水库，其他中型水库如黄龙带水库、九湾潭水库、
芙蓉嶂水库、三坑水库、和龙水库、茂墩水库等也分布于该流域。
此流域属于纯淡水区域。
　　（2）增江西福河流域（行政区划上主要归属增城市和萝岗区）：包括所有最终汇入东江北干流
的水系。
该流域主要的河流为增江和西福河，主要水库有联安水库、金坑水库、百花林水库、增塘水库等。
此流域也属于纯淡水区域。
　　（3）珠江广州河道流域（行政区划上主要归属广州市城市核心区，包括天河区、黄埔区、荔湾
区、越秀区和海珠区）：主要河流包括西航道、前航道、后航道、沥浯水道、三枝香水道、黄埔航道
、东江北干流等；除此之外，还包括分布于广州市上述区域内的众多河涌，如石井水、司马涌、西濠
涌、车陂涌、南岗涌等。
此区域为淡水与咸淡水交界的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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