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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2∞4 年 3 月一 2∞5 年 3 月，按月在长江口沿岸碎波带沿海岸平行方向，用小型拖网共采集到仔稚鱼

6892尾，属于 23 科，约 50 种。其中提科的刀跻占总个体数的 55.19% ，其后依次为银飘鱼(16.99% )、酸鱼

(10.94%) 、纹缩虾虎鱼(3 .92'1毛)、斑尾刺虾虎鱼 (2.67 '1毛)、獗(1 .68%) 、少鳞嬉(1. 68%) 、普氏细棘虾虎鱼

(0.99%) 、弹涂鱼(0.99%) 、黄鳝刺虾虎鱼(0.89 '3毛) ，这 10 种的个体数占据了总捕获个体数的 96'3毛。长江口沿

岸碎波带中，既生活着泪游性鱼类和河口性鱼类仔稚鱼，还生活着近岸海水鱼类和淡水鱼类仔稚鱼。该水域

仔稚鱼的种类和平均密度具有季节性变化趋势。根据在长江口沿岸碎波带仔稚鱼的出现和季节性变化规律，

对该水域的仔稚鱼资源、提出了保护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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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asonal occurrences of fish larvae and juveniles 
in the surf zone of the Yangtze River estua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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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仕.act: A total of 6 892 fish larvae and juveniles , representing over 50 species from 23 families , were collected 

by monthly seine net in the surf zone of the Yangtze River estu缸γfrom March 2004 to M缸-ch 2005. 咀le most 

dominant species , Coilia nas山， was accounted for 55.19% , and then Pseudolauhucα sinensis (16.999毛)， Liza 

lwematocheila (10. 94 % ), Tridentiger trigonocep归lus (3.92%) , Acαnthogobius ommaturus (2.67%) , Siniperca 

chzωtsi (1. 68% ), Sillα:go }I叩onica (1. 68 % ), Acentrogobius pflαumii (0. 999毛)， Periophthαlmus modest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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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999毛)， Acαnthogobiω 卢avimanus ( O. 89% ). These 10 species were accounted for 96 % in the total 

abundance. In the surf zone of the Yangtze River estu盯y ， there were not only the fish larvae and juvenil臼 of

migrating fishes and estuary fishes , but also the fish larvae and juveniles of coast丛 marine fishes and freshwater 

fishes. And the number of species and mean density showed seasonal tendencies. According to the regulation of 

seasonal occurrences of fish larvae and juveniles in the surf zone of the Yangtze River estuary , some protective 

measure for fish larvae and juveniles resources were offered. 

Key words: the Yangtze River estu町 the surf zone; fish larvae and juveniles; species composition; seasonal 

occurrence 

碎波带鱼类多样性的研究已有半个世纪以上的历史，而对碎波带鱼类仔稚鱼多样性研究于 1981 年

才首次在南非[1]报道。至今已在日本[2-6J 、南非[7 ， 8J 、澳大利亚[9 -l1 J及北美大西洋沿岸[12 ， 13J 得到了推

广和利用。近年来，尤其是在日本，自南到北，周年对各地的沿岸碎波带的仔稚鱼资源进行了大量的调

查研究，为海洋渔业资源管理与可持续利用问题提供了极为有效的依据[14l7]O 探明仔稚鱼的保育场

以及与环境因子的关系，不仅在鱼类的再生产方面，而且在苗种的生产、饵料的开发方面，可以提出合理

的生态环境管理措施和有效的理论基础。

长江口历来以鱼类资源丰富，产量高而闻名。该水域不仅是降海、溯河性鱼类的重要通道，还栖息

着大量的沿岸和河口性重要经济鱼类，在渔业上是一个重要的生态经济水域。我国许多学者己对长江

口渔业资源进行了多方面的研究[18-25J 尽管也曾有学者调查了长江口水域和邻近海域仔稚鱼类的分

布[26-31J 但至今仍未涉及到沿岸碎波带的仔稚鱼多样性的研究。本研究以长江口沿岸碎波带水域作

为研究水域，通过周年的调查，对该水域仔稚鱼的多样性及季节性变化进行比较研究，对鱼类仔稚鱼在

碎波带的分布作出评价，为沿岸水域的保全、修复和整个长江口渔业资源管理与可持续利用提供极为重

要的科学依据。

1 材料与方法

1. 1 调查时间及地点

2004 年 3 月 -2∞5 年 3 月，每月一次，大潮期间

在长江口沿岸的东海大桥(51. 1) 、浦东机场南端 (5t.

2) 、崇明团结沙 1 号丁坝(5t. 3) 、青龙港(5t. 4) 、启东

圆陀角 (5t. 5) 的五个采样点碎波带进行采样(图1) 0

1. 2 调查方法

采集时，在水深 0.5- 1. 5m 处，两人沿海岸平

行方向，步行拖曳小型拖网(1 mx4 m，网目 1 mm) , 

拖曳距离约 50 m，记录拖曳的时间，每采样点拖曳

2-3次。在现场用 5% 的海水福尔马林溶液固定标

本，并在现场测量水温和盐度O

1. 3 室内工作

从采样点采集到的样本中筛选出仔稚鱼，鉴定

到科、属、种，并根据其发育阶段测量其体长并且计

数，然后进行统计分析。计算平均密度时，将拖曳时

间统一换算成以每网两分钟为标准单位，然后进行

平均密度的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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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长江口沿岸碎波带仔稚鱼调查站位图

Fig. 1 Stations for collecting fish larvae and juveniles 
in the surf zone of the Yangtze River estua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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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 Kendall 的仔稚鱼发育分期标准划分发育阶段[32] 用带有目测微尺的 Olympus SZ 解剖镜以及

游标卡尺测取所有仔稚鱼的体长(sL) [从吻部前端到脊索末端(尾下骨后缘尚未发育至与体轴垂直的个

体)或尾下骨末端(尾下骨后缘已发育至与体轴垂直的个体)]。科、种名按伍汉霖等[33]进行排列，同属

种名按照英文字母排列 O

2 结果

2.1 水温与盐度

从图 2 的水温变化可看出，从 2004 年 3 月至 7

月水温逐渐递增至最高水温从 2∞4 年 7 月到 2∞5

年 1 月水温逐渐递减至最低水温。从 2∞5 年 1 月

到 3 月水温又有逐渐升高的趋势。从盐度变化中可

看出， St. 1 和 St. 5 处盐度较高，平均盐度都高于 12 ，

而 Sts.2 - 4 平均盐度相对较低，特别是在 St. 4 受到

退潮及降雨的影响，数月的盐度为零。

2.2 仔稚鱼种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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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周年 177 网次的拖网调查，共采集到仔稚 10 

鱼 6892 尾，隶属于 23 科， 50 种以上(表1)，平均密 。

度 39 尾/网。从科的水平上，虾虎鱼科(Gobiidae) 12 

种、鲤科( Cyprinidae) 有 8 种、自是科( Engraulidae )和弹

涂鱼科( Periopl血lrnidae) 各为 3 种。从种的水平上，

刀锵( Coiliα nasω)数量最多，占个体总数的55.19% 、

其后依次为银飘鱼 ( Pseuddαubucα sinen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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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各采样点水温和盐度变化的月变化

Fig. 2 Monthly changes of the temperature 

and salinity in each station 

(16.99% )、酸( Liza 归ematocheila ) ( 10. 94% )、纹绢虾虎鱼 ( Tridentiger trigonocephαlus) (3 .92%) 、斑尾刺虾

虎鱼 ( Acαnthogobius ommaturus) (2. 67 % )、顿 (Siniperca chuatsi) ( 1. 68%) 、少鳞嬉 ( Sillαgo )叩onica)

(1. 68%) 、普氏细棘虾虎鱼 (Acentrogobius R月αumii) (0.99% )、弹涂鱼 (Periophthalmus modestω) (0. 99%) 、

黄鳝刺虾虎鱼( Acanthogobiω卢αmmanω)(0.899毛)(表 2)0 这 10 种的个体数占总捕获个体数的 96%0 从

表 l 可以看出长江口沿岸碎波带中，既生活着日本鲤拥 ( Anguinαjα'jJonica) 、刀跻、中国花由卢 ( Lateolabr，αz 

maculatω)等泪游性鱼类仔稚鱼，又有斑尾刺虾虎鱼、酸等河口性鱼类仔稚鱼。还生活着少鳞嬉、皮氏叫

姑鱼(}ohnius belengerii)等近岸海水鱼类仔稚鱼以及银飘鱼

表 1 长江口沿岸碎i皮带出现的仔稚鱼

Tab.1 Composition of fish larvae and juveniles in the surf zone of the Yangtze River estuary 

种 百分比(%) 体长范围(mm) 发育阶段

大海链科 Megalopidae

大海链 Mψlops 咽nTW地s 0.04 25.6 - 32.0 D 

排科 Clupeidae

寿南小沙丁鱼缸rdinella zurw.si 0.20 11. 8 - 22.5 C 

提科 Engraulidae

刀跻 Coilia n刷出 55.19 5.3-101. 0 A-E 

赤鼻棱自是 11町.ssα kammolens臼 0.15 11. 6-22.1 B 

中领棱提 Thryssα mysWx 0.03 18.5 -19.5 C 

银鱼科 Salangidae

太湖新银鱼 Neosalα阳阳的时时臼 0.04 35.1 - 47 .4 E 

鲤自丽科Anguillidae

日本鲤鱼丽 A略uillajα:pon阳 0.04 55.6 - 57.0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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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种 百分比(%) 体长范围 (mm) 发育阶段

鲤科 Cyplinidae
棒花鱼 Abbottùw ril血lari.s 0.01 54.1 D 
自即 Cαr田51山 αurat山 0.10 10.7-42.2 C 
油纽 Hemiculter bleekeri 0.20 7.2-14.3 C 
麦穗鱼 Psel1f1ora.sbora parva 0.09 18.9-38.0 C-D 
银飘鱼 Psel1f101aubuca sine旧阳 16.99 8.28 - 48.32 C-D 
中华螃缴 Rlwdeus sinens臼 0.01 23.4 D 
似鳞 Toxabramis swinlwn i.s 0.22 9 .4 -61.7 C 
鲤科 Cyprinidae spp 0.13 10.1-11.7 C 

胎锵科 Poeciliidae
食蚊鱼 Gamh山皿 affini.s 0.36 9.2-34.4 C 

鳞科 Hemirhamphidae

间下鲸鱼 H炬。rha叩hus in1ermedius 0.01 84.4 D 
海龙鱼科 5严19na出idae

尖海龙 Syngnath山 αcus 0.01 60.3 D 
直面科 Mugilidae

饭 μzα Mematocheila 10.94 18.6-68.5 D 
自国 M昭il 四'phalus 0.15 13.6 - 32.2 C 

马缎科 Polynemidae

四指马跋 Eleulheronemα tetradactylum 0.68 5.1 - 47.2 A-C 
自旨科 Seπ皿idae

中国花费卢 μteo/ab"ω maculαtus 0.01 24.3 C 
獗 Siniperca chuatsi 1. 68 5.2-11. 5 A-C 

鳝科 Si日aginidae
少鳞鳝 Sillago japon阳 1. 68 4.5-16.1 A-C 

石首鱼科 Sciaen由e
皮氏叫姑鱼 }ohnius belengerii 0.51 29.0 - 67.0 D 

金钱鱼科 Scatophag由e
金钱鱼 S回归'phagus αr♂且 0.04 11.0-12.4 D 

蹦科 Callionymidae
确科 Callion归甘dae sp. 0.01 8.1 C 

塘鲤科 Eleotridae
黄蛐鱼 Hypseleotris swin 0.01 32.6 D 

虾虎鱼科Gobiidae
长体刺虾虎鱼 Acan1hogobi山 elonga缸 0.06 29.8 - 39.9 D 
黄鳝刺虾虎鱼 Acan1hogobius flavimam.t.S 0.89 9.2- 33.2 C-D 
斑尾刺虾虎鱼 Acan1hogobi旧 ommaturus 2.67 11. 2 - 37.8 D 
普氏细棘虾虎鱼 Acen1rogobius pjlaumii 0.99 7.3-7.7 C 
粘皮自由虾虎鱼 Mugilogobius 问切denmus 0.01 16.1 D 
多鳞鳞虾虎鱼 Mugilogobius polylepsi 0.06 7.5-32.5 C-D 
中华钝牙虾虎鱼。即derc臼 senc山 0.06 12.5 -16.3 D 
爪哇拟虾虎鱼 Psel1f1ogobius ja四mc山 0.01 24.7 D 
量毛缩虾虎鱼 Triden1iger bα均刨出 0.16 13.3-15.1 C 
纹缩虾虎鱼 Triden1iger trigonocephal山 3.92 6.5 -53.2 C 
吻虾虎鱼属 Rhinogobius sp. 0.20 8.1-24.7 C-D 
虾虎鱼科Gobiidae spp 0.06 7.8-14.6 C-D 

弹涂鱼科 Periophtalmidae

大弹涂鱼 Boleophthalmus 严'ctm~rostns 0.04 14.5-18.2 D 
弹涂鱼 Periophthalmus m。如t时 0.99 8.6-32.9 C-D 
青弹涂鱼 Sca时elαos h臼阳'phorus 0.01 14.8 D 

鲤虾虎鱼科 Taenioididae
红狼牙虾虎鱼 T四川。地s rub町uTulus 0.07 15.2-101. 4 D 
孔虾虎鱼 Tηpa旧hen vogina 0.01 24.6 D 

自由科 Platycephalidae
甥踊 Cociella crocodila 0.01 23.3 D 

舌姆科 Cynoglossidae
焦氏舌煽 Cynoglossus joyneri 0.01 106.4 D 
半滑舌蹋 Cynoglossus semilaev 0.06 38.9- 1∞ 8 D 

钝科 Tetraodontidae
暗纹多纪鲍 Tαki卢gu户scwtus 。 .03 40.5-43.1 D 
弓斑多纪纯 T'akK胆 ocellatus 0.09 15.2-22.5 D 

(发育阶段 :A= 前弯曲期 B= 弯曲期 C= 后弯曲期 D= 稚鱼期 E= 成鱼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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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份

种

普氏细棘虾虎鱼 Acem吨。b山 pjlaumii
太湖新银鱼 Neosalanx taih四旧日

盘盘 μzα 归ematocheila

自国 Mug刮目phalus

银飘鱼 Pseudola凶.uca smens皿

斑尾刺虾虎鱼 Acamhogo缸US ommaturus 

纹编虾虎鱼 TrUk旧iger trigonc叩M旧

刀跻 Coilia nm;us 

埋在 Siniperca ch皿ts，

少鳞鳝 SilL咽。 j叩onwα
弹涂鱼扫h旨nop川ht.归h归ωal阳m且阳&缸st阳旧

皮氏叫姑鱼 ].ο矶hn山 b加elen咆2尊ge叮enπZ

半滑舌煽 q协q愣E阳旧扭叩l阳α田e山

吻虾虎鱼属 R肋hi.叫no.愣gobi山t旧皿 s叩p.
食蚊鱼仇rnb山回 affini.s

麦穗鱼 Psel血rasbora parva 

长体刺虾虎鱼 Acαmhogob山 elo略田α

似蜡 Toxabramis awinhoni.s 

日本鲤俑 Anl(Uilla iaponica 

月份

种

普氏细棘虾虎鱼 Acemrogobius pjlaun阳
太湖新银鱼 Neosαla阳的ihuensi.s

鱼主 μzα 阳ematocheila

自由 Mugil cephalus 

银飘鱼 Pseudolau.b町'a SlnRns臼

斑尾刺虾虎鱼 Acamhogobius ommatums 

纹缩虾虎鱼 TrUkmiger t叫gono田phal山

刀跻 Coilia nm;旧

自厥 Si叩erca ch皿削

少鳞嬉 Sillago japonica 

弹涂鱼 Periophthalrru且 rnodest山

皮氏叫姑鱼 }ohnius belengerii 

半滑舌蹋 Cynogoss旧 semila凹凸

吻虾虎鱼属 Rhinogobius sp. 

食蚊鱼 Garnb旧皿 affin口
麦穗鱼 Pseudorasbora parva 

长体刺虾虎鱼 Acα旧hogobi旧 elongatα

似鳞 To皿bramis awinhon口

日本鲤细 An再uilla japonica 

R= 顺位

表 2 备月份优势种变化

Tab.2 Tbe dominant 吨阳ies in each mon由

2∞4- 03 2α)4 -04 2∞4 一 05

R % R 9毛 R % 

1 66.67 

2 33.33 

1 74.19 2 4.12 

2 6.45 7 0.52 

3 1.61 

1 87.63 

3 1. 03 

4 1.61 8 0.52 

2∞4- 10 

R % 

1 38.46 

4 11. 11 

2 22.22 

3 22.22 

2α)4 -11 

R % 

5 6.67 

3 13.33 

140 ∞ 
2 20 ∞ 
4 13.33 

6 6.67 

2∞4-06 

R % 

1 56.10 

7 2.57 

10 0.48 

6 3.13 

2 23.19 

3 8.67 

5 3.20 

12 0.16 

11 0.32 

2α)4 - 12 

R % 

l∞ 

2.3 种类、平均密度和优势种的月变化

2∞4- 07 

R % 

4 1. 23 

2 14.82 

12 0.02 

3 4.96 

1 76.83 

7 0.18 

5 1. 70 

8 0.15 

9 0.15 

6 0.35 

2∞>5 -01 

R 9毛

3 12.5 

l 37.5 

2 3.75 

379 

2∞4-08 2α)4 -09 

R % R % 

2 8.73 

1 59.05 2 19.05 

6 0.51 3 9.52 

5 1.16 1 33.33 

3 5.26 

4 4.11 

2∞5 - 02 2∞，5 - 03 

R 9毛 R % 

2 11. 11 

ω 

2 20 

1 77.78 3 20 

3 11.11 

周年的调查结果表明:春季的 3 、4 ， 5 月，种类数与平均密度均呈递增趋势。以夏季的 6、7 ， 8 月相对

较高，6 月份的种数达到最大值，为 22 种，但平均密度 7 月份达到最大值，为 56.7 尾/网。进入秋冬季

后，种类与平均密度均骤减，波动至较低的水平。由此可知，长江口沿岸碎波带中，春夏季仔稚鱼比较丰

盛，秋冬季相对比较贫乏(图 3) 。

从 2∞4 年 3 月至 2005 年 3 月的采样结果发现，长江口沿岸仔稚鱼的主要优势种以提科的刀筋，鲤

科的银飘鱼及鳝科的镀数量最多，其他较常见的种类有虾虎鱼科的纹编虾虎鱼、斑尾刺虾虎鱼及黄鳝刺

虾虎鱼。从各月份前 3 位优势种变化来看，酸 4-7 月份占优势，刀锵以及银飘鱼 6-9 月份出现并连续

四个月为优势种，这四个月水温较高，盐度较低，正适合刀鳞仔稚鱼生活的时期。其他月份出现的种类

数较少，且优势种随月份而变(表 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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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4 各站位种数、平均密度和优势种的变化 25 

在研究中发现各站点的鱼种数目差异不大，其 20 • /\/气
中在 S1. 1 站位点出现的种类最多，达到了 25 种， St 重 15 r / \ 
5 最少，为 18 种。从各站位的平均密度看，以 S1. 3 情 10 ~ νA \ 

~ /Jí. ... -r-Â 最多，达口3.5 尾/网，远高于其他四个点(图 4) ，这 ;IJ A \/Â----...-Â 

可能是由于 St. 3 位于受潮沙影响较大的地理位置，

海、淡水的频繁交汇，浮游生物丰富，可以为仔稚鱼 ?3.0

提供的良好的饵料。 32 
表 3 列出了各站位前 5 位优势种出现的顺序。工1. 5

由表中可以看出酸、黄鳝刺虾虎鱼、斑尾刺虾虎鱼在屋1. 0
各站点均出现，而纹缩虾虎鱼出现出 St. 5 以外的所喜 0.5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 2 3 

/\ 
//·\\--",-/.--:-

有 4 个站位点。刀僻、银飘鱼、顿则出现在盐度偏低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 2 3 

或淡水的 St. 2 - 4。与此相反皮氏叫姑鱼、少鳞鱼喜、 月

四指马跋则出现在盐度较高的 St. 1 、 St. 5 或相对较

低的 St.2，多鳞鱼面虾虎鱼则出现在 St. 2。由此可以
图 3 仔稚鱼种数和平均密度的季节性变化

anges of species numb巳，r and average 
看出，长江口沿岸碎波带出现的仔稚鱼具有一定的

density of fish 1凹ae and juveniles 
分布差异。

3 讨论

3.1 长江口沿岸碎波带仔稚鱼的多样性

长江口水域作为鱼类的产卵场和保育场，其鱼

类群落结构是河口及邻近水域渔业补充的重要来源

之一。从本研究在碎波带采集到的仔稚鱼种类看，

具 23 科 50 种以上，既有刀跻、日本鲤鱼丽、中国花萨

等泪游性鱼类仔稚鱼，又有斑尾刺虾虎鱼科、酸等河

口性鱼类仔稚鱼。还生活着四指马跋、皮氏叫姑鱼

等近岸海水鱼类仔稚鱼和银飘鱼、自厥鱼等纯淡水鱼

类仔稚鱼。由此可见长江口沿岸碎波带中仔稚鱼的

种类组成有着较高的多样性。

30 r 口种数·平均密度 !Log(n咀berlhaul) X 10 

刨 25

望 20
时- 15 
自己
额 1。
在

5 

0 
~1 ~2 ~3 ~4 ~5 

站位

图 4各站位仔稚鱼种数和平均密度变化

Fig . 4 Changes of species number and average density 

of fish larvae and juveniles in each station 

表 3 各站位优势种变化

Tab.3 The donùnant 叩叫es in each station 

种
51. 1 51. 2 51. 3 51. 4 5t. 5 

R % R % R % R % R % 

纹缩虾虎鱼 Tridentiger trigOTUJ四pha1us 43.75 13 0.13 6 0.24 3 9.41 
普氏细棘虾虎鱼 Acentrogobius pjlaumii 2 15.74 
弹涂鱼 Periophthalmus rrwdest山 3 8.80 4 2.38 5 0.26 
皮氏叫姑鱼 Johnius belengerii 4 8.10 
级 μ血 haematocheila 5 6.02 87 .42 3 0 .48 5 1. 91 4 8.16 
银飘鱼 Psel1.lÚJlauh皿'U suzens口 2 3.18 2 24.67 4 2.46 
黄鳝刺虾虎鱼 Acanthogobi旧 jlaviTTlL1nus 16 0.23 3 2.91 12 0.07 11 0.27 3 8.42 
多鳞自由虾虎鱼 M略ilogobi山 polylep且 5 0.66 
刀跻 Coil皿 nas山 14 0.13 1 72.86 63.44 
斑尾刺虾虎鱼 Acanthogobius ornrnaturus 10 1. 39 10 0.26 4 0.48 12 0.27 38.8 
顿 Siniperca chuatsi 15 0.13 7 0.20 2 14.46 
少鳞鳝 Sillαgo ]aporucα 8 1. 85 16 0.13 2 27.3 
四指马鲸 Eleu1hero田mωradactylum 7 2.78 0.40 5 8.16 

R= 顺位



4 期 钟俊生等:长江口沿岸碎波带仔稚鱼种类组成和季节性变化 381 

杨东莱等[药]1985 年至 1986 年在长江口航道水域以及邻近海区周年调查资料表明生物群落由淡水

鱼类、半咸水鱼类和沿岸、近海鱼类四大类组成，并划分为暖温性、暖水性和冷温性三类，共有 53 科 82

属 94 种。春季是多种鱼类的繁殖旺季， 1986 年 5 月拖网获得鱼卵仔鱼种数有 30 种 [26] 。朱鑫华等[31]春

季调查也采集到了 20 种，包括淡水鲤科鱼类 3 种和海水鱼类 17 种，其中暖温性 11 种，暖水性 3 种。本

研究在春季采集到鱼类 15 种，银鱼科、鲤科为相同出现科，相同出现种是酸。比较这些结果，根据调查

海域和季节的不同，出现种类存在着相异性。从而揭示了在研究二个水域的生物多样性时，在时间、区

域和于段上的进行综合调查的重要性O

沿岸碎波带生活着各种各样的鱼类仔稚鱼，在不同季节、不同地点的出现虽然有着一定的差异，但

从仔稚鱼各发育阶段均出现的结果看，利用碎波带作为保育场的事实已经确信无疑。综合目前在长江

口开展的渔业资源保护措施，建议有关管理部门应该对碎波带保育场的保护予以极大的重视，更理想地

加强渔业资源管理O

3.2 关于刀锵资源保护问题

刀跻是海洋成长淡水繁殖的江海泪游性鱼类，亲鱼溯河产卵，产卵后返河口区或近岸内湾栖息，幼

鱼生长到二定阶段泪游人海，其繁殖期长，二般为 4-10 月，生活在长江口附近海域的刀跻，每年 2 月初

亲鱼由海人江， 3 月土旬至 4 月底，大批游经长江口，上溯至长江中下游的通江湖泊进行繁殖，产卵后的

亲鱼和早期幼鱼不久就陆续阵海泪游，分散到附近海域生长、育肥和越冬[到]。是长江中下游主要经济

鱼类之一。长江口曾是我国刀跻最大的河口渔场，但由于高强度捕捞、航道建设和水质污染等原因，刀

销自然资源逐年减少，已不能形成鱼汛[32] 。历史上长江刀锵资源极其丰富，长江中下游最高年产量为

1973 年的 3945 t，其中仅长江口就达到0 吨，此后年产量不断下降， 1982 年虽有所回升，但仍不及 1973 年

的二分之一;特别是 1989 年以后，刀跻幼体受到鲤苗网、定置网等有害渔具的过度捕捞，资源每况愈下，

目前已到了发炭可危的地步[35] 。

优势种刀僻的各发育阶段在调查区均出现，且以长江口的 St. 3 , St. 4 居多，为本研究最优势种的刀

第仔稚鱼，占有总个体数的→半以上，说明该种类在仔稚鱼阶段保持着→定的数量。就目前成鱼资源量

下降的原因很大程度上应该归咎于设置在泪游通道上的鲤苗网和定置网。因此，针对刀跻这类海洋成

长淡水繁殖的江海泪游性鱼类，不仅要保护好碎波带保育场，而且要疏通其泪游通道。当然，取缔鲤苗

网和定置网在一定程度上会损害渔民的利益，这就有必要借鉴国外采集鲤茵的经验，对鲤茵的合理捕捞

方法进行进一步探讨。同时严格执行长江流域春季禁渔，严厉禁止和查处底拖网等捕鱼作业，在长江进

行水利工程和其他工程建设时必须控制对水域的污染，特别是防止和预防长江口的污染，以确保刀跻仔

稚鱼的生长。

在本研究的野外标本采集、实验、数据整理过程中，得到了上海水产大学生命学院 2∞4 级硕士研究生练青平、毕业

生郑海杰、张文杰、袁锦丰、胡智慧、张增频等同学的大力帮助，并提出宝贵意见，在此特表谢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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