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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2006 年 5 -12 月，对淀山湖进行了 5 次刺网调查和 3 次拖网调查，收集鱼类样本 1 983 尾，隶属 9 科

18 属、23 种，多数种类属鲤科鱼类。优势种为刀跻、娜和子陵吻锺主虎鱼分别占样本个体总数的 40.09% 、

20.52% 和 10.29'3毛。人工放养的链、脚、鲤、蝙是淀山湖目前主要的经济种类。多样性指标选择种类丰富度、

平均种类丰富度、多样性指数、均匀度指数、优势度指数、相对稀有种类数。目前的多样性指数为1. 899 6 ，比

1959 年调查的下降了 49% ，均匀度也相应降低，优势度则由 1959 年的 0.034 上升为 0.2264。水质污染等环

境的恶化，加上过度捕捞等人为因素，使淀山湖鱼类物种多样性正逐渐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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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 of the fish species diversity in Dianshan Lak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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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 total of 1983 fish individuals , representing 23 species from 18 genuses 9 families , were collected 

in Dianshan Lake from May to December in 2006 , which included five surveys by gill net and three by trawl 

net. The most of fish species belonged to Cyprinidae and the dominant species are Coilia ectenes , Cαrassius 

αuratus and Ctenogobius giurinw雪， accounting for 40. 09% , 20. 52% and 10. 29% of total samples 

respectively. Hypophthαlmichthys molitrix , Cαrass~ωαurat时 ， Cyprinz必 Cαrpio ， Aristichthys nobilis were the 

main economic species , whose fry come from aquaculture. Diversities of fish were represented by species 

abundance , average abundance , diversity index , evenness index , dominant index and relative rare species. 

Current diversity index was l. 899 6 , 49 % lower than that in 1959. Evenness index showed a decreasing 

tendency. The dominant index had increased from 0.034 in 1959 to 0.226 4. The fish species diversity has 

been declining , which may be attributed to the deterioration of habitat environment and effect of human activity 

such as overfish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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淡水鱼类是我国水产资源重要的组成部分，二十世纪 90 年代起，淡水鱼类生物多样性的研究逐步

引起国内各地学者的关注，并陆续对其境内的内陆河流和湖泊进行鱼类多样性研究[1 -7] 。淀山湖是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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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市郊最大的淡水湖泊，属太湖水系，位于上海、江苏、浙江三个地区的交界处，北纬 31 004' - 31 0 12';东

经 120053' - 121 001'。湖泊面积 63.7km2 ，呈葫芦形，最大水深 4.36 m ，平均水深 2.5 m。该湖曾是上

海淡水商品鱼生产供应基地之一。近十多年来，对淀山湖水质、重金属、水生植物、浮游藻类等方面的研

究有诸多报导[卜1J]但对其鱼类资源的研究却很少涉及，曾正荣等[口]对淀山湖生物资源调查研究中，

仅对淀山湖鱼类资源的调查结果作了阐述。本文通过 2006 年 5 -12 月对淀山湖进行的渔业资源调查，

结合相关历史调查资料，着重对目前淀山湖鱼类多样性的现状进行阐述分析，探讨其变化原因，为淀山

湖鱼类资源的研究、保护和可持续利用提供基础的科学资料。

材料与方法

1. 1 样本采集

采样主要使用刺网和拖网两种渔具且随机进

行。 5 次刺网采样时间分别为 2006 年 5 月下旬、8

月上旬和中旬、 10 月中旬和 12 月下旬。拖网采样

共 3 次，两次在 10 月中旬，一次在 12 月下旬。采样

点分布 sl - s6( 图 1 )。

所用三层刺网规格为外层网目 20 cm ，内层 7

cm ，每次平均投放 30 张网片，每网片长 20 m ，深1. 2

m 总长度 600 m;拖网，网口直径1. 7 m ，网目大小 14

mm。共收集鱼类样本 1 983 尾。

样品采集后带回实验室进行鱼种鉴定，鱼类分

类参照倪勇等[日]方法。

1. 2 数据处理

鱼类多样性采用多样性指数、优势度指数、均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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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淀山湖采样点分布

The location of sampling spot in Dianshan Lake 

度指数等指标来进行分析[14 叫。 1959 年多样性指标根据中国科学院上海水产研究所当年的调查数

据[口]计算所得。具体计算公式如下:

(1)相对多度( relati叫ensity ， RD) :RD = 去 x100%

相对多度等级划分:优势种一-10% 以上，常见种一-19奋斗0% ，稀有种一-1% 以下。

(2) Shannon吊Teiner 多样性指数(H) : H = - I. P)nPi 

(3) Simpson 优势度指数(λ) :λ= - I. p/ 
(4) Pielou 均匀度指数(EH ) :EH =H1Hmax = ( - I. P)nPJ/ln5 

( 5) Margalef 丰富度指数 : D = (5 - 1 ) IlnN 

(6) 平均种类丰富度(5a ) :轧 =51M

(7) 相对稀有种数(R):R = 100 x5/5 

以上式中 :ni 样品中第 i 种个体数;N一一样品中包含的生物个体数;Pi 一一样品中第 i 种个

体数比率，即 Pi =乍一种类数;M - 面积 ;5 未达到，撒切的种类。

2 结果

2.1 淀山湖鱼类组成及其相对多度

通过鉴定，调查收集到的鱼类样品隶属 9 个科 18 属，共包含 23 个鱼种(表 1 )。鲤科鱼类 14 种，尾

数占样本总数的 41. 7% 。相对多度 RD 指数显示优势种为刀筋( CoiliαnαS山)、挪(Cαrass~旧 αuratω) 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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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陵吻假虎鱼(Rhinogobius giurin山)分别占样本个体总数的 40.09% 、20.52% 和 10.299毛。淀山湖现有

的常见鱼种为红鳝鲍(C山richthys erythropter旧) (3. 489毛)、麦穗鱼 (Pseudorasbora parvα) (1. 61 %)、棒花

鱼(Abbottina rivularis) (3. 73%) 、鲤 ( Cyprinωcαrp切 )(2.779毛)、自链 ( Hypophthαlmichthys molitrix) 

(7.01%) 、鳞 (Aristichthys nobilis) ( 1. 21 % )、黄颗鱼 (Pelteobagrus fulvidraco) (1. 15%) 、光泽黄颖鱼

(Pelteobagrus nitidω) (6.40%) 。稀有种为鲤鱼丽 ( Anguilla j，α'Ponica) (0. 05 % )、草鱼 ( Ctenopharyngodon 

idellus) (0. 05 % )、团头鲸 (Megαlobramααmblycephαlα) (0.05%) 、翘嘴红鲍 ( Erythroαdter ilishα价rmis ) 

(0.1% )、花蜡 ( Hemibαrb山 mαculatus) (0. 1 % )队、黑鳝鲸(付Sαrcoωocheili讪cht，吻h忡仰y严s n旧i号g巾i仇nms山i必s)(O.O仍5%)λ、斑条鱼鳝窗

(忱Ac伽heilognatl山s t阳aen阳叼肌n阳αlis削比ω) (0. 8盯5%)λ、兴凯鱼蜗肃(忱Ach怡heil饨b句g阳t仇h山 chα侃nk归αe仰旧比川) (0.159毛)、间下鳞 ( Hypor

hαmphus intermediω)(0.15%) 、红狼牙假虎鱼 ( Odontαmblyopω rubicundω)(0.05%) 、刺锹 ( Mastacem

belus αculeat山) (0. 05%) ，窄体舌蹋( Cynoglossω gracilis) (0.05 % )、共 12 种，分属鲤细科( Anguillidea) 、

鲤科( Cyprinidae) 、鳞科( Hemirhamphidae) 、鲤鲸虎鱼科( Taenioididae )、刺锹科( Mastacembelidae )、舌

榻科( Cynoglossida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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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淀山湖鱼类名录及其相对多度

List of fish species and relative density in Dianshan Lake Tab.l 

种类

题是科 Engraulidae

l 刀鳞 Co山αn旧旧

鲤铺科 Anguillidea

2 馒铺 AnguillαJα~ponica

鲤科 Cyprinidae

雅罗鱼亚科Leuciscinae

3 草鱼 Ctenopharyngodon idell旧

鲍亚科 Culterinae

4 红鳝鲍 Cultrichthys 町thropterus

5 翘嘴红倒 Erythroculter 山也抽rrms

6 团头纺 Megαlobrama αmblycephala

胡亚科 Gobioninae

7 棒花鱼 Abbottina rivularis 

8 花缉 Hemibarbus ma四l刨出

9 麦穗鱼 Pseudorasbora pαmα 

10 黑鳝鲸 Sαrcocheilichthys nig巾l，nnz.s

螃绒亚科 Acheilognathinae

11 兴凯鳞 Acheilognathus chankαens!S 

12 斑条鳝 Acheilognathus taeniαnalis 

鲤亚科 Cyprininae

13 卿 Car，旧日出 αurat旧

14 鲤 Cyprinus carp四

链亚科 Hypophthalmichthyinae

15 鳞 Aristichthys nobil白

16 自链 Hypophthalmichthys molitrix 

偿科 Bagridae

17 黄颖鱼 Pelteobαgrus fulvidraco 

18 光泽黄颖鱼 Pelteobagrus nit凶LS

鲸科 Hemirhamphidae

19 间下鲸 Hyporhαmphus intermedius 

假虎鱼科 Gobiidae

20 子陵吻假虎鱼 Rhinogobius giurin旧

鲤假虎鱼科 Taenioididae
21 红狼牙鲸虎鱼 Odontαmblyop时阳bicund时

刺锹科 Mastacembelidae

22 刺锹 Mαstαcembelus acule旧时

舌锦科 Cynoglossidae

23 窄体舌煽 Cynoglossus gracilis 

合计

区系划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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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对多度 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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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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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8 
0.10 
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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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一一上第三纪鱼类区系复合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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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淀山湖鱼类区系组成

淀山湖鱼类区系组成分海洋鱼类区系(包括泪游性鱼类和河口鱼类)和淡水鱼类区系。淡水鱼类

区系又分为江河平原鱼类区系复合体、热带平原鱼类区系复合体、上第三纪鱼类区系复合体以及北方平

原鱼类区系复合体。

本次发现的泪游性鱼类和河口鱼类 5 种;江河平原鱼类区系复合体仍占主体地位，有 10 种;其余热

带平原鱼类区系复合体和上第三纪鱼类区系复合体各发现 4 种。原本历史记载存有的捆脂鱼科

( Catostomidae) 、卸亚科( Danioninae) 、细亚科( Xenocyprinae )、锹使亚科( Gobiobotinae) 以及本地区仅有

的一种代表北方平原鱼类区系复合体的中华花锹( Cobitis sinensis) ， 在本次的调查中均未发现。

2.3 鱼种多样性指标

根据鱼类多样性指标的计算公式，相关数据处理结

果如表 2 所示。由表 2 可见，同 1959 年的计算值相比较

发现，物种丰富度显著下降。由原来的 10.72 ，下降至如

今的 2.8976 ，降幅 72.9% ;平均种类丰富度相应减少

67.5% ;多样性指数由 1959 年的 3.7447 下降至1. 8996 , 

降幅 499毛。均匀度下降幅度32.2% 。优势度比过去显

著增大， 1959 年优势度仅 0.034 ，本次数据显示优势度达

0.2264。相对稀有种占 78.269毛。

3 讨论

3.1 淀山湖鱼类多样性现状

3. 1. 1 鱼类数量及组成变化

表 2

Tab.2 

淀山湖鱼类多样性特征指数

Diversity indices of the fishes 

in Dianshan Lake 

项目

种类丰富度

平均种类丰富度

多样性指数

均匀度指数

优势度指数

相对稀有种类数(% ) 

数值

1959 年 2006 年

10.72 2.8976 

1.0361 0.3610 

3.7447 1.8996 

0.8938 0.6058 

0.0348 0.2264 

78.26 

据相关资料记载，曾经对淀山湖进行过 5 次鱼类资源调查， 1959 年调查有鱼类 60 属 75 种， 1974 年

调查有 47 属 61 种， 1981 -1982 年调查有 42 属 62 种， 1982 -1985 年调查有 44 属 55 种， 1987 -1988 年

调查有 34 属 45 种[口]。从上世纪 80 年代 3 次集中的调查来看，种类多样性递减速度在不断加快，而本
次调查仅收集到 18 属 23 种，青浦区相关调查也证实了这一情况[ IS] 。

淀山湖具有太湖水系鱼类复合生态区系特点，以鲤科鱼类为主，其次为定居性小型淡水鱼类以及

河口性戚水性鱼类和泪游性鱼类。据历史记载，淀山湖曾经主要鱼类为刀筋、太湖新银鱼(NeosαJαnx

tαihuensis) 、壁条 (Hemiculter leucisculz必)、筋 ( Megalobramα terminalis ) 、红鳝鲍、翘嘴红鲍、蒙古红鲍

(Erythroαtlter mongolicus) 、青梢红鲍 (Erythroculter dαbryi) 、花鱼骨、拟剌蝙鱼句 (Pαracαnt-hobramα

g山chenoti) 、华鱼泉 (5αrcocheilichthys sinensis) 、蛇幽 Sαurogobio dabryi) 、各种螃敏、鲤、仰、甜 ( 5iluruis 

asotω) 、鲤捕、幽 (Mugil cephαω) 、顿 ( 5inipercα chuatsi) 、舌蝇、乌鲤 ( Chαnnααrgα) 、暗纹东方盹

(Tíαk协gu obscurω) 等野生鱼类，以及放养种类草鱼、青鱼(Mylophαηngodon pice山)、链、铺、团头筋、细鳞

斜领锢(Plagiognathops microlepis) 、锦鲤等。而如今淀山湖中，刀鲸数量在鱼类资源中占较大比重，但个

体普遍较小。原有的青鱼、草鱼、蝙、甜、花蜡等经济鱼种数量稀少，子陵吻假虎鱼等杂鱼数量相对较

多。人工放养的白链、铺、拥、鲤是当前主要的经济种类。

从调查鱼类区系的组成来看，上世纪 50 年代主要以野生鲤科鱼类为主，放养种类很少，同时拥有

定数量的河口鱼类和江河泪游鱼类，还有大型的鲤鱼(Elopichthys bα胁时α) 等。上世纪到了 70 年代，江

湖泪游性鱼类和河口鱼类开始减少，养殖鱼类开始迅速增加，渔业部门的产量资料统计显示，养殖鱼类

上世纪 50 年代占 5% ，上世纪 70 年代占 30% ，上世纪 80 年代上升到了 50% 。调查数据还显示， 1987 -

1989 年种数较 1959 年减少 40% ，鲤科鱼种数减少 38.6% 。其中泪游性、半泪游性鱼类早已绝迹，鱼类

个体小型化、低龄化的现象日趋严重[凹 o

本次调查同历史资料[ 12 ， 17]相对照，鲤科鱼类在种类数上依旧占优势，占总种数的 61% 。但种的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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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上有大幅度下降。这其中原本种类数最多的幽亚科 (9 种， 1959 年)和螃镀亚科(9 种， 1959 年)在本

次调查中种类数均减少，鲍亚科仅发现 4 种，鳞鳞亚科 2 种，同其它科属相比已没有显著优势。中华花

锹在 1959 年和 1989 年的文献资料中均有记载，此次却没有发现。

3.1.2 多样性指数变化

在鱼类多样性的研究中，人们常常采用物种丰富度(即种类数)作指标[而]。但要获得湖中所有鱼

种样品是有难度的。在淀山湖鱼类种群中，不排除我们未获得的其它稀少种类。受到渔具选择性、捕捞

点还有某些种类特殊习性的影响等诸多不确定因素，这些种类在短期调查时很难发现，其出现与否对调

查湖泊鱼类物种丰富度有较大的影响。所以我们只能对种群的多样性进行较粗略的测定，以资参考。

数据结果显示优势度指数以)为 0.2264 相对较高，说明现今淀山湖鱼类群落的优势种明显，鱼类

优势种群集中性较高。刀筋、饵鱼、子陵吻童医虎鱼从渔获量上看，平均密度相对较高。其余指标的下降

都与淀山湖鱼类种类数量的减少有关。物种丰富度的显著下降表明鱼类群落中的鱼种组成简单，群落

结构的复杂性大大降低。多样性指数和均匀度的降低，优势度的升高，综合反映淀山湖鱼类群落稳定性

下降，多样性指标向低水平发展。相对稀有种占 78.26%说明淀山湖除了人工放养鱼种和少数杂鱼外，

其余现有野生种类的资源密度已极其低下，将有消失的可能。

综合这些指标，可见淀山湖鱼类多样性状况令人堪忧，如不采取手段对资源加以保护，鱼类多样性

还将持续降低。

多样性变化的原因

淀山湖鱼类种群的衰减同淀山湖水域环境恶化以及人为因素有重要关系。具体表现在以下几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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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

(1)相关研究证实，淀山湖水质不断恶化，富营养化日趋严重。据有关部门对淀山湖水质的调查分

析，2000 -2005 年淀山湖水质状况逐年恶化，富营养化严重，氨氮、总氮、总磷均严重超标。以微囊藻为

主的有害水藻大量繁殖引起湖内长时间水华，进一步恶化了水质。目前湖体内水质为 GB3838 - 2002 V 
类劣E类标准[8 ， 18] 水质情况不容乐观。水质的恶化，使湖内鱼类的产卵场以及生境破坏，严重影响到

鱼类的繁殖和生长。

(2) 鱼类物种多样性同水生植物的多样性呈正相关或异质性相关[叫。一般而言，草型湖泊因沉水

植物存在，空间异质性及饵料生物的多样性好，故鱼类多样性丰富。而淀山湖恰恰相反，研究表明，淀山

湖水生植物以蓝藻、隐藻、绿藻和硅藻群落为主，是典型的藻性湖泊。加之其沉水植物的大幅度减

少[却]、对鱼类多样性的保持也极为不利。

(3)人为的水利设施兴建，围垦与建闸坝等，阻塞了江湖、河口鱼类泪游的渠道。这是江湖泪游性

鱼类和河口鱼类减少的根本原因。

(4)渔业活动影响也不容忽视。如今在淀山湖作业的刺网渔船有 30 多艘，拖网渔船 100 多艘，另

外还有扒螺舰和扒蚌等作业方式。这对淀山湖鱼类资源有较大的捕捞压力，尤其是拖网，对淀山湖底栖

环境破坏力强大，间接影响多样性的保持。

此外，在对长江流域各种中小型湖泊的研究显示，人工放养对鱼类物种多样性指数产生负效应。放

养规模越大，影响越大[而]。目前淀山湖鱼类多以人工放养为主，这是否对淀山湖鱼类多样性产生负面

影响还有待进一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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