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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利用 2007 年 6 月和 9 月四江口海域渔业资源调查资料，研究阻江口海域蟹类种类组成和多样性的时

空分布，探索地形地貌、海流等因素对蟹类多样性的影响。结果表明，在两次拖网调查中，共鉴定蟹类 16 种。

日本蝇(Argyrosomus argentatus) 是 6 月的主要优势种，三疵梭子蟹 (Portunus trituberculatus) 是 9 月的主要优势

种。在阻江口近岸水域，单个站位出现的种类并不多，但整个近岸 0-10 m 水域内蟹类种类丰富。这与近岸、

近岛水域在不同季节、不同站位生态环境多样化和差异化有一定的关系。在阪江口外海，海底地势平坦，不同

站位之间环境差异不大，也没有岛屿阻隔，使得各个站位种类较多且组成类似。单→优势种出现是导致外部

和南部水域蟹类多样性(H')值较低的主要原因 O 回江冲淡水势力和不同水团交汇影响困江口海域蟹类种类

和多样性的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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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 of crab diversity in the Oujiang river estua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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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ased on the data from investigation of two oceanographic censuses in the 01月iang estuary during 

June and September of the year 2007 , this paper studied the crab composition , spatial-temporal distribution 

and richness and diversity (H') involved in some impact factors such as background of topography and 

geomorphy , as well as water masses. Results showed that 16 species was identified among which Argyrosomω 

αrgentatus was main dominant species in June , and Portunus trituberculatus in September. In O-lOm coastal 

waters , lower species number in each station and abundant species in whole areas are incompatible. This is 

because the whole waters was broken into different niches by many islands. On the contra巧， broad and flat 

topography in the outer of the investigation areas made water environmental variation reduced so that similar 

species composition and abundant species were occurred simultaneously. A single absolutely dominant species 

made lower crab H' value in the south or east-south areas. Seasonal and regional Oujiang dilute water and 

cross of different water masses were critical in the affection on the crab richness and diversity of this wat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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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对东海蟹类的研究，早期包含在分类学著作中 [1 -3J 。相关生态学研究大多在 50 m 等深线以外

海域实施。如，俞存根等对东海蟹类生态学进行了较为全面的研究，包括了蟹类种类组成[4J 数量分

布 [4J 群落结构 [5J 区系特征[6J 资源量评估[7J 和生物学研究[8-町等多个方面。但对河口蟹类的研究较

为薄弱，而且主要是针对潮间带蟹类的调查[10 - 11 J 。作为渔业资源重要组成部分，潮下带游泳蟹类多样

性的研究鲜见报道。在国际上，对沿海河口蟹类群落生态学的研究非常活跃。例如， Davie[叫对澳大利

亚红树林中蟹类多样性的研究 Ashton 等[ 13J 对马来西亚沙捞越的士马丹( Sematan , in Sarawak , 

Malaysia) 附近红树林中的蟹类群落生态学和多样性的研究。欧江口海域在气候上属于暖温带向亚热带

过渡的区域。该海域蟹类呈现出两种气候生态类型过渡带的群落特征。研究阻江口海域蟹类群落特

征，对于丰富我国海域蟹类地理区系方面的知识，了解河口和群岛之间蟹类多样性分布特征，有一定的

科学价值。

1 材料与方法

1. 1 调查海域和采样方法

渔业资源调查共设 26 个拖网站位，其中 6 月的

9 ， 12 和 16 号站， 9 月的 3 、 10 、 11 、 12 、 14 和 15 号站

因故无法作业，站位布设参见图 1 。采样使用单拖

网(7.5 m x 3.5 m) ，网目规格 2.5 -12 cm ，每网拖

曳 0.5 h ，平均拖速 2.5 nmile/h ，调查按《海洋水产

资源调查手册}[叫进行，调查船为浙洞渔 2206 0 对
渔获物中蟹类进行分品种渔获重量和尾数统计，记

录网产量。

为了便于叙述，将阻江口霓灵大堤和洞头群岛

南侧的 1 -7 号站称为南部水域，北侧的 8 -19 号站

为北部水域，群岛外侧 20 -26 号站为外部水域。

1. 2 数据处理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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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调查站位分布

Fig. 1 Sampling station 

。场

蟹类多样性分析，采用 Shannon 多样性指数(H') ( 简称 H'值) ，在蟹类生态学研究中，重量多样性和

尾数多样性具有不同的生物学含义[叫，因此本文不同站位蟹类多样性指数(H') 值分别采用重量密度

(kglkm2 )和尾数密度(103 ind. Ikm2 ) 计算。密度的估算采用扫海面积法[凶]。

对蟹类丰富度(种类数)和多样性变化与水深的关系采用回归方法[17 -18J 。在计算中用同步观测的

水深数据作自变量，以蟹类多样性指数 ( H') 值为因变量。上述分析具体计算方法还可以参考

Christensen 提出的方法[ 19J 。

2 结果

2.1 蟹类种类组成

在两次拖网调查中共鉴定出蟹类 16 种，从表 l 可见，在 6 月，日本蝇 ( Chαrybdis japonicα) 是主要优

势种，其尾数占了蟹类总尾数的 63. 36% 以上，重量占了 62.07% 以上。另外，隆线强蟹 ( Eucrate 

crenata) 、红星梭子蟹 (Portunus sa略uinolentus )、三疵梭子蟹 (Portunus trituberculatω) 和矛形梭子蟹

(Portunus hαstαtoides) 数量较多，出现率在 50% 以上，是常见种。在 9 月，三疵梭子蟹是主要优势种，其

重量为蟹类总数的 44.429毛，远远高于其它蟹类物种，尾数占 22.899毛，出现率 100%0 其次日本蝇尾数

比例最高，占总尾数 25.75% ，所以也是优势种，红星梭子蟹、日本关公蟹 ( Dorippe japonicα) 是常见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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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阻江口蟹类种类组成与出现率(%)

Tab. 1 Species composition and occurrence frequency ( %) of crabs in the Oujiang estuary 

6 月 9 月
种名

W% N% 出现率 W% N% 出现率

红线黎明蟹 Mωuta planipes 0.09 。 06 13.04 0.60 0.92 10.00 

日本关公蟹 Dorippe jαponlca 0.52 0.34 43.48 0.60 1. 82 55.00 

日本蝇 Chαrybdis jα:pOn!cα 62.07 63. 36 91. 30 25. 75 25.14 100.00 

矛形梭子蟹 Portunu.s hαstatoides 3.14 12.21 69.57 0.05 0.45 15.00 

隆线强蟹 Eucrate costatα 22.34 13.91 78.26 1. 43 3.25 50.00 

三疵梭子蟹 Portun山 trituberculat山 3.14 3.15 56.52 44.42 22. 89 100.00 

红星梭子蟹 Portunu.s sα略iunolentu.s 5.09 6.45 69.57 11. 50 17.00 80.00 

武士蝇 Chαrybdis riversandersoni 0.53 0.15 8. 70 

狭额绒整蟹 Eriocheir leptognathlι 0.03 0.11 4.35 

锯缘青蟹 Scyllα serrαtα 2.94 0.04 8. 70 7.73 0.42 20.00 

七刺栗壳蟹 Arcania heptacantha 0.05 0.13 13.04 

双斑虫寻 Chαrybd臼( Gonioneptunu.s) bimaculαtα 0.04 0.08 4. 35 5.19 25.17 10.00 

拟扇蟹属 Paraxanth阳 sp. 0.00 0.02 4.35 

远海梭子蟹 Portunus pelagicus 。 .44 。 .26 10.00 

近亲蜗 Charybdis (Charybdis) affinis 0.69 0.18 5.00 

锈斑血il- Charγbdis feriatus 1. 59 2.50 50.00 

注"W%" 是该种占总重量的百分比 ， "N%"是该种占总尾数的百分比

2.2 物种数的平面分布

6 月，南部平均每个站位出现蟹类4 种，北部 5 种，外部水域 5 种，洞头岛以东水域 25 号站和以北水

域 19 号站种数最多，出现7 种，水深 19 和 16 mo 9 月，南部平均每站位 5 种，北部平均 5 种，外部平均 5

种。近阻江口北口水域种类较少，口外岛屿周围水域种类较多(图 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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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江口蟹类种数分布

Fig. 2 Distribution of crab richness in the Oujiang estua巧

2.3 多样性的平面分布

,. '"语与 9月 ~pet.

6 月和 9 月调查水域，重量多样性指数 (H') 值分别为1. 36 ( :t O. 53 )和1. 33 ( :t O. 56) ，尾数 H'值分

别为1. 33 ( :t O. 42 )和1. 68 ( :t O. 54) 0 6 月和 9 月合计重量 H'值平均为 1.35 ，尾数平均为1. 50 。

~[江口海域蟹类多样性分布特征为:岛屿之间的水域高于远离岛屿的外侧水域:近阻江北口和外侧

水域东南部均有 H值较低站位。在南部，6 月多样性(H') 值较低而 9 月 H'值较高。

6 月和 9 月蟹类尾数 H'值与尾数密度都呈负相关关系，回归方程分别为 H'=227.49 -93. 66N(R =0. 4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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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困江口蟹类多样性指数(H')值分布

Fig. 3 Distribution of crab diversity (H') in the Oujiang estuaη 

2.4 水深对种数和多样性的影响

601 

水深对种类数影响表现为，水深在 20 m 以内时种类数变化不大，但有随水深增加而减少的趋势

(表 2) 。当水深大于 20 m 时，蟹类的种类数明显减少。在 9 月水深大于 20 m 时的种类数甚至不到

20 m以浅的二半。但本调查中，只有状元凹岛附近 14 号站和东南部的 26 号位水深大于 20 m。水深与

多样性变化关系则表现为(表 3) ， 6 月变化不大 ;9 月重量多样性差别不大，尾数多样性在水深10 - 20 m 

处略大于 0-10 m ，明显大于 20 m 以深的水域。

3 讨论

3.1 颐江口蟹类种数和多样性特征

阻江口蟹类种数平面分布有二定的季节变化(图 2) 0 6 月北部水域种类较多，南部种类较少，外部

较多，近河口一侧偏少。 9 月相反，南部水域种数高于北部，但外部仍然大于近河口。总的说来，岛屿密

集的区域，往往也是种类密集的水域。

比较 6 月和 9 月蟹类的多样性分布特征，两个季节重量多样性基本相同，但是尾数多样性 9 月大于

6 月。平面分布格局(图 3) 显示， 6 月多样性较高的是北部水域，而 9 月是南部水域，这一点与种类数

的季节变化相同;除了 9 月重量多样性以外，岛群之间的水域，即在洞头岛、霓屿岛、大门岛和鹿西岛之

间及其附近水域的 H'值远远高于岛群之外和近四江口的水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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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不同水深蟹类种类组成，种数和密度的变化

Tab.2 Crab species , species number and density in different depth in the Oujiang estuary 

100 x ind. /km2 

三三 10m 11 -20m 21 -30m 
种名

6 月 9 月 6 月 9 月 6 月 9 月

红线黎明蟹 Mαtlltα planipes 0.36 7.82 O. 89 0.63 

日本关公蟹 DorippeJαpon町α 1. 86 O. 78 O. 89 O. 78 

日本蝇 Chαrybdis japonicα 17.38 37.33 89. 12 7.71 139. 15 9.92 

矛形梭子蟹 Portlln llS hαstatoides 2.69 5.41 0.26 2.95 

隆线强蟹 Ellcrαte costata 13.47 O. 32 34.18 1. 91 19.42 4.65 

三疵梭子蟹 Portlln llS tritllberclllatlls 8.09 32.38 3.18 32.18 14.48 

红星梭子蟹 Portllnus sangiunolent llS 7.95 25.92 7.41 2.88 O. 19 3.98 

武士蜗 C harybdis miles 5.96 

狭额绒萤蟹 Eriocheir leptognathllδ 0.68 

锯缘青蟹 Scyllα serratα 23.04 27.28 43.20 

七刺栗壳蟹 Arcαnia heptαcantha 。.39

双~I蝇 Charybd口 bimaclllata O. 89 2.84 70.41 

拟扇蟹属 Paraxαnthias sp. 0.05 

锈~I蝇 Chαηbdis feriatus 1. 71 2.38 

远海梭子蟹 Portlln llS pelagic llS 3.13 

近亲蜗 Charybdis a.f/ìn口 9.77 

10 9 9 10 6 5 
种数

12 11 8 

表 3 不同水深蟹类多样性指数(H') 值的变化

Tab.3 Diversity of crabs in different water depth in the Oujiang estuary 

.:;10m 11 -20m 21 -30m 
月份

重量 (H') 尾数 (H') 重量 (H') 尾数(H') 重量 (H') 尾数(H')

6 月 1. 33 1. 42 1. 42 1. 27 1. 13 1. 24 

9 月 1. 34 1. 38 1. 32 1. 97 1. 48 0.37 

平均值 1. 34 1. 40 1. 37 1. 62 1. 31 0.81 

E瓦江口蟹类多样性特征与地形、水团等外部因素和优势种和种类组成等内部因素有密切的联系。

3.2 阻江口地形对蟹类种类组成和多样性的影响分析

在回江口，水深 0-10 m 和 11 - 20 m 之间分别出现蟹类 13 种和 12 种，差别不大，但 21 - 30 m 之

间仅出现 9 种(表 2)0 图 2 显示出，外部水域平均每站种数较高，如 25 号站达 10 种之多，但是，整体

上，水深较浅的近岸 o -10m 水域种数最多(表 2) ，这是因为，在近海不同季节、不同站位有不同物种生

存。也就是说，近岸水域某一站位种类可能不是很多，但整个近岸水域种类丰富，这与霓灵大堤阻隔，岛

屿之间海底地形多样化、底质多样化和水流环境多样化产生了不同的生境有一定的关系。相反，在回江

口外海，海底地势平坦，不同站位之间环境差异不大，也没有岛屿阻隔(图 1 ) ，使得各个站位种类组成类

似，且都有较多的种类出现，这是因江口外部水域每个站位种类数平均较高的主要原因之一。

ß[江口外部水域多样性较低。从图 3 可见，6 月和 9 月，最低值都位于 26 号站。 6 月该站日本蝇尾

数密度占了 869毛以上，9 月该站双斑蝇尾数密度占了 94% 以上，显示出单一优势种占有主导地位。由

此可见，尽管外部站位种数并不少，但优势种单一，使蟹类总数量在同一站位不同蟹类间分配不均匀，降

低了蟹类多样性( H') 值，而种数不是这些水域多样性( H') 值较低的原因。不同的是，近四江北口水域

蟹类多样性较低(图 3) 是由于种类较少(图 2) 而致。

研究还显示，蟹类的尾数密度与尾数多样性(H')值呈负相关(表 3) 0 宽阔的水体有利于蟹类种群

的聚集，集群是许多动物索饵、御敌和泪游等行为的一部分[却]。在ß[江口海域，日本蝇为第一尾数优势

种，该种主要密集在外部和南部水域。图 3 所示 6 月四江口南部 4 号站和东南部 26 号多样性较低，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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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出现了尾数密集的日本蝇形成。而 9 月 26 号站多样性较低，与尾数密集的双斑虫寻有密切的关系，这

些都是蟹类的尾数密度与尾数多样性(H') 值呈负相关原因之一。蟹类高密度集群出现，需要宽大的水

体，例如本调查区南部和外部水域。但某一物种高密度集群导致这些水域蟹类多样性降低。因此地形

通过集群作用对ß[江口水域蟹类多样性分布有重要的影响。

3.3 蟹类种类和多样性分布的水文背景

有研究表明，因江的淡水径流主要从灵昆岛以北的北口外泻[2门。因此在北口外水域存在一个巨大

的冲淡水水团，该水团只有日本蝠，三疵梭子蟹等少数种类可以生活，且数量不多，因此该水域蟹类种

类数，多样性较低。

在阻江口外海，东南有来自台湾暖流的高温高盐水;东北有来自浙江沿海的东海沿岸水;西部有来

自回江北口的淡水径流[2门。不同水系交汇处，形成丰富的海洋生物，包括游泳能力较弱的小虾和贝类，

这些正是蟹类最适的饵料生物。因此这些水域单位水体中蟹类种类多，单一种类重量和尾数的密度大，

形成外部水域种类数较高和多样性较低的分布特征。回江径流的季节变化，阻江南口和北口冲淡水势

力差异，不同水团交汇是影响阻江口海域蟹类种类和多样性分布的主要水文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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