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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根据2006年－2007年南海北部陆架区4季的调查资料�分析该海区甲壳类的种类组成和资源密度
的分布。结果表明�甲壳类有99种�分隶于2目22科46属�其中虾类32种�蟹类51种�虾蛄类16种；以热带
和亚热带暖水性种类为主�属于印度－西太平洋区系。优势种为口虾蛄、黑斑口虾蛄、红星梭子蟹、锈斑蟳、银
光棱子蟹、逍遥馒头蟹、猛虾蛄、宽突赤虾、武士蟳、香港蟳、长叉口虾蛄；渔获率Ｂ断面最高 （7．94ｋｇ／ｈ）�Ｃ断
面最低 （4．94ｋｇ／ｈ）；渔获率有明显的季节变动�秋季最高 （10．31ｋｇ／ｈ）�冬季最低 （4．05ｋｇ／ｈ）；平均渔获率
为6．54ｋｇ／ｈ�其中：虾类渔获率 0．88ｋｇ／ｈ�占 13．46％�蟹类渔获率 3．68ｋｇ／ｈ�占 56．27％�虾蛄类渔获率
1．98ｋｇ／ｈ�占30．27％；甲壳类60ｍ以浅水域分布较多�并密集分布于10～20ｍ水深处；平均资源密度为
87．20ｋｇ／ｋｍ2�资源密度秋季最高 （137．47ｋｇ／ｋｍ2）�冬季最低 （54．00ｋｇ／ｋｍ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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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甲壳类是渔业资源的重要组成部分�其种类众多�数量极大�是渔业资源组成的一个优势类群。甲
壳类在浅海底栖生物和潮间带生物中 ［1－2］�也占有很重要的地位�其数量往往占绝对优势�具有一定的
经济价值�而且多数虾类、蟹类、虾蛄类具有较高的经济价值。对南海区甲壳类资源现状的研究�只见北
部湾有过报道 ［3］�有关南海北部陆架区的甲壳类资源现状并未见过研究报道。本文根据2006年－2007
年南海北部陆架区4季的调查资料�分析了甲壳类的种类组成和资源密度分布现状�旨在为该类群的资
源利用和管理提供科学依据。
1　材料与方法

图1　调查站位
Ｆｉｇ．1　Ｉｎｖｅｓｔｉｇａｔｉｏｎｓｔａｔｉｏｎｓ

1．1　调查时间及站位
　　调查时间　　2006年 10月 （秋季 ）�2007年
1－2月 （冬季 ）�2007年5月 （春季 ）�2007年8月
（夏季 ）。
调查站位　　在南海北部陆架区200ｍ等深线

以浅海域�自西向东布设Ａ、Ｂ、Ｃ、Ｄ、Ｅ5个大致与等
深线正交的断面�各断面由里向外大至呈现偏南方
向�在每断面沿水深梯度布设采样站点�站点位置分
别设在10、20、30、40、60、80、100、140ｍ和180ｍ水
深处�每个断面有9个站点�采样站点的数量达到
45个�5个断面分别位于湛江、阳江、珠江口、红海湾
和汕头的沿海至外海 （图1）。渔业资源调查均按 “海洋调查规范 ” ［4］进行�调查均于白天进行�每个站
点拖网1次�拖时为1ｈ�平均拖速为3．3ｋｎ。
1．2　调查船和调查网具

调查船　　租用北海渔业总公司的 “桂合渔80151”。调查船总吨242ｔ�主机功率为441ｋｗ�船体
全长36．8ｍ�船宽6．8ｍ�吃水深3．8ｍ。

调查网具　　底拖网80．8ｍ×59．5ｍ（36．6ｍ）�浮纲长36．6ｍ�网衣全长60．6ｍ�网口周目数808
目�网口目大100ｍｍ�网囊目大40ｍｍ。
1．3　资源密度计算方法

关于资源密度的计算方法�采用扫海面积法 ［5］进行估算�计算公式为：
Ｓ＝ｄ／ａ（1-Ｅ）
式中�Ｓ为资源密度 （ｋｇ／ｋｍ2）；ｄ为渔获率 （ｋｇ／ｈ）；Ｅ为逃逸率取与鱼类相同值0．5［6］；ａ为调查船

每小时的扫海面积 （ｋｍ2）。

60 上　海　海　洋　大　学　学　报　　　　　　　　　　　　　　　　　18卷



2　结果
2．1　种类组成
2006年－2007年南海北部陆架区4季的调查结果�渔获中甲壳类种类数见表1。从表1得出�渔获

中甲壳类共有99种�隶属于2目22科46属。以热带和亚热带暖水性种类为主�属于印度－西太平洋
区系。其中：虾类种类数32种�占甲壳类种类数的32．32％；蟹类种类数51种�占甲壳类种类数的
51．52％；虾蛄类种类数16种�占甲壳类种类数的16．16％。

表1　南海北部陆架区甲壳类的种类组成
Ｔａｂ．1　Ｓｐｅｃｉｅｓ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ｏｆｃｒｕｓｔａｃｅａｎｓｉｎｔｈｅＣｏｎｔｉｎｅｎｔａｌｓｈｅｌｆｏｆｎｏｒｔｈｅｒｎＳｏｕｔｈＣｈｉｎａＳｅａ

目 科 属数 种类数

十足目Ｄｅｃａｐｏｄａ 管鞭虾科Ｓｏｌｅｎｏｃｅｒｉｄａｅ 1 2
对虾科Ｐｅｎａｅｉｄａ 6 19
鼓虾科Ａｌｐｈｅｉｄａｅ 1 3
长额虾科Ｐａｎｄａｌｉｄａｅ 1 2
褐虾科Ｃｒａｎｇｏｎｉｄａｅ 1 1
海螯虾科Ｎｅｐｈｒｏｐｓｉｄａｅ 1 1
龙虾科Ｐａｌｉｎｕｒｉｄａｅ 1 1
蝉虾科Ｓｃｙｌｌａｒｉｄａｅ 2 3
绵蟹科Ｄｒｏｍｉｉｄａｅ 2 2
蛙蟹科Ｒａｎｉｎｉｄｅ 1 1
关公蟹科Ｄｏｒｉｐｐｉｄａｅ 1 4
玉蟹科Ｌｅｕｃｏｓｉｉｄａｅ 3 5
馒头蟹科Ｃａｌａｐｐｉｄａｅ 3 5
蜘蛛蟹科Ｍａｊｉｄａｅ 3 3
菱蟹科Ｐａｒｔｈｅｎｏｐｉｄａｅ 1 1
梭子蟹科Ｐｏｒｔｕｎｉｄａｅ 4 23
扇蟹科Ｘａｎｔｈｉｄａｅ 3 3
长脚蟹科Ｇｏｎｅｐｌａｃｉｄａｅ 3 4

口足目Ｓｔｏｍａｔｏｐｏｄａ 虾蛄科Ｓｑｕｉｌｌｉｄａｅ 4 10
猛虾蛄Ｈａｒｐｉｏｓｑｕｉｌｌｉｄａｅ 1 3
指虾蛄科Ｇｏｎｏｄａｔｙｌｉｄａｅ 1 1
琴虾蛄科Ｌｙｓｉｏｓｑｕｉｌｌｉｄａｅ 2 2

2．2　优势种
根据渔获物中个体大小悬殊的特点�选用Ｐｉｎｋａｓ等 ［7］提出的相对重要性指数ＩＲＩ�来研究渔获物数

量组成生态优势种的成分�依此划定每个种在种群中的作用�ＩＲＩ计算公式为：
ＩＲＩ＝（Ｎ＋Ｗ）Ｆ

式中�Ｎ为甲壳类某一种类的尾数占甲壳类渔获总尾数的百分比；Ｗ为甲壳类某一种类的重量占甲壳类
渔获总重量的百分比；Ｆ为甲壳类某一种类的出现的站位数占调查总站位数的百分比。

甲壳类中ＩＲＩ指数大于10的种类列于表2。从表2可得出�ＩＲＩ值在100以上的有11种�分别为：
口虾蛄Ｏｒａｔｏｓｑｕｉｌｌａｏｒａｔｏｒｉａ、黑斑口虾蛄 （Ｏｒａｔｏｓｑｕｉｌｌａｋｅｍｐｉ）、红星梭子蟹 （Ｐｏｒｔｕｎｕｓｓａｎｇｕｉｎｏｌｅｎｔｕｓ）、锈斑
蟳 （Ｃｈａｒｙｂｄｉｓｆｅｒｉａｔｕｓ）、银光棱子蟹 （Ｐｏｒｔｕｎｕｓａｒｇｅｎｔａｔｕｓ）、逍遥馒头蟹 （Ｃａｌａｐｐａｐｈｉｌａｒｇｉｕｓ）、猛虾蛄
（Ｈａｒｐｉｏｓｑｕｉｌｌａｈａｒｐａｘ）、宽突赤虾 （Ｍｅｔａｐｅｎａｅｏｐｓｉｓｐａｌｍｅｎｓｉｓ）、武士蟳 （Ｃｈａｒｙｂｄｉｓｍｉｌｅｓ）、香港蟳 （Ｃｈａｒｙｂｄｉｓ
ｈｏｎｇｋｏｎｇｅｎｓｉｓ）、长叉口虾蛄 （Ｏｒａｔｏｓｑｕｉｌｌａｎｅｐａ）�这11种甲壳类的渔获率之和为4．93ｋｇ／ｈ�占甲壳类总
渔获率 （6．54ｋｇ／ｈ）的75．38％�由此确定这11种为甲壳类的优势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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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南海北部陆架区甲壳类的ＩＲＩ指数 （ＩＲＩ＞10）
Ｔａｂ．2　ＩＲＩｉｎｄｅｘｏｆＣｒｕｓｔａｃｅａｎｓｉｎｔｈｅｃｏｎｔｉｎｅｎｔａｌｓｈｅｌｆｏｆｎｏｒｔｈｅｒｎＳｏｕｔｈＣｈｉｎａＳｅａ

种类
出现频率
（％ ）

渔获重量

（ｋｇ） （％ ）
渔获尾数

（ｉｎｄ） （％ ）
平均体重
（ｇ）

体长范围
（ｍｍ） ＩＲＩ

口虾蛄Ｏｒａｔｏｓｑｕｉｌｌａｏｒａｔｏｒｉａ 27．78 136．20 11．58 9030 8．51 15．08 9～38 557．85
黑斑口虾蛄Ｏｒａｔｏｓｑｕｉｌｌａｋｅｍｐｉ 30．00 87．26 7．42 8856 8．34 9．85 11～30 472．76
红星梭子蟹Ｐｏｒｔｕｎｕｓｓａｎｇｕｉｎｏｌｅｎｔｕｓ 25．00 176．73 15．02 2624 2．47 67．35 10～76 437．32
锈斑蟳Ｃｈａｒｙｂｄｉｓｆｅｒｉａｔｕｓ 36．11 106．50 9．05 1012 0．95 105．24 9～103 361．30
银光棱子蟹Ｐｏｒｔｕｎｕｓａｒｇｅｎｔａｔｕｓ 30．00 39．88 3．39 7685 7．24 5．19 9～30 318．87
逍遥馒头蟹Ｃａｌａｐｐａｐｈｉｌａｒｇｉｕｓ 26．11 106．71 9．07 450 0．42 237．14 39～86 247．90
猛虾蛄Ｈａｒｐｉｏｓｑｕｉｌｌａｈａｒｐａｘ 28．33 68．97 5．86 2797 2．63 24．66 9～50 240．74
宽突赤虾Ｍｅｔａｐｅｎａｅｏｐｓｉｓｐａｌｍｅｎｓｉｓ 33．33 22．87 1．94 4622 4．35 4．95 8～32 209．92
武士蟳Ｃｈａｒｙｂｄｉｓｍｉｌｅｓ 28．89 64．83 5．51 1248 1．18 51．94 9～65 193．14
香港蟳Ｃｈａｒｙｂｄｉｓｈｏｎｇｋｏｎｇｅｎｓｉｓ 28．33 30．31 2．58 2815 2．65 10．77 13～36 148．12
长叉口虾蛄Ｏｒａｔｏｓｑｕｉｌｌａｎｅｐａ 14．44 47．85 4．07 4921 4．64 9．72 13～40 125．70
直额蟳Ｃｈａｒｙｂｄｉｓｔｒｕｎｃａｔａ 27．22 14．06 1．19 1640 1．54 8．57 9～37 74．58
三疣梭子蟹Ｐｏｒｔｕｎｕｓｔｒｉｔｕｂｅｒｃｕｌａｔｕｓ 14．44 43．13 3．67 154 0．15 280．08 29～119 55．05
周氏新对虾Ｍｅｔａｐｅｎａｅｕｓｊｏｙｎｅｒｉ 9．44 16．21 1．38 3548 3．34 4．57 9～30 44．58
近缘新对虾Ｍｅｔａｐｅｎａｅｕｓａｆｆｉｎｉｓ 14．44 22．37 1．90 935 0．88 23．92 9～56 40．18
中华管鞭虾Ｓｏｌｅｎｏｃｅｒａｃｒａｓｓｉｃｏｒｎｉｓ 16．67 6．93 0．59 1907 1．80 3．63 8～33 39．75
假长缝拟对虾Ｐａｒａｐｅｎａｅｕｓｆｉｓｓｕｒｏｉｄｅｓ 13．33 7．76 0．66 1622 1．53 4．79 9～30 29．17
威迪梭子蟹Ｐｏｒｔｕｎｕｓｔｗｅｅｄｉｅｉ 17．22 4．09 0．35 1373 1．29 2．98 12～27 28．26
疾进虫寻Ｃｈａｒｙｂｄｉｓｖａｄｏｒｕｍ 14．44 4．87 0．41 1271 1．20 3．83 9～28 23．27
日本虫寻Ｃｈａｒｙｂｄｉｓｊａｐｏｎｉｃａ 12．78 16．87 1．43 310 0．29 54．43 9～62 22．06
细巧仿对虾Ｐａｒａｐｅｎａｅｏｐｓｉｓｔｅｎｅｌｌａ 16．11 1．44 0．12 1232 1．16 1．17 8～44 20．67
口虾蛄Ｓｐ．Ｏｒａｔｏｓｑｕｉｌｌａｓｐ． 0．56 2．88 0．24 37440 35．27 0．08 1～2 19．73
毛缘扇虾Ｉｂａｃｕｓｃｉｌｉａｔｕｓ 6．67 26．55 2．26 323 0．30 82．20 44～60 17．07
九齿扇虾Ｉｂａｃｕｓｎｏｖｅｍｄｅｎｔａｔｕｓ 8．33 18．64 1．58 249 0．23 74．86 52～55 15．16
马来鹰爪虾Ｔｒａｃｈｙｐｅｎａｅｕｓｍａｌａｉａｎａ 16．11 3．84 0．33 607 0．57 6．32 12～37 14．47
拥剑梭子蟹Ｐｏｒｔｕｎｕｓｈａａｎｉｉ 8．33 14．48 1．23 347 0．33 41．72 50～56 12．98
伪装关公蟹Ｄｏｒｉｐｐｅｆａｃｃｈｉｎｏ 8．89 8．51 0．72 727 0．68 11．70 18～40 12．51

　　注：体长范围中虾、虾蛄类为头胸甲长�蟹为盔甲宽。

2．3　种类的水深分布
将甲壳类的种类分布与水深的关系列于表3。从表3可得出�甲壳类的种类分布与水深有密切的

关系。虾类：沙栖新对虾、墨吉对虾、鲜明鼓虾、窄足鼓虾等分布于10～20ｍ的水域�周氏新对虾、近缘
新对虾、中华管鞭虾、长足鹰爪虾、哈氏仿对虾、长毛对虾等分布于10～60ｍ水域�细巧仿对虾、宽突赤
虾等分布于100ｍ以浅的水域�毛缘扇虾、九齿扇虾、龙虾ｓｐ．、红斑后海螯虾分布于80ｍ以深的水域�
假长缝拟对虾广泛分布于调查水域；蟹类：红星梭子蟹、拥剑梭子蟹、三疣梭子蟹、威迪梭子蟹、香港蟳、
阿氏强蟹等分布于10～60ｍ水域�菲岛狼牙蟹、长足长踦蟹、绵蟹、双角互敬蟹等分布于40～140ｍ水
域�蛙形蟹、中华隆背蟹、短齿蟳、武装筐形蟹等分布于180ｍ的较深水域�锈斑蟳、银光棱子蟹、逍遥馒
头蟹、武士蟳、直额蟳、日本蟳广泛分布于调查水域；虾蛄类：猛虾蛄、长叉口虾蛄、口虾蛄、黑斑口虾蛄、
沟额琴虾蛄、装饰口虾蛄、窝纹网虾蛄等分布于10～60ｍ水域�拉氏绿虾蛄、棘突猛虾姑等分布于
20～100ｍ水域�尖刺糙虾蛄、无刺口虾蛄分布于140～180ｍ的较深水域。
2．4　渔获率分布

甲壳类平均渔获率为6．54ｋｇ／ｈ�组成甲壳类三个类群中的虾类渔获率为0．88ｋｇ／ｈ�占甲壳类的
13．46％；蟹类渔获率为3．68ｋｇ／ｈ�占甲壳类的56．27％；虾蛄类渔获率为1．98ｋｇ／ｈ�占甲壳类的
30．27％。

甲壳类渔获率沿不同断面的分布见表4。从表4得出�平均渔获率为6．54ｋｇ／ｈ�其中�从不同区域
看�Ｂ断面分布最多�达7．94ｋｇ／ｈ�Ｃ断面分布最少�只有4．94ｋｇ／ｈ�渔获率从高到低的分布断面依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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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Ｂ、Ｄ、Ａ、Ｅ、Ｃ；从不同季节看�秋季分布最多�达10．31ｋｇ／ｈ�冬季分布最少�只有4．05ｋｇ／ｈ�渔获率从
高到低的分布季节依次为秋季、春季、夏季、冬季。

表3　种类分布与水深的关系
Ｔａｂ．3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ｏｆｓｐｅｃｉｅｓ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ｗｉｔｈｗａｔｅｒｄｅｐｔｈ

种类
分布水深
（ｍ）

出现频率
（％ ） 种类

分布水深
（ｍ）

出现频率
（％ ） 种类

分布水深
（ｍ）

出现频率
（％ ）

周氏新对虾 10～30 9．44 锈斑蟳 10～140 36．11 巨形拳蟹 10 0．56
近缘新对虾 10～40 14．44 银光棱子蟹 30～140 30．00 蛙形蟹 180 1．11
中华管鞭虾 10～40 16．67 逍遥馒头蟹 10～140 26．11 紫隆背蟹 60～180 1．11
假长缝拟对虾 20～180 13．33 武士蟳 30～180 28．89 柔毛梭子蟹 10～20 1．11
细巧仿对虾 20～100 16．11 香港蟳 10～80 28．33 矛形梭子蟹 10～40 1．67
毛缘扇虾 80～180 6．67 直额蟳 10～140 27．22 干练平壳蟹 60 0．56
九齿扇虾 100～180 8．33 三疣梭子蟹 10～40 14．44 沟痕绒球蟹 30 0．56
马来鹰爪虾 10～100 16．11 威迪梭子蟹 10～60 17．22 疣面关公蟹 60 0．56
长足鹰爪虾 10～60 8．33 疾进蟳 10～40 14．44 彭氏黎明蟹 140 0．56
刀额仿对虾 20～100 7．22 日本蟳 10～180 12．78 日本关公蟹 10 0．56
宽突赤虾 10～100 33．33 拥剑梭子蟹 10～60 8．33 球形拳蟹 10 0．56
斑节对虾 40～80 3．89 伪装关公蟹 10～40 8．89 中华关公蟹 30 0．56
哈氏仿对虾 10～30 5．56 隆线强蟹 10～80 11．11 中华隆背蟹 180 0．56
须赤虾 30～80 2．78 纤手梭子蟹 10～40 13．89 环状隐足蟹 40 0．56
贪吃鼓虾 10～20 6．11 变态蟳 10～60 8．89 海绵精干蟹 30 0．56
长毛对虾 10～60 4．44 美人蟳 10～40 7．22 细肢滑面蟹 80 0．56
刀指蝉虾 40～80 6．67 七刺栗壳蟹 10～60 6．67 锐齿蟳 30 0．56
龙虾ｓｐ 140～180 1．67 长足长踦蟹 40～100 7．22 口虾蛄 10～60 27．78
泥污疣褐虾 60～100 3．89 阿氏强蟹 10～40 5．00 黑斑口虾蛄 10～40 30．00
凹管鞭虾 20～80 2．22 绵蟹 40～140 2．22 绿口虾蛄 60 0．56
日本对虾 10～80 2．22 疣状梭子蟹 10～80 5．00 大指虾蛄 80 0．56
红斑后海螯虾 180 0．56 远海梭子蟹 10～20 2．22 日本猛虾蛄 80 0．56
东方异腕虾 20～60 2．22 菲岛狼牙蟹 60～140 2．22 斑琴虾蛄 60 0．56
鹰爪虾 10～60 1．67 双刺静蟹 10～40 1．67 猛虾蛄 10～80 28．33
硬壳赤虾 80 0．56 红线黎明蟹 10～140 2．22 拉氏绿虾蛄 20～80 1．67
亨氏仿对虾 20～30 1．11 红斑斗蟹 30～80 3．33 尖刺糙虾蛄 140 0．56
驼背异腕虾 80 1．11 丽纹棱子蟹 10～80 3．89 无刺口虾蛄 180 0．56
吐露赤虾 30 1．11 短齿蟳 180 1．11 长叉口虾蛄 10～60 14．44
沙栖新对虾 10 0．56 双角互敬蟹 80～140 1．67 口虾蛄ｓｐ 20 0．56
墨吉对虾 20 0．56 肝叶馒头蟹 60 0．56 棘突猛虾姑 20～100 9．44
鲜明鼓虾 20 0．56 武装筐形蟹 180 1．11 沟额琴虾蛄 20～60 3．89
窄足鼓虾 20 0．56 看守长眼蟹 30 1．11 装饰口虾蛄 10～30 3．33
红星梭子蟹 10～60 25．00 刺足掘沙蟹 10～40 2．22 窝纹网虾蛄 20～30 1．67

表4　甲壳类渔获率沿不同断面的分布
Ｔａｂ．4　Ｔｈｅ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ｏｆｃａｔｃｈｒａｔｅｏｆＣｒｕｓｔａｃｅａｎｓｗｉｔｈ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ｔｒａｎｓｅｃｔｓ ｋｇ／ｈ

季节 Ａ Ｂ Ｃ Ｄ Ｅ 平均

春季 8．03 4．77 5．81 6．49 5．39 6．10
夏季 6．54 6．84 4．19 3．52 7．28 5．67
秋季 9．09 14．74 6．92 12．81 8．00 10．31
冬季 3．03 5．40 2．82 5．21 3．80 4．05
平均 6．67 7．94 4．94 7．01 6．12 6．54

甲壳类渔获率沿水深梯度的分布见表5。从表5得出�甲壳类渔获率分布状况是：60ｍ以浅平均渔
获率较多�为9．69ｋｇ／ｈ�10～20ｍ水深平均渔获率分布最多�达15．30ｋｇ／ｈ�80ｍ以深平均渔获率分布
极少�仅为2．60ｋｇ／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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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5　甲壳类渔获率沿水深梯度的分布
Ｔａｂ．5　Ｔｈｅ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ｏｆｃａｔｃｈｒａｔｅｏｆＣｒｕｓｔａｃｅａｎｓｗｉｔｈ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ｗａｔｅｒｄｅｐｔｈ ｋｇ／ｈ

水深 （ｍ） 春季 夏季 秋季 冬季 平均

10 7．27 10．84 46．23 7．98 18．08
20 8．68 13．48 19．02 8．88 12．52
30 8．14 9．38 5．18 5．39 7．02
40 8．09 3．39 7．07 1．81 5．09
60 6．22 3．87 8．98 3．83 5．73
80 7．42 3．26 3．13 2．50 4．08
100 2．66 3．69 1．33 2．08 2．44
140 2．31 0．94 0．53 0．98 1．19
180 4．09 2．21 1．34 3．02 2．67
平均 6．10 5．67 10．31 4．05 6．54

2．5　资源密度分布
根据扫海面积法来估算甲壳类的资源密度�扫海宽度取上纲长度的2／3�则每小时的扫海面积为

0．15ｋｍ2。不同季节的资源密度见表6�区域资源密度分布见图2。从表6得出�甲壳类的资源密度有
明显的季节变动�秋季最高�冬季最低�其分布从高到低的季节为秋季、春季、夏季、冬季�分别为137．47、
81．33、75．60、54．00ｋｇ／ｋｍ2�年均资源密度为87．20ｋｇ／ｋｍ2。

表6　资源密度的分布
Ｔａｂ．6　Ｔｈｅ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ｏｆ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ｄｅｎｓｉｔｙ ｋｇ／ｋｍ2

春季 夏季 秋季 冬季 平均

资源密度 81．33 75．60 137．47 54．00 87．20

图2　不同季节的资源密度分布 （ｋｇ／ｋｍ2）
Ｆｉｇ．2　Ｔｈｅ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ｏｆ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ｄｅｎｓｉｔｙｉｎ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ｓｅａｓｏｎ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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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讨论
甲壳类中的虾类等具有垂直移动习性�为了更客观反映该海域甲壳类的种类组成和区域分布状况�

本项目调查采用底拖网作业方式�由于底拖网网口较高�且调查均于白天进行�这样能充分反映甲壳类
的资源分布状况。

本项目调查设置5个断面�每断面沿水深梯度分别在10、20、30、40、60、80、100、140和180ｍ水深
设置调查站点�采样站点数量达45个�调查范围广�站点多；而且调查次数为4次�分别代表4季�这样
能充分反映甲壳类在南海北部陆架区的区域及季节分布。

从地理分布来看�南海北部海域的甲壳类种类较多�但种类组成的区系成分较为简单�大多数种类
具有热带亚热带性质�基本属于印度洋－西太平洋动物区系范畴。

北部湾2001年11月和2002年1月秋冬2季调查所用的调查船�与本项目调查所用的调查船其船
型相似�功率相同�网具相近�调查作业方式一样�故此�其调查结果具有可比性。根据北部湾2001年
11月和2002年1月秋冬2季调查的结果 ［3］�北部湾秋、冬季甲壳类共有63种�隶属于2目17科36属�
平均渔获率为0．85ｋｇ／ｈ�秋季渔获率为0．77ｋｇ／ｈ�冬季渔获率为0．93ｋｇ／ｈ�甲壳类渔获率分布冬季高
于秋季；南海北部陆架区4季甲壳类共有99种�隶属于2目22科46属�平均渔获率为6．54ｋｇ／ｈ�春季
渔获率为6．10ｋｇ／ｈ�夏季渔获率为5．67ｋｇ／ｈ�秋季渔获率为10．31ｋｇ／ｈ�冬季渔获率为4．05ｋｇ／ｈ�甲
壳类渔获率分布秋季最高�冬季最少。对比南海北部陆架区和北部湾的甲壳类调查结果�南海北部陆架
区甲壳类种类数分布多于北部湾甲壳类种类数�南海北部陆架区甲壳类渔获率分布明显高于北部湾甲
壳类渔获率�甲壳类渔获率的季节分布也不同�北部湾甲壳类渔获率分布冬季高于秋季�而南海北部陆
架区甲壳类渔获率分布则秋季高于冬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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