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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研究蠡湖渔业资源的种群组成结构特点�了解蠡湖渔业资源多样性的变化规律。2007年7－12月
间�在蠡湖设置了10个采样点�通过采样调查�分析了蠡湖渔业资源种类和优势种以及群落多样性。结果表
明：调查期间�青梢红鲌和湖鲚是各个监测站点的优势品种；各个站点生物多样Ｓｈａｎｎｏｎ-Ｗｉｅｎｅｒ指数介于2～3
之间�依此判定蠡湖渔业资源群落的多样性和丰富度属于正常水平。生物多样性具有季节性�7、8月的生物
多样性指数和其它月份有明显差异�而各个监测站点间没有明显的差异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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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00ｍ�面积约8．01ｋｍ2（含长广溪北端宽阔水域 ） ［1］。自2002年起实施了生态保护修复和水环境治
理综合措施�包括污水截流�生态清淤�退渔还湖�动力还水�生态修复�湖岸整治和环湖林带建设等治理
方法的应用 ［2－3］�以达到重建蠡湖水生生态系统的目的。生物多样性是生命有机体及其赖以生存的生
态综合体的多样性�主要包括物种多样性、遗传多样性、生态多样性和景观多样性 ［4］。本文运用
Ｓｈａｎｎｏｎ-Ｗｉｅｎｅｒ多样性指数和Ｐｉｅｌｏｕ均匀度指数来评价蠡湖水生动物群落的多样性和丰富度�为进一
步实施蠡湖 “外源性治理 ”提供科学的依据。
1　材料与方法

图1　采样点设置图
Ｆｉｇ．1　Ｌｏｃａｔｉｏｎｏｆｓａｍｐｌｉｎｇｓｔａｔｉｏｎｓ

1．1　采样点设置及采样方式
在蠡湖共设置10个采样点 （图1）�分别是渔父

岛 （120°13′53．9″Ｅ�310°31′50．6″Ｎ）�鹿顶山 （120°
13′43．9″Ｅ�31°31′47．9″Ｎ）�充山 （120°13′56．5″Ｅ�
31°31′22．9″Ｎ）�水上明月 （120°14′10．3″Ｅ�31°31′
16．1″Ｎ）�宝界桥西 （120°14′16．9″Ｅ�31°31′07．9″
Ｎ）�双虹园 （120°14′47．1″Ｅ�31°31′00．1″Ｎ）�珍宝舫
（120°15′30．7″Ｅ�31°31′05．8″Ｎ）�美湖 （120°16′27．
1″Ｅ�31°31′15．8″Ｎ）�西施岛 （120°15′44．5″Ｅ�31°30′
41．0″Ｎ）�石塘 （120°15′24．2″Ｅ�31°30′14．0″Ｎ）。每
个采样点同时设置地笼 （截面50ｍｍ×50ｍｍ�长度
5ｍ）和刺网 （网目尺寸为50ｍｍ�网衣高1．5ｍ�长
16ｍ）。监测时间为2007年7月至12月每月的15日12时至次日11时。将所有渔获物进行分类鉴
定�一般鉴定到种�同时测定渔获物的可量可数性状�如体长、体重等�统计渔获尾数和重量�并将相应数
据录入设计的数据库内。
1．2　数据库描述

数据库包括站点基本信息表�渔获物基本信息表和渔获物分类信息表。监测站点基本信息表包括
以下字段：ＩＤ�监测站点�监测站点编号�精度�纬度�船号�联系人；渔获物基本信息表包括以下字段：ＩＤ�
渔获物名�渔获物编码�体长�全长�体重�监测站点编号；渔获物分类信息表包括以下字段：ＩＤ�渔获物编
码�渔获物名�纲�目�科�属�种。
1．3　生物多样性指数

采用Ｓｈａｎｎｏｎ-Ｗｉｅｎｅｒ指数和Ｐｉｅｌｏｕ指数 ［5］来分别表示蠡湖水生生物的多样性和分布均匀度。
公式如下：
Ｈ′＝－∑ｓ

ｉ＝1（Ｐｉ）（ＩｎＰｉ）；Ｊ＝Ｈ′Ｉｎｓ
式中：Ｈ′为Ｓｈａｎｎｏｎ-Ｗｉｅｎｅｒ多样性指数�Ｊ为Ｐｉｅｌｏｕ均匀度指数。ｉ为第ｉ种样品�ｓ为采样点水生生

物所出现的种数�Ｐｉ为采样点中第ｉ种样品的个体数在全部样品中所占的比例 ［6－7］。

2　结果
2．1　渔获统计

共采集到水生动物37种�隶属于9目14科 （图2）�其中以鲤科 （Ｃｙｐｒｉｎｉｄａｅ）鱼类为主�共有22种�
约占60％。此外�发现外来种－－－巴西彩龟 （Ｔｒａｃｈｅｍｙｓｓｃｒｉｐｔａ）。小型肉食型鱼类在各个监测点都属于
优势品种�主要包括青梢红鲌 （Ｅｒｙｔｈｒｏｃｕｌｔｅｒｄａｂｒｙｉｄａｂｒｙｉ）和湖鲚 （Ｃｏｉｌｉａｅｃｔｅｎｅｓｔａｉｈｕｅｎｓｉｓ）（表1）。

244 上　海　海　洋　大　学　学　报　　　　　　　　　　　　　　　　　18卷



图2　蠡湖渔获物分类概括
Ｆｉｇ．2　Ｔｈｅｇｅｎｅｒａｌｃｌａｓｓ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ｏｆｆｉｓｈｅｒｙｃａｐｔｕｒｅｉｎＬｉｈｕ

2．2　生物多样性指数
从表2可看出�Ｓｈａｎｎｏｎ-Ｗｉｅｎｅｒ多样性指数为

1．103～2．184�Ｐｉｅｌｏｕ均匀度指数为0．666～0．929。
统计分析表明�7、8月份与其它月份之间的多样性
指数差异显著 （Ｐ＜0．05）�而7、8月份之间和其它
月份之间的多样性指数差异不明显 （Ｐ＞0．05）；各
个监测站点之间的多样性指数差异不显著 （Ｐ＞
0．05）。
2．3　生物多样性指数对比分析

汇总7－12月各个采样点的数据�以渔获重量
为基础�计算得出蠡湖十个采样点的Ｓｈａｎｎｏｎ-Ｗｉｅｎｅｒ和Ｐｉｅｌｏｕ值。从图3可看出�珍宝舫和宝界桥的多
样性指数都处于比较高的水平�而石塘桥的多样性指数处于一个相对低下的水平�一般Ｓｈａｎｎｏｎ-Ｗｉｅｎｅｒ
介于2～3之间�可认定该水域物种多样性和丰富度相对比较稳定�即蠡湖群落多样性和丰富度属于正
常水平。

表1　蠡湖各监测站点优势种组成
Ｔａｂ．1　ＴｈｅｔｏｐｔｈｒｅｅｓｐｅｃｉｅｓｆｒｏｍｅａｃｈｓｔａｔｉｏｎｏｆＬｉｈｕ

站点

湖鲚
Ｃ．ｅｃｔｅｎｅｓｔａｉｈｕｅｎｓｉｓ

青梢红鲌
Ｅ．ｄａｂｒｙｉｄａｂｒｙｉ

日本沼虾
Ｍ．ｎｉｐｐｏｎｅｎｓｅ

秀丽白虾
Ｅ．ｍｏｄｅｓｔｕｓ

高体鳑鮍
Ｒ．ｏｃｅｌｌａｔｕｓ

鲫鱼
Ｃ．ａｕｒａｔｕｓａｕｒａｔｕｓ

计数 比例 计数 比例 计数 比例 计数 比例 计数 比例 计数 比例

％ ％ ％ ％ ％ ％
珍宝舫 53 28．64 31 16．75 29 15．67
渔父岛 60 18．12 62 18．73 55 16．61
西施岛 49 18．99 45 17．44 46 17．82
水上明月 39 14．60 75 28．08 48 17．97
双虹园 48 19．35 42 16．93 45 18．14
石塘 130 19．78 91 13．85 149 22．67
美湖 53 19．92 62 23．30 40 15．03
鹿顶山 33 11．53 64 22．37 49 17．13
充山 60 21．20 58 20．49 30 10．60

宝界桥西 50 23．58 29 13．67 42 19．81

表2　蠡湖各监测站点生物多样性指数
Ｔａｂ．2　Ｔｈｅｂｉｏ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ｉｎｄｉｃｅｓｆｒｏｍｅａｃｈｓｔａｔｉｏｎｏｆＬｉｈｕ

站点
7月 8月 9月 10月 11月 12月

Ｈ’ Ｊ Ｈ’ Ｊ Ｈ’ Ｊ Ｈ’ Ｊ Ｈ’ Ｊ Ｈ’ Ｊ

珍宝舫 1．664 0．929 1．103 0．796 1．490 0．831 1．633 0．911 1．652 0．922 1．895 0．911
渔父岛 1．397 0．672 1．639 0．683 1．496 0．835 1．802 0．820 1．226 0．762 1．275 0．712
西施岛 1．667 0．802 2．184 0．911 1．373 0．766 1．201 0．746 1．477 0．824 1．455 0．700
水上明月 1．915 0．871 2．170 0．905 1．574 0．878 1．428 0．797 1．449 0．745 1．194 0．666
双虹园 1．845 0．887 2．142 0．893 1．489 0．716 1．465 0．818 1．518 0．847 1．457 0．813
石塘 1．545 0．794 1．983 0．700 1．424 0．795 1．569 0．876 1．236 0．768 1．571 0．715
美湖 1．977 0．771 1．592 0．766 1．312 0．815 1．750 0．760 1．505 0．935 1．324 0．680
鹿顶山 1．725 0．886 2．078 0．787 1．780 0．810 1．720 0．827 1．837 0．883 1．373 0．766
充山 1．770 0．910 2．122 0．854 1．196 0．667 1．635 0．840 1．333 0．744 1．524 0．783

宝界桥西 1．723 0．885 1．875 0．772 1．691 0．869 1．332 0．828 1．658 0．925 1．639 0．9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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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7－12月各站点的多样性指数变化
Ｆｉｇ．3　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ｏｆｓｕｍｍａｒｙｂｉｏ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ｉｎｄｉｃｅｓｆｒｏｍＪｕｌｙｔｏＤｅｃｅｍｂｅｒ

3　讨论
3．1　水生动物群落多样性的特点

各个监测点所采集的水生动物种类数目介于1～22种之间�相对比较稳定�但数量和空间分布还是
很不均匀�这一点反映在生物多样性指数的统计结果上�Ｓｈａｎｎｏｎ-Ｗｉｅｎｅｒ多样性指数为1．103～2．184�
Ｐｉｅｌｏｕ均匀度指数为0．666～0．929。将7－12月各点的采样数据汇总后重新计算�得到的 Ｓｈａｎｎｏｎ-
Ｗｉｅｎｅｒ多样性指数居于2．852～3．466之间�Ｐｉｅｌｏｕ均匀度指数位于0．729～0．92之间。应该说汇总后
计算的多样性指数更能全面地反映蠡湖水生动物多样性的结构�既综合考虑了某个时间段的群落结构�
又兼顾到空间上的分布连续性。
3．2　水生生物的分布

2002年之前�蠡湖属于养殖型湖泊�一般采用春季放流鱼种�冬季大捕捞的方式。自从蠡湖实施
“内源性治理 ”后�其功能定位也慢慢向天然湖泊倾斜�以前人工放流的 “四大家鱼 ”的优势地位逐渐削
弱�小型肉食性鱼类渐渐占了上风。根据渔获物统计�小型肉食性鱼类中的青梢红鲌和湖鲚在各个监测
点都属于优势群落�捕获量基本上位于前三位 （见表1）；蠡湖由养殖型湖泊向天然型湖泊转变后�其生
态食物链发生改变�凶猛的肉食型鱼类逐渐占有优势地位�急切需要通过 “外源性治理 ”�比如增加滤食
型鱼类�即 “四大家鱼 ”的放流数量�保证蠡湖生物多样性的稳定。汇总7－12月各监测站点的数据计
算而得的Ｓｈａｎｎｏｎ-Ｗｉｅｎｅｒ多样性指数和Ｐｉｅｌｏｕ均匀度指数均反映蠡湖生物多样性的稳定性。
3．3　治理的效果

实施 “内源性治理 ”后�蠡湖常规监测的水生动物回捕数量较往年有了显著提高�从渔获物的数量
和群落结构上来讲有了很好的改善�初步统计比上世纪90年代提高了50％左右�这和增殖保护工作密
不合分�同时蠡湖自2003年末开始实行了全湖禁捕�渔政执法部门取缔了蠡湖内的捕捞作业用具�其水
质环境得到了明显改善�土著鱼类通过自身繁殖使群落的数量和结构更趋合理化。从生态效益看�品种
资源补充量和亲体量显著上升�增殖保护的累积效应得以逐步体现�并且改善了水域生态群落结构�对
修复水域生态环境起到了良好的效果；从社会效益看�结合增殖保护工作组织开展的各种宣传活动扩大
了社会影响�全民自觉保护资源环境的意识得到进一步加强�增殖放流促进了休闲渔业等相关产业的发
展。
3．4　外来物种

采样过程中�在渔父岛用丝网捕到巴西彩龟2个�这与附近居民随意放生有关�同时也提醒渔政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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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部门应该加强对附近居民的法制宣传�增强居民的环保理念�让居民进一步了解任意放生外来物种的
危害性。其次�在进行人工放流的同时也要注意避免外来物种的混入�对于放流物种的来源有一定的控
制�尽量选择太湖流域苗种场的鱼苗�螺蛳和河蚌。
3．5　建议和对策

为了更好地维系蠡湖生物多样性的稳定�提出以下几条建议：（1）继续进行增殖保护的工作�更趋
合理地完善放流水生动物的品种和数量的搭配比例；（2）加强对附近居民的宣传教育工作�防止外来生
物由于附近居民的任意放生进入蠡湖；（3）做好蠡湖渔民转产转业工作�防止渔民重新进入蠡湖进行渔
业捕捞作业�破坏刚刚恢复的水生动物群落；（4）建立相应的繁殖保护区�为蠡湖水生动物的资源恢复
提供良好的生态环境 ［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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