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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根据 2006-2007年 “苏通渔 01110”渔船按季度对江苏省沿岸海域 ( 119°00′-123°00′E、31°40′-35°50′N)

进行仔稚鱼种类组成及数量分布的调查。从中对筛选出的中华小公鱼 (Stolephoruschinensis)仔稚鱼资源空间

分布及其与环境关系进行了探讨。结果表明:夏季共采集到 443尾,平均每站为 36.9尾, 以前弯曲期仔鱼为

主;秋季共采集 417尾, 平均每站为 34.8尾, 以后弯曲期仔鱼和稚鱼为主。结合环境数据和历史调查资料分

析表明, 低盐度的水域更适合中华小公鱼的个体生长;水温和盐度的变化影响了该调查海域优势种鳀鱼的分

布, 显示了中华小公鱼在该海域内的数量优势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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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espatialandtemporaldistributionoftheearlylifestagesofStolephoruschinensissurveywere

carriedoutbytheboat“SutongYuNo.01110” alongthecoastofJiangsuProvinceduring2006 and2007.

Samplingregionswere119°00′-123°00′E, 31°40′-35°50′N.Theabundanceoflarvaeandjuvenileswere

investigatedbyhorizontaltowingontheseasurfaceataspeedof1-2knateachsamplingstation.Thetowing

timewas10 minutes.Insummer, atotalof443larvaeandjuvenilesofStolephoruschinensiswerecollected,

theaveragedensitywas36.9 ind./ station, thedominantstagewaspre-flexion.Inautumn, atotalof417

larvaeandjuvenilesofStolephoruschinensiswerecollected, theaveragedensitywas34.8 ind./station, the

dominantstageswerepost-flexionandjuveniles.Thecompositiondifferencesbetweensummerandautumnin

thisspeciesshowedthatthestagesandabundanceoffishlarvaeandjuvenileswererelatedtotemperatureand

salinitychanges.ItwillhavesomeeffectontheichthyoplanktoncompositioninthecoastofJiangsuProvi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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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苏是我国海洋渔业的主要基地之一,近海渔场面积占全国海洋渔场总面积的 5.5%
[ 1]
, 在历年的

江苏沿海仔稚鱼资源调查中, 鳀科鱼类占有较大比重, 其中以鳀鱼 (Engraulisjaponicus)和小公鱼属

(Stolephorussp.)的鱼类为主 。近年来,对分布在浙江近海的小公鱼属和珠江口海区的几种小公鱼的早

期生态有所研究和报道
[ 2-5]

,但对江苏沿海小公鱼属的研究还仅限于资源量的调查
[ 6]
。仔稚鱼发育 、数

量变动及其与环境关系是研究渔业资源数量变动的重要基础 。为此,根据 2006-2007年江苏沿海渔业

资源仔稚鱼调查数据,分析了最优势种中华小公鱼 (Stolephoruschinensis)仔稚鱼的数量变动和时空分

布,探讨了其分布与环境的关系,为系统掌握该鱼类在江苏沿海的早期补充过程, 确保该资源的可持续

利用提供基础资料。

1　材料与方法

图 1　调查站位

Fig.1　Samplingstations

1.1　调查采样

利用 “苏通渔 01110”号渔船 (单拖作业, 船长

24.8 m, 74 t) ,采用浅水 I型浮游生物网 (网长 145

cm,网口内径 50 cm,网口面积 0.2 m
2
, 筛绢规格为

CQ14、JP12) ,在江苏省沿岸海域 ( 119°00′-123°00′

E、31°40′-35°50′N), 按季度于 2006年 7月 17日

-8月 6日 (夏季 ) 、2006年 12月 20-2007年 1月

11日 (冬季 ) 、2007年 4月 6日 -5月 2日 (春季 )和

2007年 10月 2日 -2007年 10月 31日 (秋季 )进行

了 4个航次的调查 (图 1) 。按照 908调查规范要求

设置站位
[ 7]

, 按纬度由南至北顺序编号 。

在每个站点进行表层水平拖网 10 min,船速为

1 ～ 2 kn。现场用 5%的甲醛溶液固定标本, 用表层

水温计测定表层水温, 用 ATAGOS/MILL-E测定表

层盐度 。

1.2　方法

根据中华小公鱼仔稚鱼的特征
[ 1, 8 -10]

进行鉴定。根据 Kendall
[ 11]
对仔稚鱼发育分期标准来划分其

发育阶段;用带有目测微尺的 OLYMPUSSZ解剖镜以及游标卡尺测量体长 (SL,单位为 mm) 。体长是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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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12]
。根据各站点调查获得的资源尾数, 结合环境调查数据, 利用 Arcview3.2软

件绘制仔稚鱼数量分布图及其与环境关系图。

2　结果

2.1　时空分布特征

4个航次共采集到中华小公鱼 861尾,其中夏季和秋季的采集量分别占其总量的 51.5%和 48.4%;

冬季仅在 St30采集到 1尾, 占 0.1%;春季则没有采集到 。

夏季调查期间,共在 12个站位点采集到中华小公鱼 443尾,平均密度为 36.9尾,呈分散型分布, 主

要集中在 St37, 占总数的 60.7%(图 2a) 。秋季调查期间, 在 12个站位点采集到 417尾中华小公鱼, 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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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密度为 34.8尾 /站, 呈现明显以 33°N为界的南北两大分布群, 北部主要分布集中在 33°N以北的近

岸水域 (占 95.44%) ,其中主要在 St35和 St38,占总数的 88.5%(图 2b) 。

图 2　夏秋季中华小公鱼仔稚鱼的数量分布
Fig.2　AbundancedistributionofStolephoruschinensislarvaeandjuvenilesinsummerandautumn

a.夏季;b.秋季

2.2　个体组成

夏 、秋季中华小公鱼发育阶段存在着一定差异 。夏季, 中华小公鱼中以前弯曲期仔鱼居多,占总数

的 76.8%;后弯曲期次之,占总数的 18.5%;弯曲期和稚鱼分别占 2.9%和 1.8%;秋季, 中华小公鱼中

以后弯曲期和稚鱼居多,分别占总数的 59.7%和 38.6%;弯曲期仅为 1.7%;无前弯曲期仔鱼 (图 3);冬

季,仅采集到 1尾中华小公鱼稚鱼。

夏季,中华小公鱼的体长范围为 1 ～ 39mm,优势体长为 3 ～ 4mm(图 4) ,占总数 63.9%。比较各站

位的中华小公鱼渔获体长,平均体长由南至北呈减小的趋势 (图 5) ,从 33.1 mm减少到 5.4 mm。比较

各站位出现的频率,以 St37和 St33出现数量较多,且主要为前弯曲期仔鱼 。

图 3　夏秋季中华小公鱼发育阶段的比较
Fig.3　DevelopmentstagesofStolephorus
chinensisinsummerandautumn

图 4　夏季不同发育阶段的中华小公鱼仔稚鱼体长组成
Fig.4　BodylengthfrequenciesofStolephorus
chinensislarvaeandjuvenilesinsummer

秋季,仔鱼体长范围为 6 ～ 45 mm,占秋季总量的 83.4%。从发育阶段看, 33°N以北海域以后弯曲

期仔鱼占优势,优势体长 12 ～ 14 mm,占秋季中华小公鱼总数的 95.4%;33°N以南海域以稚鱼占优势,

优势体长 17 ～ 18mm(图 6) ,占 4.6%。其中,除 St38有少量弯曲期仔鱼出现外, 其余各站位点以后弯

曲期仔鱼和稚鱼为主,其中后弯曲期仔鱼优势体长为 12 ～ 15mm, 稚鱼期优势体长为 18 ～ 21 mm。在出

现量较多的 St35和 St38均以后弯曲期仔鱼占优势 (图 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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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夏季主要站位不同发育阶段中华小公鱼的体长分布
Fig.5　BodylengthfrequenciesofStolephoruschinensislarvaeandjuvenilesmusterinsomestationsinsummer

图 6　秋季不同发育阶段中华小公鱼体长组成
Fig.6　BodylengthfrequenciesofStolephoruschinensislarvaeandjuvenilesinautumn

图 7　秋季不同发育阶段中华小公鱼在 St35和 St38的体长分布
Fig.7　BodylengthfrequenciesofStolephoruschinensislarvaeandjuvenilesatSt35 andSt38 inautumn

2.3　仔稚鱼数量空间分布与环境关系

分析仔稚鱼数量空间分布与表层温 、盐的叠加可以看出,夏季,表层水温南部较北部偏高,而盐度南

部较北部偏低,其中在 32°N附近区域夏季受长江冲淡水的影响, 盐度由北至南急剧下降 (图 8) 。其中,

中华小公鱼集中出现的 St33和 St37两个站位位于相对低温低盐区;秋季,表层水温呈中部较高,向南北

两侧逐渐降低的趋势, 34°-35°N的近岸区域, 表层水域的盐度分布由近岸向外海逐渐升高 (图 9)。其

中,中华小公鱼集中出现的 St35和 St38两个站位位于相对低温高盐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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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　夏季仔稚鱼数量空间分布与表层水温 、盐度的关系 (圆圈单位:尾 )

Fig.8　Surfacelayertemperatureandsalinitydistributionandabundancedistributionineachsamplingstationinsummer

图 9　秋季仔稚鱼数量空间分布与表层水温 、盐度 (圆圈单位:尾 )

Fig.9　Surfacelayertemperatureandsalinitydistributionandabundancedistributionineachsamplingstationinautumn

3　讨论

仔鱼的生长对鱼类种群动态,尤其是资源补充过程有着重要的意义, 也受到环境因子的影响
[ 13]
。

中华小公鱼和其它中上层鱼类一样, 对温度反应非常敏感 。在不同的生活阶段, 不同的季节, 随着水温

的变化不断地改变自身的适应力
[ 5-6]

。本研究结果表明, 中华小公鱼仔稚鱼的数量变动随水温发生一

定的变化,在夏 、秋季大多聚于近岸区域, 仅少量分布在外海区,其中, 秋季的中华小公鱼集中区略偏向

北部 (图 8, 9)。此外,盐度对中华小公鱼仔稚鱼的个体体长生长也有一定的影响 。夏季, 由南至北的表

层水域盐度升高,中华小公鱼的优势体长呈减小趋势 (图 5);秋季, 低盐度水域中的个体体长偏大。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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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有研究显示,沿岸型的中华小公鱼多分布在盐度较低的江口混浊水域
[ 14]
。这些均表明, 较高盐度的

水域不利于其体长生长。

在江苏沿海鱼类浮游生物组成中,历来以鳀科鱼类,尤其是鳀鱼占优势
[ 2, 6]
。近年来在我国专属经

济区渔业资源调查中发现在 119°00′-123°00′E、31°40′-35°50′N水域内,鳀鱼资源量有递减趋势
[ 6]

,

这除了与过度捕捞有关,也与环境的改变有一定关系。一方面,由于厄尔尼诺现象带来的大量降水使长

江口区域的盐度发生变化, 1997-1998年东海区大量的鳀鱼仔鱼聚集于低盐区域, 出现了保育场延伸

至东海东部海域的现象
[ 15]
;水域盐度的变化对鳀鱼的生殖和资源也有较大的影响

[ 16]
。另一方面,黄海

南部鳀鱼产卵场由表层水温较高的 122°20′E以西海域逐渐向表层水温较低的 122°00′-123°45′E、34°

00′-35°15′N深水区转移
[ 17]
。本研究的中华小公鱼成为鳀科鱼类中的优势种,取代了鳀鱼的优势地

位,从而也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水温和盐度的变化引起鳀鱼产卵场和仔稚鱼分布范围变动的可能性 。

仔稚鱼的生长和分布特征不仅受种类自身生长生活习性的支配, 也与该水域的环境理化因子 (如

水温 、盐度 )有直接和间接的关系,同时还与由温盐造成的饵料丰度变化有一定关系。作为本研究水域

中优势种的中华小公鱼各年的数量变动影响着总量的变化
[ 18]
。在该海域鱼类浮游生物组成中, 鳀鱼优

势地位的退化使得中华小公鱼在该海域内的优势作用更加明显, 其时空分布格局和生长发育的变化必

将对黄海南部渔业资源和鱼类群落结构产生一定影响。因此,在本研究的基础上,还有必要对江苏近海

表层鱼类浮游生物的种类组成和时空分布进行进一步深入调查, 以探明该海域鱼类浮游生物优势种变

动的原因。

江苏省海洋水产研究所的科研人员完成了 4个航次的海上调查, 上海海洋大学 2008届硕士毕业生蒋日进和 2008

届本科毕业生董科芳同学在实验室工作中给予了大力支持,在此一并表示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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