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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2001至2008年对安庆、常熟和崇明3个断面的插网渔获物进行了连续调查�以此研究长江下游近岸
渔业群落多样性的时空特征。研究期内共计采集鱼类80种�甲壳类14种�水母类1种�分别隶属于15目34
科74属。安庆共记录52个物种�隶属于7目14科39属�常熟共记录55个物种�隶属于12目23科46属�崇
明共记录31个物种�隶属于9目18科28属。安庆和常熟淡水物种比例分别为92．31％和70．91％�崇明咸水
物种比例为90．32％。各断面均为底栖物种占优势�比例为38．18％ ～64．52％；肉食性和杂食性物种所占比
例接近�合并为88．46％～100％。长江下游水域渔业群落多样性表现出逐渐由淡水型向咸水型过渡的空间
特征�季节特征则表现为夏季和秋季物种数较多�春秋两季的渔获规格及多样性指数较大。年间变动趋势表
明实施春季禁渔后安庆和常熟断面群落多样性水平显著提升并趋于稳定�渔获量大幅增加�崇明断面各项指
标波动剧烈�尚无好转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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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长江干流自江西湖口以下为下游段�该江段
流速减缓�流量增大�江阴以东江面迅速扩展�至
南通附近江段宽约18ｋｍ�入海口处则已宽达91
ｋｍ［1］。作为典型的感潮河段�长江下游受径流和
潮汐的双重影响�潮波最远可达安徽大通 ［2］。在
潮水的顶托作用下�水流平缓�沙洲众多�大量草
滩和洄水区蕴含了丰富的有机物和营养盐。良
好的水文环境和饵料生物促使长江下游成为水

生动物优良的栖息和育肥场所�加之特殊的地理
位置又使得该江段成为众多鱼类的洄游通道�因
此历史上长江下游水生动物种类丰富�据记载仅
鱼类就有142种 ［3］。在长期的过度捕捞以及各
类水利工程所形成的生态胁迫之下�长江下游渔
业资源日趋衰退�而近年来该地区经济快速发展
所带来的环境污染更是加剧了这一趋势。施炜
纲等 ［4］报道1990－1999年在安庆至南通江段共
计捕获水生动物70种�经济鱼类数量趋减�群落
多样性正逐步丧失。自2001年农业部实施长江
春季禁渔后�长江下游渔业资源现状有所改观�
各断面物种数量和群落多样性水平整体呈上升

趋势 ［5－6］。在此期间�调查研究的重点为春禁期
内群落多样性指标的变动趋势�并据此评价春季
禁渔的实施效果 ［7－9］�未见有关长江下游渔业群
落时空差异的系统研究报道。本文对实施春季
禁渔后长江下游具有代表性的安庆、常熟和崇明
断面的插网渔获物进行连续调查�研究该水域近
岸渔业群落多样性的时空特征�以期为管理部门
实施进一步的渔业资源增殖保护提供决策依据。

1　材料与方法
1．1　站位设置及数据采集

从2001年1月至2008年12月�在安庆、常
熟和崇明江段各设监测断面一处�地理位置分别
为沙漠洲、铁黄沙和北八滧 （图1）。采样网具均
为设于近岸江边的定置网�网宽50ｍ�网高3ｍ�
截拦面积150ｍ2�囊网网目尺寸1ｃｍ。各断面采
样期有所差异�安庆和常熟为全年采样�由于受
到台风和大潮等因素的影响�崇明采样期基本为
4－10月。采样频率为每月2次�间隔大于 10
天�每次采样前下网24ｈ�采集的渔获物全数分
类并按种类统计数量和生物量。

图1　调查站位示意图
Ｆｉｇ．1　Ｓｋｅｔｃｈｏｆｉｎｖｅｓｔｉｇａｔｉｎｇｓｔａｔｉｏｎ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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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研究方法
参照陈小华等 ［10］和郑颖等 ［11］的研究报道�

根据相关文献 ［2－3�12］�从栖息类型、活动水层
和食物组成等3个方面对长江下游近岸渔业群
落生态类型进行划分；选用相对重要性指数描述
群落生态优势度 ［13－15］�并将安庆、常熟和崇明断
面各年份相对重要性指数排序前三位的物种定

为年度优势种。
ＩＩＲ＝（Ｎ＋Ｗ）Ｆ （1）

式中：ＩＩＲ为相对重要性指数；Ｎ为渔获物各种类
数量分数；Ｗ为渔获物各种类生物量分数；Ｆ为各
种类在各断面所有抽样次数中出现的频率。选
用Ｍａｒｇａｌｅｆ指数 （Ｒ） ［16］、Ｓｈａｎｎｏｎ指数 （Ｈ′） ［17］、
Ｓｉｍｐｓｏｎ指数 （Ｄ） ［18］和Ｐｉｅｌｏｕ指数 （Ｅ） ［19］对群落
物种多样性进行描述。以上各指数计算公式为：

Ｒ＝（Ｓ－1）／ｌｎＮ （2）
Ｈ′＝－∑ （Ｎｉ／Ｎ）ｌｎ（Ｎｉ／Ｎ） （3）
Ｄ＝∑ （Ｎｉ／Ｎ）2 （4）
Ｅ＝Ｈ／ｌｎＳ。

式中：Ｓ为群落中物种数量；Ｎ为群落中所有物种
个体数量；Ｎｉ为第ｉ个物种个体数量。
1．3　数据处理

应用Ｅｘｃｅｌｌ和ＳＰＳＳ15．0对采集数据进行汇
总统计。
2　结果与分析
2．1　群落结构
2．1．1　物种组成

长江下游近岸插网中共计出现渔业生物95
种�分属于15目34科74属�包含鱼类80种�甲
壳类14种�水母类1种 （表1）。安庆断面共记录
52种�分属于7目14科39属�包含鱼类48种�
甲壳类4种�其中有国家水生野生保护动物1种
（胭脂鱼Ｍｙｘｏｃｙｐｒｉｎｕｓａｓｉａｔｉｃｕｓ）和外来种2种 （革
胡子鲶Ｃｌａｒｉａｓｌｅａｔｈｅｒ和克氏原螯虾 Ｐｒｏｃａｍｂａｒｕｓ

ｃｌａｒｋｉｉ）；常熟断面共记录55种�分属于12目23
科46属�包含鱼类50种�甲壳类5种�其中有国
家水生野生保护动物 3种 （中华鲟 Ａｃｉｐｅｎｓｅｒ
ｓｉｎｅｎｓｉｓ�胭脂鱼和松江鲈 Ｔｒａｃｈｉｄｅｒｍｕｓｆａｓｃｉａｔｕｓ）
和外来种3种 （露斯塔野鲮 Ｌａｂｅｏｒｏｈｉｔａ�罗氏沼
虾Ｍａｃｒｏｂｒａｃｈｉｕｍｒｏｓｅｎｂｅｒｇｉｉ和克氏原螯虾 ）；崇
明断面共记录31种�分属于9目18科28属�包

含鱼类21种�甲壳类9种�水母类1种。安庆和
常熟断面均为鲤形目物种占优势�物种数比例分
别为55．77％和43．64％�该目渔获物数量和生物
量占总渔获物的比例均大于60％；崇明物种数以
鲈形目和十足目占优势�鲈形目渔获物数量和生
物量显著高于其余各目 （表2）。
2．1．2　生态类型

按栖息习性将渔获物种划分为江海洄游型、
江湖半洄游型、淡水定居型和河口／近海型等4
种生态类型�各断面的栖息类型差异显著�安庆
淡水定居型物种数比例为76．92％�崇明河口／近
海型物种数比例为90．32％�常熟则介于两者之
间�上述两种类型物种数比例分别为56．36％和
16．36％。江海洄游型物种数量依次为常熟＞崇
明＞安庆�江湖半洄游型与淡水定居型物种数量
均为安庆＞常熟 ＞崇明。按活动水层将渔获物
种分为上层、中上层、中下层和底层等4种生态
类型。各断面均为底层物种占优势�比例依次为
崇明＞安庆＞常熟�其后依次为中下层物种和中
上层物种�比例均为常熟 ＞安庆 ＞崇明�上层物
种所占比例则为安庆 ＞常熟 ＞崇明。按食物组
成将渔获物种分为肉食性、杂食性、植食性和滤
食性等4种生态类型�各断面均为肉食性和杂食
性种类占优势�且两种类型的比例接近�植食性
和滤食性种类数量很少。安庆、常熟和崇明肉食
性种类所占比例基本相同�依次为 46．15％�
47．27％和 45．16％�杂食性种类则依次为
42．31％�45．45％和54．84％。
2．2　物种数的时空特征

各断面近岸插网中出现的物种数依次为常

熟＞安庆＞崇明。2001－2008年安庆和常熟物
种数呈上升趋势�新增物种主要为小型鱼类和洄
游性鱼类�前者包括黑鳍 、沙鳢、长蛇 、光泽
黄颡鱼和长江银鱼等�后者则包含了暗纹东方
鲀、中华鲟、松江鲈和凤鲚等。崇明2001－2004
年间物种数也持续上升�群落组成中出现了孔
虎鱼、髭 虎鱼和蝌蚪 虎鱼等河口定居型鱼类

以及中华虎头蟹、端正关公蟹和红线黎明蟹等罕
见蟹类�2005年以后物种数明显下降且变动趋于
平稳�渔获物主要为小黄鱼、凤鲚、狭颚绒螯蟹和
红狼牙 虎鱼等常见种类 （图2）。各断面渔获物
种数具有明显的季节特征�常熟和安庆均为夏季
（6－8月 ）＞秋季 （9－11月 ）＞春季 （3－5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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冬季 （12－2月 ）�2月开始物种数逐步上升�于6
－7月出现全年高点后又持续下降。安庆物种数
的高峰区间为4－6月�常熟则为7－10月。崇明

冬季未进行调查�其余季节同样为夏季＞秋季＞
春季�物种数高点出现于7月 （图3）。

表1　长江下游近岸渔业群落名录及分布
Ｔａｂ．1　Ｌｉｓｔａｎｄ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ｏｆｎｅａｒｓｈｏｒｅｆｉｓｈｅｒｙ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ｉｎｔｈｅｌｏｗｅｒｒｅａｃｈｅｓｏｆＹａｎｇｔｚｅＲｉｖｅｒ

物种 安庆 常熟 崇明

中华鲟Ａｃｉｐｅｎｓｅｒｓｉｎｅｎｓｉｓ ＋
斑鱼祭Ｋｏｎｏｓｉｒｕｓｐｕｎｃｔａｔｕｓ ＋
鳀Ｅｎｇｒａｕｌｉｓｊａｐｏｎｉｃｕｓ ＋
黄鲫Ｓｅｔｉｐｉｎｎａｔａｔｙ ＋
凤鲚Ｃｏｉｌｉａｍｙｓｔｕｓ ＋ ＋
短颌鲚Ｃｏｉｌｉａｂｒａｃｈｙｇｎａｔｈｕｓ ＋ ＋
长颌鲚Ｃｏｉｌｉａｅｃｔｅｎｅｓ ＋ ＋ ＋
大银鱼Ｐｔｏｔｏｓａｌａｎｘｈｙａｌｏｃｒａｎｉｕｓ ＋
长江银鱼Ｈｅｍｉｓａｌａｎｘｂｒａｃｈｙｒｏｓｔｒａｌｉｓ ＋
龙头鱼Ｈａｒｐｏｄｏｎｎｅｈｅｒｅｕｓ ＋
日本鳗鲡Ａｎｇｕｉｌｌａｊａｐｏｎｉｃａ ＋ ＋
海鳗Ｍｕｒａｅｎｅｓｏｘｃｉｎｅｒｅｕｓ ＋
鲤Ｃｙｐｒｉｎｕｓｃａｒｐｉｏ ＋ ＋
鲫Ｃａｒａｓｓｉｕｓａｕｒａｔｕｓ ＋ ＋
麦穗鱼Ｐｓｅｕｄｏｒａｓｂｏｒａｐａｒｖａ ＋
华鳈Ｓａｒｃｏｃｈｅｉｌｉｃｈｔｈｙｓｓｉｎｅｎｓｉｓ ＋ ＋
蛇 Ｓａｕｒｏｇｏｂｉｏｄａｂｒｙｉ ＋ ＋
长蛇 Ｓａｕｒｏｇｏｂｉｏｄｕｍｅｒｉｌｉ ＋ ＋
黑鳍鳈Ｓａｒｃｏｃｈｅｉｌｉｃｈｔｈｙｓｎｉｇｒｉｐｉｎｎｉｓ ＋ ＋
吻 Ｒｈｉｎｏｇｏｂｉｏｔｙｐｕｓ ＋
铜鱼Ｃｏｒｅｉｕｓｈｅｔｅｒｏｄｏｎ ＋ ＋
银色颌须 Ｇｎａｔｈｏｐｏｇｏｎａｒｇｅｎｔａｔｕｓ ＋
花鱼骨Ｈｅｍｉｂａｒｂｕｓｍａｃｕｌａｔｕｓ ＋
鳡Ｅｌｏｐｉｃｈｔｈｙｓｂａｍｂｕｓａ ＋ ＋
赤眼鳟Ｓｑｕａｌｉｏｂａｒｂｕｓｃｕｒｒｉｃｕｌｕｓ ＋ ＋
青鱼Ｍｙｌｏｐｈａｒｙｎｇｏｄｏｎｐｉｃｅｕｓ ＋ ＋
草鱼Ｃｔｅｎｏｐｈａｒｙｎｇｏｄｏｎｉｄｅｌｌｕｓ ＋ ＋
长春鳊Ｐａｒａｂｒａｍｉｓｐｅｋｉｎｅｎｓｉｓ ＋ ＋
三角鲂Ｍｅｇａｌｏｂｒａｍａｔｅｒｍｉｎａｌｉｓ ＋
油 条Ｈｅｍｉｃｕｌｔｅｒｂｌｅｅｋｅｒｉｂｌｅｅｋｅｒｉ ＋
条Ｈｅｍｉｃｕｌｔｅｒｌｅｕｃｉｓｃｕｌｕｓ ＋ ＋

红鳍原鲌Ｃｕｌｔｒｉｃｈｔｈｙｓｅｒｙｔｈｒｏｐｔｅｒｕｓ ＋ ＋
翘嘴鲌Ｃｕｌｔｅｒａｌｂｕｒｎｕｓ ＋ ＋
达氏鲌Ｃｕｌｔｅｒｄａｂｒｙｉ ＋
蒙古鲌Ｃｕｌｔｅｒｍｏｎｇｏｌｉｃｕｓ ＋ ＋
银飘鱼Ｐｓｅｕｄｏｌａｕｂｕｃａｓｉｎｅｎｓｉｓ ＋
圆吻鲴Ｄｉｓｔｏｅｃｈｏｄｏｎｔｕｍｉｒｏｓｔｒｉｓ ＋
黄尾鲴Ｘｅｎｏｃｙｐｒｉｓｄａｖｉｄｉ ＋
银鲴Ｘｅｎｏｃｙｐｒｉｓａｒｇｅｎｔｅａ ＋
兴凯刺鳑鱼皮Ａｃａｎｔｈｏｒｈｏｄｅｕｓｃｈａｎｋａｅｎｓｉｓ ＋
高体鳑鱼皮Ｒｈｏｄｅｕｓｏｃｅｌｌａｔｕｓ ＋ ＋
鲢Ｈｙｐｏｐｈｔｈａｌｍｉｃｈｔｈｙｓｍｏｌｉｔｒｉｘ ＋ ＋
鳙Ａｒｉｓｔｉｃｈｔｈｙｓｎｏｂｉｌｉｓ ＋ ＋
露斯塔野鲮Ｌａｂｅｏｒｏｈｉｔａ ＋
胭脂鱼Ｍｙｘｏｃｙｐｒｉｎｕｓａｓｉａｔｉｃｕｓ ＋ ＋
鲶Ｐａｒａｓｉｌｕｒｕｓａｓｏｔｕｓ ＋ ＋
大口鲶Ｓｉｌｕｒｕｓｍｅｒｉｄｉｏｎａｌｉｓ ＋
革胡子鲶Ｃｌａｒｉａｓｌｅａｔｈｅｒ ＋

物种 安庆 常熟 崇明

胡子鲶Ｃｌａｒｉａｓｆｕｓｃｕｓ ＋
黄颡鱼Ｐｅｌｔｅｏｂａｇｇｒｕｓｆｕｌｖｉｄｒａｃｏ ＋ ＋
光泽黄颡鱼Ｐｅｌｔｅｏｂａｇｇｒｕｓｎｉｔｉｄｕｓ ＋ ＋
江黄颡鱼Ｐｅｌｔｅｏｂａｇｇｒｕｓｖａｃｈｅｌｌｉ ＋ ＋
岔尾黄颡鱼Ｐｅｌｔｅｏｂａｇｇｒｕｓｅｕｐｏｇｏｎ ＋
长吻鱼危Ｌｅｉｏｃａｓｓｉｓｌｏｎｇｉｒｏｓｔｒｉｓ ＋ ＋ ＋
鲻Ｍｕｇｉｌｃｅｐｈａｌｕｓ ＋
ｌｉｚａｈａｅｍａｔｏｃｈｉｌａ ＋

中国花鲈Ｌａｔｅｏｌａｂｒａｘｍａｃｕｌａｔｕｓ ＋
长身鳜Ｓｉｎｉｐｅｒｃａｒｏｕｌｅｉ ＋
鳜Ｓｉｎｉｐｅｒｃａｃｈｕａｔｓｉ ＋ ＋
大眼鳜Ｓｉｎｉｐｅｒｃａｋｎｅｒｉ ＋
斑鳜Ｓｉｎｉｐｅｒｃａｓｃｈｅｒｚｅｒｉ ＋
黄姑鱼Ｎｉｂｅａａｌｂｉｆｌｏｒａ ＋
黑姑鱼Ａｔｒｏｂｕｃｃａｎｉｂｅ ＋
棘头梅童鱼Ｃｏｌｌｉｃｈｔｈｙｓｌｕｃｉｄｕｓ ＋ ＋
小黄鱼Ｐｓｅｕｄｏｓｃｉａｅｎａｐｏｌｙａｃｔｉｓ ＋
斑尾复 虎鱼Ｓｙｎｅｃｈｏｇｏｂｉｕｓｏｍｍａｔｕｒｕｓ ＋ ＋
蝌蚪 虎鱼Ｌｏｐｈｉｏｇｏｂｉｕｓｏｃｅｌｌｉｃａｕｄａ ＋
髭 虎鱼Ｔｒｉａｅｎｏｐｏｇｏｎｂａｒｂａｔｕｓ ＋
红狼牙 虎鱼Ｏｄｏｎｔａｍｂｌｙｏｐｕｓｒｕｂｉｃｕｎｄｕｓ ＋
孔 虎鱼Ｔｒｙｐａｕｃｈｅｎｖａｇｉｎａ ＋
带鱼Ｔｒｉｃｈｉｕｔｕｓｌｅｐｔｕｒｕｓ ＋
香 Ｃａｌｌｉｏｎｙｍｕｓｏｌｉｄｕｓ ＋
银鲳Ｐａｍｐｕｓａｒｇｅｎｔｅｕｓ ＋ ＋
乌鳢Ｏｐｈｉｏｃｅｐｈａｌｕｓａｒｇｕｓ ＋ ＋
沙鳢Ｏｄｏｎｔｏｂｕｔｉｓｏｂｓｃｕｒａ ＋ ＋
六带鲹Ｃａｒａｎｘｓｅｘｆａｓｃｉａｔｕｓ ＋
松江鲈Ｔｒａｃｈｉｄｅｒｍｕｓｆａｓｃｉａｔｕｓ ＋
焦氏舌鳎Ｃｙｎｏｇｌｏｓｓｕｓｊｏｙｎｅｒｉ ＋
窄体舌鳎Ｃｙｎｏｇｌｏｓｓｕｓｇｒａｃｉｌｉｓ ＋ ＋ ＋
暗纹东方鲀Ｔａｋｉｆｕｇｕｏｂｓｃｕｒｕｓ ＋
秀丽白虾Ｅｘｏｐａｌａｅｍｏｎｍｏｄｅｓｔｕｓ ＋ ＋
脊尾白虾Ｅｘｏｐａｌａｅｍｏｎｃａｒｉｎｉｃａｕｄａ ＋
安氏白虾Ｅｘｏｐａｌａｅｍｏｎａｎｎａｎｄａｌｅｉ ＋
葛氏长臂虾Ｐａｌａｅｍｏｎｇｒａｖｉｅｒｉ ＋
日本沼虾Ｍａｃｒｏｂｒａｃｈｉｕｍｎｉｐｐｏｎｅｎｓｅ ＋ ＋
罗氏沼虾Ｍａｃｒｏｂｒａｃｈｉｕｍｒｏｓｅｎｂｅｒｇｉｉ ＋
中华绒螯蟹Ｅｒｉｏｃｈｅｉｒｓｉｎｅｎｓｉｓ ＋ ＋
狭颚绒螯蟹Ｅｒｉｏｃｈｅｉｒｌｅｐｔｏｇｎａｔｈｕｓ ＋
红线黎明蟹Ｍａｔｕｔａｐｌａｎｉｐｅｓ ＋
中华虎头蟹Ｏｒｉｔｈｙｉａｓｉｎｉｃａ ＋
端正关公蟹 Ｄｏｒｉｐｐｅｐｏｌｉｔａ ＋
三疣梭子蟹Ｐｏｒｔｕｎｕｓｔｒｉｔｕｂｅｒｃｕｌａｔｕｓ ＋
克氏原螯虾Ｐｒｏｃａｍｂａｒｕｓｃｌａｒｋｉｉ ＋ ＋
口虾蛄Ｏｒａｔｏｓｑｕｉｌｌａｏｒａｔｏｒｉａ ＋
海蛰Ｒｈｏｐｉｌｅｍａｅｓｃｕｌｅｎｔｕｍ ＋

注：上述名录参考 “长江鱼类 ”、“上海鱼类志 ”和 “浙江动物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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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长江下游近岸渔业群落结构
Ｔａｂ．2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ｏｆｎｅａｒｓｈｏｒｅｆｉｓｈｅｒｙ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ｉｎｔｈｅｌｏｗｅｒｒｅａｃｈｅｓｏｆＹａｎｇｔｚｅＲｉｖｅｒ

目名
安庆 常熟 崇明

种类 个体数 生物量 种类 个体数 生物量 种类 个体数 生物量

鲟形目Ａｃｉｐｅｎｓｅｒｉｆｏｒｍｅｓ － － － 1．82％ 0．11％ 0．21％ － － －
鲱形目Ｃｌｕｐｅｉｆｏｒｍｅｓ 3．85％ 2．87％ 1．69％ 5．45％ 9．26％ 4．02％ 16．13％ 5．73％ 10．67％
灯笼鱼目Ｍｙｃｔｏｐｈｉｆｏｒｍｅｓ － － － － － － 3．23％ 4．97％ 19．46％
鲑形目Ｓａｌｍｏｎｉｆｏｒｍｅｓ － － － 3．64％ 0．01％ 0．00％ － － －
鳗鲡目Ａｎｇｕｉｌｌｉｆｏｒｍｅｓ 1．92％ 0．02％ 0．19％ 1．82％ 0．04％ 0．15％ 3．23％ 0 0．19％
鲤形目Ｃｙｐｒｉｎｉｆｏｒｍｅｓ 55．77％ 60．74％ 70．74％ 43．64％ 68．55％ 78．26％ 　－ 　－ 　－
鲶形目Ｓｉｌｕｒｉｆｏｒｍｅｓ 17．31％ 31．06％ 20．60％ 9．09％ 10．24％ 3．50％ 3．23％ 0 0．01％
鲻形目Ｍｕｇｉｌｉｆｏｒｍｅｓ － － － 3．64％ 3．64％ 9．14％ － － －
鲈形目Ｐｅｒｃｉｆｏｒｍｅｓ 11．54％ 4．59％ 6．51％ 16．36％ 0．83％ 1．86％ 35．48％ 84．11％ 59．14％
鲉形目Ｓｃｏｒｐａｅｎｉｆｏｒｍｅｓ － － － 1．82％ 0 0 　 － 　 － 　 －
鲽形目Ｐｌｅｕｒｏｎｅｃｔｉｆｏｒｍｅｓ 1．92％ 0．09％ 0．10％ 1．82％ 4．49％ 1．82％ 6．45％ 0．18％ 0．87％
鲀形目Ｔｅｔｒａｏｄｏｎｔｉｆｏｒｍｅｓ 1．82％ 0．02％ 0．01％ － － －
十足目Ｄｅｃａｐｏｄａ 7．69％ 0．64％ 0．18％ 9．09％ 2．80％ 1．02％ 25．81％ 5．00％ 8．59％
口足目Ｓｔｏｍａｔｏｐｏｄａ － － － － － － 3．23％ 0 0．01％
根口水母目 Ｒｈｉｚｏｓｔｏｍｅａｅ － － － － － － 3．23％ 0．01％ 1．07％

图2　长江下游近岸群落物种数年间变动
Ｆｉｇ．2　Ｙｅａｒｌｙｆｌｕｃｔｕａｔｉｏｎｏｆｓｐｃｅｃｉｅｓｎｕｍｂｅｒｏｆ
ｎｅａｒｓｈｏｒｅ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ｉｎｔｈｅｌｏｗｅｒｒｅａｃｈｅｓ

ｏｆＹａｎｇｔｚｅＲｉｖｅｒ

图3　长江下游近岸群落物种数季节变动
Ｆｉｇ．3　Ｓｅａｓｏｎａｌｆｌｕｃｔｕａｔｉｏｎｏｆｓｐｃｅｃｉｅｓｎｕｍｂｅｒｏｆ
ｎｅａｒｓｈｏｒｅ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ｉｎｔｈｅｌｏｗｅｒｒｅａｃｈｅｓ

ｏｆＹａｎｇｔｚｅＲｉｖｅｒ

2．3　优势种的时空特征
安庆断面共出现年度优势种8个�分别隶属

于鲤形目和鲶形目�均为经济鱼类。按年间重现
率高低依次为鲫 （75．0％ ）�黄颡鱼 （62．5％ ）�鲤
（50．0％ ）�江黄颡鱼 （37．5％ ）�鲶 （25．0％ ）�长
春鳊 （25．0％ ）�黄尾鲴 （12．5％ ）和鲢 （12．5％ ）。
2001－2005年间鲤和鲫占据优势�2006年以后长
春鳊的渔获生物量及出现频度均显著上升�其相
对优势度从 2006的 4．95％剧增至 2008年的
28．60％�同期江黄颡鱼的渔获数量大幅增加�相
对优势度也维持在10％以上。常熟断面共出现
优势种6个�分别隶属于鲤形目和鲱形目�除
条外也均为经济鱼类。按年间重现率高低依次
为长春鳊 （100．0％ ）�鲫 （62．5％ ）�鲢 （62．5％ ）�
条 （50．0％ ）�铜 鱼 （12．5％ ）和 长 颌 鲚

（12．5％ ）。长春鳊的优势度一直居前�相对优势
度维持在20％以上�2008年高达35．88％。2005
－2008年 条数量持续增加�其占总渔获数量的
比例平均为 14．80％�而 2001－2004年仅为
5．69％�因此优势度也明显上升。崇明断面共出
现优势种6个�分别隶属于鲈形目、鲱形目、灯笼
鱼目和十足目�按年间重现率高低依次为小黄鱼
（100．0％ ）�凤鲚 （50．0％ ）�龙头鱼 （50．0％ ）�狭
颚绒螯蟹 （50．0％ ）�棘头梅童鱼 （37．5％ ）和红狼
牙 虎鱼 （12．5％ ）�该断面经济鱼类物种数所占
比例为62．50％�小黄鱼占绝对优势�2005年以后
棘头梅童鱼和凤鲚等经济鱼类优势度明显下降�
狭颚绒螯蟹则持续上升。
2．4　渔获规格的时空特征

生态优势度居前的物种往往占有较大的渔

658



5期 刘　凯�等：长江下游近岸渔业群落多样性时空特征

获数量或生物量�并具有较高的出现频率�因此
这些物种的规格往往决定了群落整体渔获规格。
安庆和常熟断面优势种主要为小型鲤科鱼类�崇
明则为小黄鱼和棘头梅童鱼�因此长江下游近岸
渔业群落的整体规格偏小。2001－2008年安庆
渔获物尾均重变幅为 59．9～110．5ｇ�均值为
79．9ｇ�常熟和崇明分别为59．5～144．4ｇ和1．8
～7．2ｇ�均值为80．8ｇ和2．6ｇ。常熟和崇明断
面渔获尾均重年间变动呈上升趋势�安庆则趋于
下降。安庆和常熟断面群落结构相似度较高�共
有种占两断面渔获物种数的比例分别为69．23％
和65．45％�因此渔获规格也相对接近�崇明渔获
物中鱼苗占据很高的比重�因此其平均渔获规格
极小。与此同时�由于受到水温和饵料因素的影
响�多数种类在不同季节的渔获量差异显著�这
使得各断面渔获规格具有明显的季节特征。安
庆和常熟春秋两季的渔获规格大于夏季和冬季�
出现了5－6月和10月至次年2月两个下降区
间�前者主要是由于定居性的小型鲤科和鱼危科鱼

类如餐条、鲫、长春鳊和黄颡鱼等数量激增�后者
则是四大家鱼等大规格物种渔获量明显下降所

致。崇明渔获规格自5月起逐步增大�至9月出
现全年高点�其后开始下降。
2．5　物种多样性的时空特征

安庆和常熟断面主要指数相对接近�其中丰
富度指数 （Ｒ）、信息指数 （Ｈ′）和均匀度指数 （Ｅ）
均明显高于崇明断面�优势度指数 （Ｄ）则低于后
者。2001－2008年安庆和常熟丰富度指数和信
息指数均持续上升�均匀度指数在较高的水平趋
于平稳�优势度指数则明显回落 （图4�5）；崇明各
指数均大幅波动�年间变动趋势不明显 （图6）。
与年间变化趋势相似�安庆和常熟断面各指数的
季节变化趋势也基本一致�丰富度指数和信息指
数夏、秋季显著高于春、冬季�低点均出现于 1
月�夏、秋季两指数均持续上升�直至8－9月出
现全年高点�随后又逐月下降�同期优势度指数
的变动趋势正好相反 （图7�8）；崇明丰富度指数
和信息指数的低点以及优势度指数的高点均出

现于6月�各指数季节变化剧烈�特征不明显 （图
9）。

图4　安庆断面多样性指数的年间变动
Ｆｉｇ．4　Ｙｅａｒｌｙｆｌｕｃｔｕａｔｉｏｎｏｆ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ｉｎｄｅｘｅｓｏｆ

Ａｎｑｉｎｇｓｅｃｔｉｏｎｉｎｔｈｅｌｏｗｅｒｒｅａｃｈｅｓｏｆ

ＹａｎｇｔｚｅＲｉｖｅｒ

图5　常熟断面多样性指数的年间变动
Ｆｉｇ．5　Ｙｅａｒｌｙｆｌｕｃｔｕａｔｉｏｎｏｆ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ｉｎｄｅｘｅｓｏｆ
Ｃｈａｎｇｓｈｕｓｅｃｔｉｏｎｉｎｔｈｅｌｏｗｅｒｒｅａｃｈｅｓｏｆ

ＹａｎｇｔｚｅＲｉｖｅｒ

图6　崇明断面多样性指数的年间变动
Ｆｉｇ．6　Ｙｅａｒｌｙｆｌｕｃｔｕａｔｉｏｎｏｆ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ｉｎｄｅｘｅｓｏｆ
Ｃｈｏｎｇｍｉｎｇｓｅｃｔｉｏｎｉｎｔｈｅｌｏｗｅｒｒｅａｃｈｅｓｏｆ

ＹａｎｇｔｚｅＲｉｖｅ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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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　安庆断面多样性指数的季节变动
Ｆｉｇ．7　Ｓｅａｓｏｎａｌｆｌｕｃｔｕａｔｉｏｎｏｆ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ｉｎｄｅｘｅｓｏｆ

Ａｎｑｉｎｇｓｅｃｔｉｏｎｉｎｔｈｅｌｏｗｅｒｒｅａｃｈｅｓｏｆ

ＹａｎｇｔｚｅＲｉｖｅｒ

图8　常熟断面多样性指数的季节变动
Ｆｉｇ．8　Ｓｅａｓｏｎａｌｆｌｕｃｔｕａｔｉｏｎｏｆ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ｉｎｄｅｘｅｓｏｆ
Ｃｈａｎｇｓｈｕｓｅｃｔｉｏｎｉｎｔｈｅｌｏｗｅｒｒｅａｃｈｅｓｏｆ

ＹａｎｇｔｚｅＲｉｖｅｒ

图9　崇明断面多样性指数的季节变动
Ｆｉｇ．9　Ｓｅａｓｏｎａｌｆｌｕｃｔｕａｔｉｏｎｏｆ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ｉｎｄｅｘｅｓｏｆ
Ｃｈｏｎｇｍｉｎｇｓｅｃｔｉｏｎｉｎｔｈｅｌｏｗｅｒｒｅａｃｈｅｓｏｆ

ＹａｎｇｔｚｅＲｉｖｅｒ

2．6　资源密度的时空特征
统计研究期内各监测断面所有采样日的总

渔获数量和生物量�计算各断面单次采样的平均
渔获数量和生物量。结果显示�崇明断面平均渔
获数量和生物量为40838尾和104．3ｋｇ�安庆和
常熟断面分别为102尾和8．2ｋｇ以及382尾和
30．9ｋｇ。其中安庆与崇明断面的同口径 （4－10
月 ）统计数据为126尾和10．9ｋｇ�常熟断面则为
507尾和40．6ｋｇ�两项指标均为崇明＞常熟＞安
庆。长江下游各断面渔获数量和生物量同时还
存在显著的季节差异�均表现为夏季＞春季＞秋
季＞冬季�其中常熟夏季渔获数量集中度最高
（占全年渔获物的比例为62．12％ ）�崇明夏季渔
获生物量集中度最高 （占全年渔获物的比例为
59．28％ ）�安庆季节性差异相对较小 （两指标分
别为39．83％和39．87％ ）。安庆和常熟断面渔获
物数量和生物量的低点均出现于2月�高点则出
现于6－7月�崇明两指标高点均出现于6月 （图
10�11）。

图10　长江下游各断面捕捞数量季节变动
Ｆｉｇ．10　Ｓｅａｓｏｎａｌｆｌｕｃｔｕａｔｉｏｎｏｆｃａｔｃｈｉｎｇｎｕｍｂｅｒｏｆ

ｔｈｒｅｅｓｅｃｔｉｏｎｓｉｎｔｈｅｌｏｗｅｒｒｅａｃｈｅｓ

ｏｆＹａｎｇｔｚｅＲｉｖｅｒ

图11　长江下游各断面捕捞生物量季节变动
Ｆｉｇ．11　Ｓｅａｓｏｎａｌｆｌｕｃｔｕａｔｉｏｎｏｆｃａｔｃｈｉｎｇｎｕｍｂｅｒｏｆ

ｔｈｒｅｅｓｅｃｔｉｏｎｓｉｎｔｈｅｌｏｗｅｒｒｅａｃｈｅｓ

ｏｆＹａｎｇｔｚｅＲｉｖｅｒ

660



5期 刘　凯�等：长江下游近岸渔业群落多样性时空特征

3　讨论
随着潮汐作用的强度自河口向上逐渐减弱�

长江下游水域形成了由咸水向淡水逐步演变的

复杂生境�这是形成群落多样性空间特征的主要
原因。季节特征则主要取决于渔业生物剩余群
体和补充群体的数量变动以及在不同生活史阶

段对环境因子的需求差异�而这种差异主要表现
于繁殖期、洄游期和越冬期等关键节点上。安庆
断面为典型的淡水型群落�常熟断面江海洄游种
类和咸水种类数量明显增多�至崇明断面时群落
结构已转变为咸水型。安庆和常熟断面优势种
主要为鲤形目和鲶形目的经济鱼类�规格相对较
大�而崇明则以鲈形目和十足目的小型鱼、蟹类
为主�这使得崇明断面整体渔获规格显著小于安
庆和常熟。同时少数种类优势度偏高�降低了群
落多样性水平�因此其相关多样性指数均低于安
庆和常熟断面�这与张敏莹等 ［20－21］和刘凯等 ［22］

的报道结果相似。长江下游鱼类的产卵盛期主
要在春季�产卵水域多为水草茂盛的浅水区�此
时近岸插网中的渔获物种数和渔获量开始上升�
渔获群体主要为规格较大的剩余群体�个体集中
度较低�群落多样性水平较高；夏季补充群体数
量大幅增加�整体渔获规格显著减小�群落优势
度迅速向少数优势种集中�因而群落多样性水平
也趋降；秋冬两季随着水温逐渐降低�许多种类
迁徙至深水区越冬�渔获物种数和渔获量均趋于
下降�整体渔获规格迅速下滑�群落多样性水平
也再度趋降。

研究期内长江春季禁渔行动得以顺利实施�
沿江省份对违规网具进行了集中清理整治�因此
长江下游渔业群落的捕捞压力大幅减轻。在此
有利背景之下�安庆和常熟断面的渔获物种数和
渔获量均大幅增加�群落多样性水平显著提升�
相关指标呈现出恢复性上升的年间变化特征�对
比分析明显优于施炜纲等 ［4］的报道结果。相比
之下�崇明断面的相关指标仍未出现好转趋势�
该结果与施炜纲等 ［5］和刘凯等 ［9］的研究一致�其
原因可能是由于崇明江面宽度远大于安庆和常

熟�恶劣的气象和水文条件又缩短了有效监测
期�从而增大了该断面渔获群落与实际群落间的
差异。同时北八滧临近入海口�渔获物基本为河
口／近海种类�随潮汐上溯的海水鱼类对群落结

构的影响极大�加之启东嘴和南汇嘴线外并不实
施禁捕�因此春季禁渔对其保护的效果甚微。

崇明断面的群落结构和优势种组成与张衡

等 ［23］、张涛等 ［24］和冯广朋等 ［25］在东旺沙和团结
沙的研究结果较为接近�但是上述报道中的部分
常见种如鲻和 在本研究调查中未曾出现�除了
调查网具存在差异外�其原因可能还有以下两
点：（1）崇明断面主要监测期内 （4－10月 ）鲻和
的资源密度较低。据张国祥等 ［26］报道�鲻科鱼
类在河口区的分布并不均衡�且季节差异显著�
如3月份长江北支插网中鲻占总渔获数量的比
例为68．4％�而 4月和 7月仅分别占 2．4％和
2．8％�其余月份则未见；（2）水文条件差异较大。
东旺沙和团结沙在崇明岛最东端�周围均为开阔
水域�而北八滧靠近口内�附近的圈围工程使得
该水域水位下降�水流减缓�因此该断面的物种
数量相对较少 ［23－24］�而盐度和水流等关键水文
因子的差异可能对鲻和 的分布具有较大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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