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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根据２００６—２００７年长江口春、夏、秋、冬４个航次共５０４个站位的调查资料，对该海域仔鱼种类组成、
数量分布、季节变化以及与环境因子的关系进行了分析。结果表明：四个季节采集到的仔稚幼鱼样品共８２
种，隶属１６目４８科，其中鲈形目种类最多，有２１科３４种，其次是鲱形目和

%

形目，分别有３科１０种和５科８
种。仔鱼种类数及丰度有明显的季节和空间变化，仔鱼种类数呈现：夏季（３９种）＞春季（３８种）＞秋季（２５
种）＞冬季（１６种）；仔鱼丰度大小按季节依次为夏季（１８５尾／１００ｍ３）＞春季（３７尾／１００ｍ３）＞秋季（６尾／
１００ｍ３）＞冬季（１尾／１００ｍ３）。仔鱼优势种有明显的季节变化，春、夏、秋三季优势种分别为

&

鱼、凤鲚、长鳍

底灯鱼，冬季优势种不明显。多元统计方法分析结果显示：春季仔鱼群落中的绝大部分物种均受到水深和表

层盐度两个环境因子的控制；夏季大部分物种则更偏好于高叶绿素和表层水温相对较低的河口近岸水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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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长江口是太平洋西海岸最大的河口，它通江
达海，具有独特的水文和水环境特征。巨量的淡

水和随之而来的陆源物质为长江口及其临近海

域的生态系统输送了大量的营养物质，为其中生

活的各类海洋生物提供了良好的生存环境，特别

是为生活在这里的海洋浮游生物和鱼类提供了

充足的食物，并使这一海区成为了许多重要经济

鱼类的产卵场、索饵场、育幼场及洄游通道［１］，长

江的沿江经济带和长三角地区是我国人口密度

最大和最具经济活力的地区，随着工农业的发

展、人口的增加和城市的扩张，人类对长江流域

水资源的利用和破坏也在加剧，而长江口海域的

生态系统作为海陆交汇的中枢地带更是受到了

愈来愈大的压力。仔鱼是河口和近海生态系统

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们不仅仅是次级生产力的重

要消费者，也是鱼类等大中型游泳动物群落的补

充资源。因此仔鱼调查不但是海洋生态系统基

础调查研究的一部分，也是渔业资源可持续利用

研究中必不可少的基础性工作。自２０世纪八十
年代以来，国内学者对长江口及其临近海域仔鱼

群落的时空变化及其与环境因子的关系进行了

研究［２６］。但上述研究往往将杭州湾水域排除在

外，而只关注长江口及其外海区域。由于长江冲

淡水的季节性转向及杭州湾湾内环流的存在，杭

州湾与长江口及其外海的水文关系密切［７］。从

生态系统的观点而言，长江口、长江口外海和杭

州湾三者应视为一个整体来研究。此外，近年来

的调查还发现长江口及其邻近海域的底层水体

会发生季节性的低氧现象［８］，而这一现象对鱼类

浮游生物群落的影响尚未见研究。本研究基于

２００６年７月至２００７年１２月长江口及其邻近海
域（包括杭州湾）的四季调查资料，揭示当前这一

海区仔鱼的群落组成、数量分布特征，并探讨其

与环境因子的关系，以期为这一海区的渔业资源

管理提供科学依据并为生态系统长期监测研究

积累基础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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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材料与方法

１．１　调查区域和采样方法
在长江口及其邻近海域１２１．０°Ｅ１２３．５°Ｅ、

３０．０°Ｎ３２．５°Ｎ区域范围内设置采样站位１２６个
（图１）。调查工作于 ２００６年 ７月（夏季）、２００６
年１２月（冬季）、２００７年５月（春季）和２００７年
１０月（秋季）利用“海监４９号”科学调查船，按照
《海洋调查规范》（ＧＢ１２７６３．６）采用装有机械式
流量计（ＨＹＤＲＯＢＩＯＳ）的浅水Ⅰ型浮游生物网
（网口内径５０ｃｍ，网长１４５ｃｍ，网目５０５μｍ）由
近底层到表层进行垂直拖网。拖网速度一般控

制在１．０ｍ／ｓ。所得到的样品保存于５％的福尔
马林海水溶液中，待实验室镜检分析。各站位同

步调查表层水温（Ｔ）、表层盐度（Ｓ）、叶绿素浓度
（Ｃｈｌ．ａ）和水深（ＤＥＰ）等水环境参数。环境参数
的获取均按照《海洋调查规范》（ＧＢ１２７６３）进行。

图１　调查海区与站位分布
Ｆｉｇ．１　Ｔｈｅ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ｏｆｓｔａｔｉｏｎｓｉｎｓｕｒｖｅｙｅｄａｒｅａ

１．２　室内样品分析
在实验室内使用 ＬｅｉｃａＭ１６５体视显微镜对

仔鱼样品进行物种鉴定和个体计数工作，物种鉴

定主要参考《中国近海鱼卵与仔鱼》［９］、《长江口

鱼类》［１］、《日本产稚鱼图鉴》［１０］、《中国鱼类系统

检索》［１１］、《拉汉世界鱼类系统名典》［１２］、《中国

海洋生物名录》［１３］等。

１．３　数据分析与统计方法
采用相对重要性指数 （ｉｎｄｅｘｏｆｒｅｌａｔｉｖｅ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ｃｅ，ＩＲＩ）［１４］对仔鱼的群落结构（丰度）进

行分析，以确定优势种和主要物种，其中以ＩＲＩ值
大于１００的物种定为优势种，ＩＲＩ值在１０到１００
之间的定为主要物种［１５１６］：

　　ＩＲＩ＝Ｎ×Ｆ×１０４ （１）
式中：Ｎ为某物种的丰度占总丰度的比例；Ｆ为发
现某物种的站位数占总调查站位数的比例。

对环境因子与仔鱼群落的关系，采用多元统

计方法进行分析。为了满足多元统计分析的要

求，本研究将出现的站位数小于２的偶见物种从
每个季节的丰度矩阵中剔除。为了降低极少数

优势种对统计结果的影响和提高数据分布的正

态性，对丰度矩阵和环境矩阵进行 ｌｎ（Ｘ＋１）转
换。由于秋季和冬季的调查结果发现这两个季

节中调查海域的仔鱼丰度很低，剔除偶见种后的

丰度矩阵代表性很低，因此本研究仅对春季和夏

季调查结果进行多元统计分析。首先对丰度矩

阵 进 行 去 趋 势 对 应 分 析 （Ｄｅｔｒｅｎｄｅｄ
Ｃｏｒｒｅｓｐｏｎｄｅｎｃｅ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ＤＣＡ），检验变量的梯度
长度（Ｌｅｎｇｔｈｓｏｆｇｒａｄｉｅｎｔ）。经检验，春夏两个季
节丰度矩阵的ＤＣＡ结果中梯度长度均大于４，因
此选取典范对应分析 （Ｃａｎｏｎｉｃａｌ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ＣＣＡ）进行约束性排序。

平面分布图使用 Ｓｕｒｆｅｒ８．０软件绘制，数据
的多元统计分析使用ＣＡＮＯＣＯ４．５软件进行。

２　结果与分析

２．１　种类组成
本次调查春、夏、秋、冬季四个航次样品经鉴

定分析，共有仔鱼种类８２种，隶属１６目４８科６９
种。其中鲈形目种类最多，有２１科３４种，占调查
海域仔鱼种类数的４９．２８％；其次是鲱形目和

%

形目，分别有３科１０种和５科８种。仔鱼种类数
呈现：夏季（３７种）＞春季（３３种）＞秋季
（２５种）＞冬季（１６种），四季共同种仅

&

鱼

（Ｅｎｇｒａｕｌｉａ ｊａｐｏｎｉｃｕｓ）、龙 头 鱼 （Ｈａｒｐａｄｏｎ
ｎｅｈｅｒｅｕｓ）和长鳍底灯鱼（Ｂｅｎｔｈｏｓｅｍａｐｔｅｒｏｔｕｍ）３
种，显示仔鱼种类有明显的季节性变化（表１、表
３）。

４３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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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　调查海区仔鱼科、种数
Ｔａｂ．１　Ｔｈｅｆａｍｉｌｙａｎｄｓｐｅｃｉｅｓｏｆｆｉｓｈｌａｒｖａｅｉｎｓｕｒｖｅｙｅｄａｒｅａ

目

Ｏｒｄｅｒ
科数

Ｔｈｅｎｕｍｂｅｒｏｆｆａｍｉｌｙ
种数

Ｔｈｅｎｕｍｂｅｒｏｆｓｐｅｃｉｅｓ
占总种类数百分比／％
Ｐｅｒｃｅｎｔａｇｅｏｆｔｏｔａｌｓｐｅｃｉｅｓ

鳗鲡目 Ａｎｇｕｉｌｌｉｆｏｒｍｅｓ ５ ７ １０．１４
鲱形目Ｃｌｕｐｅｉｆｏｒｍｅｓ ３ １０ １４．４９
鼠

'

目Ｇｏｎｏｒｈｙｎｃｈｉｆｏｒｍｅｓ １ １ １．４５
胡瓜鱼目Ｏｓｍｅｒｉｆｏｒｍｅｓ １ ２ ２．８９
鲤形目Ｃｙｐｒｉｎｉｆｏｒｍｅｓ １ ２ ２．８９
仙女鱼目Ａｕｌｏｐｉｆｏｒｍｅｓ ２ ３ ４．３５
灯笼鱼目Ｍｙｃｔｏｐｈｉｆｏｒｍｅｓ １ １ １．４５
鳕形目Ｇａｄｉｆｏｒｍｅｓ １ １ １．４５
()

目Ｌｏｐｈｉｉｆｏｒｍｅｓ １ １ １．４５
鲻形目Ｍｕｇｉｌｉｆｏｒｍｅｓ １ ２ ２．８９
银汉鱼目Ａｔｈｅｒｉｎｉｆｏｒｍｅｓ １ １ １．４５
颌针鱼目Ｂｅｌｏｎｉｆｏｒｍｅｓ １ １ １．４５
刺鱼目Ｇａｓｔｅｒｏｓｔｅｉｆｏｒｍｅｓ １ ２ ２．８９
%

形目Ｓｃｏｒｐａｅｎｉｆｏｒｍｅｓ ５ ８ １１．５９
鲈形目Ｐｅｒｃｉｆｏｒｍｅｓ ２１ ３４ ４９．２８
鲽形目Ｐｌｅｕｒｏｎｅｃｔｉｆｏｒｍｅｓ ２ ６ ８．６９
总数 ４８ ６９ １００

２．２　仔鱼丰度的水平分布和季节变化
春季全区仔鱼平均丰度为 ３７尾／１００ｍ３，密

集区在１２２．０°Ｅ～１２３．５°Ｅ的近海区域。
夏季全区仔鱼平均丰度为１８５尾／１００ｍ３，密

集区在１２１．０°Ｅ～１２４．０°Ｅ的长江口内、杭州湾
以及近海区域。很明显，夏季和春季相比，仔鱼

平均丰度增加且分布区域向长江口和杭州湾内

移动。

秋季全区仔鱼平均丰度为６尾／１００ｍ３，无明
显的密集区。

冬季全区仔鱼平均丰度为１尾／１００ｍ３，杭州
湾内和长江口内均未定量采集到仔鱼样品，在舟

山群岛以东海域出现一个较小明显的密集区。

东海四季仔鱼丰度水平分布见图２。
２．３　仔鱼群落的优势种及季节变化

调查结果显示：
&

鱼（Ｅｎｇｒａｕｌｉｓｊａｐｏｎｉｃｕｓ）、凤
鲚（Ｃｏｉｌｉａｍｙｓｔｕｓ）、长鳍底灯鱼 （Ｂｅｎｔｈｏｓｅｍａ
ｐｔｅｒｏｔｕｍ）为调查海区的优势群种（表２）。
２．３．１　

&

鱼

&

鱼仔鱼四季均有出现，主要集中在春、夏

两季。春季平均丰度为９尾／１００ｍ３，密集区域为
舟山群岛以东海域，最高丰度的站丰度达１７６尾／
１００ｍ３。夏季平均丰度为２１尾／１００ｍ３，密集区域
是长江口内，丰度最高的站出现丰度为５９３尾／
１００ｍ３（图３）。很明显，夏季和春季相比，

&

鱼仔

鱼平均丰度增加且分布区域向西移动。

２．３．２　凤鲚
凤鲚是长江口的主要经济鱼类，生活于近

海，繁殖期进入杭州湾、长江口等咸淡水区产卵。

本次调查凤鲚仔鱼仅在夏季获得，平均丰度为

３６．８尾／１００ｍ３，分布于杭州湾和长江口，丰度最
高的站是在杭州湾内，丰度为２５６１尾／１００ｍ３（图
４）
２．３．３　长鳍底灯鱼

长鳍底灯鱼是秋季的优势种，平均丰度为１
尾／１００ｍ３，密集区在舟山群岛以东海域，最高丰
度站位丰度为３０尾／１００ｍ３（图５）。
２．４　春季和夏季仔鱼群落结构与环境因子的关
系

ＣＣＡ分析表明，春季这一海域仔鱼群落结构
主要受到表层水温、表层盐度和水深三类环境因

子的影响。就环境因子而言，水深和表层盐度成

显著的正相关，而表层水温与这两者的相关性不

明显。就仔鱼群落与环境因子的关系而言，群落

中的绝大部分物种均受到水深和表层盐度两个

环境因子的控制，其中舌鳎属 Ｃｙｎｏｇｌｏｓｓｕｓｓｐ．、石
首鱼科未定种 Ｓｃｉａｅｎｉｄａｅｇｅｎ．ｓｐ．主要分布于水
深较浅、表层盐度较低的区域；而黄

()

Ｌｏｐｈｉｕｓ
ｌｉｔｕｌｏｎ、

&

鱼 Ｅｎｇｒａｕｌｉｓｊａｐｏｎｉｃｕｓ则主要分布于水
深较深、表层盐度相对较高的区域。此外，斑

*

Ｃｌｕｐａｎｏｄｏｎｐｕｎｃｔａｔｕｓ的分布于水深和表层盐度关
系不大，其分布主要受表层水温的控制，其分布

５３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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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心位于表层水温较低的海域。

对这一海区夏季仔鱼群落与环境因子关系

的分析表明这一季节生物群落主要受到４类环
境因 子 的 影 响。其 中，蛇 鳗 科 未 定 种

Ｏｐｈｉｃｈｔｈｉｄａｅ ｇｅｎ． ｓｐ．、鳗 鲡 目 未 定 种

Ａｎｇｕｉｌｌｉｆｏｒｍｅｓｓｐｐ．、七 星 底 灯 鱼 Ｂｅｎｔｈｏｓｅｍａ

ｐｔｅｒｏｔｕｍ、吕氏眶灯鱼 Ｄｉａｐｈｕｓｌｕｅｔｋｅｎｉ和黄姑鱼
Ｎｉｂｅａａｌｂｉｆｌｏｒａ的分布中心更倾向于深水区和高
盐水体，而以舌鳎科 Ｃｙｎｏｇｌｏｓｓｉｄａｅ为代表的大部
分物种则更偏好于高叶绿素和表层水温相对较

低的近岸水域（图６）。

图２　调查海区四季仔鱼的丰度分布
Ｆｉｇ．２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ｏｆｆｉｓｈｌａｒｖａｌａｂｕｎｄａｎｃｅｉｎｓｕｒｖｅｙｅｄａｒｅａ

图３　春季、夏季
!

鱼仔鱼丰度平面分布

Ｆｉｇ．３　ＴｈｅａｂｕｎｄａｎｃｅｏｆＥｎｇｒａｕｌｉｓｊａｐｏｎｉｃｕｓｉｎｉｎｓｐｒｉｎｇａｎｄｓｕｍｍｅ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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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４　夏季凤鲚仔鱼丰度平面分布
Ｆｉｇ．４　ＴｈｅａｂｕｎｄａｎｃｅｏｆＣｏｉｌｉａｍｙｓｔｕｓｉｎｓｕｍｍｅｒ

图５　秋季长鳍底灯鱼仔鱼丰度平面分布
Ｆｉｇ．５　Ｔｈｅａｂｕｎｄａｎｃｅｏｆ

Ｂｅｎｔｈｏｓｅｍａｐｔｅｒｏｔｕｍｉｎａｕｔｕｍｎ

表２　调查海区仔鱼优势种的季节变化
Ｔａｂ．２　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ｏｆｄｏｍｉｎａｎｔｆｉｓｈｌａｒｖａｌｉｎ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ｓｅａｓｏｎｓｉｎｓｕｒｖｅｙｅｄａｒｅａ

优势种 Ｄｏｍｉｎａｎｔｓｐｅｃｉｅｓ

春季 Ｓｐｒｉｎｇ

ＩＲＩ
相对丰度／％
Ｒｅｌａｔｉｖｅ
ａｂｕｎｄａｎｃｅ

夏季 Ｓｕｍｍｅｒ

ＩＲＩ
相对丰度／％
Ｒｅｌａｔｉｖｅ
ａｂｕｎｄａｎｃｅ

秋季 Ａｕｔｕｍｎ

ＩＲＩ
相对丰度／％
Ｒｅｌａｔｉｖｅ
ａｂｕｎｄａｎｃｅ

冬季 Ｗｉｎｔｅｒ

ＩＲＩ
相对丰度／％
Ｒｅｌａｔｉｖｅ
ａｂｕｎｄａｎｃｅ

&

鱼 Ｅｎｇｒａｕｌｉｓｊａｐｏｎｉｃｕｓ ６１４．９３ ２６．４９ ３０５．３７ １１．５５
小黄鱼 Ｌａｒｉｍｉｃｈｔｈｙｓｐｏｌｙａｃｔｉｓ ２０６．５２ １５．４２
短吻三线舌鳎 Ｃｙｎｏｇｌｏｓｓｕｓａｂｂｒｅｒｉａｔｕｓ ３２．３３ ５．１７
凤鲚 Ｃｏｉｌｉａｍｙｓｔｕｓ ３２７．９４ ２４．８０
长鳍底灯鱼 Ｂｅｎｔｈｏｓｅｍａｐｔｅｒｏｔｕｍ ２２．５４ １．８２ １３１．７６ １９．２７
康氏小公鱼 Ａｎｃｈｏｖｉｅｌｌａｃｏｍｍｅｒｓｏｎｉｉ ２０．７４ ２．２８
短吻红舌鳎 Ｃｙｎｏｇｌｏｓｓｕｓｊｏｙｎｅｒｉ １２．６６ １．３９
有明银鱼 Ｓａｌａｎｘａｒｉａｋｅｎｓｉｓ ９１．７１ ３５．７７
花斑蛇鲻 Ｓａｕｒｉｄａｕｎｄｏｓｐｕａｍｉｓ ２９．２０ １１．３９
红娘鱼属 Ｌｅｐｉｄｏｔｒｉｇｌａｓｐ． ３８．９１ １５．４４

图６　调查海区仔鱼群落与环境因子的关系
Ｆｉｇ．６　Ｔｈｅ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ｂｅｔｗｅｅｎｆｉｓｈｌａｒｖａｅ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ａｎｄ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ｆａｃｔｏｒｓｉｎｓｕｒｖｅｙｅｄａｒｅ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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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讨论

本次调查结果显示：长江口及邻近海域的仔

鱼种类共有８２种，隶属１６目４８科，仔鱼种类数
呈现：夏季＞春季 ＞秋季 ＞冬季。四季共同种仅
３种，显示仔鱼的种类有明显的季节性。

本次调查结果与以往的调查相比不尽相同。

仅就仔鱼种类数量而言，本次调查仔鱼种类数高

于１９８２—１９８３年上海市海岸带和海涂资源综合
调查结果［１７］，与刘瑞玉（１９８５年）的调查结果基
本相同［１８］，但少于郑元甲（１９９７—２０００年）关于
东海的调查结果［１９］。

调查海域四季均有鱼类繁殖，夏季为产卵盛

期，主要集中于１２４°Ｅ以西的长江口附近海域，
秋、冬季显著减少，冬季产卵区集中在调查区域

的南部。这与以往调查结果基本相同［１８，２０］。

调查海域仔鱼数量最多的种类是
&

鱼，这与

１９８５年吴光宗［２０］、１９８７年刘瑞玉［１８］、２０００年郑
元甲［１９］、１９９９年蒋玫［２１］的调查结果相同。

&

鱼

仔鱼四季均有出现，主要集中在春、夏两季，且由

春到夏，
&

鱼仔鱼平均丰度增加且分布区域由东

向西移动。
&

鱼作为优势种群出现表明该海区

的水域生产力基础虽然雄厚，但重要的经济种类

资源破坏相当严重，应采取有力措施，减少污染

排放，严禁仔幼鱼的捕捞。

多元统计方法分析结果显示：春季仔鱼群落

中的绝大部分物种均受到水深和表层盐度两个

环境因子的控制；夏季大部分物种则更偏好于高

叶绿素和表层水温相对较低的河口近岸水域。

表３　调查海域仔鱼种名录
Ｔａｂ．３　Ｓｐｅｃｉｅｓｌｉｓｔｏｆｆｉｓｈｌａｒｖａｅｉｎｓｕｒｖｅｙｅｄａｒｅａ

种名Ｎａｍｅ 春Ｓｐｒｉｎｇ 夏Ｓｕｍｍｅｒ 秋Ａｕｔｕｍｎ 冬Ｗｉｎｔｅｒ

鳗鲡科Ａｎｇｕｉｌｌｉｄａｅ
　鳗鲡属Ａｎｇｕｉｌｌａｓｐ． ＋
　　日本鳗鲡ＡｎｇｕｉｌｌａｊａｐｏｎｉｃａＴｅｍｍｉｎｃｋ＆Ｓｃｈｌｅｇｅｌ，１８４６ ＋
海鳗科Ｍｕｒａｅｎｅｓｏｃｉｄａｅ
　　海鳗Ｍｕｒａｅｎｅｓｏｘｃｉｎｅｒｅｕｓ（Ｆｏｒｓｓｋｌ，１７７５） ＋ ＋ ＋
蛇鳗科Ｏｐｈｉｃｈｔｈｙｉｄａｅ
　　中华须鳗ＣｉｒｒｈｉｍｕｒａｅｎａｃｈｉｎｅｎｓｉｓＫａｕｐ，１８５６ ＋
鲱科Ｃｌｕｐｅｉｄａｅ
　　青鳞小沙丁鱼Ｓａｒｄｉｎｅｌｌａｚｕｎａｓｉ（Ｂｌｅｅｋｅｒ，１８５４） ＋
　　斑

*

Ｋｏｎｏｓｉｒｕｓｐｕｎｃｔａｔｕｓ（Ｔｅｍｍｉｎｃｋ＆Ｓｃｈｌｅｇｅｌ，１８４６） ＋
&

科Ｅｎｇｒａｕｌｉｄａｅ
　　凤鲚Ｃｏｉｌｉａｍｙｓｔｕｓ（Ｌｉｎｎａｅｕｓ，１７５８） ＋ ＋ ＋
　　

&

鱼ＥｎｇｒａｕｌｉｓｊａｐｏｎｉｃｕｓＴｅｍｍｉｎｃｋ＆Ｓｃｈｌｅｇｅｌ，１８４６ ＋ ＋ ＋ ＋
　　康氏小公鱼ＳｔｏｌｅｐｈｏｒｕｓｃｏｍｍｅｒｓｏｎｎｉｉＬａｃｅｐèｄｅ，１８０３ ＋ ＋
　　中华小公鱼Ｓｔｏｌｅｐｈｏｒｕｓｃｈｉｎｅｎｓｉｓ（Ｇüｎｔｈｅｒ，１８８０） ＋ ＋ ＋
　　赤鼻棱

&

Ｔｈｒｙｓｓａｋａｍｍａｌｅｎｓｉｓ（Ｂｌｅｅｋｅｒ，１８４９） ＋ ＋ ＋
　　黄吻棱

&

Ｔｈｒｙｓｓａｖｉｔｒｉｒｏｓｔｒｉｓ（Ｇｉｌｃｈｒｉｓｔ＆Ｔｈｏｍｐｓｏｎ，１９０８） ＋
　　黄鲫Ｓｅｔｉｐｉｎｎａｔａｔｙ（Ｖａｌｅｎｃｉｅｎｎｅｓ，１８４８） ＋ ＋ ＋
宝刀鱼科Ｃｈｉｒｏｃｅｎｔｒｉｄａｅ
　　短颌宝刀鱼Ｃｈｉｒｏｃｅｎｔｒｕｓｄｏｒａｂ（Ｆｏｒｓｓｋｌ，１７７５） ＋
鼠

'

科Ｇｏｎｏｒｈｙｎｃｈｉｄａｅ
　　鼠

'

ＧｏｎｏｒｙｎｃｈｕｓａｂｂｒｅｖｉａｔｕｓＴｅｍｍｉｎｃｋ＆Ｓｃｈｌｅｇｅｌ，１８４６ ＋
银鱼科Ｓａｌａｎｇｉｄａｅ
　　大银鱼Ｓａｌａｎｘｃｈｉｎｅｎｓｉｓ（Ｏｓｂｅｃｋ，１７６５） ＋
　　有明银鱼ＳａｌａｎｘａｒｉａｋｅｎｓｉｓＫｉｓｈｉｎｏｕｙｅ，１９０２ ＋ ＋
鲤科Ｃｙｐｒｉｎｉｄａｅ
　　银飘鱼ＰｓｅｕｄｏｌａｕｂｕｃａｓｉｎｅｎｓｉｓＢｌｅｅｋｅｒ，１８６４ ＋
　　寡鳞飘鱼Ｐｓｅｕｄｏｌａｕｂｕｃａｅｎｇｒａｕｌｉｓ（Ｎｉｃｈｏｌｓ，１９２５） ＋ ＋
狗母鱼科Ｓｙｎｏｄｏｎｔｉｄａｅ
　　花斑蛇鲻Ｓａｕｒｉｄａｕｎｄｏｓｑｕａｍｉｓ（Ｒｉｃｈａｒｄｓｏｎ，１８４８） ＋ ＋
　　鳄蛇鲻ＳａｕｒｉｄａｗａｎｉｅｓｏＳｈｉｎｄｏ＆Ｙａｍａｄａ，１９７２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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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３

种名Ｎａｍｅ 春Ｓｐｒｉｎｇ 夏Ｓｕｍｍｅｒ 秋Ａｕｔｕｍｎ 冬Ｗｉｎｔｅｒ

龙头鱼科Ｈａｒｐａｄｏｎｔｉｄａｅ
　　龙头鱼Ｈａｒｐａｄｏｎｎｅｈｅｒｅｕｓ（Ｈａｍｉｌｔｏｎ，１８２２） ＋ ＋ ＋ ＋
灯笼鱼科Ｓｃｏｐｅｌｉｄａｅ
　　长鳍底灯鱼Ｂｅｎｔｈｏｓｅｍａｐｔｅｒｏｔｕｍ（Ａｌｃｏｃｋ，１８９０） ＋ ＋ ＋ ＋
长尾鳕科Ｍａｃｒｏｕｒｉｄａｅ
　突吻鳕属 Ｃｏｒｙｐｈａｅｎｏｉｄｅｓｓｐ． ＋
()

科Ｌｕｐｈｉｉｄａｅ
　　黄

()

Ｌｏｐｈｉｕｓｌｉｔｕｌｏｎ（Ｊｏｒｄａｎ，１９０２） ＋
鲻科Ｍｕｇｉｌｉｄａｅ
　　鲻鱼ＭｕｇｉｌｓｏｉｕｙＢａｓｉｌｅｗｓｋｙ，１８５５ ＋ ＋
　　

+

鱼Ｌｉｚａｃａｒｉｎａｔａ（Ｖａｌｅｎｃｉｅｎｎｅｓ，１８３６） ＋ ＋
银汉鱼科Ａｔｈｅｒｉｎｉｄａｅ
　　布氏（白氏）银汉鱼Ｈｙｐｏａｔｈｅｒｉｎａｖａｌｅｎｃｉｅｎｎｅｉ（Ｂｌｅｅｋｅｒ，１８５４） ＋
,

科Ｈｅｍｉｒｈａｍｐｈｉｄａｅ
　　间下

,

Ｈｙｐｏｒｈａｍｐｈｕｓｉｎｔｅｒｍｅｄｉｕｓ（Ｃａｎｔｏｒ，１８４２） ＋
海龙科Ｓｙｎｇｎａｔｈｉｄａｅ
　　尖海龙ＳｙｎｇｎａｔｈｕｓａｃｕｓＬｉｎｎａｅｕｓ，１７５８ ＋
　　舒氏海龙ＳｙｎａｇｎａｔｈｕｓｓｃｈｌｅｇｅｌｉＫａｕｐ，１８５６ ＋
%

科Ｓｃｏｒｐａｅｎｉｄａｅ
　平

%

属Ｓｅｂａｓｔｅｓｓｐ． ＋
　　褐菖

%

Ｓｅｂａｓｔｉｓｃｕｓｍａｒｍｏｒａｔｕｓ（Ｃｕｖｉｅｒ，１８２９） ＋ ＋
鲂

-

科Ｔｒｉｇｌｉｄａｅ
　绿鳍鱼属Ｃｈｅｌｉｄｏｎｉｃｈｔｈｙｓｓｐ． ＋
　红娘鱼属Ｌｅｐｉｄｏｔｒｉｇｌａｓｐ． ＋ ＋
绒皮（疣）

%

科Ａｐｌｏａｃｔｉｎｉｄａｅ
　　虻

%

Ｅｒｉｓｐｈｅｘｐｏｔｔｉｉ（Ｓｔｅｉｎｄａｃｈｎｅｒ，１８９６） ＋
.

科Ｐｌａｔｙｃｅｐｈａｌｉｄａｅ
　　

.

Ｐｌａｔｙｃｅｐｈａｌｕｓｉｎｄｉｃｕｓ（Ｌｉｎｎａｅｕｓ，１７５８） ＋
杜父鱼科Ｃｏｔｔｉｄａｅ
　　松江鲈鱼ＴｒａｃｈｉｄｅｒｍｕｓｆａｓｃｉａｔｕｓＨｅｃｋｅｌ，１８３７ ＋
马鲅科Ｐｏｌｙｎｅｍｉｄａｅ
　　四指马鲅Ｅｌｅｕｔｈｅｒｏｎｅｍａｔｅｔｒａｄａｃｔｙｌｕｍ（Ｓｈａｗ，１８０４） ＋
!

科Ｓｅｒｒａｎｉｄａｅ
　　花鲈Ｌａｔｅｏｌａｂｒａｘｊａｐｏｎｉｃｕｓ（Ｃｕｖｉｅｒ，１８２８） ＋
大眼鲷科Ｐｒｉａｃａｎｔｈｉｄａｅ
　　短尾大眼鲷ＰｒｉａｃａｎｔｈｕｓｍａｃｒａｃａｎｔｈｕｓＣｕｖｉｅｒ，１８２９ ＋
天竺鲷科Ａｐｏｇｏｎｉｄａｅ
　　细条天竺鲷ＡｐｏｇｏｎｌｉｎｅａｔｕｓＴｅｍｍｉｎｃｋ＆Ｓｃｈｌｅｇｅｌ，１８４２ ＋ ＋
'

科Ｓｉｌｌａｇｉｎｉｄａｅ
　　少鳞

'

ＳｉｌｌａｇｏｊａｐｏｎｉｃａＴｅｍｍｉｎｃｋ＆Ｓｃｈｌｅｇｅｌ，１８４３ ＋
弱棘鱼科Ｍａｌａｃａｎｔｈｉｄａｅ
　　日本方头鱼Ｂｒａｎｃｈｉｏｓｔｅｇｕｓｊａｐｏｎｉｃｕｓ（Ｈｏｕｔｔｕｙｎ，１７８２） ＋
/

科Ｃａｒａｎｇｉｄａｅ
　

/

属Ｃａｒａｎｘｓｐ． ＋
　　蓝圆

/

Ｄｅｃａｐｔｅｒｕｓｍａｒｕａｄｓｉ（Ｔｅｍｍｉｎｃｋ＆Ｓｃｈｌｅｇｅｌ，１８４３） ＋
石首鱼科Ｓｃｉａｅｎｉｄａｅ
　　大黄鱼Ｌａｒｉｍｉｃｈｔｈｙｓｃｒｏｃｅａ（Ｒｉｃｈａｒｄｓｏｎ，１８４６）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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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３

种名Ｎａｍｅ 春Ｓｐｒｉｎｇ 夏Ｓｕｍｍｅｒ 秋Ａｕｔｕｍｎ 冬Ｗｉｎｔｅ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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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矶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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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棕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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