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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根据２０１５—２０１６年春、夏、秋、冬４个季节在温台渔场开展的渔业资源与栖息环境综合调查采集的
生产数据，采用正态分布函数分别构建海水底层温度（ｓｅａｂｏｔｔｏｍ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ＳＢＴ）、海水底层盐度（ｓｅａｂｏｔｔｏｍ
ｓａｌｉｎｉｔｙ，ＳＢＳ）和水深（ｄｅｐｔｈ）与相对资源密度的适宜性指数（ｓｕｉｔａｂｉｌｉｔｙｉｎｄｅｘ，ＳＩ），利用最小二乘法进行参数
求解，利用提升回归树（ｂｏｏｓｔｅｄｒｅｇｒｅｓｓｉｏｎｔｒｅｅ，ＢＲＴ）模型确定各环境因子的权重，采用基于不同权重的算术
平均法（ａｒｉｔｈｍｅｔｉｃｗｅｉｇｈｔｅｄｍｏｄｅｌ，ＡＷＭ）建立栖息地适宜性指数（ｈａｂｉｔａｔｓｕｉｔａｂｉｌｉｔｙｉｎｄｅｘ，ＨＳＩ）模型，并通过
交叉验证检验模型精度。研究发现：各环境因子与ＳＩ间均呈现明显的正态关系；小黄鱼的最适栖息地存在明
显的季节性变化，全年ＨＳＩ高值区出现在春季和夏季，其次为秋季和冬季，春季高值区位于１２２°３０′Ｅ以东，
２８°３０′Ｎ以北海域，夏季高值区呈带状南下，秋季高值区位于１２２°００′Ｅ，２８°００′Ｎ附近海域，冬季高值区北上，
位于１２３°００′Ｅ，２９°００′Ｎ附近海域。研究结果表明：在ＨＳＩ模型中考虑权重后，该模型能够较好地反映温台渔
场小黄鱼栖息地的分布和变化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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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黄鱼（Ｌａｒｉｍｉｃｈｔｈｙｓｐｏｌｙａｃｔｉｓ）属于暖温性底
层鱼类，东北亚特有种，广泛分布于中国渤海、黄

海和东海以及朝鲜半岛西岸海域，主要集中在

２８°００′Ｎ以北、１２５°３０′Ｅ以西海域，是我国重要的
海洋渔业经济种类之一［１］。在２０世纪６０年代，
小 黄 鱼 （Ｌａｒｉｍｉｃｈｔｈｙｓ ｐｏｌｙａｃｔｉｓ）、大 黄 鱼

（Ｌａｒｉｍｉｃｈｔｈｙｓｃｒｏｃｅａ）、带鱼（Ｔｒｉｃｈｉｕｒｕｓｌｅｐｔｕｒｕｓ）和
曼氏无针乌贼（Ｓｅｐｉｅｌｌａｍａｉｎｄｒｏｎｉ）并称为我国的
四大海产，是中国、日本和韩国的主要捕捞对象

之一。由于小黄鱼具有较高的经济价值，且在生

态系统中占有重要地位，国内外学者对其开展了

许多研究，研究领域主要涉及基础生物学［２７］、洄

游分布［８］、资源量估算和种群动态［９１３］等诸多方

面，为深入开展小黄鱼的相关研究奠定了坚实的

基础。

栖息地适宜性指数（ｈａｂｉｔａｔｓｕｉｔａｂｉｌｉｔｙｉｎｄｅｘ，
ＨＳＩ）模型最早由美国地理调查局国家湿地研究

中心鱼类与野生生物署于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初提
出，被用于描述野生动物的栖息地质量，是描述

动物资源空间分布与环境因子之间关系的重要

工具，被广泛应用于物种的管理［１４］和生态恢复研

究［１５］及渔场分析［１６１９］，并取得较好的效果。在已

有的利用栖息地适宜性指数对小黄鱼渔场的研

究中，在对栖息地适宜性指数建模时多采用算术

平均法（ａｒｉｔｈｍｅｔｉｃｍｅａｎｍｏｄｅｌ，ＡＭＭ）和几何平
均法（ｇｅｏｍｅｔｒｉｃｍｅａｎｍｏｄｅｌ，ＧＭＭ）［２０］，均没有考
虑到不同海洋环境因子对渔场形成与分布的影

响的强弱差异。因此，本研究结合栖息地指数，

以海水底层温度、海水底层盐度和深度为海洋环

境因子，尝试建立基于不同权重的小黄鱼栖息地

适宜性指数模型。

提升回归树（ｂｏｏｓｔｅｄｒｅｇｒｅｓｓｉｏｎｔｒｅｅ，ＢＲＴ）是
一种基于决策树的集成学习方法［２１］，在渔业研究

中已有广泛应用，如单位捕捞努力渔获量的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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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鱼类空间分布、鱼类丰度、多样性预测［２２２３］、

鱼类栖息地研究［２４２５］和渔情预报［２６］等。与传统

的多元回归方法相比，ＢＲＴ能够自动拟合自变量
间的相互作用，不受数据缺失及异常值的影

响［２２］，能够解释生物与环境因子之间的相互关

系［２７］。每一个环境变量的相对重要性可以通过

其对ＢＲＴ模型的总方差贡献率来确定［２８］。以往

ＨＳＩ模型中多个环境变量的权重大小主要根据历
史经验来人为设定［２９］，或默认各环境因子的权重

相等［２０］，这不能很好地反映出各个环境变量贡献

率的差异。因此，本研究采用ＢＲＴ的方法来确定
每个环境因子的权重。

温台渔场位于东海中部近海水域，受浙江沿

岸水、黑潮次表层水和台湾暖流等海流水团的共

同影响，浮游生物饵料丰富，是众多海洋游泳生

物的产卵场和索饵场，也是多种捕捞网具作业的

良好渔场［３０］。近年来，由于受到过度捕捞、气候

变化和环境污染等诸多因素的影响，温台渔场的

生物资源和生态环境面临严重危机，小黄鱼等重

要经济渔业资源呈现明显衰退的趋势［３１３２］。海

洋生物栖息地适宜性研究是渔业资源领域里一

项重要的研究内容，对于渔业资源评估、种群动

态的研究及渔业生产等都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

实意义。然而，目前有关温台渔场小黄鱼栖息地

适宜性的研究尚未见报道，亟待开展相关研究。

根据２０１５—２０１６年春、夏、秋、冬４个季节在温台
渔场开展的４个航次的渔业资源与栖息环境综
合调查数据，结合海水底层温度、海水底层盐度

和水深等环境因子，应用 ＨＳＩ模型对温台渔场小
黄鱼的栖息地适宜性进行评价，以期为今后温台

渔场小黄鱼栖息地环境的研究提供基础数据，也

为加强中国小黄鱼资源的保护和可持续利用提

供科学依据。

１　材料与方法

１．１　数据来源
小黄鱼资源量及环境因子数据源于２０１５—

２０１６年４个季度的浙江南部近海底拖网资源调
查，调查海域主要为浙江南部近岸海域，调查时

间分别为２０１５年１１月（秋季）、２０１６年２月（冬
季）、２０１６年５月（春季）和２０１６年８月（夏季）
每３个月出海调查采样１次，单个航次调查完成

周期为６～７ｄ。调查站点设计以平均网格化划
分，经纬度以 ０．２５°为间隔。此外，采用 ＷＴＷ
Ｍｕｌｔｉ３４３０型水质分析仪对各站点水温、盐度、水
深等底层环境数据进行采集。调查船为近海大

型单船网板底拖网作业船，网具采用全长约为９５
ｍ左右、底纲和浮子纲长度８０ｍ、网囊网目为２
ｃｍ的底拖网进行调查。受渔况等客观条件因素
影响，４个航次的调查站点在数量和空间位置上
有所差异，调查站点具体位置分布见图１。
１．２　数据处理
１．２．１　相对资源指数

首先根据拖速、拖时对某一时间地点的相对

资源密度值（ｒｅｌａｔｉｖｅａｂｕｎｄａｎｃｅｄｅｎｓｉｔｙ，ＲＡＤ）进
行标准化，再用标准化后的 ＲＡＤ除以所有 ＲＡＤ
值中最大的值计算出相对资源密度指数（ｒｅｌａｔｉｖｅ
ａｂｕｎｄａｎｃｅｉｎｄｅｘ，ＲＡＩ）。ＲＡＩ通常可以看作反映
栖息地质量的指标 ［３３］。

１．２．２　适宜性指数
将鱼类对栖息水域中各环境因子的反应用

一个合适的适宜性指数（ｓｕｉｔａｂｉｌｉｔｙｉｎｄｅｘ，ＳＩ）来
表示。通常，假定相对资源密度值最大时为最适

宜小黄鱼栖息的水域，ＳＩ为１，而相对资源密度
被认为是最不适宜小黄鱼栖息的水域，ＳＩ为０。
本文对各个季节分别建立各个环境因子的ＳＩ值，
ＳＩ计算公式如下：

ＳＩｉ＝ＳＩｉ，ＲＡＩ＝
ＲＡＤｉｊ
ＲＡＤｉ，ｍａｘ

（１）

式中：ＳＩｉ为 ｉ月的适宜性指数；ＳＩｉ，ＲＡＩ为 ｉ月以相
对资源密度为基础获得的适宜性指数；ＲＡＤｉ，ｍａｘ
为ｉ月的最大相对资源密度，ｇ／ｈ；ＲＡＤｉｊ为 ｉ月 ｊ
站点的相对资源密度，ｇ／ｈ。

利用正态分布函数分别建立 ＳＩ与各环境因
子之间的关系模型。利用最小二乘法进行求解，

将各环境因子和 ＳＩ的两离散变量关系转化为连
续随机变量之间的关系。利用“社会科学统计软

件包”（ｓｏｌｕｔｉｏｎｓ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ｐａｃｋａｇｅｆｏｒｔｈｅｓｏｃｉ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ＳＰＳＳ）进行皮尔森相关性检验，计算出
Ｐ，Ｐ为对 ＳＩ拟合值和实际值进行相关性分析的
结果，根据历史研究［３４３５］结果，本研究选用对小

黄鱼空间分布有显著影响的３个环境因子，即海
水底层温度、海水底层盐度和水深进行建模。

３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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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２０１５—２０１６年４个季度温台渔场调查站位图
Ｆｉｇ．１　ＦｏｕｒｑｕａｒｔｅｒｓｏｆｔｈｅｓｕｒｖｅｙａｒｅａａｔＷｅｎＴａｉｆｉｓｈｉｎｇｇｒｏｕｎｄｉｎ２０１５－２０１６

１．２．３　ＨＳＩ建模
利用算术加权法（ａｒｉｔｈｍｅｔｉｃｗｅｉｇｈｔｅｄｍｏｄｅｌ，

ＡＷＭ）建立栖息地指数模型，计算公式如下：
ＨＳＩ＝ａＳＩＳＢＴ＋ｂＳＩＳＢＳ＋ｃＳＩＤｅｐ （２）

式中：ａ，ｂ，ｃ分别为ＢＲＴ赋予海水底层温度、海水
底层盐度和水深的权重；ＳＩＳＢＴ、ＳＩＳＢＳ、ＳＩＤｅｐ分别为
ＳＩ与ＳＢＴ、ＳＢＳ、Ｄｅｐ的适宜性指数。
１．２．４　绘制ＨＳＩ空间分布图

通过插值法在绘图软件（ＡｒｃＧＩＳ）中绘制ＨＳＩ
的空间分布图。

１．２．５　模型选择与验证
采用交叉验证的方法评估 ＨＳＩ模型的预测

性能。随机选取８０％的数据用于建模，剩余２０％
的数据用于验证模型精度，该步骤重复进行１００
次［３６］。利用平均相对误差 （Ａｖｅｒａｇｅｒｅｌａｔｉｖｅ
ｅｒｒｏｒ，ＡＲＥ）、均方根误差 （Ｒｏｏｔｍｅａｎｓｑｕａｒｅ
ｅｒｒｏｒ，ＲＭＳＥ）指数来评估模型精度。其中，ＡＲＥ
用来反映预测值误差的实际情况，而 ＲＭＳＥ则能

更好的衡量模型观测值与真实值之间的偏差，计

算公式如下：

ＡＲＥ＝
∑
ｎ

ｉ－１
（ＨＳＩ－ＲＡＩ）

ｎ （３）

ＲＭＳＥ＝
∑
ｎ

ｉ－１
（ＨＳＩｉ－ＲＡＩｉ）

２

槡 ｎ （４）

式中：ＨＳＩ表示通过模型计算得出的 ＨＳＩ，即预测
值；ＲＡＩ表示相对资源密度指数，在这里可以视作
实际计算的ＨＳＩ，即观测值。

一般而言，两者的值越接近零，代表模型越

稳健，性能越好。

２　结果

２．１　环境因子的适应性指数曲线
春季，温台渔场小黄鱼主要分布在底层水温

为１９．０～２２．０℃的海域，其中以１９．４～２０．１℃
海域出现最多，其对应相对资源密度范围为

４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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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４２～１０６．４０ｇ／ｈ，占春季总相对资源密度的
９９．１％（图２ａ）；主要分布水域的底层盐度范围是
２９．０～３６．０，其中以盐度为３４．５～３４．８的水域出
现最多，其对应相对资源密度范围为 １．０２～
１０６．４０ｇ／ｈ，占春季总相对资源密度的 ９４．９％
（图２ｂ）；主要分布水深范围是１８．０～６７．０ｍ，其
中以水深在４２．０～４８．０ｍ的海域出现最多，其对
应的相对资源密度范围为２．４２～１０６．４０ｇ／ｈ，占
春季总相对资源密度的６２．３％（图２ｃ）。

夏季，小黄鱼主要分布在底层水温为１７．０～
２６．０℃的海域，其中以１７．６～２１．２℃海域出现
最多，其对应的相对资源密度范围为 ３０．４０～
１８３８．３１ｇ／ｈ，占夏季总相对资源密度的９３．８％
（图 ２ｄ）；主要分布水域的底层盐度范围是
３２．０～３５．０，其中以盐度为３４．８～３４．９的水域出
现最多，其对应相对资源密度范围为 １２．０２～
１８３８．３１ｇ／ｈ，占夏季总相对资源密度的７５．０％
（图２ｅ）；主要分布水深范围是１９．０～６５．０ｍ，其
中以水深在４５．０～５６．０ｍ的海域出现最多，其对
应的相对资源密度范围为２３５．０７～１８３８．３１ｇ／
ｈ，占夏季总相对资源密度的６７．３％（图２ｆ）。

秋季，小黄鱼主要分布在底层水温为１５．０～
２２．０℃的海域，其中以２１．０～２２．２℃海域出现
最多，其对应的相对资源密度范围为 １．６９～
１０９．８５ｇ／ｈ，占秋季总相对资源密度的 ９４．２％
（图 ２ｇ）；主要分布水域的底层盐度范围是
２７．０～３５．０，其中以盐度为３４．３～３４．８的水域出
现最多，其对应相对资源密度范围为 １．６９～
１０９．８５ｇ／ｈ，占秋季总相对资源密度的 ９１．７％
（图２ｈ）；主要分布水深范围是２３．０～７０．０ｍ，其
中以水深在６６．０～７０．０ｍ的海域出现最多，其对
应的相对资源密度范围为１６．１９～１０９．８５ｇ／ｈ，占
秋季总相对资源密度的６８．２％（图２ｉ）。

冬季，小黄鱼主要分布在底层水温为９．０～
１９．０℃的海域，其中以１５．６～１６．３℃海域出现
最多，其对应的相对资源密度范围为 ０．３７～
１９５．８２ｇ／ｈ，占冬季总相对资源密度的 ４２．１％
（图２ｊ）；主要分布水域的底层盐度范围是２８．０～
３５．０，其中以盐度为３３．９～３４．２的水域出现最

多，其对应相对资源密度范围为１１．８３～１９５．８２
ｇ／ｈ，占冬季总相对资源密度的８１．０％（图２ｋ）；
主要分布水深范围是１２．０～６５．０ｍ，其中以水深
在６０．０～６５．０ｍ的海域出现最多，其对应的相对
资源密度范围为５．２６～１９５．８２ｇ／ｈ，占冬季总相
对资源密度的８９．５％（图２ｌ）。

利用正态分布函数分别进行 ＳＩ与环境因子
拟合（图２），拟合ＳＩ模型见表１，模型拟合全部通
过显著性分析（Ｐ＜０．０５）。

表１　２０１５—２０１６年４个季节温台渔场
小黄鱼的适宜性指数模型

Ｔａｂ．１　ＳｕｉｔａｂｉｌｉｔｙｉｎｄｅｘｍｏｄｅｌｏｆＬａｒｉｍｉｃｈｔｈｙｓｐｏｌｙａｃｔｉｓ
ａｔＷｅｎＴａｉｆｉｓｈｉｎｇｇｒｏｕｎｄｄｕｒｉｎｇ２０１５ｔｏ２０１６
季节

Ｓｅａｓｏｎ

适宜性指数模型

Ｓｕｉｔａｂｉｌｉｔｙｉｎｄｅｘｍｏｄｅｌ
Ｐ

春季

Ｓｐｒｉｎｇ

ＳＩＳＢＴ＝ｅ［－２３．８８３６×（ＳＢＴ－１９．５３７２）
２］ ０．００１

ＳＩＳＢＳ＝ｅ［－２７．０６３２×（ＳＢＳ－３４．８０６３）
２］ ０．０３４

ＳＩＤｅｐ＝ｅ［－０．１０２１×（Ｄｅｐ－５８．７３８２）
２］ ０．００１

夏季

Ｓｕｍｍｅｒ

ＳＩＳＢＴ＝ｅ［－０．６９５３×（ＳＢＴ－２０．５４０）
２］ ０．００１

ＳＩＳＢＳ＝ｅ［－１２．２５３６×（ＳＢＳ－３４．３１）
２］ ０．０２８

ＳＩＤｅｐ＝ｅ［－０．１１９０×（Ｄｅｐ－５．５３８５）
２］ ０．００１

秋季

Ａｕｔｕｍｎ

ＳＩＳＢＴ＝ｅ［－３．６０６０×（ＳＢＴ－２１．７９８９）
２］ ０．０４９

ＳＩＳＢＳ＝ｅ［－１２６．０８８９×（ＳＢＳ－３４．８０２２）
２］ ０．００１

ＳＩＤｅｐ＝ｅ［－０．０２９０×（Ｄｅｐ－５５．８５１０）
２］ ０．００１

冬季

Ｗｉｎｔｅｒ

ＳＩＳＢＴ＝ｅ［－２７．３０７×（ＳＢＴ－１６．３４３４）
２］ ０．００１

ＳＩＳＢＳ＝ｅ［－０．４４７０×（ＳＢＳ－３５．７７９８）
２］ ０．０１３

ＳＩＤｅｐ＝ｅ［－０．２５７５×（Ｄｅｐ－６２．６８０５）
２］ ０．００１

２．２　环境变量的权重
根据 ＢＲＴ模型对温台渔场小黄鱼不同季节

栖息的底层水温、底层盐度和水深分别赋予权重

（表２）。春季对小黄鱼总偏差贡献率最大的是底
层水温，贡献率为 ８３．６１％，其次是底层盐度
（１４．６３％）和水深（１．７６％）；夏季对小黄鱼总偏
差贡献率最大的是水深，贡献率为８１．６９％，其次
是底层水温（１５．３３％）和底层盐度（２．９８％）；秋
季对小黄鱼总偏差贡献率最大的是底层水温，贡

献率为５９．０９％，其次是底层盐度（３７．８６％）和水
深（３．０５％）；冬季对小黄鱼总偏差贡献率最大的
是底层水温，贡献率为５６．７８％，其次是底层盐度
（２５．０２％）和水深（１８．２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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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２　２０１５—２０１６年４个季节温台渔场小黄鱼的栖息地适宜性指数曲线
Ｆｉｇ．２　ＳＩｃｕｒｖｅｓｏｆＬａｒｉｍｉｃｈｔｈｙｓｐｏｌｙａｃｔｉｓａｔＷｅｎＴａｉｆｉｓｈｉｎｇｇｒｏｕｎｄｄｕｒｉｎｇ２０１５－２０１６

表２　不同环境变量对温台渔场小黄鱼
提升回归树模型总偏差的贡献率

Ｔａｂ．２　Ｒｅｌａｔｉｖｅ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ｏｆ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ｖａｒｉａｂｌｅｓｔｏｔｈｅｔｏｔａｌｄｅｖｉａｎｃｅｅｘｐｌａｉｎｅｄ
ｂｙｔｈｅｂｏｏｓｔｅｄｒｅｇｒｅｓｓｉｏｎｔｒｅｅ（ＢＲＴ）ｍｏｄｅｌｓｏｆ
ＬａｒｉｍｉｃｈｔｈｙｓｐｏｌｙａｃｔｉｓｉｎＷｅｎＴａｉｆｉｓｈｉｎｇｇｒｏｕｎｄ
季节
Ｓｅａｓｏｎ

环境变量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ｖａｒｉａｂｌｅｓ

贡献率
Ｗｅｉｇｈｔ／％

春季

Ｓｐｒｉｎｇ

底层水温 ８３．６１
底层盐度 １４．６３
水深 １．７６

夏季

Ｓｕｍｍｅｒ

底层水温 １５．３３
底层盐度 ２．９８
水深 ８１．６９

秋季

Ａｕｔｕｍｎ

底层水温 ５９．０９
底层盐度 ３７．８６
水深 ３．０５

冬季

Ｗｉｎｔｅｒ

底层水温 ５６．７８
底层盐度 ２５．０２
水深 １８．２０

２．３　ＨＳＩ空间分布
根据不同季节的环境数据，分别计算其各自

的ＨＳＩ值，绘制小黄鱼的ＨＳＩ空间分布图（图３）。
分析发现：春季温台渔场小黄鱼适宜性较高的栖

息地多集中在１２２°３０′Ｅ以东，２８°３０′Ｎ以北的海
域；夏季温台渔场小黄鱼栖息地适宜性较高的点

有整体南下的趋势；秋季，温台渔场小黄鱼栖息

地适宜性整体相对较低，但是在温台渔场外部海

域存在一个 ＨＳＩ高值区，其位置大致在 ２８°Ｎ，
１２２°Ｅ附近海域，范围较小；冬季，ＨＳＩ高值区与
秋季相比范围扩大，呈带状，其位置大致为１２２°
００′Ｅ～１２２°３０′Ｅ，２８°００′Ｎ～２８°３０′Ｎ范围内，ＨＳＩ
值较秋季相比有所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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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３　２０１５—２０１６年４个季节温台渔场小黄鱼ＨＳＩ值的空间分布
Ｆｉｇ．３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ｏｆＨＳＩｏｆＬａｒｉｍｉｃｈｔｈｙｓｐｏｌｙａｃｔｉｓｉｎＷｅｎＴａｉｆｉｓｈｉｎｇｇｒｏｕｎｄｄｕｒｉｎｇ２０１５－２０１６

２．４　ＨＳＩ模型验证
通过 Ｒ语言计算结果均趋于０，表示该模型

能够较好地拟合该区域小黄鱼 ＨＳＩ的分布，见表
３。

表３　不同季节的模型验证指数结果

Ｔａｂ．３　Ｔｈｅｅｘｐｏｎｅｎｔｉａｌｒｅｓｕｌｔｓｖｅｒｉｆｉｅｄ

ｂｙ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ｓｅａｓｏｎａｌｍｏｄｅｌｓ

季节Ｓｅａｓｏｎ ＡＲＥ ＲＭＳＥ

春季Ｓｐｒｉｎｇ ０．０１２ ０．０６
夏季Ｓｕｍｍｅｒ ０．００７ ０．０４５
秋季Ａｕｔｕｍｎ －０．０３７ ０．０６８
冬季Ｗｉｎｔｅｒ ０．０１９ ０．０８２

３　讨论

３．１　小黄鱼适宜性指数与环境因子的关系
水温是影响鱼类生态习性的重要环境因子

之一，不仅能够影响鱼类生长、发育、繁殖和新陈

代谢，而且还能影响鱼类的洄游分布、渔期的早

晚和渔汛时间的长短、中心渔场的位置以及鱼群

自身的集群行为等［３７］。水温也可以通过对饵料

生物行为、分布和数量变动的影响，从而间接影

响鱼类的洄游分布［２５］。盐度在鱼类的生存环境

中也发挥着重要的作用，鱼类各个发育阶段的开

始时间和生长速度均与盐度的高低有密切的关

系［３８３９］，因此盐度无论在水平还是垂直方向发生

变化时，往往直接反映出鱼类洄游和集群的变

化［４０］。综上所述，本研究利用海底温度、海底盐

度和水深作为环境因子研究其与小黄鱼渔场分

布的关系是可行的。李建生等［４１］研究了东海北

部秋季（９月）小黄鱼的分布特征及其与底层温度
和盐度的关系，发现小黄鱼主要栖息于暖水区的

边缘水域，适宜的底层水温为１４～２１℃，适宜的
底层盐度为３３．０～３４．０。本研究发现，夏季温台
渔场小黄鱼的适宜性指数 ＳＩ值在水温 １７．６～
２１．２℃、盐度３４左右达到最大值，与以往研究结
果基本吻合。

３．２　小黄鱼栖息地适宜性指数的空间分布特征
温台渔场小黄鱼的空间分布特征存在一定

的季节变化：春季温台渔场小黄鱼适宜性较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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栖息地多集中在１２２°３０′Ｅ以东，２８°３０′Ｎ以北的
海域；夏季温台渔场小黄鱼栖息地适宜性整体相

对较低；秋季，在温台渔场外部海域存在一个ＨＳＩ
高值区，其位置在２８°Ｎ，１２２°Ｅ附近海域；冬季，
ＨＳＩ高值区与秋季相比范围扩大，呈带状，其位置
大致为１２２°００′Ｅ～１２２°３０′Ｅ，２８°００′Ｎ～２８°３０′Ｎ
海域范围内，该季节 ＨＳＩ值较秋季明显降低，这
可能与小黄鱼的洄游分布有关。徐兆礼等［８］研

究了中国沿海小黄鱼的洄游路线发现：２月份在
东海南部近海有鱼群聚集，３—４月有逐渐北上踪
迹，９—１０月又出现在南部近海；另外，在东海中
部的鱼山渔场和东海南部的温台渔场禁渔线外

侧，整个冬季始终有一定数量的小黄鱼群体越

冬。本研究发现，秋季存在部分 ＨＳＩ高值区，到
冬季该区域逐渐向东北部转移，春季在温台渔场

东北部出现小黄鱼 ＨＳＩ高值区，而夏季小黄鱼又
大量洄游至浙江南部近海渔场，与以往研究中小

黄鱼的洄游情况基本吻合。

春季温台渔场东北部 ＨＳＩ偏高还可能与小
黄鱼产卵场有关。张仁斋等［４２］研究中国近海鱼

卵与仔鱼，发现长江口外海区佘山产卵场和浙江

沿岸的鱼山、洞头山等海区的产卵场的产卵期为

每年３月至５月，与以往研究结论相吻合。
３．３　适宜性指数权重的设置

ＨＳＩ模型的建立取决于基于不同环境因子的
ＳＩ模型所得的结果［４３］。本研究在建立 ＨＳＩ模型
时，因为考虑到了不同环境因子对小黄鱼渔场分

布的影响差异，所以对不同环境因子赋予了相应

的权重进行探讨。易炜等［４４］对东海鲐鱼栖息地

研究以及胡贯宇等［２９］对阿根廷滑柔鱼栖息地研

究以及王易帆等［４５］对中西太平洋鲣鱼栖息地指

数预报模型的研究表明，在 ＨＳＩ模型中考虑权重
后，模型的精度能得到明显提高。因此，本研究

认为不同环境因子对温台渔场小黄鱼空间分布

影响不同。据此，本研究通过利用ＢＲＴ计算出不
同季节不同环境因子的权重，结果表明春季、秋

季、冬季水温对小黄鱼的影响率均为最大，这与

林龙山等［３５］认为的在海底水温、海底盐度和深度

中，海底温度是影响小黄鱼空间分布最主要的环

境因子这一结论保持一致。

在实际生产中，由于渔场的形成、鱼类资源

分布及其与环境因子相互影响的过程相对复杂，

因此，在今后的研究中，还需要对小黄鱼生活史

和温台渔场环境变化进行更深入的研究，建立

ＨＳＩ模型时考虑更多的环境因子［４６］，对 ＨＳＩ模型
加以综合分析与研究，以期更加全面客观地分析

温台渔场小黄鱼栖息地的空间分布特征，为小黄

鱼的资源保护及可持续利用提供可靠的科学依

据。

参考文献：

［１］　郑元甲．东海大陆架生物资源与环境［Ｍ］．上海：上海

科学技术出版社，２００３．

ＺＨＥＮＧＹＪ．Ｂｉ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ａｎｄ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ｏｆｔｈｅ

ｃｏｎｔｉｎｅｎｔａｌｓｈｅｌｆｏｆｔｈｅＥａｓｔＣｈｉｎａＳｅａ［Ｍ］．Ｓｈａｎｇｈａｉ：

ＳｈａｎｇｈａｉＳｃｉｅｎｔｉｆｉｃａｎｄＴｅｃｈｎｉｃａｌＰｕｂｌｉｓｈｅｒｓ，２００３．

［２］　郭旭鹏，金显仕，戴芳群．渤海小黄鱼生长特征的变化

［Ｊ］．中国水产科学，２００６，１３（２）：２４３２４９．

ＧＵＯＸＰ，ＪＩＮＸＳ，ＤＡＩＦＱ．Ｇｒｏｗｔｈ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ｓｏｆｓｍａｌｌ

ｙｅｌｌｏｗｃｒｏａｋｅｒ（ＰｓｅｕｄｏｓｃｉａｅｎａｐｏｌｙａｃｔｉｓＢｌｅｅｋｅｒ）ｉｎｔｈｅ

ＢｏｈａｉＳｅａ［Ｊ］．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ＦｉｓｈｅｒｙＳｃｉｅｎｃｅｓｏｆＣｈｉｎａ，２００６，

１３（２）：２４３２４９．

［３］　严利平，胡芬，凌建忠，等．东海北部和黄海南部小黄鱼

年龄与生长的研究［Ｊ］．中国海洋大学学报，２００６，３６

（１）：９５１００．

ＹＡＮＬＰ，ＨＵＦ，ＬＩＮＧＪＺ，ｅｔａｌ．Ｓｔｕｄｙｏｎａｇｅａｎｄｇｒｏｗｔｈ

ｏｆＬａｒｉｍｉｃｈｔｈｙｓｐｏｌｙａｃｔｉｓｉｎｔｈｅＥａｓｔＣｈｉｎａＳｅａ［Ｊ］．

ＰｅｒｉｏｄｉｃａｌｏｆＯｃｅａｎ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ｏｆＣｈｉｎａ，２００６，３６（１）：９５

１００．

［４］　林龙山，程家骅．东海区小黄鱼渔业生物学现状的分析

［Ｊ］．中国海洋大学学报，２００４，３４（４）：５６５５７０．

ＬＩＮＬＳ，ＣＨＥＮＧＪＨ．Ａｎ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ｏｆｔｈｅｃｕｒｒｅｎｔｓｉｔｕａｔｉｏｎｏｆ

ｆｉｓｈｅｒｙｂｉｏｌｏｇｙｏｆｓｍａｌｌｙｅｌｌｏｗｃｒｏａｋｅｒｉｎｔｈｅＥａｓｔＣｈｉｎａＳｅａ

［Ｊ］．ＰｅｒｉｏｄｉｃａｌｏｆＯｃｅａｎ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ｏｆＣｈｉｎａ，２００４，３４

（４）：５６５５７０．

［５］　林龙山．长江口近海小黄鱼食性及营养级分析［Ｊ］．海洋

渔业，２００７，２９（１）：４４４８．

ＬＩＮＬＳ．Ｓｔｕｄｙｏｎｆｅｅｄｉｎｇｈａｂｉｔａｎｄｔｒｏｐｈｉｃｌｅｖｅｌｏｆｒｅｄｌｉｐ

ｃｒｏａｋｅｒｉｎＣｈａｎｇｊｉａｎｇｅｓｔｕｒａｒｙ［Ｊ］．ＭａｒｉｎｅＦｉｓｈｅｒｉｅｓ，２００７，

２９（１）：４４４８．

［６］　薛莹，金显仕，张波，等．黄海中部小黄鱼摄食习性的体

长变化与昼夜变化［Ｊ］．中国水产科学，２００４，１１（５）：

４２０４２５．

ＸＵＥＹ，ＪＩＮＸＳ，ＺＨＡＮＧＢ，ｅｔａｌ．Ｏｎｔｏｇｅｎｅｔｉｃａｎｄｄｉｅｌ

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ｆｅｅｄｉｎｇ ｈａｂｉｔｓ ｏｆ ｓｍａｌｌ ｙｅｌｌｏｗ ｃｒｏａｋｅｒ

ＰｓｅｕｄｏｓｃｉａｅｎａｐｏｌｙａｃｔｉｓＢｌｅｅｋｅｒｉｎｔｈｅｃｅｎｔｒａｌｐａｒｔｏｆＹｅｌｌｏｗ

Ｓｅａ［Ｊ］．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ＦｉｓｈｅｒｙＳｃｉｅｎｃｅｓｏｆＣｈｉｎａ，２００４，１１

（５）：４２０４２５．

［７］　薛莹，金显仕，张波，等．黄海中部小黄鱼的食物组成和

摄食习性的季节变化［Ｊ］．中国水产科学，２００４，１１（３）：

２３７２４３．

ＸＵＥＹ，ＪＩＮＸＳ，ＺＨＡＮＧＢ，ｅｔａｌ．Ｄｉｅｔ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ａｎｄ

ｓｅａｓｏｎａｌ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ｉｎｆｅｅｄｉｎｇｈａｂｉｔｓｏｆｓｍａｌｌｙｅｌｌｏｗｃｒｏａｋｅｒ

８９



１期 刘梦影，等：应用栖息地适宜性指数研究温台渔场小黄鱼的空间分布特征

ＰｓｅｕｄｏｓｃｉａｅｎａｐｏｌｙａｃｔｉｓＢｌｅｅｋｅｒｉｎｔｈｅｃｅｎｔｒａｌＹｅｌｌｏｗＳｅａ

［Ｊ］．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ＦｉｓｈｅｒｙＳｃｉｅｎｃｅｓｏｆＣｈｉｎａ，２００４，１１（３）：

２３７２４３

［８］　徐兆礼，陈佳杰．小黄鱼洄游路线分析［Ｊ］．中国水产科

学，２００９，１６（６）：９３１９４０．

ＸＵＺＬ，ＣＨＥＮ ＪＪ．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ｏｎｍｉｇｒａｔｏｒｙｒｏｕｔｉｎｅｏｆ

Ｌａｒｉｍｉｃｈｔｈｙｐｏｌｙａｃｔｉｓ［Ｊ］．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ＦｉｓｈｅｒｙＳｃｉｅｎｃｅｓｏｆ

Ｃｈｉｎａ，２００９，１６（６）：９３１９４０．

［９］　林龙山．东海区小黄鱼现存资源量分析［Ｊ］．海洋渔业，

２００４，２６（１）：１８２３．

ＬＩＮＬＳ．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ｏｎｅｘｔａｎｔａｂｕｎｄａｎｃｅｏｆｓｍａｌｌｙｅｌｌｏｗ

ｃｒｏａｋｅｒＰｓｅｕｄｏｓｃｉａｅｎａｐｏｌｙａｃｔｉｓｉｎｔｈｅＥａｓｔＣｈｉｎａＳｅａ［Ｊ］．

ＭａｒｉｎｅＦｉｓｈｅｒｉｅｓ，２００４，２６（１）：１８２３．

［１０］　林龙山，程家骅，任一平，等．东海区小黄鱼种群生物学

特性的分析［Ｊ］．中国水产科学，２００４，１１（４）：３３３３３８．

ＬＩＮＬＳ，ＣＨＥＮＧＪＨ，ＲＥＮＹＰ，ｅｔａｌ．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ｏｆ

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ｂｉｏｌｏｇｙｏｆｓｍａｌｌｙｅｌｌｏｗ ｃｒｏａｋｅｒＰｓｅｕｄｏｓｃｉａｅｎａ

ｐｏｌｙａｃｔｉｓｉｎｔｈｅＥａｓｔＣｈｉｎａＳｅａｒｅｇｉｏｎ［Ｊ］．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Ｆｉｓｈｅｒｙ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ｏｆＣｈｉｎａ，２００４，１１（４）：３３３３３８．

［１１］　林龙山．东海区小黄鱼渔业生物学动态特征及其渔业资

源管理的研究［Ｄ］．上海：上海水产大学，２００５．

ＬＩＮＬＳ．Ｓｔｕｄｙｏｎｔｈｅｄｙｎａｍｉｃ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ｏｆｆｉｓｈｅｒｙ

ｂｉｏｌｏｇｙａｎｄｔｈｅｆｉｓｈｅｒｙ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ｏｆｒｅｄｌｉｐｃｒｏａｋｅｒ

ｉｎｔｈｅＥａｓｔＣｈｉｎａＳｅａ［Ｄ］．Ｓｈａｎｇｈａｉ：ＳｈａｎｇｈａｉＦｉｓｈｅｒｉｅｓ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２００５．

［１２］　单秀娟，李忠炉，戴芳群，等．黄海中南部小黄鱼种群生

物学特征的季节变化和年际变化［Ｊ］．渔业科学进展，

２０１１，３２（６）：７１６．

ＳＨＡＮＸＪ，ＬＩＺＬ，ＤＡＩＦＱ，ｅｔａｌ．Ｓｅａｓｏｎａｌａｎｄａｎｎｕａｌ

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ｓｉｎｂｉ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ｏｆｓｍａｌｌｙｅｌｌｏｗｃｒｏａｋｅｒ

ＬａｒｉｍｉｃｈｔｈｙｓｐｏｌｙａｃｔｉｓｉｎｔｈｅｃｅｎｔｒａｌａｎｄｓｏｕｔｈｅｒｎＹｅｌｌｏｗＳｅａ

［Ｊ］．ＭａｒｉｎｅＦｉｓｈｅｒｉｅｓ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２０１１，３２（６）：７１６．

［１３］　金显仕．黄海小黄鱼（Ｐｓｅｕｄｏｓｃｉａｅｎａｐｏｌｙａｃｔｉｓ）生态和种群

动态的研究［Ｊ］．中国水产科学，１９９６，３（１）：３２４６．

ＪＩＮＸＳ．Ｅｃｏｌｏｇｙａｎｄ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ｄｙｎａｍｉｃｓｏｆｓｍａｌｌｙｅｌｌｏｗ

ｃｒｏａｋｅｒ（Ｐｓｅｕｄｏｓｃｉａｅｎａｐｏｌｙａｃｔｉｓ）ｉｎｔｈｅＹｅｌｌｏｗＳｅａ［Ｊ］．

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ＦｉｓｈｅｒｙＳｃｉｅｎｃｅｓｏｆＣｈｉｎａ，１９９６，３（１）：３２４６．

［１４］　ＴＨＯＭＡＳＭＡＬＥ．Ｓｔａｎｄａｒｄｓｆｏｒｔｈｅ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ｏｆｈａｂｉｔａｔ

ｓｕｉｔａｂｉｌｉｔｙｉｎｄｅｘｍｏｄｅｌｓ［Ｊ］．ＷｉｌｄｌｉｆｅＳｏｃｉｅｔｙＢｕｌｌｅｔｉｎ，

１９８１，１９：１１７１．

［１５］　ＧＯＲＥＪＡ，ＨＡＭＩＬＴＯＮＳＷ．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ｏｆｆｌｏｗ
'

ｒｅｌａｔｅｄ

ｈａｂｉｔａｔ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ｓｄｏｗｎｓｔｒｅａｍｏｆｌｏｗ
'

ｈｅａｄｗｅｉｒｓｏｎｓｍａｌｌ

ａｎｄｌａｒｇｅｆｌｕｖｉａｌｅｃｏｓｙｓｔｅｍｓ［Ｊ］． Ｒｉｖｅｒ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２０１５，１２（４／５）：４５９４６９．

［１６］　冯波，许柳雄．基于 ＧＩＳ的印度洋大眼金枪鱼延绳钓钓

获率与水温关系的研究［Ｊ］．湛江海洋大学学报，２００４，

２４（６）：１８２３．

ＦＥＮＧＢ，ＸＵＬＸ．Ａｎ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ｏｎ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ｂｅｔｗｅｅｎｗａｔｅｒ

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ａｎｄｈｏｏｋｉｎｇｒａｔｅｏｆＴｈｕｎｎｕｓｏｂｅｓｕｓｉｎｔｈｅＩｎｄｉａｎ

ＯｃｅａｎｂｙＧＩＳ［Ｊ］．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ＺｈａｎｊｉａｎｇＯｃｅａｎ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２００４，２４（６）：１８２３．

［１７］　赵海龙，陈新军，方学燕．基于栖息地指数的东太平洋黄

鳍金枪鱼渔场预报［Ｊ］．生态学报，２０１６，３６（３）：７７８

７８５．

ＺＨＡＯＨＬ，ＣＨＥＮＸＪ，ＦＡＮＧＸＹ．Ｆｏｒｅｃａｓｔｉｎｇｆｉｓｈｉｎｇ

ｇｒｏｕｎｄｏｆＹｅｌｌｏｗｆｉｎｔｕｎａｉｎｔｈｅＥａｓｔｅｒｎＰａｃｉｆｉｃＯｃｅａｎｂａｓｅｄ

ｏｎｔｈｅｈａｂｉｔａｔｓｕｉｔａｂｉｌｉｔｙｉｎｄｅｘ［Ｊ］．Ａｃｔａ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Ｓｉｎｉｃａ，

２０１６，３６（３）：７７８７８５．

［１８］　ＣＨＥＮＸＪ，ＬＬＧ，ＦＥＮＧＢ，ｅｔａｌ．Ｈａｂｉｔａｔｓｕｉｔａｂｉｌｉｔｙｉｎｄｅｘ

ｏｆＣｈｕｂ ｍａｃｋｅｒｅｌ（Ｓｃｏｍｂｅｒｊａｐｏｎｉｃｕｓ） ｆｒｏｍ Ｊｕｌｙｔｏ

Ｓｅｐｔｅｍｂｅｒｉｎ ｔｈｅ ＥａｓｔＣｈｉｎａ Ｓｅａ［Ｊ］． 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

Ｏｃｅａｎｏｇｒａｐｈｙ，２００９，６５（１）：９３１０２．

［１９］　ＧＯＮＧＣＸ，ＣＨＥＮＸＪ，ＧＡＯＦ，ｅｔａｌ．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ｃｅｏｆ

ｗｅｉｇｈｔｉｎｇｆｏｒｍｕｌｔｉｖａｒｉａｂｌｅｈａｂｉｔａｔｓｕｉｔａｂｉｌｉｔｙｉｎｄｅｘｍｏｄｅｌ：Ａ

ｃａｓｅｓｔｕｄｙｏｆｗｉｎｔｅｒｓｐｒｉｎｇｃｏｈｏｒｔｏｆＯｍｍａｓｔｒｅｐｈｅｓｂａｒｔｒａｍｉｉ

ｉｎｔｈｅＮｏｒｔｈｗｅｓｔｅｒｎＰａｃｉｆｉｃＯｃｅａｎ［Ｊ］．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Ｏｃｅａｎ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ｏｆＣｈｉｎａ，２０１２，１１（２）：２４１２４８．

［２０］　邹易阳，薛莹，麻秋云，等．应用栖息地适宜性指数研究

海州湾小黄鱼的空间分布特征［Ｊ］．中国海洋大学学报，

２０１６，４６（８）：５４６３．

ＺＯＵＹＹ，ＸＵＥＹ，ＭＡＱＹ，ｅｔａｌ．Ｓｐａｔｉａｌ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ｏｆ

ＬａｒｉｍｉｃｈｔｈｙｓｐｏｌｙａｃｔｉｓｉｎＨａｉｚｈｏｕＢａｙｂａｓｅｄｏｎｈａｂｉｔａｔ

ｓｕｉｔａｂｉｌｉｔｙｉｎｄｅｘ［Ｊ］．ＰｅｒｉｏｄｉｃａｌｏｆＯｃｅａｎ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ｏｆ

Ｃｈｉｎａ，２０１６，４６（８）：５４６３．

［２１］　ＲＵＰＰＥＲＴＤ．Ｔｈｅｅｌｅｍｅｎｔｓｏｆ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ｌｅａｒｎｉｎｇ：ｄａｔａｍｉｎｉｎｇ，

ｉｎｆｅｒｅｎｃｅ，ａｎｄｐｒｅｄｉｃｔｉｏｎ［Ｊ］．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ｔｈｅ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２００４，９９（４６６）：５６７．

［２２］　ＥＬＩＴＨＪ，ＬＥＡＴＨＷＩＣＫＪＲ，ＨＡＳＴＩＥＴ．Ａｗｏｒｋｉｎｇｇｕｉｄｅｔｏ

ｂｏｏｓｔｅｄｒｅｇｒｅｓｓｉｏｎｔｒｅｅｓ［Ｊ］．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ＡｎｉｍａｌＥｃｏｌｏｇｙ，

２００８，７７（４）：８０２８１３．

［２３］　ＦＲＯＥＳＣＨＫＥＢＦ，ＴＩＳＳＯＴＰ，ＳＴＵＮＺＧＷ，ｅｔａｌ．Ｓｐａｔｉｏｔｅｍｐｏｒａｌ

ｐｒｅｄｉｃｔｉｖｅｍｏｄｅｌｓｆｏｒｊｕｖｅｎｉｌｅｓｏｕｔｈｅｒｎｆｌｏｕｎｄｅｒｉｎＴｅｘａｓ

ｅｓｔｕａｒｉｅｓ［Ｊ］． Ｎｏｒｔｈ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Ｆｉｓｈｅｒｉｅｓ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２０１３，３３（４）：８１７８２８．

［２４］　ＣＯＭＰＴＯＮＴＪ，ＭＯＲＲＩＳＯＮＭＡ，ＬＥＡＴＨＷＩＣＫＪＲ，ｅｔａｌ．

Ｏｎｔｏｇｅｎｅｔｉｃｈａｂｉｔａｔ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ｓｏｆａｄｅｍｅｒｓａｌｆｉｓｈｓｐｅｃｉｅｓ，

Ｐａｇｒｕｓａｕｒａｔｕｓ，ｉｄｅｎｔｉｆｉｅｄｕｓｉｎｇｂｏｏｓｔｅｄｒｅｇｒｅｓｓｉｏｎｔｒｅｅｓ［Ｊ］．

ＭａｒｉｎｅＥｃｏｌｏｇｙＰｒｏｇｒｅｓｓ，２０１２，４６２：２１９２３０．

［２５］　ＬＥＷＩＮＷＣ，ＭＥＨＮＥＲＴ，ＲＩＴＴＥＲＢＵＳＣＨＤ，ｅｔａｌ．Ｔｈｅ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ｏｆａｎｔｈｒｏｐｏｇｅｎｉｃｓｈｏｒｅｌｉｎｅｃｈａｎｇｅｓｏｎｔｈｅｌｉｔｔｏｒａｌ

ａｂｕｎｄａｎｃｅｏｆｆｉｓｈｓｐｅｃｉｅｓｉｎＧｅｒｍａｎｌｏｗｌａｎｄｌａｋｅｓｖａｒｙｉｎｇｉｎ

ｄｅｐｔｈａｓｄｅｔｅｒｍｉｎｅｄｂｙｂｏｏｓｔｅｄｒｅｇｒｅｓｓｉｏｎｔｒｅｅｓ［Ｊ］．

Ｈｙｄｒｏｂｉｏｌｏｇｉａ，２０１４，７２４（１）：２９３３０６．

［２６］　高峰，陈新军，官文江，等．基于提升回归树的东、黄海

鲐鱼渔场预报［Ｊ］．海洋学报，２０１５，３７（１０）：３９４８．

ＧＡＯＦ，ＣＨＥＮＸＪ，ＧＵＡＮＷ Ｊ，ｅｔａｌ．Ｆｉｓｈｉｎｇｇｒｏｕｎｄ

ｆｏｒｅｃａｓｔｉｎｇｏｆｃｈｕｂｍａｃｋｅｒｅｌｉｎｔｈｅＹｅｌｌｏｗＳｅａａｎｄＥａｓｔＣｈｉｎａ

Ｓｅａｕｓｉｎｇｂｏｏｓｔｅｄｒｅｇｒｅｓｓｉｏｎｔｒｅｅｓ［Ｊ］．ＨａｉｙａｎｇＸｕｅｂａｏ，

２０１５，３７（１０）：３９４８．

［２７］　ＴＯＲＲＥＳＬＧ，ＳＵＴＴＯＮＰＪＨ，ＴＨＯＭＰＳＯＮＤＲ，ｅｔａｌ．

Ｐｏｏｒｔｒａｎｓｆｅｒａｂｉｌｉｔｙｏｆｓｐｅｃｉｅｓ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ｍｏｄｅｌｓｆｏｒａｐｅｌａｇｉｃ

ｐｒｅｄａｔｏｒ，ｔｈｅｇｒｅｙｐｅｔｒｅｌ， ｉｎｄｉｃａｔｅｓｃｏｎｔｒａｓｔｉｎｇｈａｂｉｔａｔ

ｐ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ｓａｃｒｏｓｓｏｃｅａｎｂａｓｉｎｓ［Ｊ］．ＰＬｏＳＯｎｅ，２０１５，１０

（３）：ｅ０１２００１４．

９９



上 海 海 洋 大 学 学 报 ２９卷

［２８］　ＸＵＥＹ，ＧＵＡＮＬＳ，ＴＡＮＡＫＡＫ，ｅｔａｌ．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ｎｇ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ｆｒｅｓｃａｌｉｎｇａｎｄｗｅｉｇｈｔｉｎｇｄａｔａｏｎｈａｂｉｔａｔｓｕｉｔａｂｉｌｉｔｙｍｏｄｅｌｉｎｇ

［Ｊ］．Ｆｉｓｈｅｒｉｅｓ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２０１７，１８８：８４９４．

［２９］　胡贯宇，陈新军，汪金涛．基于不同权重的栖息地指数模

型预报阿根廷滑柔鱼中心渔场［Ｊ］．海洋学报，２０１５，３７

（８）：８８９５．

ＨＵＧＹ，ＣＨＥＮＸＪ，ＷＡＮＧＪＴ．Ｆｏｒｅｃａｓｔｉｎｇｆｉｓｈｉｎｇｇｒｏｕｎｄ

ｏｆＩｌｌｅｘａｒｇｅｎｔｉｎｕｓｂａｓｅｄｏｎ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ｗｅｉｇｈｔｈａｂｉｔａｔｓｕｉｔａｂｉｌｉｔｙ

ｉｎｄｅｘｉｎｔｈｅｓｏｕｔｈｗｅｓｔｅｒｎＡｔｌａｎｔｉｃ［Ｊ］．ＨａｉｙａｎｇＸｕｅｂａｏ，

２０１５，３７（８）：８８９５．

［３０］　李建生，严利平，胡芬，等．温台渔场日本鲭的繁殖生物

学特征［Ｊ］．中国水产科学，２０１５，２２（１）：９９１０５．

ＬＩＪＳ，ＹＡＮＬＰ，ＨＵＦ，ｅｔａｌ．Ｔｈｅｒｅ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ｖｅｂｉｏｌｏｇｙｏｆ

ｃｈｕｂｍａｃｋｅｒｅｌ（Ｓｃｏｍｂｅｒｊａｐｏｎｉｃｕｓ） ｉｎＷｅｎＴａｉｆｉｓｈｉｎｇ

ｇｒｏｕｎｄ［Ｊ］．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ＦｉｓｈｅｒｙＳｃｉｅｎｃｅｓｏｆＣｈｉｎａ，２０１５，２２

（１）：９９１０５．

［３１］　凌建忠，李圣法，严利平．东海区主要渔业资源利用状况

的分析［Ｊ］．海洋渔业，２００６，２８（２）：１１１１１６．

ＬＩＮＧＪＺ，ＬＩＳＦ，ＹＡＮＬＰ．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ｏｎｔｈｅｕｔ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ｏｆ

ｍａｉｎｆｉｓｈｅｒｙ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ｉｎｔｈｅＥａｓｔＣｈｉｎａＳｅａ［Ｊ］．Ｍａｒｉｎｅ

Ｆｉｓｈｅｒｉｅｓ，２００６，２８（２）：１１１１１６．

［３２］　林龙山，程家骅，凌建忠．东海区底拖网渔业资源变动分

析［Ｊ］．海洋渔业，２００７，２９（４）：３７１３７４．

ＬＩＮＬＳ，ＣＨＥＮＧＪＨ，ＬＩＮＧＪＺ．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ｏｎｒｅｃｅｎｔｓｔａｔｕｓ

ｏｆｔｈｅｂｏｔｔｏｍｔｒａｗｌｆｉｓｈｅｒｙ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ｉｎｔｈｅＥａｓｔＣｈｉｎａＳｅａ

ｒｅｇｉｏｎ［Ｊ］．ＭａｒｉｎｅＦｉｓｈｅｒｉｅｓ，２００７，２９（４）：３７１３７４．

［３３］　ＢＡＹＥＲＭ，ＰＯＲＴＥＲＷＦ．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ｏｆａｇｕｉｌｄａｐｐｒｏａｃｈｔｏ

ｈａｂｉｔａｔ 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 ｆｏｒ ｆｏｒｅｓｔｄｗｅｌｌｉｎｇ ｂｉｒｄｓ ［Ｊ］．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１９８８，１２（６）：７９７８０１．

［３４］　李雪渡．海水温度与渔场之间的关系［Ｊ］．海洋学报，

１９８２，４（１）：１０３１１３．

ＬＩＸＤ．Ｓｔｕｄｉｅｓｏｎｔｈｅ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ｂｅｔｗｅｅｎｔｈｅ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ｏｆ

ｓｅａｗａｔｅｒａｎｄｆｉｓｈｉｎｇｇｒｏｕｎｄｓ［Ｊ］．ＡｃｔａＯｃｅａｎｏｌｏｇｉｃａＳｉｎｉｃａ，

１９８２，４（１）：１０３１１３．

［３５］　林龙山，姜亚洲，刘尊雷，等．黄海南部和东海小黄鱼资

源分布差异性研究［Ｊ］．中国海洋大学学报，２０１０，４０

（３）：１６．

ＬＩＮＬＳ，ＪＩＡＮＧＹＺ，ＬＩＵＺＬ，ｅｔａｌ．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ｏｆｔｈｅ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ｏｆｓｍａｌｌｙｅｌｌｏｗｃｒｏａｋｅｒｂｅｔｗｅｅｎｔｈｅ

ＳｏｕｔｈｅｒｎＹｅｌｌｏｗＳｅａａｎｄｔｈｅＥａｓｔＣｈｉｎａＳｅａ［Ｊ］．Ｐｅｒｉｏｄｉｃａｌ

ｏｆＯｃｅａｎ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ｏｆＣｈｉｎａ，２０１０，４０（３）：１６．

［３６］　ＴＡＮＡＫＡＫ，ＣＨＥＮＹ．Ｓｐａｔｉｏｔｅｍｐｏｒａｌｖａｒｉａｂｉｌｉｔｙｏｆｓｕｉｔａｂｌｅ

ｈａｂｉｔａｔｆｏｒ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ｌｏｂｓｔｅｒ（Ｈｏｍａｒｕｓ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ｕｓ）ｉｎＬｏｎｇ

ＩｓｌａｎｄＳｏｕｎｄ［Ｊ］．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Ｓｈｅｌｌｆｉｓｈ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２０１５，３４

（２）：５３１５４３．

［３７］　殷名称．鱼类生态学［Ｍ］．北京：中国农业出版社，

１９９５．

ＹＩＮＭＣ．Ｅｃｏｌｏｇｙｏｆｆｉｓｈ［Ｍ］．Ｂｅｉｊｉｎｇ：Ｃｈｉｎａ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ｅ

Ｐｒｅｓｓ，１９９５．

［３８］　王宏田，张培军．环境因子对海产鱼类受精卵及早期仔

鱼发育的影响［Ｊ］．海洋科学，１９９８，２２（４）：５０５２．

ＷＡＮＧ Ｈ Ｔ， ＺＨＡＮＧ Ｐ Ｊ． Ｅｆｆｅｃｔｓｏｆ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ｓｏｎｆｅｒｔｉｌｉｚｅｄｅｇｇｓａｎｄｅａｒｌｙｌａｒｖａｏｆｍａｒｉｎｅｆｉｓｈｅｓ

［Ｊ］．ＭａｒｉｎｅＳｃｉｅｎｃｅｓ，１９９８，２２（４）：５０５２．

［３９］　王云峰，朱鑫华．盐度对鱼类生态生理学特征的影响

［Ｊ］．海洋科学集刊，２００２（４４）：１５９１５８．

ＷＡＮＧＹＦ，ＺＨＵＸＨ．Ａｒｅｖｉｅｗｏｎｉｍｐａｃｔｏｆｓａｌｉｎｉｔｙｏｎ

ｐａｔｔｅｒｎｓｏｆｆｉｓｈｅｃｏｐｈｙｓｉｏｌｏｇｙ［Ｊ］．ＳｔｕｄｉａＭａｒｉｎａＳｉｎｉｃａ，

２００２（４４）：１５９１５８．

［４０］　胡杰．渔场学［Ｍ］．北京：中国农业出版社，１９９５．

ＨＵ Ｊ． Ｆｉｓｈｅｒｉｅｓ ｈｙｄｒｏｇｒａｐｈｙ［Ｍ］． Ｂｅｉｊｉｎｇ： Ｃｈｉｎａ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ｅＰｒｅｓｓ，１９９５．

［４１］　李建生，林龙山，程家骅．东海北部秋季小黄鱼分布特征

及其与底层温度和盐度的关系［Ｊ］．中国水产科学，

２００９，１６（３）：３４８３５６．

ＬＩＪＳ，ＬＩＮＬＳ，ＣＨＥＮＧＪＨ．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ｏｆ

ｓｍａｌｌｙｅｌｌｏｗｃｒｏａｋｅｒ（ＬａｒｉｍｉｃｈｔｈｙｓｐｏｌｙａｃｔｉｓＢｌｅｅｋｅｒ）ａｎｄｉｔｓ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ｗｉｔｈｂｏｔｔｏｍｗａｔｅｒ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ａｎｄｓａｌｉｎｉｔｙｉｎｔｈｅ

ｎｏｒｔｈｅｒｎＥａｓｔＣｈｉｎａＳｅａｉｎａｕｔｕｍｎ［Ｊ］．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Ｆｉｓｈｅｒｙ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ｏｆＣｈｉｎａ，２００９，１６（３）：３４８３５６．

［４２］　张仁斋，陆穗芬，赵传薩，等．中国近海鱼卵与仔鱼

［Ｍ］．上海：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１９８５．

ＺＨＡＮＧＲＺ，ＬＵＳＦ，ＺＨＡＯＣＹ，ｅｔａｌ．Ｆｉｓｈｅｇｇｓａｎｄ

ｌａｒｖａｅｏｆＣｈｉｎｅｓｅ ｏｆｆｓｈｏｒｅ［Ｍ］． Ｓｈａｎｇｈａｉ： Ｓｈａｎｇｈａｉ

ＳｃｉｅｎｔｉｆｉｃａｎｄＴｅｃｈｎｉｃａｌＰｕｂｌｉｓｈｅｒｓ，１９８５．

［４３］　ＴＩＡＮＳＱ，ＣＨＥＮＸＪ，ＣＨＥＮＹ，ｅｔａｌ．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ｎｇｈａｂｉｔａｔ

ｓｕｉｔａｂｉｌｉｔｙｉｎｄｉｃｅｓｄｅｒｉｖｅｄｆｒｏｍＣＰＵＥａｎｄｆｉｓｈｉｎｇｅｆｆｏｒｔｄａｔａ

ｆｏｒＯｍｍａｔｒｅｐｈｅｓｂｒａｔｒａｍｉｉｉｎｔｈｅｎｏｒｔｈｗｅｓｔｅｒｎＰａｃｉｆｉｃＯｃｅａｎ

［Ｊ］．Ｆｉｓｈｅｒｉｅｓ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２００９，９５（２／３）：１８１１８８．

［４４］　易炜，郭爱，陈新军．不同环境因子权重对东海鲐鱼栖息

地模型的影响研究［Ｊ］．海洋学报，２０１７，３９（１２）：９０

９７．

ＹＩＷ，ＧＵＯＡ，ＣＨＥＮＸＪ．Ａｓｔｕｄｙｏｎ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ｏｆ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ｆａｃｔｏｒｓｗｅｉｇｈｔｓｏｎｔｈｅｈａｂｉｔａｔｍｏｄｅｌｆｏｒＳｃｏｍｂｅｒ

ｊａｐｏｎｉｃｕｓ［Ｊ］．ＡｃｔａＯｃｅａｎｏｌｏｇｉｃａＳｉｎｉｃａ，２０１７，３９（１２）：

９０９７．

［４５］　王易帆，陈新军．中西太平洋鲣栖息地指数预报模型比

较研究［Ｊ］．上海海洋大学学报，２０１７，２６（５）：７４３７５０．

ＷＡＮＧＹＦ，ＣＨＥＮＸＪ．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ｓｏｆｈａｂｉｔａｔｓｕｉｔａｂｉｌｉｔｙ

ｉｎｄｅｘｍｏｄｅｌｓｏｆｓｋｉｐｊａｃｋｔｕｎａｉｎｔｈｅＷｅｓｔｅｒｎａｎｄＣｅｎｔｒａｌ

ＰａｃｉｆｉｃＯｃｅａｎ［Ｊ］．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ＳｈａｎｇｈａｉＯｃｅａｎ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２０１７，２６（５）：７４３７５０．

［４６］　丁峰元，林龙山，李建生，等．东海区北部小黄鱼生殖群

体分布及与水团关系［Ｊ］．自然资源学报，２００７，２２（６）：

１０１３１０１９．

ＤＩＮＧＦＹ，ＬＩＮＬＳ，ＬＩＪＳ，ｅｔａｌ．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ｂｅｔｗｅｅｎ

ＲｅｄｌｉｐＣｒｏａｋｅｒ（Ｌａｒｉｍｉｃｈｔｈｙｓｐｏｌｙａｃｔｉｓ） ｓｐａｗｎｉｎｇｓｔｏｃｋ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ａｎｄｗａｔｅｒｍａｓｓｅｓｄｙｎａｍｉｃｓｉｎＮｏｒｔｈｅｒｎＥａｓｔ

ＣｈｉｎａＳｅａｒｅｇｉｏｎ［Ｊ］．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Ｎａｔｕｒａｌ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２００７，

２２（６）：１０１３１０１９．

００１



１期 刘梦影，等：应用栖息地适宜性指数研究温台渔场小黄鱼的空间分布特征

Ｓｐａｔｉａｌ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ｏｆＬａｒｉｍｉｃｈｔｈｙｓｐｏｌｙａｃｔｉｓｉｎＷｅｎＴａｉｆｉｓｈｉｎｇｇｒｏｕｎｄ
ｂａｓｅｄｏｎｈａｂｉｔａｔｓｕｉｔａｂｉｌｉｔｙｉｎｄｅｘ

ＬＩＵＭｅｎｇｙｉｎｇ１，２，ＬＹＵＺｅｈｕａ１，３，ＴＩＡＮＳｉｑｕａｎ１，２，３，ＧＡＯＣｈｕｎｘｉａ１，２，３，ＤＡＩＬｉｂｉｎ１，２，ＹＥＳｈｅｎ４，５

（１．ＣｏｌｌｅｇｅｏｆＭａｒｉｎｅＳｃｉｅｎｃｅｓ，ＳｈａｎｇｈａｉＯｃｅａｎ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Ｓｈａｎｇｈａｉ　２０１３０６，Ｃｈｉｎａ；２．ＴｈｅＫｅｙＬａｂｏｒａｔｏｒｙｏｆＳｕｓｔａｉｎａｂｌｅ
ＥｘｐｌｏｉｔａｔｉｏｎｏｆＯｃｅａｎｉｃＦｉｓｈｅｒｉｅｓ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Ｍｉｎｉｓｔｒｙｏｆ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Ｓｈａｎｇｈａｉ　２０１３０６，Ｃｈｉｎａ；３．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Ｄｉｓｔａｎｔｗａｔｅｒ
Ｆｉｓｈｅｒｉｅｓ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Ｃｅｎｔｅｒ，Ｓｈａｎｇｈａｉ　２０１３０６，Ｃｈｉｎａ；４．ＺｈｅｊｉａｎｇＭａ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ｅ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Ｗｅｎｚｈｏｕ　
３２５００５，Ｚｈｅｊｉａｎｇ，Ｃｈｉｎａ；５．ＺｈｅｊｉａｎｇＫｅｙＬａｂｏｒａｔｏｒｙｏｆＥｘｐｌｏｉｔ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Ｐｒｅ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ｏｆＣｏａｓｔａｌＢｉｏ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Ｗｅｎｚｈｏｕ　
３２５００５，Ｚｈｅｊｉａｎｇ，Ｃｈｉｎ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Ａｃｃｏｒｄｉｎｇｔｏｔｈｅｉｎｖｅｓｔｉｇａｔｅｄｄａｔａｏｆｆｉｓｈｅｒｙ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ａｎｄｈａｂｉｔａｔｓｏｆｃｏｍｐｒｅｈｅｎｓｉｖｅｓｕｒｖｅｙｏｎ
ＷｅｎＴａｉｆｉｓｈｉｎｇｇｒｏｕｎｄｉｎｆｏｕｒｓｅａｓｏｎｓｉｎ２０１５—２０１６，ｕｓｉｎｇｎｏｒｍａｌ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ｒｅ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ｌｙｔｈｅｓｅａ
ｂｏｔｔｏｍ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ＳＢＴ），ｓｅａｂｏｔｔｏｍｓａｌｉｎｉｔｙ（ＳＢＳ），ｗａｔｅｒｄｅｐｔｈ，ａｎｄｂｙｔｈｅｒｅｌａｔｉｖｅｄｅｎｓｉｔｙｏｆ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ｓｕｉｔａｂｉｌｉｔｙｉｎｄｅｘ（ＳＩ）ｗｅｒｅｂｕｉｌｔ，ａｎｄｂｙｕｓｅｄｔｈｅｌｅａｓｔｓｑｕａｒｅｓ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ｍｏｄｅｌ，ｂａｓｅｄｏｎ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ｗｅｉｇｈｔ
ａｒｉｔｈｍｅｔｉｃａｖｅｒａｇｅｍｅｔｈｏｄ（ＡＷＭ），ｔｈｅｈａｂｉｔａｔｓｕｉｔａｂｉｌｉｔｙｉｎｄｅｘ（ＨＳＩ）ｍｏｄｅｌｗａｓａｌｓｏｂｕｉｌｔ．Ａｃｃｏｒｄｉｎｇｔｏ
ｔｈｅｄａｔａｏｆ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ｄｅｎｓｉｔｙ，ｂｏｔｔｏｍ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ｂｏｔｔｏｍｓａｌｉｎｉｔｙａｎｄｄｅｐｔｈ，ｔｈｅｂｏｏｓｔｅｄｒｅｇｒｅｓｓｉｏｎｔｒｅｅ
（ＢＲＴ）ｗａｓａｌｓｏｂｕｉｌｔｕｓｅｄｔｏｅｖａｌｕａｔｅｔｈｅｗｅｉｇｈｔｏｆｅａｃｈ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ｖａｒｉａｂｌｅｉｎｔｈｅＨＳＩｍｏｄｅｌ，ａｎｄｔｈｅ
ｍｏｄｅｌａｃｃｕｒａｃｙｗａｓｔｅｓｔｅｄｂｙｃｒｏｓｓｖａｌｉｄａｔｉｏｎｓ．Ｉｔｗａｓｆｏｕｎｄｔｈａｔｔｈｅｒｅｗａｓａ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ｎｏｒｍａｌ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ｂｅｔｗｅｅｎ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ｆａｃｔｏｒｓａｎｄＳＩ．Ｌａｒｉｍｉｃｈｔｈｙｓｐｏｌｙａｃｔｉｓｏｐｔｉｍａｌｈａｂｉｔａｔｈａｓａｎｏｂｖｉｏｕｓｓｅａｓｏｎａｌｃｈａｎｇｅｏｆ
ｈａｂｉｔａｔｓ．Ｔｈｅｗｈｏｌｅｙｅａｒｈｉｇｈｖａｌｕｅａｐｐｅａｒｅｄｉｎｓｐｒｉｎｇａｎｄｓｕｍｍｅｒ，ｆｏｌｌｏｗｅｄｂｙａｕｔｕｍｎａｎｄｗｉｎｔｅｒ，ｔｈｅ
ｓｐｒｉｎｇｈｉｇｈｖａｌｕｅａｒｅａｉｓｌｏｃａｔｅｄｉｎｅａｓｔｏｆ１２２°３０′Ｅ，ｎｏｒｔｈｏｆ２８°３０′Ｎｓｕｍｍｅｒｓｔｒｉｐｏｆｓｏｕｔｈｈｉｇｈｖａｌｕｅａｒｅａ，
ａｕｔｕｍｎｈｉｇｈｖａｌｕｅａｒｅａｉｓｌｏｃａｔｅｄａｔ１２２°００′Ｅ，２８°００′Ｎ，ｗｉｎｔｅｒｈｉｇｈｖａｌｕｅａｒｅａｎｏｒｔｈｉｓｌｏｃａｔｅｄ１２３°００′Ｅ，
２９°００′Ｎ．Ｔｈｅｒｅｓｕｌｔｓｓｈｏｗｅｄｔｈａｔｔｈｅｍｏｄｅｌｃａｎｐｏｓｉｔｉｖｅｌｙｒｅｆｌｅｃｔｔｈｅ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ａｎｄ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ｈａｂｉｔａｔ
ｏｆｔｈｅＬａｒｉｍｉｃｈｔｈｙｓｐｏｌｙａｃｔｉｓｉｎｔｈｅｗａｒｍｓｔａｇｅａｆｔｅｒｃｏｎｓｉｄｅｒｉｎｇｔｈｅｗｅｉｇｈｔｉｎｔｈｅＨＳＩｍｏｄｅｌ．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Ｌａｒｉｍｉｃｈｔｈｙｓｐｏｌｙａｃｔｉｓ；ｈａｂｉｔａｔｓｕｉｔａｂｉｌｉｔｙｉｎｄｅｘ；ＷｅｎＴａｉＦｉｓｈｉｎｇＧｒｏｕｎｄ；ｓｐａｔｉａｌ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１０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