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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为了探讨潮汐对长江口南支刀鲚仔稚鱼的垂直分布及昼夜变化的影响，２０１７年５—９月在长江口南
支的南北纵向断面设立２个站位点，采用大型仔稚鱼网（口径１．３ｍ，网目０．５ｍｍ）在每月大潮期间依据潮汐
（涨潮采样４次和退潮采样４次）逆流进行昼夜、表中层水平拖网，共拖网１６０次，采集刀鲚仔稚鱼３６９尾，发
育阶段由前弯曲期仔鱼到稚鱼。表层刀鲚仔稚鱼平均密度（０．８５１尾／１００ｍ３）大于中层（０．１４５尾／１００ｍ３）。
涨潮时前弯曲期仔鱼和弯曲期仔鱼密度，表层大于中层，白天大于夜间；退潮时表层大于中层，白天大于夜间。

后弯曲期仔鱼的平均密度白天小于夜间，涨潮小于退潮；稚鱼白天涨潮的平均密度表层为０，中层为０．１４尾／
１００ｍ３，白天退潮表层为０．１４尾／１００ｍ３，中层为０。研究结果表明：在涨潮和退潮时，前弯曲期和弯曲期仔鱼
表层分布大于中层，后弯曲期仔鱼和稚鱼趋于中层分布；后弯曲期仔鱼和稚鱼白天涨潮时趋于中层，白天退潮

时又趋于表层，夜间分布大于白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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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刀 鲚 （Ｃｏｉｌｉａ ｎａｓｕｓ）隶 属 于 鲱 形 目
（Ｃｌｕｐｅｉｆｏｒｍｅｓ）

%

科（Ｅｎｇｒａｕｌｉｄａｅ）鲚属（Ｃｏｉｌｉａ），
属于降海洄游性鱼类，分布于中国、朝鲜半岛和

日本，在我国主要分布于东海、黄海、渤海及各通

海江河水系的中下游［１］。长江口是中国刀鲚最

大的河口渔场，每年２月初亲鱼从此由海入江，
３—４月逐步聚集，上溯至长江中下游通海江河中
繁殖，产卵后的亲鱼和早期幼鱼陆续降海洄游，

分散到附近海域生长、育肥和越冬［２］。刀鲚作为

长江淡水鱼类资源中重要的经济品种，近年来由

于人类捕获力度增加、水质污染和航道建设等行

为，其资源数量逐年减少，因此对于刀鲚资源的

保护刻不容缓。潮汐节律是影响鱼类生殖周期

以及漂流模式的一种重要的环境因素，一些生活

在河口的生物群落都表现出随潮水变化的规律

性，其中，仔稚鱼的涨退潮变化具有种间差异性，

一些仔稚鱼利用潮汐完成接岸洄游，从近岸海域

逐步漂流至内湾区域，从而寻求更稳定的庇护。

在仔稚鱼的垂直分布上，许多鱼类具有明显倾向

性，例 如 密 歇 根 湖 的 拟 沙 西 鲱 （Ａｌｏｓａ
ｐｓｅｕｄｏｈａｒｅｎｇｕｓ）和河黄鲈（Ｐｅｒｃａｆｌａｖｅｓｃｅｎｓ）主要
处于 上 层，深 水 床 杜 父 鱼 （Ｍｙｏｘｏｃｅｐｈａｌｕｓ
ｔｈｏｍｐｓｏｎｉｉ）则主要处于下层［３］。为了探究刀鲚

仔稚鱼在长江口南支水域表层和中层的分布情

况及潮汐作用对刀鲚仔稚鱼漂流机制，根据潮汐

规律在长江口南支水域进行分层调查采样，探讨

了潮汐对长江口南支刀鲚仔稚鱼垂直分布及昼

夜变化的影响，旨在为长江口刀鲚早期渔业资源

的保护提供一些重要的科学依据。

１　材料与方法

１．１　调查方法
在长江口南支南北纵向断面设立 ２个平行

站位点（Ｓｔ．１：３１°３５．５００′Ｎ，１２１°２０．００４′Ｅ；Ｓｔ．２：
３１°３３．５００′Ｎ，１２１°２０．０００′Ｅ），见图１，２０１７年５—
９月每月大潮期间进行调查，每次调查从上午第
一次涨潮开始使用大型仔稚鱼网（口径１．３ｍ，网
目０．５ｍｍ）进行水平拖网采集（沪崇渔 １０６８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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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６．２马力，２ｎｍｉ／ｈ），全天涨潮、退潮各进行４次
采集（平潮期间不采集），在每站位的每次采集分

别进行表、中层拖网１次，每次拖网１０ｍｉｎ，总计
拖网 ３２次，用网口流量计（ＫＣＤｅｎｍａｒｋＡ／Ｓ
Ｍｏｄｅｌ２３．０９０）记录拖网流量值。现场用 ５％甲
醛海水溶液固定样品，测量并记录各站位点表层

和中层的水温、盐度、溶氧量和ｐＨ等数据。所有
数据分析均用ｅｘｃｅｌ２０１６、ＩＢＭＳＰＳＳ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２１。

图１　采样站位点图
Ｆｉｇ．１　Ｓａｍｐｌｉｎｇｓｔａｔｉｏｎｓ

１．２　室内工作与数据分析
室内在ＯｌｙｍｐｕｓＳＺＸ７解剖镜下将采集到的

样本按照ＫＥＮＤＡＬＬ等［４］的方法划分为５个发育
阶段：卵黄囊期（ｙｏｌｋｓａｃｌａｒｖａｌｓｔａｇｅ）为孵化后到
卵黄囊消失；前弯曲期（ｐｒｅｆｌｅｘｉｏｎｌａｒｖａｌｓｔａｇｅ）为
脊索末端向上弯曲；弯曲期（ｆｌｅｘｉｏｎｌａｒｖａｌｓｔａｇｅ）
为脊索末端上弯，尾下骨出现但后缘与体轴倾

斜，鳞片开始出现；后弯曲期（ｐｏｓｔｆｌｅｘｉｏｎｌａｒｖａｌ
ｓｔａｇｅ）为脊索末端向上弯，尾下骨的后缘与体轴
成垂直；稚鱼期（ｊｕｖｅｎｉｌｅｓｔａｇｅ）为鳍发育完成，出
现鳞片，臀鳍鳍数达 ９０条以上，并趋于成体形
态。同时通过游标卡尺来测量仔稚鱼的体长

（ＢＬ），前弯曲期仔鱼和弯曲期仔鱼测量脊索长度
（ＮＬ），后弯曲期仔鱼测量标准体长（ＳＬ）并计算
仔稚鱼的密度。刀鲚仔稚鱼的密度计算采用公

式：

Ｇ＝Ｎ／（Ｓ·Ｌ·Ｃ） （１）
式中：Ｇ表示单位体积水体中仔稚鱼个体数，尾／
１００ｍ３；Ｎ为每网所采集到的刀鲚仔稚鱼个体数，

尾；Ｓ为网口面积，
&

；Ｌ为流量计转数；Ｃ为流量
计校正值（Ｃ＝０．３）［５］。本研究以 Ｇ作为单位捕
捞努力量渔获量（ｃａｔｃｈｐｅｒｕｎｉｔｅｆｆｏｒｔ，ＣＰＵＥ）比
较各月与站位点的刀鲚仔稚鱼密度。

２　结果与分析

２．１　水温与盐度
白天表层（ｄａｙｓｕｒｆａｃｅｌａｙｅｒ，ＤＳＬ）和白天中

层（ｄａｙｍｉｄｄｌｅｌａｙｅｒ，ＤＭＬ）、夜晚表层（ｎｉｇｈｔ
ｓｕｒｆａｃｅｌａｙｅｒ，ＮＳＬ）和夜晚中层 （ｎｉｇｈｔｍｉｄｄｌｅ
ｌａｙｅｒ，ＮＭＬ）、涨潮（ｆｌｏｏｄｔｉｄｅ，ＦＴ）和退潮（ｅｂｂ
ｔｉｄｅ，ＥＴ）时水温变化基本一致。表层和中层平均
水温，均为５月最低，８月最高（图２和３）。因受
长江径流量的影响，平均盐度较低，为０．０９８。对
各月平均水温与各月表层和中层刀鲚仔稚鱼

ＣＰＵＥ做相关性分析，结果 Ｐ＜０．０１，表明各月平
均水温与各月刀鲚仔稚鱼ＣＰＵＥ存在极显著相关
性（图２和３）。对各月盐度与各月表中层刀鲚仔
稚鱼ＣＰＵＥ做相关性分析，结果Ｐ＞０．０５，表明各
月盐度与各月表层和中层刀鲚仔稚鱼ＣＰＵＥ无显
著相关性（图４～６）。

图２　Ｓｔ．１月平均水温变化
Ｆｉｇ．２　Ｍｏｎｔｈｌｙｃｈａｎｇｅｓｏｆａｖｅｒａｇｅｗａｔｅｒ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
ｉｎｔｈｅｓｕｒｆａｃｅｌａｙｅｒａｎｄｍｉｄｄｌｅｌａｙｅｒａｔＳｔ．１

２．２　平均密度
５—９月共拖网 １６０次，采集到刀鲚仔稚鱼

３６９尾，表层平均密度０．８５１尾／１００ｍ３，以６月
的平均密度为最高，密度为 ２．３８１尾／１００ｍ３，９
月最低，密度为０．０３２尾／１００ｍ３（图５和６）。中
层平均密度为０．１４５尾／１００ｍ３，７月的平均密度
最高，密度为０．３１９尾／１００ｍ３，９月最低，密度为
０．０３４尾／１００ｍ３（图５和６）。Ｓｔ．１站位点表层，

５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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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各月涨潮的平均密度大于退潮的平均密度。８
月夜间涨潮密度较大，在Ｓｔ．１站位点中层结果也
相同（图５），而白天涨潮时７月刀鲚仔稚鱼密度
大于其他各月，６月和７月表层的刀鲚仔稚鱼密
度显然大于中层。

图３　Ｓｔ．２月平均水温变化
Ｆｉｇ．３　Ｍｏｎｔｈｌｙｃｈａｎｇｅｓｏｆａｖｅｒａｇｅｗａｔｅｒ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
ｉｎｔｈｅｓｕｒｆａｃｅｌａｙｅｒａｎｄｍｉｄｄｌｅｌａｙｅｒａｔＳｔ．２

图４　平均盐度月变化
Ｆｉｇ．４　Ｍｏｎｔｈｌｙｃｈａｎｇｅｓｏｆａｖｅｒａｇｅｓａｌｉｎｉｔｙ

　　在Ｓｔ．２站位点表层，各月刀鲚仔稚鱼密度涨
潮大于退潮，涨潮时６月平均密度大于其他月，
在８月夜间退潮时的刀鲚仔稚鱼密度较大；在
Ｓｔ．２站位点中层，刀鲚仔稚鱼密度涨潮时大于退
潮，７月白天涨潮时刀鲚仔稚鱼密度最高大于其
他各月，６和７月表层仔稚鱼密度明显大于中层
仔稚鱼密度（图６）。比较Ｓｔ．１站位点表层和 Ｓｔ．
２站位点表层，Ｓｔ．１站位点刀鲚仔稚鱼平均密度
大于Ｓｔ．２站位点（图５和６）。
２．３　体长变化

本研究没有采集到卵黄囊期仔鱼。表层采

样结果表明：６月、７月刀鲚仔稚鱼前弯曲期仔鱼

和弯曲期仔鱼数量较多，后弯曲期仔鱼和稚鱼数

量较少，且各个发育阶段体长分布较为集中；中

层采样结果表明：６—９月采集刀鲚仔稚鱼各个发
育阶段相对较少，且体长分布和表层体长分布基

本相同（图７和８）。这表明刀鲚仔稚鱼数量在表
层分布较多，体长变化在表层和中层的分布趋势

相同。

图５　Ｓｔ．１刀鲚仔稚鱼月平均密度变化
Ｆｉｇ．５　Ｍｏｎｔｈｌｙｃｈａｎｇｅｓｏｆａｖｅｒａｇｅｄｅｎｓｉｔｙｏｆ
ＣｏｉｌｉａｎａｓｕｓｌａｒｖａｅａｎｄｊｕｖｅｎｉｌｅｓａｔＳｔ．１

图６　Ｓｔ．２刀鲚仔稚鱼月平均密度变化
Ｆｉｇ．６　Ｍｏｎｔｈｌｙｃｈａｎｇｅｓｏｆａｖｅｒａｇｅｄｅｎｓｉｔｙｏｆ
ＣｏｉｌｉａｎａｓｕｓｌａｒｖａｅａｎｄｊｕｖｅｎｉｌｅｓａｔＳｔ．２

２．４　昼夜涨退潮表中层刀鲚仔稚鱼体长分布比较
图９表明，６月和７月表层刀鲚仔稚鱼体长

变化不明显。表层采样结果表明：６月白天涨潮
（ｄａｙｆｌｏｏｄｔｉｄｅ，ＤＦＴ），白天退潮（ｄａｙｅｂｂｔｉｄｅ，
ＤＥＴ）都有采集到（图９），且采集到的刀鲚仔稚鱼
体长都相对较小；中层采样结果表明：８月白天涨
潮，白天退潮，夜间涨潮（ｎｉｇｈｔｆｌｏｏｄｔｉｄｅ，ＮＦＴ），
夜间退潮（ｎｉｇｈｔｅｂｂｔｉｄｅ，ＮＥＴ）都有采集到，且体
长大小和表层趋势差别不大（图１０）。且无论表
层还是中层，到９月刀鲚仔稚鱼数量已经明显减
少，且体长分布与 ６月和 ７月相比都明显变大
（图９和１０）。

６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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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７　表层刀鲚仔稚鱼各发育阶段和体长月变化
Ｆｉｇ．７　Ｍｏｎｔｈｌｙｃｈａｎｇｅｓｏｆｂｏｄｙｌｅｎｇｔｈａｎｄ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ｓｔａｇｅｓｏｆ

Ｃｏｉｌｉａｎａｓｕｓｌａｒｖａｅａｎｄｊｕｖｅｎｉｌｅｓｉｎｔｈｅｓｕｒｆａｃｅｌａｙｅｒ

图８　中层刀鲚仔稚鱼各发育阶段和体长月变化
Ｆｉｇ．８　Ｍｏｎｔｈｌｙｃｈａｎｇｅｓｏｆｂｏｄｙｌｅｎｇｔｈａｎｄ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ｓｔａｇｅｓ
ｏｆＣｏｉｌｉａｎａｓｕｓｌａｒｖａｅａｎｄｊｕｖｅｎｉｌｅｓｉｎｔｈｅｍｉｄｄｌｅｌａｙｅｒ

７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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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刀鲚仔稚鱼的平均体长；○．刀鲚仔稚鱼体长的最大值和最小值

×．ＴｈｅａｖｅｒａｇｅｂｏｄｙｌｅｎｇｔｈｏｆＣｏｉｌｉａｎａｓｕｓｌａｒｖａａｎｄｊｕｖｅｎｉｌｅｓ；○．ＴｈｅｍａｘｉｍｕｍｖａｌｕｅｏｒｔｈｅｍｉｎｉｍａｌｖａｌｕｅｏｆａｖｅｒａｇｅｂｏｄｙｌｅｎｇｔｈｏｆＣｏｉｌｉａ

ｎａｓｕｓｌａｒｖａａｎｄｊｕｖｅｎｉｌｅｓ

图９　表层刀鲚仔稚鱼体长分布情况
Ｆｉｇ．９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ｏｆＣｏｉｌｉａｎａｓｕｓｌａｒｖａｅａｎｄｊｕｖｅｎｉｌｅｓｉｎｔｈｅｓｕｒｆａｃｅｌａｙｅｒ

×．刀鲚仔稚鱼的平均体长；○．刀鲚仔稚鱼体长的最大值和最小值

×．ＴｈｅａｖｅｒａｇｅｂｏｄｙｌｅｎｇｔｈｏｆＣｏｉｌｉａｎａｓｕｓｌａｒｖａａｎｄｊｕｖｅｎｉｌｅｓ；○．ＴｈｅｍａｘｉｍｕｍｖａｌｕｅｏｒｔｈｅｍｉｎｉｍａｌｖａｌｕｅｏｆａｖｅｒａｇｅｂｏｄｙｌｅｎｇｔｈｏｆＣｏｉｌｉａ

ｎａｓｕｓｌａｒｖａａｎｄｊｕｖｅｎｉｌｅｓ

图１０　中层刀鲚仔稚鱼分布情况
Ｆｉｇ．１０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ｏｆＣｏｉｌｉａｎａｓｕｓｌａｒｖａｅａｎｄｊｕｖｅｎｉｌｅｓｉｎｔｈｅｍｉｄｄｌｅｌａｙｅ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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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５　昼夜涨退潮各发育阶段在表中层 ＣＰＵＥ出
现量的比较

从表１可知：刀鲚前弯曲期仔鱼 ＣＰＵＥ在白
天涨潮、白天退潮、夜间涨潮、夜间退潮的条件

下，表层大于中层；白天退潮时，弯曲期仔鱼

ＣＰＵＥ表层 ０．３９尾／１００ｍ３，中层 ０．３８尾／
１００ｍ３，表层和中层基本相同，在白天涨潮、夜间
涨潮、夜间退潮时，表层 ＣＰＵＥ都大于中层；后弯
曲期和稚鱼白天涨潮时趋于中层水域，白天退潮

时又趋于表层的漂流机制；后弯曲仔鱼夜间涨潮

时表层ＣＰＵＥ为１．５０尾／１００ｍ３，大于中层０．５７
尾／１００ｍ３，夜间退潮时表层小于中层；稚鱼夜间
涨潮时表层ＣＰＵＥ为０．３８尾／１００ｍ３大于中层。
夜间退潮时稚鱼ＣＰＵＥ为０，未采集到刀鲚稚鱼，
至于夜间退潮稚鱼漂向何处有待研究。前弯曲

期仔鱼和弯曲期仔鱼表层和中层的ＣＰＵＥ相差较
大，表层ＣＰＵＥ较大，中层较小，而弯曲期仔鱼表
层和中层 ＣＰＵＥ相差较小。随着发育阶段的进
行，刀鲚仔稚鱼可能向中层漂流。

表１　刀鲚仔稚鱼各发育阶段昼夜涨退潮表、中层的ＣＰＵＥ比较
Ｔａｂ．１　Ｔｈｅ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ｉｏｎｏｆ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ｓｔａｇｅｏｆＣｏｉｌｉａｎａｓｕｓｌａｒｖａｅａｎｄｊｕｖｅｎｉｌｅｓ’ＣＰＵＥａｔ
ｆｌｏｏｄａｎｄｅｂｂｔｉｄｅｉｎｔｈｅｓｕｒｆａｃｅａｎｄｍｉｄｄｌｅｌａｙｅｒｓｉｎｔｈｅＹａｎｇｔｚｅＲｉｖｅｒｅｓｔｕａｒｙｉｎｄａｙａｎｄｎｉｇｈｔ
发育阶段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ｓｔａｇｅ
白天涨潮ＤＦＴ

表层ＳＬ 中层ＭＬ
白天退潮ＤＥＴ

表层ＳＬ 中层ＭＬ
夜晚涨潮ＮＦＴ

表层ＳＬ 中层ＭＬ
夜晚退潮ＮＥＴ

表层ＳＬ 中层ＭＬ
前弯曲期 Ｐｒｅｆｌｅｘｉｏｎｌａｒｖａｅ ４．６５ ０．５５ ０．３３ ０ ３．４８ ０．３８ ０．８７ ０
弯曲期 Ｆｌｅｘｉｏｎｌａｒｖａｅ １．３０ ０．３２ ０．３９ ０．３８ ０．９７ ０．１３ ０．６９ ０

后弯曲期 Ｐｏｓｔｆｌｅｘｉｏｎｌａｒｖａｅ ０ ０．２４ ０．９６ ０．３１ １．５０ ０．５７ ０．７９ １．６４
稚鱼期 Ｊｕｖｅｎｉｌｅｓ ０ ０．１４ ０．１４ ０ ０．３８ ０．１３ ０ ０

３　讨论

３．１　刀鲚仔稚鱼在长江口南支的漂流机制
ＷＥＩＮＳＴＥＩＮ等［６］对鲆类（Ｐａｒａｌｉｃｈｔｈｙｓｓｐｐ．）

和波纹绒须石首鱼（Ｍｉｃｒｏｐｏｇｏｎｉａｓｕｎｄｕｌａｔｕｓ）后期
仔鱼的研究表明，鲆类和波纹绒须石首鱼利用潮

汐作用来使自身滞留在河口水域，涨潮时向较浅

水层移动，退潮时则向较深水层移动，进而提出

选择性潮汐输送机制。本研究在长江口水域进

行分层调查来探究刀鲚仔稚鱼在河口水域的漂

流机制，发现前弯曲期和弯曲期仔鱼表层 ＣＰＵＥ
相对较大，中层相对较小，到后弯曲期和稚鱼期

则表层和中层 ＣＰＵＥ基本相同，随着发育阶段的
进行和体长的变化，刀鲚仔稚鱼可能向中层水域

移动进行生活。前弯曲期和弯曲期白天ＣＰＵＥ大
于夜间，而后弯曲期和稚鱼则夜间大于白天，不

同发育阶段昼夜分布情况也不同。后弯曲期仔

鱼和稚鱼白天涨潮时趋于中层，白天退潮时又趋

于表层。李安东等［７］对长江口南支水域刀鲚仔

稚鱼数量变动的研究表明，刀鲚仔稚鱼夜间涨潮

密度小于白天密度，夜间退潮密度小于白天退潮

密度与本研究结果相同。侯世挺等［８］对长江口

南支仔稚鱼数量随潮汐变化的研究表明，各月涨

潮时的种类数均大于退潮时的种类数，其中对一

站位点进行中层水平拖网结果表明，种类组成与

表层差异不明显，但多样性均不如表层。本研究

中长江口南支刀鲚前弯曲期仔鱼、弯曲期仔鱼、

稚鱼密度均涨潮时大于退潮，和侯世挺研究结果

相同，然而在后弯曲期仔鱼平均密度，夜间退潮

大于涨潮；在表层分布中，前弯曲期平均密度远

大于弯曲期仔鱼平均密度的结果与侯世挺等［８］

研究一致；在中层分布中，后弯曲期仔鱼和稚鱼

的平均密度基本相同，即使同一种鱼在不同的发

育时期在表层和中层分布也不相同，刀鲚仔稚鱼

到后弯曲期和稚鱼时期进入中层生活有待于研

究。葛珂珂等［９］在长江口碎波带对刀鲚仔稚鱼

数量分布的研究显示碎波带中主要以弯曲期仔

鱼和后弯曲期仔鱼为主，卵黄囊期和前弯曲期仔

鱼则较少，推断刀鲚仔鱼是在达到一定的体长或

发育阶段才进入碎波带，而本研究在长江口南支

上的采样在６月和７月主要采集到刀鲚前弯曲期
仔鱼，８月和９月则没有采集到该发育阶段的仔
鱼，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推断弯曲期仔鱼前的刀鲚

在江中心漂流，弯曲期仔鱼后的刀鲚将生活在碎

波带。

３．２　刀鲚仔稚鱼的资源保护
仔稚鱼作为鱼类早期资源的一个重要阶段，

自然状态下能存活的个体仅有不到 １％［１０］。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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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种群的年际补充强度的一个重要指标就是仔

稚鱼阶段的成活率，是种群结构变化的主要因

素，也是种群数量变动的主要因素［１１］。由于人为

的一些因素，例如航道和水利工程的建设，为了

获得更大经济利益而大力捕捞，生态环境栖息地

的破坏等行为使得刀鲚资源数量逐年急剧减少。

在２０世纪６０年代的调查结果显示，那时刀鲚资
源量虽然不高，但基本上能保持原始状态不至于

下降。７０年代刀鲚数量很多［１２１３］。能捕捞的产

量大，８０年代已很少［１４１５］。９０年代相关学者在
长江至南通调查发现产量有一定波动［１３］。刀鲚

资源量已经处于极度贫乏的地步，施德龙等［１６］在

上海崇明县对刀鲚资源的调查结果也吻合了上

述结果。以往的调查数据显示，刀鲚捕捞量从

２００１年开始下降，至２０１０年产量出现一定的增
加，后来又持续下降［１７１９］。相关学者对早期资源

损伤、水体污染等方面做了相关调查［２０］。对于刀

鲚种类地位，相关学者在长江口碎波带进行相关

调查，结果显示刀鲚数量处于领先地位［２１２３］。董

文霞等［２４］也对刀鲚的地位状况进行了调查研究，

结果显示在刀鲚种群资源急剧衰退的情况下，丰

富度越来越低，生存的时间和体长都变小，但可

以有生长发育的空间。此次调查发现，６月和 ７
月刀鲚仔稚鱼的数量较多，然而成鱼数量却相对

较少，除了自然状态下死亡外，鳗苗网也有很大

影响。尤其在长江口北支和南支口的鳗苗定置

网等网具的不当设置对刀鲚仔稚鱼造成了巨大

的损害，因其网目仅１ｍｍ，铺设范围广，下网时间
和刀鲚游动时间相同等特点，造成大量刀鲚仔稚

鱼与鳗苗一同被捕获，引起资源量的降低。葛成

冈等［２５］也提出鳗苗定置网在长江口的铺设数量

太大，这是造成刀鲚资源数量下降的重要原因，

因此不仅要保护刀鲚本身发育外，对其他破坏因

素也要加强管理，从而更好利用刀鲚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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