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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２０１７年９月到２０１９年１０月利用３层刺网和地笼网，按季节共９次对金泽水库进行鱼类资源的调
查，分析鱼类群落结构特征，并用双声呐鱼探仪对金泽水库的鱼类资源量进行探测，共调查到３０种鱼类，隶属
于５目７科，其中：淡水型鱼类２８种、河口型１种、洄游型１种；草食性、植食性、滤食性、杂食性、初级肉食性
和次级肉食性鱼类分别有２、３、２、９、５和９种；渔获物中滤食性鲢（Ｈｙｐｏｐｈｔｈａｌｍｉｃｈｔｈｙｓｍｏｌｉｔｒｉ）和鳙（Ａｒｉｓｔｉｃｈｔｈｙｓ
ｎｏｂｉｌｉｓ）无论在个体数还是质量均排在第一、二位；优势种（ＩＲＩ＞１０００）有鲢、鳙、鲫（Ｃａｒａｓｓｉｕｓａｕｒａｔｕｓａｕｒａｔｕｓ）
和刀鲚（Ｃｏｉｌｉａｎａｓｕｓ）。水声学双声呐鱼探仪探测金泽水库２０１９年１０月的鱼类资源量约为１３．３３万尾和
１１．５８万ｋｇ。金泽水库现阶段的鱼类群落结构与水库建成投放鱼类之前相比，已有较大的差异；现有鱼类与
太湖鱼类区系相似性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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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泽水库位于上海市青浦区金泽镇西部、太
浦河北岸，２０１６年 １２月建成并正式投入使用，
占地面积约２．７ｋｍ２，其中水域面积１．９２ｋｍ２，取
水于太浦河干流，总库容约９６０万 ｍ３，日供水规
模３５１万ｍ３。金泽水库前身是由２个湖荡组成
的湖泊，通过曲折的河道与太浦连通。建库时，

抽干水，并对两个湖荡进行拓宽、加深等改造，形

成了以乌家荡、李家荡两个库区为主，类似葫芦

形、东西走向的水库；在葫芦形水库南端顶侧是

一条长约１．５ｋｍ、与太浦河连通的引水河河道
（图１）。连通太浦河的引水河道口有一回转式格
栅清污机，格栅间距约１０ｃｍ。因此，金泽水库在
引水之前，湖区干底基本无鱼。引水之后，太浦

河鱼类通过格栅进入水库，形成了水库鱼类本

底。根据金泽水库管理部门提供的调查资料，

２０１４年５月开工前，原湖荡中有６科２０属２３种
鱼 类，优 势 鱼 种 为 斑 条

%

（Ａｃｈｅｌｏｎｇｎａｔｈｕｓ
ｔａｅｎｉａｎａｌｉｓ）、鲫（Ｃａｒａｓｓｉｕｓａｕｒａｔｕｓａｕｒａｔｕｓ）、红鳍

原
&

（Ｃｕｌｔｒｉｃｈｔｈｙｓｅｒｙｔｈｒｏｐｔｅｒｕｓ）和细鳞斜颌鲴
（Ｘｅｎｏｃｙｐｒｉｓｍｉｃｒｏｌｅｐｉｓ），常见种为鲤 （Ｃｙｐｒｉｎｕｓ
ｃａｒｐｉｏ）、鲢（Ｈｙｐｏｐｈｔｈａｌｍｉｃｈｔｈｙｓｍｏｌｉｔｒｉｘ）、棒花鱼
（Ａｂｂｏｔｔｉｎａｒｉｖｕｌａｒｉｓ）、贝氏

'

（Ｈｅｍｉｃｕｌｔｅｒｂｌｅｅｋｅｒｉ）、
黑鳍

(

（Ｓａｒｃｏｃｈｅｉｌｉｃｈｔｈｙｓｎｉｇｒｉｐｉｎｎｉｓ）、黄颡鱼
（Ｐｅｌｔｅｏｂａｇｒｕｓｆｕｌｖｉｄｒａｃｏ）和 子 陵 栉 虾 虎 鱼
（Ｃｔｅｎｏｇｏｂｉｕｓｇｉｕｒｉｎｕｓ）。２０１７年初开始向水库投
放鲢、鳙（Ａｒｉｓｔｉｃｈｔｈｙｓｎｏｂｉｌｉｓ）。

鱼类是水库中重要的生物因子之一，占据着

重要的生态位和多个营养级，在水质的生态调控

中起 重 要 作 用，如：“经 典 生 物 操 纵 法”

（ｂｉｏｍａｎｉｐｕｌａｔｉｏｎ）通过鱼类群落结构变化对浮游
动物和浮游植物数量的影响，进而影响水体的营

养水平［１］；“非经典生物操纵法”（ｎｏｎ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
ｂｉｏｍａｎｉｐｕｌａｔｉｏｎ）通过滤食性鱼类鲢、鳙直接摄食
浮游植物从而控制其生物量［２］。鱼类对水质的

影响近年来越来越受到关注［２５］。本文通过对金

泽水库两年的鱼类调查，分析金泽水库鱼类群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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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结构，为鱼类在水库水质调控中的作用提供基

础资料。

１　材料与方法

１．１　调查方法与样点设置
２０１７年９月至２０１９年１０月，采用地笼网和

不同规格的３层刺网，每次间隔约３个月、前后共
９次对金泽水库进行鱼类资源调查。刺网规格有
外层网眼１０ｃｍ、中层６ｃｍ、长１００ｍ、深３ｍ和外
层网眼８ｃｍ、中层１５ｃｍ、长１００ｍ、深４ｍ两种；
地笼网长２５ｍ、７６节６０门、网框宽４０ｃｍ、高３０
ｃｍ。从库区西部至东部共设置 ６个采样点（图
１）：Ｓ１～Ｓ４为丝网采样点，每个样点布设２种规
格的丝网各１张；Ｄ１、Ｄ２为地笼网采样点，每个
样点布设地笼网１只。

图１　金泽水库鱼类调查样点的设置
Ｆｉｇ．１　ＳａｍｐｌｉｎｇｓｉｔｅｓｉｎＪｉｎｚｅＲｅｓｅｒｖｏｉｒ

　　将捕获的样本带回实验室进行称重、测量体
长等生物学数据，然后参考《江苏鱼类志》《中国

动物志·硬骨鱼纲》《长江口鱼类》等相关书籍进

行种类鉴定，鱼类名录依据《鱼类分类学》［６］。

１．２　优势度分析
根据出现频率、数量和个体大小，采用Ｐｉｎｋａｓ

相对重要性指数（ＩＲＩ）来评价鱼类群落中各种类
的生态优势度，将 ＩＲＩ值大于或等于１０００的种
类定义为优势种，ＩＲＩ值大于或等于１００而小于
１０００的种类定义为重要种，公式如下：

ＩＲＩ＝（Ｎ＋Ｗ）×Ｆ×１０
４ （１）

式中：ＩＲＩ为相对重要性指数；Ｎ为某一种类的鱼
类样本个体数占样本总个体数的比例；Ｗ为某一
种类的鱼类样本的质量占总质量的比例；Ｆ为某
一种类的样本出现的站数占总站数的比例［７］。

１．３　资源量的评估
２０１７年９月至２０１９年１０月，按季节、共１０

次使用双频识别声呐（ｄｕａｌｆｒｅｑｕｅｎｃｙｉｄｅｎｔ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ｓｏｎａｒ，ＤＩＤＳＯＮ）进行走航方式采集了水库的水下
鱼类图像信息。ＤＩＤＳＯＮ有１．１ＭＨｚ低频和１．８
ＭＨｚ高频２个工作频率，低频探测深度为４０ｍ，
高频探测深度为１０ｍ，金泽水库水深在 ８ｍ以
内，因此使用高频进行探测；探测时，将 ＤＩＤＳＯＮ
声呐探头固定在船舷，并置于水下０．５ｍ，声呐镜
头与水平方向成６０°向下，水平方向视角为２９°，
垂直方向视角为１４°；ＤＩＤＳＯＮ同时连接用于记录
航程的 ＧＰＳ。ＤＩＤＳＯＮ采集的声呐信号通过
Ｅｃｈｏｖｉｅｗ软件自动识别鱼类，并进行计数分析，
双频识别声呐使用原理、分析、统计方法等参照

张翔等［８］。

２　结果

２．１　鱼类种类组成
９次调查共捕获鱼类７０８尾５５８ｋｇ，经过分

析，有鱼类３０种，其中鲱形目１种、鲤形目２３种、
鲇形目３种、鲈形目２种、

!

形目１种。调查鱼类
名录见附录。

渔获物中，数量占比超过 ２０％ 的有鲢
（２８．５％），１０％ ～２０％的有鲫（１９．８％）、刀鲚
（１６．２％），鳙（９．０％）、鲤（４．２％）和红鳍原

&

（３．４％）等，而细鳞斜颌鲴、黄尾鲴（Ｘｅｎｏｃｙｐｒｉｓ
ｄａｖｉｄｉ）、高体（Ｒｈｏｄｅｕｓｏｃｅｌｌａｔｕｓ）、间下

)

（Ｈｙｐｏｒｈａｍｐｈｕｓｉｎｔｅｒｍｅｄｉｕｓ）等在调查期间仅捕获
１尾；鲢、鳙数量占比合计为３７．６％，其余鱼类占
６２．４％。

尽管鳙捕获的个体数占比不高，但捕到的概

率很高，每次均有捕获，且都是大个体，质量占比

达４３．６１％。鲢也是大型鱼类，但捕到个体较鳙
总体上要小很多，捕获概率１００％，即每次调查均
有捕获，质量占比为４４．８８％，其余鱼类质量占比
仅为１１．４８％。
２．２　鱼类生态类型组成

金泽水库取水于太浦河，而太浦河两端分别

连接黄浦江与太湖，为纯淡水。本周期调查到３０
种鱼类，２８种为淡水鱼类：间下

)

为河口性鱼类，

偶见种，仅捕到１尾；刀鲚为洄游性鱼类，在金泽
水库中大量出现，数量占比１６．２％，但因个体小，
质量占比仅１．７７％。如果将鱼类生活的水层划

８４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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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为上层、中上层、中下层和底层，调查到的 ３０
种鱼类中上层鱼类有

'

（Ｈｅｍｉｃｕｌｔｅｒｌｅｕｃｉｓｃｕｌｕｓ）、
贝氏

'

（Ｈｅｍｉｃｕｌｔｅｒｂｌｅｅｋｅｒｉ）和间下
)

共３种，中上
层鱼类有刀鲚、尖头

&

（Ｃｕｌｔｅｒｏｘｙｃｅｐｈａｌｕｓ）、达氏
&

（Ｃｕｌｔｅｒｄａｂｒｙｉ）、红鳍原
&

、蒙古
&

（Ｃｕｌｔｅｒ
ｍｏｎｇｏｌｉｃｕｓ）、拟尖头

&

（Ｃｕｌｔｅｒｏｘｙｃｅｐｈａｌｏｉｄｅｓ）、翘
嘴 红

&

（Ｃｕｌｔｅｒａｌｂｕｍｕｓ）、鲢、鳙、麦 穗 鱼
（Ｐｓｅｕｄｏｒａｓｂｏｒａ ｐａｒｖａ）、高 体  、大 鳍

%

（Ａｃｈｅｉｌｏｇｎａｔｈｕｓ ｍａｃｒｏｐｔｅｒｕｓ）、 兴 凯
%

（Ａｃｈｅｉｌｏｇｎａｔｈｕｓ ｃｈａｎｋａｅｎｓｉｓ） 和 多 鳞
%

（Ａｃｈｅｉｌｏｇｎａｔｈｕｓｐｏｌｙｌｅｐｉｓ）共１４种，中下层鱼类有
团头鲂 （Ｍｅｇａｌｏｂｒａｍａａｍｂｌｙｃｅｐｈａｌａ）、长春鳊
（Ｐａｒａｂｒａｍｉｓｐｅｋｉｎｅｎｓｉｓ）、细鳞斜颌鲴、黄尾鲴和圆
吻鲴（Ｄｉｓｔｏｅｃｈｏｄｏｎｔｕｍｉｒｏｓｔｒｉｓ）共 ５种，而下层鱼
类有棒花鱼（Ａｂｂｏｔｔｉｎａｒｉｖｕｌａｒｉｓ）、鲤、鲫、黄颡鱼
（Ｐｅｌｔｅｏｂａｇｒｕｓｆｕｌｖｉｄｒａｃｏ）、鲇（Ｓｉｌｕｒｕｓａｓｏｔｕｓ）、长吻
*

（Ｌｅｉｏｃａｓｓｉｓｌｏｎｇｉｒｏｓｔｒｉｓ）、鳜（Ｓｉｎｉｐｅｒｃａｃｈｕａｔｓｉ）和
子陵吻虾虎鱼（Ｒｈｉｎｏｇｏｂｉｕｓｇｉｕｒｉｎｕ）共 ８种（附
录）。

２．３　鱼类摄食类型组成
参考殷名称［９］划分鱼类食性，可分为以水草

为食的“草食性”，以昆虫、藻类、植物等为食的

“杂食性”，以固着的藻类等为食的“植食性”，以

浮游动植物为食的“滤食性”，以水生昆虫、仔鱼、

卵、底栖无脊椎动物等为食的“初级肉食性”，以

鱼、虾为食的“次级肉食性”［１０］。

金泽水库渔获物滤食性鱼类有鲢、鳙 ２种，
草食性鱼类有长春鳊、团头鲂２种，以硅藻、蓝藻
等固着藻类为食的植食性鱼类有黄尾鲴、兴凯

%

和圆吻鲴３种；以水生昆虫、藻类、植物等为食的
杂食性鱼类有贝氏

'

、大鳍
%

、鲫和高体等９
种，以无脊椎动物为食的初级肉食性鱼类有间下

)

、麦穗鱼、子陵吻虾虎、棒花鱼、贝氏
'

和刀鲚

共６种，而以小鱼、小虾为食的次级肉食性鱼类
有达氏

&

、红鳍原
&

、蒙古
&

、拟尖头
&

、翘嘴红

&

、长吻
*

、鲇、黄颡鱼和鳜共９种鱼类。在渔获
物中，数量和质量百分比最高的均是滤食性鱼

类。自水库建成后，２０１７年２月开始，为控制藻
类生长，每年分１～２次向水库投放鳙、鲢，所以
鳙、鲢占显著优势。杂食性、初级肉食性鱼类的

捕获数量比例也超过２０％，草食性和植食性的比
例无论数量和重量百分比都低于１％。
２．４　鱼类优势种

根据各种类调查期间出现的频次、数量和质

量，计算它们的相对重要性指数（ＩＲＩ）。２０１７年９
月到２０１９年１２月调查期间，ＩＲＩ排名前５的鱼类
分别是鲢（７３４１）、鳙（５２６５）、鲫（１９２１）、刀鲚
（１８０１）和鲤（６３５）。鲢和鳙在金泽水库中占绝
对优势，鲫和刀鲚也是优势种。

图２　金泽水库２０１７年１０月—２０１９年１２月渔获物中各食性类型的数量与质量百分比
Ｆｉｇ．２　Ｑｕａｎｔｉｔｙａｎｄｍａｓｓｐｅｒｃｅｎｔａｇｅｏｆｅａｃｈｆｅｅｄｉｎｇｔｙｐｅｉｎ
ｆｉｓｈｅｒｉｅｓｏｆＪｉｎｚｅＲｅｓｅｒｖｏｉｒｆｒｏｍＯｃｔ２０１７ｔｏＤｅｃ２０１９

９４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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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　２０１７年１０月—２０１９年１０月金泽水库鱼类的优势度
Ｔａｂ．１　ＤｏｍｉｎａｎｃｅｏｆｅａｃｈｆｉｓｈｉｎＪｉｎｚｅＲｅｓｅｒｖｏｉｒｆｒｏｍＯｃｔ２０１７ｔＯｃｔ２０１９

种类Ｓｐｅｃｉｅｓ Ｎ Ｗ Ｆ ＩＲＩ

鲢Ｈｙｐｏｐｈｔｈａｌｍｉｃｈｔｈｙｓｍｏｌｉｔｒｉｘ ２８．５ ４４．８８ １．００ ７３４１
鳙Ａｒｉｓｔｉｃｈｔｈｙｓｎｏｂｉｌｉｓ ９．０ ４３．６１ １．００ ５２６５
鲫Ｃａｒａｓｓｉｕｓａｕｒａｔｕｓａｕｒａｔｕｓ １９．８ １．８４ ０．８９ １９２１
刀鲚Ｃｏｉｌｉａｎａｓｕｓ １６．２ １．７７ １．００ １８０１
鲤Ｃｙｐｒｉｎｕｓｃａｒｐｉｏ ４．２ ２．９０ ０．８９ ６３５
翘嘴红

&

Ｃｕｌｔｅｒａｌｂｕｍｕｓ ２．４ １．８０ ０．８９ ３７４
红鳍原

&

Ｃｕｌｔｒｉｃｈｔｈｙｓｅｒｙｔｈｒｏｐｔｅｒｕｓ ３．４ １．００ ０．５６ ２４４
鲇Ｓｉｌｕｒｕｓａｓｏｔｕｓ １．３ ０．４３ ０．７８ １３２
黄颡鱼Ｐｅｌｔｅｏｂａｇｒｕｓｆｕｌｖｉｄｒａｃｏ １．６ ０．１１ ０．７８ １２９
麦穗鱼Ｐｓｅｕｄｏｒａｓｂｏｒａｐａｒｖａ ２．８ ０．０１ ０．４４ １２６
棒花鱼Ａｂｂｏｔｔｉｎａｒｉｖｕｌａｒｉｓ ２．４ ０．０３ ０．４４ １０８
拟尖头

&

Ｃｕｌｔｅｒｏｘｙｃｅｐｈａｌｏｉｄｅｓ １．０ ０．５９ ０．５６ ８８
贝氏

'

Ｈｅｍｉｃｕｌｔｅｒｂｌｅｅｋｅｒｉ １．４ ０．０３ ０．５６ ８０
达氏

&

Ｃｕｌｔｅｒｄａｂｒｙｉ ０．９ ０．０２ ０．４４ ３８
蒙古

&

Ｃｕｌｔｅｒｍｏｎｇｏｌｉｃｕｓ ０．６ ０．２３ ０．４４ ３５

种类Ｓｐｅｃｉｅｓ Ｎ Ｗ Ｆ ＩＲＩ

'

Ｈｅｍｉｃｕｌｔｅｒｌｅｕｃｉｓｃｕｌｕｓ ０．９ ０．０９ ０．３３ ３１
大鳍

%

Ａｃｈｅｉｌｏｇｎａｔｈｕｓｍａｃｒｏｐｔｅｒｕｓ ０．９ ０．０１ ０．３３ ２９
长春鳊Ｐａｒａｂｒａｍｉｓｐｅｋｉｎｅｎｓｉｓ ０．３ ０．２３ ０．２２ １１
细鳞斜颌鲴Ｘｅｎｏｃｙｐｒｉｓｍｉｃｒｏｌｅｐｉｓ ０．１ ０．０４ ０．５６ １０
兴凯

%

Ａｃｈｅｉｌｏｇｎａｔｈｕｓｃｈａｎｋａｅｎｓｉｓ ０．３ ０．０１ ０．３３ １０
长吻

*

Ｌｅｉｏｃａｓｓｉｓｌｏｎｇｉｒｏｓｔｒｉｓ ０．３ ０．０７ ０．２２ ８
尖头

&

Ｃｕｌｔｅｒｏｘｙｃｅｐｈａｌｕｓ ０．３ ０．０４ ０．２２ ７
黄尾鲴Ｘｅｎｏｃｙｐｒｉｓｄａｖｉｄｉ ０．１ ０．０５ ０．３３ ７
团头鲂Ｍｅｇａｌｏｂｒａｍａａｍｂｌｙｃｅｐｈａｌａ ０．１ ０．１１ ０．２２ ６
多鳞

%

Ａｃｈｅｉｌｏｇｎａｔｈｕｓｐｏｌｙｌｅｐｉｓ ０．１ ０．００ ０．３３ ５
圆吻鲴Ｄｉｓｔｏｅｃｈｏｄｏｎｔｕｍｉｒｏｓｔｒｉｓ ０．１ ０．００ ０．３３ ５
子陵吻虾虎鱼Ｒｈｉｎｏｇｏｂｉｕｓｇｉｕｒｉｎｕ ０．４ ０．００ ０．１１ ５
鳜Ｓｉｎｉｐｅｒｃａｃｈｕａｔｓｉ ０．３ ０．０７ ０．１１ ４
高体Ｒｈｏｄｅｕｓｏｃｅｌｌａｔｕｓ ０．１ ０．００ ０．２２ ３
间下

)

Ｈｙｐｏｒｈａｍｐｈｕｓｉｎｔｅｒｍｅｄｉｕｓ ０．１ ０．００ ０．１１ ２

注：Ｎ为个体数百分比；Ｗ为质量百分比；Ｆ为出现频率；ＩＲＩ为优势度

Ｎｏｔｅｓ：Ｎｍｅａｎｓｑｕａｎｔｉｔｙｐｅｒｃｅｎｔａｇｅ；Ｗｍｅａｎｓｍａｓｓｐｅｒｃｅｎｔａｇｅ；Ｆｍｅａｎｓｆｒｅｑｕｅｎｃｙｏｆｏｃｃｕｒｒｅｎｃｅ；ＩＲＩｍｅａｎｓｄｏｍｉｎａｎｃｅ

２．５　鱼类资源量
对金泽水库连续多次的鱼探仪探测结果：由

于近几年的投放、捕捞及鱼类的生长，金泽水库

鱼类库存数量和质量分布由２０１７年９月的９．３５
万尾８．８４万 ｋｇ上升到２０１９年１０月的１３．３３万

尾１１．５８万 ｋｇ，根据金泽水库水面面积１．９２ｋｍ２

计算，水库现阶段的鱼存量为６０ｇ／ｍ２，根据中华
人民共和国水利行业标准，鱼产量超过３６ｇ／ｍ２

的即为高产［１０］，所以金泽水库目前每平方米水面

鱼类承载量是比较高的。

图３　金泽水库鱼类资源量的变动
Ｆｉｇ．３　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ｏｆｆｉｓｈｅｒｉｅｓｉｎＪｉｎｚｅｒｅｓｅｒｖｏｉｒｆｒｏｍＳｅｐ２０１７ｔｏＯｃｔ２０１９

３　讨论

金泽水库原址的湖荡通过弯曲的河道与太

浦河相通；开工之前，抽掉湖荡中的水；投入使用

后，通过引水河道从太浦河引水入库。因此金泽

鱼类本底基本来自太浦河，原湖荡中的鱼类与太

０５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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浦河也是相通的。２０１７年初开始向水库投放鲢、
鳙鱼类，加上太浦河与水库中鱼类的交流，导致

水库中鱼类群落结构的形成处在一个动态的过

程中。

为调查金泽水库鱼类群落结构年际变化程

度，将２０１７年９月到２０１９年１０月两年间的调查
数据分２０１７年９月到２０１８年１２月和２０１９年１
月到２０１９年１０月两个时段进行分析：在２０１７年
９月到２０１８年１２月渔获物中，水库鱼类优势度
排名前 ５位的种类分别是鳙（５３５４）、刀鲚
（４３５３）、鲢（３９７１）、鲫（７３９）、翘嘴红

&

（６９８）；
在２０１９年１月到２０１９年１０月期间调查渔获物
中，优势度排名前５位的种类分别是鲢（６５００）、
鳙（４８６７）、鲫（２０４１）、刀鲚（１１３２）、鲤（９８１）；
两个调查时段，前５位的优势种相似度高。２０１７
年９月到２０１９年１０月全部调查结果显示，ＩＲＩ排
名前５位的鱼类分别是鲢（７３４１）、鳙（５２６５）、鲫
（１９２１）、刀鲚（１８０１）、鲤（６３５）。调查的优势种
排名在年际间是较为稳定和相似的，常见种相似

度也比较高，因此将整个调查周期数据结合起来

分析金泽水库现阶段鱼类群落结构是合理的。

３．１　鱼类的群落结构
太浦河西承东太湖、东接黄浦江，是太湖洪

水排泄的主要通道之一。２０１４年５月在金泽水
库建设开工前进行调查：共发现鱼类２１种，优势
种为斑条

%

、鲫、红鳍原
&

和细鳞斜颌鲴，小型鱼

类偏多，常见种为鲤、鲢、棒花鱼、油
'

、黑鳍
(

、

黄颡鱼和子陵栉虾虎鱼；共发现仔、稚、幼鱼 １８
种，优势种为鲫、麦穗鱼、斑条

%

、细鳞斜颌鲴和

棒花鱼（内部报告）。２０１６年自太浦河纳水，２０１７
年２月、３月、１２月和２０１８年１２月投放大量的鳙
和鲢，导致鱼类的群落结构发生了变化，优势种

依次为鲢、鳙、鲫、刀鲚，常见种为鲤、翘嘴红
&

、

红鳍原
&

、鲇、黄颡鱼、麦穗鱼、棒花鱼；若将２０１７
年１０月到２０１９年１０月捕获的鲢、鳙从渔获物中
剔除，优势种有鲫、刀鲚、鲤、翘嘴红

&

，大小多为

中型鱼类，常见种有红鳍原
&

、鲶、拟尖头
&

、黄

颡鱼、麦穗鱼、棒花鱼、贝氏
'

和蒙古
&

等。由此

可见，金泽水库鱼类的优势种不同于水库建成

前，这可能源于水库建成后与太浦河直通距离

短，水库加深和拓宽，吸引中大型鱼类在水库生

长定居；建成前、后，水库鱼类都属典型的长江中

下游的鱼类区系组成。

金泽水库鱼类种类组成中，油
'

、黑鳍
(

、斑

条
%

本周期没有调查到，建成前优势种红鳍原
&

成为常见种，优势种细鳞斜颌鲴变成了偶见种，２
年调查中仅捕获１尾。太浦河因一端连接黄浦
江，一端连接太湖而得名。未查到关于太浦河鱼

类的文献资料，对比朱松泉等［１１］和唐晟凯等［１２］

对太湖鱼类调查结果，金泽水库有２３～２４种鱼类
与太湖的相同，占金泽水库调查到的鱼类种类的

７６．６％～８０．０％；不同的是金泽水库调查到长吻
*

、黄尾鲴、尖头
&

等在朱松泉等［１１］和唐晟凯

等［１２］太湖调查结果中没有出现，金泽水库鱼类种

类组成与太湖和黄浦江［１３］鱼类相似度高，但优势

度差异大。其原因在于金泽水库建成后的鱼类

本底来自与太湖相通的太浦河，但人为向金泽水

库投放鲢、鳙，加上在太浦河取水口处的拦污机

对大型鱼类的拦截，另外不同鱼类对栖息区域的

选择性，水库鱼类的群落与太浦河差异就慢慢形

成。通过人为的投放、捕捞、鱼类自身的繁殖，金

泽水库将慢慢形成自成特色的鱼类群落结构，从

而达到通过调整鱼类群落结构来服务于生态、智

能水库的建设。

３．２　鱼类的资源量
利用水声学对鱼类资源的探测广泛用于海

洋、湖泊、水库鱼类资源的调查［１４１８］。本研究使

用ＤＩＤＳＯＮ双声呐鱼探仪，采用走航式、前后１１
次对金泽水库鱼类的资源进行了探测。金泽水

库鱼类资源自 ２０１７年 ９月首次探测到 ２０１９年
１０月，鱼类的资源量无论是从数量和质量上都呈
上升趋势，这既与库中鱼类的生长有关，也与水

库的投放有关：从２０１７年９月到２０１９年６月，金
泽水库中鱼类数量增加了３万尾、质量增加了４
万ｋｇ；在此期间，金泽水库共投放鲢、鳙约 ６万
ｋｇ、数量约５万尾，捕捞了约１万尾、２万ｋｇ；质量
上，投放量与现有资源量和捕捞量基本持平；数

量上，投放量多于捕捞与现有资源量约１万尾。
如果排除鱼探仪的误差，这些差异可能与投放初

期鱼类的死亡、鸟类摄取及逃逸有关，以后要加

强投放管理，提高成活率，减少逃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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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１５８００ｋｇｒｅ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ｌｙｉｎＪｉｎｚｅＲｅｓｅｒｖｏｉｒｂｙｔｈｅＤＩＤＳＯＮ，ｔｈｅｆｉｓｈｓｔｏｃｋｓｐｅｒｍ２ｗａｓａｔａｈｉｇｈｌｅｖｅｌ
ａｃｃｏｒｄｉｎｇｔｏｗａｔｅｒｃｏｎｓｅｒｖａｎｃｙｉｎｄｕｓｔｒｙｓｔａｎｄａｒｄｏｆｔｈｅｐｅｏｐｌｅ’ｓＲｅｐｕｂｌｉｃｏｆＣｈｉｎａＳＬ５６３２０１１，ＩＣＳ９３，
１６０，Ｐ５５．Ｔｈ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ｆｉｓｈ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ｗａｓ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ｃｏｍｐａｒｉｎｇｗｉｔｈｔｈａｔｂｅｆｏｒｅｔｈｅ
ｒｅｓｅｒｖｏｉｒｗａｓｒｕｎｎｉｎｇ，ｂｕｔｗｈｉｃｈｗａｓｈｉｇｈｓｉｍｉｌａｒｉｔｙｗｉｔｈｔｈｅｆｉｓｈｆａｕｎａｉｎＬａｋｅＴａｉｈｕ．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ＪｉｎｚｅＲｅｓｅｒｖｏｉｒ；ｆｉｓｈ；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ｆｉｓｈｒｅｓｏｕｒｃ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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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金泽水库鱼类名录
Ａｐｐｅｎｄｉｘ　ＳｐｅｃｉｅｓｏｆｆｉｓｈｅｓｉｎＪｉｎｚｅＲｅｓｅｒｖｏｉｒ

种类 Ｓｐｅｃｉｅｓ 食性 Ｆｅｅｄｉｎｇｔｙｐｅ 生活水层 Ｌｉｖｉｎｇｗａｔｅｒｌｅｖｅｌ

Ⅰ鲱形目Ｃｌｕｐｅｉｆｏｒｍｅｓ
　ⅰ+

科Ｅｎｇｒａｕｌｉｄａｅ
　　１刀鲚Ｃｏｉｌｉａｎａｓｕｓ 初级肉食性 中上层

Ⅱ鲤形目Ｃｙｐｒｉｎｉｆｏｒｍｅｓ
　ⅱ鲤科Ｃｙｐｒｉｎｉｄａｅ
　　２

'

Ｈｅｍｉｃｕｌｔｅｒｌｅｕｃｉｓｃｕｌｕｓ 杂食性 上层

　　３贝氏
'

Ｈｅｍｉｃｕｌｔｅｒｂｌｅｅｋｅ 杂食性 上层

　　４尖头
&

Ｃｕｌｔｅｒｏｘｙｃｅｐｈａｌｕｓ 杂食性 中上层

　　５达氏
&

Ｃｕｌｔｅｒｄａｂｒｙｉ 次级肉食性 中上层

　　６红鳍原
&

Ｃｕｌｔｒｉｃｈｔｈｙｓｅｒｙｔｈｒｏｐｔｅｒｕｓ 次级肉食性 中上层

　　７蒙古
&

Ｃｕｌｔｅｒｍｏｎｇｏｌｉｃｕｓ 次级肉食性 中上层

　　８拟尖头
&

Ｃｕｌｔｅｒｏｘｙｃｅｐｈａｌｏｉｄｅｓ 次级肉食性 中上层

　　９翘嘴红
&

Ｃｕｌｔｅｒａｌｂｕｍｕｓ 次级肉食性 中上层

　　１０团头鲂Ｍｅｇａｌｏｂｒａｍａａｍｂｌｙｃｅｐｈａｌａ 草食性 中下层

　　１１长春鳊Ｐａｒａｂｒａｍｉｓｐｅｋｉｎｅｎｓｉｓ 草食性 中下层

　　１２鲢Ｈｙｐｏｐｈｔｈａｌｍｉｃｈｔｈｙｓｍｏｌｉｔｒｉｘ 滤食性 中上层

　　１３鳙Ａｒｉｓｔｉｃｈｔｈｙｓｎｏｂｉｌｉｓ 滤食性 中上层

　　１４细鳞斜颌鲴Ｘｅｎｏｃｙｐｒｉｓｍｉｃｒｏｌｅｐｉｓ 植食性 中下层

　　１５黄尾鲴Ｘｅｎｏｃｙｐｒｉｓｄａｖｉｄｉ 植食性 中下层

　　１６圆吻鲴Ｄｉｓｔｏｅｃｈｏｄｏｎｔｕｍｉｒｏｓｔｒｉｓ 植食性 中下层

　　１７麦穗鱼Ｐｓｅｕｄｏｒａｓｂｏｒａｐａｒｖａ 初级肉食性 中上层

　　１８棒花鱼Ａｂｂｏｔｔｉｎａｒｉｖｕｌａｒｉｓ 初级肉食性 底层

　　１９鲤Ｃｙｐｒｉｎｕｓｃａｒｐｉｏ 杂食性 底层

　　２０鲫Ｃａｒａｓｓｉｕｓａｕｒａｔｕｓａｕｒａｔｕｓ 杂食性 底层

　　２１高体Ｒｈｏｄｅｕｓｏｃｅｌｌａｔｕｓ 杂食性 中上层

　　２２大鳍
%

Ａｃｈｅｉｌｏｇｎａｔｈｕｓｍａｃｒｏｐｔｅｒｕｓ 杂食性 中上层

　　２３兴凯
%

Ａｃｈｅｉｌｏｇｎａｔｈｕｓｃｈａｎｋａｅｎｓｉｓ 杂食性 中上层

　　２４多鳞
%

Ａｃｈｅｉｌｏｇｎａｔｈｕｓｐｏｌｙｌｅｐｉｓ 杂食性 中上层

Ⅲ鲇形目Ｓｉｌｕｒｉｆｏｒｍｅｓ
　ⅲ,

科Ｂａｇｒｉｄａｅ
　　２５黄颡鱼Ｐｅｌｔｅｏｂａｇｒｕｓｆｕｌｖｉｄｒａｃｏ 次级肉食性 底层

　ⅳ鲇科Ｓｉｌｕｒｉｄａｅ
　　２６鲇Ｓｉｌｕｒｕｓａｓｏｔｕｓ 次级肉食性 底层

　　２７长吻
*

Ｌｅｉｏｃａｓｓｉｓｌｏｎｇｉｒｏｓｔｒｉｓ 次级肉食性 底层

Ⅳ!

形目Ｃｙｐｒｉｎｏｄｏｎｔｉｆｏｒｍｅｓ
　ⅴ)

鱼科Ｈｅｍｉｒｈａｍｐｈｉｄａｅ
　　２８间下

)

Ｈｙｐｏｒｈａｍｐｈｕｓｉｎｔｅｒｍｅｄｉｕｓ 初级肉食性 上层

Ⅴ鲈形目Ｐｅｒｃｉｆｏｒｍｓ
　ⅵ-

科 Ｓｅｒｒａｎｉｄａｅ
　　２９鳜Ｓｉｎｉｐｅｒｃａｃｈｕａｔｓｉ 次级肉食性 底层

　ⅶ虾虎鱼科Ｇｏｂｉｉｄａｅ
　　３０子陵吻虾虎鱼Ｒｈｉｎｏｇｏｂｉｕｓｇｉｕｒｉｎｕｓ 初级肉食性 底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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