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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为了解滁河水域鱼类群落结构特征，于２０１５年１２月和２０１６年５月对滁河襄河口至马汊河段鱼类进
行了２次调查，共采集鱼类４５种，隶属于６目１３科３６属，其中５５．５６％为鲤科（Ｃｙｐｒｉｎｉｄａｅ）鱼类。单因素方
差分析表明，该群落多样性空间差异显著，季节差异不明显。滁河水域鱼类群落优势种为鲫（Ｃａｒａｓｓｉｕｓ
ａｕｒａｔｕｓ）、鲤 （Ｃｙｐｒｉｎｕｓｃａｒｐｉｏ）、棒花鱼 （Ａｂｂｏｔｔｉｎａｒｉｖｕｌａｒｉｓ）、黄颡鱼 （Ｐｓｅｕｄｏｂａｇｒｕｓｆｕｌｖｉｄｒａｃｏ）和似鳊
（Ｐｓｅｕｄｏｂｒａｍａｓｉｍｏｎｉ）。４种摄食功能群中，杂食性和碎屑食性鱼类物种数比例较高，占总物种数的６３．０４％；３
种生态类群中，淡水定居性鱼类占绝对优势（８９．１３％）；３种栖息水层类型中，底层鱼类物种数比例较高，为
４５．６５％。大型经济鱼类占总渔获物比例小，相对重要性指数（ＩＲＩ）低。以物种数和多样性指数分析群落多样
性特征，结果表明：４个不同河段间鱼类多样性有所差异，下游河段鱼类多样性较低，清流河与来安河水域居
中，上游河段较高；不同季节间鱼类群落存在明显重叠，几乎不分离，不同河段间鱼类群落分离程度相对较高。

鱼类群落结构存在的显著差异主要与鲫、鲤、棒花鱼和黄颡鱼等优势种空间分布差异有关。

关键词：滁河；群落结构；生态类群；摄食功能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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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滁河流域位于江淮之间，源于安徽东南部的
丘陵山区，沿途流经安徽省合肥市、滁州市、马鞍

山市和江苏省南京市，于江苏南京六合区大河口

汇入长江，全长２６９．２ｋｍ，系长江下游北岸一级
支流［１２］。滁河襄河口至马汊河段位于安徽省滁

州境内，地处淮河与长江之间，河段总长约 １２１
ｋｍ，河段内有汊河集船闸，整个河段由上游滁河
干流（上游河段）、清流河、来安河以及下游滁河

干流（下游河段）组成，各河段上一节点位置依次

为滁河襄河口、清流河谢郢、来安河水口以及滁

河三汊湾［３］；下游滁河干流经马汊河与长江连

通。因此，调查水体同时具备江湖水体特性，具

有丰富的渔业资源储备［４］。

目前，关于滁河渔业资源的研究较少，现有

报道多集中于滁河河道整治［５］、流域水质污染评

价［６］、悬浮泥沙迁移［７］、蓄洪调度和防洪效应［８］

等方面。作为滁河重要河段之一，滁河襄河口至

马汊河段鱼类群落多样性是研究长江一级支流

滁河生态环境变化的重要前提之一。本研究对

滁河汊河集船闸改造前的襄河口至马汊河段渔

业资源进行调查，初步掌握滁河襄河口至马汊河

段渔业资源现状，丰富滁河渔业资源本底资料，

为河流类型水域鱼类群落时空分布格局及其形

成机制探究提供参考，为滁河段今后评估船闸改

建对水生生物的影响提供理论支撑，同时为滁河

鱼类物种多样性保护与管理提供科学依据。

１　材料与方法

１．１　采样方法
于２０１５年１２月和２０１６年５月对滁河襄河

口至马汊河段鱼类群落进行调查，在以汊河集船

闸为节点的 ４个辐射状河段设置 ２０个采样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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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分为上游河段，汊河集至襄河口，河道全
长约３９ｋｍ，１～５号样点分布在上游河段；下游河
段，汊河集至马汊河口，河道全长约２５ｋｍ，６～１０
号样点分布在下游河段；来安河段，汊河集至来

安河水口，河道全长约２１ｋｍ，１１～１５号样点分布
在来安河段；清流河段，汊河集至清流河谢郢，河

道全长约３６ｋｍ，１６～２０号样点分布在清流河段。
利用鱼簖和地笼在各河段开展渔业资源调查，鱼

簖拦网长５０ｍ，网高３ｍ，囊网网目尺寸１ｃｍ，放
网时间为２４ｈ；地笼网高和网宽均为３０ｃｍ，网长
５０ｍ，网目０．８ｍｍ，放网时间为２４ｈ。渔获物收
集后立即放置于冰盒内，带回实验室依据相关文

献［９１０］鉴定到种，利用数显游标卡尺和电子天平

测定所有鱼类体长和体质量。体长精确至０．０１
ｍｍ，体质量精确至０．１ｇ。

图１　渔业资源采样断面图
Ｆｉｇ．１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ｏｆｓａｍｐｌｉｎｇｓｔａｔｉｏｎｓｉｎＣｈｕｈｅＲｉｖｅｒ

１．２　数据分析
１．２．１　生态类群

按照鱼类的栖息环境和洄游方式，调查水域

鱼类存在 ３种生态类群［１１］。参照鱼类食性文

献［９１０］和食性类型划分方法，将滁河水域鱼类分

为肉食性、杂食性、植食性、浮游食性和碎屑食性

等５类。根据已有文献［１２］，将初次性成熟小于２
龄，最大体长小于 ２４ｃｍ的鱼类划为小型鱼类。
根据鱼类在垂直空间的分布差异［１１］，将其分为中

上层、中下层和底层鱼类。

１．２．２　鱼类优势种
鱼类优势种利用相对重要性指数［１３］（ｉｎｄｅｘ

ｏｆｒｅｌａｔｉｖｅ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ｃｅ，ＩＲＩ）进行表征，公式为

ＩＩＲＩ＝（Ｎｉ＋Ｗｉ）×Ｆｉ×１０
４ （１）

式中：ＩＩＲＩ为相对重要性指数；Ｎｉ为第 ｉ种鱼的尾
数占总尾数的百分比，％；Ｗｉ为第 ｉ种鱼的质量
占总质量的百分比，％；Ｆｉ为第ｉ种鱼出现次数占
总调查样点的百分比，％。

将ＩＲＩ≥５００的物种定为优势种，１００≤ＩＲＩ＜
５００的物种定为常见种，１０≤ＩＲＩ＜１００的物种定
为一般种，ＩＲＩ＜１０的物种定为少见种［１４］。

１．２．３　生物多样性指数
鱼类物种多样性指数包括 ＳｈａｎｎｏｎＷｅｉｎｅｒ

多样性指数（Ｈ）［１５］、Ｗｉｌｈｍ丰富度指数（Ｈ′）［１６］、
Ｐｉｅｌｏｕ均匀度指数（Ｅ）［１７］、Ｓｉｍｐｓｏｎ优势度指数
（Ｃ）［１４］，计算公式为

１６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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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Ｐｉ为鱼类群落中第 ｉ种鱼的个体数占所有
鱼类总个体数的比例；Ｗ为渔获物总生物量；Ｗｉ
为第ｉ个物种生物量；Ｓ代表所有鱼类种类数。

采用单因素方差分析（Ｏｎｅｗａｙ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ｏｆ
ｖａｒｉａｎｃｅ，ＡＮＯＶＡ）对渔获物数量及质量、物种数
季节及采样区域间的差异进行检验分析，若差异

显著，再次进行 ＴＵＫＥＹ多重比较。利用 ＳＰＳＳ
２４．０进行数据统计分析。

２　结果

２．１　物种组成
共采集渔获物２０．０５ｋｇ，共计１２０３７尾，鱼

类４５种，隶属于６目１３科３６属（表１）。渔获物
以鲤形目（Ｃｙｐｒｉｎｉｆｏｒｍｅｓ）鱼类为主（表１），共２５
属３０种，占总物种数的５５．５６％；鲤形目渔获数
量和质量在渔获物中均占优势地位，分别占总渔

获数量和质量的 ７８．１２％和 ８２．４９％。鲈形目
（Ｐｅｒｃｉｆｏｒｍｅｓ）渔获数量次之，共１６１３尾，质量为
４．６０ｋｇ，分别占渔获物总数量和总质量的
１３．４０％和 ２．３０％；鳗鲡目（Ｃｌｕｐｅｉｆｏｒｍｅｓ）物种
数、渔获数量和质量均最少，分别占总数的２．１７％、

表１　滁河水域鱼类物种组成和生态类群
Ｔａｂ．１　Ｓｐｅｃｉｅｓ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ａｎｄ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ｇｕｉｌｄｓｏｆｆｉｓｈ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ｉｎＣｈｕｈｅＲｉｖｅｒ

物种Ｓｐｅｃｉｅｓ
生态类群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ｇｕｉｌｄｓ
ＦＨ ＭＨ ＤＲ

鲱形目Ｃｌｕｐｅｉｆｏｒｍｅｓ
　

"

科 Ｅｎｇｒａｕｌｉｄａｅ
　　刀鲚 Ｃｏｉｌｉａｎａｓｕｓ Ｃ ＲＳ Ｕ
鳗鲡目 Ａｎｇｕｉｌｌｉｆｏｒｍｅｓ
　鳗鲡科 Ａｎｇｕｉｌｌｉｄａｅ
　　日本鳗鲡 Ａｎｇｕｉｌｌａｊａｐｏｎｉｃａ Ｃ ＳＦ Ｕ
鲤形目 Ｃｙｐｒｉｎｉｆｏｒｍｅｓ
　鲤科 Ｃｙｐｒｉｎｉｄａｅ
　　赤眼鳟 Ｓｑｕａｌｉｏｂａｒｂｕｓｃｕｒｒｉｃｕｌｕｓ Ｏ ＳＦ Ｕ
　　翘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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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达氏

#

Ｃｕｌｔｅｒｄａｂｒｙｉ Ｃ ＳＦ Ｌ
　　蒙古

#

Ｃｕｌｔｅｒｍｏｎｇｇｏｌｉｃｕｓ Ｃ ＳＦ Ｕ
　　红鳍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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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鲫 Ｃａｒａｓｓｉｕｓａｕｒａｔｕｓ Ｄｅ ＳＦ Ｌ
　　鲤 Ｃｙｐｒｉｎｕｓｃａｒｐｉｏ Ｏ ＳＦ Ｄ
　　兴凯

(

Ａｃｈｅｉｌｏｇｎａｔｈｕｓｃｈａｎｋａｅｎｓｉｓ Ｄｅ ＳＦ Ｕ
　　斑条

(

Ａｃｈｅｉｌｏｇｎａｔｈｕｓｔａｅｎｉａｎａｌｉｓ Ｏ ＳＦ Ｕ

物种Ｓｐｅｃｉｅｓ
生态类群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ｇｕｉｌｄｓ
ＦＨ ＭＨ ＤＲ

　　革条副
(

Ｐａｒａｃｈｅｉｌｏｇｎａｔｈｕｓｈｉｍａｎｔｅｇｕｓ Ｏ ＳＦ Ｕ
　　高体 Ｒｈｏｄｅｕｓｏｃｅｌｌａｔｕｓ Ｄｅ ＳＦ Ｕ
　　中华 Ｒｈｏｄｅｕｓｓｉｎｅｎｓｉｓ Ｏ ＳＦ Ｄ
　鳅科 Ｃｏｂｉｔｉｄａｅ
　　中华花鳅 Ｃｏｂｉｔｉｓｓｉｎｅｎｓｉｓ Ｏ ＳＦ Ｄ
　　泥鳅 Ｍｉｓｇｕｒｎｕｓａｎｇｕｉｌｌｉｃａｕｄａｔｕｓ Ｏ ＳＦ Ｄ
　　大鳞副泥鳅 Ｐａｒａｍｉｓｇｕｒｎｕｓｄａｂｒｙａｎｕｓ Ｏ ＳＦ Ｄ
鲇形目 Ｓｉｌｕｒｉｆｏｒｍｅｓ
　

)

科 Ｂａｇｒｉｄａｅ
　　黄颡鱼 Ｐｓｅｕｄｏｂａｇｒｕｓｆｕｌｖｉｄｒａｃｏ Ｏ ＳＦ Ｄ
　　瓦氏黄颡鱼 Ｐｅｌｔｅｏｂａｇｒｕｓｖａｃｈｅｌｌｉ Ｏ ＳＦ Ｄ
　　光泽黄颡鱼 Ｐｅｌｔｅｏｂａｇｇｒｕｓｎｉｔｉｄｕｓ Ｏ ＳＦ Ｄ
　　圆尾拟

)

Ｐｓｅｕｄｏｂａｇｒｕｓｔｅｎｕｉｓ Ｏ ＳＦ Ｄ
　鲇科 Ｓｉｌｕｒｉｄａｅ
　　鲇 Ｓｉｌｕｒｕｓａｓｏｔｕｓ Ｃ ＳＦ Ｄ
颌针鱼目 Ｂｅｌｏｎｉｆｏｒｍｅｓ
　

*

科 Ｈｅｍｉｒｈａｍｐｈｉｄａｅ
　　间下

*

Ｈｙｐｏｒｈａｍｐｈｕｓｉｎｔｅｒｍｅｄｉｕｓ Ｃ ＲＳ Ｕ
鲈形目 Ｐｅｒｃｉｆｏｒｍｅｓ
　

+

科 Ｓｅｒｒａｎｉｄａｅ
　　鳜 Ｓｉｎｉｐｅｒｃａｃｈｕａｔｓｉ Ｃ ＳＦ Ｄ
　月鳢科Ｃｈａｎｎｉｄａｅ
　　乌鳢 Ｃｈａｎｎａａｒｇｕｓ Ｃ ＳＦ Ｄ
　沙塘鳢科 Ｏｄｏｎｔｏｂｕｔｉｄａｅ
　　沙塘鳢 Ｏｄｏｎｔｏｂｕｔｉｓｏｂａｃｕｒｕｓ Ｃ ＳＦ Ｄ
　　小黄黝鱼 Ｍｉｃｒｏｐｅｒｃｏｐｓｓｗｉｎｈｏｎｉｓ Ｏ ＳＦ Ｌ
　虾虎鱼科Ｇｏｂｉｉｄａｅ
　　子陵吻虾虎鱼 Ｒｈｉｎｏｇｏｂｉｕｓｇｉｕｒｉｎｕｓ Ｃ ＲＳ Ｄ
　斗鱼科 Ｂｅｌｏｎｔｉｉｄａｅ
　　圆尾斗鱼 Ｍａｃｒｏｐｏｄｕｓｏｃｅｌｌａｔｕｓ Ｏ ＳＦ Ｌ
　刺鳅科 Ｍａｓｔａｃｅｍｂｅｌｉｄａｅ
　　中华刺鳅 Ｍａｓｔａｃｅｍｂｅｌｕｓａｃｕｌｅａｔｕｓ Ｃ ＳＦ Ｄ

注：．小型鱼类；ＦＨ．食性；Ｏ．杂食性；Ｈ．植食性；Ｄｅ．碎屑食性；Ｃ．肉食性；ＤＲ．栖息水层；Ｕ．中上层；Ｌ．中下层；Ｄ．底层；ＭＨ．洄
游习性；ＲＬ．河湖洄游性；ＳＦ．淡水定居性；ＲＳ．江海洄游性。
Ｎｏｔｅｓ：．Ｓｍａｌｌｆｉｓｈ；ＦＨ．Ｆｅｅｄｉｎｇｈａｂｉｔｓ；Ｏ．Ｏｍｎｉｖｏｒｅ；Ｈ．Ｈｅｒｂｉｖｏｒｅ；Ｄｅ．Ｄｅｔｒｉｔｉｖｏｒｅ；Ｃ．Ｃａｒｎｉｖｏｒｅ；ＤＲ．Ｄｅｐｔｈｒａｎｇｅ；Ｕ．Ｕｐｐｅｒ；Ｌ．Ｌｏｗｅｒ；Ｄ．
Ｄｅｍｅｒｓａｌ；ＭＨ．Ｍｉｇｒａｔｏｒｙｈａｂｉｔｓ；ＲＬ．ＲｉｖｅｒＬａｋｅｍｉｇｒａｔｏｒｙ；ＳＦ．Ｓｅｄｅｎｔａｒｙｆｉｓｈ；ＲＳ．ＲｉｖｅｒＳｅａｍｉｇｒａｔｏｒ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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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０１％和０．０３％（表２）。渔获物中初次性成熟
小于２龄，最大体长小于２４ｃｍ的小型鱼类有２５
种，占总物种数的５５．５６％（表１）。空间上，４个
河段共有种有 １８种，鱼类物种数呈显著差异

（Ｐ＜０．００１），其中上游段最多为３４种，下游段次
之，３２种，来安河最少，为２６种。冬季和春季鱼
类物种数分别为３６种和３７种，其中共有物种２８
种。

表２　滁河水域鱼类物种、数量和质量百分比
Ｔａｂ．２　Ｐｅｒｃｅｎｔａｇｅｏｆｆｉｓｈｓｐｅｃｉｅｓ，ｑｕａｎｔｉｔｙａｎｄｍａｓｓｉｎＣｈｕｈｅＲｉｖｅｒ

类别Ｃａｔｅｇｏｒｙ 物种数Ｎｕｍｂｅｒ／％ 数量Ｑｕａｎｔｉｔｙ／％ 质量Ｍａｓｓ／％

鲤形目Ｃｙｐｒｉｎｉｆｏｒｍｅｓ ６５．２２ ７８．１２ ８２．４９
鲈形目Ｐｅｒｃｉｆｏｒｍｅｓ １７．３９ １３．４０ ２．３０
鲇形目Ｓｉｌｕｒｉｆｏｒｍｅｓ １０．８７ ８．０７ １４．９７
颌针鱼目Ｂｅｌｏｎｉｆｏｒｍｅｓ ２．１７ ０．３０ ０．１０
鲱形目Ｃｌｕｐｅｉｆｏｒｍｅｓ ２．１７ ０．１１ ０．１１
鳗鲡目Ａｎｇｕｉｌｌｉｆｏｒｍｅｓ ２．１７ ０．０１ ０．０３

２．２　生态类型
调查水域淡水定居性鱼类最多，共计４１种，

占总物种数的８９．１３％，江湖半洄游鱼类仅采集
到鲢１种，出现于滁河上游、下游河段，江海洄游
性鱼类２种，不同河段物种洄游类型鱼类种类组
成差异不显著（Ｐ＝０．１０）。从栖息水层看，调查
水域底层鱼类占优势，有２１种，中上层和中下层

鱼类相对较少，分别有１３和１２种，不同河段同一
栖息水层的鱼类物种组成无显著差异（Ｐ＝
０．３３）；从摄食习性看，调查水域鱼类以杂食性和
碎屑食性为主，占总物种数６３．０４％；植食性鱼类
仅２种，出现于滁河上游、下游河段，不同河段同
一摄食特性鱼类种类组成无显著差异 （Ｐ＝
０．０３）。见图２。

图２　滁河水域鱼类生态类群
Ｆｉｇ．２　Ｆｉｓｈ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ｇｕｉｌｄｓｉｎＣｈｕｈｅＲｉｖｅｒ

２．３　生态优势度
总体来讲，滁河水域鱼类的相对重要性指数

（ＩＲＩ）值高于 ５００的有鲫（Ｃ．ａｕｒａｔｕｓ）、鲤（Ｃ．
ｃａｒｐｉｏ）、棒花鱼 （Ａ．ｒｉｖｕｌａｒｉｓ）和黄颡鱼 （Ｐ．
ｆｕｌｖｉｄｒａｃｏ）４种，为滁河水域优势鱼类，占鱼类总
数量的 ３０．０７％，占总质量的 ６８．９５％（表 ３）。
ＩＲＩ在１００～５００间的常见种有６种，最常见的物
种为淡水定居似鳊（Ｐ．ｓｉｍｏｎｉ）和斑条

(

（Ａ．

ｔａｅｎｉａｎａｌｉｓ），光泽黄颡鱼（Ｐ．ｎｉｔｉｄｕｓ）和红鳍原
#

（Ｃ．ｅｒｙｔｈｒｏｐｔｅｒｕｓ）为一般常见种。优势种随时间
和空间变化有所差异，春、冬两季优势种各３种，
共有优势种为鲫、鲤，春季黄颡鱼为群落优势种

之一，而棒花鱼冬季在群落中占优势。上游段优

势种为鲫、鲤、光泽黄颡鱼和斑条
(

，而下游段为

鲫；来安河段、清流河段优势种均为鲫和棒花鱼、

鲤和黄颡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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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３　滁河水域渔业生物优势种组成
Ｔａｂ．３　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ｏｆｄｏｍｉｎａｎｔｆｉｓｈｓｐｅｃｉｅｓｉｎＣｈｕｈｅＲｉｖｅｒ

物种

Ｓｐｅｃｉｅｓ
数量

Ｑｕａｎｔｉｔｙ／％
质量

Ｍａｓｓ／％
出现频率

Ｆｒｅｑｕｅｎｃｙ／％
相对重要性指数

ＩＲＩ
鲫 Ｃａｒａｓｓｉｕｓａｕｒａｔｕｓ １４．８４ ３５．６８ １００．００ ５０５２．１７
鲤 Ｃｙｐｒｉｎｕｓｃａｒｐｉｏ ０．７２ ２０．６０ ６６．６７ １４２１．４２
棒花鱼 Ａｂｂｏｔｔｉｎａｒｉｖｕｌａｒｉｓ １２．３９ ５．６８ ４７．９２ ８６５．９９
黄颡鱼 Ｐｓｅｕｄｏｂａｇｒｕｓｆｕｌｖｉｄｒａｃｏ ２．１２ ６．９９ ７２．９２ ６６４．６０
似鳊 Ｐｓｅｕｄｏｂｒａｍａｓｉｍｏｎｉ １．８０ ３．２０ ７５．００ ３７４．８２
斑条

(

Ａｃｈｅｉｌｏｇｎａｔｈｕｓｔａｅｎｉａｎａｌｉｓ ３．２０ １．５０ ６８．７５ ３２３．３７
兴凯

(

Ａｃｈｅｉｌｏｇｎａｔｈｕｓｃｈａｎｋａｅｎｓｉｓ ３．２２ ０．８１ ６６．６７ ２６８．４６
子陵吻虾虎鱼 Ｒｈｉｎｏｇｏｂｉｕｓｇｉｕｒｉｎｕｓ ７．０２ １．３１ ２５．００ ２０８．１８
光泽黄颡鱼 Ｐｅｌｔｅｏｂａｇｇｒｕｓｎｉｔｉｄｕｓ ２．３０ １．５９ ４１．６７ １６２．４３
红鳍原

#

Ｃｕｌｔｒｉｃｈｔｈｙｓｅｒｙｔｈｒｏｐｔｅｒｕｓ １．００ １．４２ ５４．１７ １３０．８０
鲇 Ｓｉｌｕｒｕｓａｓｏｔｕｓ ０．１０ ５．１６ １６．６７ ８７．７７
中华 Ｒｈｏｄｅｕｓｓｉｎｅｎｓｉｓ ３．３７ ０．５６ ２０．８３ ８１．８８
$

Ｈｅｍｉｃｕｌｔｅｒｌｅｕｃｉｓｃｕｌｕｓ １．０３ ０．７９ ２５．００ ４５．４５
鳊 Ｐａｒａｂｒａｍｉｓｐｅｋｉｎｅｎｓｉｓ ０．０８ ２．０２ １２．５０ ２６．２４
翘嘴

#

Ｃｕｌｔｅｒａｌｂｕｒｎｕｓ ０．１１ １．２１ １６．６７ ２１．９０
贝氏

$

Ｈｅｍｉｃｕｌｔｅｒｂｌｅｅｋｅｒｉ ０．５３ ０．５０ ２０．８３ ２１．４２
银

&

Ｓｑｕａｌｉｄｕｓａｒｇｅｎｔａｔｕｓ ０．４９ ０．２７ ２７．０８ ２０．６０
黑鳍

'

Ｓａｒｃｏｃｈｅｉｌｉｃｈｔｈｙｓｎｉｇｒｉｐｉｎｎｉｓ ０．３８ ０．６８ １８．７５ １９．８６

２．４　群落结构及多样性
滁河水域渔获数量群落特征值分别如下：丰

富度指数（Ｈ′）为４．９２，ＳｈａｎｎｏｎＷｉｅｎｅｒ指数（Ｈ）
为２．２２，优势度指数（Ｃ）为 ０．１９，均匀度指数
（Ｅ）为０．１８。滁河鱼类多样性水平春季低于冬

季，具体表现为优势度高，均匀度低，但季节间差

异不明显。鱼类群落多样性的空间差异较小：上

游段多样性水平最高，Ｈ为２．１８；下游河段最低，
Ｈ为２．０５。见表４。

表４　滁河水域鱼类物种多样性指数
Ｔａｂ．４　Ｓｐｅｃｉｅｓ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ｉｎｄｉｃｅｓｏｆｆｉｓｈ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ｉｅｓｉｎＣｈｕｈｅＲｉｖｅｒ

特征值

Ｅｉｇｅｎｖａｌｕｅ
整体

Ｔｏｔａｌ
上游段

Ｕｐｓｔｒｅａｍ
下游段

Ｄｏｗｎｓｔｒｅａｍ
清流河

Ｑｉｎｇｌｉｕｒｉｖｅｒ
来安河

Ｌａｉａｎｒｉｖｅｒ
春季

Ｓｐｒｉｎｇ
冬季

Ｗｉｎｔｅｒ
优势度指数 Ｃ ０．１９ ０．２０ ０．２５ ０．２１ ０．２２ ０．２５ ０．１７
多样性指数 Ｈ ２．２２ ２．１８ ２．０５ ２．０６ １．８０ １．９５ ２．２３
均匀度指数 Ｅ ０．１８ ０．２６ ０．２２ ０．２４ ０．２０ ０．１７ ０．２３
丰富度指数 Ｈ′ ４．９２ ４．６７ ４．３０ ３．４８ ３．２８ ４．３６ ４．２８

　　运用 ＡＮＯＳＩＭ检验时空因素对鱼类群落结
构的影响，结果表明：鱼类群落结构具有显著时

空变化（Ｐ＜０．０５）；不同季节间鱼类群落存在明
显重叠，几乎不分离（ｒ＝０．１５），不同河段间鱼类
群落分离程度相对较高（ｒ＝０．２０）。不同河段群
落结构的两两比较结果显示：上游段渔获物群落

结构与其他河段间均存在显著差异（Ｐ＜０．０５），
而其他两两河段间鱼类群落结构差异不显著（Ｐ
＞０．０５）。上游段与其他各河段间、下游段与来
安河段群落分离程度相对较高（ｒ＝０．２５），其中，
上游段与来安河段分离程度最高（ｒ＝０．４８），而
清流河段与下游段、来安河段群落结构几乎不分

离（ｒ＜０．２５）。见图３。
图３　滁河水域渔获物群落结构差异
Ｆｉｇ．３　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ｏｆｆｉｓｈ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ｉｎＣｈｕｈｅＲｉｖｅ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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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鱼类群落结构空间差异分析显示，上游段和
下游段群落结构存在显著性差异。运用相似性

百分比（ＳＩＭＰＥＲ）分析造成上、下游段群落结构
差异的关键贡献物种（累计贡献率达 ９０％的物
种），结果显示造成两河段间群落差异的主要物

种有２７种（如表５），其中，上游段关键种是斑条
(

、鲫、光泽黄颡鱼，下游段为似鳊、鲫、斑条
(

，

光泽黄颡鱼、棒花鱼丰度变化的贡献率均较高，

是造成两河段群落组成差异的最主要物种。

表５　滁河渔获物群落结构空间差异
Ｔａｂ．５　Ｓｐａｔｉａｌ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ｏｆｆｉｓｈ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ｉｎＣｈｕｈｅＲｉｖｅｒ

物种

Ｓｐｅｃｉｅｓ

平均丰度

Ａｖｅｒａｇｅａｂｕｎｄａｎｃｅ

下游段

Ｄｏｗｎｓｔｒｅａｍ
上游段

Ｕｐｓｔｒｅａｍ

下游段Ｄｏｗｎｓｔｒｅａｍｖｓ
上游段Ｕｐｓｔｒｅａｍ

平均不相似性

Ａｖｅｒａｇｅ
ｄｉｓｓｉｍｉｌａｒｉｔｙ

贡献值

Ｃｏｎ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ｒａｔｅ／％

累计贡献率

Ａｃｃｕｍｕｌａｔｉｖｅ
ｃｏｎ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ｒａｔｅ／％

光泽黄颡鱼Ｐｅｌｔｅｏｂａｇｇｒｕｓｎｉｔｉｄｕｓ ３．８３ ６３．１４ ４．３４ ７．９５ １６．０８
棒花鱼Ａｂｂｏｔｔｉｎａｒｉｖｕｌａｒｉｓ ３２．３３ ２１．１４ ３．０５ ５．６０ ２１．６７
子陵吻虾虎鱼Ｒｈｉｎｏｇｏｂｉｕｓｇｉｕｒｉｎｕｓ ４１．００ ５．００ ２．６７ ４．９０ ２６．５８
兴凯

(

Ａｃｈｅｉｌｏｇｎａｔｈｕｓｃｈａｎｋａｅｎｓｉｓ ５７．００ ３４．８６ ２．６４ ４．８３ ３１．４１
似鳊Ｐｓｅｕｄｏｂｒａｍａｓｉｍｏｎｙ １８．３３ １４．７１ ２．２４ ４．１０ ３５．５１
斑条

(

Ａｃｈｅｉｌｏｇｎａｔｈｕｓｔａｅｎｉａｎａｌｉｓ ３２．５０ ３９．４３ ２．２２ ４．０７ ３９．５７
银鲴Ｘｅｎｏｃｙｐｒｉｓａｒｇｅｎｔｅａ ４．００ ０ ２．１５ ３．９３ ４３．５１
黑鳍

'

Ｓａｒｃｏｃｈｅｉｌｉｃｈｔｈｙｓｎｉｇｒｉｐｉｎｎｉｓ ０．１７ １１．２９ ２．１１ ３．８６ ４７．３７
$

Ｈｅｍｉｃｕｌｔｅｒｌｅｕｃｉｓｃｕｌｕｓ ９．１７ ４．７１ １．９６ ３．６０ ５０．９７
贝氏

$

Ｈｅｍｉｃｕｌｔｅｒｂｌｅｅｋｅｒｉ ５．５０ ０．４３ １．８１ ３．３２ ５４．２９
中华Ｒｈｏｄｅｕｓｓｉｎｅｎｓｉｓ ３０．１７ ３．００ １．７７ ３．２４ ５７．５３
鲫Ｃａｒａｓｓｉｕｓａｕｒａｔｕｓ ２６．１７ ５０．００ １．６３ ２．９９ ６０．５２
黄颡鱼Ｐｓｅｕｄｏｂａｇｒｕｓｆｕｌｖｉｄｒａｃｏ ４．００ ５．１４ １．５８ ２．９０ ６３．４２
红鳍原

#

Ｃｕｌｔｒｉｃｈｔｈｙｓｅｒｙｔｈｒｏｐｔｅｒｕｓ １．５０ ４．７１ １．５７ ２．８８ ６６．３１
鲤Ｃｙｐｒｉｎｕｓｃａｒｐｉｏ １．５０ ４．８６ １．４８ ２．７２ ６９．０２
银

&

Ｓｑｕａｌｉｄｕｓａｒｇｅｎｔａｔｕｓ １．１７ ２．７１ １．３０ ２．３９ ７１．４１
麦穗鱼Ｐｓｅｕｄｏｒａｓｂｏｒａｐａｒｖａ ３．６７ １．２９ １．２６ ２．３１ ７６．０５
达氏

#

Ｃｕｌｔｅｒｄａｂｒｙｉ ２．００ ２．００ １．１７ ２．１５ ７８．２０
蒙古

#

Ｃｕｌｔｅｒｍｏｎｇｏｌｉｃｕｓ ２．５０ １．２９ １．１５ ２．１１ ８０．３１
鳊Ｐａｒａｂｒａｍｉｓｐｅｋｉｎｅｎｓｉｓ １．５０ ０．８６ １．１５ ２．１１ ８２．４１
小黄黝鱼Ｍｉｃｒｏｐｅｒｃｏｐｓｓｗｉｎｈｏｎｉｓ ０．１７ １４．１４ ０．９９ １．８２ ８４．２４
长蛇

&

Ｓａｕｒｏｇｏｂｉｏｄｕｍｅｒｉｌｉ ０．８３ ０．５７ ０．９１ １．６８ ８７．６４
翘嘴

#

Ｃｕｌｔｅｒａｌｂｕｒｎｕｓ １．５０ ０．１４ ０．８４ １．５３ ８９．１８
刀鲚Ｃｏｉｌｉａｎａｓｕｓ ０．８３ １．００ ０．８１ １．４８ ９０．６６

３　讨论

３．１　渔业群落组成现状
渔获物以鲤形目鱼类为优势种，单尾均重 ＜

５０ｇ的小型鱼类占渔获物总数的７４％，在渔获物
群落中占绝对优势，这与其他水域相关研

究［９，１８１９］结果类似。滁河襄河口至马汊河段水域

鱼类调查历史文献较少，本次调查共计鉴定出鱼

类４５种，高于相邻怀洪新河太湖银鱼保护区的
３７种和淮河荆涂峡鲤、长吻

,

保护区的３３种，但
低于长江其他支流如大宁河、大渡河和淮河调查

到的鱼类物种数［２０２１］。鱼类物种数差异与调查

水域不同有关，另外也与调查网具、调查范围和

调查频次等有明显相关性。本次调查河段为半

封闭水域，下游段与长江连通，具有一定的洄游

通道功能，因此，除存在优势类群淡水定居性物

种以外，还分布有刀鲚、日本鳗鲡等江海洄游性

物种，与历史调查结果［１２，２２］相近。滁河水域杂食

性物种比例显著高于其它生态类型，群落结构在

垂直分布上以底层物种占优势，也与张晓可等［１２］

对安庆江段鱼类群落结构调查结果类似。

ＣＡＢＲＡＬ等［２３］指出，调查区域的优势种组成与外

界干扰因素密切相关。本次调查优势种仅有鲫、

鲤２种，占渔获总数量１５．５６％，可见调查河段优
势种组成较为简单，这可能与汊河集枢纽工程的

建立改变了河段原有的水文条件有关；另外，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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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河段捕捞强度较大，导致渔业群落物种组成发

生较大变化，这与其他湖泊河流资源衰退现

状［２４２５］一致；此外，鲫、鲤生命力强，繁殖速度快，

不易受环境因素影响，这也可能是其形成优势种

的关键因素［２６］。同时，研究结果显示调查河段绝

大多数物种对生境的需求类似，种间竞争激

烈［２７］，环境因子变化不利于多数物种生存，导致

物种群落结构对外界环境变化极为敏感，生境较

为脆弱。

３．２　渔业群落的时间格局
与湖泊、水库等静水系统不同，河流系统受

水文、水位等的变动，往往具有显著季节性变动，

因此会对流域内物种的群落组成及数量产生重

要影响［２８２９］。此外物种自身的繁殖、死亡等周期

性生活史事件也会影响群落结构及其多样性［３０］。

本次调查发现，冬季渔获重量远高于春季，主要

是由于冬季水温低，鱼类等迁移至深水区越冬，

活动强度弱，渔获物捕获率上升［３１３２］。同时，经

过秋季育肥后，物种规格变大，因此渔获重量高。

春季水温升高，鱼类活动强度增强，物种集中于

岸边浅水区繁殖，单次渔获物捕获量下降，并且

经越冬期、繁殖期的消耗，物种质量降低［３３］。渔

获数量、群落多样性水平季节间差异也类似，表

现为冬季大于春季，但群落多样性水平差异主要

归因于优势物种种类较少，群落向少数优势种集

中，群落均匀性下降，多样性水平低。冬季优势

物种的群落优势度降低，群落优势度分布相对均

匀，多样性水平高，这与秋浦河、长江安庆段观察

到的结果相似［１２，３４］。调查发现，两季渔获物种数

相同，但群落组成差异显著，经 ＳＩＭＰＥＲ分析发
现，主要是由各物种的平均丰度差异引起的，其

中光泽黄颡鱼、棒花鱼丰度变化贡献率较高（表

５），是造成春、冬两季群落组成差异的主要贡献
物种。

３．３　渔业群落的空间格局
在河流生态系统中，物种群落结构的复杂性

与栖息地的稳定性、多样性成正相关［３５］。本次调

查发现，上游段渔业群落结构与清流河和来安河

差异显著，可能是支流生境较为复杂、环境稳定，

因此物种丰富多样。上游段与下游段渔业群落

结构也存在显著差异，表现为上游段物种丰富，

有研究指出，在自然环境下，河流下游物种较上

游更为丰富多样［３６］，而本研究结果与之相反，说

明调查河段生境遭到破坏，考虑到上游与下游间

建有船闸（不通航），故推测船闸的存在是导致上

下游物种数分布差异的非生物因素之一［３７］。通

过ＡＮＯＳＩＭ检验发现滁河上游、下游段物种群落
组成存在显著的空间差异，可能与闸坝改变水域

水文情势，破坏鱼类适宜栖息生境，阻断物种洄

游通道有关［３７］。ＳＩＭＰＥＲ分析结果显示，闸坝通
过改变上下游物种的平均丰度，限制鱼类自由活

动空间，逃逸空间也受到巨大影响，同时也削弱

了鱼类群落资源补偿、基因交流机制，最终导致

闸坝上下游群落差异显著［３８］。光泽黄颡鱼、棒花

鱼丰度变化贡献率较高，是造成两河段差异的主

要物种；小黄黝鱼、黑鳍
'

和光泽黄颡鱼在上游

段的平均丰度分别为下游段的 ８３倍、６６倍、１３
倍，贝氏

$

、中华和翘嘴
#

的平均丰度为上

游段１０倍左右。调查发现，上游段渔业群落多
样性水平最高，归因于丰富的物种数量（３９种），
同时优势种的生态优势度较低，群落的均匀性较

高，多样性水平高，这与多样性水平的时间特征

相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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