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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为了解巢湖鱼类群落结构与多样性现状，２０１７年７月至２０１８年１２月，按季节对巢湖河口区、近岸浅
水区、敞水区共计９个样点进行鱼类资源调查，分析鱼类群落结构与多样性特征。共采集鱼类５２种，隶属于
７目１５科，其中鲤科鱼类物种数最多，占６３．５％。与历史资料相比，本次调查未采集到鱼类４３种，洄游性鱼
类大幅较少，增加了外来鱼类须鳗虾虎鱼（Ｔａｅｎｉｏｉｄｅｓｃｉｒｒａｔｕｓ）。刀鲚（Ｃｏｉｌｉａｎａｓｕｓ）、太湖新银鱼（Ｎｅｏｓａｌａｎｘ
ｔａｉｈｕｅｎｓｉｓ）、鲢（Ｈｙｐｏｐｈｔｈａｌｍｉｃｈｔｈｙｓｍｏｌｉｔｒｉｘ）、鳙（Ａｒｉｓｔｉｃｈｔｈｙｓｎｏｂｉｌｉｓ）为优势种，鲤（Ｃｙｐｒｉｎｕｓｃａｒｐｉｏ）、鲫（Ｃａｒａｓｓｉｕｓ
ａｕｒａｔｕｓ）、翘嘴

1

（Ｃｕｌｔｅｒａｌｂｕｒｎｕｓ）、蒙古
1

（Ｃｕｌｔｅｒｍｏｎｇｏｌｉｃｕｓ）为重要种，似刺鳊
3

（Ｐａｒａｃａｎｔｈｏｂｒａｍａ
ｇｕｉｃｈｅｎｏｔｉ）、鳜（Ｓｉｎｉｐｅｒｃａｃｈｕａｔｓｉ）等２２种鱼类均为偶见种。不同样点的指示物种差异明显，季节间和样点间
鱼类群落组成均有一定程度的分离，样点间鱼类物种组成结构较季节间更加离散。鱼类多样性较低，各样点

的ＳｈａｎｎｏｎＷｉｅｎｅｒ多样性指数（Ｈ′）、Ｓｉｍｐｓｏｎ多样性指数（Ｄ）、Ｍａｒｇａｌｅｆ丰富度指数（ｄ）、Ｐｉｅｌｏｕ均匀度指数
（Ｊ）的变化幅度分别为０．５６～１．０９、０．２５～０．５７、１．４５～３．８２、０．１９～０．３２，２０１８年夏季各项多样性指数高于
其他季节，杭埠河口、东湖浅水区域高于其它样点。研究结果补充了巢湖鱼类群落的基础数据，为巢湖鱼类资

源保护与管理提供科学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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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湖泊是陆地水圈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大自然
水分循环、能量流动、气候调节、生物多样性维持

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１］。我国大多数湖泊生物

资源未得到合理的开发利用，近年来水体富营养

化、生物多样性下降、生态功能衰退等问题日益

严重［２］。鱼类是水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对

维系水生态系统结构与功能稳定具有重要作用，

是关注度最高的水生生物类群之一［３４］。

巢湖位于长江下游北岸，水域面积约 ７７０
ｋｍ２，是我国“五大淡水湖”之一，也是“引江济
淮”工程中连接长江和淮河的重要枢纽和合肥市

重要的饮用水源地［５］。巢湖流域面积约１３５００

ｋｍ２，经裕溪河连接长江，主要入湖河流有杭埠
河、南淝河、柘皋河、白石天河、马尾河、派河等河

流［６］。１９６０年和１９６６年分别建成的巢湖闸、裕
溪闸阻断了巢湖与长江的自然连通，巢湖成为人

工控制水位的半封闭湖泊。巢湖渔业资源丰富，

历史共记录鱼类９４种［７］。自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以
来，随着人口的增长和经济的发展，外源污染物

大量输入巢湖，导致巢湖水域水体富营养化问题

逐渐加剧，蓝藻“水华”频发，水体生态功能衰退，

加之捕捞强度过大、水利工程修建、水生植物衰

退和江湖连通受阻，巢湖中优质渔业资源不断减

少，鱼类群落结构发生了显著的变化［８１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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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２０世纪６０年代开始，学者对巢湖鱼类进
行了多次调查［７，１０］，最近一次调查为过龙根等［８］

于２００２—２００４年开展。此前对巢湖鱼类群落的
研究主要集中在鱼类种类名录和渔业捕捞占比

统计，缺乏鱼类群落结构和多样性的研究。基于

２０１７—２０１８年对巢湖不同生境类型鱼类的调查，
分析了巢湖鱼类群落结构和多样性空间分布特

征。随着“引江济淮”工程的推进，巢湖即将恢复

与长江的连通，并与淮河连通；此外，巢湖于２０２０
年１月１日起实施为期１０年的全湖禁捕。本研
究通过分析巢湖鱼类群落的时空差异与生物多

样性变化，为巢湖的鱼类现状提供本底资料，为

今后巢湖的生态调水、渔业资源管理与保护提供

科学依据。

１　材料与方法

１．１　样本采集
巢湖的主要入湖河流中，杭埠河发源于大别

山区，水质好，水量大，是巢湖最大入湖河流和最

重要的清水来源；南淝河流经合肥市区，水质较

差，是巢湖重要污染负荷来源；柘皋河周边土地

利用类型以农田为主，水质轻度污染。［１１］２０１７和
２０１８年，在杭埠河口、南淝河口、柘皋河口和巢湖
东部、西部和中部的敞水区和岸边浅水区，共设

置９个样点进行鱼类调查（图１）。采样时间为每
年７、１０、１２月，由于１—６月为巢湖禁渔期，未能
开展春季采样。每个样点使用２０个定置（串联）
倒须笼壶（俗称地笼网）（截面３０ｃｍ×３０ｃｍ，网
目２ａ＝１ｃｍ，长１０ｍ）、１２００ｍ多网目组合三
重刺网（网目２ａ＝２ｃｍ、２ａ＝４ｃｍ、２ａ＝６ｃｍ、２
ａ＝１０ｃｍ刺网各３００ｍ，网高２．５ｍ）和拖网（网
口直径４ｍ，网目２ａ＝１．２ｃｍ）采集鱼类，地笼
提前两天放置，刺网于采样前一天下午放置，采

样当天上午收刺网和地笼，下午用拖网采样，拖

网使用渔船拖行约１０００ｍ，拖网速度约为５ｋｍ／
ｈ。对采集到的渔获物参照《中国动物志：硬骨鱼
纲鲤形目（中卷）》［１２］和《中国淡水鱼类检索》［１３］

进行分类、计数并称体质量（精确到０．１ｇ），参照
《江苏鱼类志》［１４］和《浙江动物志 淡水鱼类》［１５］

进行生态类型划分，专著中未记录的鱼类查阅相

关文献确定。此外，调查渔民捕捞渔获物，以补

充鱼类名录。

ＮＦ．南淝河口；ＨＢ．杭埠河口；ＺＧ．柘皋河口；Ｅ１．东部敞水区；Ｅ２．东部浅水区；Ｍ１．中部敞水区；Ｍ２．中部浅水区；Ｗ１．西部

敞水区；Ｗ２西部浅水区。

ＮＦ．ｅｓｔｕａｒｙｏｆＮａｎｆｅｉＲｉｖｅｒ；ＨＢ．ｅｓｔｕａｒｙｏｆＨａｎｇｂｕＲｉｖｅｒ；ＺＧ．ｅｓｔｕａｒｙｏｆＺｈｅｇａｏＲｉｖｅｒ；Ｅ１．ｅａｓｔｅｒｎｏｐｅｎｗａｔｅｒａｒｅａ；Ｅ２．ｅａｓｔｅｒｎｓｈａｌｌｏｗ

ｗａｔｅｒａｒｅａ；Ｍ１．ｍｉｄｄｌｅｏｐｅｎｗａｔｅｒａｒｅａ；Ｍ２．ｍｉｄｄｌｅｓｈａｌｌｏｗｗａｔｅｒａｒｅａ；Ｗ１．ｗｅｓｔｅｒｎｏｐｅｎｗａｔｅｒａｒｅａ；Ｗ２．ｗｅｓｔｅｒｎｓｈａｌｌｏｗｗａｔｅｒａｒｅａ．

图１　巢湖鱼类调查样点
Ｆｉｇ．１　ＦｉｓｈｓａｍｐｌｉｎｇｓｉｔｅｓｉｎｔｈｅＣｈａｏｈｕＬａｋｅ

６４４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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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２　数据分析
使用 ＳｈａｎｎｏｎＷｉｅｎｅｒ多样性指数 （Ｈ′）、

Ｓｉｍｐｓｏｎ多样性指数（Ｄ）、Ｍａｒｇａｌｅｆ丰富度指数
（ｄ）和Ｐｉｅｌｏｕ均匀度指数（Ｊ）表征鱼类多样性变
化结构［１６］，计算公式如下：

ＳｈａｎｎｏｎＷｉｅｎｅｒ多样性指数（Ｈ′）
Ｈ′＝－∑ＰｉｌｎＰｉ （１）

Ｓｉｍｐｓｏｎ多样性指数（Ｄ）
Ｄ＝１－∑Ｐｉ

２ （２）
Ｍａｒｇａｌｅｆ丰富度指数（ｄ）

ｄ＝（Ｓ－１）／ｌｎＮ （３）
Ｐｉｅｌｏｕ均匀度指数（Ｊ）

Ｊ＝Ｈ′／ｌｎＳ （４）
式中：Ｐｉ为第ｉ种鱼类个体数占总个体数的比例；
Ｎ为总个体数；Ｓ为样点总鱼类种数。

鱼类重要性指数由相对重要指数（Ｉｎｄｅｘｏｆ
Ｒｅｌａｔｉｖｅ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ｃｅ，ＩＲＩ）来确定：

ＩＲＩ＝（Ｎ＋Ｗ）×Ｆ （５）
式中：Ｎ为第ｉ种鱼的尾数占总尾数的百分比；Ｗ
为第ｉ种鱼的质量占总质量的百分比；Ｆ为第ｉ种
鱼出现次数占总调查样点的百分比。ＩＲＩ≥１０００
为优势种，１００≤ＩＲＩ＜１０００为重要种，１０≤ＩＲＩ＜
１００为常见种，１≤ＩＲＩ＜１０为一般种，ＩＲＩ＜１为偶
见种。［１７］

使 用 指 示 物 种 分 析 （ｉｎｄｉｃａｔｏｒｓｐｅｃｉｅｓ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ＩＳＡ）检验物种在生态区域内的亲和力关
系［１８］；通过位点×物种矩阵进行非度量多维标尺
（ｎｏｎｍｅｔｒｉｃｍｕｌｔｉｄｉｍｅｎｓｉｏｎａｌｓｃａｌｉｎｇ，ＮＭＤＳ）排序，
评估鱼类物种群落结构的不同时间和空间格局

下的差异［１９］；采用ＢｒａｙＣｕｒｔｉｓ相异距离构建物种
在样点之间的距离矩阵，采用置换多元方差分析

（ ｐｅｒｍｕｔａｔｉｏｎａｌ ｍｕｌｔｉｖａｒｉａｔｅ ＡＮＯＶＡ，
ＰＥＲＭＡＮＯＶＡ）检验鱼类群落结构在时空上的差
异性和离散性，根据线性模型直接划分距离矩阵

中的变化模式，计算基于距离矩阵的多元模型中

每一项的Ｆｉｓｈｅｒ’ｓＦｒａｔｉｏ值，并使用置换检验计
算显著性Ｐ值［２０］。以上数据分析均在 Ｒ语言中
的ｖｅｇａｎ软件包中进行。

２　结果与分析

２．１　鱼类物种组成结构
共采集到鱼类５０种，渔民渔获物中补充采

集 到 吻
3

（Ｒｈｉｎｏｇｏｂｉｏ ｔｙｐｕｓ）和 黑 鳍
;

（Ｓａｒｃｏｃｈｅｉｌｉｃｈｔｈｙｓｎｉｇｒｉｐｉｎｎｉｓ），共计５２种，隶属于
８目１７科４１属。其中，鲤形目鱼类最多３３种，
其次是鲈形目８种，鲇形目和鲑形目分别为５种
和２种，鲱形目、合鳃鱼目、颌针鱼目和鳗鲡目各
１种。巢湖中鲱形目有大个体湖鲚和小个体短颌
鲚两种生态型，本研究中均称为刀鲚（Ｃｏｉｌｉａ
ｎａｓｕｓ）。采集到的鱼类以定居性为主，共４７种；
洄游性鱼类５种，可能为人工增殖放流、放生或
养殖逃逸。在食性类型划分上，可分为滤食性、

杂食性、肉食性、草食性和碎屑食性５类（表１）。
物种多度方面：刀鲚个体数占比最高为

６６．５％；其 次 是 太 湖 新 银 鱼 （Ｎｅｏｓａｌａｎｘ
ｔａｉｈｕｅｎｓｉｓ），占３０．３４％。在９个样点６次调查过
程中，刀鲚、太湖新银鱼、鲫（Ｃａｒａｓｓｉｕｓａｕｒａｔｕｓ）、
鲢（Ｈｙｐｏｐｈｔｈａｌｍｉｃｈｔｈｙｓｍｏｌｉｔｒｉｘ）、鳙（Ａｒｉｓｔｉｃｈｔｈｙｓ
ｎｏｂｉｌｉｓ）和翘嘴

1

（Ｃｕｌｔｅｒａｌｂｕｒｎｕｓ）出现频率均为
１００％，鲤 （Ｃｙｐｒｉｎｕｓｃａｒｐｉｏ）、蒙 古

1

（Ｃｕｌｔｅｒ
ｍｏｎｇｏｌｉｃｕｓ）等１７种鱼类的出现频率超过 ５０％，
而 青 鱼 （Ｍｙｌｏｐｈａｒｙｎｇｏｄｏｎ ｐｉｃｅｕｓ）、草 鱼

（Ｃｔｅｎｏｐｈａｒｙｎｇｏｄｏｎｉｄｅｌｌａ）等１２种鱼类的出现频
率不到 １０％。重要性方面：刀鲚、太湖新银鱼、
鲢、鳙的相对重要性指数分别为 ８８８５．４２、
４０１１．０２、３２１７．６７、１０４２．９４，为优势种；鲤、鲫、
翘嘴

1

、蒙 古
1

为 重 要 种；鳊 （Ｐａｒａｂｒａｍｉｓ
ｐｅｋｉｎｅｎｓｉｓ）、团头鲂（Ｍｅｇａｌｏｂｒａｍａａｍｂｌｙｃｅｐｈａｌａ）、
须鳗 虾 虎 鱼 （Ｔａｅｎｉｏｉｄｅｓｃｉｒｒａｔｕｓ）、大 银 鱼
（Ｐｒｏｔｏｓａｌａｎｘｈｙａｌｏｃｒａｎｉｕｓ）等１２种鱼为常见种；间
下

5

（Ｈｙｐｏｒｈａｍｐｈｕｓ ｉｎｔｅｒｍｅｄｉｕｓ）、 花
:

（Ｈｅｍｉｂａｒｂｕｓ ｍａｃｕｌａｔｕｓ）、泥 鳅 （Ｍｉｓｇｕｒｎｕｓ
ａｎｇｕｉｌｌｉｃａｕｄａｔｕｓ）等 １０种 鱼 为 一 般 种；鳜
（Ｓｉｎｉｐｅｒｃａｃｈｕａｔｓｉ）、日本鳗鲡（Ａｎｇｕｉｌｌａｊａｐｏｎｉｃａ）、
黄 鳝 （Ｍｏｎｏｐｔｅｒｕｓ ａｌｂｕｓ）、 似 刺 鳊

3

（Ｐａｒａｃａｎｔｈｏｂｒａｍａｇｕｉｃｈｅｎｏｔｉ）等 ２２种鱼为偶见
种。夏季物种数高于秋季和冬季。

２．２　物种组成时空格局
物种指示值分析结果显示，在南淝河口样

点，须鳗虾虎鱼、圆尾斗鱼（Ｍａｃｒｏｐｏｄｕｓｏｃｅｌｌａｔｕｓ）
为主要指示物种，指示值分别为０．４７９、０．２０８；杭
埠河口样点中的主要指示物种为须鳗虾虎鱼、大

鳍
/

（Ａｃｈｅｉｌｏｇｎａｔｈｕｓｍａｃｒｏｐｔｅｒｕｓ）、河川沙塘鳢
（Ｏｄｏｎｔｏｂｕｔｉｓｏｂｓｃｕｒｕｓ）、中 华   （Ｒｈｏｄｅｕｓ
ｓｉｎｅｎｓｉｓ）、圆 尾 斗 鱼 和 拟 尖 头 红

1

（Ｃｕｌｔｅｒ
ｏｘｙｃｅｐｈａｌｏｉｄｅｓ），指示值为 ０．１１１、０．２１８、０．３０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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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３４７、０．４７５和０．１３４；柘皋河口样点指示物种为
团头鲂、乌鳢（Ｏｐｈｉｏｃｅｐｈａｌｕｓａｒｇｕｓ）、青鱼、拟尖头
红

1

，物种指示值为０．１０９、０．２５０、０．３３３、０．２８７；

西湖区样点指示物种主要是中华和团头鲂

（表２）。不同样点间指示物种的差异性说明了物
种组成比例在空间上分布不均等。

表１　２０１７—２０１８年巢湖调查渔获物种类组成
Ｔａｂ．１　Ｓｐｅｃｉｅｓ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ｏｆｆｉｓｈｃｏｌｌｅｃｔｅｄｆｒｏｍｔｈｅＣｈａｏｈｕＬａｋｅｆｒｏｍ２０１７ｔｏ２０１８

物种

Ｓｐｅｃｉｅｓ
出现频率

Ｏｃｃｕｒｒｅｎｃｅ／％
相对重要性指数

ＩＲＩ
生态习性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Ｔｙｐｅ
鲤形目 Ｃｙｐｒｉｎｉｆｏｒｍｅｓ
　鲤科 Ｃｙｐｒｉｎｉｄａｅ
　　鲤 Ｃｙｐｒｉｎｕｓｃａｒｐｉｏ ９８．１ ８３７．６９８ Ｓ，Ｏ
　　鲫 Ｃａｒａｓｓｉｕｓａｕｒａｔｕｓ １００．０ ２８３．４１８ Ｓ，Ｏ
　　鲢 Ｈｙｐｏｐｈｔｈａｌｍｉｃｈｔｈｙｓｍｏｌｉｔｒｉｘ １００．０ ３２１７．６７４ ＲＬ，Ｐ
　　鳙 Ａｒｉｓｔｉｃｈｔｈｙｓｎｏｂｉｌｉｓ １００．０ １０４２．９３８ ＲＬ，Ｐ
　　青鱼 Ｍｙｌｏｐｈａｒｙｎｇｏｄｏｎｐｉｃｅｕｓ ３．７ ０．９１３ ＲＬ，Ｃ
　　草鱼 Ｃｔｅｎｏｐｈａｒｙｎｇｏｄｏｎｉｄｅｌｌａ ５．６ １．９５３ ＲＬ，Ｈ
　　翘嘴

1

Ｃｕｌｔｅｒａｌｂｕｒｎｕｓ １００．０ ８７８．２４５ Ｓ，Ｃ
　　蒙古

1

Ｃｕｌｔｅｒｍｏｎｇｏｌｉｃｕｓ ９６．３ ２０５．２５８ Ｓ，Ｃ
　　红鳍原

1

Ｃｕｌｔｒｉｃｈｔｈｙｓｅｒｙｔｈｒｏｐｔｅｒｕｓ ２４．１ １．２０６ Ｓ，Ｃ
　　青稍红

1

Ｃｕｌｔｅｒｄａｂｒｙｉ ５１．９ ２２．０８５ Ｓ，Ｃ
　　拟尖头红

1

Ｃｕｌｔｅｒｏｘｙｃｅｐｈａｌｏｉｄｅｓ ６１．１ １２．８１７ Ｓ，Ｏ
　　

9

Ｈｅｍｉｃｕｌｔｅｒｌｅｕｃｉｓｃｕｌｕｓ ７７．８ １５．６４３ Ｓ，Ｏ
　　油

9

Ｈｅｍｉｃｕｌｔｅｒｂｌｅｅｋｅｒｉ ２４．１ ０．４３７ Ｓ，Ｏ
　　银飘鱼 Ｐｓｅｕｄｏｌａｕｂｕｃａｓｉｎｅｎｓｉｓ ５３．７ ６．１７１ Ｒ，Ｏ
　　似鲛 Ｔｏｘａｂｒａｍｉｓｓｗｉｎｈｏｎｉｓ ５７．４ ４．２４３ Ｓ，Ｏ
　　鳊 Ｐａｒａｂｒａｍｉｓｐｅｋｉｎｅｎｓｉｓ ５７．４ ３７．４２１ Ｓ，Ｈ
　　团头鲂Ｍｅｇａｌｏｂｒａｍａａｍｂｌｙｃｅｐｈａｌａ ５３．７ ３１．５７０ Ｓ，Ｈ
　　兴凯

/

Ａｃｈｅｉｌｏｇｎａｔｈｕｓｃｈａｎｋａｅｎｓｉｓ ９２．６ ３０．６９４ Ｓ，Ｏ
　　中华 Ｒｈｏｄｅｕｓｓｉｎｅｎｓｉｓ １８．６ ０．５４４ Ｓ，Ｏ
　　高体 Ｒｈｏｄｅｕｓｏｃｅｌｌａｔｕｓ ９．３ ０．０３３ Ｓ，Ｏ
　　大鳍

/

Ａｃｈｅｉｌｏｇｎａｔｈｕｓｍａｃｒｏｐｔｅｒｕｓ ７２．２ １０．６１８ Ｓ，Ｏ
　　越南

/

Ａｃｈｅｉｌｏｇｎａｔｈｕｓｔｏｎｋｉｎｅｎｓｉｓ ２４．１ ０．３１９ Ｓ，Ｏ
　　花

:

Ｈｅｍｉｂａｒｂｕｓｍａｃｕｌａｔｕｓ ３８．９ ５．２５９ Ｓ，Ｃ
　　棒花鱼 Ａｂｂｏｔｔｉｎａｒｉｖｕｌａｒｉｓ ４８．１ １．６７６ Ｓ，Ｏ
　　华

;

Ｓａｒｃｏｃｈｅｉｌｉｃｈｔｈｙｓｓｉｎｅｎｓｉｓ ７．４ ０．０２１ Ｓ，Ｏ
　　黑鳍

;

Ｓａｒｃｏｃｈｅｉｌｉｃｈｔｈｙｓｎｉｇｒｉｐｉｎｎｉｓ － － Ｓ，Ｏ
　　麦穗鱼 Ｐｓｅｕｄｏｒａｓｂｏｒａｐａｒｖａ ７０．４ １３．５１７ Ｓ，Ｏ
　　黄尾鲴 Ｘｅｎｏｃｙｐｒｉｓｄａｖｉｄｉ ７．４ ０．４２２ Ｓ，Ｄ
　　蛇

3

Ｓａｕｒｏｇｏｂｉｏｄａｂｒｙｉ ２９．６ ０．９４７ Ｓ，Ｃ
　　吻

3

Ｒｈｉｎｏｇｏｂｉｏｔｙｐｕｓ － － Ｓ，Ｃ
　　似刺鳊

3

Ｐａｒａｃａｎｔｈｏｂｒａｍａｇｕｉｃｈｅｎｏｔｉ １３．０ ０．５５６ Ｓ，Ｃ
　鳅科 Ｃｏｂｉｔｉｄａｅ
　　泥鳅 Ｍｉｓｇｕｒｎｕｓａｎｇｕｉｌｌｉｃａｕｄａｔｕｓ ５９．２ ５．１８９ Ｓ，Ｏ
　　大鳞副泥鳅 Ｐａｒａｍｉｓｇｕｒｎｕｓｄａｂｒｙａｎｕｓ ３．７ ０．０１３ Ｓ，Ｏ
鲈形目 Ｐｅｒｃｉｆｏｒｍｅｓ
　沙塘鳢科Ｏｄｏｎｔｏｂｕｔｉｄａｅ
　　河川沙塘鳢 Ｏｄｏｎｔｏｂｕｔｉｓｐｏｔａｍｏｐｈｉｌａ ２２．２ ０．４１８ Ｓ，Ｃ
　　小黄黝鱼Ｍｉｃｒｏｐｅｒｃｏｐｓｓｗｉｎｈｏｎｉｓ ５０．０ ３．４４１ Ｓ，Ｏ
　虾虎鱼科 Ｇｏｂｉｉｄａｅ
　　子陵吻虾虎鱼 Ｒｈｉｎｏｇｏｂｉｕｓｇｉｕｒｉｎｕｓ ９２．６ ６０．１６０ Ｓ，Ｃ
　　须鳗虾虎鱼 Ｔａｅｎｉｏｉｄｅｓｃｉｒｒａｔｕｓ ５９．３ ３７．３６９ Ｓ，Ｃ
　真鲈科 Ｐｅｒｃｉｃｈｔｈｙｉｄａｅ
　　鳜 Ｓｉｎｉｐｅｒｃａｃｈｕａｔｓｉ ３．７ ０．１１０ Ｓ，Ｃ
　斗鱼科 Ｏｓｐｈｒｏｎｅｍｉｄａｅ
　　圆尾斗鱼 Ｍａｃｒｏｐｏｄｕｓｏｃｅｌｌａｔｕｓ ２５．９ ０．７５９ Ｓ，Ｃ
　刺鳅科 Ｍａｓｔａｃｅｍｂｅｌｉｄａ
　　中华刺鳅 Ｍａｓｔａｃｅｍｂｅｌｕｓａｃｕｌｅａｔｕｓ １１．１ ０．０５３ Ｓ，Ｃ
　鳢科 Ｃｈａｎｎｉｄａｅ
　　乌鳢 Ｃｈａｎｎａａｒｇｕｓ １３．０ ０．８１３ Ｓ，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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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１·
物种

Ｓｐｅｃｉｅｓ
出现频率

Ｏｃｃｕｒｒｅｎｃｅ／％
相对重要性指数

ＩＲＩ
生态习性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Ｔｙｐｅ
鲇形目 Ｓｉｌｕｒｉｆｏｒｍｅｓ
　

4

科 Ｂａｇｒｉｄａｅ
　　黄颡鱼 Ｐｅｌｔｅｏｂａｇｒｕｓｆｕｌｖｉｄｒａｃｏ ７２ １３．０２０ Ｓ，Ｃ
　　瓦氏黄颡鱼 Ｐｅｌｔｅｏｂａｇｒｕｓｖａｃｈｅｌｌｉ １６．７ ０．３５９ Ｓ，Ｃ
　　光泽黄颡鱼 Ｐｅｌｔｅｏｂａｇｇｒｕｓｎｉｔｉｄｕｓ ２２．２ ０．５６７ Ｓ，Ｃ
　　圆尾拟

4

Ｐｓｅｕｄｏｂａｇｒｕｓｔｅｎｕｉｓ ３．７ ０．０１３ Ｓ，Ｃ
　鲇科 Ｓｉｌｕｒｉｄａｅ
　　鲇 Ｓｉｌｕｒｕｓａｓｏｔｕｓ ２０．４ １．３８７ Ｓ，Ｃ
鲑形目 Ｓａｌｍｏｎｉｆｏｒｍｅｓ
　银鱼科 Ｓａｌａｎｇｉｄａｅ
　　太湖新银鱼 Ｎｅｏｓａｌａｎｘｔａｉｈｕｅｎｓｉｓ １００ ４０１１．０１９ Ｓ，Ｐ
　　大银鱼 Ｐｒｏｔｏｓａｌａｎｘｈｙａｌｏｃｒａｎｉｕ ９０．７ １８．５３３ Ｓ，Ｐ
鲱形目 Ｃｌｕｐｅｉｆｏｒｍｅｓ
　

-

科 Ｅｎｇｒａｕｌｉｄａｅ
　　刀鲚 Ｃｏｉｌｉａｎａｓｕｓ １００ ８８８５．４１７ Ｓ，Ｃ
合鳃鱼目 Ｓｙｎｂｒａｎｅｈｉｆｏｒｍｅ
　合鳃鱼科 Ｓｙｍｂｒａｎｃｈｉｄａｅ
　　黄鳝 Ｍｏｎｏｐｔｅｒｕｓａｌｂｕｓ ７．４ ０．１６７ Ｓ，Ｃ
颌针鱼目 Ｂｅｌｏｎｉｆｏｒｍｅｓ
　

5

科 Ｈｅｍｉｒｈａｍｐｈｉｄａｅ
　　间下

5

Ｈｙｐｏｒｈａｍｐｈｕｓｉｎｔｅｒｍｅｄｉｕｓ ８５．２ ７．４８５ Ｓ，Ｐ
鳗鲡目 Ａｎｇｕｉｌｌｉｆｏｒｍｅｓ
　鳗鲡科 Ａｎｇｕｉｌｌｉｄａｅ
　　日本鳗鲡 Ａｎｇｕｉｌｌａｊａｐｏｎｉｃａ ５．６ ０．１４５ ＲＳ，Ｃ

注：Ｓ．淡水定居性；ＲＬ．河湖洄游性；ＲＳ．河海洄游性；Ｐ．浮游生物食性；Ｏ．杂食性；Ｃ．肉食性；Ｈ．草食性；Ｄ．碎屑食性。
Ｎｏｔｅｓ：Ｓ．Ｓｅｄｅｎｔａｒｙｓｐｅｃｉｅｓ；ＲＬ．Ｒｉｖｅｒｌａｋｅｍｉｇｒａｔｏｒｙ；ＲＳ．Ｒｉｖｅｒｓｅａｍｉｇｒａｔｏｒｙ；Ｐ．Ｐｌａｎｋｔｉｖｏｒｅ；Ｏ．Ｏｍｎｉｖｏｒｅ；Ｃ．Ｃａｒｎｉｖｏｒｅ；Ｈ．Ｈｅｒｂｉｖｏｒｏｕｓ；Ｄ．
Ｄｅｔｒｉｔｉｖｏｒｅ．

表２　各采样点主要指示鱼类的物种指示值
Ｔａｂ．２　Ｉｎｄｉｃａｔｏｒｖａｌｕｅｏｆｍａｉｎｉｎｄｉｃａｔｉｖｅｆｉｓｈｓｐｅｃｉｅｓｉｎｅａｃｈｓａｍｐｌｉｎｇｓｉｔｅ

物种

Ｓｐｅｃｉｅｓ
南淝河口

ＮＦ
杭埠河口

ＨＢ
柘皋河口

ＺＧ
东湖１
Ｅ１

东湖２
Ｅ２

中湖１
Ｍ１

中湖２
Ｍ２

西湖１
Ｗ１

西湖２
Ｗ２ Ｐ

须鳗虾虎鱼 Ｔａｅｎｉｏｉｄｅｓｃｉｒｒａｔｕｓ ０．４７９ ０．１１１ ０．０３２ ０．００２ ０．０３３ ０．０００ ０．０３８ ０．００７ ０．０７９ ０．０１３
大鳍

/

Ａｃｈｅｉｌｏｇｎａｔｈｕｓｍａｃｒｏｐｔｅｒｕｓ ０．０７５ ０．２１８ ０．０８８ ０．０３９ ０．０６６ ０．０１５ ０．１０２ ０．１０６ ０．０５４ ０．０３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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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使用非度量多维标尺排序方法处理不同样
点物种多度数据矩阵，分析结果显示，季节间和

区域间鱼类群落组成均有一定程度的分离。在

时间尺度下，冬季１２月采样点渔获物组成与７月
和１０月物种组成结构之间存在一定的分离，夏
季７月和秋季１０月物种组成结构差异性不明显

（表３）。多元方差置换检验分析 ＰＥＲＭＡＮＯＶＡ
结果显示，不同采样时间物种组成结构的差异性

达到显著性水平（Ｆ＝１．９３，Ｐ＝０．０１６），其中，差
异性主要表现在２０１７年１２月物种组成结构与
２０１８年各个采样季节之间（图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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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３　时间尺度下鱼类物种组成的置换方差检验
Ｔａｂ．３　Ｐｅｒｍｕｔａｔｉｏｎｔｅｓｔｏｎｆｉｓｈｓｐｅｃｉｅｓ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ｓｏｎｔｉｍｅｃａｌｅ
成对比较 Ｆ Ｒ２ Ｐ

２０１７年７月 － ２０１７年１０月 １７．７５２ ０．５２６ ０．００１
２０１７年７月 － ２０１７年１２月 ２．０６５ ０．１１４ ０．１６２
２０１７年７月 － ２０１８年７月 １０．８５２ ０．４０４ ０．００１
２０１７年７月 － ２０１８年１０月 ９．８４４ ０．３８１ ０．００３
２０１７年７月 － ２０１８年１２月 １３．１９０ ０．４５２ ０．００１
２０１７年１０月 － ２０１７年１２月 ３０．８６２ ０．６５９ ０．００１
２０１７年１０月 － ２０１８年７月 ２３．０７３ ０．５９１ ０．００１
２０１７年１０月 － ２０１８年１０月 ３．６１４ ０．１８４ ０．０４７
２０１７年１０月 － ２０１８年７月 ８．３９４ ０．３４４ ０．００２
２０１７年１２月 － ２０１８年７月 １３．３７９ ０．４５５ ０．００１
２０１７年１２月 － ２０１８年１０月 １３．２５２ ０．４５３ ０．００１
２０１７年１２月 － ２０１８年１２月 １５．４５２ ０．４９１ ０．００１
２０１８年７月 － ２０１８年１０月 ５．８９４ ０．２６９ ０．００３
２０１８年７月 － ２０１８年１２月 ３．７８２ ０．１９１ ０．０３６
２０１８年１０月 － ２０１８年１２月 ０．７３５ ０．０４４ ０．４９３

点表示单个样点单次采样物种组成结果，单次采样不同样点之间用椭圆圈框表示样点间物种组成的离散程度，黑色点和圈表示标

注时间不同样点的采样结果。

Ｔｈｅｐｏｉｎｔｓｈｏｗｓｔｈｅｓｐｅｃｉｅｓ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ｏｆａｓｉｎｇｌｅｓａｍｐｌｉｎｇｓｉｔｅａｔａｓａｍｐｌｉｎｇｔｉｍｅ．Ｔｈｅｐｏｉｎｔｓｏｆ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ｓａｍｐｌｉｎｇｓｉｔｅｓａｔａｓａｍｐｌｉｎｇｔｉｍｅ
ａｒｅｆｒａｍｅｄｂｙａｎｅｌｌｉｐｓｅｔｏｉｎｄｉｃａｔｅｔｈｅｄｉｓｐｅｒｓｉｏｎｄｅｇｒｅｅｏｆｓｐｅｃｉｅｓ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ａｍｏｎｇｓａｍｐｌｉｎｇｓｉｔｅｓ．Ｔｈｅｓｐｅｃｉｅｓ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ｏｆ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ｓａｍｐｌｉｎｇｓｉｔｅｓａｔｅａｃｈｓｐｅｃｉｆｉｃｓａｍｐｌｉｎｇｔｉｍｅｉｓｍａｒｋｅｄｗｉｔｈｂｌａｃｋｐｏｉｎｔｓａｎｄｅｌｌｉｐｓｅ．

图２　鱼类群落时间变化的ＮＭＤＳ排序图
Ｆｉｇ．２　ＮＭＤＳｏｒｄｉｎａｔｉｏｎｏｆｔｅｍｐｏｒａｌ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ｏｆｆｉｓｈ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

　　物种组成结构在不同采样点之间存在明显
的差异（图３）。南淝河口、杭埠河口、东湖１号、
东湖２号和西湖１号样点物种组成呈现单独聚集

状态，鱼类物种组成结构特异性较强；柘皋河口

和西湖２号样点与其他样点鱼类物种组成呈现
显著的交叉，物种组成结构相似；中湖样点在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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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排序中处于中间位置，说明物种组成结构相对

泛化，与其他样点之间存在明显交叉。不同样点

间鱼类物种组成结构差异性较明显。

点表示单个样点单次采样物种组成结果，单次采样不同样点之间用椭圆圈框表示样点间物种组成的离散程度，黑色点和圈表示标

注时间不同样点的采样结果。

Ｔｈｅｐｏｉｎｔｓｈｏｗｓｔｈｅｓｐｅｃｉｅｓ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ｏｆａｓｉｎｇｌｅｓａｍｐｌｉｎｇｓｉｔｅａｔａｓａｍｐｌｉｎｇｔｉｍｅ．Ｔｈｅｐｏｉｎｔｓｏｆ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ｓａｍｐｌｉｎｇｓｉｔｅｓａｔａｓａｍｐｌｉｎｇｔｉｍｅ
ａｒｅｆｒａｍｅｄｂｙａｎｅｌｌｉｐｓｅｔｏｉｎｄｉｃａｔｅｔｈｅｄｉｓｐｅｒｓｉｏｎｄｅｇｒｅｅｏｆｓｐｅｃｉｅｓ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ａｍｏｎｇｓａｍｐｌｉｎｇｓｉｔｅｓ．Ｔｈｅｓｐｅｃｉｅｓ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ｏｆ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ｓａｍｐｌｉｎｇｓｉｔｅｓａｔｅａｃｈｓｐｅｃｉｆｉｃｓａｍｐｌｉｎｇｔｉｍｅｉｓｍａｒｋｅｄｗｉｔｈｂｌａｃｋｐｏｉｎｔｓａｎｄｅｌｌｉｐｓｅ．

图３　鱼类群落空间变化的ＮＤＭＳ排序图
Ｆｉｇ．３　ＮＭＤＳｏｒｄｉｎａｔｉｏｎｏｆｓｐａｔｉａｌ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ｏｆｆｉｓｈ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

２．３　物种多样性的变化
各样点在各季节的 ＳｈａｎｎｏｎＷｉｅｎｅｒ多样性

指数（Ｈ′）的变动范围为０．５６～１．０９，Ｓｉｍｐｓｏｎ多
样性指数（Ｄ）的变动范围为０．２５～０．５７，Ｍａｒｇａｌｅｆ

丰富度指数（ｄ）变化范围为１．４５～３．８２，Ｐｉｅｌｏｕ
均匀度指数（Ｊ）变化范围为０．１９～０．３２，见图４，
季节和区域对各项多样性指数均有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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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４　不同时间和样点的鱼类生物多样性指数
Ｆｉｇ．４　Ｂｉｏ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ｉｎｄｉｃｅｓｏｆｆｉｓｈ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ａｔ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ｔｉｍｅａｎｄｓｉｔｅｓ

　　在时间尺度下，２０１８年夏季各项多样性指数
最高，Ｈ′、Ｄ、ｄ和 Ｊ的各样点均值分别为 ０．９２、
０．５３、２．８８和 ０．２８。Ｓｉｍｐｓｏｎ多样性指数和
Ｐｉｅｌｏｕ均匀度指数在季节间没有显著差异，
ＳｈａｎｎｏｎＷｉｅｎｅｒ多样性指数的季节间的差异性主
要表现在 ２０１７年 ７月与 ２０１８年 １２月之间，
Ｍａｒｇｅｌｅｆ多样性指数季节间的差异性主要表现在
２０１７年７月与２０１８年３次调查之间以及２０１７年
１０月与２０１８年３次调查之间。

空间格局下，ＳｈａｎｎｏｎＷｉｅｎｅｒ多样性指数在
杭埠河口和东湖较高，区域间差异主要是东湖、

杭埠河口与西湖、中湖样点之间；Ｓｉｍｐｓｏｎ多样性
指数在杭埠河口、西湖２号和中湖１号样点较高，
南淝河口最低；Ｍａｒｇｅｌｅｆ丰富度指数东湖２号点
最高，区域间差异性主要是杭埠河口、东湖１号、
２号点与南淝河口、西湖１号、２号点之间；Ｐｅｉｌｏｕ
均匀度指数样点间差异性较小。物种多样性指

数在区域间的差异性大于季节间的差异性。

３　讨论

３．１　巢湖鱼类组成变化
从２０世纪６０年代开始，学者多次对巢湖鱼

类进行了调查。王岐山［１０］在１９５９至１９６３年连
续对巢湖鱼类进行调查，共记录鱼类８５种；１９７３

年组织的巢湖鱼类资源调查，共采集到鱼类 ６２
种［２１］；１９８０年组织开展的巢湖鱼类调查，共记录
７８种［７］。以上每次调查的鱼类组成都略有不同，

共记录鱼类９４种。过龙根等［８］２００２—２００４年开
展的巢湖鱼类资源调查，仅记录 ５４种。本次调
查使用了刺网、地笼、拖网等多种网具，调查区域

涵盖湖区主要生境类型，仅记录５２种，且２２种为
偶见种，与２００２—２００４年的调查结果较为吻合。
与２０世纪调查结果相比，本次调查到的鱼类物
种数大幅度减少，物种组成发生显著变化。共采

集到５种洄游性鱼类，历史记录存在的暗纹东方
 （Ｔａｋｉｆｕｇｕｏｂｓｃｕｒｕｓ）、胭脂鱼 （Ｍｙｘｏｃｙｐｒｉｎｕｓ
ａｓｉａｔｉｃｕｓ）、中华鲟（Ａｃｉｐｅｎｓｅｒｓｉｎｅｎｓｉｓ）等洄游性鱼
类未采集到，其中，鲢、鳙、日本鳗鲡近年来均有

巢湖管理局组织的人工增殖放流，很可能为人工

增殖放流种群，青鱼和草鱼可能由附近养殖场逃

逸或民众放生，巢湖中洄游性鱼类自然种群可能

已基 本 消 失。此 外，赤 眼 鳟 （Ｓｑｕａｌｉｏｂａｒｂｕｓ
ｃｕｒｒｉｃｕｌｕｓ）、马口鱼（Ｏｐｓａｒｉｉｃｈｔｈｙｓｂｉｄｅｎｓ）等喜清澈
溪流的鱼类和

<

（Ｌｕｃｉｏｂｒａｍａｍａｃｒｏｃｅｐｈａｌｕｓ）、
7

（Ｅｌｏｐｉｃｈｔｈｙｓｂａｍｂｕｓａ）等食物链顶级鱼类均未采
集到。巢湖鱼类种类数的大幅减少与闸坝建设

带来的鱼类洄游受阻、过度捕捞、外源污染物输

入、挺水植物衰退以及长江流域渔业资源的整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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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重衰退有关［２，８］。类似的鱼类物种变化在鄱阳

湖［２２］、太湖［２３］、洪泽湖［２４］等我国长江中下游湖

泊中普遍存在。

外来鱼类入侵可能会成为巢湖鱼类新的危

机。本次调查新记录了外来种须鳗
=

虎鱼，该物

种原产于我国东海（中国近海）、南海（中国近海）

沿岸、台湾沿岸的各河口［２５］，主要摄食底栖生物

和小鱼、小虾。根据对渔民的调查结果，须鳗
=

虎鱼从２０１２年开始在巢湖中被发现，因其世代周
期短、繁殖力高，在巢湖中缺乏天敌，种群迅速扩

张，２０１５年在巢湖中爆发式增长，造成当年巢湖
虾类和底栖鱼类的大幅减产，此后种群有所回

落，资源量仍较大［２６］。在巢湖部分水域，例如南

淝河口附近，夏季调查时单个地笼采集到的须鳗

=

虎鱼可达５００ｇ以上，地笼渔获物中几乎不见
其他鱼（虾）类。须鳗

=

虎鱼通过竞争底栖鱼类

的饵料资源，并直接捕食小型底栖鱼类，对巢湖

鱼类群落结构产生不利影响。根据对渔民的调

查，近年来，渔民还在巢湖中捕获到斑点叉尾
>

（Ｉｅｔａｌｕｒｕｓｐｕｎｅｔａｕｓ）、大 口 黑 鲈 （Ｍｉｃｒｏｐｔｅｒｕｓ
ｓａｌｍｏｉｄｅｓ）等外来鱼类。鱼类入侵可能会成为将
来巢湖鱼类物种组成结构变化的另一个重要因

素。随着引江济淮项目的推进，巢湖与长江、淮

河的连通性增强，生物入侵应引起广泛的重视。

３．２　鱼类群落结构变化
巢湖鱼类群落结构在不同水域和季节间均

表现出一定变化。非度量多维标尺排序分析结

果显示，在不同采样点及不同采样时间鱼类物种

组成结构均出现明显的分离。研究［２４，２７］发现，湖

区捕捞作业强度对鱼类群落结构的变化具有明

显的影响作用。对于巢湖而言，鱼类区系空间结

构的差异与人为捕捞强度和自然环境空间差异

性具有紧密的关系。一方面，捕捞期内对全湖的

捕捞强度并不均匀，对部分鱼类聚集区域会增大

捕捞强度，例如：捕捞刀鲚和太湖新银鱼时，近岸

浅水区域和河口区域刀鲚和太湖新银鱼相对丰

富，渔民的捕捞强度高，对湖心敞水区捕捞力度

相对较低；捕鱼时渔船的轰鸣和网具的搅动也会

促进不同区域间鱼类的交换，从而降低区域间鱼

类群落结构的差异。另一方面，湖区支流水环境

的变化将通过影响湖区水质进一步改变湖区鱼

类群落结构［２４］，在巢湖中存在类似的现象。巢湖

流域独特的自然环境特征将整合集水区分为不

同的功能区划［６］，不同功能区划内土地利用类型

及自然景观环境的差异性导致入湖支流水环境

的变化，从而改变了巢湖不同区域间水体环境的

差异性，进而影响鱼类群落的组成结构。

鱼类群落结构时间格局下的差异性受群落

内部调节和外部环境因素的共同影响。首先，不

同季节间鱼类繁殖群体的变化、鱼类在湖区内的

迁移活动等均会导致不同鱼类群落结构的季节

性差异［２８２９］；其次，捕捞、水文因子、饵料生物等

外部环境的变化也是导致鱼类群落结构季节性

差异的重要原因。全面禁捕前，巢湖实行分阶段

开捕，６月底—１２月的捕捞期细分为虾类捕捞期
（６月底—７月，网具为地笼网和虾笼网）、小型鱼
类捕捞期（８月中旬—９月，网具为拖网和推网）、
大中型鱼类捕捞期（１０月中旬—１２月，捕捞工具
为刺网）等不同时期，渔民分阶段对鱼（虾）类进

行选择性捕捞，例如小型鱼类捕捞期，主要捕捞

对象为刀鲚、太湖新银鱼等小型鱼类，根据我们

的调查，许多渔船一晚捕捞的刀鲚和太湖新银鱼

超过３０００ｋｇ，刀鲚、太湖新银鱼等小型鱼类的资
源量在这一时期急剧下降，而在大中型鱼类捕捞

期，只允许刺网捕捞，鲢、鳙、鲤、
1

类等体型较大

鱼类的资源量会在这一时期急剧下降，捕捞会增

强巢湖季节间鱼类群落结构的差异性。另一方

面，鱼类物种组成结构差异与环境因子的季节性

变动具有十分重要的联系［１９，２４］，不同采样季节水

温、水体理化和饵料生物资源均存在差异，从而

导致不同季节鱼类群落在物种组成结构上的分

离，与鄱阳湖、太湖等水域研究［２２，３０］的结果一致。

３．３　鱼类多样性变化
调查表明，巢湖鱼类多样性较低，优势鱼类

为刀鲚和太湖新银鱼两种小型鱼类，渔获物数量

占比达９６．８４％，表明巢湖鱼类低龄化、小型化趋
势严重。各样点不同时期的 ＳｈａｎｎｏｎＷｉｅｎｅｒ多
样性指数（０．５６～１．０９）、丰富度指数（０．１９～
０．３２）、均匀度指数（１．４５～３．８２）均较低，多样性
指数低于ＭＡＧＵＲＲＡＮ［３１］提出的多样性一般范围
（１．５～３．５），低于长江中下游的洞庭湖［１６］、洪泽

湖［２４］，与太湖［２３］较为接近。江湖阻隔、过度捕捞

是巢湖鱼类多样性低的重要原因。与此同时，巢

湖鱼类生物多样性指数的季节性差异与鱼类群

落自身生活史特征和栖息环境的差异性有关。

首先，对于泛滥平原湖泊，在春夏洪泛季节，江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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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的鱼类随索饵和生殖洄游进入湖泊是其鱼类

多样性和资源量的重要补充，河流的季节性水位

波动在江湖连通的支持下驱动了通江湖泊鱼类

群落的季节波动［３２３３］。其次，鱼类物种多样性同

水生植物的多样性呈正相关，水生植物丰富的区

域，空间异质性及饵料生物的多样性高，鱼类多

样性高［３４３６］。巢湖地处长江中下游的泛滥平原，

巢湖闸和裕溪闸的建立使巢湖鱼类洄游通道受

阻，虽然修建有鱼道，但过鱼效果不明显，鱼类多

样性未得到有效补充。建闸后，巢湖水位大幅提

高，加上沿岸堤防工程的建设，巢湖挺水植物严

重衰退，鱼类栖息的空间异质性及饵料生物的多

样性降低，部分依靠水生植物产卵的鱼类繁殖场

所大幅减少［５，８］。巢湖周边有约１８００户渔民，６
月底—１２月为捕捞期，捕捞期内湖面上通常是千
帆竞行，刺网、地笼、拖网、推网等网具均会使用，

捕捞压力大，生命周期较长、营养级较高、综合繁

殖力相对较低的大型鱼类受捕捞的影响会明显

大于营养层次较低、综合繁殖力较高的小型鱼

类，从而导致鱼类种群小型化加剧［４３７］。

巢湖从２０２０年１月１日开始实施为期１０年
的全面禁渔，捕捞压力骤然消失，位于食物链上

游的
1

类、鳜等掠食性鱼类较少，刀鲚、太湖新银

鱼等繁殖力强、生命周期短的小型鱼类优势地位

可能会提高，增加鱼类群落的不稳定性，需要对

巢湖进行持续监测。随着引江济淮工程的实施，

巢湖即将恢复与长江的连通，并与淮河连通，需

加强“引江济淮”生态调度研究，充分发挥江湖连

通的生态作用，避免调水引起更多生物入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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