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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根据２０１５年１１月（秋季）、２０１６年５月（春季）在舟山近岸海域开展的渔业资源调查中所获得的虾
类数据，用渔获量作为虾类资源分布的数量指标，对该海域虾类的种类组成、数量时空分布、种群变动趋势以

及与环境因子的关系等进行了研究。研究认为：（１）调查海域共鉴定出虾类２１种，隶属于８科１５属；数量分
布春秋季变化明显，总体而言秋季多于春季，调查海域北部多于南部。（２）不同季节优势种与常见种差异较
大。与以往调查相比，小型虾类取代大型虾类成为优势种。（３）底层温度和盐度对舟山近岸海域虾类渔获量
分布无明显影响，但按深度分类分析，虾类渔获量随水深变化呈现差异。（４）ＡＢＣ曲线显示，渔获量曲线和丰
度曲线交错，表明调查海域虾类群落受人类影响强烈，处于严重干扰状态，生态敏感度高。因此，舟山近岸海

域虾类生物资源受人类活动影响强烈，群落结构发生明显演替，主要渔获呈现小型化、低产化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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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舟山群岛位于东海北部的长江口和杭州湾
河口区，群岛周围近岸海域受长江、钱塘江和甬

江等入海河流径流、黄海冷水团以及台湾暖流的

交汇影响，生境类型丰富［１］，是多种经济渔业生

物的产卵场和索饵场［２］，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以来，随
着人类活动强度的不断增大，舟山近岸海域受人

类活动影响越来越大，海域内生物呈现受到人为

因素干扰后独有的特点。由于舟山海域传统的

主要经济鱼类资源衰退，以虾类为食的鱼类减

少，虾类生存空间扩大，加之虾类特殊的生活环

境，虾类资源成为舟山近岸海域重要渔获资源。

对虾类资源进行有效评估，研究其种类组成和群

落结构特征，对于满足人们需求和可持续利用虾

类资源具有重要的意义。

东海海区是我国虾类资源产区的重要组成

部分，目前对于东海海区虾类资源的调查研究已

十分普遍。早在２０世纪６０年代，刘瑞玉等［３４］就

已对东海虾类的诸多特征进行过研究调查；近十

几年来，俞存根等［５］、宋海棠［６］、卢占晖等［７］、陈

小庆等［８９］均对东海虾类的种类组成、生物多样

性、优势种、群落结构等进行了较为全面的研究

报道。针对舟山渔场特定海域的虾类资源，也有

诸多学者［１０１５］从不同角度进行了研究。但对于

舟山近岸海域这一完整特殊水域展开的调查尚

未见报道。本研究根据２０１５和２０１６年在舟山近
岸海域开展的渔业资源调查中获得的虾类资源

资料为基础，对比以往在该海域局部海域及其附

近的调查结果，分析了该海域虾类的种类组成和

数量分布特征，优势种的变化趋势等，以期了解

该海域虾类资源的现状和分布特点，为该海域虾

类资源的可持续利用提供参考。

１　材料与方法

１．１　数据来源
本文所用数据取自 ２０１５年 １１月（秋季）、

２０１６年５月（春季）对舟山近岸海域实施的渔业
资源底拖网调查时所获得的鱼类资源资料，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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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在该范围内共设８０个调查站位（图１），渔业
资源调查方法按照《海洋渔业资源调查规范》

（ＳＣ／９４０３—２０１２）进行。调查船租用浙普渔
３２２０７号单拖网船，调查船主机功率为３３０ｋＷ，
网具规格为８００目×８０ｍｍ，船上配有测深仪、导
航定位等仪器设备。每个站位拖曳时间约为 １
ｈ，拖速约为３．５ｋｎ。每站拖网所获的渔获物按
调查规范规定，不足１０ｋｇ全部取样，超过１０ｋｇ
随机取１０ｋｇ装入样品袋，编号、记录，放入船舱
低温冰鲜保存，然后带回实验室分析、鉴定，并对

主要渔获种类进行生物学测定，鉴定依据主要参

照《浙江动物志》、《东海鱼类志》等。渔获量测定

使用电子天平，精确度为０．１ｇ。调查海域水深、
水温、盐度等测定采用ＣＴＤ仪与拖网调查同步进
行。

图１　渔业资源调查站位图
Ｆｉｇ．１　Ｔｈｅｓｕｒｖｅｙｓｔａｔｉｏｎｓｏｆｆｉｓｈｅｒｙ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１．２　数据分析方法
１．２．１　优势种分析

优势种的计算采用相对重要性指数 ＩＲＩ［１６］，
计算公式如下：

ＩＲＩ＝［（ｎｉ／Ｎ＋ｗｉ／Ｗ）×ｆｉ／ｍ］×１０
５ （１）

式中：ｎｉ、ｗｉ分别为第 ｉ种生物的个体数和渔获
量；Ｎ、Ｗ分别为调查所获得总个体数和总渔获
量；ｆｉ为第ｉ种生物在 ｍ次取样中出现的频率；ｍ
为取样次数。将相对重要性指数值大于１０００者
定为优势种，数值在１００～１０００之间者定为常见
种。

１．２．２　ＡＢＣ曲线分析
ＡＢＣ曲线由 ＷＡＲＷＩＣＫ［１７１８］提出，是在同一

坐标系中比较渔获量优势度曲线和丰度优势度

曲线的联系［１９］，通过两条曲线的分布情况来分析

群落处于不同干扰状况下的特征［２０］，其统计量用

Ｗ表示，计算公式如下：

Ｗ＝∑
Ｓ

ｉ＝１

Ｂｉ－Ａｉ
５０（Ｓ－１） （２）

式中：Ｓ为出现的物种数，Ｂｉ、Ａｉ分别为曲线中种
类序号对应的渔获量和丰度的累计百分比，当渔

获量优势度曲线在丰度优势度曲线之上时，Ｗ为
正，反之为负。

调查站位图和虾类的数量分布图采用 Ｓｕｒｆｅｒ
１１软件绘制，ＡＢＣ曲线通过 Ｐｒｉｍｅｒ５．０绘制，渔
获量与环境因子的相关分析用 ＳＰＳＳ１９．０完成。
本研究虾类的种类名录主要参照《中国海洋生物

名录》［２１］。

２　结果

２．１　种类与组成
本次调查共鉴定出虾类２１种，隶属于 ８科

１５属；其中春季有１３种，隶属于７科９属；秋季
有２０种，隶属于８科１５属。本次调查所获的虾
类中，群体数量较大、经济价值较高的渔业捕捞

对象种类有中国毛虾（Ａｃｅｔｅｓｃｈｉｎｅｎｓｉｓ）、葛氏长臂
虾（Ｐａｌａｅｍｏｎｇｒａｖｉｅｒｉ）和中华管鞭虾（Ｓｏｌｅｎｏｃｅｒａ
ｃｒａｓｓｉｃｏｒｎｉｓ）等。经济价值不高，但群体数量较大
的种类有安氏白虾（Ｅｘｏｐａｌａｅｍｏｎａｎｎａｎｄａｌｅｉ）和
细螯虾（Ｌｅｐｔｏｃｈｅｌａｇｒａｃｉｌｉｓ）等（表１）。

从两个季度的平均每小时虾类渔获量来看，

以安氏白虾占绝对优势，占虾类渔获量的

５４．０３％，其次中国毛虾也有一定比重，占虾类总
渔获量的１２．４６％。其他种类的渔获量均在虾类
总渔获量的１０％以下（表１）。

从表１中还可以看出，调查海域不同季节的
虾类渔获量组成相差较大。春季以安氏白虾、细

螯虾和中国毛虾数量居多，分别占虾类渔获量组

成的４２．１３％、２２．４５％和２２．２２％。秋季以安氏
白虾占绝对优势，占虾类渔获量组成的５８．８２％；
其次是中华管鞭虾和葛氏长臂虾，分别占虾类渔

获量组成的１２．２６％和１１．０３％。
２．２　数量分布

舟山近岸海域虾类渔获量及单位网次渔获

质量季节变化明显，２个季度的虾类总渔获量为
３０５３２．７ｇ，单位网次渔获质量为１９０．８ｇ／ｈ。其
中秋季（２１７６７．７ｇ、２７２．１ｇ／ｈ）大于春季

１８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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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７６５．０ｇ、１０９．６ｇ／ｈ）。
由图２可知，春季调查海域的虾类渔获量为

８７６５．０ｇ，占周年虾类总渔获量的２８．７％，各站
位单位网次渔获质量分布范围为０～１３１４．７ｇ／
ｈ，平均为１０９．６ｇ／ｈ，春季调查海域虾类单位网
次渔获质量普遍较低，仅４１、４２号站位单位网次
渔获质量大于５００ｇ／ｈ，仅４１号站位单位网次渔
获质量大于１０００ｇ／ｈ，其余站位较少。秋季调查

海域的虾类渔获量为２１７６７．７ｇ，占周年虾类总
渔获量的７１．３％，各站位单位网次渔获质量分布
范围为３．６～１４５６．３ｇ／ｈ，高低相差４０４．５倍，平
均为２７２．１ｇ／ｈ，秋季调查海域虾类单位网次渔
获质量普遍高于春季，单位网次渔获质量大于

５００ｇ／ｈ的站位有３３、４０、４６、５１、６７、６９和４号站
位，其中４号站位单位网次渔获质量大于１０００
ｇ／ｈ。

表１　舟山近岸海域春、秋季虾类渔获物质量组成及相对重要性指数（ＩＲＩ）
Ｔａｂ．１　Ｔｈｅｗｅｉｇｈｔ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ｏｆｓｈｒｉｍｐｓｐｅｃｉｅｓａｎｄｔｈｅＩＲＩｏｆ
ｓｈｒｉｍｐｉｎｓｐｒｉｎｇａｎｄａｕｔｕｍｎｉｎＺｈｏｕｓｈａｎｃｏａｓｔａｌｗａｔｅｒｓ

种名 Ｓｐｅｃｉｅｓ
春 Ｓｐｒｉｎｇ

质量／ｇ
Ｗｅｉｇｈｔ

比例／％
Ｒａｔｉｏ ＩＲＩ

秋 Ａｕｔｕｍｎ
质量／ｇ
Ｗｅｉｇｈｔ

比例／％
Ｒａｔｉｏ ＩＲＩ

合计 Ｔｏｔａｌ
质量／ｇ
Ｗｅｉｇｈｔ

比例／％
Ｒａｔｉｏ

安氏白虾Ｅｘｏｐａｌａｅｍｏｎａｎｎａｎｄａｌｅｉ ３６９２．７ ４２．１３ ７２３．２ １２８０３．８ ５８．８２ １２９４．７ １６４９６．５ ５４．０３
中国毛虾Ａｃｅｔｅｓｃｈｉｎｅｎｓｉｓ １９４７．５ ２２．２２ ５９６．２ １８５６．７ ８．５３ ２７７．７ ３８０４．２ １２．４６
葛氏长臂虾Ｐａｌａｅｍｏｎｇｒａｖｉｅｒｉ ４２３．８ ４．８３ ６５．７ ２４０１．７ １１．０３ １７３．８ ２８２５．５ ９．２５
日本鼓虾Ａｌｐｈｅｕｓｊａｐｏｎｉｃｕｓ ５０８．９ ５．８１ ５７．０ ３８３．４ １．７６ ２１．３ ８９２．３ ２．９２
细螯虾Ｌｅｐｔｏｃｈｅｌａｇｒａｃｉｌｉｓ １９６７．９ ２２．４５ ３８４．９ ５４．８ ０．２５ ３．５ ２０２２．７ ６．６２
东海红虾Ｐｌｅｓｉｏｎｉｋａｉｚｕｍｉａｅ ６４．３ ０．７３ ８．４ ０．１ ０．００ ０．０ ６４．４ ０．２１
巨指长臂虾Ｐａｌａｅｍｏｎｍａｃｒｏｄａｃｔｙｌｕｓ ３４．９ ０．４０ ０．７ ２．８ ０．０１ ０．０ ３７．７ ０．１２
细巧仿对虾Ｐａｒａｐｅｎａｅｏｐｓｉｓｔｅｎｅｌｌａ ２５．６ ０．１０ ０．５ ５５．８ ０．２６ １．９ ８１．４ ０．２７
中华管鞭虾Ｓｏｌｅｎｏｃｅｒａｃｒａｓｓｉｃｏｒｎｉｓ ８．６ ０．１０ ０．１ ２６６８．１ １２．２６ ９０．４ ２６７６．７ ８．７７
鲜明鼓虾Ａｌｐｈｅｕｓｄｉｓｔｉｎｇｕｅｎｄｕｓ １５．０ ０．１７ ０．１ １３７．４ ０．６３ ２．４ １５２．４ ０．５０
脊尾白虾Ｅｘｏｐａｌａｅｍｏｎｃａｒｉｎｉｃａｕｄａ ４．５ ０．０５ ０．０ ３９１．０ １．８０ １８．２ ３９５．５ １．３０
太平洋长臂虾Ｐａｌａｅｍｏｎｐａｃｉｆｉｃｕｓ ０．７ ０．０１ ０．０ ０．０ ０．００ ０．７ ０．００
周氏新对虾Ｍｅｔａｐｅｎａｅｕｓｊｏｙｎｅｒｉ ７０．７ ０．８１ １．１ ２７４．９ １．２６ ３．４ ３４５．６ １．１３
哈氏仿对虾Ｐａｒａｐｅｎａｅｏｐｓｉｓｈａｒｄｗｉｃｋｉｉ ０．０ ０．００ ６９９．２ ３．２１ ４．９ ６９９．２ ２．２９
戴氏赤虾Ｍｅｔａｐｅｎａｅｏｐｓｉｓｄａｌｅｉ ０．０ ０．００ ０．６ ０．００ ０．０ ０．６ ０．００
鞭腕虾Ｌｙｓｍａｔａｖｉｔｔａｔａ ０．０ ０．００ ２．２ ０．０１ ０．０ ２．２ ０．０１
日本囊对虾Ｐｅｎａｅｕｓｊａｐｏｎｉｃｕｓ ０．０ ０．００ １０．４ ０．０５ ０．０ １０．４ ０．０３
斑节对虾Ｐｅｎａｅｕｓｍｏｎｏｄｏｎ ０．０ ０．００ １６．６ ０．０８ ０．０ １６．６ ０．０５
脊额外鞭腕虾Ｅｘｈｉｐｐｏｌｙｓｍａｔａｅｎｓｉｒｏｓｔｒｉｓ ０．０ ０．００ ５．１ ０．０２ ０．０ ５．１ ０．０２
鹰爪虾Ｔｒａｃｈｙｓａｌａｍｂｒｉａｃｕｒｖｉｒｏｓｔｒｉｓ ０．０ ０．００ ２．６ ０．０１ ０．０ ２．６ ０．０１
滑脊等腕虾Ｐｒｏｃｌｅｔｅｓｌｅｖｉｃａｒｉｎａ ０．０ ０．００ ０．８ ０．００ ０．０ ０．８ ０．００

图２　舟山近岸海域春、秋季各站位虾类单位网次渔获质量分布
Ｆｉｇ．２　Ｔｈｅ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ｏｆｓｈｒｉｍｐｓ’ｃａｔｃｈｒａｔｅｓｉｎｓｐｒｉｎｇａｎｄａｕｔｕｍｎｉｎＺｈｏｕｓｈａｎｃｏａｓｔａｌｗａｔｅｒ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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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３　优势种和常见种及其数量时空分布
从表１中可以看出，本次调查春季无优势种

出现，秋季仅有安氏白虾为优势种。两季节间优

势度差异较大，除优势种外，常见种也不尽相同。

春季的常见种由高到低依次为安氏白虾、中国毛

虾、细螯虾；秋季的常见种由高到低依次为中国

毛虾和葛氏长臂虾。其中中国毛虾和葛氏长臂

虾属于群体数量较大，经济价值较高的经济种。

从表中可以看出，两个季度共有的常见种是安氏

白虾和中国毛虾。

２．３．１　安氏白虾
安氏白虾是调查海域虾类渔获量最高的种

类，也是本次调查两个季度唯一的优势种，占虾

类总渔获量的５４．０％，在两个季度中都是虾类渔
获量最高的种类，单位网次渔获质量秋季（１６０．０
ｇ／ｈ）＞春季（４６．２ｇ／ｈ）。春季安氏白虾在５９个
站位出现过，最高单位网次渔获质量出现在 ４１
号站位，为 １０７５．１ｇ／ｈ；秋季在 ６３个站位出现
过，最高单位网次渔获质量出现在１６号站位，为
１０６３．２ｇ／ｈ。
２．３．２　中国毛虾

中国毛虾是调查海域虾类渔获量第二的种

类，占虾类总渔获量的１２．５％，单位网次渔获质
量春季（２４．３ｇ／ｈ）＞秋季（２３．２ｇ／ｈ）。春季中国
毛虾在６８个站位出现过，最高单位网次渔获质
量出现在６７号站位，为２２３．１ｇ／ｈ；秋季在７０个
站位出现过，最高单位网次渔获质量出现在 １１
号站位，为１６９．６ｇ／ｈ。
２．３．３　葛氏长臂虾

葛氏长臂虾是调查海域虾类渔获量第三的

种类，占虾类总渔获量的９．３％，单位网次渔获质
量秋季（３０．０ｇ／ｈ）＞春季（５．３ｇ／ｈ）。春季葛氏
长臂虾在５４个站位出现过，最高单位网次渔获
质量出现在４１号站位，为６６．７ｇ／ｈ；秋季在７０个
站位出现过，最高单位网次渔获质量出现在４号
站位，为６５２．９ｇ／ｈ。
２．３．４　细螯虾

细螯虾是调查海域虾类渔获量第四的种类，

占虾类总渔获量的６．６％，单位网次渔获质量春
季（２４．６ｇ／ｈ）＞秋季（０．６９ｇ／ｈ）。春季细螯虾在
５４个站位出现过，最高单位网次渔获质量出现在
４２号站位，为３６５．１ｇ／ｈ；秋季在３１个站位出现
过，最高单位网次渔获质量出现在１９号站位，为

８．６ｇ／ｈ。
２．４　ＡＢＣ曲线特征

由图３可知，春季的丰度曲线始终位于渔获
量曲线上方，但二者紧紧贴合，直到重合，Ｗ统计
值为负值。秋季曲线和春季曲线基本类似，但丰

度曲线跟渔获量曲线的距离比春季大，Ｗ统计值
同样为负值且略低于春季。

图３　舟山近岸海域春秋季虾类的
ＡＢＣ曲线以及Ｗ统计值

Ｆｉｇ．３　ＴｈｅＡＢＣｃｕｒｖｅｓａｎｄＷｖａｌｕｅｏｆｓｈｒｉｍｐｉｎ
ｓｐｒｉｎｇａｎｄａｕｔｕｍｎｉｎＺｈｏｕｓｈａｎｃｏａｓｔａｌｗａｔｅｒｓ

２．５　虾类数量分布与环境因子的关系
２．５．１　不同水深条件下渔获量以及种类数的季
节变化

由表２可知，秋季不同水深虾类单位网次渔
获质量均大于春季，春季虾类单位网次渔获质量

最高的水深范围为１５～３０ｍ，单位网次渔获质量
最低的水深范围大于３０ｍ，不同水深间单位网次
渔获质量差异比较显著，差异比均在４０％左右；
秋季虾类单位网次渔获质量最高的水深范围小

于１５ｍ，单位网次渔获质量最低的水深范围为
１５～３０ｍ，相较春季，秋季不同水深间单位网次
渔获质量差异比波动较大，波动范围为 ５％ ～
３０％。
２．５．２　渔获量与环境因子的相关性

根据２０１５、２０１６年采用ＣＴＤ仪调查数据，将
舟山近岸海域的水深、底层水温和底层盐度等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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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环境因子与同步调查所得的虾类生物量通过

Ｐｅａｒｓｏｎ进行相关分析，结果如表３所示。由表３
可以看出，春季虾类渔获量与水深呈现负相关

性，与底层水温和底层盐度呈现正相关性，但春

季的渔获量与水深，底层水温和底层盐度无显著

影响（Ｐ＞０．０５）；秋季虾类渔获量与水深呈现正
相关性，与底层水温和底层盐度呈现负相关性，

秋季底层水温和底层盐度对渔获量影响显著

（Ｐ＜０．０５）。

表２　舟山近岸海域不同水深虾类
单位网次渔获质量的变化

Ｔａｂ．２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ｗａｔｅｒｄｅｐｔｈｏｆｓｈｒｉｍｐ’ｓ
ａｖｅｒａｇｅＣＰＵＥｉｎＺｈｏｕｓｈａｎｃｏａｓｔａｌｗａｔｅｒｓｇ／ｈ

季节

Ｓｅａｓｏｎ ＜１５ｍ １５～３０ｍ ＞３０ｍ

总单位网次

渔获质量

Ｔｈｅｔｏｔａｌｏｆ
ａｖｅｒａｇｅＣＰＵＥ

春季Ｓｐｒｉｎｇ ９６．９ １３３．７ ６７．８ ２９８．４
秋季Ａｕｔｕｍｎ３４４．８ ２５３．８ ２６６．７ ８６５．３

表３　舟山近岸海域不同水深虾类渔获量的季节变化
Ｔａｂ．３　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ｃｏ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ｓ（Ｐｅａｒｓｏｎ）ｆｏｒ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ｆａｃｔｏｒｂｅｔｗｅｅｎｂｉｏｍａｓｓｏｆｓｈｒｉｍｐ
ｉｎｓｐｒｉｎｇａｎｄａｕｔｕｍｎｉｎＺｈｏｕｓｈａｎｃｏａｓｔａｌｗａｔｅｒｓ

环境因子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ｆａｃｔｏｒｓ
春季

Ｓｐｒｉｎｇ
秋季

Ａｕｔｕｍｎ

水深

Ｄｅｐｔｈ
Ｐｅａｒｓｏｎ
相关系数Ｐ

－０．１１０
０．３６２

０．０９９
０．４１３

底层水温

Ｂｏｔｔｏｍ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
Ｐｅａｒｓｏｎ
相关系数Ｐ

０．１５９
０．２２８

－０．４０１
０．００２

底层盐度

Ｂｏｔｔｏｍｓａｌｉｎｉｔｙ
Ｐｅａｒｓｏｎ
相关系数Ｐ

０．１０９
０．４１２

－０．３６２
０．００７

３　讨论

３．１　虾类种群变动趋势
舟山近岸海域位处东海北部的长江口和杭

州湾河口区，调查海域周围受长江、钱塘江和甬

江等入海河流径流以及台湾暖流的交汇影响，水

质肥沃、饵料生物丰富、水文环境适宜。根据本

次调查，共鉴定出虾类有２１种，其中春季特有种
１种，占虾类总种数的４．７６％，秋季特有种８种，
占虾类总种数的３８．１０％，春秋季均出现的有１２
种，占虾类总种数的５７．１４％，说明调查海域虾类
的季节性种类较少，全年无明显的季节区分。从

生态类型来看，调查海域的２１种虾大都为广温
广盐性种类，可能由于调查海域受台湾暖流及黄

海冷水南部边缘区等多种水流的影响［２２］，形成了

舟山近岸海域复杂的水文环境，从而形成特定的

虾类区系。

此前诸多对舟山海域虾类的调查中，２０世纪
８０年代俞存根等［２３］的调查结果显示捕获量较多

的虾类有哈氏仿对虾、鹰爪虾、葛氏长臂虾和戴

氏赤虾等；同样，俞存根等［５］在２０世纪９０年代
末调查发现捕获量较多的虾类有戴氏赤虾、假长

缝拟对虾、须赤虾和葛氏长臂虾等；２０１２年王
琳［１０］的调查结果显示捕获量较多的虾类有戴氏

赤虾、高脊管鞭虾、葛氏长臂虾和哈氏仿对虾等。

而本次调查捕获量较多的有安氏白虾、中国毛

虾、葛氏长臂虾和细螯虾等。综合来看，除葛氏

长臂虾外，其他３个种类的虾都属于体长４５ｍｍ
以下的小型虾类。虽然此次调查与以往调查存

在调查范围的出入，但亦有大部分的相同之处，

在此条件下，主要渔获虾类呈现出几乎完全不同

的现象，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了舟山近岸海域渔业

资源优势种群衰退和群落结构发生演替［２４］，传统

的大型渔获虾类被小型虾类完全取代。其主要

原因可能是由于近十年来舟山经济发展迅速，捕

捞业产量飞速增长，导致传统渔业资源几近枯

竭，近年来频繁报道的“东海无渔”也印证了这一

现象。而舟山海域的虾类群落也发生明显演替，

大型虾类种群被小型虾类取代已是不争的事实。

３．２　数量时空分布特征
从虾类数量的区域分布变化来看，春季虾类

渔获量较高的站位有４１和４２号站位，虾类渔获
量达５００ｇ以上；秋季虾类渔获量较高的站位有４
和１６号站位，虾类渔获量达１０００ｇ以上。结合
站位分布图可以看出，３０．２°Ｎ以北区域站位虾类
渔获量高于３０．２°Ｎ以南区域，可能是由于此区
域相较于３０．２°Ｎ以南陆地较少，远离人类聚居
区，受人类活动影响较小，生态环境相对稳定，因

此渔获量比 ３０．２°Ｎ以南区域丰富。进一步分
析，虾类渔获量较多的站位多分布在岛礁区，这

可能是因为岛礁区水深较浅，加之岛礁区周围的

泥沙底质等其他一些环境因子的影响，使得岛礁

区的环境跟虾类喜栖息在泥沙底质的浅海的生

活习性［２２］相契合，因此岛礁区周围有更多的虾类

聚集。

从虾类渔获量的季节变化上来看，秋季的渔

获量（２１７６７．７ｇ）远远大于春季的渔获量

４８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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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７６５．０ｇ），而虾类种类的季节差异（秋季 ２０
种，春季１３种）并没有渔获量差异明显，可能原
因是春季大多数虾类处于幼体时期，导致总体渔

获量偏低。

３．３　ＡＢＣ曲线分析
ＡＢＣ曲线的依据为在稳定的海洋环境中，群

落的渔获量由一个或几个大型的种占优势，且每

个种种内渔获量的分布比丰度分布显优势［２５］。

对比本次调查的ＡＢＣ曲线进行分析可知，春季丰
度曲线位于生物量曲线上方，Ｗ为负值，表示春
季舟山近岸海域虾类个体普遍较小，没有生物量

占优势的大个体，在数量上占优势的种是随机的

较小的种，此结果与主要渔获种的分析相一致，

说明舟山近岸海域的虾类群落受到严重干扰，使

该海域稳定性降低［２６］。秋季的ＡＢＣ曲线与春季
基本类似，但丰度曲线与渔获量曲线距离变大，

说明相较春季，秋季舟山近岸海域虾类群落结构

受到的干扰较小，可能主要原因是春季多数虾类

处于幼体时期，更易受到外界环境干扰，而秋季

虾类多成体，不易受到外界环境干扰，生态脆弱

性不如春季明显，因此ＡＢＣ曲线显示秋季虾类资
源状况好于春季，这与本次调查结果秋季虾类资

源多于春季虾类资源相一致。

３．４　环境因子对虾类渔获量影响分析
有些文献研究发现［２７２９］，水深、温度和盐度

等非生物环境因子是游泳动物生长、发育、分布

主要的限制因素，而水深是影响游泳动物群落结

果变化最主要的因素，但本次调查结果与之相

反。总体来说，本次调查结果显示，仅在秋季底

层温度和盐度与虾类的渔获量显著相关，其他均

无显著相关。可能与舟山近岸海域复杂的区系

特点有关。舟山近岸海域温度盐度多变，受人类

干扰强烈；而海域范围内的虾类大多为广温广盐

性种类，由此，舟山近岸海域虾类渔获量与其环

境因子无显著相关关系。秋季强烈的黑潮分支

进入舟山近岸海域，使得舟山近岸海域的温度盐

度发生重大变化，进而对虾类的渔获量产生影

响，导致秋季虾类的渔获量与温度盐度相关性显

著。

虾类渔获量分布随水深变化分布明显，春秋

两季虾类渔获量随水深变化有明显的变化，但变

化无规律和梯度。主要原因是本次调查单一物

种占比过重（安氏白虾占虾类总渔获量的５４％），

使得该物种渔获量的多少对结果产生直接影响，

由此导致虾类渔获量分布跳跃式变化，并无规律

可循。

彭道民同志参加海上样品采集，江新琴、夏陆军、毕

耜瑶和郭小雨等同志参加室内种类鉴定，谨致谢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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