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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为了解长江口江心青草沙水库的鱼类群落结构，于 2021年对该水库进行了鱼类资源调查和群落结

构分析。共采集鱼类 3 209 尾，分属于 9 目 13 科 36 属 46 种，以鲤科淡水鱼类为主；鲢（Hypophthalmichthys 

molitrix）、鳙（Aristichthys nobilis）、花 （Hemibarbus maculatus）、鲫（Carassius auratus）、刀鲚（Coilia nasus）、翘嘴

鲌（Culter alburnus）、长蛇 （Saurogobio dumerili）、花鲈（Lateolabrax japonicus）的 IRI均超过 1 000，为优势种；优

势种生态位分析显示肉食性和杂食性鱼类在食物资源和生存环境存在较高的生态位重叠，这两种鱼类种群

规模扩大受到食物、空间等资源的限制会比生态位重叠低的更大；鲢、鳙与其他鱼类生态位重叠较低，在水库

内受到的食物、空间等资源的竞争较小。年度的Margalef种类丰富度指数（D）为5. 70，Shannon-Wiener多样性

指数（H'）为 3. 01，Pielou均匀度指数（J）为 0. 78， Simpson优势度指数（C）为 0. 81，与 2015—2019年水库的调

查相比，青草沙水库鱼类物种多样性提升明显， ABC曲线表明鱼类群落结构受外界因素干扰小，总体而言，青

草沙水库鱼类更加丰富，群落处于稳中向好的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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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江口江心青草沙水库位于上海市长兴岛

上的冲积沙州青草沙上，是我国目前为止最大

的江心水库，总面积近 70 km2，有效库容 4.35 亿

m3，日供水规模为 719 万 m3［1］，水的流动主要依

赖进、出和取水口。青草沙水库取水口有细密

的隔栅和拦污网，主要用于拦截脏物和油污，但

一些个体小的鱼类及卵、仔稚鱼等会随取水入

库，库中有些鱼类也会随下游排水口的开启进

入长江。因水库常年保持稳定的有效库容，也

会形成相对稳定的鱼类群落结构。在水库建成

之初胡忠军等［2］对水库鱼类群落结构进行了调

查，共调查到 18 种鱼类。王绍祥等 2011 年［3］对
水库鱼类群落组成、多样性等进行了调查，共调

查到 22种鱼类。易欣鑫等［4］对 2015—2019年水

库鱼类群落变化进行了研究，共调查到 51 种鱼

类。表明随着水库运行时间的推移，鱼类群落

结构逐渐在发生变化，鱼类群落结构的特征会

直接影响到水库生态系统的稳定性，进而影响

到生态系统中的生物和非生物物质能量流动，

并对水质造成影响。

了解水库鱼类群落结构对水库制定管理措

施有重要参考。近年来受长江生态恢复影响，

青草沙水库鱼类种类和结构是否有所变化？结

构特点如何？群落结构是否稳定？通过调查与

分析青草沙水库的鱼类群落结构，旨在了解水

库环境、水库管理模式与鱼类之间的相关关系，

为青草沙水库水资源管理提供借鉴和为青草沙

水库的鱼类群落结构的变迁等研究提供基础

资料。

1　材料与方法

1. 1　采样区域和时间

根据水库地形、地貌、进排水及前期调查结

果，在水库内设置 8个刺网采样点（S1-S8）和 4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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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笼网点（D1-D4），样点位置见图 1。刺网规格

为长 100 m 宽 4 m，网眼大小为 2、4、6、8 和 10 cm
共 5 种，依据采样点的水深、水流等因素选择网

具，每个采样点放置刺网两条，24 h 后收取。地

笼网规格为 0.5 m×0.5 m×12 m，网眼为 4 cm；地

笼网每个网点放置两条，放置 48 h 后收取。

2021 年 分 别 在 1、3、5、7、10、12 月 共 计 采

样 6次。

1. 2　样品的保存和鉴定

采集的样本置于含冰袋的保温箱内运回实

验室进行进一步鉴定分析，并标注采样信息。量

鱼 板 测 量 长 度（±1 mm），电 子 秤 测 量 质 量

（±0.01 g）。鱼类鉴定参照《中国动物志》［5-12］，根

据唐文乔等［13］的划分方法将鱼类生态类型分为

淡水性、河口性 和洄游性 3种，食性分为滤食性、

杂食性、草食性和肉食性4种。

1.  3　分析方法

1. 3. 1　物种优势度

优势种采用 Pinkas相对重要性指数（Index of 
relative importance， IRI）进行分析，公式为

IRI = ( N + W ) × F （1）
式中：N为采集到的各种鱼类数量占全部渔获物

中数量的百分数；W为采集到的各种鱼类质量占

总渔获物质量的百分数；F 为采集到的各种鱼类

在采样周期内出现频率的百分数。划分标准为

IRI＞1 000时为优势种，500＜IRI＜ 1 000时为重

要种，200＜IRI＜500 为常见种，100＜IRI＜200
为一般种，IRI＜100为稀有种［14］。

1. 3. 2　物种多样性

鱼类群落多样性采用Margalef种类丰富度指

数（D）［15］、Shannon-Wiener 多样性指数（H'）［16］、
Pielou 均匀度指数（J）［17］、Simpson 优势度指数

（C）［18］分析［19］。Margalef 种类丰富度指数（D）是

反映鱼类资源丰富度程度的重要指标，D值越高，

鱼类资源越丰富。Shannon-Wiener 多样性指数

（H'）是反映群落结构稳定性的重要指标，群落物

种越丰富，H'越高，当水域生态环境受到胁迫时，

物种数和个体数均会减少，导致 H'降低［20］。
Pielou 均匀度指数（J）常用来衡量鱼类分布均匀

程度。Simpson 优势度指数（C）反映了鱼类群落

的多样性，C值越高，群落多样性越好。

各指数计算公式如下：

D = S - 1
ln N （2）

H' = -∑
i = 1

S

Pi ln Pi （3）
J = H'

ln S （4）
C = 1 - ∑

i = 1

S (Pi )2 （5）

图1　2021年长江口江心青草沙水库鱼类调查区域示意图
Fig. 1　A schematic diagram of the survey area of Qingcaosha Reservoir in the Yangtze River Estuary in 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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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S为全部渔获物中的种类数；N为全部渔获

物中总个体数；Pi为全部渔获物中第 i种个体Pi在

全年渔获物中的比例。

1. 3. 3　生态位

采用 Shannon 指数计算生态位宽度（Bi），采

用Pianka指数计算生态位重叠值（Qik）
［21］，计算公

式如下：

Bi = -∑
i = 1

R

Pij ln Pij （6）

Qik = ∑
i = 1

R

Pij Pkj ∑
j = 1

R

P2
ij∑

j = 1

R

P2
kj （7）

式中：R为本年度调查的总次数；Pij和Pkj分别为种

类 i 和种类 k 在 j 调查时的个体数占总个体数的

比例［22］。
生态位宽度按时间可以分为春季、夏季、

秋季、冬季［23］。Bi 为生态位宽度，值越大表明

该物种适应环境和利用生态资源的潜力越

大，根据生态位宽度可将鱼类划分为广生态

位种（Bi≥1）、中生态位种（0.6≤Bi<1）和窄生

态位种（0.6＜Bi）。生态位重叠可以反映群落

中不同鱼类对资源利用的相似性，值越大则

两种鱼类对资源的利用重叠度越高，一般用

Qik 表示生态位重叠，Qik 值越大则重叠程度越

高，Qik＞0.3 则重叠有意义，Qik＞0.6 为显著重

叠［24］。本研究选取优势种作为生态位分析的

研究对象。

1. 3. 4　丰度生物量曲线

丰度生物量曲线（简称 ABC 曲线）被用来检

测鱼类群落种类组成变化和受干扰程度。ABC
曲线统计量 W 为正值时对应生物量曲线在丰度

曲线之上，表明群落处于未受外界干扰状态；当

统计量 W 为负值时对应生物量曲线在丰度曲线

之下，表明群落受到严重的外界干扰［25］。ABC曲

线公式如下：

W = ∑
i = 1

S (Wi - Ni )50 (S - 1) （8）
式中：Wi和 Ni为 ABC 曲线中第 i种鱼类对应的生

物量和丰度的累积百分比；S 为渔获物中鱼类种

类数。

1. 4　统计分析

用 PRIMER 6 软件进行分析，使用 ArcMap 
10.8、Excel进行绘图。

2　结果

2. 1　鱼类组成

2021 年共采集鱼类 3 209 尾 ，总质量为

943 816.13 g。经鉴定共有鱼类 46种，分属于 9目

13科 36属（附录），以鲤形目鲤科鱼类为主，鲤形

目28种鱼类中鲤科有27种（图2）。

2. 2　食性和生态类型

肉食性鱼类最多，有 24 种，占总种类数的

52%；杂食性鱼类有 18种，占 39%；草食性和滤食

性鱼类均只有 2种。从生态习性来看，淡水性鱼

类最多，有 31种，种类数占比 67%；其次是河口性

鱼类，有 11 种，占比 24%；洄游性鱼类有 4 种，占

比9%。

图2　2021年长江口江心青草沙水库渔获物中鱼类分类组成
Fig. 2　The fish classification composition of Qingcaosha Reservoir in the Yangtze River estuary in 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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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3　鱼类优势度

Pinkas 相对重要性指数分析得出，在青草沙

水库鱼类中，鲢、鳙、花 、鲫、刀鲚、翘嘴鲌、长蛇

、花鲈等 8种为优势种；重要种有贝氏 、银 ；

常见种有鳊和 2 种；一般种有斑尾刺虾虎鱼、

鲤、凤鲚 3 种（表 1）。这些鱼类在青草沙水库大

多一年四季均有捕获。

2. 4　鱼类多样性

2021年青草沙水库全年鱼类的Margalef种类

丰富度指数（D）为 5.70，Shannon-Wiener 多样性

指数（H'）为 3.01，Pielou 均匀度指数（J）为 0.7，
Simpson优势度指数（C）为0.81。

2. 5　生态位

2. 5. 1　生态位宽度

依据生态位宽度公式计算出 2021 年度青草

沙水库鱼类优势种生态位宽度为0.371 9~0.883 3，
其中鲢（0.371 9）生态位宽度最低，刀鲚（0.883 3）
生态位宽度最高（表1）。

2. 5. 2　生态位重叠

依据生态位重叠公式计算出青草沙水库中

花 和翘嘴鲌生态位重叠最高（0.935 7），其次为

翘嘴鲌和花鲈（0.928 9），刀鲚和长蛇鮈的生态位

重叠同样很高（0.928 3），翘嘴鲌和鳙的生态位重

叠最低（0.146 0），见表 2，重叠度最高的和最低的

相差6.4倍。

2. 6　ABC曲线特征

用 2021 年长江口江心青草沙水库采集到的

鱼类的生物量和丰度构建群落ABC曲线，生物量

曲线位于丰度曲线之上，且W=0.109，表明青草沙

水库鱼类没有受到严重干扰（图3）。

表1　2021年长江口江心青草沙水库鱼类相对重要性指数（IRI）及优势鱼类生态位宽度
Tab. 1　The relative importance index （IRI） of fish and niche breadth of dominant fish in Qingcaosha Reservoir of 

the Yangtze River Estuary in 2021

物种 species
鲢Hypophthalmichthys molitrix

鳙Aristichthys nobilis

花  Hemibarbus maculatus

鲫Carassius auratus

刀鲚Coilia nasus

翘嘴鲌Culter alburnus

长蛇  Saurogobio dumerili

花鲈Lateolabrax japonicus

贝氏  Hemiculter bleekeri

银  Squalidus argentatus

鳊Parabramis pekinensis

 Hemiculter leucisculus

斑尾刺虾虎鱼Acanthogobius ommaturus

鲤Cyprinus carpio

凤鲚Coilia mystus

尖头鲌Culter oxycephalus

日本鳗鲡Anguilla japonica

大银鱼Protosalanx hyalocranius

蒙古鲌Culter mongolicus

团头鲂Megalobrama amblycephala

鲻Mugil cephalus

半  Hemiculterella sauvagei

半滑舌鳎Cynoglossus semilaevis

相对重要性
指数 IRI
3 160.3
3 026.6
2 225.4
1 676.4
1 461.3
1 426.2
1 100.3
1 033.4

730.9
642
466.1
289.2
136.2
130.4
129.3

93.5
87.3
75.7
71.1
70.7
54.1
53.4
24.5

生态位宽度
Niche width

0.371 9
0.504 8
0.787 9
0.805 2
0.883 3
0.515 1
0.879 6
0.697 0

物种 species
胭脂鱼Myxocyprinus asiaticus

鳡Elopichthys bambusa

拉氏狼牙虾虎鱼Odontamblyopus lacepedii

瓦氏黄颡鱼Pelteobagrus vachelli

细鳞鲴Xenocypris microlepis

似鳊Pseudobrama simoni

黄尾鲴Xenocypris davidi

大鳍  Acheilognathus macropterus

黄颡鱼Pelteobagrus fulvidraco

达氏鲌Culter dabryi

舌虾虎鱼Glossogobius giuris

圆吻鲴Distoechodon tumirostris

草鱼Ctenopharyngodon idellus

香斜棘  Repomucenus olidus

似刺鳊  Paracanthobrama guichenoti

光泽黄颡鱼Pelteobagrus nitidus

红鳍原鲌Cultrichthys erythropterus

六带鲹Caranx sexfasciatus

银鲴Xenocypris argentea

暗纹东方鲀Takifugu obscurus

兴凯  Acheilognathus chankaensis

居氏银鱼Salanx cuvieri

纹缟虾虎鱼Tridentiger trigonocephalus

相对重要性
指数 IRI

19.5
13.2

7.6
7.1
4.3
4.1
4
3.9
3.3
3.2
3.2
2.9
2.8
2.5
2.2
1.6
0.9
0.8
0.7
0.7
0.6
0.6
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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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讨论

3. 1　种类

自 2010 年水库建成以来，2010 年共调查到

18 种［2］，2011 年调查到 22 种［3］，2015—2019 年 5
年共调查到 51 种，但单年调查最高种类为 31
种［4］，而在 2021年的调查中共采集到鱼类 46种，

青草沙水库鱼类种类近 10年来有了大幅度上升，

分析其原因一方面在水库建成之初，鱼类数量较

少，不易调查到。随着水库运行管理，水库内环

境日趋稳定，鱼类在水库内繁衍生息，种群数量

出现增长，加之水库近年来投放相当数量的鱼

类，水库取水时鱼卵、仔雅鱼、幼鱼也会进入水

库，这些因素为水库鱼类种类数提升提供了

可能。

3. 2　鱼类群落特征

鱼类种类以鲤形目为主，2021年共调查到鲤

形目鱼类 28种；从鱼类食性来看肉食性鱼类和杂

食性鱼类占据绝对优势；从生活习性来看，淡水

性鱼类占三分之二，这与易欣鑫等调查到的水库

以淡水性鲤科鱼类为主的状态相似［4］。从 2021

年调查结果来看，青草沙水库仍然会是鲤科鱼类

在水库内占据优势，肉食性鱼类因水库内丰富的

小型鱼类提供了充足的饵料，会持续保持自己的

优势地位。淡水性鱼类因青草沙水库的蓄水功

能的提升，水库进一步淡化，加上历年投放的均

为鲢、鳙、翘嘴鲌等淡水性鱼类，使得它们在水库

中继续维持优势地位。

青草沙水库中有鲢、鳙、花 、鲫、刀鲚、翘

嘴鲌、长蛇 、花鲈这八种优势种，与胡忠军等［2］

调查到的贝氏 、刀鲚、鲫三种优势种有所差

别；与易欣鑫等［4］调查到的鲢、鳙、鲫三种优势

种相比数量有所增加。水库在上游湖心岛周边

水生植物丰富，各处水深差异较大，在进水口附

近存在冲击区，富含丰富的饵料生物；在水库下

游水深较深，水草较少，这些为水库内鱼类的生

长繁殖提供了良好的自然和生物条件，保证了

鱼类数量稳步提高，形成了鱼类多样性上升，鱼

类群落结构更加复杂，优势种数量增多的现象。

如表 3，2021 年全年青草沙水库的 Margalef
种类丰富度指数（D）为 5.7，与水库 2010 年和

2015—2019 年调查到的数据相比有较大提高，

可见水库内鱼类资源丰富程度有了很大提高。

2021 年全年的 Shannon-Wiener 多样性指数（H'）
为 3.01，与 2010 年和 2015—2019 年调查到的数

据相比有较大提高，反映了水库内鱼类多样性

有很大丰富。2021 年全年的 Pielou 均匀度指数

（J）为 0.78，与 2015—2019 年调查到的最高值

0.83 相比有所降低，但比最低值 0.76 略高，总体

来看近几年鱼类均匀度没有发生明显变化。在

2021年青草沙水库中 Simpson 优势度指数（C）为

0.81，与 2010 年相比有了很大提高，优势度上升

明显。综合表 4数据来看，2021年水库内各指数

表2　2021年长江口江心青草沙水库优势鱼类生态位重叠
Tab. 2　Niche overlap of dominant fish in Qingcaosha Reservoir of the Yangtze River Estuary in 2021

物种
Species

鲢Hypophthalmichthys molitrix

鳙Aristichthys nobilis

花 Hemibarbus maculatus

鲫Carassius auratus

刀鲚Coilia nasus

翘嘴鲌Culter alburnus

长蛇  Saurogobio dumerili

鳙Aristichthys 
nobilis

0.570 3

花
Hemibarbus 
maculatus

0.414 1
0.351 7

鲫Carassius 
auratus

0.871 0
0.898 5
0.470 5

刀鲚
Coilia 
nasus

0.569 9
0.477 5
0.666 6
0.452 1

翘嘴鲌
Culter 

alburnus

0.170 0
0.146 0
0.935 7
0.218 2
0.374 9

长蛇
Saurogobio 

dumerili

0.291 4
0.438 6
0.756 4
0.452 1
0.928 3
0.543 8

花鲈
Lateolabrax 

japonicus

0.206 0
0.459 0
0.927 8
0.420 9
0.482 9
0.928 9
0.672 9

图3　长江口江心青草沙水库2021年鱼类群落ABC曲线
Fig. 3　ABC curve of fish community in Qingcaosha 

Reservoir of the Yangtze River Estuary in 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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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维持在较高的水平，与 2010 年和 2015—2019
年做出的指数相比大部分有了较大的提高，与

长江内［26-27］相比鱼类资源丰富程度和均匀程度

还明显偏低，鱼类多样性已经略高于长江部分

区域。

3. 3　鱼类群落结构

对优势种进行生态位分析，生态位宽度显示

所有优势种均不是广生态位种，但花 、鲫、刀

鲚、长蛇 、花鲈属于中生态位种，鲢、鳙、翘嘴鲌

属于窄生态位种。生态位宽度的意义表明花 、

鲫、刀鲚、长蛇鮈、花鲈对环境的适应能力和利用

水库内资源的潜力更大，鲢、鳙、翘嘴鲌适应能力

和资源利用能力相对较弱，特别是鲢生态位宽度

最低，如环境发生改变，鲢可能受环境变化影响

最大。优势种的生态位重叠显示，花 和翘嘴鲌

的生态位重叠最高，依据生态位重叠的意义和二

者在水中生活的区域和食性分析，它们虽然在生

活的水层和食性上存在差异，但因为在青草沙水

库中它们主要分布在上游浅水区，水深较浅，生

活区域重合较大，因此二者在食物和空间资源利

用上存在重叠，相互之间竞争激烈。此外花 和

花鲈、翘嘴鲌和花鲈、长蛇 和刀鲚这 3组生态位

重叠也在 0.9 以上，它们之间在食物和空间分布

上也存在类似的竞争。翘嘴鲌和鳙的生态位重

叠最低，二者在摄食方面存在较大差异，且鳙在

下游水深较深处分布较密集，在当前环境下它们

之间的竞争很小。此外翘嘴鲌和鲢，翘嘴鲌和

鲫，长蛇 和鲢，花鲈和鲢的生态位重叠均小于

0.3，表明它们在当前环境下对资源的竞争不明

显。通过对优势种的生态位分析，可以看到当前

条件下水库内肉食性和杂食性鱼类的生态位宽

度较宽，生态位重叠较高，虽然适应环境能力较

强但食物资源和生存空间环境存在重叠，对资

源的竞争会在一定程度上限制这两个类群的大

幅度扩大。鲢鳙鱼类在当前环境下在生存资源

方面竞争较小，但是因为鲢、鳙不能在水库内自

繁，如没有投放，种群也不会有太大变化；如投

放则会影响到水环境，水环境也会影响到种群

的生长。

ABC曲线分析表明，青草沙水库鱼类群落结

构总体上没有受到干扰，群落稳定性好。与易欣

鑫等［4］ABC 曲线分析结果相类似，现行的鱼类群

落结构可能会在一定的时间内维持动态平衡。

因此，可以推断水库管理方式对水库鱼类来说是

合理和有效的。

总体来看，水库内鱼类的群落结构近年来趋

于稳定，已经形成了具有水库特色的鱼类群落结

构。从趋势发展来看，未来水库内鱼类多样性会

进一步丰富，整体鱼类群落结构将变得更为稳

固，水库与水库内的鱼类作为一个有机的整体会

相互促进，协调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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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sh community structure of Qingcaosha Reservoir in the Yangtze River 
Estuary in 2021

XING Shuo1，2， ZHANG Cheng1，2， CHEN Lijing1，2， GONG Xiaoling1，2

（1. Key Laboratory of Exploration and Utilization of Aquatic Genetic Resources， Ministry of Education， Shanghai Ocean 

University， Shanghai  201306， China； 2. National Experimental Teaching Demonstration Center of Aquatic Science， Shanghai 

Ocean University， Shanghai  201306， China）

Abstract: In order to understand the fish community structure in Qingcaosha Reservoir in the Yangtze River 
estuary， the fish resources investigation and community structure analysis were carried out in 2021.  A total of 
3209 individuals were collected， identified and classified into 9 orders， 13 families ，36 genera and 46 
species.  The freshwater carnivorous fish species are the largest.  The Index of Relative Importance，IRI of 
Hypophthalmichthys molitrix， Aristichthys nobilis， Hemibarbus maculatus， Carassius auratus， Coilia nasus， 
Culter alburnus， Saurogobio dumerili and Lateolabrax japonicus were more than 1 000 and all were dominant 
species. The niche analysis of dominant species showed that carnivorous and omnivorous fish had higher niche 
overlap in food resources and living environments.  The population expansions of the two groups of fish should 
be more limited by food， space and other resources than the low niche overlap groups.  The niche overlap 
among Silver carp， Bighead carp and other fish is lower， and the competitions for food， space and other living 
resources in the reservoir are also lower.  In 2021， the Margalef species richness index（D） was 5. 70， the 
Shannon-Wiener diversity index（H'） was 3. 01， the Pielou evenness index（J） was 0. 78， and the Simpson 
dominance index（C） was 0. 81.  Compared with the results of fish diversity and the community structure from 
2015 to 2019 in the Reservoir ， the diversity index is increasing significantly.  The ABC curve analysis 
showed that the community structure was less disturbed by external factors.
Key words: Yangtze River Estuary； Jiangxin Reservoir； fish assemblage structure； ecological niche； fish 
divers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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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长江口江心青草沙水库2021年鱼类目录及食性生态分布
Appendix Fish catalogue and feeding ecological distribution of Qingcaosha Reservoir in the 

middle of Yangtze River Estuary in 2021
目

Order
鳗鲡目 Anguilliformes
鲱形目 Clupeiformes

鲤形目 Cypriniformes

鲇形目Siluriformes

鲑形目 Salmoniformes

鲻形目 Mugiliformes
鲈形目 Perciformes

鲽形目 
Pleuronectiformes
鲀形目 
Tetraodontiformes

科
Family

鳗鲡科 Anguillidae
鳀科 Engraulidae

鲤科 Cyprinidae

胭脂鱼科 Catostomidae
鲿科 Bagridae

银鱼科 Salangidae

鲻科 Mugilidae
科 Serranidae

虾虎鱼科 Gobiidae

科Callionymidae
鲹科 Carangidae

舌鳎科 Cynoglossidae
鲀科 Tetraodontidae

属
Genus

鳗鲡属 Anguilla
鲚属 Coilia

蛇 属 Saurogobio
鲴属 Xenocypris

银 属 Squalidus
属 Acheilognathus

圆吻鲴属 Distoechodon
鲂属 Megalobrama
鳊属 Parabramis

似鳊属 Pseudobrama
似刺鳊 属 Paracanthobrama

属 Hemibarbus
原鲌属 Cultrichthys

鲌属 Culter

鳙属 Aristichthys
鲢属 Hypophthalmichthys

鲫属 Carassius
鲤属 Cyprinus

草鱼属 Ctenopharyngodon
属 Hemiculter

半 属Hemiculterella
鳡属 Elopichthys

胭脂鱼属 Myxocyprinus
黄颡鱼属 Pelteobagrus

银鱼属 Salanx
大银鱼属 Protosalanx

鲻属 Mugil
花鲈属 Lateolabrax

缟虾虎鱼属 Tridentiger
舌虾虎鱼属 Glossogobius

狼牙虾虎鱼属Odontamblyopus

刺虾虎鱼属Acanthogobius

斜棘 属Repomucenus

鲹属 Caranx

舌鳎属 Cynoglossus

东方鲀属 Takifugu

物种
Species

日本鳗鲡 Anguilla japonica
凤鲚Coilia mystus
刀鲚Coilia nasus

长蛇  Saurogobio dumerili
银鲴Xenocypris argentea

细鳞鲴Xenocypris microlepis
黄尾鲴Xenocypris davidi
银  Squalidus argentatus

兴凯  Acheilognathus chankaensis
大鳍  Acheilognathus macropterus
圆吻鲴Distoechodon tumirostris

团头鲂Megalobrama amblycephala
鳊Parabramis pekinensis
似鳊Pseudobrama simoni

似刺鳊  Paracanthobrama guichenoti
花  Hemibarbus maculatus

红鳍原鲌 Cultrichthys erythropterus
翘嘴鲌 Culter alburnus

蒙古鲌 Culter mongolicus
尖头鲌 Culter oxycephalus

达氏鲌 Culter dabryi
鳙 Aristichthys nobilis

鲢 Hypophthalmichthys molitrix
鲫 Carassius auratus
鲤 Cyprinus carpio

草鱼 Ctenopharyngodon idella
 Hemiculter leucisculus

贝氏  Hemiculter bleekeri
半  Hemiculterella sauvagei

鳡 Elopichthys bambusa
胭脂鱼 Myxocyprinus asiaticus
黄颡鱼 Pelteobagrus fulvidraco

瓦氏黄颡鱼 Pelteobagrus vachelli
光泽黄颡鱼 Pelteobagrus nitidus

居氏银鱼 Salanx cuvieri
大银鱼 Protosalanx hyalocranius

鲻 Mugil cephalus
花鲈 Lateolabrax japonicus

纹缟虾虎鱼 Tridentiger trigonocephalus
舌虾虎鱼 Glossogobius giuris

拉氏狼牙虾虎鱼Odontamblyopus 
lacepedii

斑尾刺虾虎鱼Acanthogobius ommaturus

香斜棘  Repomucenus olidus

六带鲹 Caranx sexfasciatus

半滑舌鳎 Cynoglossus semilaevis

暗纹东方鲀 Takifugu obscurus

食性
Diet

C
C
C
O
O
O
O
O
O
O
O
H
O
O
C
C
C
C
C
C
C
F'
F'
O
O
H
O
O
O
C
O
C
C
C
C
C
O
C
C
C
C
C
O
C
C
C

生态类型
Ecotype
M
M
M
F
F
F
F
F
F
F
F
F
F
F
F
F
F
F
F
F
F
F
F
F
F
F
F
F
F
F
F
F
F
F
E
E
E
E
E
E
E
E
E
E
E
M

注：C为肉食性； O为杂食性； H为草食性； F'为滤食性； F为淡水性； E为河口性； M为洄游性。
Notes：C.carnivorousness； O.omnivory； H.herbivority； F'.filterfeeding； F.freshwater； E.estuary； M.mig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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