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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为了考察春夏季闽江口和兴化湾鱼类数量特征!利用 $%%B 年 " 月"春季#和 # 月"夏

季#这两个海域渔业资源调查资料!研究这两个不同生态类型海域鱼类密度的时空分布!分

析优势种特征&以及地形地貌&海流和水文等因素对鱼类分布的影响$ 结果表明!春季闽江

口鱼类重量密度"&<=8!& cZ@cE

$

#和尾数密度"&=8B# q&%

!

GIO@cE

$

#都低于兴化湾重量密

度"<!B8" cZ@cE

$

#和尾数密度"&#8?! q&%

!

GIO@cE

$

#!夏季相反!闽江口鱼类重量密度

"& ?$B8B! cZ@cE

$

# 和尾数密度 " &=B8B& q&%

!

GIO@cE

$

# 远远大于兴化湾重量密度

"& !?B8$% cZ@cE

$

#和尾数密度"=B8&= q&%

!

GIO@cE

$

#$ 这些与闽江口和兴化湾鱼类资源

生态特征有一定的关系'依据优势性分析!在兴化湾!优势种以地方种为主!除了六指马鲅!

其它主要优势种优势性不明显!对总密度变化的贡献不大$ 而闽江口!优势种大多是洄游

性经济鱼类!其中凤鲚重量密度和尾数密度明显高于其它优势种$ 春季洄游性鱼类尚未游

到闽江口海域产卵!这是闽江口鱼类资源重量密度远远小于兴化湾的原因$ 夏季有较多鱼

类洄游到闽江口!是这一海域鱼类数量激增的主要原因$ 春季!鱼类重量密度高值出现在

闽江口南部!主要是南部出现了前鳞鲻&凤鲚&龙头鱼等洄游性经济鱼类$ 在兴化湾!洄游

性鱼种六指马鲅和竹鱼!地方性鱼种皮氏叫姑鱼和鳐科! 科鱼类大量出现湾口!这是该

水域鱼类数量较高的原因$

关键词! 鱼类% 优势种% 密度% 闽江口% 兴化湾

中图分类号! 1#!$8"'''''''文献标识码'-

''闽江口海域属于典型的亚热带河口海域* 兴

化湾及邻近海域"以下简称%兴化湾&#位于闽江

口海域附近!属于典型的亚热带海湾* 近年来!徐

兆礼(& ;$)利用 $%%? 年的调查资料!分别研究了瓯

江口海域鱼类数量的平面分布和季节变化规律'

鱼类群落种类的组成和多样性变化* 此外!蔡萌

等(!)研究了浙江三门湾冬夏季鱼类种类组成和

数量变化!陈华等(")研究了春夏季舟山渔场衢山

岛海域!对鱼类数量变化* 这些研究为了解东海

沿岸河口和港湾鱼类生态学提供了基础知识* 然

而!对典型亚热带河口海湾鱼类数量变化的研究

报道较少* 在国际上!河口和海湾鱼类现场生态

学的研究非常活跃* +6P9U[等(=)调查了澳大利亚

北昆士兰凯恩斯港产卵的鱼类和虾类的群落*

CFU79[[F等(<)分析了盐度梯度在形成河口鱼类群

落结构中的作用* 47FUc等(?)对南非/F7K9湾海域

鱼类群落的季节变化进行的调查* 河口和海湾往

往是鱼类的产卵场(B ;#)和索饵场(&%)

* 因此!无论

对河口还是对海湾鱼类数量变化规律的研究都具

有重要的意义*

海湾与河口是两个差别明显的海洋生态系统*

在纬度和气候条件接近的条件下!比较河口与海湾

鱼类数量变化差异!深入探讨这些差异形成与环境

之间的因果关系!有助于从科学上对河口与海湾鱼

类生态学有更多的认识* 本文在对兴化湾和闽江

口鱼类数量变化和分布特征研究的基础上!进一步

比较它们鱼类数量变化与海洋生态特征之间的联

系!可以作为我国海洋鱼类生态学研究基础的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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补充!也为海洋工程建设中渔业资源保护和生态修

复措施方案的制定等提供基础资料*

&'材料与方法

!"!#调查地点和采样方法

$%%B 年 " 月 &" ;&< 日"春季#'# 月 ! ;< 日

"夏季#在兴化湾水域布设 &< 个站"图 &DF#+于

$%%B 年 " 月 &? ;&# 日"春季#'# 月 ? ;# 日"夏

季#在闽江口水域布设 &$ 个站位"图 &DP#进行鱼

类学调查+调查采用单拖网"?8= Eq!8= E#!网

目范围 $8= &̂$ NE!其中囊网网目 $8= NE!上部

网衣 &$ NE!中部网衣 B NE* 每网拖曳 %8= J!平

均拖速 "8<! cE@J"即 $8= 节#!采样按3海洋水产

资源调查手册4

(&")进行* 对渔获物中鱼类进行分

物种的重量和尾数统计*

图 !#调查站位分布

F8兴化湾+ P8闽江口*

J6@"!#L27B>6?@ 9H2H6=?9

F8_GIZJMFCFV+ P8RGIeGFIZ 3K[MFUV8

!"$#数据处理方法

鱼类资源密度的估算采用扫海面积法(&$)

*

在拖网统计结果基础上!计算各站位重量密度和

尾数密度!公式如下$

#

,

;7

,

C%

,

@

式中!

#

%

为第%站的鱼类资源密度"重量$cZ@cE

$

+

尾数$&%

!

GIO@cE

$

#+=

%

为第 %站的每小时拖网渔

获物中鱼类数量"重量$cZ@J+尾数$GIO@J#+4

%

为

第%站的网具每小时扫海面积"cE

$

@J# (网口水

平扩张宽度"cE#"本网具为 %8%%? = cE# q拖曳

距离"cE#)!拖曳距离为拖网速度"cE@J#和实际

拖网时间"J#的乘积+ A 为网具捕获率"可捕系

数l& ;逃逸率#!依据本拖网网具!重量逃逸率

取 %8=!尾数逃逸率取 %8=

(&!)

*

用AGIcFK等(&")的相对重要性指数 >$>来研

究鱼类某一优势种的优势度!计算公式如下$

IHI;"A+ >X+# YG+

式中!Ei为某一优势种尾数占总尾数的百分比+

Ki为该物种重量占总重量的百分比+!i为某一

物种出现的站数占调查总站数的百分比*

分析优势种对总重量"或总尾数#变化的影

响!先以总重量"或总尾数#为因变量!各优势种

重量"或尾数#为自变量!根据逐步回归中 9值和

相应的置信度 C"Cf%8%=#值筛选出对总重量

"或总尾数#回归方差贡献显著的优势种!然后计

算标准回归系数"

!

#* 标准回归系数作为优势种

对总重量"或总尾数#贡献指数值!用于研究对总

丰度 变 化 的 影 响! 具 体 计 算 方 法 参 考

4JUGK[9IK9I

(&=)

*

$'结果

$"!#闽江口和兴化湾鱼类平均密度

春季和夏季兴化湾鱼类重量密度分别为

<!B8" 和 & !?B8$% cZ@cE

$

!尾数密度为 &#8?! q

&%

!和 =B8&= q&%

!

GIO@cE

$

*

春季和夏季闽江口鱼类重量密度分别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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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和 & ?$B8B! cZ@cE

$

!尾数密度为 &=8B# q

&%

!和 &=B8B& q&%

!

GIO@cE

$

*

$"$#闽江口外海域鱼类密度的分布特征

在春季!闽江口鱼类重量密度较高水域位于

调查区北部的 &$ 号站"$<8%<�,!&&#8?<�3#* 最

高重量密度为 "B&8"% cZ@cE

$

"图 $#* 主要品种

为梭鱼"I+(%)*'%+1#这一规格较大的经济鱼类*

此外!中部海域的 # 号站位!& 号和北部水域的 &&

号站位也有较高的重量密度 "图 $ #!分别为

$?$8?%!$$$8BB 和 $&<8B# cZ@cE

$

* 分别主要由

中国 花 鲈 " W495')4:04;64/+)49+*#' 龙 头 鱼

"#40&'2'. .5,505+*#'棘头梅童鱼 "='))%/,9,1*

)+/%2+*#和凤鲚"='%)%4 61*9+*#构成*

图 $#闽江口和兴化湾鱼类重量密度分布"F@aF7

$

#

J6@"$#*69H563:H6=?=<<69I6?R86@IH6?HI8S6?V62?@ /9H:25C 2?;c6?@I:2 E2C

''春季!闽江口鱼类尾数密度较高水域在南部

的 " 号和 = 号站位 "图 $ #!鱼类密度分别为

$B8BB q&%

!和 $?8<& q&%

!

GIO@cE

$

* 主要是由

小眼绿鳍鱼"=,5)%2'.%/,9,1**&%.'*+*#组成* 此

外在北部的 &% 号和 && 号站位也有一个尾数密

度较高水域!鱼类密度分别为 $$8$$ q&%

!和

$$8!% q&%

!

GIO@cE

$

"图 $#!主要是由凤鲚和棘

头梅童鱼组成*

夏季闽江口鱼类重量密度较高水域位于调查

区南部的 &!"!= 和 B 号站位!鱼类重量密度分别

为 $ #="8&#!! !!?8=%!$ ="B8&" 和 $ !$&8?? cZ@

cE

$

* & 和 = 号站位主要种类是凤鲚!" 和 B 号站

位主要是前鳞鲻""402%.5))4 O+.4*%#*

夏季闽江口鱼类尾数密度较高水域也是南部

的 &!"!= 和 B 号站位!密度分别是 !!%8&B q&%

!

!

$&?8?= q&%

!

!!!=8%" q&%

!和 $%"8B" q&%

!

GIO@

cE

$

* 主要种类和站位相同!也是凤鲚和前鳞鲻*

$"%#兴化湾海域鱼类密度的分布特征

春季!兴化湾鱼类重量最高密度出现在中部

近湾口的 = 号站位"图 $#!密度为 & B%<8$# cZ@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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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E

$

* 主要 由 规 格 较 大 的 奈 氏 " 34*149%*

.4?40045#构成* 其次是南日岛以南的 &= 和 &<

号站位!密度分别为 & !=#8%# cZ@cE

$和 & $=%8!"

cZ@cE

$

* 主要都是由许氏犁头鳐 "$,%.':49'*

*/,)5(5)%%#组成*

春季!兴化湾南日岛以南的 &!!&= 和 < 号站

位是鱼类尾数密度最高的水域"图 $#!鱼类尾数

密度分别为 &%$8=# q&%

!

!!B8BB q&%

!和 !#8$? q

&%

!

GIO@cE

$

* 主要都是因为出现了大量的竹鱼

"@04/,+0+*84&'.%/+*#的缘故*

夏季!兴化湾鱼类重量密度较高水域主要是

位于湾口的 && 号站位!鱼类重量密度远远高于其

它站位!为 = &&B8<$ cZ@cE

$

!主要由规格较大的

尖嘴 "34*149%*O+(5%#和奈氏 构成* 其次是位

于南日岛以南的 &! 号站位!重量密度为 $ #%&8<!

cZ@cE

$

!主要由尖嘴 构成* 另外!江阴半岛以

西的 ! 号站位!也有较高的重量密度!为 $&!&8&%

cZ@cE

$

!主要由六指马鲅"C')1.56+**5;940%+*#构

成* 尾数密度较高的则是湾口的 && 号和 " 号站

位!前者 &=!8%< q&%

!

GIO@cE

$

!后者 &$B8$" q&%

!

GIO@cE

$

* 六指马鲅和皮氏叫姑鱼均为这两个站

位的主要鱼种*

图 %#闽江口和兴化湾鱼类尾数密度分布"!]

%

6?;aF7

$

#

J6@"%#*69H563:H6=?=<<69I6?;;8?96HC 6?HI8S6?V62?@ /9H:25C 2?;c6?@I:2 E2C"!]

%

6?;aF7

$

#

$"+#主要优势种相对重要性指数

从优势种的数量特征可见!春季小眼绿鳍鱼

是闽江口最重要的鱼类!主要是其尾数密度和出

现率最高* 尽管重量密度并不高!但相对重要性

指数>$>明显高于其它物种* 而兴化湾最重要的

种类是竹鱼!依据个体生物学特征测定的结果!

这些竹鱼几乎都是幼鱼构成!由此可见!! ;"

月是竹鱼的一个重要的产卵季节*

夏季凤鲚是闽江口海域最重要的鱼类物种!

其次是短吻舌鳎"=1.'()'**+*42205?%49+*#* 其中

凤鲚鱼类重量和尾数百分比远远超过其他种类!

凤鲚每个站位均有出现!他们相对重要性指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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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明显大于其他优势种* 在兴化湾!六指马鲅和

皮氏叫姑鱼"T',.%+*:5)5.(50%%#尾数密度远远大

于其它鱼类!而且每个站位均有出现* 是夏季兴

化湾最重要的鱼类优势种*

$",#优势种数量对鱼类总数量的贡献

在闽江口!春季总重量密度仅与龙头鱼

"#40&'2'. .5,505+*#的相关!而与其他优势种的

相关关系不明显* 而同期总尾数密度与龙头鱼和

凤鲚相关!且贡献率均为 %8?&* 夏季总重量密度

变化与所有优势种不相关的!总尾数密度仅仅与

凤鲚数量变化有关* 依据贡献率
!

值!凤鲚对总

重量都有较大的贡献!

!

值为 %8<B*

在兴化湾!春季总重量密度仅与长吻红舌鳎

"=1.'()'**+*)4/,.50%#和许氏犁头鳐的相关* 总

尾数密度与所有优势种的相关关系都不明显* 夏

季 总 重 量 密 度 变 化 与 海 鳗 " I+045.5*';

/%.505+*#'尖嘴 和六指马鲅相关!其中海鳗对总

重量密度贡献最为明显!

!

值为 %8?!* 总尾数密

度仅仅与六指马鲅数量变化有关*

!

值为高达

&8%<*

表 !#鱼类主要优势种生态特征

123"!#/)=>=@6)2>)I252)H85=<726?<69I;=76?2?H9B8)689

时间

[GE9

地点

:7FN9

优势种

O6EGIFI[K:9NG9K

重量密度

"cZ@cE

$

#

H9GZJ[

O9IKG[V

尾数密度

"GIO@cE

$

#

GIOGbGOMF7

O9IKG[V

出现频率"i#

6NNMUU9IN9

\U9hM9INV

K

"i#

E

"i#

>$>

" 月

-:U8

兴化湾

_GIZJMF

CFV

竹鱼 @04/,+0+*84&'.%/+* #8#" ? #!$8&= $!8%B $8$& =<8< &!8=?

日本单鳍电鳐 E40F584&'.%/4 &"%8<& ="8&< $!8%B %8!# !&8$= ?8!%

紫斑舌鳎

=1.'()'**+*&+0&+05'64/+)49+*

$?8"? <<"8<= !%8?? "8?" <8& !8!"

许氏犁头鳐 $,%.':49'**/,)5(5)%% =#8%$ &??8#" $!8%B &8$? &!8&$ !8!$

斑鳐 $484 F5.'85% =$8= #"8=# $!8%B %8<? &&8<? $8B=

长吻红舌鳎 =1.'()'**+*)4/,.50% $!8&$ # ?8<# %8%< =8&" %8"%

闽江口

RGIeGFIZ

3K[MFUV

小眼绿鳍鱼 =,5)%2'.%/,9,1**&%.'*+* =8#? < $$=8$! &%% !8<& !#8&? "$8?B

凤鲚 ='%)%4 61*9+* &=8#$ & ??&8=# &%% #8<! &&8&= $%8?B

龙头鱼 #40&'2'. .5,505+* &#8#" & B=%8=$ B!8!! &$8%< &&8<" &#8?=

紫斑舌鳎

=1.'()'**+*&+0&+05'64/+)49+*

&!8$ !?B8B< =% ?8## $8!B =8&#

中国花鲈 W495')4:04;64/+)49+* $%8&! #"8$B &<8<? &$8&B %8=# $8&!

梭鱼 I+(%)*'%+1 !=8!" &!8%# B8!! $&8!B %8%B &8?#

# 月

19:8

兴化湾

_GIZJMF

CFV

六指马鲅 C')1.56+**5;940%+* $$=8"" $? %!?8#& &%% &B8$$ "<8"B <"8?%

皮氏叫姑鱼 T',.%+*:5)5.(50%% #$8?! < %"!8"= &%% ?8"# &%8!# &?8BB

尖嘴 34*149%*O+(5% $!&8!? <&?8%= =?8&" &B8? &8%< &&8$#

赤 34*149%*4F485% &&#8#! B%#8&? =?8&" #8<# &8!# <8!!

鹿斑
$

"5/+9'00+/'.%+* B8!= " B!!8#< =% %8<? B8!& "8"#

海鳗 I+045.5*';/%.505+* ?$8<$ =?#8B# =?8&" =8B? & !8#!

闽江口

RGIeGFIZ

3K[MFUV

凤鲚 C*5+2'0,'6:+*')%(')'&%* !<B8<$ =B ="&8$# &%% $&8!$ !<8B< =B8&B

短吻舌鳎 =1.'()'**+*4::05?%49+* &#?8%< &# $#$8#& #&8<? &&8" &$8&= $&8=#

前鳞鲻 "402%.5))4 O+.4*% !#"8"& $? =<=8#! =% $$8B& &?8!< $%8%#

龙头鱼 #40&'2'. .5,505+* &B&8!& $ !&&8=" #&8<? &%8"# &8"< &%8#=

鹿斑
$

"5/+9'00+/'.%+* !%8=& &< #%?8"< B!8!! &8?< &%8<= &%8!"

横纹东方 "%(4.+*'046%. &&&8#B < #&&8< B!8!! <8"B "8!= #8%$

注$Ki指优势种的重量百分比!Ei指优势种的尾数百分比!>$>是相对重要性指数*

,6[9K$Ki E9FIKH9GZJ[:9UN9I[FZ96\O6EGIFI[K:9NG9KGI [J9\GKJ+ Ei E9FIKGIOGbGOMF7:9UN9I[FZ96\O6EGIFI[K:9NG9KGI [J9\GKJ+ >$>

E9FIKO6EGIFIN9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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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鱼类优势种密度对总密度的贡献

123"$#O=?H563:H6=?=<726?;=76?2?H9B8)689H= H=H2>R86@IH2?;6?;6M6;:2>=<<69I89

时间

[GE9

地点

:7FN9

优势种

O6EGIFI[K:9NG9K

重量 H9GZJ[

!

9 C

尾数 GIOGbGOMF7

!

9 C

" 月

-:U8

兴化湾

_GIZJMF

CFV

竹鱼 @04/,+0+*84&'.%/+* %8%% &8%!" %

日本单鳍电鳐 E40F584&'.%/4 %8%% &8%B" %

长吻红舌鳎 =1.'()'**+*)4/,.50% &8&$ &#8=# %8%%! & %8%% &8%B% %

许氏犁头鳐 $,%.':49'**/,)5(5)%G %8B& &!8<% %8%%= B %8%% &8%=B %

斑鳐 $484"-F46585%#F5.'85% %8%% &8%"% %

紫斑舌鳎

=1.'()'**+*"705)%*/+*#&+0&+05'64/+)49+*

;%8%& %8%% &8%B" %

闽江口

RGIeGFIZ

3K[MFUV

小眼绿鳍鱼 =,5)%2'.%/,9,1**&%.'*+* &8?= %8&=" = $8&= %8%#? #

凤鲚 ='%)%4 61*9+* &8&? %8!%? & %8?& $8B& %8%"B "

紫斑舌鳎

=1.'()'**+*"705)%*/+*#&+0&+05'64/+)49+*

;&8$< %8$?= ! ;%8=$ %8<!% "

龙头鱼 #40&'2'. .5,505+* &8&% !8"= %8%$< %8?& $8#& %8%"! =

中国花鲈 W495')4:04;64/+)495* %8"& %8?%! < %8=? %8=#? "

梭鱼 I+(%)*'%+1 &8=# %8&B< B ;%8$% %8B=& <

# 月

19:8

兴化湾

_GIZJMF

CFV

赤 34*149%*4F485% %8BB %8"=? ! &8<? %8&<% ?

海鳗 I+045.5*';/%.505+* %8?! B8<! %8%%% & &8&# %8!%? B

尖嘴 34*149%*O+(5% %8!! $8#& %8%!& & %8<< %8=?% &

六指马鲅 C')1.56+**5;940%+* %8!& !8?$ %8%&% " &8%< <8$" %8%%% B

鹿斑
$

W5%'(.49,+*0+/'.%+* ;%8!% !8=? %8%&$ < %8<# %8=!? $

皮氏叫姑鱼 T',.%+*:5)5.(50%% $8%B %8%#& < &8<< %8&?= <

闽江口

RGIeGFIZ

3K[MFUV

短吻舌鳎 =1.'()'**+*"705)%*/+*#4::05?%49+* &8!# %8$!? < %8B& %8"<$ $

凤鲚 ='%)%4 61*9+* $8!B %8%?< " %8<B !8<# %8%$& %

横纹东方 @4F%P+(+ ':)'.(+* &8=B %8&B# < $8%" %8&&% B

龙头鱼 #40&'2'. .5,505+* %8?= %8"#= " %8!B %8?$! &

鹿斑
$

W5%'(.49,+*0+/'.%+* %8!# %8?&B &8B% %8&"= =

前鳞鲻 I+(%)'&,+1*5.% &8#= %8&$! = %8&? %8B?$ =

注$

!

8标准回归系数*

,6[9$

!

8K[FIOFUO U9ZU9KKG6I N69\\GNG9I[8

!'讨论

%"!#闽江口和兴化湾鱼类资源数量的比较

比较闽江口和兴化湾鱼类资源密度!春季闽

江口鱼类重量密度"&<=8!& cZ@cE

$

#和尾数密度

"&=8B# q&%

!

GIO@cE

$

#都低于兴化湾重量密度

"<!B8" cZ@cE

$

#和尾数密度 "&#8?! q&%

!

GIO@

cE

$

#!夏季相反!闽江口鱼类重量密度"& ?$B8B!

cZ@cE

$

#和尾数密度"&=B8B& q&%

!

GIO@cE

$

#远远

大于兴化湾重量密度"& !?B8$% cZ@cE

$

#和尾数

密度"=B8&= q&%

!

GIO@cE

$

#* 这一现象的产生!

与闽江口和兴化湾鱼类资源种类的生态特征有一

定的关系*

春季!兴化湾的种类大多为地方种类!而且均

为体型规格较大的鱼类!例如日本单鳍电鳐

"E40F584&'.%/4#!长吻红舌鳎和许氏犁头鳐等

"表 &#* 相反!闽江口海域优势种多为洄游性经

济鱼类!例如梭鱼!龙头鱼和凤鲚"表 &#* 春季的

" 月还不是鱼类产卵旺季!大批洄游性鱼类还未

游到闽江河口产卵!这是闽江口鱼类资源重量密

度远远小于兴化湾的原因* 而兴化湾鱼类尾数密

度较大!因为在其湾口发现了大量的竹鱼幼鱼!

这是春季兴化湾鱼类尾数密度高于闽江口的原

因* 春季兴化湾竹鱼虽然也是洄游鱼类!其在

这一海域较早出现!可能具有较早的产卵洄游习

性有关*

夏季!从表 & 可见!在闽江口出现了大量的前

鳞鲻!凤鲚和龙头鱼!且大多为幼体!这从闽江口

和兴化湾之间鱼类重量密度差异远不如尾数密度

差异的原因* 其中重量密度闽江口是兴化湾的

&8$= 倍* 尾数密度是 $8?! 倍* 与春季相比!夏

季有较多鱼类洄游到闽江口!是闽江口海域夏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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鱼类数量激增的主要原因*

由此可见!闽江口的渔业资源主要是洄游性

经济鱼类!例如鲻鱼'凤鲚'棘头梅童鱼'龙头鱼和

梭鱼等等* 而兴化湾除了竹鱼和六指马鲅!其

它大多是地方性鱼类* 是否具有洄游习性鱼类数

及其鱼类洄游季节上的差异!是导致这两个海域

鱼类数量差异的主要原因*

%"$#闽江口鱼类数量分布特征和环境背景分析

在季节变化上!闽江口外海域鱼类数量的季

节差异十分显著!夏季数量!无论是重量资源密

度!还是尾数密度远远高于春季!其中!重量资源

密度夏季是春季的 &% 倍以上!而尾数密度接近

&% 倍*

在空间分布上!春季!闽江口外海域鱼类的重

量密度高值主要出现在北部!这主要是北部出现

了个体规格较大的梭鱼所致* 然而同期尾数密度

高值主要出现在南部!这是因为北部出现了小眼

绿鳍鱼!龙头鱼所致* 到了夏季!重量密度高值转

而都出现在南部!主要由前鳞鲻!凤鲚组成!同期

尾数密度高值区分布基本相同*

闽江是福建省第一大河* 水量丰富!年径流

量 <8$& q&%

&&

E

!

* 闽江径流在闽江口分为南北

两支!从地形地貌上讲!北支口窄水急!是闽江

的航运通道* 而南支宽阔水浅!是径流下泄的

主要通道* 下泄的径流在柯氏力的作用下向南

偏转* 因此!闽江径流对邻近海域的影响主要

是表现在闽江口的南部海域* 由于海陆水团的

交汇!水流复杂(&<)

* 使得闽江口南部是洄游鱼

类理想的产卵场所* 这就是南部海域鱼类尾数

密度高于北部的海域的主要环境原因* 春季!

鱼类的重量密度是北部高于南部!是因为出新

了规格较大!且为暖温种的梭鱼!该种尾数不

多!个体大!主要是成鱼* 但是总体上南部渔场

仍然应被认为是闽江口海域的主要渔场* 而在

该水域!夏季鱼类总重量密度明显大于春季!显

示出夏季份是更好的渔汛*

%"%#兴化湾鱼类数量分布特征和环境背景分析

与闽江口类似!兴化湾鱼类重量密度是夏季

"& !?B8$% cZ@cE

$

#高于春季"<!B8" cZ@cE

$

#*

尾数密度也是夏季"=B8&= q&%

!

GIO@cE

$

#高于春

季"&#8?! q&%

!

GIO@cE

$

#* 但与闽江口不同!兴

化湾鱼类数量的季节变化远远小于闽江口!这种

情况形成!与兴化湾鱼类地方性种类较多有一定

的关系!由于鱼类数量受洄游影响较少!相比闽江

口而言!鱼类数量变化幅度较窄*

兴化湾是一个典型的海湾!湾内多浅滩和湿

地!湾口多岛屿和礁石(&?)

* 湾口往往是地方性鱼

类和洄游性鱼类共同栖息的场所* 例如!洄游性

鱼种六指马鲅和竹鱼!地方性鱼种皮氏叫姑鱼

和鳐科! 科鱼类* 这是兴化湾湾口鱼类数量较

高的原因* 上述栖息在湾口的洄游性鱼类六指马

鲅和竹鱼均为幼鱼!由此可见!兴化湾湾口是兴

化湾鱼类的主要产卵场和索饵场!从春季到夏季

是这些鱼类的主要索饵肥育季节*

%"+#鱼类优势种数量特征的比较

闽江口主要优势种是经济鱼类凤鲚!依据相

对重要性指数">$>#的计算结果!凤鲚在春季是第

二优势种!在夏季是最重要的优势种!在夏季!由

该种于重量密度最大!且几乎每个站位出现!优势

度远远大于其它优势种* 闽江口次要优势种是龙

头鱼!分别是春季的第 ! 优势种和夏季第 " 优势

种!在两个季节的大多数站位有广泛的出现"表

&#* 不但如此!凤鲚和龙头鱼在不同的季节对总

重量密度和总尾数密度提高有较大的贡献"表

$#* 春季小眼绿鳍鱼!尾数密度虽高!但仅仅只

有个别季节出现!而夏季前鳞鲻尾数密度也很高!

但只有个别季节和个别站位出现鱼类优势种对鱼

类密度回归的方差贡献分析结果显示$无论从重

量密度!还是尾数密度都不明显* 因而难以成为

闽江口水域的主要优势种*

在兴化湾!春季!尽管竹鱼是优势种!但是

出现率较低!仅在湾口 & $̂ 个站位有较高的尾数

密度!因此!该种相对重要性指数 >$>并不突出*

除了竹鱼以外!其它相对重要性指数的种类多

为地方性品种* 而且所有的优势种出现率都较

低!呈现局部水域栖息的种类特征* 到了夏季!情

况与春季类似!只是最大优势种由竹鱼变成为

六指马鲅!而同期兴化湾大多数优势种仍为地

方种*

总之!在兴化湾!优势种以地方种为主!除了

六指马鲅!其它主要优势种优势性不明显!对总密

度变化的贡献不大!是兴化湾优势种数量变化的

重要特征* 反观闽江口的优势种!往往是洄游经

济鱼类!其中!凤鲚重量密度和尾数密度的百分比

占了鱼类的较大部分!凤鲚和龙头鱼这具有较高

的经济价值!闽江口鱼类数量的变化动力来自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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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个优势种的回归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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