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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

本文依据 l , 淡亏年 5 月 (春)
、

8 月(夏 )
、

n 月 (秋 )和 l, 洲〕年 2 月 (冬)在东海 2 60 00
‘ 一 3 3

。
(刃 N

,

12 砂(x)
,

E 以

西海域的蟹类资源调查资料
,

分析 了东海细点圆趾蟹 (口
从之zlP es 尸、概。 )数量分布特征

。

结果表明
:

春
、

夏
、

秋

和冬季调查海域细点圆趾蟹平均资源密度重量和个体数分别为 6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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冬春季
,

东海北部近海细点圆

趾蟹重量占蟹类总重量的 一半以上
,

出现率和优势度远远高于其它水域
,

以产卵群体为主
,

是 目前细点圆趾蟹

最大的生产渔场
。

东海南部近海 80
一 120 m 水深和北部外海 即 m 以深海域

,

各有一个细点圆趾蟹的高数堆分

布区
。

细点圆趾蟹的生产旺汛在春季的 3 一 6 月
。

夏季由于该种渔获个体规格和经济价值较高
,

加 卜有一定

的资源密度
,

也是较好的捕捞季节
。

该种虽然能够适应j一泛的温度和盐度
,

但具有明显的温水种特征
,

在东海

北音卜近海又具有较低盐度的分布趋向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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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点圆趾蟹 (。阳 l咖
s p~ 以。 )隶属于梭子蟹

科 Po I’tu ni dae
,

圆趾蟹属 俪lin es
,

是世界广布性种

类
,

国外分布于 日本和澳大利亚近海
、

印度洋等
,

在我国沿海也有广泛的分布
,

主要盛产于东黄海
,

属广温广盐性种类
。

东海细点圆趾蟹 自上世纪

80 年代中后期开始被开发利用以来
,

其经济价值

正在逐渐提高
,

冷藏冻蟹肉已 经成为出口创汇产

品
,

该蟹类捕捞在东海海洋渔业中占有一定地位
。

有关细点圆趾蟹渔业生物学特性方面的研

究
,

俞存根等〔’〕
、

K an lei 等侧 已有报道
,

但对细点

圆趾蟹种群 自然生态学 的研究
,

在国内尚属空 白
,

国外有少量报道 〔”一 “〕
。

在对东海蟹类的有关研究

基础上〔
“一 ‘4〕

,

本文根据 19 9 8 一 l创刃 年东海蟹类资

源调查资料中细点圆趾蟹数据
,

应用生态学研究

方法
,

分析东海细点圆趾蟹数量的分布
、

季节变化

和其它一些生态学特征
,

并进行了动力学分析
。

所得的结果有助于全面认识东海蟹类资源现状
,

对其它底栖生物的海洋生态学研究也有一定的参

考价值
。

图 l 东海采样站位

1 材料与方法

1
.

1 数据采集

数据采 自 19 9 8 年 5 月 (春 )
、

8 月 (夏 )
、

n 月

(秋 )和 l望英〕年 2 月 (冬 )
“

苏通渔 01 《X刃
, , 、 “

浙定渔

1 1 13 2 ”
、“

闽霞渔 13 0 7 ”

在东海 26
0

(X)
‘ 一 3 3

0

00
‘

N
,

1 20
0

00
‘ 一 12 7

0

00
‘

E 的 2 0 一 12 o m 水深的大陆架海

域所获得的蟹类调查资料
。

站位采用均匀网格状

设置
,

每隔经纬度 30
‘

设一采样站位
,

共设 1巧 个

站位(图 1 )
。

采样网具使用析杆长 28 m 的拖虾

网
,

由于在 2宁oo
‘ 一 28

0

00
,

N
,

12 0
0

00
’

一 2 5
0

黝
‘E 海

域的调查网具与 在 2 80 00
,

N 以北 的不 同
,

为 了使

调查数据有可比性
,

分别在 19 9 8 年 5 月和 1 9 99 年

2 月开展了同一海 区 10 个采样站位的不 同网具

对比试验调查
,

并将调查数据统一换算成析杆长

2 8 m 的拖虾网的数据
。

每一采样点拖曳约 l h
,

拖

速为 Z kn
。

按种类进行称重和计数
,

将渔获数量

统一标准化为每平方千米的资源数量作为资源密

度指标 (渔获资源密度 )
。

其重量单位
:

kg
·

km
一 “ ;

个体数量单位
: in d. km

一 2 。

调查采样及测定按《海

洋调查规范》的有关规定进行 [‘“〕
,

称重 采用 电子

天平
,

精确度为 0
.

0 19
。

为了分析调查海域细点圆趾蟹的地理空间差

异
,

本文将东海调查区分成 4 个海区
,

即 I一东海

Fi g
.

I S出11Plin g s

tati on
s in the E冶st Chi na s ea

1
.

2 数据分析

分析该种在蟹类群落中的生态地位
。

先以蟹

类总个体数为因变量
,

各优势种个体数为自变量
,

根据 t值筛选出对总丰度回归方差贡献显著的优

势种
,

然后计算标准 回归系数(日)
。

将标准回归系

数作为对蟹类数量变化贡献指数值
,

用于研究细

点圆趾蟹在蟹类群落中的生态地位
。

回归贡献分

析和数量与水温关系分析所用的线性回归分析的

计算方法参见文献仁16〕
。

2 结果

2
.

1 数量的平面分布

春季
,

细点 圆趾蟹的渔获量为 7 68
.

83 kg
,

占

其周年渔获量的 53
.

4 %
。

春季是细点圆趾蟹资

源密度最高的季节
,

最高渔获资源 密度重量 为

3 3 74
.

7 kg
·

km
一 “ ,

个体数为 7o 5 5 l in d
·

km
一 “ ,

出

现在大沙渔场 的西南部
,

即 3 2
0

1 5
‘

N
、

12 2
0

4 5
‘

E 附

近水 域
。

最高个体数 n s 5 59 ind
·

km
一 “ ,

出现在

3 2
0

15
‘

N
、

12 3
0

1 5
’

E 附近水域
,

但重量仅为 1 2 5 5
.

20

kg
·

km
一 “。

春季高密集区可分为三大块
。

其中最

大的一块在东海北部近海的大沙渔场和长江口渔

场(3 1
0

30
, 一 33

0

田
‘

N
、

12 2
0

30
‘ 一 12 4

Q

00
’

E )
,

是细点

- 一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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圆趾蟹种群数量最大
,

渔获产量最高的海区
,

其中

数量最高的 2 个站位分别是上述资源密度最高重

量和最高个体数的站位
。

另一块在东海北部外海

的舟外渔场
,

水深 80 m 左右海域
,

其中最高数量

位于 30
0

15
‘

N
,

22 5
0

15
‘

E 附近水域
,

最高渔获资源

密度重量为 6 72
.

62 kg
·

km
一 2 ,

个体数为 6 6 9 2 ind
·

km
一 2 。

最南面 的一块在 闽东渔场
,

水深 100
-

12 0 m
,

即 2 6
0

(X)
‘ 一 2 7

0

田
‘

N
、

12 2
0

(X)
‘ 一 1 23

0

(X)
‘

E 水

域
,

其中最高渔获资源 密度重量为 2 78
.

95 kg
·

km
一 ” ,

个体数为 6 76 9 ind
·

km
一 2 。

此外
,

多数站位

渔获资源密度个体数在 100 ind
·

km
一 2 以下

,

而在

舟山
、

鱼山
、

温台渔场以及闽东渔场内侧 (80 m 水

深以浅 )则很少有分布(图 Za)
。

夏季
,

渔获量为 3 50
.

伪 kg
,

占其周年渔获量

的 2 4
.

3 %
。

分布范围较春季要广
,

但资源密度明

显下降
.

东海北部海域的高密集区仍然位于大沙

渔场的西南部
,

即 3 2
0

15
‘

N
、

12 2
0

4 5
,

E 水域
,

闽东渔

场 2 6
0

佣
‘ 一 2 6

0

3 0
‘

N
、

12 2
0

(X)
‘ 一 12 3

0

(X)
,

E 水域资源

密度也较高
,

且有比 5 月份增高的趋势
,

最高渔获

资源密度的站位重量为 2 4 74
,

35 kg
·

km
一 “ ,

个体数

为 19 5 73 in d. km
一 “。

东海中部海域的高密集区均

已消失
。

其它站 位渔获资源 密度个体数在 1 00

ind
·

km
一 2 以下 (图 Zb )

。

秋季
,

渔获量仅为 4
.

37 kg
。

占其周年渔获量

的 0
.

3 %
。

是资源数量最少
、

资源密度最低的季

节
,

只有少数站位有零星渔获
。

2 6
0

4 5
’

N
、

12 3
0

4 5
‘

E

附近水域是一个相对资源密度较高的站位
,

最高

渔获资源密度重量为13
.

16 kg
·

km
一 “ ,

个体数为 48

in d. krn
一 2 。

大多数站位没有分布(图 Z c
)
。

冬季
,

渔获量为 3 16
.

ol kg
。

占其周年渔获量

的 22
.

0 %
。

调查海域细点圆趾蟹资源密度和分

布范围逐渐增加和扩大
,

在东海北部的大沙
、

长江

口渔场和南部的闽东渔场外侧重新出现高密集

区
。

最高渔获资源密度重量为 2 121
.

26 kg
·

km
一 2 ,

个体数为 印3 5 9 in d
·

枷
一 2 ,

出现在 3 1 0

肠
’

N
、

1 2 4
0

4 5
‘

E 附近水域
。

其次是 3 2
0

25
‘

N
、

12 2 0

45
’

E 和 26
0

15
‘

N
、

12 20 4 5
‘

E 附近水域
,

而中部海域仍然很少有

分布(图 Z d )
。

2
.

2 数 t 的区域特征和季节变化

细点圆趾蟹在东海调查海域
,

除了 H 月份渔

获量较低以外
,

其它 3 个季节的资源密度都很高
,

为第一大优势经济蟹类
,

这些季节也是该蟹类渔

获高峰期
,

其中春季东海 的平均渔获资源密度重

量为 65
.

oo kg
·

km
一 2 ,

个体数为 20 76 ind
·

km
一 “ ,

属全年数量最高的季节
。

其次是夏季和冬季
,

平

均渔获资源密度重 量分别为 43
.

7I kg
·

km
一 “和

26
.

27 kg
·

km
一 “ ,

个体数分别为 395 in d. km
一 2 和

砚3 ind
·

km
一 “。

秋季很少
,

仅为 0
.

36 kg
·

krn
一 2 、

7

in d
·

km
一 2 。

从表 l 可见
,

冬春季
,

细点圆趾蟹重量一半以

上分布在东海北部近海
,

同时个体数也是这一海

域最高
。

夏季资源密度较高的水域有两块
,

其中

南部近海大于北部近海
。

除了春季东海北部外海

尚有一定的数量
,

其它季节东海外海细点圆趾蟹

的数量都很少
。

不同季节细点圆趾蟹渔获规格 比较
,

以夏季

最大
,

为 93
.

129
·

ind
一 ‘ ,

冬春季较小
,

分别是 38
.

46 9
·

in d 一 ’和 25
.

71 g’ in d
一 ‘。

春季幼蟹比例较大
,

产卵群体和幼蟹群体并存
,

这是春季平均个体规

格较小的原因
。

2
.

3 数量变化与水温的关系

温度 (x) 对细点圆趾蟹个体数量 (户变化的

影响分析结果显示
,

冬春秋季
,

二者相关关系不显

著
,

夏季二者呈负线性相关关系
,

回归方程为 y =

158 2 8
.

10 一 5 3 7
.

7 7 x ,

显著性检验结果 F = 5
.

71
,

尸 < 0
.

05
。

可以认为夏季温度与细点圆趾蟹个体

数量相关关系显著
。

2
.

4 水深对细点圆趾蟹数 t 变化的影响

不同水深对细点圆趾蟹数量变化分析结果如

表 2 所示
,

春夏季
,

细点圆趾蟹主要分布在水深 <

40 m 和 > 8 0 m 的海域
,

秋季主要分布在水深 < 如m

的海域
,

冬季主要分布在水深 40 一 60 n l 的海域
。

2
.

5 出现率和优势度的季节特征

春季细点 圆趾蟹在东海北部近海出现率达

43
.

57 %
,

远大于其它海 区 (表 3 )
。

夏季东海外海

出现率最高
,

北部为 73
.

阳%
,

南部为 77
.

78 %
。

秋冬季主要出现在东海北部近海
。

不同季节 出现

率比较
:
春季(52

.

27 % )最高
,

其次夏季 (46
.

09 % )

和冬季(26
.

96 % )
,

秋季最低
,

仅为 12
.

17 %
。

优势度的变化趋势与数量变化的趋势基本一

致
,

东海北部近海在 4 个季节均为最高值
。

其次
,

在春季是东海北部外海
,

在夏秋冬三季是东海南

部近海
。

秋冬季该种类在东海南部外海没有分

布
,

出现率和优势度均为 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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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东海细点圆趾蟹数量的平面分布
Fig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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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东海不同海域细点圆趾蟹平均渔获资源密度和百分比

T a b
.

1 A v e晓唱e w e i沙t
,

曲以汕犯理 a .记 山e ir 碑rc ent of 凸咖咖es PunC 翻心“ 加 山e E as t o lin a Se a

春 印n ng

海区

夏
suln们le r

重量 (g ) 个体数 重量(g ) 个体数
w ei ght

‘专

由u n d an c e
‘“

we1 咖
‘ 一 ab u n d 田、c e

总汁to tal

1匆
.

67

肠 8 7

24
.

54

0
.

4 7

6 5
.

(刃

5 1
.

4 7

12
.

2 4

11
.

34

0
.

以

75
,

10

由u n d an c e

泉巧3

5 1 1

5另

, .孟下肚

4

20 76

昭
.

5 7

2 9 1

5
.

5 7

0
.

0 1

5 2
,

2 7

5 7
.

59

3
.

印

邸
.

呢

3 50

铭
.

7 1

13
.

32

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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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2

0
.

2 1

35
.

28

62 7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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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l

39 5

2
,

22

0
.

02

2
.

4 7

0
.

朋

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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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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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区
以】n 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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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 igh 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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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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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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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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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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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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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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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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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O
,

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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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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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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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水深对细点圆趾蟹数且变化的影响

T a b
.

Z E肠eC d o n of w a te r d e Pth on 曰叮阅旧盯t of ov 司勿e s Pu
夕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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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 pth

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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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春 sDn

n Z 夏 5 11们n m er 秋 au tu ll川 冬姗
te r

秋 au tu ll川 冬 w ln ter

个数
ab u n d an ee

重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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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数
曲 L】n d朋C C

重量

we lgh 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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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明山川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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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U n d朋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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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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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
一
印

仅) 一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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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计 to 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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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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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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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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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m
一 2

表 3 细点圆趾蟹出现率和优势度的季节变化

T a b
.

3 反皿期阳1 eha . e te 岛 of 凸旧咖es P盈粼如 do’川加姐e e 田记 。c c”比吧. ￡e

春 sP n n g 夏

~
秋 au tu m 刀 冬 w in te r

海区

左 ) n e
出现率 ( % )
O( CU tT e llC e

优势度
d《〕n ”n an Ce

出现率〔% )
OC CU 厅 e n C e

优势度
do n linan ee

出现率 ( % ) 优势度
d o m lnan 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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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兀C I】n 毛n Ce

优势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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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4田5778527377195 5侧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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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75肠
.

7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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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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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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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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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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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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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男 23 胎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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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15
.

64 10
.

8 7

0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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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7 93
.

7 1 26 块5

如13 2
.

的

卯
.

硬) l

《叉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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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1呢拓(弃要
~

Z f{

5791570127I兀yIll

总计 tot al 52 46
.

09

2
.

6 优势种数t 对蟹类数且变化的贡献

蟹类主要优势种对蟹类总个体数变化贡献的

分析结果是
:
春季仅 日本蝎 ( 品d

砂dis jaP o n ic a)
、

双斑蝎 ( 以
。。云己is bi

~
ul 以a)

、

细点圆趾蟹
、

银光

梭子蟹 ( Po 八un o a

rge nt at 。 ) 和光掌蝎 ( 品心

砂dis
滚沼。a

诚
rs on i )对蟹类数量变化贡献显著

,

其中细

点圆趾蟹 的标 准 回 归 系数 ( 月) 为 0
.

99 ( 尸 =

O汉X刃 1 )
,

几乎接近最大值 1
,

而同期居第二位的双

斑蟹 月值仅为 0
.

14 ( p = 0
.

以I )1 )
。

夏季仅 日本

好
、

双斑好
、

细点圆趾蟹和银光梭子蟹对蟹类数量

变化贡献显著
,

其中细点圆趾蟹 夕值仅为 0
.

14 ( p

= 0
.

。以〕1 )
,

同期的双斑好和银光梭子蟹 夕值分别

是 0
.

67 和 0
.

59
,

远大于细点圆趾蟹
。

秋季蟹类总

数量的变化与日本螃密切相关
,

日本好的 夕值为

1
.

00 ( 尸 = 0
.

以x〕1 )
,

而细点圆趾蟹与蟹类数量变

化没有显著的关系
。

冬季 日本蝎
、

双斑好
、

细点圆

趾蟹
、

红星梭子蟹 ( Po 材un us 3a伙卯乙ilzo le 心。 )
、

锈斑

好 ( 以月
砂dis fe ria tus )

、

武士蝎 ( 口浓吵而 而les )和

银光梭子蟹对蟹类数量变化贡献显著
,

其中细点

圆趾蟹的标准回归系数 (用为 0
.

70 ( 尸 = 0
.

侧刃 1 )
,

居第 2 位
,

略小 于 双斑 好 ( 卢为 0
.

71
,

尸 =

0
.

以刃1 )
。

远大于第 3 位的银光梭子蟹 (尽为0
.

23
,

尸 = 0
.

〕X )1 )
。

3 讨论

3
.

1 数量分布的区域特征和渔场关系

综合以上研究结果
,

东海北部近海是细点圆

趾蟹的主要渔场
,

从图 2 细点圆趾蟹数量的平面

分布中也显示 出这一点
,

4 个季节中大部分季节

细点圆趾蟹主要还是分布在东海北部近海
,

例如
,

冬春季
,

东海北部近海细点圆趾蟹重量甚至 占蟹

类总重量的一半以上
。

出现率和优势度远远高于

其它水域
。

根据对同步获得的细点圆趾蟹样品生

物学研究汇
’]和近几年浙江省蟹类资源动态监测调

查结果
,

东海北部近海是细点圆趾蟹的产卵场和

幼蟹的肥育场
,

中心位置在大沙渔场西南部和长

江 口渔场西北部水深 4D m 以浅的海域
,

即 31
“

30
’

一 3 3 0

00
‘

N
、

12 2
0

3 0
, 一 12 4

0

00
,

E 海域
。

同期调查资

料显示
,

该水域也是东海春夏季浮游动物高丰度

区和挠足类的高丰度区仁
‘, 一 ’9〕

,

还 是底栖生物高

密度分布区〔刻
。

丰富的浮游生物
,

为细点圆趾蟹

幼体提供了丰富的饵料
,

而底栖生物则是成蟹的

饵料
。

这是该渔场细点圆趾蟹高密集区形成的原

因
。

图 2 还表明
,

该渔场具有细点圆趾蟹群体数

量大
,

分布范 围广
,

中心渔场明显的特征
,

以捕捞

细点圆趾蟹生殖产卵群体为主
,

是 目前细点圆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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蟹最大的生产渔场
。

研究结果还显示东海南部近海的闽东渔场外

侧 8 0 一 120 m 水深海域
,

也有细点 圆趾蟹 的一 个

重要渔场
,

中心区位于 26
0

00
‘ 一 2 6

0

3 0
‘

N
、

122
0

00
, -

12 3
0

00
,

E 海域
。

从冬季到夏季
,

该渔场细点圆趾

蟹的资源密度逐步增大
,

夏季达到最大值
。

但是

这个渔场范围较小
,

从表 3 中可以看出
,

细点 圆趾

蟹在东海南部近海出现率很低
,

优势度也低于夏

季同期东海北部近海
。

由于该渔场位于东海南部

水深较深 的海域
,

海底环境复杂
,

故至今为止
,

该

渔场还没有得到充分开发和利用
。

是东海细点圆

趾蟹较有生产潜力的渔场
。

在东海北部外海的舟外渔场水深 80 m 左右

海域
。

还有一 个生产渔场
,

中心 区位于 300 00
, -

3 l
O

0()
‘

N
、

124
0

3 0
‘ 一 126

0

30
‘

E
。

该渔场仅仅存在于

春季
,

从表 1 中可以看出
,

春季东海北部外海资源

密度是其它季节的几十倍
。

目前几乎也还没有被

开发利用
。

3
.

2 数量分布的季节特征和渔期关系

细点 圆趾蟹是东海冬春季蟹类主要 渔获品

种
。

根据调查结果
,

春季的平均渔获资源密度重

员和个体数均属全年最高的季节
,

虽然平均个体

规格较小
,

但可分为产卵群体和幼蟹补充群体这

两个部分
,

其中具有较高经济价值的产卵群体是

捕捞对象
,

经济价值较低的补充群体是保护对象
。

对细点圆趾蟹生物学研究证实[‘〕
,

其产卵期较长
,

从每年的 2 月到 7 月都能产卵
,

盛期为春季 (3 一 5

月)
。

细点圆趾蟹在夏季也有一定的数量
,

渔获资

源密度重量为 4 3
.

7I kg
·

km
一 2 ,

个体数为 395 ind
·

k m 一 2 ,

平均个体重量 93
.

12 g’ ind
一 ’ ,

夏季主要渔

场的位置与春季相仿
,

也在东海北部近海的大沙

渔场和长江口 渔场
,

且夏季渔获平均个体远大于

其它各季
。

秋季细点圆趾蟹数量很少
。

冬季虽然

有一 定的资源密度
,

但低于春夏季
,

从出现率和优

势度的结果叮以看 出
,

冬季细点圆趾蟹蟹群 比春

季分散
,

分布偏外
,

渔获个体较小
,

经济价值较低
,

因而不是理想的捕捞季节
。

以 卜分析 可见
,

细点圆趾蟹的生产旺汛应在

春夏季 (3 一 6 月 )
,

对于 目前主要作业方式的拖虾

网和蟹笼
,

在这段时间应采取措施(如限制网 目尺

寸
、

实行休渔制度等 )
,

以保护细点圆趾蟹的补充

群体
〔

而在 7 一 8 月份
,

由于细点圆趾蟹个体规格

较大
,

经济价值较高
,

加 仁有一定的资源密度
,

仍

是较好的捕捞季节
。

2 月份的渔获量与 5 月份相

比
,

数量 已显 著减少
,

平均渔获率只有 5 月份的

4 1
.

1 %
,

且经济价值较低
。

故应不是主要 的生产

捕捞季节
。

3
.

3 对环境适应性分析

细点圆趾蟹是世界广布性种类
,

在西北太平

洋分布广泛
,

但数量较高的水域往往在纬度较高

的 日本 近海及 中国的东黄海大陆架水域
。

在东

海
,

该种类在水温较低的冬春季有极大的优势度

和较高的出现率
。

但高密集分布区又往往集中在

水温较低的东海北部近海
,

而东海南部水温较高

的水域和东海外海受黑潮暖流影响的水域往往显

示出优势度低
、

数量少的特征
。

尽管该种类夏季

在东海外海有较高的出现率
,

但数量很少
。

由此

可以推断
,

该种类虽然能够适应 的温度和盐度范

围广泛
,

并有可能在东海南部近海的个别水域形

成较高的密集区
,

但高密集分布区的水温约仅为

12 一 15 ℃
。

又该种类冬春季数量高于其它季节
,

水温较低的水域分布数量 高于水温较高的水域
,

显示具有明显 的温水种特 征
。

在水 温较高的夏

季
,

该种类数量 与水温呈负相关关系也印证 r 这

一点
。

此外细点圆趾蟹高密集分布区所在的大沙

渔场西南部和长江 口渔场西北部受长江冲淡水
、

苏北沿岸流的影响
,

盐度较外海水域低
。

但高于

河 口水域
,

说明细点圆趾蟹还具有较低盐 度的分

布趋向性
。

从细点圆趾蟹数量来 面分布上还 可见
,

该种

类在东海南部近海有一个次高数量分布区
。

其数

量变化与东海北部近海不同
,

从冬季到夏季数员

呈递增趋势
,

出现率和优势度也同步提高
。

从 图

2 上还可以发现
,

东海北部 近海 和东海南部近海

在数量分布上相互隔离
,

生态特征各不相同
,

具有

两个种群 的特征
。

至于是否属于两个种群是渔业

资源学 上的一个重要 问题
,

尚有待于进
一

步研究

3
.

4 在东海蟹类群落中的生态地位

根据东海主要优势种对蟹类数量变化回归贡

献分析的结果
,

春季蟹类 数量变化主要决定于细

点圆趾蟹
,

二者变化有着极为吻合的同步性
〔)

其

它种类对蟹类数量变化的影响几乎可 以忽 略不

计
,

细点圆趾蟹的 俘为 0
.

99
。

夏季
,

该种类对蟹类

数量变化影响明显降低
,

俘值仅为 。
.

H
。

冬季
,

细

点圆趾蟹 的 俘值与双斑好相近
。

秋季
,

由于细点

圆趾蟹数量极少
,

对其它各种蟹类的影响非常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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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虑到春季蟹类数量远大于其它各个季节
,

综合全年的结果
,

可以认为
,

细点圆趾蟹是东海蟹

类群落中最重要的种类
,

其数量变化
,

对全年蟹类

资源员的变化具有决定性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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