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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

根据 l叨7 一 2州 川 年东海底拖网渔业资源调查资料
,

分析 了东海红娘鱼属 脚i山rigl
a
的种类组成和分布

特征
。

调查中共出现 7 种
:

翼红娘鱼
、

贡氏红娘鱼
、

深海红娘鱼
、

岸上红娘鱼
、

日本红娘鱼
、

短鳍红娘鱼和斑鳍

红娘鱼
,

J冬中深海红娘鱼
、

贡氏红娘鱼和短鳍红娘鱼为优势种类 7 种红娘鱼主要分布于 50
一 1叨 m 水深范JFJ

内
,

利用 聚类分析的方法分析发现其分布 可分 为两种类 型
: 1 10 m 以浅和 1 1() m 以深海域

,

相似性分析

(A N O S IM )表明这两个海域红娘鱼属组成存在明显的差异 分布于 1 10 m 以浅海域的种类以翼红娘负和岸 卜

红娘鱼为主
,

平均分布水深为 87
.

9 m 和 1 03
,

l m ;
.

分布于 ll o m 以深海域的种类以深海红娘鱼
、

短鳍红娘负
、

贡氏红娘负和 「1本红娘鱼为主
,

它们的平均分布水深为 13 8
.

3 m
、

l:4 0
.

5 m
、

1 32
.

l m 和 12 8
.

5 m 此外
,

还运川

单因素方差分析方法(A N O V A )检验红娘鱼属各种类间底层水温和底层盐度非牛物环境因子之间的差异显 著

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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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娘鱼属 娜ido ,吧la 鱼类为底层海产种类
,

世界上分布有近 70 种
,

我国分布有 14 种
,

其中东

海有 9 种 [‘一 5〕
。

国外对红娘鱼研究较多
,

山 田梅

芳等 :“〕对东海 6 种红娘鱼的特征
、

分布及生殖食

性等做了详细描述 ; 短鳍红娘鱼 (L
.

m ic roP
te二 )

的生活史和分布
、

大鳞红娘鱼 (L
.

。、111
0

、 )的生

物学
、

空 间分布 和种 群动 态 以及 静红 娘鱼 (L
.

InD des ta )与蝶红娘鱼 (L
.

p aP ili
。

)栖息地和摄食的

差异等的研究也均有报道〔
7 一 ”〕

,

国内对红娘鱼的

研究
,

目前一般多侧重于形态分类等方面仁
‘一 5 1

,

而

对其种类分布特征的研究未见报道
。

近年来
,

由

于过度捕捞
,

东海 主要传统经济鱼类资源 日渐衰

退
,

红娘鱼等次要经济鱼类逐渐成为底层鱼类中

的常见种类和季节优势种类 [‘(), ‘’〕
,

数量在兼捕渔

获物中的 比重有增加趋势〔‘“〕
。

本文利用 199 7 -

2以洲)年东海底拖网渔业资源调查资料
,

对东海区

红娘鱼属的种类组成和分布特征进行分析研究
,

以期为该资源的科学管理和合理利用提供参考依

据

即 U PG M A )的分类方法
f‘“〕分析不 同水层的种类

组 成 特 征
。

应 用 相 似 性 分 析 ( an al ys is of

si m llari tie
s ,

简称 A N O sIM )检验各聚类组间种类组

成的差 异显著性
犷‘5〕

。

用 5 1酬田E R 方法计算各 种

类对样本组 内相似性和组 间相异性 的平 均贡献

率
乙‘5〕

,

这些分析过程使用 PR IME R S 软件进行
。

红娘鱼分布平均水深是以生物量为权计算所

得的加权平均水深
:

一 、 ,

b
; 、

D =

么(从 ‘
万 )

材料
一

与方法

1
.

1 取样及样品分析

样品来源于 199 7 一 2以川 年间春(4 一 6 月 )
、

夏

(7 一 9 月 )
、

秋 (10 一 2 月 )
、

冬 (12 一 2 月 )4 个季节

的底拖网资源调查
,

调查范围为东海区禁渔线至

Zoo m 等深线海域
,

即 2 3
0

3 0
‘ 一 3 3

0

00
‘

N
、

1 18
0

3 0
‘ -

]2 8
0

以 )
‘

E 海区
,

调查站位按经纬度网格式设置
,

即

每经度 3『
、

纬度 3『设置 5 个站位
。

调查网具为

四片式底拖网
,

网 口周长 83
.

6 m
,

网口 目数 邵6
,

囊网网目 24

~
,

网长 78
.

2 m
,

每 站拖 网 l h 左

右
,

拖速基本保持在 3 n
而le

·

h 一 ‘。

水深
、

温度和盐

度等环境数据来源于各站点的同步调查测定值
。

根据红娘鱼的形态特征 [‘一 “〕
,

对各站位红娘

鱼属的种类进行分析
、

鉴定
,

得 出各种类重量
,

并

统 一为 l h 的生物量
,

单位为 g
·

h 一 ‘。

1
.

2 数据处理与分析

根据水深将红娘鱼属各种类的生物量进行分

水层
,

将红娘鱼属各种类各水层生物量进行 四次

方根转换后
,

计算不同水层 间 B ra y
一

C urti s 相似性

系数
,

B ra y
一

c u rti s 相似性系数不受生 物调查数据

矩阵元为 。的影响
,

而且给予较丰富的种类更多

的权 重L’;‘〕
。

在此基础上采用等级聚类(非加权的组平均
,

D
‘ :

第 i站水深 ;b 、 :
第 i站生物量

; B
:

总生物量
;

n :

总出现站位数
。

平均温度
、

盐度的计算方法与平均水深相同
。

同时还运用单因素方差分析方法 (A N〔〕V A )检验

红娘鱼属各种类间底层水温
、

底层盐度非生物环

境因子之间的差异显著性
。

2 结果

2
.

1 种类组成

调查期间共采获 7 种红娘鱼
,

按 生物量从大

到小依次 为深海红娘鱼 (坤i而trlg la a

bxs sa lis )
、

贡

氏红 娘 鱼 ( L
.

岁记nt he ri )
、

短 鳍 红 娘 鱼 ( L
.

m ic roP
te rus )

、

岸上红娘 鱼 (乙
.

kis hi nD 哪i )
、

日本红

娘鱼 (L
.

jaP on ic 。 )
、

翼红娘鱼 (L
.

。
lat a) 和斑鳍红

娘鱼 (L
.

Pu nc tlP ec to ra lis )( 表 1 )
。

其中深海红娘鱼

生物量占绝对优势
,

占红娘鱼属总生物量近一半
,

出现率也最高 ;贡氏红娘鱼和短鳍红娘鱼次之
,

分

别占 22
.

0 % 和 17
.

2 %
,

而其余 4 种红娘鱼渔获重

量所占比例均在 4 % 以下
,

数量较少
,

特别斑鳍红

娘鱼
,

仅是在春季一个站位采获 ]4 尾
,

数量极少
,

所 占比例不到 0
.

1 %
,

因此聚类 分析时不包括斑

鳍红娘鱼
。

2
.

2 各水层群聚特征

红娘鱼属 6 个种类生物量随着水深变化趋势

不同 (图 1 )
,

按分布海域平均水深从浅到深依 次

为翼红娘 鱼
、

岸上红娘鱼
、

日本红娘鱼
、

短鳍红娘

鱼
、

贡氏红娘鱼和深海红娘鱼
。

翼红娘 鱼分布海

域最浅
,

平均水深仅 87
.

9 m
,

主要分布海域水深

在 80
一 1 10 m 之间 ;深海红娘鱼分布海域最深

,

平

均水深为 138
.

3 m
,

主要 分布海域水深 在 120
-

1 50 m 之间
。

根据不同水层组成进行聚类分析 的

结果(图 2 )
,

按照 Bray
一

C u rti s 相似系数为 筋%
,

可将

东海红娘鱼分布水层分为小于 110 m 和大于 11 0 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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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 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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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Th
e b iom

a ss
fre q u e n e y o f s i x s

pe
e ie s i n

lj?I)
z‘左, zr

州
a o f d iffe re n t de Pth in th e

Ea
st C饭n a se a

的 2 乡且
,

定义为 A
、

B 组
〔。

在 A 组和 B 组组间的

A N O SIM 非参数检验 R 呈显著差异 ( R 二 0
.

7肠
,

尸

< 0
.

01 )
,

可以认为划分结果是可信的
。

2
.

3 各组优势种类

根据 S IMPE R 分析的结果显示
,

A 组和 B 组

组 内平均相似性分别为 74
.

21 % 和 76
.

40 %
,

其组

间的平均相 异性为 40
.

43 % (表 2 )
。

A 组中翼红

娘鱼贡献率最大其次为岸上红娘鱼
,

翼红娘鱼对

B 组几乎无贡献 ;深海红娘鱼对 B 组贡献率最大
,

其次为短鳍红娘鱼和贡氏红娘鱼
。

翼红娘鱼和深

海红娘鱼对 A
、

B 组间平均相异性贡献较大

2
.

4 分布海域的温盐度特征

东海区红娘鱼属 6 个主要种 类分布海 域 的

温
、

盐度特征见表 3
,

经 A N O V A 分析
,

各种类底温

间的 尸 = 0
.

肠7 > 0
.

0 5
,

差异不显著
;
各种类底盐

间 尸 = 0 月卫卫巧 < 0
.

00 1
,

差 异 极 显 著
。

利 用

Ne
~

一

ke ul s
检验进行多重 比较

,

翼 红娘负 与其

它种类差异均显著
,

平均底盐均小于其它种类
,

而

其它 5 个种类底盐间 尸 二 0
.

] 22 > 0
.

( )5
,

差异不显

著
。

表 1 东海区红娘鱼属种类组成

T a l〕
.

1 Th
e sPe c le s c o lllp 路lti on of 石卿诚

, tr ig 如 in tll e E as t C h in a Se a

种 类

Spe C I C S

深海红娘鱼 L
.

‘I

如、胧

贡氏红娘鱼 L
.

邵 ‘吧舰 t触n

短鳍红娘鱼 L
.

。众和娜
C门。

岸 [ 红娘鱼 L 介Ls hi nD 哪
日本红娘鱼 乙

.

尸尸
。
nl ca

翼红娘角 乙 a
撇

a

生物量 百分比( % )

b io m 洲 5 Pr 。】洲『tio n

出现率 ( % )

O CCU I了e ll CC

g

溉
p

16 6

14 2

7 l

6
.

8

5 l

B

B

B

A

A

A

一
畔
。

一 4 9
.

2

2 2 0

17
.

2

:
.

:

2341气6

斑鳍红娘 鱼 L c to ra li
s

6
.

8

吸)
t

艺

月祠d。P

日\图裸珑书

17 0 一 19 0

16 0 一1 70

15 0 一 16 0

14 0 一1 50

13 0 一 14 0

12 0 一13 0

1 10 一 12 0

10 0 一1 10

9 0 一10 0

80 一9 0

70 一8 0

50 一7 0

相似性/ % s i m i l a r i t y

图 2 各水层生物量聚类图

Fi g
.

2
尸

日le de n山D g r

am of bi

~
55 of di ffe re nt d e l〕th



2 期 胡 芬等
:

东海区红娘鱼属种类组成及其分布特征

表 Z A
、

B 两组红娘鱼属不 同种类生物量比例及贡献率

T ab
·

2 Th
e s Pe d es b io n l翻弱 p r o po 川on a n d c o lltri b u 6 on of 乙争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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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讨论

3
.

1 东海红娘鱼属种类组成

东海分布的共 9 种红娘 鱼中
,

姬红娘鱼和长

头红娘鱼在东海均分布在较深 的海域
,

特别是长

头红娘鱼分布海域水深在 2 40 m 以上「“〕
,

而本次

调查 区域为东海 Zoo m 以浅的大陆架海域
,

重点

在 1 50 m 以内
,

因此本文着重分析东海 2 00 m 以

浅海域红娘鱼的组成分布
。

而调查中采获的 7 种

红娘鱼中深海红娘鱼
、

贡氏红娘鱼和短鳍红娘鱼

3 种 占总量 的 BB
.

4 %
,

可 以认为是东海 Zoo m 以

浅海域所分布红娘鱼的优势种类
。

3
.

2 东海区红娘鱼属种类分布特征

根据不同水层的生物量数据聚类分析结果
,

以 及与非生物环 境 因子之间 的关系
,

表明东海

2 00 m 以浅海域红娘鱼属种类的分布特征大致可

分为两种类型
:

一类 (A 组 )为栖息水深较浅的种

类
,

以翼红娘鱼和岸上红娘鱼为主
,

它们主要分布

于 1 10 m 以浅的海域
,

平均分布水深为 87
.

9 m 和

10 3
.

l m ; 另 一类 (B 组 )为栖息水深相对较深 的种

类
,

以深海红娘鱼
、

短鳍红娘鱼
、

贡氏红娘鱼和 日

本红娘鱼为主
,

主要分布于 1 l() m 以深的海域
,

平

均分布 水 深 为 13 8
.

3 m
、

1 30
.

s m
、

13 2
.

l m 和

1 28
.

s m
。

两种类型的红娘 鱼在 1 10 m 深海域分

布呈现交错重叠的特征
,

不能将它们非常绝对的

分开
,

仅分布主要水深有所不同
。

3
.

3 影响群聚种类组成的主要非生物环境 因子

本次调查表明东海红娘鱼属分布海域的底层

水温在 11
.

60
一

24
.

5 5 ℃
,

盐度在 3 2
.

06
一

34
.

9
,

除

翼红娘鱼平均底盐 略低外
,

其它种类底温底盐均

较接近
,

差异不显著
,

是典型的高温高盐鱼类
。

6

种东海红娘鱼在 Zoo m 以浅的海域
,

主要分布水

深为 120
一 1 5o m

,

靠近外海大陆架边缘
,

而东海外

海主要受黑潮暖流的控制
,

黑潮暖流所流经的海

域
,

终年具有高温
、

高盐的特征 卜‘“
,

‘“〕
(

东海红娘

鱼的生物量随水深增加而增加
,

在大陆架边缘沿

台湾岛外侧与济州岛东部 间密集分布
,

分布中心

不仅与黑潮主干接近
,

走 向也非常相似
〔

而本次

调查也发现东海红娘鱼的分布与东海区海底泥沙

沉积物分布也非常吻合
,

在近岸 50 m 以内底质为

软泥和粉砂的水域没有任何分布
,

在济州岛以南

的软泥沉积区也甚少出现
,

可见红娘鱼的栖息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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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不仅与黑潮暖流密切相关
,

而且也受海底底质

的直接影响
。 「8 」

在样品鉴 定
、

写作过程中得到 东海水产研究 红9 屡

所邓思明研究员的指导
,

谨致谢忱 ;衷心感谢海上

采集样品的全体课题组成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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