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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根据 $%%B 年 < 月和 #% 月对渤海渔业资源的底拖网调查!采用胃含物分析'聚类分析和

功能群划分的方法研究了渤海鱼类群落的功能群组成及其主要种类" 结果表明!渤海夏'秋季

鱼类群落包括 > 个功能群!分别为浮游动物食性功能群'杂食性功能群'底栖动物食性功能群'

虾食性功能群'虾@鱼食性功能群'鱼食性功能群和广食性功能群%其中主要功能群为浮游动物

食性功能群'杂食性功能群和虾@鱼食性功能群%主要种类有小黄鱼'蓝点马鲛'斑 '赤鼻棱

"

'银鲳和黄鲫" 圆筛藻'中华哲水蚤'太平洋磷虾'长额刺糠虾'中国毛虾'甲壳类幼体'日本

鼓虾'六丝矛尾 虎鱼'小黄鱼'双壳类和腹足类是当前渤海夏'秋季鱼类群落的主要饵料

种类"

关键词! 鱼类群落% 功能群% 主要种类% 渤海

中图分类号! 0B!#7#&&&&&&&文献标志码&,

&&渤海是我国内海"是黄渤海主要渔业种类的

产卵场和索饵场"也是我国海洋渔业生产的重要

渔场) 邓景耀等'#(和金显仕等'$(对 $% 世纪 <% 年

代和 B% 年代初渤海鱼类种类组成*资源结构和数

量分布的变动进行了分析讨论"发现曾是渤海最

重要渔业种类的对虾#B*&"*,#()'*&-"1'#$*小黄

鱼 # L")'0'$/-/7#3(17"$-'#$* 带 鱼 # <)'$/',),#

/",0*1"$资源已经严重衰退"而小型中上层鱼类

成为渤海的优势种) 这些小型中上层种类也在不

断更替中'!(

) 渤海高营养层次的营养级从

#B;B,#B"% 年的 ?7%" 下降到 #BB<,#BBB 年的

!7?#"以平均每十年下降 %7#> 的速度下降"高于

全球平均每十年下降 %7%! Y%7#% 的下降速度'?(

)

李显森等';(的研究发现渤海渔业生物生殖群体

的组成也在向小型化*低质化转变"不仅直接影响

到该区域的渔业资源"对黄海渔业资源的补充和

恢复也构成了重大威胁) 渤海作为黄*渤海区鱼

类的产卵场和索饵场的功能已经退化) 同时"渤

海渔业资源生产功能的严重衰退"渤海作为%黄

渤海渔业摇篮&的说法也已经名不副实)

在当前由于过度捕捞和环境退化迫使渤海生

态系统稳定性转差"部分食物网被毁坏'!(的情况

下"食物网结构与邓景耀等'" :>(和孟田湘'<(的研

究结果有了很大的变化"因此"有必要对渤海生态

系统的食物网结构重新进行认识) 为了简化海洋

生态系统食物网及其营养动力学过程的研究"常

采用划分功能群#即在食物网中具有相似功能地

位的物种的集合$ 的方法来研究生物群落结

构'B(

) 因此"本研究采用功能群的研究方法"划

分渤海鱼类群落的功能群"对各功能群的主要种

类*摄食及其主要饵料种类进行研究"为渤海生物

资源养护行动的开展提供背景资料)

#&材料与方法

%&%'样品的采集与分析

$%%B年的 < 月和 #% 月"用莱州鲁莱渔 "<%$@

"<!"双拖渔船对渤海进行了大面综合调查"取样站

位如图 #所示) 调查网具网口高度 " E"网口宽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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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E"网口周长 #>?% 目"网目 "! EE"囊网网目

$% EE) 定点站位拖网 # I"拖速为 !7% ]9)

取样个体经生物学测定后"取出消化道立即

速冻保存) 胃含物分析时"将其解冻用吸水纸吸

去水分后"再在双筒解剖镜下鉴定饵料生物的种

类并分别计数和称重"食物重量精确到 %7%%# Z"

并尽量鉴定到最低分类单元) 由于银鲳#B"03,#

")5*&-*,#$消化系统的特殊性'#%(

"难以用传统的

胃含物分析方法研究其摄食习性"因此本研究除

银鲳的食物组成引自韦晟等'##(的研究结果以外"

共分析 < 月的 $% 种鱼类 ? >"! 个胃含物样品"#%

月的 #B 种鱼类 $ ;%% 个胃含物样品+两个月份样

品的渔获量之和分别占该月份渤海鱼类群落总渔

获量的 B<7>#S和 B"7?>S#表 #$)

图 %'取样站位图

B5>&%'O1.@<5=> 7D1D5;=7

表 %'渤海各鱼种胃含物样品

012&%'OD;.1!F71.@<67;::57F7@6!5675=DF6S;F15O61

鱼种

\FJI JPHMFHJ

< 月,LZLJW

长度范围@EE

6H9ZWI X89ZH

平均体长@EE

EH89 6H9ZWI

样品数

9LEOHX

#% 月(MW5OHX

长度范围@EE

6H9ZWI X89ZH

平均体长@EE

EH89 6H9ZWI

样品数

9LEOHX

小黄鱼 L")'0'$/-/7#3(17"$-'# !< Y$#< #%>7;$ f?!7B$ # ;$; ;" Y$%# #%%7!> f$$7%% >#;

蓝点马鲛 2$(06*)(0(),#&'3/(&',# #<# Y!>! $?#7B# f!$7<$ $B; #"" Y?%% !"?7<$ f?>7%$ $$

斑 +1,3"&(4(& 3,&$-"-,# "< Y$%" ##"7># f$#7>> "?B #%? Y#B? #?%7"% f#$7"? !$B

黄鲫 2*-'3'&&" -"-7 ;; Y#B$ #?!7;$ f$!7!; ?"> ;B Y#<! #%"7"# f$<7"" ?$?

长蛇鲻 2",)'4" *1(&5"-* $$< Y!#< $;<7!" f$;7$% #? ##$ Y$;! #<>7;$ f!!7"; !;

长吻红舌鳎 +7&(51(##,#1'5/-' B; Y$!# #??7<! f$"7$> !?" "< Y#>< #?%7%< f$?7"# ;$

短吻红舌鳎 +7&(51(##,#C(7&*)' B! Y#>! #$>7#> f#"7!" #!$ #$B Y$%$ #"<7;> f#;7?# ?"

赤鼻棱
$

</)'##" @"00"1*&#'# B> Y#$$ #%;7!$ f"7#> ?? ;$ Y#$; "$7"! f#%7#! <$

大泷六线鱼 E*9"5)"00(#(-"@'' >; Y$#B #!;7$> f!#7;< #$" ### Y#!B #$!7%% f<7"% <

黄 L(3/',#1'-,1(& >$ Y#?; #%>7?< f#>7$B #%! #?" Y!!? $#%7%! f!#7"B !B

六丝矛尾 虎鱼+/"*-,)'$/-/7#/*9"&*0" "% Y$%$ B?7#> f#!7!> #B; ?# Y#?> <$7<B f$$7%? #>?

矛尾 虎鱼 +/"*-,)'$/-/7##-'50"-'"# ?! Y#;" B"7B# f#<7B! $!? ?> Y#<# ##!7;% f$!7#> $!!

青鳞沙丁鱼 2")4'&*11" 8,&"#' ;> Y<? >%7"! f>7B" !; "> YB" ><7%; f<7$> ?"

皮氏叫姑鱼 M(/&',#6*1"&5*)'' ;$ Y#!$ <$7<# f#B7?% !> "" Y#$$ <<7#? f##7>$ $B

许氏平
%

2*6"#-(4*#H,#$*#$*&# "% Y$B% #?%7BB f!>7!; #%% ;! Y$!$ #%>7"> f!"7%" #$?

&

B1"-7$*3/"1,#'&4'$,# ##% Y!"! #"#7<% f;?7%$ #$? #!" Y!<> #B"7># f!;7?> <#

白姑鱼 >)57)(#(0,#")5*&-"-,# ;< Y$## ##;7#> f??7BB ;B ,& ,& ,

褐菖
%

2*6"#-'#$,#0")0()"-,# ?< Y#>% B;7#B f!"7B" $%% ,& ,& ,

石鲽 B1"-'$/-/7#6'$(1()"-,# <> Y##> #%#7#! f<7%$ #" ,& ,& ,

细纹狮子鱼 L'3")'#-"&"@"* #%$ Y$$" #?B7## f$"7%$ "$ ,& ,& ,

绯# $ +"11'(&70,#6*&'-*5,)' ,& ,& , "> Y#%" <$7"< f#%7;; !>

长绵
'

S&$/*17(3,#*1(&5"-,# ,& ,& , ##$ Y$>" $$?7?% f?B7$% #%

油 23/7)"*&" 3'&5,'# ,& ,& , #"# Y#B; #>"7<" fB7;B #?

%&('数据分析

根据胃含物分析结果"将各鱼种的食物组成归

为以下饵料类群!浮游植物*桡足类*磷虾类*毛虾

类*糠虾类* 类*底层虾类*蟹类*蛇尾类*腹足类*

双壳类*多毛类*钩虾类*头足类*鱼类和其它类#包

括不可辨认的饵料生物"以及在食物中出现频率百

分比组成未达到 #S的饵料类群$) 采用 A*/[2*

d;7%对各鱼种食物组成的出现频率百分比组成进行

聚类分析"用 "%S的CX8jD3LXWFJ相似性系数为标准

来划分功能群) 由于 <月捕获的小黄鱼中幼鱼占一

半以上"而且 L̀H等'#$(和郭斌等'#!(的研究表明"小

黄鱼的摄食有明显的随体长转换的现象"因此将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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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小黄鱼的摄食分为小黄鱼幼鱼和成鱼进行聚类分

析) 根据各种类的渔获量确定各月份鱼类群落的主

要功能群"以及各功能群的主要种类)

出现频率百分比组成#;4<$ H

==

某饵料生物的出现频率

各饵料生物出现频率的总和
X/66

出现频率#Y$ H

含有某饵料生物实胃数

总实胃数
X/66

$&结果

(&%'渤海鱼类群落的功能群组成

< 月&&聚类分析表明渤海 < 月鱼类群落的

$# 种鱼类由 > 个功能群组成"包括浮游动物食性

功能群*杂食性功能群*底栖动物食性功能群*虾

食性功能群*虾@鱼食性功能群*鱼食性功能群和

广食性功能群#图 $$) 虾食性功能群摄食的相似

性水平为 "$7!$S"包括皮氏叫姑鱼*六丝矛尾

虎鱼和大泷六线鱼"摄食 "$7;%S的底层虾类和

<7"<S的口足类"同时还摄食一定比例的底栖动

物和鱼类#图 !D#$) 虾@鱼食性功能群摄食的相

似性水平为 "$7B%S"包括 $ 个亚功能群) 小黄

鱼成鱼*褐菖
%

和蓝点马鲛是一个亚功能群"摄食

的相似性水平为 "<7??S"摄食 $!7$!S底层虾类

和 ?!7B%S的鱼类"同时还摄食 $#7"!S的浮游动

物"其中毛虾类占摄食浮游动物的 "%7<BS+细纹

狮子鱼*白姑鱼和许氏平
%

是一个亚功能群"摄食

的相似性水平为 >!7>BS"摄食 ;?7"BS的底层虾

类和 !%7>"S的鱼类"同时还摄食蟹类*口足类和

头足类#图 !D$$) 广食性功能群摄食的相似性水

平为 "?7%$S"包括
&

和矛尾 虎鱼"摄食底层虾

类*蟹类*口足类*双壳类*钩虾类*头足类和鱼类

#图 !D!$) 鱼食性功能群摄食的相似性水平为

<$7"S"包括长蛇鲻和黄"摄食 B"7;;S的鱼类

#图 !D?$) 浮游动物食性功能群摄食的相似性水

平为 ">7>$S"包括 $ 个亚功能群) 小黄鱼幼鱼和

赤鼻棱
$

是一个亚功能群"摄食的相似性水平为

>$7#S"摄食 "B7??S的浮游动物"主要摄食桡足

类*磷虾类和 类"同时还摄食较大比例的底层虾

类+青鳞沙丁鱼和黄鲫是一个亚功能群"摄食的相

似性水平为 <!7$"S"摄食 B>7;>S的浮游动物"主

要摄食桡足类*毛虾类*磷虾类和甲壳类幼体#图 !D

;$) 杂食性鱼类功能群包括 $个亚功能群"兼食浮

游植物和其它动物性饵料"由于摄食的动物性饵料

差异较大"摄食的相似性水平很低) 银鲳是一个亚

功能群"主要摄食浮游植物和桡足类+斑 是另一

个亚功能群"除摄食浮游植物和浮游动物以外"还

摄食 $;7?!S的腹足类和 !;7B>S的双壳类#图 !D

"$) 底栖动物食性功能群摄食的相似性水平为

<"7>!S"包括短吻红舌鳎*石鲽和长吻红舌鳎"摄

食 "#7$<S的双壳类和 !#7$#S的钩虾类#图 !D>$)

图 ('渤海 Z 月鱼类群落功能群的聚类分析图

#7虾食性+ $8Y$O7虾@鱼食性+ !7广食性+ ?7鱼食性+ ;8Y;O7浮游动物食性+ "8Y"O7杂食性+ >7底栖动物食性)

B5>&('"6=94;>41.;:95::646=D:8=!D5;=1<>4;8@5=$8>87D:57F1776.2<1>67;:DF6S;F15O61 96:5=692A !<87D641=1<A757

#7JIXFEP PXHN8W5XJ+ $8:$O7JIXFEP@\FJI PXHN8W5XJ+ !7ZH9HX86FJWPXHN8W5XJ+ ?7PFJMFd5XHJ+ ;8:;O7k55P689]WFd5XHJ+ "8:"O75E9Fd5XHJ+

>7OH9WIFd5XHJ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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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渤海 Z 月鱼类群落各功能群的食物组成

##$ 虾食性+ #$$ 虾@鱼食性+ #!$ 广食性+ #?$ 鱼食性+ #;$ 浮游动物食性+ #"$ 杂食性+ #>$ 底栖动物食性)

,7浮游植物+ C7桡足类+ 37磷虾类+ =7 类+ 27糠虾类+ .7毛虾类+ Q7甲壳类幼体+ 17介形类+ /7底层虾类+ '7蟹类+ h7口足类+

-7腹足类+ [7双壳类+ +7多毛类+ (7钩虾类+ A7头足类+ U7鱼类+ *7其它)

B5>&)'"56D!;.@;75D5;=;:61!F:8=!D5;=1<>4;8@75=$8>87D:57F1776.2<1>67;:DF6S;F15O61

##$ JIXFEP PXHN8W5XJ+ #$$ JIXFEP@\FJI PXHN8W5XJ+ #!$ ZH9HX86FJWPXHN8W5XJ+ #?$ PFJMFd5XHJ+ #;$ k55P689]WFd5XHJ+ #"$ 5E9Fd5XHJ+ #>$

OH9WIFd5XHJ7

,7AIjW5P689]W59+ C735PHP5N8+ 372LPI8LJF8MH8+ =71jPHXFFN 8EPIFP5NJ+ 27[jJFN8H+ .7,MHWHJ+ Q73XLJW8MH868Xd8+ 17(JWX8M5N8+ /7

=HEHXJ86JIXFEP+ '73X8O+ h70W5E8W5P5N8+ -7Q8JWX5P5N8+ [7CFd86dF8+ +7A56jMI8HW8+ (7Q8EE8XFN 8EPIFP5NJ+ A73HPI865P5N8+ U7

.FJI+ *7(WIHXJ7

&&#% 月&&聚类分析表明"渤海 #% 月鱼类群

落的 $% 种鱼类由 " 个功能群组成"包括浮游动物

食性功能群*杂食性功能群*底栖动物食性功能

群*虾@鱼食性功能群*鱼食性功能群和广食性功

能群#图 ?$) 虾@鱼食性功能群摄食的相似性水

平为 >?7!?S"包括
&

*许氏平
%

*小黄鱼和皮氏

叫姑鱼"摄食 ;#7#$S的底层虾类和 $!7>BS的鱼

类#图 ;D#$) 广食性功能群摄食的相似性水平为

""7#"S"包括 $ 个亚功能群"摄食底层虾类*蟹

类*底栖动物和鱼类) 矛尾 虎鱼和长吻红舌鳎

是一个亚功能群"摄食的相似性水平为 >;7B;S+

六丝矛尾 虎鱼*短吻红舌鳎和大泷六线鱼是一

个功能群"摄食的相似性水平为 >B7B!S#图 ;D

$$) 底栖动物食性功能群摄食的相似性水平为

<B7$$S"包括绯# $和长绵
'

"摄食 B;7?;S的

钩虾类#图 ;D!$) 鱼食性功能群摄食的相似性水

平为 ""7?>S"包括 $ 个亚功能群) 蓝点马鲛*长

蛇鲻和油 是一个亚功能群"摄食的相似性水平

为 >>7"?S"摄食 B?7%BS的鱼类+黄是一个

亚功能群"摄食 "%7;!S的底层虾类"同时摄食

!?7$#S的底层虾类#图 ;D?$) 杂食性功能群摄

食的相似性水平为 >?7<<S"包括 $ 个亚功能群)

银鲳和青鳞沙丁鱼是一个亚功能群"摄食的相似

性水平为 <<7<?S"主要摄食浮游植物和桡足类+

斑 为一个亚功能群"除摄食浮游植物和桡足类

以外"还摄食 #$7>;S的底栖动物饵料#图 ;D;$)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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浮游动物食性功能群摄食的相似性水平为

><7$<S"包括黄鲫和赤鼻棱
$

"摄食 <"7%;S的

浮游动物"主要包括桡足类*毛虾类*糠虾类和磷

虾类#图 ;D"$)

图 *'渤海 %V 月鱼类群落功能群的聚类分析图

#7虾@鱼食性+ $8Y$O7广食性+ !7底栖动物食性+ ?8Y?O7鱼食性+ ;8Y;O7杂食性+ "7浮游动物食性)

B5>&*'"6=94;>41.;:95::646=D:8=!D5;=1<>4;8@75=N!D;264:57F1776.2<1>67;:

DF6S;F15O61 96:5=692A C<87D641=1<A757

#7JIXFEP@\FJI PXHN8W5XJ+ $8:$O7ZH9HX86FJWPXHN8W5XJ+ !7OH9WIFd5XHJ+ ?8:?O7PFJMFd5XHJ+ ;8:;O75E9Fd5XHJ+ "7k55P689]WFd5XHJ7

图 +'渤海 %V 月鱼类群落各功能群的食物组成

##$ 虾@鱼食性+ #$$ 广食性+ #!$ 底栖动物食性+ #?$ 鱼食性+ #;$ 杂食性+ #"$ 浮游动物食性)

,7浮游植物+ C7桡足类+ 37磷虾类+ =7糠虾类+ 27毛虾类+ .7甲壳类幼体+ Q7底层虾类+ 17蟹类+ /7口足类+ '7腹足类+ h7双壳

类+ -7多毛类+ [7钩虾类+ +7头足类+ (7鱼类+ A7其它)

B5>&+'"56D!;.@;75D5;=;:61!F:8=!D5;=1<>4;8@5=N!D;264:57F1776.2<1>67;:DF6S;F15O61

##$ JIXFEP@\FJI PXHN8W5XJ+ #$$ ZH9HX86FJWPXHN8W5XJ+ #!$ OH9WIFd5XHJ+ #?$ PFJMFd5XHJ+ #;$ 5E9Fd5XHJ+ #"$ k55P689]WFd5XHJ7

,7AIjW5P689]W59+ C735PHP5N8+ 372LPI8LJF8MH8+ =7[jJFN8H+ 27,MHWHJ+ .73XLJW8MH868Xd8+ Q7=HEHXJ86JIXFEP+ 173X8O+ /7

0W5E8W5P5N8+ '7Q8JWX5P5N8+ h7CFd86dF8+ -7A56jMI8HW8+ [7Q8EE8XFN 8EPIFP5NJ+ +73HPI865P5N8+ (7.FJI+ A7(WIHXJ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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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渤海鱼类群落的主要功能群和主要种类

根据各功能群的渔获量#图 "$"渤海 < 月鱼

类群落的主要功能群为虾@鱼食性功能群*浮游动

物食性功能群和杂食性功能群"其中虾@鱼食性功

能群和浮游动物食性功能群所占比例最大"占总

渔获量的 <"7B!S"其次是杂食性功能群"占

#%7?"S+其余 ? 种功能群!底栖动物食性功能群*

虾食性功能群*鱼食性功能群和广食性功能群所

占的比例很小"共占 $7"%S) 根据各种类渔获量

排序#表 $$"渤海 < 月鱼类群落的主要种类包括

小黄鱼*蓝点马鲛*斑 *银鲳和黄鲫"占总渔获量

的 B?7?!S" 其中小黄鱼所占比例最大" 为

>#7#;S) 渤海 #% 月鱼类群落的主要功能群为

虾@鱼食性功能群*浮游动物食性功能群和杂食性

功能群"占总渔获量的 B!7!%S+与 < 月相比"浮

游动物食性功能群的比例下降"杂食性功能群的

比例上升) 其余 ! 种功能群!底栖动物食性功能

群*鱼食性功能群和广食性功能群所占比例较小"

共占 "7>#S+鱼食性功能群和广食性功能群的比

例有所增加"分别从 < 月的 %7!%S和 #7%#S增加

到 #% 月的 ?7#>S和 $7!$S) 根据各种类渔获量

排序#表 $$"渤海 #% 月鱼类群落的主要种类包括

小黄鱼*赤鼻棱
$

*斑 *银鲳和黄鲫"占总渔获量

的 <?7#!S"其中小黄鱼所占比例仍是最大的)

图 ,'渤海鱼类群落各功能群的渔获量组成

B5>&,'S5;.177!;.@;75D5;=;::8=!D5;=1<>4;8@75=:57F1776.2<1>675=DF6S;F15O61

表 ('渤海鱼类群落的主要种类

012&('0F6.1];47@6!567;::57F1776.2<1>675=DF6S;F15O61

鱼种

\FJI JPHMFHJ

< 月,LZLJW

渔获量@S

OF5E8JJ

所属功能群

\L9MWF5986ZX5LP

鱼种

\FJI JPHMFHJ

#% 月(MW5OHX

渔获量@S

OF5E8JJ

所属功能群

\L9MWF5986ZX5LP

小黄鱼

LK3(17"$-'#

!"7#;#幼鱼$

浮游动物食性

k55P689]WFd5XHJ

!;7%?

虾@鱼食性

JIXFEP@\FJI PXHN8W5XJ

小黄鱼

LK3(17"$-'#

!?7B;#成鱼$

虾@鱼食性

JIXFEP@\FJI PXHN8W5XJ

蓝点马鲛

2K&'3/(&',#

<7<%

虾@鱼食性

JIXFEP@\FJI PXHN8W5XJ

赤鼻棱
$

<K@"00"1*&#'#

#"7;;

浮游动物食性

k55P689]WFd5XHJ

斑

+K3,&$-"-,#

;7<B

杂食性

5E9Fd5XHJ

银鲳

BK")5*&-*,#

#"7!$

杂食性

5E9Fd5XHJ

银鲳

BK")5*&-*,#

?7??

杂食性

5E9Fd5XHJ

斑

+K3,&$-"-,#

<7"B

杂食性

5E9Fd5XHJ

黄鲫

2K-"-7

?7$%

浮游动物食性

k55P689]WFd5XHJ

黄鲫

2K-"-7

>7;!

浮游动物食性

k55P689]WFd5XHJ

!&讨论

Q8XXFJ59

'#?(认为尽管生态系统中生物群落的

种类组成会有显著变化"但食物资源的利用方式"

即功能群的组成还是相对稳定的) 采用划分功能

群的方法来研究生物群落结构可以大大简化海洋

生态系统的食物网及其营养动力学过程研究) 功

能群的研究多是定性地对某一生态系统的功能群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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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成进行划分'#? :#<(

"张波等'B"#B :$%(研究了黄*东

海及长江口生物群落的功能群组成"并根据各功

能群及各种类的生物量组成"探讨了在生态系统

中发挥关键作用的主要功能群及其主要种类) 本

研究则是在此基础上"对渤海鱼类群落的功能群

组成*主要功能群及其主要种类进行了研究)

根据对渤海鱼类群落的 $? 种鱼类功能群的

划分"结果表明"渤海夏*秋季鱼类群落包括 > 个

功能群"分别为浮游动物食性功能群*杂食性功能

群*底栖动物食性功能群*虾食性功能群*虾@鱼食

性功能群*鱼食性功能群和广食性功能群+根据渔

获量组成"渤海夏*秋季的主要功能群为浮游动物

食性功能群*杂食性功能群和虾@鱼食性功能群)

如果按本研究将浮游生物食性功能群进一步划分

为浮游动物食性功能群和杂食性功能群#兼食浮

游动物和浮游植物$"东海'B(

*黄海'#B( 和长江

口'$%(的鱼类群落均包括 > 个功能群"其中浮游动

物食性功能群*底栖动物食性功能群*虾食性功能

群*鱼食性功能群和广食性功能群是中国近海 ?

个典型海域共有的 ; 个功能群) 黄海和渤海鱼类

群落的功能群组成相同+东海鱼类群落有虾蟹食

性功能群和虾@鱼食性功能群"没有杂食性功能

群+长江口鱼类群落有蟹食性功能群和杂食性功

能群"没有虾@鱼食性功能群) 杂食性鱼类功能群

从长江口鱼类群落开始出现"到黄*渤海成为鱼类

群落的主要功能群) 可见"从营养结构的角度"中

国近海 ? 个海域的鱼类群落可分为黄*渤海一个

生态系统"东海一个生态系统"长江口是一个独立

的生态系统) 同时这也更好地说明黄*渤海作为

一个大海洋生态系'$#(

"渤海和黄海渔业资源的兴

衰休戚相关)

本研究结果表明"渤海 < 月的鱼类群落包括

> 个功能群"而 #% 月的鱼类群落包括 " 个功能

群"没有虾食性功能群) 尽管渤海 < 月和 #% 月鱼

类群落的主要功能群均是浮游动物食性功能群*

杂食性功能群和虾@鱼食性功能群"但也存在显著

的季节变化) 夏季的鱼类群落以幼鱼为主"浮游

动物食性功能群所占的比例较大"鱼食性功能群

所占的比例很小+秋季的鱼类群落个体长大"浮游

动物食性功能群所占的比例大幅下降"杂食性功

能群的比例增加"鱼食性功能群和广食性功能群

的比例也有所增加) 根据万瑞景等'$$(对渤*黄海

硬骨鱼类产卵期等的研究发现一年中产卵期集中

在 ;,< 月"产卵盛期为 " 月"可见"渤海鱼类群落

功能群的季节差异主要是由于鱼类处于不同生长

发育阶段引起的) 由于渤海的渔业资源多属洄游

性种类"它们春季进入渤海"秋末离开'$!(

"因此"

要研究渤海鱼类群落功能群组成的变化还应进一

步研究鱼类季节性洄游这一因素的影响)

从复杂的海洋生态系统中选择在食物关系*

营养层次转化中发挥重要功能作用的关键种以及

重要的生物种类开展研究'$?(

"从而简化食物网结

构"更容易把握生态系统物质和能量流动的特征"

当前已初步掌握了我国东海*黄海和长江口 ! 个

海域生态系统中的主要功能群和主要种

类'B"#B :$%(

) 根据本研究结果"渤海鱼类群落夏季

的主要种类有小黄鱼*蓝点马鲛*斑 *银鲳和黄

鲫+秋季的主要种类有小黄鱼*赤鼻棱
$

*银鲳*斑

和黄鲫) 在本次调查中
$

鱼仅分别占 < 月和 #%

月渔获量的 %7%<S和 %7%!S"不是当前渤海鱼类

群落的主要种类)

邓景耀等'"(的研究表明浮游动物*鼓虾*六

丝矛尾 虎鱼*矛尾 虎鱼*

$

*短尾类和软体动

物是渤海鱼类食物网中的几个主要环节) 根据本

研究对主要功能群和主要种类摄食的分析"浮游

植物*浮游动物*底层虾类*底栖动物和鱼类是渤

海鱼类摄食的主要饵料类群) 其中浮游植物的圆

筛藻+ 浮游动物中的中华哲水蚤 # +"1"&,#

#'&'$,#$*太平洋磷虾#S,3/",#'" 3"$'H'$"$*长额

刺糠虾 #>$"&-/(07#'#1(&5')(#-)'#$*中国毛虾

#>$*-*#$/'&*&#'#$和甲壳类幼体+底层虾类中的

日本鼓虾#>13/*,#C"3(&'$,#$+底栖动物中的双壳

类和腹足类+以及鱼类中的六丝矛尾 虎鱼和小

黄鱼是当前渤海鱼类的主要饵料种类) 曾是渤海

鱼类食物网重要环节的
$

鱼"不仅自身资源量大"

同时又是近 ?% 种捕食者的饵料"在生态系统中起

着承上启下的关键作用'" :>(

+由于资源量的持续

下降"使以其为主要捕食对象的蓝点马鲛等捕食

者个体生产不佳"导致部分食物网的毁坏'!(

) 另

外"作为主要为半滑舌鳎#+7&(51(##,##*0'1"*;'#$

和孔鳐#G"C" 3()(#"$等鱼类所摄食的短尾类'"(

"

随着这些鱼种资源量的大幅下降"也不再是渤海

的主要饵料种类了)

体长是鱼类群落功能群研究中的一个重要影

响因素'$;(

"本研究的渤海 < 月鱼类群落中的小黄

鱼如果不分成幼鱼和成鱼 $ 组"根据胃含物分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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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归属于广食性功能群) 那么"该月份渤海鱼

类群落的主要功能群就是广食性功能群*杂食性

功能群和虾@鱼食性功能群"并以广食性功能群所

占的比例最大"这显然不符合实际情况) 很多研

究者在研究中将鱼类划分为不同体长组来研究某

一生态系统的功能群组成'#? :#>(

"由于研究中缺乏

不同体长组足够的样品量"或者对同一鱼种不同

体长组生物量的评估"阻碍了研究的深入开展"这

也将是进一步开展研究的工作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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