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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以 #$$B 年 ; 月至 #$$< 年 # 月东海灯光围网采集到的叉长范围为 ;# h#>" EE的 ???

尾蓝圆
!

为对象!对其胃含物进行分析!应用XDl非参数检验$卡方检验$聚类分析等方法!对

不同季节和发育阶段条件下蓝圆
!

的食性进行了研究% 结果表明!蓝圆
!

的摄食种类有 B$ 余

种!浮游甲壳类"主要包括浮游甲壳类幼体$磷虾和桡足类等#和小型鱼类为其主要食物类群%

若按相对重要性指数百分比 ""K"T#排序!优势饵料种类最高的是七星底灯鱼 ""K"T为

?$7??T#!其次是口虾蛄 ,6GEF幼体""K"T为 %?7#?T#$太平洋磷虾""K"T为 %%7#"T#等%

统计分析检验表明!蓝圆
!

的空胃率和平均胃饱满系数有显著的季节变化和叉长变化"!j

$7$%#!摄食强度春季最高!秋季和夏季相对较高!而冬季最低&叉长 ;$ h<< EE和 #$$ h#<<

EE的蓝圆
!

的摄食强度较高!其余叉长的强度相对较低% 食物组成也随季节和发育阶段的

不同而有所变化!在春季主要以七星底灯鱼和口虾蛄,6GEF幼体为食!夏季主要以甲壳类幼体

为食!秋季主要以七星底灯鱼和太平洋磷虾为主食!冬季食物匮乏!小型桡足类丽隆剑水蚤和

糠虾类占其食物组成的很大比例% 聚类分析的结果表明!蓝圆
!

叉长 #$$ EE是其摄食取向

的拐点!小于这个叉长的蓝圆
!

以浮游甲壳类为主!大于这个叉长的以捕食小型鱼类为主!随

着叉长的增大!蓝圆
!

更多的以游泳动物为食% 根据蓝圆
!

摄食饵料的类群变化!东海蓝圆
!

的营养级为 !7;;!属于浮游动物和游泳动物混合食性的肉食性鱼类%

关键词! 蓝圆
!

& 食性& 营养级& 东海

中图分类号! 0<%>7?&&&&&&&文献标志码',

&&鱼类摄食为其自身的生长&繁殖提供了必要的

营养和能量"其摄食生态学是鱼类生态学研究的基

本内容之一"对鱼类摄食习性随季节和体长变化的

研究是摄食生态学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

' 通过

研究海洋鱼类的食物分配和竞争关系"不仅可以了

解该水域鱼类群落结构种内和种间的相互作用关

系"还可以了解种群资源的变动情况(#)

' 蓝圆
"

#C).1&2):,-<1:,10-'U8EEGPÒ )20OI68_86$隶属

鲈形目#A8JOGS5JE8H$"

"

科#3FJFP_GNF8$"体纺锤

形"稍侧扁"齿细"鳃耙较密具刺"胃呈b型"系暖水

性中上层鱼类"生长快"种群易于恢复"在中国沿海

以及日本&朝鲜等周边海域均有分布' 蓝圆
"

是我

国非常重要的经济鱼类"东海和南海为其重要产

区"台湾海峡和浙江中北部近海资源尤为丰富' 由

于近海底层渔业资源的严重衰退"如今我国对蓝圆

"

等中上层经济鱼类的利用进一步加强"自 %<"?

年灯光围网作业实验成功之后"蓝圆
"

渔业资源得

到快速开发利用"产量逐年上升(!)

' 至今"国内外

学者对蓝圆
"

生物学和渔业资源利用方面的研究

较多(? :B)

"对其摄食习性及营养级的研究相对较

少"以往的调查主要集中在 #$ 世纪七八十年代的

台湾海峡&浙江中北部等部分海域(< :%!)

"当时蓝圆

"

资源初步得到开发利用"其种群结构尚较稳定'

然而"自 #$ 世纪 B$ 年代以来"随着渔业捕捞强度

的不断加大"东海渔业资源已经严重衰退"一些重

要的经济鱼类个体越来越小型化"性成熟时间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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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

#

#%(4:1,+'-8,&/('.,-$等关键饵料生物的

种群结构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食物网中高级

肉食性海洋鱼类的营养级下降"食物链缩短(%")

"一

些鱼类的食性已经发生了改变(%> :%B)

"蓝圆
"

的食

性也可能发生了变化' 为了研究东海鱼类食物网

的结构及其变化"分析中上层鱼类在食物网中的地

位和作用"本研究以 #$$B 年 ; 月至 #$$< 年 # 月东

海灯光围网采集到的蓝圆
"

为研究对象"采用多元

统计分析方法"探讨其在不同季节和发育阶段的食

物组成和摄食强度的变化情况"了解其食物选择和

转换等摄食生态变化规律"旨在为东海海洋生态系

统物质循环和能量流动的研究提供基础依据"也可

为进一步研究和掌握蓝圆
"

的种群资源动态提供

基础资料'

%&材料与方法

!"!#调查时间"地点及方法

所用蓝圆
"

取自 #$$B 年 ; 月*#$$< 年 # 月

-东海区主要渔场重要渔业资源的调查与评估.

课题信息调查船的灯光围网渔获物"取样时间分

别为春季#; 月$&夏季#B 月$&秋季#%% 月$&冬季

## 月$"采样范围为东海 #"r$$]h!!r$$]+"禁渔

区线以东h%#>r$$]2"每网都随机取样"最多取 !$

尾' 四个季度共分析样品 ??? 尾"其中春季 "#

尾"夏季 ##; 尾"秋季 ;$ 尾"冬季 %$> 尾' 样品鱼

的叉长范围 ;# h#>" EE"其中 %$$ h%?< EE占

?%7!%T" 为最优势叉长" #$$ h#?< EE 占

%B7>?T"为次优势叉长' 春季以优势叉长为 B$

EE的幼鱼和 #"$ EE的两龄鱼为主"夏季主要以

优势叉长为 %?$ EE的当龄鱼为主"秋季以 #"$

EE的成鱼为主"也有部分体长较小的当龄鱼"冬

季以 #$$ 和 #"$ EE的成鱼为主#图 %$'

图 !#用于胃含物分析的蓝圆
!

的叉长分布的季节变化

;.<"!#P*'/05'3+)'5<*.510,43*5<-)01C"@-6*-&(%

!"$#室内胃含物分析

将留取的蓝圆
"

样品带回实验室内进行生物

学测定"分别测量其叉长#EE$&体质量以及纯体

质量#_$' 为了分析不同大小个体蓝圆
"

的摄食

差异"将所得到的蓝圆
"

样本以 ;$ EE为组距进

行叉长分组"共分为 ; 个叉长组!;$ h<<&%$$ h

%?<&%;$ h%<<&#$$ h#?<&#;$ h#<< EE' 经生物

学测定后"摘取蓝圆
"

的胃"然后将摘取的胃置于

;T的甲醛溶液中固定保存'

胃含物内的饵料种类分析之前先用吸水纸吸

去胃表面水分"在电子天秤上称出整个胃重量"然

后剥离胃"确定鱼的摄食等级"再在电子天秤#精

度 $7$$% _$上称出去除食物后的胃重量"采用去

皮法得出食物重量' 胃含物的饵料种类分析原则

上尽量鉴定到最小分类阶元' 少数用肉眼可鉴别

且消化程度较低的大的食物种类"直接鉴定并计

数和称重"消化较为充分的胃含物可以根据剩余

的耳石&眼珠&残肢等确定每种饵料的个数"个体

较小或消化较为充分的胃含物在体视显微镜# k

?$$下鉴别饵料生物种类并分别计数"对能称重

的食物进行称重"称重前将饵料表面的水分尽可

能的吸干' 饵料种类鉴定过程中同时记录食物的

消化程度'

!"G#定量指标

用于评价饵料重要性的指标有饵料的重量百

分比 #L"T$&个数百分比 #N"T$&出现频率

#E"T$&出现频率百分比组成#E?

'

T$&相对重

要性指数 #"K"$和相对重要性指数百分比 #T

"K"$""K"和T"K"较好的综合了前三个指数的优

点(%< :#$)

%摄食强度用空胃率和胃饱满系数来表

示"上述指数在国内外食性研究中使用较

多(#% :#;)

"其计算公式如下!

重量百分比#U"1$ $

某饵料生物的实际重量

胃含物总重量
W/22

个数百分比#Q"1$ $

某饵料生物的个数

胃含物饵料生物总个数
W/22

出现频率#J"1$ $

含有某饵料生物的实胃数

总胃数
W/22

"O"$#Q1 *U1$ WJ1 W/2

3

1"O"$

"O"

'

W/22

%

&

'$/

"O"

'

JL

'

1 $

J

'

1 W/22

%

&

'$/

J1

'

'#!



!""#!

!

$$$%&'()*+,-%'.

&&& 水&产&学&报 !" 卷

胃饱满系数#4$ $

食物团实际重量 W/ 222

纯体质量

空胃率#1$ $

空胃数

总胃数
W/22

&&营养级采用下列公式计算(#")

!

R@

'

$/ *

%

&

)$/

H#

')

R@

)

式中"5A

'

为生物'的营养级%5A

8

为生物 '摄食的

食物8的营养级' 计算使用的初始营养层次#绿

色植物$营养级数采用目前国际通用的营养级划

分标准"即将第 % 营养层次的绿色植物定为 % 级"

植食者为第 # 营养层次#初级消费者$"营养级定

为 # 级"以植食动物为食的肉食动物为第 ! 营养

层次#次级消费者$"营养级定为 ! 级"依次类推'

C

'8

为饵料种类 8在生物 '食物中所占的比例"本

研究用食物成分的出现频率百分比组成表示'

!"C#数据分析

本研究应用多元统计分析方法研究蓝圆
"

的

食物组成和摄食强度的变化' 为了便于分析蓝圆

"

的食物组成随季节和叉长的变化"采用同食物

资源种团# NG8YYJ5VIGO_MG6N$的研究方法对蓝圆

"

的食物规类"共分为六大类群"对饵料类群的相

对重要性指数百分比#T"K"$进行比较' 鱼类摄

食强度和食物组成的数据大部分情况下都是非正

态分布的(%>"#>)

"因此"分别用 XJMH̀F6DlF66GH非参

数秩次检验#P5PVFJFE8YJGOJFP` Y8HY$和卡方检验

#OIGDĤMFJ8Y8HY$分析平均胃饱满系数和空胃率随

季节和叉长的变化' 上述统计分析采用 0A00

%%7; 软件进行'

为了比较不同发育阶段食物组成的相似性"

应用AJGE8J;7$ 软件进行聚类分析"所用的指数

是CJFLD3MJYGH相似性系数"其中指标间的距离采

用欧式距离#2MO6GN8FP NGHYFPO8$

(#B :#<)

' 聚类分

析时采用的分类阶元是-种.或-属."并除去不可

辨认的饵料以减少对计算结果的影响"相似性系

数计算变量为 ET"因为 ET比能较好地解释鱼

类的摄食行为和对饵料的喜好程度"分析前先将

饵料的出现频率百分比作平方根变换"以便对稀

有种给予一定程度的加权(!$ :!%)

'

#&结果

$"!#食物组成

食物组成分析结果表明#表 %$"蓝圆
"

主要

摄食海洋生物的鱼类&浮游幼体#主要是浮游甲

壳类幼体$&磷虾类&桡足类&长尾类&头足类 "

种饵料类群"饵料生物种类数有 B< 种#包括无

法鉴定到种的饵料$"其中桡足类最多有 #! 种"

其次是鱼类有 %> 种"端足类有 %$ 种"虾类有

< 种'

表 !#东海蓝圆
!

的食物组成

&'("!#U.*-+0270/.-.05/01C"@-6*-&(%.5-)*A'/-8).5' P*'

饵料种类

VJ8L GY8EH

重量百分比

LT

个数百分比

NT

出现频率

ET

相对重要性指数百分比

"K"T

水母类O*?@/' I"I! I"I_ I"GL R

水母水螅体1LNJ5E8NMHF8V56LV $7$% $7$< $7!; R

多毛类H03E+)'*-' I"IG I"IX I"GL R

拟突齿沙蚕!1:1+)/((12)-,-.*1@/B' $7$! $7$> $7!; R

头足类8*7)'3070?' L"%_ $"X% L"$C !"LI

多钩钩腕乌贼7>:1+'1 <,+2'*1<121 $7#" $7%# %7$; $7$#

日本枪乌贼仔A/+'4/ 81&/('.1 ;7%$ #7;$ !7;$ %7?>

双喙耳乌贼仔 G)&'/+1 >':/-2:121 $7## $7$< $7!; $7$%

耳乌贼科08VG56GNF8HVV7 $7%% $7$; $7!; R

介形类Y/-,'+0?' R I"I_ !"IL R

不规则海萤#;&:'0'(/0)->1':0' R $7$# $7!; R

针刺真浮萤%,./(.*/).'1 1.,+)121 R $7$# $7!; R

细长真浮萤%,./(.*/).'1 )+/(4121 R $7$; $7!; R

桡足类807*70?' I"!$ $I"!L CG"I! C"$C

精致真刺水蚤%,.*1)21 ./(.'((1 $7$% $7B$ !7%; $7%?

海洋真刺水蚤%,.*1)21 <1:'(1 $7$% $7;< %7>; $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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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

饵料种类

VJ8L GY8EH

重量百分比

LT

个数百分比

NT

出现频率

ET

相对重要性指数百分比

"K"T

中华哲水蚤#1+1(,--'('.,- R $7#? %7>; $7$#

粗新哲水蚤N)/.1+1(,-:/>,-2'/: R $7$# $7!; R

普通波水蚤R(0'(,+1 B,+41:'- $7$% $7"? ?7<$ $7%>

小拟哲水蚤!1:1.1+1(,-&1:B,- R $7$< %7?$ $7$%

强真哲水蚤%,.1+1(,-.:1--,- R $7$> $7>$ R

亚强真哲水蚤%,.1+1(,--,>.:1--,- $7$# %7$B "7"? $7?$

哲水蚤属#1+1(,-HV7 $7$? ?7$% %7?$ $7!%

丹氏厚壳水蚤 G./+).'2*:'I01(1) R $7!% %7$; $7$#

尖额唇角水蚤A1>'0/.):1 1.,21 R $7$# $7!; R

瘦尾胸刺水蚤#)(2:/&14)-2)(,':)<'- $7$% $7<# %7$; $7$;

厚指平头水蚤#1(01.'1 &1.*;01.2;+1 R $7$# $7!; R

截平头水蚤#1(01.'1 2:,(.121 $7$# %7B" #7?; $7#;

锥形宽水蚤5)</:1 2,:>'(121 R $7B$ ;7#? $7#!

异尾宽水蚤5)</:1 0'-.1,0121 R $7$# $7!; R

美丽大眼剑水蚤#/:;.1),--&).'/-,- R $7?# #7?; $7$"

丽隆剑水蚤?(.1)1 B)(,-21 $7$% B7$? ;7;< #7?<

玛瑙叶剑水蚤 G1&&*':'(1 /&1+'(1 R $7$> $7>$ R

金叶剑水蚤 G1&&*':'(1 <)21++'(1 R $7$# $7!; R

叶剑水蚤属 G1&&*':'(1 HV7 R $7$; $7!; R

猛水蚤目1FJVFOYGO5GNF_8P HV7 R $7$# $7!; R

不可辨认桡足类 MPGN8PYGSG8N 35V8V5NFHVV7 R $7$# $7!; R

糠虾类OE/.?'+*' I"G^ $"!$ L"$C I"$I

漂浮小井伊糠虾"')++1 &)+14'.,- $7$% $7$; $7!; R

深凹小井伊糠虾"')++1 /*-*'<1' $7%? $7>; $7>$ $7$!

圆凹小井伊糠虾"')++1 *'>'' $7%$ $7;> %7>; $7$"

长额刺糠虾7.1(2*/<;-'-+/(4':/-2:'- R $7$# $7!; R

不可辨认糠虾 MPGN8PYGSG8N WLHGNFO8FHVV7 $7%! $7>! #7%$ $7%$

端足类927).70?' I"GI %"$L !^"̂^ I"_G

细足法 5*)<'-2/ 4:1.'+'&)- $7$? %7$? ;7#? $7!%

孟加蛮 A)-2:'4/(,->)(41+)(-'- $7$; %7!# "7#< $7?B

大眼蛮 A)-2:'4/(,-<1.:/&*2*1+<,- $7$# $7?# #7%$ $7$;

裂颏蛮 A)-2:'4/(,--.*'Q/4)()'/- R $7%# %7>; $7$%

蛮 属A)-2:'4/(,-HV7 $7%% !7$# $7!; $7$"

克氏尖头 ?I;.)&*1+,-.+1,-' $7$# $7$; $7!; R

贪婪短腿狼 F:1.*;-.)+,-:1&1I $7$; $7%? %7$; $7$%

不可辨认 MPGN8PYGSG8N ,EVIGV5NFHVV7 R $7$< %7$; $7$%

外海新诺钩虾 G;(/&'1 +,2:1<1:'(1 R $7$# $7!; R

拟钩虾属D1<<1:/&-'-HV9 R $7$# $7!; R

磷虾类A@7)'@/.'+*' L"I! $$"!G !$"$C !!"̂!

太平洋磷虾%,&*1,-'1 &1.'3'.1 ?7?B %<7>> B7!< %%7#"

中华假磷虾!-),0),&*1,-'1 -'('.1 $7;# #7!% !7;$ $7;;

不可辨认磷虾 MPGN8PYGSG8N 2MVIFMHGFO8FHVV7 $7$% $7$; $7!; R

长尾类V'-'5-.' %"GI ^"I^ $_"GX G"__

中国毛虾7.)2)-.*'()(-'- $7B$ $7?; #7?; $7%>

日本毛虾7.)2)-81&/('.,- $7$? $7$# $7!; 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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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

饵料种类

VJ8L GY8EH

重量百分比

LT

个数百分比

NT

出现频率

ET

相对重要性指数百分比

"K"T

中型莹虾A,.'3):'(2):<)0',- $7$# $7#% $7>$ $7$%

刷状莹虾A,.'3):&)('.'++'3): $7$; $7"% %7?$ $7$;

莹虾属A,.'3):HV7 $7$B %7%% ?7<$ $7!#

细螯虾A)&2/.*)+1 4:1.'+'- ?7"! ?7!B ?7<$ #7??

尖尾细螯虾A)&2/.*)+1 1.,+)/.1,0121 $7%; $7%? $7>$ $7$%

蝉虾科0OL66FJGNF8_8P HV7 $7!# $7$> $7!; $7$%

不可辨认虾类 MPGN8PYGSG8N =8OFV5NFHVV7 $7#$ %7$B %!7"? $7<>

歪尾类9502@,' I"IX I"IL I"XI R

寄居蟹属!14,:,-HV7 $7$> $7$; $7>$ R

短尾类T,'+)E@,' !"!X I"%% G"!L I"$!

七刺栗壳蟹7:.1('1 *)&21.1(2*1 $7$% $7$# $7!; R

馒头蟹属#1+1&&1 HV7 $7#B $7$# $7!; $7$%

不可辨认短尾类 MPGN8PYGSG8N ,P5EMJFHVV7 $7BB $7"% #7?; $7#$

毛颚类P'<.--0.?*' R I"IL I"GL R

箭虫属 G14'221 HV7 R $7$; $7!; R

鱼类H./+*/ XX"C^ !%"!X CG"G% LI"_X

#

%(4:1,+'-81&/('.,- $7B; $7!B %7$; $7$>

蛇鲻属 G1,:'01 HV7 $7%$ $7$> $7>$ $7$%

龙头鱼$1:&/0/( ()*):),- >7?? !7"; ?7#$ #7;B

七星底灯鱼F)(2*/-)<1 &2):/2,< ?%7%; >7?; %;7$! ?$7??

海鳗=,:1)(/-/I>14'/ $7$# $7$# $7!; R

麦氏犀鳕F:)4<1.):/-<1..+)++1(0' !7;< $7#% %7?$ $7#<

香 #1++'/(;<,-/+'0,- $7#% $7$< $7>$ $7$%

油 G&*;:1)(1 &'(4,'- $7$> $7$# $7!; R

发光鲷7.:/&/<1 81&/('.,< $7#% $7$# $7!; R

斑鳍天竺鲷7&/4/('.*2*;-.1:'(12,- $7?! $7$< $7!; $7$%

细条天竺鲷7&/4/('.*2*;-+'()12,- ?7<% $7;? #7B$ $7B?

矛尾虾虎鱼7.1(2*/4/>',-*1-21 %7<< $7>! $7>$ $7%%

红狼牙虾虎鱼?0/(21<>+;/&,-:,>'.,(0,- $7$! $7$# $7!; R

鲣属7,I'-HV7 $7>> $7"? $7>$ $7$;

带鱼5:'.*',:,-*1,<)+1 B7B$ %7!? ?7;; #7;;

舌鳎属#;(/4+/--,-HV7 $7%% $7$# $7!; R

不可辨认鱼类 MPGN8PYGSG8N AGHO8H "7>< $7B; <7?? !7<<

浮游幼体H3'54-05.+3',>'* G"C$ $!"GG XL"L$ $%"!C

幼蛤-FE866G9JFPOIGF6FJdF R $7$# $7!; R

口虾蛄,6GEF幼体 G6,'++'01)1+'<1 6FJdF %7>> <7!B #!7$B %?7#?

长尾类蟤状幼体=1.:,:1 Q/)1 6FJdF $7$% $7%# $7>$ $7$%

长尾类糠虾幼体=1.:,:1 <;-'-6FJdF $7?< !7#B %<7<! ?7%"

海螯虾幼体AF6GPMJGNF86FJdF $7$! $7$# $7!; R

短尾类蟤状幼体F:1.*;,:1 Q/)1 6FJdF $7%% %7;% "7<< $7"!

短尾类大眼幼体F:1.*;,:1 <)41+/&1 6FJdF $7<B ?7>? #%7!! "7>;

鱼卵SGHI 8__H $7$# #7#" #7B$ $7!;

注!- R.代表j$7$%'

+5Y8H!- R. GPNGOFY8HYIFYYI8JFYG5 gFHHEF668JYIFP $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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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期 蒋日进"等!东海蓝圆
"

的摄食习性 &&

&&在所有饵料种类中出现频率较高的有口虾蛄

,6GEF幼体#ET为 #!7$BT$&短尾类大眼幼体

#ET为 #%7!!T$&长尾类糠虾幼体 #ET为

%<7<!T$&七星底灯鱼#ET为 %;7$!T$和太平洋

磷虾#ET为 B7!<T$%饵料个数最多的是太平洋

磷虾 #NT为 %<7>>T$"其余饵料个数均低于

%$T%根据更正重量计算所得的重量百分比排序

依次是七星底灯鱼#LT为 ?%7%;T$&带鱼的幼

鱼 #LT为 B7B$T$&龙头鱼的幼鱼 #LT为

>7??T$&日本枪乌贼的幼体#LT为 ;7%$T$&细

条天竺鲷 #LT为 ?7<%T$&细螯虾 #LT为

?7"!T$和太平洋磷虾#LT为 ?7?BT$"口虾蛄

,6GEF幼体和短尾类大眼幼体由于个体较小"因

此重量百分比较低"分别为 %7>>T和 $7<BT%按

照相对重要性指数百分比#"K"T$排序"最高的是

七星底灯鱼#"K"T为 ?$7??T$"其次是口虾蛄

,6GEF幼体 #"K"T为 %?7#?T$&太平洋磷虾

#"K"T为%%7#"T$&短尾类大眼幼体 #"K"T为

"7>;T$&龙头鱼的幼鱼#"K"T为 #7;BT$&丽隆

剑水蚤 #"K"T为 #7?<T$ 和细螯虾 #"K"T为

#7??T$'

鱼类是蓝圆
"

最重要的饵料类群"它的种类

共计 %> 种&属"占总种类的 %<7%$T"其中大部分

摄食的是七星底灯鱼"其它的也主要是小型鱼类

或者幼鱼"其重量百分比#LT为 >>7?BT$和相

对重要性指数百分比#"K"T为 ;$7<>T$都最高"

个数百分比#NT为 %"7%>T$和出现频率#ET为

?!7!"T$也很高' 浮游幼体是第二重要的饵料

类群"主要是口虾蛄,6GEF幼体和十足类的幼体"

其个数百分比很高 #NT为 #%7!!T$"口虾蛄

,6GEF幼体的出现频率在所有饵料中最高#ET为

#!7$BT$' 磷虾类是第三重要的饵料类群"仅发

现太平洋磷虾和中华假磷虾两种"主要以前者为

主"其个数百分比在所有饵料中最高'

$"$#食物组成随季节的变化

蓝圆
"

在春季摄食饵料生物共 %> 种"按照相

对重要性指数百分比#"K"T$排序"依次是七星底

灯鱼#T"K"为 ;<7$!T$&龙头鱼的稚幼鱼#T"K"

为 %"7<?T$ 和口虾蛄 ,6GEF幼体 #T "K"为

%"7;BT$%在夏季饵料生物的种类最多达 "; 种"

常见饵料包括口虾蛄 ,6GEF幼体 #T "K"为

#!7>!T$&短尾类大眼幼体#T"K"为 #%7#%T$和

长尾类糠虾幼体#T"K"为 %!7?!T$等甲壳类幼

体"细螯虾 #T "K"为 %#7<<T$&中华假磷虾

#T"K"为 #7?!T$&亚强真哲水蚤 #T "K"为

%7"%T$&细足法 #T"K"为 %7#"T$和一些不可

辨认的鱼类比例也很高%在秋季饵料种类较少共

%" 种" 常 见 饵 料 是 七 星 底 灯 鱼 #T "K"为

?>7!<T$和太平洋磷虾#T"K"为 !?7>!T$"带鱼

#T"K"为 >7;<T $ 和日本枪乌贼 #T "K"为

"7;$T$的仔稚幼体也占一定的比例"桡足类和

十足类的浮游幼体很少%冬季的饵料匮乏"桡足类

的贡献最大"饵料共 !# 种"甲壳类共 #> 种"其中

桡足类 %; 种"主要以丽隆剑水蚤 #T "K"为

!B7<!T$和糠虾#T"K"为 %<7%BT$为主"鱼类及

其卵和浮游甲壳类幼体仅占很少一部分'

按照蓝圆
"

饵料类群的划分方法"从表 # 中

可以看出"蓝圆
"

的食物组成随季节的变化有所

不同' 根据重量百分比&个数百分比和出现频率

排序"在春季"蓝圆
"

的饵料类群中鱼类的比例都

是最高的"其次是浮游幼体"其它的饵料类群相对

较少%在夏季"浮游幼体的个数和出现频率都最

高"长尾类和桡足类次之"其它几种饵料类群出现

频率也较高"说明夏季饵料丰富"可供蓝圆
"

摄食

表 $#蓝圆
!

主要饵料类群重量百分比"个数百分比和出现频率的季节变化

&'("$#P*'/05'3>',.'-.05.5-)*7*,+*5-'<*Q*.<)-#5@2(*,'5?-)*0++@,,*5+*

1,*D@*5+E 10,2'a0,7,*E <,0@7/-0 -)*?.*-/01C"@-6*-&(%

饵料类群

VJ8L _J5MV

春季 HVJGP_

LT NT ET

夏季 HMEE8J

LT NT ET

秋季 FMYMEP

LT NT ET

冬季 gGPY8J

LT NT ET

鱼类AGHO8H <;7!< ?!7"% >" ;>7?? B7%> %>7#B >B7;! #!7#; B%7B# ?#7#% $7;? >7!#

浮游幼体A6FP`Y5PGO6FJdF8 !7>? !>7$" ## <7#! !?7>< "B7;# $7$% $7$< !7$! B7>" %$7%> !%7>%

桡足类35V8V5NF $7$" %%7B# ? $7%B %!7?! #>7>B R R R !7;% >!7>" ?B7>B

磷虾类WLHGNFO8F $7%; %7#B %$ !7B> %$7## B7"? B7"B ";7%> !<7!< $7"$ $7#> #7??

长尾类+FYFPYGF $7%$ $7<" %# #$7<; %>7## !B7B< %7B! #7!! !!7!! #$7<% #7$% %>7$>

其它饵料 5YI8JH $7;" ;7#> %? B7!? %"7%> #!7?" %$7<; <7%" #>7#> #?7$% %!7#; >7!#

注!- R.代表j$7$%'

+5Y8H!- R. GPNGOFY8HYIFYYI8JFYG5 gFHHEF668JYIFP $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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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种类较多%在秋季"蓝圆
"

主要摄食鱼类和磷虾

类"鱼类的出现频率最高"而磷虾类的个数最多"

桡足类和浮游幼体的数量都很少%在冬季"饵料匮

乏"可供蓝圆
"

摄食的饵料主要是小型桡足类"浮

游幼体和长尾类的出现频率也较高'

$"G#食物组成随叉长的变化

蓝圆
"

的食物组成随叉长变化有所不同"根

据相对重要性指数百分比#图 #$"叉长 ;$ h<<

EE的蓝圆
"

主要以鱼类#T"K"为 !<7$<T$和

磷虾类#T"K"为 #"7"!T$为食"长尾类和桡足类

#T"K"为 %%7!!T$也占很大比例"摄食的饵料种

类共 %" 种"其中主要代表种类是太平洋磷虾

#T"K"为 #"7"!T$ 和
#

鱼 仔 鱼 #T "K"为

%#7%!T$%叉长 %$$ h%?< EE的蓝圆
"

主要摄食

浮游幼体#T"K"为 >?7<;T$"摄食的饵料种类共

;< 种"主要代表种类是口虾蛄 ,6GEF幼体#T"K"

为 #<7$!T$& 短 尾 类 大 眼 幼 体 #T "K"为

#;7!;T$&长尾类糠虾幼体#T"K"为 %"7>?T$等

浮游甲壳类幼体%叉长 %;$ h%<< EE时主要以桡

足类 #T "K"为 !?7B?T$& 鱼 类 #T "K"为

!%7?"T$和长尾类#T"K"为 #>7%BT$为食"摄食

的饵料种类共 ?$ 种"主要代表种类是七星底灯鱼

#T"K"为 #>7!!T$和细螯虾 ##$7!"T$%叉长

#$$ h#?< EE时主要以鱼类#T"K"为 >>7<;T$

为食"摄食的饵料种类共 !% 种"主要代表种类是

七星底灯鱼#T"K"为 ""7%<T$&太平洋磷虾#T

"K"为 B7$%T$和口虾蛄 ,6GEF幼体#%$7$?T$%

当叉长范围 #;$ h#<< EE时主要以鱼类#T"K"

为 "<7""T$和磷虾类#T"K"为 #;7!%T$为食"

摄食的饵料种类共 #% 种"主要代表种类是七星底

灯鱼#T"K"为 ;!7;BT$&太平洋磷虾#T"K"为

#;7!%T$&带鱼幼鱼#T"K"为 "7%<T$&细条天竺

鲷#T"K"为 "7#$T$&龙头鱼#T"K"为 ?7%<T$

和日本枪乌贼#T"K"为 !7<%T$的幼体等游泳

动物'

聚类分析将蓝圆
"

不同叉长的食物组成分为

! 组#图 !$";$ h<< EE为一组%%$$ h%?< EE和

%;$ h%<< EE为一组"#$$ h#?< EE和 #;$ h#<<

EE为一组' 其中 #$$ h#?< EE和 #;$ h#<< EE

的相似性最高为 "?7##%T";$ h<< EE和 #;$ h

#<< EE的相似性系数最低为 #!7!><T'

$"C#摄食强度

蓝圆
"

的摄食强度季节变化明显"经检验分

析发现"其空胃率#P

#

iB%7$?#"!j$7$$%$和平

均胃饱满系数#P

#

i#"7<B""!j$7$$%$季节间差

异极其显著'由图?可以看出"蓝圆
"

春季的平

图 $#蓝圆
!

的主要饵料类群的b0D0随叉长的变化

;.<"$#\',.'-.05/.5-)*b0D010,2'a0,7,*E <,0@7/

-0 -)*?.*-01*'+)/.F*+3'//01C"@-6*-&(%

图 G#蓝圆
!

各个叉长组食物组成的聚类分析图

;.<"G#U*5?,0<,'201-)*+3@/-*,'5'3E/./01-)*?.*-',E

+0270/.-.0501C"@-6*-&(%.5*'+)/.F*+3'//

图 C#蓝圆
!

各个季节的平均胃饱满度系数和

空胃率$竖线表示标准误%

;.<"C#O*'5/-02'+)1@335*//.5?*6 '5?7*,+*5-'<*01

*27-E /-02'+)/01C"@-6*-&(%.5*'+)/*'/05

$>*,-.+'3(',/.5?.+'-*PA%

!!!



!""#!

!

$$$%&'()*+,-%'.

# 期 蒋日进"等!东海蓝圆
"

的摄食习性 &&

均胃饱满系数最高"秋季次之"冬季最低' 而空胃

率的变化趋势正好相反"是冬季最高"夏季次之"

春季 最 低' 全 年 的 平 均 胃 饱 满 度 系 数 为

%#7B;v"空胃率是 %!7%!T' 平均胃饱满度系数

与摄食强度成正比"因此"蓝圆
"

的摄食强度在春

季最高"秋季和夏季次之"冬季最低'

不同发育阶段的蓝圆
"

的摄食强度也存在明

显的变化#图 ;$"平均胃饱满系数随叉长的变化

差异极显著#P

#

i%<7>!$"!j$7$%$"其空胃率差

异也极显著#P

#

i>"7>$""!j$7$$%$' 叉长 ;$ h

%<< EE的蓝圆
"

的空胃率都很低"而 #$$ h#<<

EE的蓝圆
"

的空胃率相对较高' 叉长 ;$ h<<

EE和 #$$ h#<< EE的蓝圆
"

的平均胃饱满度系

数相对较高#%!7";v h%;7##v$"这两个发育阶

段的摄食强度较高%叉长 %$$ h%<< EE的蓝圆
"

的平均胃饱满度系数相对较低 # <7?Bv h

%$7%$v$'

图 L#蓝圆
!

各个季节的平均胃饱满度系数和空胃率$竖线表示标准误%

;.<"L#O*'5/-02'+)1@335*//.5?*6 '5?7*,+*5-'<*01*27-E /-02'+)/01

C"@-6*-&(%10,*'+)/.F*+3'//$>*,-.+'3(',/.5?.+'-*PA%

$"L#营养级

由营养级计算公式并对部分饵料种类的营养

级进行修订(#")

"计算得到东海蓝圆
"

的平均营养

级为 !7;;'

!&讨论

G"!#蓝圆
!

的摄食习性及营养级

研究结果表明"蓝圆
"

的饵料类群多达 %?

类"除多毛类&水母类&头足类&箭虫和鱼类之外的

饵料都属于甲壳类"包括浮游甲壳类幼体&磷虾

类&桡足类&长尾类&歪尾类&糠虾类&端足类和介

形类' 浮游甲壳类的种类最多"共计 "! 属&种"占

总种类的 >$7><T"其出现频率和个数百分比

#NT为 >B7"T$都最高"相对重要性指数百分比

#"K"T为 ?>7%BT$也很高"仅低于鱼类的相对重

要性指数百分比#"K"T为 ;$7<>T$' 通过相对

重要性指数百分比#"K"T$来衡量"优势饵料生物

种类是七星底灯鱼&口虾蛄 ,6GEF幼体和太平洋

磷虾"其它饵料生物的相对重要性指数都相对较

低' 由此可见"浮游甲壳类和小型鱼类是蓝圆
"

的主要食物"头足类&水母类&箭虫和多毛类等是

其次要食物"鱼卵&底栖的蟹类和双壳类等是其偶

然性食物' 在蓝圆
"

的胃中还发现了若干的圆筛

藻&鱼鳞&无法消化的塑料杂质和泥沙等物质"由

于浮游植物重量太小或杂质无营养等因素未能统

计在食物种类组成分析中'

若按饵料生物的生态习性来划分"则可将蓝

圆
"

的饵料生物划分为 ! 种生态类群"即游泳生

物#包括鱼类&头足类$&浮游动物#包括桡足类&

糠虾类&水母类&介形类&端足类&磷虾类&毛颚类&

浮游幼体和浮游的长尾类$和底栖动物#包括多

毛类&歪尾类和短尾类$"它们在食物中所占的重

量百分比分别是 B!7%"T&%;7;>T和 %7#>T"个

数百分比分别是 %B7<!T&B$7#<T和 $7>BT"出

现频率百分比组成分别是 #"7#%T&>%7>?T和

#7$;T' 因此"蓝圆
"

是以浮游动物和游泳动物

为主的混合动物食性的鱼类"兼食少量底栖虾蟹

类' 按捕食方式和食物种类的多少可以将蓝圆
"

划分为追击型的广食性鱼类'

海洋生态系统中鱼类营养级可以为食物网能

量流动研究提供必要的参考信息' 参照张其永

等(<)所定的营养级之上加 % 级的方法"经计算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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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蓝圆
"

的平均营养级为 !7;;"高于台湾海峡的

蓝圆
"

的平均营养级 #7B

(<"%!)

"一方面的原因是

后者叉长范围 %!< h#"$ EE小于本研究标本叉

长"营养级随个体的增大而提高%另一方面"是由

于过度捕捞等人为因素的干预"近几十年来我国

近海生态系统的生物资源的结构组成发生很大变

化"高级肉食性鱼类的资源量降低"捕食者的减少

导致七星底灯鱼等低营养层次小型鱼类的生物量

不断增加"从而促使蓝圆
"

等中级肉食性鱼类捕

食小型鱼类变得容易"其营养级也随之有所提高'

G"$#蓝圆
!

的摄食强度

蓝圆
"

的摄食强度在春季最高"秋季次之"在

夏季相对较低"冬季最低%不同发育阶段的蓝圆
"

有两个摄食强度的最高峰!;$ h<< EE的幼鱼和

#$$ h#<< EE的繁殖个体' 将季节和发育阶段两

个因素综合考虑会发现!蓝圆
"

的摄食强度在春

季最高"而春季以优势叉长为 B$ EE的幼鱼和

#"$ EE的两龄鱼为主"鱼类在个体发育早期为

了快速成长以及在繁殖期为了性腺的发育摄食强

度一般都较大%叉长小于 #$$ EE的蓝圆
"

的空

胃率很低"而大于 #$$ EE的空胃率较高"主要原

因是前者主要采集于饵料丰富的春&夏季"后者部

分采集于食物匮乏的冬季#图 %$' 经统计检验分

析发现"蓝圆
"

的空胃率和平均胃饱满系数随季

节和发育阶段的变化都有显著的变化' 有许多研

究表明鱼类的空胃率与平均胃饱满系数的变化趋

势相反(!# :!;)

"本研究中蓝圆
"

平均胃饱满系数的

季节变化趋势与空胃率变化趋势相反"而不同发

育阶段的蓝圆
"

的平均胃饱满系数与空胃率的变

化相关性较小"这说明蓝圆
"

的摄食强度受饵料

丰度的影响较大' 蓝圆
"

夏季平均胃饱满度系数

较低"空胃率也很低"考虑到其食物组成主要是易

于消化的甲壳类幼体"极可能是夏季水温较高"蓝

圆
"

的消化速率很快导致其平均胃饱满度系数的

值较低%秋季蓝圆
"

摄食强度的增高与其为过冬

进行能量储备有很大的关系%冬季饵料生物量和

水温过低导致许多鱼类在越冬期很少摄食(!# :!!)

"

蓝圆
"

也是如此' 因此"蓝圆
"

的摄食强度随季

节和叉长的变化与其自身的生理特点以及海洋中

饵料丰度等环境因素的变化有很大的关系'

综上所述"可以将蓝圆
"

的周年摄食周期分

为 ? 个阶段!#%$ 产卵期' 春季"叉长大于 #$$

EE的两龄鱼随着性腺发育的加快"需要大量的

营养物质补充"才能促使性腺迅速发育成熟"蓝圆

"

具有较高的生殖力和分批产卵的习性"首次产

完卵的亲鱼也要增强摄食"性腺方能迅速恢复并

再次产卵"因此"产卵群体的摄食强度相对较高"

而叉长小于 %$$ EE的幼鱼的新陈代谢很旺盛"

摄食强度也较大' ##$ 索饵育肥期' 夏季叉长

%$$ h%<< EE的当龄鱼虽然摄食的饵料种类很

多"但是主要以浮游甲壳类为主"而且新陈代谢

快"消化速率也很快' #!$ 越冬前育肥期' 秋季

主要以叉长大于 #$$ EE的生殖后群体为主"为

了越冬储存能量"捕食能力很强"因此摄食强度最

大%#?$ 越冬期' 冬季随着水温的下降饵料丰度

的降低"蓝圆
"

的活动减少"摄食强度也随之

减弱'

G"G#蓝圆
!

的食物保障及其食性转换

东海区丰富的饵料资源为蓝圆
"

的种群繁衍

和增长提供了稳定可靠的食物保障(!" :!>)

"其主要

饵料浮游甲壳类在东海区大陆架分布广泛"数量

较大"丰度均值为 #B7B? 个@E

!

"资源十分丰富'

有资料统计显示"随着捕捞强度的不断增大"我国

近海的重要经济鱼类的资源下降且日趋小型化"

而小型鱼类的资源量呈增长的态势(!B)

"其中七星

底灯鱼在一年中出现时间最长"而且生物量变化

均匀"有关资料估算东海区大陆架七星底灯鱼的

四季平均资源量为 % $$$ Y"其中资源量秋季最高

达 % B$$ Y

(%?)

' 目前"七星底灯鱼是小黄鱼&带鱼

和
#

鱼等其它经济鱼类的主要饵料生物"它是东

海生态系统中的关键物种"在东海鱼类食物网中

的地位举足轻重(!< :?%)

'

同往年的研究相比"东海区蓝圆
"

的食物组

成也发生了一定的变化' 周婉霞等(%#) 研究

%<B#*%<B! 年浙江近海蓝圆
"

的摄食食性"认为

其属浮游生物食性兼营捕食性鱼类"主要食物是

浮游甲壳类和鱼类' 黄美珍(%!)分析了 %<";*

%<B< 年台湾海峡的蓝圆
"

的调查资料"发现其主

要摄食是桡足类&小型鱼类等' 与本研究中蓝圆

"

的优势饵料是七星底灯鱼所不同"#$ 世纪 B$

年代浙江中北部近海蓝圆
"

的优势饵料七星底灯

鱼所占的比例低于本研究的结果(%#)

"%<";*%<B<

年台湾海峡蓝圆
"

的所摄食的鱼类主要是犀鳕&

#

科幼鱼等(%!)

' 优势饵料的变化表明"一些关键

饵料生物的生物量和可获得性因时空变化而发生

了改变"林龙山(%>)在研究长江口的小黄鱼食性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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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期 蒋日进"等!东海蓝圆
"

的摄食习性 &&

就发现"七星底灯鱼从原来没有的饵料种类变为

目前最主要的鱼类饵料种类' 这与许多学者在研

究不同海域和年代的小黄鱼&带鱼等鱼类的食性

差异时所得到的结论是相一致的(!# :!!)

'

东海蓝圆
"

的食性的季节性转换与饵料生物

的季节波动是相吻合的' 蓝圆
"

在春季主要以七

星底灯鱼和口虾蛄 ,6GEF幼体为食"夏季主要以

甲壳类幼体为主食"秋季主要以七星底灯鱼和太

平洋磷虾为主食"冬季食物匮乏"小型桡足类丽隆

剑水蚤和糠虾类占其食物组成的很大比例' 蓝圆

"

的食物组成中有三种优势饵料生物七星底灯

鱼&口虾蛄,6GEF幼体和太平洋磷虾"其中口虾蛄

,6GEF幼体在春夏季所占的比例较大"而秋季较

少"这与浮游幼体大发生的时间有关"春夏季是大

部分海洋生物的生殖季节"是其幼体的旺发期'

而磷虾在东海的总丰度秋季最高"春季次之"冬季

最低"磷虾类的集群性在东海区主要鱼类的渔场

形成过程中有重要的意义(?# :?!)

' 因此"蓝圆
"

食

物组成的季节变化与海区中饵料生物的季节变化

有着密切的联系' 石大康(??)在研究 %<>;*%<>B

年北部湾海域的蓝圆
"

时发现其周年均摄食"无

明显的索饵季节"这可能与调查海区的不同有关"

东海隶属属暖温带"饵料类群的时空分布有明显

的季节变化'

蓝圆
"

的饵料组成随着其叉长的增大而变

化"食性类型从浮游动物食性的鱼类转变为混合

动物食性"其摄食的饵料类群的转换十分明显'

鱼类是各个叉长组的主要摄食种类"但所占的比

例有所变化";$ h%<< EE的蓝圆
"

饵料中鱼类的

比例明显小于 #$$ EE以上的个体' 叉长 ;$ h<<

EE时主要摄食小型浮游甲壳类"同时摄食部分

稚幼鱼%%$$ h%?< EE的当龄鱼的随着其摄食器

官的进一步发育"几乎捕食大部分的浮游甲壳类

和小型鱼类"饵料种类最多"浮游幼体的比重很

大%#$$ h#<< EE的鱼类以大型浮游甲壳类和鱼

类为主食' 聚类分析的结果表明"叉长 #$$ EE

是其摄食取向的拐点"小于这个叉长的蓝圆
"

以

浮游甲壳类为主"大于这个叉长以捕食小型鱼类

为主"随着叉长的增大"蓝圆
"

更多的以游泳动物

为食' 周婉霞等(%#)认为叉长小于 %>$ EE的当

龄鱼主要以桡足类和十足类等浮游甲壳类为主

食"其次是七星底灯鱼等小型鱼类"大于 %>$ EE

的成鱼主要以鱼类为主"同时兼食大型浮游甲壳

类"这与本研究的结果基本一致"区别主要是本研

究中幼鱼的主要饵料并非桡足类"而是磷虾和浮

游动物幼体等'

值得注意的是"本文所分析的蓝圆
"

主要摄

食浮游生物"浮游生物有昼夜垂直移动的习

性(?;)

"同时"不同海区内饵料生物的组成也不

同(?#)

' 因此"蓝圆
"

分布的昼夜变化和海区变化

也是造成其食性变化的不可忽视的因素"相关分

析将在以后作进一步的阐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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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FJ̀8X*" lFJgGÒ * W73IFP_8 GP EFJGP8

O5EEMPGYG8H!,P FVVJ5FOI Y5 HYFYGHYGOF6FPF6LHGHFPN

GPY8JVJ8YFYG5P ( W)7A6LE5MYI! A6LE5MYI WFJGP8

-F95JFY5JG8H"%<<?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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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PF6Le8N 9L FVV6LGP_ YI8OIGDĤMFJ8Y8HYFPN XJMH̀F6DlF66GHY8HY"dFJG8N HG_PGSGOFPY6L FE5P_ NGSS8J8PYH8FH5PH

FPN HGe8O6FHH8H7/YGPNGOFY8N YIFYYI8S88NGP_ GPY8PHGYL gFHYI8IG_I8HYGP HVJGP_ FPN 65g8JGP gGPY8J7

W8FPgIG68"YI8S88NGP_ GPY8PHGYL gFHYI8IG_I8HYGP HGe8O6FHH8H5S;$ :<< EEFPN #$$ :#<< EEgIG68YI8

65g8HYGP 5YI8JHGe8O6FHH8H7UI8EFp5JNG8YO5EV5HGYG5P gFHHG_PGSGOFPY6L NGSS8J8PYFE5P_ NGSS8J8PYH8FH5PH

FPN HGe8O6FHH8H7UI8F9&2):/2,<FPN G6,'++'01)F6GEF6FJdFg8J8YI8N5EGPFPYVJ8L GP HVJGP_"gI8J8FHYI8

V6FP`Y5PGOOJMHYFO8FP 6FJdF8GP HMEE8J"F9&2):/2,<FPN %,&*1,-'1 &1.'3'.1 GP FMYMEP"?(.1)1 B)(,-21 FPN

ELHGNFO8FGP gGPY8J736MHY8JFPF6LHGH8EV65LGP_ CJFLD3MJYGHHGEG6FJGYL GPN8f J8d8F68N YI8J8gFHFP F9JMVY

OIFP_8GP NG8YO5EV5HGYG5P FYF95MY#$$ EE.-7UI8V6FP`Y5PGOOJMHYFO8FPHg8J8YI8N5EGPFPYVJ8L _J5MVH

5SSGHI HEF668JYIFP #$$ EE.-"gI8J8FHHEF66DHGe8EFJGP8SGHI g8J8YI8N5EGPFPYVJ8L S5JSGHI _J8FY8JYIFP

#$$ EE.-7/YGPNGOFY8N YIFYYI8V8JO8PYF_85SP8̀Y5P HG_PGSGOFPY6L GPOJ8FH8N gGYI YI8GPOJ8FH85SSGHI HGe87

35EVFJ8N gGYI YI8VJ8dG5MHHYMNG8H"YI8NG8YO5EV5HGYG5P 5SC9<1:,10-'dFJG8N HG_PGSGOFPY6L"YI8VJ5V5JYG5P

5SF9&2):/2,<N8OJ8FH8N EFJ̀8N6L7/P FNNGYG5P"YI8Fd8JF_8YJ5VIGO68d865SC9<1:,10-'GP YI82FHY3IGPF

08FgFH!7;;"gIGOI gFHOFJPGd5J5MHSGHI S88NGP_ 5P V6FP`Y5P FPN P8OY5P7

R*E Q0,?/! C).1&2):,-<1:,10-'% S88NGP_ IF9GY% YJ5VIGO68d86% YI82FHY3IGPF08F

80,,*/705?.5< '@-)0,! a)1FPDfGFP_72DEFG6G!IffMKdGV7HGPF7O5E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