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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根据 2330 年 9 月+234/ 年 9 月莱州湾海域渔业拖网调查数据!分析该海域渔业种群组

成%优势种%空间分布和资源量的年际变动!以了解黄河入海泥沙通量对莱州湾渔业结构的影

响$ 结果表明'"4#莱州湾渔业资源量整体呈下降趋势!主要以鱼类为主!甲壳类次之!头足类

最少&鱼类中以中上层鱼类为主!网获量明显多于底层鱼类!但 2344 年 9 月底层鱼类稍多于中

上层鱼类&"2#莱州湾渔业资源各年份的优势种有所变动!中上层鱼类和底层鱼类的优势种变

动较大!甲壳类优势种变动较少!鱼类优势种组成存在年际更替现象!主要由经济价值高%个体

大的种类向经济价值低%个体小的种类演替$ 主要优势种集中于斑 %矛尾 虎鱼%口虾蛄%小

带鱼和日本枪乌贼等种类$ 2343 年斑 大量暴发!为唯一优势种&"/#2330+234/ 年黄河入海

泥沙年际通量与鱼类种数%底层鱼类数和渔业资源数存在显著相关性!与底层鱼类生物量存在

极显著相关性$ 综上所述!黄河入海泥沙年际通量的变动对莱州湾渔业资源量和资源结构都

产生了一定影响$

关键词! 黄河口& 入海泥沙通量& 莱州湾& 渔业资源& 优势种

中图分类号! *0/2555555555555 文献标志码'&

55黄河是渤海最大的入海河流"每年向渤海输

送大量营养盐"且具有径流量年际&年内变化大及

泥沙含量高等特点
'4(

) 黄河入海口东靠莱州湾"

黄河通过径流向莱州湾输送大量的营养物质"使

其成为众多鱼类繁殖与生长的优质场所"是黄渤

海渔业生物的主要产卵场&栖息地和索饵场"同时

也是渤海复合渔业的传统渔场"具有区域性单种

群渔业及捕捞方式多样化等特点
'2(

) 目前黄河

入海泥沙对莱州湾的影响研究主要集中于黄河入

海物质对莱州湾有机和无机悬浮物的影响方

面
'/ 68(

"对渔业资源影响的研究很少涉及) 本研

究通过对莱州湾海域拖网调查"初步分析了黄河

入海泥沙年际通量对莱州湾渔业资源量和种群结

构的影响"以期为莱州湾渔业资源结构研究和黄

河调水&调沙的调度提供基础资料)

45材料与方法

!"!#数据来源与方法

渔业资源数据来源于 2330.234/ 年各年份

9 月的渔业拖网调查"调查区域为 440121i<

423121i,"/:121i</9i%"共计 44 个站点#图 4$)

渔业资源评估调查租用 231 NT 双拖渔船"使用

专用调查网具"规格为网口高度 7 ;"网口宽度

2217 ;"网口周长 4 :83 目"网目 7/ ;;"囊网网

目 23 ;;"拖速 / NC"每站点拖网 4 @) 记录每站

渔获物的总质量#ND$及单位捕捞努力量#-H#,"

ND6@$"对渔获物进行种类鉴定"记录每一种类的

-H#,和数量#个$) 黄河入海泥沙年际通量数据

源于近河口的利津水文站#图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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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莱州湾水域调查站位图

J-2"!#H&.*1-/2 50&0-3/5-/07+V&-U734T&O

图 $#黄河利津站入海泥年际沙通量

J-2"$#>//4&1N&,-&0-3/3A07+5+6-.+/06-597&,2+-/03

07+]+113KH+& &0V-8-/50&0-3/

!"$#优势种

渔业生物群落中的优势种类根据 H<CN3?

等
'1(

提出的相对重要性指数#NPN$确定!

H:HO#GRS$ TF

式中"T为某一种类的个体数占总个体数的百分

率#K$%Q为某一种类的生物量占总生物量的百

分率#K$%%为出现频率"即某一种类出现的站

数占调查总站数的百分率#K$)

一般来说"NPN值 B133 定为优势种"NPN值在

433 <133 为重要种"NPN值在 43 <433 的为常见

种"NPN值 A43 为罕见种
'7(

)

!":#相关性

对生物群落中样本变量间相关性分析通常用

相关系数 /和显著性 >"通过软件 *H**对两变量

进行相关性分析#S<U3M<3EA$得 /&>值)

相关系数 /表示两变量间相关程度"范围在

64 <4 之间) /为 3 时"两变量不相关% /为 4"

则两变量完全相关%/若为正数"两变量成正相

关%/若为负数"两变量呈负相关)

>是根据检验统计量的值计算出由抽样误差

造成的概率"表示两变量差异的显著性水平) 当

>

.

3131 时"两变量间差异不显著%当 3134

#

>A

3131"两变量间存在显著性差异"用+

"

,表示%当

>A3134 时"变量间差异极显著"用+

""

,表示)

!";#数据处理

数据统计分析中资源量和优势种的计算采用

2<9M/?/8E,F9A0"生物群落变量间相关性计算用

*H**4713"站位作图采用软件 *>M8AM9 完成)

25结果与分析

$"!#莱州湾渔业资源量动态

本次调查对 2330.234/ 年莱州湾海域 44 个

站点的拖网渔业捕获状况进行统计分析#图 /$)

图 :#$LLY'$L!: 年 W 月莱州湾渔业各种类平均网货质量

J-2":#>N+,&2+K+-2703A9&097*+,7&41-/07+

V&-U734T&O -/>42450A,3. $LLY 03 $L!:

552330 年 9 月"莱州湾 44 个取样站点的渔业

资源平均网获量为 :212: ND6@"主要以鱼类为主"

其中中上层鱼类平均网获量 /2142 ND6@"底层鱼

类平均网获量为 4918/ ND6@"头足类平均网获量

8172 ND6@"甲壳类平均网获量为 41188 ND6@#图

/$) 中上层鱼类网获量相对较大"靠近河口附近

的 749/ 和 1398 站位资源生物量最高)

2343 年 9 月"渔业资源平均网获量为 217183

ND6@"主 要 以 鱼 类 为 主"其 中 斑 # J0(08+/*8

2*(3"-"*8$生物资源量极其丰富"达到总网获量的

0/13:K#表 4$) 中上层鱼类平均网获量 28112:

ND6@"底层鱼类平均网获量为 212: ND6@"头足类平

均网获量 /1/4 ND6@"甲壳类平均网获量为 1180

ND6@#图 /$)

2344 年 9 月"莱州湾的渔业资源平均网获量

为 8718/ ND6@"主要以甲壳类为主"其中中上层鱼

类平均网获量 7171 ND6@"底层鱼类平均网获量为

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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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1:0 ND6@"头足类平均网获量 81/1 ND6@"甲壳

类平均网获量为 24119 ND6@#图 /$)

2342 年 9 月"渔业资源平均网获量为 23107

ND6@"主要以鱼类为主"其中中上层鱼类平均网获

量 43122 ND6@"底层鱼类平均网获量为 /10:

ND6@"头足类平均网获量 418/ ND6@"甲壳类平均

网获量为 11/3 ND6@#图 /$)

234/ 年 9 月"由于水母大量繁殖"渔业资源

捕获量低"水母平均网获量达到 4 2/2194 ND6@"

而渔业资源平均网获量为 1178 ND6@"中上层鱼类

平均网获量 2124 ND6@"底层鱼类平均网获量为

4113 ND6@"头足类平均网获量 3147 ND6@"甲壳类

平均网获量为 4170 ND6@#图 /$)

2330.234/年拖网作业资源量虽各不相同"但

各年度基本以鱼类为主"其中中上层鱼类占绝对优

势) 234/年 9 月因水母的大量暴发"鱼类资源量与

其他年份相比明显下降"而 2343 年 9 月斑 的资源

量急剧上升"该年鱼类资源较其他年份更为丰富)

$"$#鱼类资源结构

2330 年 9 月捕获渔业资源种类共 7/ 种"其中

鱼类 83 种"隶属于 : 目 2/ 科 /8 属"其中捕获资源

的优势种共 7 种"以斑 生物量最高"渔获物尾数

百分比占 73118K"生物量百分比为 2317:K%2343

年 9 月捕获渔业资源共 8: 种"其中鱼类 29 种"隶

属于 : 目 49 科 21 属"优势种只有斑 一种"鱼获尾

数百分比占 0214/K"生物量百分比占 0/13:K%

2344 年 9 月莱州湾捕获渔业种类共有 7/ 种"其中

鱼类 /8 种"隶属于 : 目 2/ 科 // 属"优势种共 7 种"

其中矛尾 虎鱼#=6-:"*/+36"6788"+).-"+-8$和口虾

蛄#5/-"08U*+,,- 0/-"0/+-$占较大比重"渔获物尾数

百分比分别为 241/2K和 4214:K"生物量百分比

分别为 9107K和 23197K%2342 年 9 月莱州湾捕获

的渔业资源共 /1 种"鱼类 29 种"隶属于 : 目 40 科

21 属"其中优势种 9 种"以斑 和口虾蛄生物量最

高"渔获物尾数百分比分别为 4/179K和9138K"生

物量百分比分别为 29122K和41187K%234/ 年 9 月

莱州湾捕获渔业资源共 /9 种"其中鱼类 24 种"隶

属于 7 目 4/ 科 49 属"优势种有赤鼻棱
"

#B6/+88-

9-..-,:(8+8$&小带鱼 #H*2,:*/0)/-..*8.*"+3*8$

和口虾蛄 / 种"渔获物尾数百分比分别为 //130K&

241:/K和1149K"生物量百分比分别为 441//K&

44172K和 431:8K#表 4$)

表 !#莱州湾水域优势种"EFEb?LL$的渔业种类

%&'"!#Q-/653A63.-/&/05*+9-+5"EFEb?LL$-/V&-U734T&O

日期

B3EA

种类

?=A9<A?

鱼获尾数

百分比 %6K

=AM9ACD3DA?/8

<CB<U<B>30?

渔获生物量

百分比 T6K

=AM9ACE3DA?/8

R</;3??

出现频率

(6K

/99>MMAC9A

8MAI>AC94

相对重要性

指数 )$)

<CBAF /8MA03E<UA

<;=/ME3C9A

2330:39 斑 J;2*(3"-"*8 73118 2317: 433133 9 42318:

小黄鱼 $-/+.+36"67820,7-3"+8 111: 471// 93133 4 :12180

黄鲫 &:"+2+((- "-"7 :17/ 47192 13133 4 2221:9

口虾蛄 5;0/-"0/+- 2143 43197 03133 4 471193

日本鑚 =6-/7A<+81-20(+3- 212: 01/9 433133 4 4781/:

日本枪乌贼 $0,+)0 1-20(+3- 8187 11:/ 433133 4 340134

2343:39 斑 J;2*(3"-"*8 0214/ 0/13: 433133 49 140172

2344:39 矛尾 虎鱼 =;8"+).-"+-8 241/2 9107 03104 2 :12111

口虾蛄 5;0/-"0/+- 4214: 23197 94192 2 :321:3

日本枪乌贼 $;1-20(+3- 44121 :137 03104 4 7781/3

斑 J;2*(3"-"*8 431:: 9108 94192 4 74/1/1

日本鑚 =;1-20(+3- 211: :1/1 433133 004122

焦氏舌鳎 =7(0),088*8107(:/+ /11/ 813: 03104 703102

2342:39 斑 J;2*(3"-"*8 4/179 29122 73133 2 14/1:7

口虾蛄 5;0/-"0/+- 9138 41187 03133 2 448192

寿南小沙丁鱼 &-/<+(:,,- F*(-8+ 471/4 :1/0 :3133 4 710141

小带鱼 H;.*"+3*8 42183 /171 433133 4 731140

日本枪乌贼 $;1-20(+3- 0110 719/ 93133 4 /4/12/

日本
"

H()/-*,+81-20(+3*8 49137 /117 73133 4 20:120

小黄鱼 $;20,7-3"+8 41:7 43101 03133 4 488142

黄鲫 &;"-"7 7121 1133 73133 7:8112

234/:39 赤鼻棱
"

B;9-..-,:(8+8 //130 441// 13133 2 223193

小带鱼 H;.*"+3*8 241:/ 44172 13133 4 77:148

口虾蛄 5;0/-"0/+- 1149 431:8 :3133 4 448179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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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由 2330.234/ 年拖网调查结果可知"莱州湾

9 月份渔业资源主要以斑 &口虾蛄等资源量最

为丰富)

$":#黄河口入海泥沙年际通量与莱州湾渔业结

构的相关关系

根据 2330.234/ 年黄河入海泥沙年际通量

与莱州湾各生态类型渔业资源进行相关分析#表

2$) 泥沙年际通量与中上层鱼类&甲壳类&头足

类生物数量和生物量的年际变化不存在显著相关

性#>B3131$%与鱼类总的资源量&鱼种的生物数

量存在显著相关性#>A3131$"而与其生物量不

存在显著相关性#>B3131$%在鱼类适温性方面"

入海泥沙年际通量与鱼类暖水种和冷温种的生物

数量及生物量不存在显著相关性#>B3131$"而

暖温种鱼类的生物量却与入海泥沙年际通量呈显

著相关性#>A3131$) 入海泥沙年际通量对底层

鱼类影响尤为明显"其与底层鱼类的生物数量呈

显著正相关#>A3131"/?31992"( ?1$"与生物

量呈极显著正相关#>A3134"/?31093"( ?1$)

对莱州湾几个主要优势种进行分析"没有发现其

相关渔业因子与泥沙年际通量存在显著相关性

#>B3131$)

表 $#黄河口入海泥沙年际通量与渔业因子的相关关系

%&'"$#E3,,+1&0-3/5'+0K++/5+6-.+/06-597&,2+-/03 ]+113KH+& &/66-AA+,+/0A-57+,O ,+534,9+A&903,5

生物数量 I>3CE<E4

显著水平

?<DC<8<93CE

0AUA0

>

相关系数

9/MMA03E</C

9/A88<9<ACE

/

样本数

?3;=0A

C>;RAM

(

生物量 R</;3??

显著水平

?<DC<8<93CE

0AUA0

>

相关系数

9/MMA03E</C

9/A88<9<ACE

/

样本数

?3;=0A

C>;RAM

(

渔业资源量 8<?@AM4 MA?/>M9A?

31347

"

631088 1 31909 31393 1

中上层鱼类 =A03D<98<?@ 31408 63170/ 1 3179/ 31212 1

底层鱼类 BA;AM?308<?@

31389

"

31992 1

3133/

""

31093 1

虾蟹类 9M>?E39A3C? 31:02 631478 1 31374 631974 1

头足类 9A=@30/=/B? 313:7 6319/9 1 31443 631:02 1

鱼种类数 8<?@ ?=A9<A?C>;RAM

313/7

"

631032 1 31:10 31404 1

暖温种 P3M;EA;=AM3EA?=A9<A? 31/81 631182 1

313/7

"

63103/ 1

暖水种 P3M;P3EAM?=A9<A? 31/12 6311/7 1 3178/ 31291 1

冷温种 9/0B EA;=AM3E>MA?=A9<A? 31/8/ 631181 1 31:3: 312/2 1

斑 J;2*(3"-"*8 31042 31370 1 317/9 31290 1

口虾蛄 5;0/-"0/+- 31/7: 631122 1 31428 631::1 1

小黄鱼 $;20,7-3"+8 31483 631:11 1 31479 631:2/ 1

注!表格中标注
"

的表示差异显著#>A3131$ "标
""

的表示差异极显著#>A3134$

%/EA?!U30>A?P<E@

"

;A3C ?<DC<8<93CEB<88AMAC9A#>A3131$ "

""

;A3C AFEMA;A04 ?<DC<8<93CEB<88AMAC9A#>A3134$

/5讨论

:"!#黄河口入海泥沙年际通量

黄河以其极高的入海泥沙通量著称于世"据

利津水文站资料统计"4013.40:1 年黄河多年平

均年径流量为 8891: 亿 ;

/

"多年平均入海泥沙通

量为 441/ 亿 E

':(

) 研究结果显示"2330.234/ 年

黄河年度入海泥沙通量虽有变动"但总体还是保

持平衡状态) 入海泥沙 通 量 年 际 平 均 量 为

41/8/ 8亿 E) 自然状态下超过 93K的黄河入海泥

沙沉积在河口三角洲附近
'9 60(

) 自 2332 年 : 月"

黄河水利委员会实施了+黄河调水调沙计划,"利

用黄河干流的大型水库进行调水调沙"该计划通

过人造洪峰的形式使大量径流和泥沙在 23 B 左

右输入大海"完全改变了自然状态下黄河水沙入

海的状况
'43(

) 从已有的研究结果分析可知"黄河

口水流的滞留点在口门附近
'44(

"调水调沙期间"

巨量泥沙在口门外的沉降甚至能够不断改变黄河

入海主流的方向
'42(

) 随着社会经济的持续发展"

黄河两岸工农业的用水量持续增长"黄河多年平

均耗用河流径流量达到约 /33 亿 ;

/

"占天然径流

总量的 12K%同时黄土高原大规模的水土保持建

设"小浪底水库的调节运用"两岸堤防和整治工程

的控制"黄河已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天然河流"而河

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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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作为流域的最后出口"受到的影响最大)

:"$#种类组成与优势种

研究结果表明黄河入海泥沙的年际通量对莱

州湾鱼类的资源量与生物数量及暖温种鱼类的生

物量影响显著#>A3131$"对底层鱼类的影响最

为明显"入海泥沙通量与底层鱼类的生物数量呈

显著性正相关"与生物量呈极显著性正相关"这主

要是黄河泥沙在随冲淡水流出河口后"由于沉降

作用"泥沙迅速降到海水底层"因而泥沙中的营养

元素主要作用于底层水域) 如 2343 年的入海泥

沙能量比 2330 年增加了 40:179K"2330 年 9 月

莱州湾调查鱼类有 83 种"2343 年鱼类 29 种"较

2330 年减少了 /3K"但资源量却增加了94188K"

使得底层鱼类获得充足的养料"资源丰富) 由于

捕捞强度的加大和人类工程等活动的干扰"黄河

口和莱州湾水域鱼种数呈逐步下降趋势) 2344.

234/ 年鱼类调查共捕获 /8&29 和 24 种"而 4009

年渤海春&夏&秋季调查记录有鱼类 77 种"其中莱

州湾 81 种
'4/(

%根据 2337 年莱州湾春&秋季调查

记录鱼类 /: 种
'48(

)

通过调查发现优势种的变化较大"2330.

234/ 年优势种数分别为 7&4&7&9 和 / 种) 其中"

中上层鱼类在 2330.2342 年以斑 为主"234/ 年

为赤鼻棱
"

%底层鱼类 2330 年优势种为小黄鱼"

2344 年为矛尾 虎鱼和焦氏舌鳎"而 2342 和

234/ 年以小带鱼为主%甲壳类和头足类优势种基

本保持不变"以口虾蛄&日本鑚和日本枪乌贼为

主) 与 23 世纪 93 年代相比"黄河口海域鱼类群

落优势种出现明显交替"斑 代替黄鲫&日本
"

成

为最具优势的中上层鱼类"矛尾 虎鱼&小黄鱼和

小带鱼代替花鲈#$-":0,-A/-D1-20(+3*8$&六丝钝

尾 虎鱼 #=6-:"*/+36"6786:D-(:.-$成为优势的

底层鱼类
'41(

) 目前"莱州湾及其邻近海域出现了

优势种按黄鲫
$

日本
"

$

赤鼻棱
"

向着更小型化

的方向演替
'2(

) 但未发现优势种的这些变化与

黄河入海泥沙变动存在显著相关#>B3131$) 这

可能与过度捕捞和环境退化使生物群落生态系统

的恢复力和完整性降低"生态系统的稳定性变差

有关
'47(

)

:":#入海泥沙量对渔业资源影响

此次渔业调查以 9 月为基准"7.: 月是渤海

多数渔业资源种类的繁殖时间"同时处于休渔期"

因此选取 9 月作为调查时间"排除了渔民生产作

业对渔业调查产生的影响"能够更加客观有效地

反映入海泥沙通量对莱州湾渔业资源的影响) 同

时黄河全年入海径流量集中在 7.43 月"7 月开

始调水调沙工程"使得资源量密度最大出现在

:.9 月
'4:(

)

研究表明"淡水河流携带大量营养盐和冲淡

水入海"在时间和空间上影响海河交汇区与其邻

近海域的营养盐与盐度分布"进而影响其渔业资

源结构
'49 623(

) 在时间上"黄河冲淡水使得莱州湾

渔业资源种类数&鱼类种类数随入海泥沙年际变

化呈相反趋势"对底层鱼类数量及生物量呈正相

关性"入海泥沙明显增加时"底层鱼类数量及生物

量资源丰富) 黄河冲淡水入海同时影响了海水的

理化性质"温度与盐度发生改变"影响到暖温种鱼

类生物量随入海泥沙量变化出现明显波动) 空间

上"夏季黄河调水调沙期间"黄河冲淡水呈舌状覆

盖了整个莱州湾的北部和中部"先北偏东然后向

东偏南方向伸展"远至龙口附近"其东端趋向南部

近岸%黄河入海泥沙的扩散则呈带状局限于河口

及三角洲沿岸"这与莱州湾底层鱼类分布趋势大

体一致)

张龙军等
'49(

通过研究黄河口悬浮物中有机

碳和无机碳的含量"表征了 2331 年黄河调水调沙

入海的泥沙在黄河口外近海的扩散范围"认为黄

河调水调沙入海泥沙主要向东南方向扩散进入莱

州湾"但是其观测仅限于近海的大面站"范围有

限"也没有连续的时间系列观测资料"缺乏泥沙通

量及余流等定量的结果) 黄河入海淡水的扩散范

围远大于入海泥沙的扩散范围"水沙扩散出现了

明显的不同步性)

黄河入海泥沙对渔业资源作用受携带的营养

盐和盐度影响) 黄河输送带来大量冲淡水的同

时"也给河口及近岸海域带来了丰富的营养盐"在

营养要素的生物地球化学循环中起着重要作

用
'8(

) 这些充足的营养盐为鱼类产卵繁殖和索

饵成长提供条件) 在本次调查中可以发现"最大

渔获量出现在莱州湾的 149/&749/ 等站位"位于

河口一侧) 在莱州湾口外"存在东西向盐度低槽

分布形式) 边界上的梯度"一般是春季比较大"夏

季比较小) 在黄河出现特大洪水的年份"夏季盐

度变化也很大) 这种分布特征"可能是渤海环流

及黄河冲淡水沿岸流所造成的
'24(

)

黄河入海泥沙的变动对河口产生严重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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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上很多河口三角洲因为入海泥沙通量的减少

而产生了三角州海岸侵蚀以及河口海域生态变化

等问题
'22(

) 在我国"大量水坝的建设和人类活动

的影响造成许多河流入海泥沙减少"例如长

江
'2/(

) 东海海区海洋捕捞在我国海洋渔业中占

有重要地位"这与长江输入巨量淡水&泥沙和丰富

营养物质密切相关) 长江输入巨量径流和携带大

量的营养物质入海"是东海近海成为我国海域中

浮游植物和浮游动物年平均生物量最高海区之一

的重要原因
'2/(

) 由于三峡水坝的建成和湖泊的

淤积等因素"使得长江径流量和入海泥沙减少)

河口径流影响河口水力学状况"入海泥沙通量决

定着三角洲的形成和增长速度) 径流变化对河口

及邻近海区盐度分布的影响要比温度显著得多"

盐度直接关系到生物的区系分布"盐度与径流量

间有明显负相关关系) 径流减少"水体含盐量高"

影响到淡水和咸淡水浮游植物和浮游动物种类和

数量的减少"高盐种类及其数量的增加"直接影响

到渔业资源的数量分布和种类变化
'23(

)

黄河调水调沙改变了黄河口及莱州湾水域盐

度与营养盐的分布格局"进而影响到渔业资源种

类数和鱼类种类数"对底层鱼类数量&底层鱼类生

物量及暖温种生物量的影响尤为明显) 其如何通

过营养盐影响生产者"特别是底层生产者的分布"

再通过食物链传递影响到底层消费者和整个渔业

资源%盐度分布的改变主要影响了哪些资源种类"

影响程度如何"这些机理有待深入研究)

河口海域咸淡水系交汇"是河口群落与沿岸

群落在该栖息地的交汇与过渡区域"占世界沿岸

水域的 41K

'28(

) 河口的高生产力孕育了大量的

生物有机体"为幼鱼的生长育肥提供了丰富的食

物
'21 620(

) 许多鱼类的幼体阶段生活在这一生态

系统中"从而使世界范围内的河口海区成为大量

海洋鱼类重要的产卵&育幼场"孕育着种类不断更

替的鱼类资源
'21 627"20(

"黄河口海域已观测到 /0

种亲鱼到此产卵"随着水温上升"产卵种类增加"9

月种类最多
'/3(

) 并且有超过 83 种以上的幼鱼在

此育肥
'/3 6/4(

) 而源源不断的河水带着含有大量

营养元素的泥沙进入莱州湾"从而使得这一片海

域成为众多鱼类产卵繁殖和仔鱼索饵的良好场

所"蕴育大量的渔业资源) 从本研究结果可以判

断"黄河入海泥沙通量的年际变化对莱州湾渔业

资源量&资源种类数&种群结构都有一定的影响)

研究黄河入海泥沙年际通量的变化"对莱州湾渔

业资源的保护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在现有人类

活动干扰强度下"如何利用黄河入海泥沙年际通

量的变动来缓解莱州湾渔业资源量的下降和种群

结构的急剧变动值得进一步深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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