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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乐海域春秋季鱼类种类组成及数量分布特征

游天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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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根据 ２０１５ 年 ５ 月和 １０ 月在长乐海域开展的渔业资源调查资料， 对该海域的鱼类种类组成、 区

系特点以及数量分布的季节变化进行了初步探讨。 结果显示， 共捕获鱼类 ６７ 种， 隶属 １２ 目 ２８ 科 ５３ 属；
其中鲈形目鱼类最多， 有 ２８ 种， 占鱼类种类数的 ４１ ８％ 。 调查海域鱼类以底层和近底层种类居多。 春秋

季鱼类渔获率分别为 ４ ３８ ｋｇ ／ ｈ 和 １０ ０５ ｋｇ ／ ｈ。 春季优势种有条尾绯鲤 （Ｕｐｅｎｅｕｓ ｂｅｎｓａｓｉ） 、 窄体舌鳎

（Ｃｙｎｏｇｌｏｓｓｕｓ ｇｒａｃｉｌｉｓ） 、 丝背细鳞鲀 （Ｓｔｅｐｈａｎｏｌｅｐｉｓ ｃｉｒｒｈｉｆｅｒ） 、 叫姑鱼 （Ｊｏｈｎｉｕｓ ｂｅｌｅｎｇｅｒｉｉ） 、 半滑舌鳎

（Ｃｙｎｏｇｌｏｓｓｕｓ ｓｅｍｉｌａｅｖｉｓ） 、 宽体舌鳎 （Ｃｙｎｏｇｌｏｓｓｕｓ ｒｏｂｕｓｔｕｓ） ； 秋季优势种有丝背细鳞鲀、 龙头鱼 （Ｈａｒｐａｄｏ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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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　 引言
长乐海域位于福建省东部， 北至闽江口， 南至福清湾， 东临东海［１］ 。 国内对于近岸海域的鱼类调查

研究的报道较多， 有山东半岛南部［２］ 、 荣成湾［３］ 、 辽宁省近岸［４］ 、 北部湾［５］ 、 青岛近岸［６］ 、 平潭岛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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岸［７］ 、 三沙湾［８］ 、 台湾海峡［９ － １０］等， 但关于长乐海域鱼类的调查研究则未见报道。 本文根据 ２０１５ 年 ５
月和 １０ 月在长乐海域进行的渔业资源调查资料， 分析研究了该海域鱼类的种类组成、 数量分布以及优

势种等特征， 将有助于了解我国河口与海湾间海域生态系统特点， 推动我国沿海鱼类多样性特征研究，
同时为该海域渔业资源的可持续开发利用和相关部门的渔业管理提供基础资料。

１　 材料和方法
１ １　 材料

图 1 长乐海域渔业资源调查站位

Fig.1 Survey stations in changle sea areas

２０１５ 年 ５ 月和 １０ 月利用 “闽长渔 ２８１０５”
在长乐海域进行单船底层桁拖网调查， 共设 １２
个站位， 详见图 １ （底图来源于国家测绘地理

信息局标准地图服务网站）。 渔船主机功率为

４８ ０ ｋＷ， 吨位 １４ ０ ｔ， 拖网桁杆长度 ７ ０ ｍ、
高度 ０ ８ ｍ， 网衣长度为 ８ ０ ｍ， 网囊网目

３ ０ ｃｍ。 平均拖速约 ２ ０ ｋｎ， 每一站位拖曳时

间为２０ ｍｉｎ。 外业调查及实验室分析均按照

ＧＢ１２７６３ ６—２００７ 《海洋调查规范 海洋生物调

查》 ［１１］方法进行。
１ ２　 数据处理

１ ２ １　 渔获率

用各站位单位小时内的捕获量 （即渔获率）
来表示该站位的鱼类相对生物量［１２］ 。 计算公式

为： ｆ ＝ ６０ × ｍ ／ ｔ ， 其中： ｆ—渔获率 （ｋｇ ／ ｈ）；
ｍ—渔获量 （ｋｇ）； ｔ—拖网时间 （ｍｉｎ）。
１ ２ ２　 优势种

利用 Ｐｉｎｋａｓ［１３］的相对重要性指数 （ｒｅｌａｔｉｖｅ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ｃｅ ｉｎｄｅｘ， ＩＲＩ） 判断各鱼类的优势度， 公式为： ＩＲＩ ＝ （Ｎ ＋ Ｗ） × Ｆ × １０４ ， 其中： Ｎ 为某一种

类的尾数占总尾数的百分比； Ｗ 为某一种类的生物量占总生物量的百分比； Ｆ 为某一种类出现的站数

占调查总站数的百分比。 ＩＲＩ 值 ＞ ５００ 的种类为优势种， （１００， ５００］ 的为常见种， （１０， １００］ 的为

一般种， （１， １０］ 的为少见种， ≤１ 的为稀有种［１４］ 。

２　 结果与分析
２ １　 种类组成

２０１５ 年 ５ 月和 １０ 月拖网调查共捕获鱼类 ６７ 种， 隶属 １２ 目 ２８ 科 ５３ 属， 其中以鲈形目鱼类最多，
有 １１ 科 ２４ 属 ２８ 种， 占鱼类种类数的 ４１ ８％ 。 鱼类种类以硬骨鱼类为主， 占种类数的 ９７ ０％ ， 软骨

鱼类仅两种， 为中国团扇鳐 （ Ｐｌａｔｙｒｈｉｎａ ｓｉｎｅｎｓｉｓ） 和赤 （Ｄａｓｙａｔｉｓ ａｋａｊｅｉ） 。 底层及近底层鱼类占种

类数的 ８６ ６％ （见表 １）。
２ ２　 质量组成

春秋季共捕获鱼类 ５９ ２４３ ３ ｇ， 其中春季 １９ ０５６ ９ ｇ， 秋季 ４０ １８６ ４ ｇ； 共捕获软骨鱼类 ２１４３ ５ ｇ，
占鱼类总量的 ３ ６２％ 。 鱼类总量组成中， 占 ５％ 以上的有窄体舌鳎 （Ｃｙｎｏｇｌｏｓｓｕｓ ｇｒａｃｉｌｉｓ） 、 丝背细鳞

鲀 （Ｓｔｅｐｈａｎｏｌｅｐｉｓ ｃｉｒｒｈｉｆｅｒ） 、 龙头鱼 （Ｈａｒｐａｄｏｎ ｎｅｈｅｒｅｕｓ） 和短吻三线舌鳎 （Ｃｙｎｏｇｌｏｓｓｕｓ ａｂｂｒｅｖｉａｔｕｓ） ４
种， 合占鱼类总量的 ４９ ３８％ 。 春季渔获量比例在 ５％ 以上的有宽体舌鳎 （Ｃｙｎｏｇｌｏｓｓｕｓ ｒｏｂｕｓｔｕｓ） 、 窄

体舌鳎、 半滑舌鳎 （Ｃｙｎｏｇｌｏｓｓｕｓ ｓｅｍｉｌａｅｖｉｓ） 、 叫姑鱼 （Ｊｏｈｎｉｕｓ ｂｅｌｅｎｇｅｒｉ） 、 条尾绯鲤 （Ｕｐｅｎｅｕ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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ｂｅｎｓａｓｉ） 、 赤 、 黄鳍鲷 （Ｓｐａｒｕｓ ｌａｔｕｓ） 和丝背细鳞鲀 ８ 种， 合占春季鱼类总量的 ７０ １８％ ； 秋季渔获

量比例在 ５％ 以上的有龙头鱼、 短吻三线舌鳎和丝背细鳞鲀 ３ 种， 合占秋季鱼类总量的 ５８ ７５％ 。

表 １　 鱼类种类数组成

Ｔａｂ． １　 Ｓｐｅｃｉｅｓ 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纲 Ｃｌａｓｓ 目 Ｏｒｄｅｒ 科 Ｆａｍｉｌｙ 种 Ｓｐｅｃｉｅｓ

软骨鱼纲
Ｃｈｏｎｄｒｉｃｈｔｈｙｅｓ

鳐目 Ｒａｊｉｆｏｒｍｅｓ 团扇鳐科 Ｐｌａｔｙｒｈｉｎｉｄａｅ 中国团扇鳐 Ｐｌａｔｙｒｈｉｎａ ｓｉｎｅｎｓｉｓ
鲼目 Ｍｙｌｉｏｂａｔｉｆｏｒｍｅｓ 科 Ｄａｓｙａｔｉｄａｅ 赤 Ｄａｓｙａｔｉｓ ａｋａｊｅｉ

硬骨鱼纲
Ｏｓｔｅｉｃｈｔｈｙｅｓ

鲱形目 Ｃｌｕｐｅｉｆｏｒｍｅｓ 鳀科 Ｅｎｇｒａｕｌｉｄａｅ 汉氏绫鳀 Ｔｈｒｙｓｓａ ｈａｍｉｌｔｏｎｉ
凤鲚 Ｃｏｉｌｉａ ｍｙｓｔｕｓ
黄鲫 Ｓｅｔｉｐｉｎｎａ ｔｅｎｕｉｆｉｌｉｓ

灯笼鱼目 Ｍｙｃｔｏｐｈｉｆｏｒｍｅｓ 狗母鱼科 Ｓｙｎｏｄｉｄａｅ 长蛇鲻 Ｓａｕｒｉｄａ ｅｌｏｎｇａｔａ
龙头鱼 Ｈａｒｐａｄｏｎ ｎｅｈｅｒｅｕｓ

鳗鲡目 Ａｎｇｕｉｌｌｉｆｏｒｍｅｓ 鳗鲡科 Ａｎｇｕｉｌｌｉｄａｅ 日本鳗鲡 Ａｎｇｕｉｌｌａ ｊａｐｏｎｉｃａ
海鳗科 Ｍｕｒａｅｎｅｓｏｃｉｄａｅ 海鳗 Ｍｕｒａｅｎｅｓｏｘ ｃｉｎｅｒｅｕｓ

刺鱼目 Ｇａｓｔｅｒｏｓｔｅｉｆｏｒｍｅｓ 海龙鱼科 Ｓｙｎｇｎａｔｈｉｄａｅ 日本海马 Ｈｉｐｐｏｃａｍｐｕｓ ｊａｐｏｎｉｃｕｓ
鲻形目 Ｍｕｇｉｌｉｆｏｒｍｅｓ 鲻科 Ｍｕｇｉｌｉｄａｅ 棱 Ｌｉｚａ ｃａｒｉｎａｔｕｓ

马鲅科 Ｐｏｌｙｎｅｍｉｄａｅ 六指马鲅 Ｐｏｌｙｎｅｍｕｓ ｓｅｘｔａｒｉｕｓ
鲈形目 Ｐｅｃｉｆｏｒｍｅｓ 大眼鲷科 Ｐｒｉａｃａｎｔｈｉｄａｅ 短尾大眼鲷 Ｐｒｉａｃａｎｔｈｕｓ ｍａｃｒａｃａｎｔｈｕｓ

天竺鲷科 Ａｐｏｇｏｎｉｄａｅ 中线天竺鲷 Ａｐｏｇｏｎ ｋａｌｌｏｐｔｅｒｕｓ
石首鱼科 Ｓｃｉａｅｎｉｄａｅ 叫姑鱼 Ｊｏｈｎｉｕｓ ｂｅｌｅｎｇｅｒｉ

条纹叫姑鱼 Ｊｏｈｎｉｕｓ ｆａｓｃｉａｔｕｓ
尖头黄鳍牙 Ｃｈｒｙｓｏｃｈｉｒ ａｕｒｅｕｓ
红牙 Ｏｔｏｌｉｔｈｅｓ ｒｕｂｅｒ
斑鳍白姑鱼 Ａｒｇｙｒｏｓｏｍｕｓ ｐａｗａｋ
白姑鱼 Ａｒｇｙｒｏｓｏｍｕｓ ａｒｇｅｎｔａｔｕｓ

Ｍｉｉｃｈｔｈｙｓ ｍｉｉｕｙ
大黄鱼 Ｌａｒｉｍｉｃｈｔｈｙｓ ｃｒｏｃｅａ
小黄鱼 Ｌａｒｉｍｉｃｈｔｈｙｓ ｐｏｌｙａｃｔｉｓ
棘头梅童鱼 Ｃｏｌｌｉｃｈｔｈｙｓ ｌｕｃｉｄｕｓ

鲷科 Ｓｐａｒｉｄａｅ 二长棘鲷 Ｐａｅｒａｒｇｙｒｏｐｓ ｅｄｉｔａ
平鲷 Ｒｈａｂｄｏｓａｒｇｕｓ ｓａｒｂａ
黄鳍鲷 Ｓｐａｒｕｓ ｌａｔｕｓ

科 Ｔｈｅｒａｐｏｎｉｄａｅ 细鳞鯻 Ｔｅｒａｐｏｎ ｊａｒｂｕａ
Ｔｅｒａｐｏｎ ｔｈｅｒａｐｓ

羊鱼科 Ｍｕｌｌｉｄａｅ 条尾绯鲤 Ｕｐｅｎｅｕｓ ｂｅｎｓａｓｉ
黑斑绯鲤 Ｕｐｅｎｅｕｓ ｔｒａｇｕｌａ

塘鳢鱼科 Ｅｌｅｏｔｒｉｄａｅ 乌塘鳢 Ｂｏｓｔｒｉｃｈｔｈｙｓ ｓｉｎｅｎｓｉｓ
六斑凡塘鳢 Ｖａｌｅｎｃｉｅｎｎｅａ ｈｅｌｄｓｄｉｎｇｅｎｉｉ

虎鱼科 Ｇｏｂｉｉｄａｅ 拟矛尾 虎鱼 Ｐａｒａｃｈａｅｔｕｒｉｃｈｔｈｙｓ ｐｏｌｙｎｅｍａ
矛尾 虎鱼 Ｃｈａｅｔｕｒｉｃｈｔｈｙｓ ｓｔｉｇｍａｔｉａｓ

鳗 虎鱼科 Ｔａｅｎｉｏｉｄｉｄａｅ 红狼牙 虎鱼 Ｏｄｏｎｔａｍｂｌｙｏｐｕｓ ｒｕｂｉｃｕｎｄｕｓ
须鳗 虎鱼 Ｔａｅｎｉｏｉｄｅｓ ｃｉｒｒａｔｕｓ
孔 虎鱼 Ｔｒｙｐａｕｃｈｅｎ ｖａｇｉｎａ

篮子鱼科 Ｓｉｇａｎｉｄａｅ 褐篮子鱼 Ｓｉｇａｎｕｓ ｏｒａｍｉｎ
鲳科 Ｓｔｒｏｍａｔｅｉｄａｅ 银鲳 Ｐａｍｐｕｓ ａｒｇｅｎｔｅｕｓ

鲉形目 Ｓｃｏｒｐａｅｎｉｆｏｒｍｅｓ 鲉科 Ｓｃｏｒｐａｅｎｉｄａｅ 褐菖鲉 Ｓｅｂａｓｔｉｓｃｕｓ ｍａｒｍｏｒａｔｕｓ
鲂 科 Ｔｒｉｇｌｉｄａｅ 短鳍红娘鱼 Ｌｅｐｉｄｏｔｒｉｇｌａ ｍｉｃｒｏｐｔｅｒｕｓ
鲬科 Ｐｌａｔｙｃｅｐｈａｌｉｄａｅ 棘线鲬 Ｇｒａｍｍｏｐｌｉｔｅｓ ｓｃａｂｅｒ

大眼鲬 Ｓｕｇｇｒｕｎｄｕｓ ｍｅｅｒｄｖｏｏｒｔｉ
鳄鲬 Ｃｏｃｉｅｌｌａ ｃｒｏｃｏｄｉｌｕ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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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纲 Ｃｌａｓｓ 目 Ｏｒｄｅｒ 科 Ｆａｍｉｌｙ 种 Ｓｐｅｃｉｅｓ

硬骨鱼纲
Ｏｓｔｅｉｃｈｔｈｙｅｓ

鲬 Ｐｌａｔｙｃｅｐｈａｌｕｓ ｉｎｄｉｃｕｓ
鲽形目 Ｐｌｅｕｒｏｎｅｃｔｉｆｏｒｍｅｓ 鲆科 Ｂｏｔｈｉｄａｅ 桂皮斑鲆 Ｐｓｅｕｄｏｒｈｏｍｂｕｓ ｃｉｎｎａｍｏｍｅｕｓ

斑鲆 Ｐｓｅｕｄｏｒｈｏｍｂｕｓ ａｒｓｉｕｓ
鲽科 Ｐｌｅｕｒｏｎｅｃｔｉｄａｅ 木叶鲽 Ｐｌｅｕｒｏｎｉｃｈｔｈｙｓ ｃｏｒｎｕｔｕｓ
鳎科 Ｓｏｌｅｉｄａｅ 条鳎 Ｚｅｂｒｉａｓ ｚｅｂｒａ
舌鳎科 Ｃｙｎｏｇｌｏｓｓｉｄａｅ 须鳎 Ｐａｒａｐｌａｇｕｓｉａ ｂｉｌｉｎｅａｔａ

日本须鳎 Ｐａｒａｐｌａｇｕｓｉａ ｊａｐｏｎｉｃａ
宽体舌鳎 Ｃｙｎｏｇｌｏｓｓｕｓ ｒｏｂｕｓｔｕｓ
窄体舌鳎 Ｃｙｎｏｇｌｏｓｓｕｓ ｇｒａｃｉｌｉｓ
半滑舌鳎 Ｃｙｎｏｇｌｏｓｓｕｓ ｓｅｍｉｌａｅｖｉｓ
斑头舌鳎 Ｃｙｎｏｇｌｏｓｓｕｓ ｐｕｎｃｔｉｃｅｐｓ
大鳞舌鳎 Ｃｙｎｏｇｌｏｓｓｕｓ ａｒｅｌ
焦氏舌鳎 Ａｒｅｌｉｃｕｓ ｊｏｙｎｅｒｉ
褐斑三线舌鳎 Ｃｙｎｏｇｌｏｓｓｕｓ ｔｒｉｇｒａｍｍｕｓ
短吻三线舌鳎 Ｃｙｎｏｇｌｏｓｓｕｓ ａｂｂｒｅｖｉａｔｕｓ

鲀形目 Ｔｅｔｒａｏｄｏｎｔｉｆｏｒｍｅｓ 革鲀科 Ａｌｕｔｅｒｉｄａｅ 丝背细鳞鲀 Ｓｔｅｐｈａｎｏｌｅｐｉｓ ｃｉｒｒｈｉｆｅｒ
鲀科 Ｔｅｔｒａｏｄｏｎｔｉｄａｅ 光兔鲀 Ｌａｇｏｃｅｐｈａｌｕｓ ｉｎｅｒｍｉｓ

横纹东方鲀 Ｆｕｇｕ ｏｂｌｏｎｇｕｓ
铅点东方鲀 Ｆｕｇｕ ａｌｂｏｐｌｕｍｂｅｕｓ
网纹叉鼻鲀 Ａｒｏｔｈｒｏｎ ｒｅｔｉｃｕｌａｒｉｓ

鮟鱇目 Ｌｏｐｈｉｉｆｏｒｍｅｓ 躄鱼科 Ａｎｔｅｎｎａｒｉｄａｅ 裸躄鱼 Ｈｉｓｔｒｉｏ ｈｉｓｔｒｉｏ
毛躄鱼 Ａｎｔｅｎｎａｒｉｕｓ ｈｉｓｐｉｄｕｓ

　 　 说明： 各列空白处表示同上。
Ｎｏｔｅ： Ｔｈｅ ｂｌａｎｋ ｃｏｌｕｍ ｏｆ ｃｏｌｕｍｅ 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ｓ ｔｈｅ ｓａｍｅ ａｓ ａｂｏｖｅ．

２ ３　 数量分布

２ ３ １　 季节变化

春秋季两航次捕获的鱼类总量以及渔获率均有较大的差别， 其中春季共捕获鱼类 １９ ０５６ ９ ｇ， 秋

季共捕获鱼类 ４０ １８６ ４ ｇ； 春季平均渔获率为 ４ ３８ ｋｇ ／ ｈ， 秋季平均渔获率为 １０ ０５ ｋｇ ／ ｈ。 秋季明显高

于春季， 为春季的 ２ ３ 倍。
２ ３ ２　 空间分布

春季各站位渔获率范围在 １ ６５ ～ ６ ５７ ｋｇ ／ ｈ 之间， 平均值为 ４ ３８ ｋｇ ／ ｈ， 其中 ５＃站位最高， ４＃站
位最低， 大于平均值的依次为 ５＃、 １０＃、 ３＃、 ８＃、 １２＃、 ９＃、 ６＃和 ７＃站位， 其余站位均小于平均值。
秋季各站位渔获率范围在 ５ ０８ ～ １７ ７２ ｋｇ ／ ｈ 之间， 平均值为 １０ ０５ ｋｇ ／ ｈ， 其中 ３＃站位最高， １＃站位

最低， 大于平均值的依次为 ３＃、 ５＃、 １２＃、 １１＃、 ８＃和 １０＃站位， 其余站位均小于平均值 （见图 ２）。
总体上越靠近岸边渔获率越低。
２ ４　 优势种

调查海域春秋季鱼类的优势种差异显著， 春季优势种有条尾绯鲤、 窄体舌鳎、 丝背细鳞鲀、 叫姑

鱼、 半滑舌鳎和宽体舌鳎等 ６ 种； 秋季优势种有丝背细鳞鲀、 龙头鱼、 短吻三线舌鳎、 红狼牙 虎

鱼 （Ｏｄｏｍｔａｍｂｌｙｏｐｕｓ ｒｕｂｉｃｕｎｄｕｓ） 、 棘头梅童鱼 （Ｃｏｌｌｉｃｈｔｈｙｓ ｌｕｃｉｄｕｓ） 、 鲬 （Ｐｌａｔｙｃｅｐｈａｌｕｓ ｉｎｄｉｃｕｓ） 和

红牙 （Ｏｔｏｌｉｔｈｅｓ ｒｕｂｅｒ） 等 ７ 种。 可见， 仅丝背细鳞鲀是春秋季共有的优势种 （见表 ２）。
２ ５　 生态类群

根据不同鱼类的生活习性， 将本次渔获的鱼类分为暖水性和暖温性 ２ 种。 暖水性鱼类有： 赤 、 汉

氏绫鳀 （Ｔｈｒｙｓｓａ ｈａｍｉｌｔｏｎｉ） 、 凤鲚 （Ｃｏｉｌｉａ ｍｙｓｔｕｓ） 、 黄鲫 （Ｓｅｔｉｐｉｎｎａ ｔｅｎｕｉｆｉｌｉｓ） 、 龙 头 鱼、 海 鳗

（Ｍｕｒａｅｎｅｓｏｘ ｃｉｎｅｒｅｕｓ） 、 毛躄鱼 （Ａｎｔｅｎｎａｒｉｕｓ ｈｉｓｐｉｄｕｓ） 等 ４４ 种， 占鱼类总数的 ６５ ７％ 。 暖温性鱼类有：
中国团扇鳐、 长蛇鲻 （Ｓａｕｒｉｄａ ｅｌｏｎｇａｔａ） 、 棱 （Ｌｉｚａ ｃａｒｉｎａｔｕｓ） 、 （Ｍｉｉｃｈｔｈｙｓ ｍｉｉｕｙ） 、 大黄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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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Ｌａｒｉｍｉｃｈｔｈｙｓ ｃｒｏｃｅａ） 、 棘头梅童鱼、 二长棘鲷 （Ｐａｅｒａｒｇｙｒｏｐｓ ｅｄｉｔａ） 、 矛尾 虎鱼 （Ｃｈａｅｔｕｒｉｃｈｔｈｙｓ
ｓｔｉｇｍａｔｉａｓ） 等 ２３ 种， 占鱼类总数的 ３４ ３％ 。

图 2 各站位鱼类渔获率分布

Fig.2 Distribution of fish catch rate indifferent stations

N N

a） 春季 Spring b） 秋季 Autumn

渔获率/（kg·h-1）渔获率/（kg·h-1）

[0，2.00）
[2.00，5.00）
[5.00，10.00）
[10.00，15.00）
[15.00，20.00]

[0，2.00）
[2.00，5.00）
[5.00，10.00）
[10.00，15.00）
[15.00，20.00]

表 ２　 春秋季主要鱼类相对重要性指数

Ｔａｂ ２　 ＩＲＩ ｖａｌｕｅ ｏｆ ｔｈｅ ｍａｉｎ ｆｉｓｈ ｉｎ Ｓｐｒｉｎｇ ａｎｄ Ａｕｔｕｍｎ

种名
Ｓｐｅｃｉｅｓ

春季
Ｓｐｒｉｎｇ

秋季
Ａｕｔｕｍｎ

种名
Ｓｐｅｃｉｅｓ

春季
Ｓｐｒｉｎｇ

秋季
Ａｕｔｕｍｎ

条尾绯鲤 Ｕｐｅｎｅｕｓ ｂｅｎｓａｓｉ ２５１０ — 龙头鱼 Ｈａｒｐａｄｏｎ ｎｅｈｅｒｅｕｓ — ４８１１
窄体舌鳎 Ｃｙｎｏｇｌｏｓｓｕｓ ｇｒａｃｉｌｉｓ ２４９９ — 短吻三线舌鳎 Ｃｙｎｏｇｌｏｓｓｕｓ ａｂｂｒｅｖｉａｔｕｓ — ２７３８
丝背细鳞鲀 Ｓｔｅｐｈａｎｏｌｅｐｉｓ ｃｉｒｒｈｉｆｅｒ １６９７ ６３１ 红狼牙 虎鱼 Ｏｄｏｎｔａｍｂｌｙｏｐｕｓ ｒｕｂｉｃｕｎｄｕｓ — ８７０
叫姑鱼 Ｊｏｈｎｉｕｓ ｂｅｌｅｎｇｅｒｉｉ ９７８ — 棘头梅童鱼 Ｃｏｌｌｉｃｈｔｈｙｓ ｌｕｃｉｄｕｓ — ７７２
半滑舌鳎 Ｃｙｎｏｇｌｏｓｓｕｓ ｓｅｍｉｌａｅｖｉｓ ８８２ — 鲬 Ｐｌａｔｙｃｅｐｈａｌｕｓ ｉｎｄｉｃｕｓ — ５９０
宽体舌鳎 Ｃｙｎｏｇｌｏｓｓｕｓ ｒｏｂｕｓｔｕｓ ５９１ — 红牙 Ｏｔｏｌｉｔｈｅｓ ｒｕｂｅｒ — ５０７

　 　 说明： “—” 表示 ＩＲＩ 值小于 ５００； Ｎｏｔｅ： “—” Ｉｎｄｉｃａｔｅｓ ＩＲＩ ＜ ５００．

根据不同水层分布， 将本次渔获的鱼类分为 ５ 种。 中上层鱼类有： 汉氏绫鳀、 凤鲚、 黄鲫、 银鲳

（Ｐａｍｐｕｓ ａｒｇｅｎｔｅｕｓ） 等 ４ 种， 占鱼类总数的 ６ ０％ ； 中下层鱼类有： 龙头鱼、 棱 、 叫姑鱼、 白姑鱼

（Ａｒｇｙｒｏｓｏｍｕｓ ａｒｇｅｎｔａｔｕｓ） 等 ７ 种， 占鱼类总数的 １０ ４％ ； 近底层鱼类有： 中国团扇鳐 、 六指马鲅

（Ｐｏｌｙｎｅｍｕｓ ｓｅｘｔａｒｉｕｓ） 、 细鳞 （Ｔｅｒａｐｏｎ ｊａｒｂｕａ） 、 （Ｔｅｒａｐｏｎ ｔｈｅｒａｐｓ） 等 ６ 种， 占鱼类总数的

９ ０％ ； 底层鱼类有： 赤 、 海鳗、 长蛇鲻、 日本海马 （Ｈｉｐｐｏｃａｍｐｕｓ ｊａｐｏｎｉｃｕｓ） 等 ４７ 种， 占鱼类总数

的 ７０ １％ ； 岩礁性鱼类有： 中线天竺鲷 （Ａｐｏｇｏｎ ｋａｌｌｏｐｔｅｒｕｓ） 、 褐篮子鱼 （Ｓｉｇａｎｕｓ ｏｒａｍｉｎ） 、 褐菖鲉

（Ｓｅｂａｓｔｉｓｃｕｓ ｍａｒｍｏｒａｔｕｓ ） 等 ３ 种， 占鱼类总数的 ４ ５％ 。

３　 讨论
３ １　 鱼类种类组成

徐兆礼［１５］ 在闽江口共捕获鱼类 ７７ 种， 其中暖水性鱼类占鱼类种类数的 ７５ ０％ 。 林龙山等［１６］ 对

福清湾附近海域进行渔业资源调查， 结果显示底层及近底层鱼类占鱼类种类数的 ７８ ６％ 。 本研究

２０１５ 年 ５ 月和 １０ 月调查结果显示， 捕获的鱼类中以暖水性鱼类为主， 占鱼类种类数的 ６７ ２％ 。 鱼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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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成中以小型经济底层及近底层鱼类为主， 除个别 鳐类外， 占鱼类种类数的 ８６ ６％ ， 主要有条尾

绯鲤、 窄体舌鳎、 半滑舌鳎、 宽体舌鳎、 短吻三线舌鳎、 龙头鱼、 红狼牙 虎鱼等； 中上层鱼类较

少， 如汉氏棱鳀仅在个别站位有所捕获。 本调查结果与前人［１５］ 的调查结果相似， 这与本次调查所采

用的底层桁拖网作业方式以及网口高度较小有密切关系， 同时与该海域鱼类分布特征密不可分。
３ ２　 鱼类优势种的季节变化

优势种指的是生态群落中能通过其数量变化和行为活动来影响和控制能流及其他物种活动的少数

几种物种［１７］ 。 长乐海域鱼类的优势种随季节变化明显， 这种变化部分归结于群落内结构成员的季节

更替， 同时也受制于环境条件周期节律的变化［１８］ 。 春季的优势种主要以条尾绯鲤为主， 条尾绯鲤春

末夏初游至近岸生殖和摄食， ７—８ 月以后分散游回深水区域［１９］ ， 因此在 ５ 月份调查时捕获较多， １０
月份捕获较少。 秋季的优势种主要以龙头鱼为主， 龙头鱼游泳能力不强， 秋季常在近岸海域摄食， 故

１０ 月份捕获较多。
３ ３　 鱼类数量分布的季节变化

徐兆礼［１５］的调查研究发现季节变化是导致兴化湾或闽江口鱼类种类组成变化的主要原因。 长乐

海域秋季捕获的鱼类个体数量、 总生物量都大于春季， 但是种类和平均体重却是春季大于秋季， 这种

季节变化主要是鱼类的补充、 生长和死亡共同作用导致的结果［２０］ 。 春季一些外海鱼类集群或生殖洄

游至近岸海域， 因此春季的种类较多， 个体较大， 但个体数量和总生物量较低； 秋季多数幼鱼成长，
因此个体数量和总生物量都较高［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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