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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文章根据2015年11月(秋季)、2016年2月(冬季)对浙南近海进行的渔业资源调查数据,用
标准化后的渔获率作为鱼类资源分布的数量指标,对该海域鱼类的组成、数量分布以及季节变化

进行分析。结果显示:该区域共鉴定出鱼类115种,隶属于2纲13目51科91属,以鲈形目(Perci-

formes)鱼类最多,其次为鲽形目(Pleuronectiformes),鲱形目(Anguilliformes)位居第三位。根据

适温性可将其划分为暖水种、暖温种和冷温种3种适温类型,以暖水种鱼类为主,有78种,占鱼类

总数的62.9%。按季节来看,秋季共鉴定鱼类97种,各站位平均生物量为411.65kg/km2,丰度为

1.26×105ind/km2,优势种为龙头鱼(Harpodonnehereus)、带鱼(Trichiurusjaponicus)和棘头梅

童鱼(Collichthyslucidus)等3种,占总渔获量的64.82%;冬季鉴定出鱼类68种,平均生物量为

27.89kg/km2低于秋季,丰度为3.07×105ind/km2高于秋季,除了龙头鱼和棘头梅童鱼仍为优势

种外,黄 (Lophiuslitulon)的优势度明显上升,3种鱼占总渔获量的78.14%。从丰度生物量

曲线分析来看,秋季、冬季ABC曲线W 值均为负值,秋季W 值为-0.066,鱼类群落受到中等强度

干扰,冬季W 值为-0.13,且生物量优势曲线几乎全部在数量优势度曲线之下,鱼类群落可能受到

了严重干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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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Accordingtotheinvestigationresultsoffisheryresourcesinthecoastalareasofsouth

ZhejiangduringNovemberof2015(Autumn)andFebruaryof2016(Winter),thecomposi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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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uantity,andvariationoffishspecieswereanalyzedandreportedbyusingstandardizedcatchrate

asthequantityindexoffishresourcesdistribution.Theresultsshowedthatatotalof115species

offishwereidentifiedinthisarea,whichbelongedto91genera,51families,13ordersand2clas-

ses.Amongthesespecies,mostquantitybelongedtoPerciformes,followedbyPleuronectiformes,

thirdClupeiformes.Intheaspectofthermaladaptation,fishesinthisareacanbedividedinto

warm-waterspeciesandwarm-temperatespecies,betweenwhichthewarm-waterspecieswere

dominantwith78species,accountingfor62.9%oftotalcatch.Inautumn,theaveragebiomassof

eachstationwas411.65kg/km2andtheabundancewas1.26×105ind/km2.Andtherewere97

speciesoffishidentifiedinthisseason,amongwhichthedominantspecieswereHarpodonne-
hereus,TrichiurusjaponicusandCollichthyslucidusetcthatcomposed64.82%oftotalcatch.
Comparedwithautumn,theaveragebiomassofeachstationinwinterwaslower(27.89kg/

km2),whiletheabundancewashigher(3.07×105ind/km2).Inaddition,atotalof68speciesof

fishwerecaughtinwinter,whenHarpodonnehereusandCollichthysluciduswerestilldominant
species,thedominanceofLophiuslitulonincreasedobviously.Theresultofabundancebiomass
curveshowedthatW ofcurvewasnegativeinbothtwoseasons.TheWvaluewas-0.066inau-
tumn,impliedthatthefishcommunitysufferedfrommoderateinterference.Whereas,theWvalue
is-0.13inwinter,andthebiomassdominancecurvewasalmosttotallybeyondthequantitative

dominancecurve,whichsuggestedthatthefishcommunitymayhaveaseriousdisturbance.

Keywords:CoastalareaofsouthZhejiang,Fishes,Speciescomposition,Quantitativedistribution,

Communitystructure

浙江是我国传统的渔业大省,与我国其他海域比

较,渔业资源量相对丰富,生产力较高,南部近海在东

海区乃至我国海洋渔业资源占有重要的地位[1-4]。

浙南近海主要是指浙江中北部沿岸产卵场以南、

机轮拖网禁渔区线以西,水深大于15m 的海域[5]。

该海域由于处在浙江沿岸流和台湾暖流这两股低、高

盐水系的交汇区[6],沿海港湾曲折,是洋流交叉、水系

汇合之处,生物资源丰富,水质肥沃,有利于海洋生物

的大 量 繁 殖 和 生 长[7],是 大 黄 鱼(Larimichthys

crocea)、小黄鱼(Larimichthyspolyactis)、带鱼(Tri-

chiurusjaponicus)、银鲳(Pampusargenteus)、日本鲭

(Pneumatophorusjaponicus)与 蓝 圆 鲹(Decapterus

maruadsi)等经济鱼类的主要产卵场之一[6-9]。

长期以来,有关东海的鱼类资源群落结构及数

量分布的调查研究已开展较多[10-19],但是浙江南部

温台 渔 场 为 主 体 的 鱼 类 群 落 结 构 特 征 研 究 较

少[9,20],仅在相关文献中对 资 源、种 类 等 有 所 涉

及[21-23]。随着沿海经济发展势头迅猛,海洋海岸工

程建设活动频繁,以及陆地大量的工业和生活污染

入海对海洋生态环境与产卵场功能造成的损害日

益严重,渔业资源保护及鱼类群落多样性日益被世

界各国所重视[24-26]。

近年来浙江省渔业资源发生了巨大变化,但目

前存在着“渔业基础不清”的问题,不仅影响了渔业

的有效管理,也制约了生态渔业的进一步发展。为

贯彻落浙江省委、省政府“一打三整治”专项行动,

“找回东海这条鱼”的要求,全面掌握浙江渔业基础

状况,摸清浙江渔业基础现状,2015—2016年浙江

省海洋水产养殖研究所联合上海海洋大学对浙江

南部沿岸鱼种类组成与分布进行了全面的渔业资

源调查,为今后对渔业资源保护及合理开发利用提

供科学基础数据。

1 材料与方法

1.1 调查方法

本研究中所用的数据取自于2015年11月和

2016年2月在温台渔场及邻近海域开展渔业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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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调查,调查范围为温台地区禁渔线以内的海

域,渔业资源调查共设13个站位(图1)。调查船为

“浙洞渔10109”号底拖网船,调查船主功率为396kW,

吨位为800t。船上配有位导、鱼探仪和对讲机等导

航以及其他助渔机械设备。调查网具为拖网,水下

网口面积约为30m(宽)×4m(高),囊网网目为

2.5cm,每站拖曳时间为1h,在到站前2nmile处

放网,拖速控制在2~3kn,调查均于白天进行。渔

业资源调查采样及渔业基础生物学测定按照《海洋

调查规范 第6部分:海洋生物调查》[27]进行。从每

网渔获物中先将较大和不同种类的渔获物单独挑

出,然后随机采集20kg渔获样品供进一步分析。

不足20kg时,全部取样。鉴定样品渔获物的种类,

并记录各种类的尾数、重量和幼体比例;对主要经济

种群进行渔业生物学测定,每种每次取样50尾,不足

50尾全部取样。所获的渔获物先进行鱼类、虾类和

蟹类等称重,并做好捕捞记录,同时对捕捞上来的渔

获物进行随机取样,每次取样,装入样品袋冷冻保存,

样品鉴定及鱼类的生物学测定在实验室内进行,其精

确度分别为0.1g与1mm。样品最后要交代存放在

浙江省海洋水产养殖研究所标本室内。

图1 渔业资源调查站位

1.2 数据处理方法

显著性检验与相关性分析分别采用SPSS20的

方差分析法(ANOVA)和曲线回归分析法(CURVE

ESTIMATION);底拖网各站位调查数据用扫海面

积法[28]进行标准化处理,计算公式为:

ρij =Cij/D(1-E)VijTij

式中:ρij 为i 月j 站 位 的 资 源 密 度(kg/km2 或

103ind./km2);Cij为i 月j 站位的渔获量(kg)或

尾数(ind.);D 为网口水平扩张宽度(km)Vij为i月

j站位的平均拖速(km/h);Tij为i月j站位的作业

时间(h);E 为逃逸率(取0.5)[29]。

鱼类优势种主要根据相对重要性指数(IRI,

IndexofRelativeImportance)[30]来确定,其计算公

式为:

IRI=(Wi+Pi)F
式中:Wi为某种渔获物的重量占总渔获重量的百

分数(%);Pi为某种渔获物的尾数占总渔获尾数的

百分数(%);F 为某种渔获物在各航次拖网总次数

中出现的频率,即出现次数与总拖网次数之百分比

(%)。本研究将相对重要性指数(IRI)大于1000的

定为优势种,100~1000的定为常见种[19]。

渔业资源调查站位图和鱼类数量分布图采用

Suffer11 软 件 制 作,ABC 曲 线 分 析 使 用

PRIMER7.0完成。

2 结果

2.1 种类组成

此次浙南近海海域鱼类资源调查,经分析共鉴定

出鱼类115种,隶属于13目51科91属(表1),其中

鲈形目种类最多,共有29科54属62种,其次为鲽形

目,共有4科7属11种,第三为鲱形目,共2科6属

10种。其余是鳗鲡目,共5科7属8种,魨形目2科

4属8种,灯笼鱼目和海龙目各1科2属4种,鮟鱇目

2科2属2种,鳕形目1科1属2种,鼠鲨目、鰩目、马

鲅目和鲻形目各1科1属1种。根据鱼类对不同的

水温的适应能力,可划分为3种适温类型:暖水种,即

生长、生殖适温大于20℃;暖温种:即生长、生殖适温

在12℃~20℃;冷温种:生长、生殖适温在4℃~

12℃;冷水种:即生长、生殖适温小于4℃的种类。

本次调查中出现的鱼类由暖水种(WW)、暖温

种(WT)和冷温种(CT)3种区系成分组成,其中暖

水种鱼类78种,暖温种鱼类36种,冷温种鱼类1
种,暖水种鱼类占主导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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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浙南近海鱼类组成

科名 种名
季节

秋 冬
生态类群

真鲨科 大吻斜齿鲨 * WW

科 尖嘴 * WT

鲱科
鳓鱼 * * WW

青鳞沙丁鱼 * * WT

鳀科

康氏小公鱼 * WW

中华小公鱼 * * WW

赤鼻棱鳀 * * WW

中颌棱鳀 * * WW

鳀 * WT

黄鲫 * * WT

凤鲚 * * WT

刀鲚 * * WT

狗母鱼科

龙头鱼 * * WW

长蛇鲻 * WW

花斑蛇鲻 * WW

多齿蛇鲻 * WW

灯笼鱼科 七星底灯鱼 * * WW

康吉鳗科

黑尾吻鳗 * * WW

短尾吻鳗 * * WW

尖尾鳗 * WW

海鳗科 海鳗 * * WW

蛇鳗科
中华须鳗 * WW

尖吻蛇鳗 * * WW

丝鳗科 丝尾草鳗 * WW

前肛鳗科 前肛鳗 * * WT

犀鳕科
黑鳍犀鳕 * * WT

麦氏犀鳕 * * WW

海龙科

粗吻海龙 * WW

短吻海龙 * WW

舒氏海龙 * WW

三斑海马 * WW

马鲅科 六指马鲅 * * WW

科 油 * WT

科 花鲈 * * WW

发光鲷科 发光鲷 * * WW

天竺鲷科

尖牙鲷 * * WW

细条天竺鲷 * * WW

斑鳍天竺鲷 * WW

半线天竺鲷 * * WW

四线天竺鲷 * * WW

续表

科名 种名
季节

秋 冬
生态类群

科
多鳞 * WW

少鳞 * WW

鲹科
叶丽鲹 * WW

蓝圆鲹 * WW

眼镜鱼科 眼镜鱼 * WW

石首鱼科

皮氏叫姑鱼 * * WW

丁氏 * * WW

尖头黄鳍牙 * WW

大头白姑鱼 * WW

白姑鱼 * * WW

黑姑鱼 * WW

鮸鱼 * * WT

大黄鱼 * * WT

小黄鱼 * * WT

棘头梅童鱼 * * WT

鲾科
鹿斑鲾 * WW

黄斑鲾 * WW

鲷科
二长棘鲷 * WW

黑鲷 * WW

大眼鲷科 短尾大眼鲷 * WW

石鲈科
横带髭鲷 * * WW

横带眶棘鲈 * WW

科 细鳞 * WW

蝎鱼科 细刺鱼 * WW

蝴蝶鱼科 朴蝴蝶鱼 * WW

拟鲈科 六带拟鲈 * WW

科

日本 * * WT

青 * WT

项鳞 * WT

鳚科 新鳚 * WT

鳄齿鱼科 鳄齿鱼 * * WW

蓝子鱼科 褐蓝子鱼 * WW

带鱼科
带鱼 * * WT

小带鱼 * * WT

鲳科 银鲳 * * WT

长鲳科 刺鲳 * WT

虾虎鱼科

大鳞沟虾虎鱼 * WT

拟矛尾虾虎鱼 * WT

六丝矛尾虾虎鱼 * * W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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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科名 种名
季节

秋 冬
生态类群

鳗虾虎鱼科

红狼牙虾虎鱼 * * WT

孔虾虎鱼 * * WT

中华栉孔虾虎鱼 * WT

鲉科
褐菖鲉 * * WW

锯棱短鳍衰鲉 * WT

绒皮鲉科

蜂鲉 * WT

虻鲉 * * WT

斑鳍鲉 * WT

单指虎鲉 * * WW

丝鳍虎鲉 * * WW

鲂鮄科
绿鳍鱼 * * WW

翼红娘鱼 * * WW

鲬科

鲬 * WW

大眼鲬 * WW

吉氏棘鲬 * WW

鲆科
纤羊舌鲆 * WT

小头左鲆 * WT

鲽科 木叶鲽 * WW

冠鲽科 满月沙鲽 * WW

鳎科

卵鳎 * WW

大鳞舌鳎 * WW

断线舌鳎 * * WW

焦氏舌鳎 WT

短吻舌鳎 * * WW

窄体舌鳎 * WW

栉鳞鳎 * WW

革鲀科 丝背细鳞鲀 * WW

鲀科

光兔头鲀 * * WW

黑鳃兔头鲀 * WW

横纹东方鲀 * WW

黄鳍东方鲀 * WT

星点东方鲀 * WT

双斑东方鲀 * WT

棕腹刺鲀 * * WW

科 黄 * CT

躄鱼科 三齿躄鱼 * * WW

  注:WW表示暖水种;WT表示暖温种;CT表示冷温种.

2.2 鱼类资源数量变化

调查结果显示,浙南近海海域秋、冬季鱼类总

渔获量,渔获量季节变化明显。本次调查鱼类总渔

获量为1599.54kg占总渔获量的76.06%,平均每

小时渔获量为14.35kg/h。其中秋季鱼类渔获量

为934.02kg,平均每小时渔获量为15.63kg/h;冬

季鱼类渔获量为519.44kg,平均每小时渔获量为

11.06kg,为了使个调查站位得鱼类渔获量更有可

比性,本研究是用渔获率(即每小时渔获量)作为鱼

类资源分布的数量指标。

秋季鱼类平均渔获率为15.63kg/h,不同站位

的鱼类渔获率分布在2.20~36.46kg/h,高低相差

近17倍(图2)。从图2中还可以看出,秋季渔获率

最高出现在6号站位,为36.46kg/h,渔获物以龙

头鱼占绝对优势,占该站位渔获物量重量组成的

70.72%,鱼类渔获率较高的有1号、11号和13号

站位,渔获率分别为13.51kg/h、33.23kg/h和

33.60kg/h,其中1号站渔获物重量组成以小黄鱼、

发光鲷、黑鳍犀鳕和六指马鲅为主,占鱼类渔获总

重的90.42%,11号渔获物重量组成以带鱼和鳄齿

鱼为主,占该站位渔获物重量组成的80.38%,13号

渔获物重量组成以带鱼和龙头鱼为主,占渔获总重

的87.06%,其余站位鱼类渔获率均较低,最低鱼类

渔获率出现在5号站,仅为2.20kg/h,渔获物以龙

头鱼和棘头梅童鱼为主,占该站位鱼类渔获总重

的75.38%。

冬季鱼类的平均渔获率为13.06kg/h,比秋季

减少了15.28%,不同站位的鱼类渔获率在4.94~

-51.73kg/h。冬季鱼类最高渔获率出现在11号站

位51.73kg/h,渔获物重量组成以小黄鱼和黄 为

主,占该站位组成的89.87%,渔获率较高的站位还有

12号、13号和10号站,鱼类渔获率为13.73kg/h、

32.50k/h和13.78kg/h,高于调查海域的平均值,

其中12号站以黄 、七星底灯鱼和小黄鱼为主,

占该站渔获重量组成的80.62%,13号站以小黄鱼、

六丝矛尾虾虎鱼、龙头鱼、七星底灯鱼和黄 为

主,占鱼类渔获总重的94.76%,10号站以黄 和

龙头鱼为主,占总鱼类渔获的83.38%。其余站位

渔获率均低于平均值,渔获率最低是6号站,为

4.94kg/h,渔获物以六丝矛尾虾虎鱼和发光鲷为

主,占鱼类渔获总重的76.63%。

秋冬季鱼类平均资源量如图3所示。由图3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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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调查海域秋、冬季鱼类重量渔获率分布

知,秋季各站点平均生物量为411.65(kg/km2),明

显高于冬季227.43(kg/km2),是冬季的1.81倍(P

=0.038<0.05),秋季平均尾数密度为129.92×

103(ind./km2),冬季314.97×103(ind./km2),是

秋季的2.42倍,远高于秋季(P=0.018<0.05)。

2.3 优势种与常见种

根据相对重要性指数(IRI)分析鱼类的优势种,

如表2所示。其中秋季的优势种有龙头鱼、带鱼和

棘头梅童鱼,龙头鱼、棘头梅童鱼和黄 为冬季的

优势种。秋季常见种有赤鼻棱鳀、七星底灯鱼、小

黄鱼和红狼牙虾虎鱼等4种,冬季则是鳓、赤鼻棱

鳀、黄鲫、七星底灯鱼、小黄鱼、鳄齿鱼、六丝矛尾虾

虎鱼、红狼牙虾虎鱼和绿鳍鱼等9种。以上13种鱼

类为浙南近海调查海域的重要鱼类。

表2 浙南近海秋、冬季鱼类相对重要性指数(IRI)

种名

Species

IRI

秋季 冬季

1 鳓Ilishaelongate 33.3 347.8

2 赤鼻棱鳀Thrissakammalensis 131.4 256.4

3 黄鲫Setipinnataty 22.9 472.6

4 龙头鱼 Harpodonnehereus 3470.3 5843.2

5 七星底灯鱼Benthosemapterotum 164.7 264.4

6 小黄鱼Benthosemapterotum 318.5 372.1

7 鳄齿鱼Champsodoncapensis 27.6 196.7

8 带鱼Trichiurusjaponicus 1766.8 87.3

9 棘头梅童鱼Collichthyslucidus 1898.6 1642.8

10
六丝矛尾虾虎鱼Chaeturichthyshexane-

ma
78.3 243.9

11
红狼牙虾虎鱼Odontamblyopusrubicun-

dus
165.2 174.6

12 绿鳍鱼Chelidonichthyskumu 89.6 533.8

13 黄 Lophiuslitulon 0 6574.7

2.4 群落丰度/生物量曲线分析

浙南近海海域秋冬两季鱼类群落丰度/生物量

比较(ABC曲线)如图4所示,就干扰程度而言,秋

冬两季数量优势度曲线都在生物量优势度曲线之

上,W 值均小于0,其中秋季W 值为-0.066,生物

量和数量优势度曲线相交说明鱼类群落受到了中

等程度的干扰,冬季W 值为-0.13,且生物量优势

度指数几乎全部在数量优势度指数之下,表明研究

海域的鱼类群落有可能受到严重干扰。

3 讨论

3.1 鱼类群落的种类组成与区系特征

本次调查结果显示,该调查海域秋、冬两季共

捕获鱼类115种,与张洪亮等[9]调查结果相近,分析

不同季节的鱼类得知,秋季出现的鱼类种类数更

多,为97种,隶属于13目46科76属。冬季种类数

为68种,隶属于10目35科57属。秋冬季节种类

组成总体差异较大,秋、冬两季共同出现的有51种,

单独在秋季出现的种类数为46种,冬季为17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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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调查海域秋、冬鱼类资源量指数的变化

图4 研究区域秋冬两季鱼类群落的

ABC曲线以及 W统计值

按适温性进行分类,则秋季全部97种中除30种暖

温种外,其余67种均为暖水种,暖水种鱼类占总数

的69.07%;冬季有暖水种鱼类42种,暖温种鱼类

25种,冷 温 性 鱼 类1种,暖 水 种 鱼 类 占 总 数 的

61.76%,暖温性鱼类占37.1%,与以往调查结果相

一致[31-34]。说明秋、冬两季分布在浙南近海的鱼类

以热带种类为主。暖水种在该海域占优势,这可能

与浙南沿海处于亚热带季风气候区,太阳辐射强

烈,海水温度相对较高[35],同时由于台湾暖流入侵

浙江沿岸大陆架带来大量的暖水,因而使得暖水种

在浙南海域占优势。

3.2 鱼类主要优势种分析

根据本次秋、冬两个季度月的所获鱼类分析,

分布在浙南近海的鱼类绝大多数是小型非经济种

类。与成庆泰等[36]调查结果相比,可以发现,浙南

近海及邻近海域鱼类组成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从优

势种来看,在20世纪60年代初该海域秋季的优势

种孔鳐(Rajaporosa)、赤 、鳓鱼、黄鲫、龙头鱼、海

鳗、大黄鱼、小黄鱼、棘头梅童鱼、皮氏叫姑鱼、黑姑

鱼、白姑鱼、 鱼、带鱼、银鲳、褐斑三线舌鳎(Cyno-

glossustrigrammus)、宽体舌鳎(Cynoglossusro-
butus)等17种,演变为现在的龙头鱼、带鱼、棘头梅

童鱼和黄 等4种,均为市场中常见的食用经济

鱼类,龙头鱼在秋冬季拖网渔获物中占据重要位

置,但是目前国内外对龙头鱼资源的研究较少[37],

渔业管理部门也未将其列入海洋捕捞产量的统计

范围,但随着传统经济鱼类资源的日益衰退,其食

用价值正逐渐被人们所挖掘,龙头鱼资源的合理开

发与保护有待今后进一步研究。秋季常见种有赤

鼻棱鳀、七星底灯鱼、小黄鱼和红狼牙虾虎鱼等

4种,冬季则是鳓、赤鼻棱鳀、黄鲫、七星底灯鱼、小

黄鱼、鳄齿鱼、六丝矛尾虾虎鱼、红狼牙虾虎鱼和绿

鳍鱼等9种,都是一些小型鱼类,在过去,这些种类

的主要经济价值是一些大型经济鱼类如大黄鱼、小

黄鱼和带鱼等的饵料鱼,这可能是由于过度捕捞或

是其他人为活动的干扰,使得以上这些大型经济种

类相继衰退[38-39]。因此,一些小型经济种类的数量

增加,鱼类群落结构中营养层次日益下降,因此要

牢固树立保护海洋渔业资源的意识,以实现渔业资

源的可持续利用。

3.3 鱼类资源时空分布

根据本次调查结果,秋季浙南近海的鱼类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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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集中在洞头东部以及台州外部,出现这种现象

的原因可能是:台州洞头外部岛屿之间海底地形比

较复杂,如暗礁、海沟等,适合不同鱼类生存,特别

是一些岛礁性鱼类;另外岛屿之间海底地质比较多

样,如沙质、淤泥质等,营养盐比较丰富;此外,水流

环境比较多样,如涡流、上升流等,满足不同鱼类的

摄食需求。冬季鱼类数量主要集中在台州外部海

域,其主要原因可能是:冬季近岸水温过低,鱼类游

向更深的海域越冬,造成了冬季近岸生物量下降。

秋季总体鱼类资源量高于冬季,其中秋季鱼类生物

量是冬季的1.81倍,特别是带鱼等鱼类资源,具有

较大的开发潜力,与俞存根等[19]对浙南海域展开的

调查结果相近,春季是经济幼鱼的出生高峰期,秋

季为经济幼鱼的出生次高峰期,但所捕获渔获物结

果显示冬季鱼类的尾数密度高于秋季,是秋季的

2.43倍,主要原因是冬季个别站位捕获大量的七星

底灯鱼六丝矛尾虾虎鱼及其幼鱼,该站位很有可能

是黄鮟鱇等的一些重要鱼类的索饵场。

3.4 研究海域鱼类群落受外在干扰的程度

鱼类群落受到的外在干扰,主要来自海洋环

境污染,Clarke等[40]于1986年提出丰度/生物量

比较法(ABC曲线法)监测受到的干扰。该方法原

理比较简单、还具有简单便捷的统计计算过程、不

需要任何对比参照点和结果分析简单快捷等优

势,在全球范围内得到了普遍应用,具有良好的分

析效果。研究结果表明:秋冬两季W 值均小于0,

其中秋季 W 值为-0.066,生物量和数量优势度

曲线相交说明鱼类群落受到了中等程度的干扰,

这可能与开渔期较高的捕捞强度造成的,冬季 W
值为-0.13,且生物量优势度指数几乎全部在数

量优势度指数之下,这很有可能是浙南近海海域

鱼类群落受到严重干扰的一个预警信号。尤其是

近年来经济利益驱使下的过度捕捞,以及沿海经

济发展势头迅猛,海洋海岸工程建设活动频繁,以

及陆地大量的工业和生活污染入海对海洋生态环

境造成的严重损害。因此,有必要加强浙南近海

海域的基础研究和鱼类资源的针对性保护,为实

现海洋生态系统良性循环和可持续发展提供科技

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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