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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海中尺度夏季鱼卵仔鱼种类组成特征

蒋U 玫，王云龙，袁U 骐，沈新强
（农业部海洋与河口渔业重点开放实验室，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东海水产研究所，上海U !$$$=$）

摘要：依据 #=== 年 8 > < 月在东海（!8V:$W > :!V:$W.、#!#V$$W > #!<V$$W(）海域的鱼卵仔鱼资源调查资料，对东海鱼卵仔鱼种类

组成结构的特征进行了分析，并就其与水温、盐度的关系进行了探讨。结果表明：鱼卵仔鱼种类组成丰富，整个调查海域，种类

数平面分布呈南部高，北部低的分布特征。仔鱼的种类结构相对鱼卵要稳定，多样性指数较高，其种类组成复杂，种间分布不如

鱼卵均匀，优势种明显，优势度较大。温度和盐度是影响鱼卵仔鱼种类分布的重要环境因子。多样性指数与种类数分布的空间

差异，与台湾暖流、黑潮水以及江浙沿岸流的消长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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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海受长江径流、台湾暖流及黄海冷水团等相互消长的影响，环境因子变化剧烈，生态环境错综复杂，为

海洋鱼类和其他海洋生物提供了有利的生存条件，是鱼类索饵、育肥、繁殖的重要场所。由于东海系统的结构

复杂功能独特，鱼类资源群落的结构极为丰富。而鱼卵仔鱼作为鱼类资源的补充群体，是鱼类资源持续发展

的根本，其种类结构组成也具有多样性。有关其生态学的研究也越来越引起了人们的关注［= C D］。但由于过度

捕捞，近 E;& 来东海渔业资源已出现衰退。探讨近年来东海大陆架海域鱼卵仔鱼种类组成结构变化，有助于

全面认识东海鱼类资源现状，对海洋生态学研究和渔业资源的可持续发展也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图 =F 调查站位示意图

G$-2 =F 3,( 1/&/$"% "0 1+.)(5

)* 材料与方法

=HHH 年 D C I 月材料取自东海水产研究所，在东海

（EDJK;L C KEJK;LM、=E=J;;L C =EIJ;;LN）布设的大面观

测站（共计 =EO 个站）进行的综合调查标本 （图 =）。采

集用浅水 P 型浮游动物网（网口直径 I;’#，筛绢 =< 目 Q
’#），由底层至表层作垂直拖曳以获取浮游生物样品，

再从浮游生物样品中选取标本。标本的固定、分析，统

计均按《海洋调查规范》进行。为了便于分析鱼卵仔鱼

与水文环境的关系，依据东海区渔业资源调查区划［=］，

将东海调查区分成 O 个海区，即：!北部近海（EHJK;L C
KEJ<;LM、=EEJK;L C =EOJ;;LN）、"北部外海（EHJK;L C
KEJ<;LM、=EOJ<;L C =EIJ;;LN）、#南部近海（EDJK;L C
EHJ;;LM、=E=J;;L C =EOJ;;LN）、$南部外海（EDJK;L C
EHJ;;LM、=EOJ<;L C =EIJ;;LN）。R,&%%"%BS$(%(. 物种多

样度（!"）、均匀度（#"）、单纯度（$）的计算公式参考文

献［T］。分析种类组成和物种多样性指数与环境因素的关系，根据同步观测的环境资料，采用 RURR 统计软件

进行分析。

+* 结果

+2 )* 种类组成

本次调查共有 I; 个种类，其中鉴定到种的有 O< 种，鉴定到科的有 ET 种，隶属 == 目 <E 科 O; 属，另外还

有 I 种为未定种（附录 =）。其中以鲈形目的种类数最多，占总种类数的 OI2 T<V ，其次为灯笼鱼目和未定种，

各占 =;V ；鲽形目和!形目并列第三，各占 D2 E<V ；其他各目均较少，仅出现 = C K 个种类。

+2 +* 群落多样性

调查海域鱼卵的 !"、#"和 $ 平均值分别为 ;2 <T、;2 KH 和 ;2 <<；仔鱼的 !"、#"和 $ 平均值分别为 =2 KT、;2 EE
和 ;2 KH（表 =）。说明仔鱼的种类结构相对鱼卵要稳定，多样性指数较高，其种类组成复杂，但因为 #"和 $ 值

K<=F = 期 蒋玫F 等：东海中尺度夏季鱼卵仔鱼种类组成特征 F



低，反映出仔鱼的种间分布不如鱼卵均匀，仔鱼的优势种突出，优势度较大。从各海区分布来看，鱼卵南部外

海相对其他 ! 海区的 !"、#"和 $ 值均较高，表明该海域种类结构相对较稳定，种类组成复杂，同时也反映出种

间分布比其他 ! 海区要均匀，表现出在南部外海优势种十分突出，优势种优势度较大。而对仔鱼来说，南部近

海和外海 !"、#"值较高，$ 值较低，说明上述两海域种类结构相对稳定，种类组成丰富，其种间分布较为均匀，

但因为 " 值低，优势种的优势度低。由表 # 可见，在东海 $ 个分海区中，南部近海鱼卵仔鱼种类组成最为丰

富，北部近海种类组成相对简单。鱼卵的种类数明显低于仔鱼（分别为 #% 种和 %& 种），仔鱼种类的多样性直

接影响着整个东海区的种类组成。

表 !" 鱼卵仔鱼种数和多样性分海区统计表

#$%&’ !" ()*%’+ ,- ./’01’. $23 314’+.156 123’7 ,- -1.8 ’99. $23 &$+4$’ 12 31--’+’25 :,2’.

项目 ’()* 海区 +,--).)/( 01/)2 种数 34)5,)2 /6*7). 多样度 !" 均匀度 #" 单纯度 $

鱼卵 8,29 )::2 !南部外海 316(9 1--291.) #% #; && &; << &; =>
"南部近海 316(9 /)?.291.) #= &; =! &; !% &; <&
#北部外海 @1.(9 1--291.) = &; !& &; #> &; <&
$北部近海 @1.(9 /)?.291.) < &; !# &; AB &; <B
全海区 CD).?EE #% &; => &; $# &; =<

仔鱼 F?.D?) !南部外海 316(9 1--291.) =& A; &> &; BA &; !A
"南部近海 316(9 /)?.291.) =< #; >B &; B# &; A>
#北部外海 @1.(9 1--291.) A> #; #B &; =< &; $>
$北部近海 @1.(9 /)?.291.) #& &; A% &; A$ &; $#
全海区 CD).?EE %& #; $& &; A! &; !B

;; <" 优势种类的组成

调查区鱼卵仔鱼的优势种类 （占总量 #&G 以上）为日本鲭、"鱼、短尾大眼鲷以及鮪属等（表 A）。鱼卵最

占优势的种类为日本鲭（A=; BG ），仔鱼最为占优势的种类则为"鱼 （#A; $G ）。从各区分布来看，日本鲭鱼

卵在各海区均有分布，尤其是在外海数量占有绝对优势（$&G 以上）；"鱼仔鱼除南部外海未有出现外，其他 !
海区均有出现，主要集中于北部海域（!=G 以上）。

表 ;" 各海区优势种的数量百分比

#$%&’ ;" =’+0’25$9’ ,- 3,*12$25 ./’01’. 12 31--’+’25 :,2’. （G ）

项目 ’()* 优势种 H1*,/?/( 24)5,)2 ! " # $ CD).?EE

鱼卵 8,29 )::2 日本鲭 %&’()*+ ,-.’/0&12 =&; & %; % $&; % #!; ! A=; B
"鱼 3/4+-1502 ,-.’/0&12 $=6 & &6 A — #=6 & A!6 !
短尾大眼鲷 7+0-&-/8912 (-&+-&-/8912 — $$; B — — #B; $

仔鱼 F?.D?) "鱼 3/4+-1502 ,-.’/0&12 — A6 # !<6 = ==6 & #A6 $
鮪属 3189://12 24; A; % #B; = !; !A — #A; !

;; >" 群落多样性指数与温度和盐度的关系

表 ! 是多样性指数 !"与同步调查的温度和盐度的相关性分析结果。由表可见，鱼卵仔鱼的多样性指数

受温度和盐度的双重影响。其中鱼卵 !"值与温度的相关性达到显著水平（. I &; &=），而仔鱼 !"值则与温盐

度有着密切的相关性，尤其是与盐度达到极为显著水平（. I &; &#）。

表 < 多样性指数 !"值与温度及盐度的相关性分析

#$%&’ <" ?’9+’..1,2 $2$&6.1. %’5@’’2 !" $23 5’*/’+$5)+’ $23 .$&12156

项目 ’()* 回归方程 J):.)22,1/ )K6?(,1/ / + 7

鱼卵 8,29 )::2 — — — —

!" L &6 &<>;& M &6 &B!; 底 N $6 !AB #A$ &; A%# &; &!A
仔鱼 F?.D?) !" L &6 A&<;& M &6 &&>; 底 N $6 #%% #A$ &; A<$ &; &!<

!" L &6 &>A %& M &6 $&=% 底 N #=6 $$% #A$ &; $!$ &; &&#
O O !;& 表温，%& 表盐，; 底底温，% 底底盐

$=# O 生O 态O 学O 报 A% 卷O



!! "# 种类数量的平面分布

在调查区 "#$% 以北的大片水域鱼卵种类数为 & 种，只在江外渔场的部分水域出现 " 个种类（图 ’）。东

南部的鱼外渔场 &’($ ) &’*$+，’(! ,$ ) ’-! *$% 的绝大部分水域种类数在 " 种以上，种类数最多的区域为 ,
种。仔鱼绝大部分水域的种类数在 , 种以下，尤其是在 ’-! ,$% 以北部水域种类稀少仅为 & 种，甚至在长江口

渔场和江外渔场的交界处（&’.$ ) &’,$+）无仔鱼分布，种类数为 # 值。种类数为 &# 的区域出现在温台渔场外

侧以及调查区的南部外海部分水域。可见，整个调查海域，鱼卵仔鱼的种类数平面分布呈南部高，北部低的分

布特征。

图 ’/ 鱼卵仔鱼种类数（种）平面分布

012! ’/ 345164789: ;1<851=>8147 4? <@AB1A< 7>C=A5< 4? ?1<D A22< 97; :95E9A 17 8DA +9<8 FD179 GA9

9! 鱼卵 01<D A22< ；=! 仔鱼 H95E9A

$ 讨论

$! %# 种类分布与水环境的关系

鱼卵仔鱼种类数因不同水环境条件，差异性较大（表 &、图 ’）。根据同步调查资料，整个海域水温变幅较

大，最低值为 ’’! ’*I，出现在北部外海，最高值出现于南部外海，为 ’*! (’I。由于黄海冷水向北退缩，台湾

暖流也向西北逐渐加强流势，前峰可抵达 "#! ,$% 附近，高盐性的黑潮表层流由台湾的东北部侵入东海陆架

区［"］。整个海域生态环境处于一个极为活跃时期，受其影响不同海域环境使得不同环境适应的种类组成变

化明显，区域差异显著。北部大片海域，水温相对较低，海区原有的适应较低温度的种类数较少，而在海区南

部（’(! ,$ ) ’-$%，&’,$ ) &’*$+ 大片水域）存在着来自台湾暖流水和黑潮水形成的高温高盐水舌，适应较高水

温产卵的近海暖温性鱼种随着台湾暖流北上势力增强，逐渐从海域东南部进入，这是东海南部种类明显高于

北部种类的原因。从整个水域仔鱼的种类分布不难看出，在浙江近海的水域，由于沿岸长江和钱塘江径流的

增加，与东海暖水强烈混合［*］，形成较为丰富的营养区，为仔鱼索饵提供了有利的条件，致使适应环境的各类

仔鱼聚集。而在外海南部水域，台湾暖流和黑潮暖流带来丰富的暖水种，加之在本区产卵孵化后的索饵仔鱼，

成为该海区种类的高值区。

$! !# 多样性指数值与水环境的关系

多样度、均匀度和单纯度从不同的侧面反映了调查水域的鱼卵仔鱼的群落结构特征。东海不同海域间的

鱼卵仔鱼多样性指数变化趋势与种类数相同，呈现南部高而北部低，且两者的差异很大（表 &）。这种多样性

差异的形成，与种类数的不同和种类间分配上的不均匀有关。本研究日本鲭和"鱼鱼卵在南部外海水域以及

"鱼仔鱼在北部水域形成极高的数量可以说明这一点（表 ’）。另一方面，这种地域差异，还与水域环境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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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部水域由于江浙沿岸流势力的加强，使得海水交换变化显著，鱼类种类更替明显，从而导致群落结构不稳

定，多样性指数低。南部外海由于常年受控于黑潮水，其水域影响变化较小，生态系统比较稳定，群落组成稳

定性较强，多样性指数高。

依据对鱼卵多样性指数与温度盐度的逐步回归（表 !），显示出温度是影响鱼卵的多样性指数的主要因

子。这主要是因为温度对鱼类的排卵、产卵的关系极为密切，每种鱼在某一区域开始产卵的温度是一定的。

在外界温度条件的刺激下，通过脑垂体分泌促性腺激素，激发鱼体的排卵和产卵［"］。而许多海水鱼类的受精

卵与外界环境之间的物质交换降低，同时卵黄栓关闭后的受精卵已经建立起较为完善的盐度控制［#$］，外界盐

度的变动对鱼卵的影响较小。本次调查的鱼类多为暖温或暖水性种，在黑潮水和台湾暖流控制的南部区域，

由于水温的升高，刺激了亲鱼的产卵，出现 #% 个种类，但在数量分配上以"鱼和日本鲭卵居多，高达总量

"$&以上，导致多样性指数的高值出现（表 #）。鱼类生殖受水文环境条件的影响十分显著，尤其是温度和盐

度在整个生殖周期中至关重要［##，#’］。根据本研究，仔鱼的多样性指数变化受控于温度和盐度的共同影响。

无论是浙江沿岸的低盐水还是外海黑潮暖流控制的高温高盐水域，仔鱼的种类组成较其他海域明显丰富，这

可能与仔鱼适温适盐能力较强有一定关系。

!( !" 主要生态群落分布与水环境的关系

根据鱼卵仔鱼出现的水域及其数量，参照生态习性特点可划分为 ) 种生态类型。

（#）半咸水性类群* 该类群数量不多，一般分布在多礁和泥滩的近岸浅海区。如#虎鱼科属（!"#$$%&’）、

鳗#虎鱼科属等鱼类。

（’）广温广盐性类群* 这一类群在研究海域的种类组成中占有主导地位。其分布范围广，) 个分海区皆

有出现。主要代表种为"鱼、日本鲭、长条蛇鲻、带鱼等。其适温范围在 ’#( ’+ , ’+( ’-.，适盐范围在 ’#( %-
, !)( #)。

（!）高温广盐生态类群* 主要分布于南部海域，长江口外侧和黄海冷水团控制的北部水域基本不出现。

如短尾大眼鲷、鳄齿鱼（()&*+,"%"- .&+’-,$,）、麦氏犀鳕（/0’1*&.’0", -’.2&#&-3,）等。其水温范围在 ’/. 以

上，适盐范围在 !$( $+ , !)( #)。

（)）高温高盐生态类群* 主要栖息于水深 +$0 以外的黑潮水和台湾暖流控制的南部外海海域。生殖期

和索饵期进入近海活动。适应的盐度一般都在 !! 以上。主要种类有扁舵鰹（435$, 2)&6&0%）、七星底灯鱼

（/’-2)",’*& +2’0"23*）。

（/）近海型* 多在离岸较远，大于 !$0 水深的海区索饵、繁殖发育，如大黄鱼 7,’3%",.$&’-& .0".’&）、小黄

鱼（7,’3%",.$&’-& +"89&.2$,）、带鱼（:0$.)$303, )&3*’8&）等。

#$%$&$’($)：

［# ］* 123 4 5，67238 9 5，:;238 5( <=73>23?@ AB @88C 23> D2EF2@ AB G38E27DHC I2JA3H?7C H3 K;@ LAEK;@E3 J2EK AB G2CK M;H32 N@2 23> K;@ NA7K;@E3 J2EK

AB O@DDAP N@2 23> HKC E@D2KHA3C;HJ PHK; @3FHEA30@3K2D ?A3>HKHA3C，5A7E32D AB QHC;@EH@C AB M;H32，’$$’，’-（)）：!’# !!$(

［’ ］* N;@3 6 R，N;@3 S T( 4@D2KHA3C;HJ AB K;@ F2EH@KU AB P2K@E 02CC@C H3 C700@E KA K;@ CJ2P3H38 8EA73> AB D2E8@;@2> ;2HEK2HD H3 K;@ 3AEK;@E3 2E@2 AB K;@

G2CK M;H32 N@2( NU0JACH70 A3 K;@ D2E8@ ;@2> ;2HEK2HDVC E@CA7E?@ C7EF@U，BHC;@EU BAE@?2CK 23> 02328@0@3K AB G2CK M;H32 N@2，N;238;2H：N?H@3?@

WE@CC，#"+/( ##- #’’(

［! ］* QHC;@EH@C X7E@27 AB RH3CKEU AB <8EH?7DK7E@( 4@CA7E?@ H3F@CKH82KHA3 23> >HFHCHA3 AB G2CK M;H32 N@2( N;238;2H：G2CK M;H32 LAE02D Y3HF@ECHKU WE@CC，

#"+%( #’! #""(

［) ］* 17 Z :( [;@ @?ADA8H?2D ?;2E2?K@EHCKH? AB >HCKEH=7KHA3 AB @88C，D2EF2@ 23> I7F@3HD@C AB K;@ G38E( <7DHC 52J23H?7C H3 K;@ M;238IH238 4HF@E @CK72EU(

#"+"，’$（!）：’#% ’’"(

［/ ］* O238 9 \，17 Z :，N73 5 4( [;@ H3F@CKH82KHA3 AB J@D28H? @88C，D2EF2@ 23> I7F@3HD@C AB BHC;@C 2K K;@ 0A7K; AB K;@ M;238IH238 4HF@E 23> 2>I2?@3K

2E@2C( ]?@23ADA8H2 @K \H03ADA8H2 NH3H?2，#""$，’#（)）：!)- !//(

［- ］* :;238 4 :，\7 6 Q，:;2A M O，’2 &8，QHC; @88C 23> D2EF2@ H3 K;@ ABBH38 AB M;H32，N;238;2H：N;238;2H [@?;3ADA8H? 23> N?H@3?@ WE@CC，#"+/(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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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D42/ E 9，;82 E N+ ,HH4-5> &H 42O8<&2G425%. H%-5&<> &2 /&2%3%. G%5(<%58&2 %> I4.. %> 85> &O(.%58&2 %23 >1%I282/ 82 54.4&>5>+ 6$824>4 P&(<2%. &H

Q11.843 ,-&.&/0，LCC?，?L（?）：?R? ?R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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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8> 9 Q+ 60<(> T+ =+ U F4-V.40 ;+ ,+ ，:$4 .%<O%. H8>$ %>>4GW.%/4 82 24%<>$&<4 -&%>5%. I%54<> &HH 5$4 95 ;(-8% ,>5(%<0+ 9&(5$ QH<8-% ,>5(%<824

6&%>5%. %23 9$4.H 9-842-4，?@@@，B@：!A@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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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种名 914-84> 种名 914-84>

" 鲱形目 6.(148H&<G4>
" 鲱科 6.(1483%4
" " 青鳞沙丁鱼 !"#$%&’((" )*&"+%（F.44V4<，?ARB）

" " 脂眼鲱 ,-#*.’*+ -’#’+（T4，]%0，?ABL）

" "科 ,2/<%(.83%4
" " " ,&/#"*(%+ 0"12&%3*+（:4GG82-V 45 9-$.4/4.，?ABK）

灯笼鱼目 ’0-5&1$8H&<G4>
" 狗母鱼科 902&3&2583%4
" " 大头狗母鱼 4#"35%&23’15"(*+ .621+（F.&-$ 45 9-$24834<，?AC?）

" 灯笼鱼科 ’0-5&1$83%4
" " 底灯鱼属 7’-52+’."
" " 明灯鱼属 8%2/’&%35-56+
" " 七星底灯鱼 7’-52+’." 1-’#2-*.（Q.-&-V，?A@?）

鳗鲡目 Q2/8..8H&<G4>
" 蛇鳗科 J1$8-$5$083%4
" " 蛇鳗属 915%35-5*+
鳕形目 ^%38H&<G4>
" 犀鳕科 F<4/G%-4<&583%4
" " 麦氏犀鳕 7#’/."3’#2+ ."33(’(("&$% :$&G1>&2，?@BC
" " 银腰犀鳕 7#’/."3’#2+ &’3-":"&*+ D$85.40，?@B?
海鲂目 #48H&<G4>
" 菱鲷科 Q258/&2883%4
" " 高菱鲷 ;&<%/2&%" 3"1#2+ =2>’，?ABM
鲈形目 =4<-8H&<G4>
" $科 ;48&/2%5$83%4
" " $属 =’%2/&"-5*+
" 金枪鱼科 :$(2283%4
" " 扁舵鲣 ;*?%+ -5")"#$（;%-41434，?ACL）

" " 园舵鲣 ;*?%+ #235’%（N8>>&，?A?C）

" %科 6%<%2/83%4
" " 高体若% @"#"&? ’A**(" :4GG82-V 45 9-$.4/4.，?ABL
" " 长体园% 8’3"1-’#*+ ."3#2+2." F.44V4<，?AR?
" " 蓝园% 8’3"1-’#*+ ."#*"$+% （:4GG82-V 45 9-$.4/4.，?ABB）

" " 马拉巴裸胸% @"#"&? ."(":"#%3*+（F.&-$ 45 9-$24834<，?AC?）

" " 脂眼凹肩% !’("# 3#*.’&215-5"(.*+（F.&-$，?!@M）

" " 竹荚鱼 4#"35*#*+ 0"12&%3*+（:4GG82-V 45 9-$.4/4.，?ABL）

" 雀鲷科 =&G%-425<83%4
" " 豆娘鱼属 ;:*$’<$*<
" 大眼鲷科 =<8%-%25$83%4
" " 短尾大眼鲷 B#%"3"&-5*+ ."3#"3"&-5*+ 6(O84< 45 Y%.42-84224>，?AL@
" 鳄齿鱼科 6$%G1>&3&2
" " 鳄齿鱼 @5".1+2$2& 3"1’&+%+ N4/%2，?@CA
" 发光鲷科 Q-<&1&G83%4
" " 发光鲷属 ;3#212." 0"12&%3*. ^(25$4<，?AR@
" 蓝子鱼科 98/%283%4
" " 黄斑蓝子鱼 !%/"&*+ 2#".%&（F.&-$ 45 9-$24834<，?@L@）

" &科 F.422883%4
" " 矶& 7(’&&%*+ 6"-":’% P&<3%2 45 92034<，?@CC
" " &属 7(’&&%*+
" 须&科 F<&5(.83%4
" 玉筋鱼科 QGG&30583%4
" " 绿布氏筋鱼 7(’’C’#%" "&/*%((%D%#%$%>（X&I.4<，?@M?）

" 带鱼科 :<8-$8(<83%4
" " 带鱼 4#%35%*#*+ 5"*.’("（X&<>V%.，?!!R）

" " 小带鱼 ,*1(’*#2/#"..*+ .*-%3*+（̂ <%0，?AM?）

" 羊鱼科 ’(..8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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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续表

种名 "#$%&$’ 种名 "#$%&$’

! ! 条尾鲱鲤 !"#$#%& ’#$&(&)（($))&*%+ $, "%-.$/$.，0123）

! ’鳅科 4567#-8$*&98$
! ! ’鳅 *+,-".(#$( .)""%,%& :&**8$;’，0<=1
! 鲭科 "%5)>6&98$
! ! 日本鲭 /0+1’#, 2("+$)0%&（?5;,,;7*，0<13）

! ! 鮪属 3%4.-$$%&
! 石首鱼科 "%&8$*&98$
! 天竺鲷科 @#5/5*&98$
! 隆头鱼科 :8>6&98$
! ! 细拟隆头鱼 5&#%6+7(’,%& 8,(0)7)&（",$&*98%-*$6，011<）

! 鱼衔科 48..&5*7)&98$
! ! 鱼衔属 *(77)+$-1%&
! 鲷科 "#86&98$
! ! 真鲷 5(8,+&+1%& 1(2+,（($))&*%+ $, "%-.$/$.，012A）

! 鳗#虎鱼科 (8$*&5&9&98$
! ! 刺#虎鱼属 90($4.+8+’)%&
! ! 栉孔#虎鱼属 *4#$+4,-"(%0.#$
! 毒(科 "7*8*%$&&98$
! ! 鬼! :$)1)0%& 2("+$)0%&（4;B&$6 $, C8.$*%&$**$’，013D）

! (科 "%65#8$*&98$
! ! 褐菖! /#’(&4)&0%& 1(,1+,(4%&（4;B&$6 $, C8.$*%&$**$’，013D）

! ! 蓑!属 54#,+)&
! 鲂)科 (6&/.&98$
! ! 绿鳍鱼 *.(7)6+$)0.4.-& ;%1%（:$’’5* $, E86*5,，01AF）

! 前鳍(科 45*/&5#59&98$

! ! 虻! 3,)&".#< "+44))（",$&*98%-*$6，01D<）

! 鮨科 "$668*&98$
! ! 石斑鱼属 3")$#".#7%&
刺鱼目 E8’,$65’,$&G56)$’
! 长吻鱼科 H8%656-8)#-5’&98$
! ! 长吻鱼属 =(0,+,.(1".+&%&
鲑形目 "8.)5*5&9$&
! 褶胸鱼科 ",$6*5#,7 %-&98$
! ! 日本暗光鱼 =(%,+7)0%& 2("+$)0%& I’%-&+8J8，0D0=
鲽形目 K.$;65*$%,& G56)$’
! 鲽科 K.$;65*$%,&98$
! 鲆科 L5,-&98$
! 舌鳎科 47*5/.5’’&98$
! ! 舌鳎属 *-$+87+&&%& ’#M
! 鳎科 "5.$&98$
! ! 鳎属 /+7#(
鲀形目 4.;#$&G56)$’
! 鲀科 ($,68595*,&98$
! 东方鲀属 >(;)?%8%
*+目 :5#-&&G56)$’
! *+科 :5#-&&98$
! ! *+属 @+".))6(# &"A
! ! 黄*+ @+".)%& 7)4%7+$（N5698*，0DF3）

未定种 O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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