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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根据广东沿岸海域春秋两季底拖网鱼娄采样数据，运用多维尺度转换分别对两季的鱼类样品进奸 

排序 排序揭示 出的鱼娄群落格局厦其季节差异与环境变异 哇密切相关。同趾混台水区域的站位鱼娄组 

成较为相似{分布在珠江冲淌水和外海高盐水区域的站位 ，鱼类组成喇与多数沿岸站位青明显差异 春季 

沿岸海域鱼类组成有一东北 西南向的变化趋势 ，这一群落格局是由于谊海域东北部受低温东海沿岸流影 

啊所致；秋季珠江河口区受冲淡水的影响．而调查海域外侧的底层为外海高盐水所占据 ，鱼粪组成髓由河 

口、沿岸向外递增的盐度梯度而变化 珠江 日附近海域鱼类群落春秋两季均随盐度梯度而变 化。 

⋯，亟 乡 关键词I厂 堕；量粪群落 排序 水文环境t里三 l 瞒 拱隋． 
oRDINATIoNS oF FISH CoM M UNITIES IN THE 

INSHoRE W ATERS oF GUANGDoNG PRoVI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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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Demersal trawl sampling，representing 2 hydrographic seasons，were carried OUt in 

spring and autumn St stations distributed in the inshore waters of Guangdong Province．Ordi 

nations of fish samples were derived，separately for the 2 hydrographic seasons，from multidi— 

mensional scaling of percentage dissimilarity matrices． The community patterns and their sea 

maI differences revealed by the ordinations are well correlated  with the distributions and vari— 

ations of the coastal and offshore water systems．In both seasons，fish assemblages are similar 

at most stations distributed in zones of mixed waters．The assemblages at other station groups 

differ distinctly from those of the most s{ations，respectivdy characterizing the PearI．River di 

luted water and the offshore saline water mass．The ordination of spring samples revealed a 

northeast—southwest difference of fish a~emblages at most stations．This difference iS caused 

by the invasion of the lOW temperature East China Sea eoastal current in the northeastern part 

of the investigation area．Fish assemblages of autumn samples change along a salinity gradient 

from estuary，eoastal，tO offshore areas．The autumn community pattern indueed  by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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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despread of diluted water in the Pear[River estuary，and the invasion of offshore saline x,va— 

ter mass into the bottom layer of the outer edge of the investigation area．The community pat— 

terns in the PearI River mouth are subjected tO distributions and seasonal variations of river dis 

charge，and changes of fish a~emblages along salinity gradients are evident in both sea．cons． 

Key words： inshore waters，fish comiilunity—ordination，hydrographic environment 

广东沿岸海域受沿岸水系和外海水系分布及季节消长的影响．水文环境有明显的区域 

和季节差异“ 0 环境条件的变化必然影响鱼类的分布 ，从而改变其群落组成。本研究通 

过对该海域底拖网鱼类样品的多维尺度转换排序 ，分别解析春秋两季的鱼类群落格局．并 

考察群落变化与环境要素的关系。广东沿岸海域是重要 的渔业水域，分析该海域的鱼类群 

落格局是渔业生态学研究的一项基础工作 ，对该海域渔业资源的区划也有一定参考价值 ， 

有关该海域鱼类的种类组成、数量分布及其季节变化等已有报道 。 

1 材料与方法 

1．1 调查采样 

本研究的鱼类样品是在广东省海岛海域游泳生物资源调查中取得 的，该调查于 1 989 

年 9月至 1991年 l0月分6个航次进行。各航次调查分别租用底拖网渔船进行，采样船只、 

阿具等的详细描述见文献 ，调查范围、日期和站位的布设见图 1。采样站位分布的水深范 

围在 3～44 m之间，包括了河口、海湾，以及沿岸海域外侧外海水系的分布区域，基本代 

表了沿岸海域的主要生态环境类型。采样按春、秋两季分别进行，3、4月份的春季采样代 

表东北季风及河流枯水季节 ；9、10月份的秋季采样代表西南季风及河流丰水季节 春秋两 

季完成的采样站位分别为 85和 89个，每站次采获的鱼类样品均分类到种，按种统计生物 

量和尾数 ，在采样过程中用探鱼仪测量并记录水深。在拖网前或起网后还进行了表底层水 

温、盐度和海底底质观测。 

1．2 数据分析 

采样数据的分析按春秋两季分别进行，分析中选用生物量数据。由于各航次采样使用 

的网具和拖速有所差异，在分析前对各航次的采样数据按其渔获性能的对 比关系进行了换 

算，各航次采样渔获性能是按渔获性能指数与每小时拖网扫海面积的关系“确定的 本研 

究选用的排序方法为多维尺度转换r 该排序方法能在低维空间较好地反映相异性矩阵 

的信息，特别是本研究的样品中，采获的鱼类达 282种，但每站次出现的鱼种仅为 6～50 

种 ，种类 样品矩阵中的大部分数据为 0，不适宜采用以协方差矩阵为基础的主成分分析 、 

对应分析等排序方法。换算后的各采样网次各鱼种每小时采获生物量数据经两次开平方转 

换后，计算两两样品之间的 Bray—Curtis相异性，在相异性矩阵的基础上进行排序及类平均 

法聚类分析。对全调查海区样品的排序是按站位组进行的 ，其原因一方面是由于直接对各 

站位样品进行排序计算量太大；另一方面是由于代表样品的点太多而造成表述上的繁琐。 

因此 ，首先用类平均聚类法把相异性 6o 以下的样品加以合并 ，根据合并后计算出的各站 

位组之间的相异性进行排序。对全海 区样品的分析表明，珠江 口海域和汕头沿岸海域是鱼 

类组成变化较显著的区域．因此对这两个区域的样品作了进一步的分析 ．其排序和聚类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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析按逐一样品进钎。为考察群落变化与环境要素的关系．对样品的相异性矩阵进行主坐标 

分析(Principal coordinate analysis)，并用 Spearman顺位相关法分析了相异}生矩阵主坐标 与 

环境要素的相关关系 

本研究运用的多维R度转换程序是参照文献[6]的程序框图及其详细说明自行编写的一 

其中排序距离对相异性的回归关系选用带常数项的三次多项式拟合．用于开始迭代的 =维 

起始图是根据相异性矩阵构造出来的，最后的排序也采用二维图形 主坐标的计算步骤按 

文献[g]．其中特征 向量的抽取用 Jacobi法一 ：．本研究的数据运算在 IBMPC兼容机上进 

行，除相关分析在 SPSS上进行外．其余的各项分析均采用自行编写的BASIC程序。 

2 结果与讨论 

2．1 排序结果 

图 2分别表示春秋两季调查海域站位组的多维尺度转换排序结果。各站位组所包含站 

位的数目及其地理分布状况 见图 l，春秋两季站位组排序距离对相异性的回归关系由图 2c 

中的两条曲线分别拟台．排序图中点的距离通过其与相异性的递增 回归关系，反映站位组 

之间鱼类组成的差异程度 衡量排序畸变程度的应力(Stress)用 S表示 图3是春秋两季站 

位样品的聚类围．受篇幅的限制 ．图中仅画出这些站位在相异性 6o 上的聚类状况。排 

序图中附加的虚线圈为聚类分析的结果 

相 异性 

I：~ ilarit 

眭j 2 广末西犀海域站 组多维H度转按排亭 

(a1春季iS一0．203)．(bj社季(S-O．1 38)． )排序距离对相异性的回归曲线 

Fig 2 M DS ordinations of station subgroups in the inshore~,aters of Guangdong 

(a)spri g(stre一 0 283)·(b)au㈣ n (stre~一 0 138)·(c regre⋯ion ⋯  。f ordinatton 

distances to di~imilarhies separately f0r spring and aut⋯  

从图 卜一3中可看出，春秋两季均有一些处在珠江河口和调查海域外侧的站位，其鱼类 

组成与多数沿岸站位有较明显的差异 。沿岸海域的多数站位尽管分布范围广，但鱼类组成 

仍较为相似 两季的群落格局又有明显的差异．春季．除珠江河 口和调查海域外侧的一些 

站位外，多数沿岸站位 的鱼类组成有从海域东北部向西南部变化的趋势；秋季，鱼类组成 

则大致上从河口、沿岸向海域外侧变化 。 

以上站位组的排序结果表明．珠江 口附近海域和汕头沿岸海域是鱼类组成变化较显著 

的区域，为阐明凋查海域的群落格局，有必要对这两个局部海域的样品作进一步的解析 

珠江 口附近海域和汕头沿岸海域的采样站位在圉 lc和d中分别标示 图 4和图5分别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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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两个区域春季(3月份)和秋季 (9月份)站位样品的排序结果，各排序图中附加的虚线圈 

是聚娄分析在相异性 70~／-,左右区分出来的站位类别。 

m 

量0一 
琳 蓦 

苦。 

0． 

围 3 站位粪平均涪聚娄 

【a)春季 spring， (b】秋季 autur曲 

Hg．3 Group average classiflcaSon of a【ions 

圈 4 珠江口站位多维R鹰转换排序 

{a】春季 spring(S 0 13s)． 

(b) aut⋯ ( 一 0．120) 

Fig ； MDS ordinatioss of stations in Pearl River mouth 

图 5 汕头_措岸海域站位多维尺度转换排亭 

(a)春季 spring(S--0．155)． 

fb) aut⋯ (S- 0．1 39) 

Fig 5 M DS ordinations of stations to the~oagI of Shanto 

珠江 口附近海域春秋两季的站位样品排序均反映出鱼类组成沿河口区、河 口西南部向 

河 口东南外侧变化的趋势。代表河 口区和河口西南部站位的样品点较为靠近；而河 口区与 

海区外侧的站位在两季的排序中均处在排序图最长方向上的两端。春季排序的样品点呈现 

较连续的变化；_秋季排序的样品点则可分成两簇，一簇代表河口及其西南部的站位．另一 

簇代表珠江 口东南外侧的站位。 

汕头沿岸海域的站位在两季的排序中均可大致分成 2组．含较多站位的一组分布在沿 

岸水域，含较少站位的～组分布在海区外侧的南澎列岛周围水域。春季排序反映出两组站 

位鱼类组成的差异较明显；而秋季的排序则反映出从沿岸至调查海域外侧鱼类组成较连续 

的变化。 

2．2 群落变化与环境因素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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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广东沿岸海域的水系包括沿岸水 系和外海水系两大系统 】，调查海域大部分区 

域的底层 为沿岸水与外海水的混合变性水——海洋锋所占据 ：珠江河口区是受径流影响的 

区域 ；调查海域外侧的底层则有外海水分布。沿岸水 系和外海水系又有明显的季节消长 

l1月至翌年 5月沿岸海域主要受西南向沿岸流的影响．水温普遍较低，海域的东北部受来 

自东海经台湾海峡入侵的沿岸流影响，水温明显低于西南部；6至 10月是沿岸江河的丰水 

期，冲淡水分布范围扩大 ．调查海域中部和西南部的一些河口和沿岸站位受低盐沿岸水的 

影响 ，与此同时，夏季盛行的西南季风使终年流向东北的南海暖流更加强盛，在其作用下， 

外海高盐水凡侵并占据调查海域外侧的底层．夏季因海水表层升温及冲淡水的分布而引起 

的层化作用，也使底层盐虞明显随水深而增加 ．从而在调 查海域的底层形成一个从河 口、 

沿岸向外明显递增的盐度梯度 

春秋两季站位样品排序揭示出的鱼类群落格局，与调查海域沿岸水系、外海水系的分 

布及其季节变化有密切的关系。由于沿岸海域的底层大部分为混台水所占据，处在这一--变 

性水区域的多数站位，尽管分布范围较广，鱼类组成的差异相对较小。与多数沿岸站位鱼 

类组成差异较显著的分别是受珠江冲淡水影响的河口站位和调查海域外侧受外海水影响的 

站位。春季采样正值江河的枯水期 ，受冲淡水影响的站位主要局限于在珠江 口内删 D组的 

4个低盐站位 ；珠江口东南外侧 E组的 6个站位代表受外海高盐水影响的区域。秋季分布 

在珠江口及其西南部和粤西沿岸 c．组的 l 7个站位代表受低盐沿岸水影响的区域 ．而分布 

在调查海域外侧的 A组 6个和 E组 7个站位则代表受外海高盐水影响的区域 

表 1 相异性矩阵第 1主坐标与环境因素的 Spearman顺位相关系数 

Table 1 Spearman。s rank correlation coefficients between the first principal co~)rdinates 

of dissimilarity m atrkes and the environmental factors 

为进一步探讨对群落变化起主导作用的环境因素．对各样品的相异性矩阵进行主坐标 

分析 ，并用 Spearman顺位相关法分析各矩阵主坐标与各站位水深、底质、底层水温和盐度 

等环境要素的相关关系。从相异性矩阵提取的主坐标经陡坡检验 。，沿岸海域春秋两季均 

可确定 5个有显著意义的主坐标，珠江 口附近和汕头沿岸海域的各矩阵可确定 l～3个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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坐标 其中各相异性矩阵的第 l主坐标反映了群落的主要变化趋势 表中分别列出了各矩 

阵第 l主坐标与环境因素的相关分析结果 。 

春季沿岸海域鱼类组成的主要变化趋势与底层水温有密切的关系，调查海域东北部受 

低温东海沿岸流影响而形成的东北一西南 向水温梯度．对多数站位鱼类组成的变化起着主 

导作用。秋季群落的变化与盐度的关系最为密切．各站位鱼类组成明显太体上随由河VI、 

沿岸向调查海域外侧递增的盐度梯度而变化 

春季 Spring 秋季Autumn 

习 6 标示在珠江口附近海域站位排序图中 

的水温(丁)、盐度(S)和水辣 ∞ ) 

Fig．6 TemperatureC／)一salinity(S) and 

depth( ))superimposed onto ordination plots 

of stations in Pearl River mouth 

珠江口附近海域 的采样站位分布在冲 

淡水、混台水和外海水 3类 不同水文 环 

境．鱼类组成明显随环境梯度而变化 (图 

6)，春季采样正值珠江枯水期，但仍可看 

出鱼类群落沿盐度梯度而变化的趋势．珠 

江河 口及其西 南部 的一些站位处低盐环 

境，而调查海域外侧的站位则受外海高盐 

水的影响，由于冲淡水通过垂直混合不同 

程度地影响底层，鱼类组成沿盐度梯度呈 

现较连续的变化。秋季的采样则处于珠江 

丰水期，群落格局除明显受盐度梯度影响 

外，囤表层升温及冲淡水分布而引起的海 

水层化作用．也使底层水温随各站位所处 

水深的增加而降低，环境梯度的协同作用 

使秋季鱼类组成从冲淡水 区域 向外海水区 

域 的变化尤为明显。排序 图中的两组站 

位．一组是受珠江冲谈水影响的站位．由 

于珠江径流的流向偏西 ．这组站位分布 

在珠江河 口及其西南部水域；另一组是受 

外海高盐水影响的站位．分布在珠江 Vl的 

东南外侧 。 

汕头沿岸海域水文环境和鱼类群落的 

季节变化非常明显 ] 春季．受来 自东海 

的低温沿岸流影响，分布在该海域的鱼类 

主要是一些沿岸性种类，其种类数和生物 

量均明显低于广东沿岸海域的西南部．从 

而造成调查海域东北部与西南部鱼类组成 

的明显差异 秋季 ，粤东外侧陆架海域的 

高盐水涌升并向沿岸逼近 ，外海水系的种类在该海域广泛分布．其种类数和生物量大致随 

外海水系的影响程度而增减 ，鱼类组成沿盐度梯度呈现较连续的变化。底质条件对该海域 

鱼类群落格局的影响较为显著．广东沿岸海域的底质多为泥质和泥沙质，只有在汕头沿岸 

外侧的南澎列岛附近海域底质较为特殊，该海域为沙质海底 ，但底形粗糙 ，有礁石分布 

采获的样品中出现许多粗糙和沙质海底特有的鱼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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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分析不同程度地反映出群落有随水深而变化的趋势。水深较直接的影响是 f起压 

力和光照强度的变化，但就调查海域而 言．引起群落变化更重要的不是水深变化本身．而 

是与水深变化有着伴随关系的底层永温和盐度的变化、环境条件稳定性的差异及底质条件 

的差别等，是多种因素的综合效应，秋季调查期间海水的层化作用使底层温度、盐度与水 

深的伴随关系尤为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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