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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基于 ２００５ 年、２００８ 年、２００９ 年和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夏季）在长江口水域（３０°３０′—３１°４５′ Ｎ，１２１°１５′—１２３°１０′ Ｅ） ４ 个航次的

浮游生物拖网资料，分析了长江口水域鱼卵和仔稚鱼的种类组成、数量分布特征及其年间变化。 结果表明：４ 个航次采集的鱼

卵和仔稚鱼鉴定到种的种类有 １７ 种，隶属于 ８ 目 １３ 科，以鲈形目种类最多，１１ 种，其次是鲱形目，５ 种，其他各目种类均小于 ５
种；种类数存在明显年间差异，２００５ 年种类数最多（鱼卵 ３ 种，仔稚鱼 ８ 种），其次是 ２００９ 年和 ２０１１ 年，２００８ 年种类数最少（鱼
卵 １ 种，仔稚鱼 ５ 种）。 优势种年间更替明显，长蛇鲻（Ｓａｕｒｉｄａ ｅｌｏｎｇａｔａ）、虾虎鱼（Ｇｏｂｉｉｄａｅ ｓｐｐ．）和中华小公鱼（ Ｓｔｏｌｅｐｈｏｒｕｓ
ｃｈｉｎｅｎｓｉｓ）在 ２００５ 年是优势种，２００８ 年优势种为鳀鱼（Ｅｎｇｒａｕｌｉｓ ｊａｐｏｎｉｃｕｓ），２００９ 年优势种为鳀鱼、寡鳞飘鱼（Ｐｓｅｕｄｏｌａｕｂｕｃａ
ｅｎｇｒａｕｌｉｓ）、虾虎鱼等，２０１１ 年虾虎鱼和小公鱼（包括小公鱼属未定种 Ｓｔｏｌｅｐｈｏｒｕｓ ｓｐｐ．和中华小公鱼 Ｓｔｏｌｅｐｈｏｒｕｓ ｃｈｉｎｅｎｓｉｓ）成为优

势种。 ２００５ 年鱼卵和仔稚鱼数量分布的密集区在嵊泗列岛附近水域，２００８ 年鱼卵和仔稚鱼出现较少，未出现明显的数量密集

区；２００９ 年鱼卵数量较少，仔稚鱼数量较多，密集区主要分布在在长江口以外 １２３° Ｅ 附近水域；２０１１ 年鱼卵主要分布在在长江

北支口门外附近水域，仔稚鱼在调查区内分布相对均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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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江口水域由于长江径流带来了大量的营养物质，孕育了丰富的饵料资源，使之成为多种经济鱼类的产

卵、索饵和育幼的重要场所，也是我国重要的渔场［１］。 三峡水库 ２００６ 年夏季基本完成蓄水，２００６ 年 ９ 月水位

提高到 １５６ ｍ，开始运行［２］。 三峡水库的建成运行改变了长江径流的季节变化规律，使得夏季长江径流量减

少，改变了长江口水域的生态环境，并将进一步影响该水域渔业资源的补充［３］。
国外学者针对上游水库建设对河口鱼卵和仔稚鱼影响的研究开展了大量研究：如 Ｆａｒｉａ 等［４］ 研究发现，

欧洲最大的阿尔克瓦水坝（Ａｌｑｕｅｖａ Ｄａｍ）的使用引起瓜迪亚纳（Ｇｕａｄｉａｎａ）河口及其邻近水域盐度的变化，从
而成为影响鱼卵、仔稚鱼丰度和分布的重要因素。 Ｒｏｗｅｌｌ 等［５］研究发现，科罗拉多河（Ｃｏｌｏｒａｄｏ Ｒｉｖｅｒ）大坝的

修建对河口生活的石首鱼科鱼类麦氏托头石首鱼（Ｔｏｔｏａｂａ ｍａｃｄｏｎａｌｄｉ）种群生长有明显的变化，大坝修建前

的麦氏托头石首鱼幼鱼生长速率是修建后的两倍。 Ｄｏｏｒｎｂｏｓ［６］ 对赫雷弗灵恩（Ｇｒｅｖｅｌｉｎｇｅｎ）河口上游大坝截

水前后的研究也发现鱼类群落发生了变化。
三峡工程建设后，我国学者针对该水域也开展了广泛的研究，王金辉等［７］研究发现，由于三峡工程建设，

长江口门以内区域浮游生物种类明显下降，浮游生物群落结构发生变化，硅藻比重减少，甲藻增加。 丁月旻

等［８］研究结果表明，２００７ 年和 ２００９ 年秋季长江口鱼卵和仔稚鱼群落种类、丰度和多样性均有显著提高，并且

群落结构发生显著变异。 三峡工程对河口鱼卵和仔稚鱼群落变化的研究也有报道，例如刘淑德等［９］、丁月旻

等［８］分别对春季和秋季的长江口鱼卵和仔稚鱼的群落结构进行了研究，但是对径流量显著减少的夏季却鲜

见报道。 另外，还有长江口水域鱼卵、仔稚鱼分布的相关研究［３，８⁃１６］，针对鱼卵、仔稚鱼年间变化的研究仅见于

刘淑德等［１１］和丁月旻等［８］。
本文利用三峡工程高位蓄水完成前 ２００５ 年（１５６ ｍ 高位蓄水前）和 ２００８ 年、２００９ 年、２０１１ 年（运行后）在

长江口水域的鱼卵、仔稚鱼定点调查资料，通过长江口水域鱼卵、仔稚鱼的种类组成、数量分布及其年间变化

的分析，研究水库工程等人类活动对河口鱼卵和仔稚鱼群落特征的影响，为河口生态环境保护提供基础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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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材料与方法

数据来源于 ２００５ 年、２００８ 年、２００９ 年以及 ２０１１ 年在长江口水域（３０°３０′—３１°４５′ Ｎ，１２１°１５′—１２３°１０′
Ｅ）夏季（８ 月）的鱼卵和仔稚鱼调查资料，调查共设 ２０ 个站位（见图 １）。 样品采集用浅水Ⅰ型浮游生物网

（口径 ５０ ｃｍ、筛绢 ＣＱ１４、孔径 ０．５０５ ｍｍ），由底至表进行垂直拖网。 样品采集和处理均按照《海洋调查规

范———海洋生物调查》（ＧＢ１２７６３．６⁃９１）进行。 采集的鱼卵和仔稚鱼样品加体积分数为 ５％的福尔马林溶液固

定保存。 样品鉴定及个体计数参考《中国近海鱼卵和仔鱼》 ［１７］ 进行。 对于无法鉴定到种但是能够鉴定到科

的物种，在记录时用科名代替；对于无法鉴定的种类用未定种命名。

２　 结果

２．１　 种类组成及年间变化

２００５ 年，２００８ 年，２００９ 年和 ２０１１ 年的 ８ 月采集的鱼卵和仔稚鱼隶属于 ８ 目 １３ 科，其中鉴定到种的有 １７
种，鉴定到属的有 ７ 个，鉴定到科的有 ５ 个（表 １）。 其中鲈形目种类数最多。 其中，作为长江口重要经济种类

的凤鲚（Ｃｏｉｌｉａ ｍｙｓｔｕｓ）在 ２００５ 年和 ２０１１ 年出现，而 ２００８ 年和 ２００９ 年都没有出现。 小公鱼（Ｓｔｏｌｅｐｈｏｒｕｓ ｓｐｐ．）
仅出现在 ２００５ 年和 ２０１１ 年，２００８ 年和 ２００９ 年没有出现。

２００５ 年鉴定到种的鱼卵有 ３ 种，仔稚鱼有 ８ 种；２００８ 年鉴定到种的鱼卵只有 １ 种，有 ５ 种仔稚鱼鉴定到

种；２００９ 年鉴定到种的鱼卵有 ３ 种，仔稚鱼有 ２ 种；２０１１ 年鉴定到种的鱼卵有 ３ 种，仔稚鱼有 ５ 种。 鱼卵种类

数以 ２００５ 年和 ２０１１ 年最多，仔稚鱼种类数以 ２００５ 年最多，２００９ 年最少（图 ２）。

图 １　 采样站位

Ｆｉｇ． １　 Ｌｏ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ｓａｍｐｌｉｎｇ ｓｔａｔｉｏｎｓ
图 ２　 鱼卵和仔稚鱼种数的年际变化

　 Ｆｉｇ． ２ 　 Ｉｎｔｅｒ⁃ａｎｎｕａｌ 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ｓｐｅｃｉｅｓ ｎｕｍｂｅｒ ｏｆ ｆｉｓｈ ｅｇｇｓ，
ｌａｒｖａｅ ａｎｄ ｊｕｖｅｎｉｌｅｓ

表 １　 长江口水域鱼卵和仔稚鱼名录

Ｔａｂｌｅ １　 Ｔｈｅ ｃａｔｅｇｏｒｉｅｓ ｏｆ ｆｉｓｈ ｅｇｇｓ， ｌａｒｖａｅ ａｎｄ ｊｕｖｅｎｉｌｅｓ ｉｎ Ｙａｎｇｔｚｅ Ｒｉｖｅｒ Ｅｓｔｕａｒｙ

种类 Ｓｐｅｃｉｅｓ ２００５ ２００８ ２００９ ２０１１

鳗鲡目 Ａｎｇｕｉｌｌｉｆｏｒｍｅｓ
海鳗科 Ｍｕｒａｅｎｅｓｏｃｉｄａｅ
海鳗 Ｍｕｒａｅｎｅｓｏｘ ｃｉｎｅｒｅｕｓ ＋
鲱形目 Ｃｌｕｐｅｒｆｏｒｍｅｓ
鲱形目未鉴定种 Ｃｌｕｐｅｒｆｏｒｍｅｓ ｓｐ． ＋
鳀科 Ｅｎｇｒａｕｌｉｄａｅ
鳀 Ｅｎｇｒａｕｌｉｓ ｊａｐｏｎｉｃｕｓ ＋ ／ × × ×
中华小公鱼 Ｓｔｏｌｅｐｈｏｒｕｓ ｃｈｉｎｅｎｓｉｓ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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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种类 Ｓｐｅｃｉｅｓ ２００５ ２００８ ２００９ ２０１１
小公鱼属未定种 Ｓｔｏｌｅｐｈｏｒｕｓ ｓｐｐ． ＋ ／ ×
凤鲚 Ｃｏｉｌｉａ ｍｙｓｔｕｓ ＋ ／ × ＋
灯笼鱼目 Ｍｙｃｔｏｐｈｉｆｏｒｍｅｓ
狗母鱼科 Ｓｙｎｏｄｉｄａｅ
花斑蛇鲻 Ｓａｕｒｉｄａ ｕｎｄｏｓｑｕａｍｉｓ ＋ ＋
长蛇鲻 Ｓａｕｒｉｄａ ｅｌｏｎｇａｔａ ＋ ／ × ×
蛇鲻属未定种 Ｓａｕｒｉｄａ ｓｐｐ． × ×
狗母鱼科未定种 Ｓｙｎｏｄｉｄａｅ ｓｐｐ． ＋ ／ ×
灯笼鱼科 Ｍｙｃｙｏｐｈｉｄａｅ
七星底灯鱼 Ｂｅｎｔｈｏｓｅｍａ ｐｔｅｒｏｔｕｍ ＋ ＋
底灯鱼属未定种 Ｂｅｎｔｈｏｓｅｍａ ｓｐ． ＋
鲤形目

鲤科 Ｃｙｐｒｉｎｉｄａｅ
鲤 Ｃｙｐｒｉｎｕｓ ｃａｒｐｉｏ ＋
寡鳞飘鱼 Ｐｓｅｕｄｏｌａｕｂｕｃａｅｎ ｇｒａｕｌｉｓ ＋
鲻形目 Ｍｕｇｉｌｉｆｏｒｍｅｓ
鲻科 Ｍｕｇｉｌｉｄａｅ
鮻 Ｌｉｚａ ｈａｅｍａｔｏｃｈｅｉｌａ ×
鲈形目 Ｐｅｒｃｉｆｏｒｍｅｓ
石首鱼科 Ｓｃｉａｅｎｉｄａｅ
白姑鱼 Ａｒｇｙｒｏｓｏｍｕｓ ａｒｇｅｎｔａｔｕｓ ＋
小黄鱼 Ｐｓｅｕｄｏｓｃｉａｅｎａ ｐｏｌｙａｃｔｉｓ ＋
石首鱼科未鉴定种 Ｓｃｉａｅｎｉｄａｅ ｓｐｐ． ＋ ＋
带鱼科 Ｔｒｉｃｈｉｕｒｉｄａｅ
带鱼 Ｔｒｉｃｈｉｕｒｕｓ ｈａｕｍｅｌａ ＋ ／ × ×
虾虎鱼科 Ｇｏｂｉｉｄａｅ
细棘虾虎鱼属 Ａｃｅｎｔｒｏｇｏｂｉｕｓ ｓｐ． ＋
拟矛尾虾虎鱼 Ｐａｒａｃｈａｅｔｕｒｉｃｈｔｈｙｓ ｐｏｌｙｎｅｍａ ＋
虾虎鱼科未鉴定种 Ｇｏｂｉｉｄａｅ ｓｐｐ． ＋ ／ × ＋ ＋ ＋
鳗虾虎鱼科 Ｔａｅｎｉｏｉｄｉｄａｅ
栉孔虾虎鱼属 Ｃｔｅｎｏｔｒｙｐａｕｃｈｅｎ ｓｐ． ＋
红狼牙虾虎鱼 Ｏｄｏｎｔａｍｂｌｙｏｐｕｓ ｒｕｂｉｃｕｎｄｕｓ ＋
孔虾虎鱼 Ｔｒｙｐａｕｃｈｅｎ ｖａｇｉｎａ ＋ ＋
鳗虾虎鱼科未鉴定种 Ｔａｅｎｉｏｉｄｉｄａｅ ｓｐ． ＋
鲉形目 Ｓｃｏｒｐａｅｎｉｆｏｒｍｅｓ
鲉科 Ｓｃｏｒｐａｅｎｉｄａｅ
蓑鲉属 Ｐｔｅｒｏｉｓ ｓｐ． ＋
鲽形目 Ｐｌｅｕｒｏｎｅｃｔｉｆｏｒｍｅ
鲆科 Ｂｏｔｈｉｄａｅ
鲆科未鉴定种 Ｂｏｔｈｉｄａｅ ｓｐｐ． ＋ ／ ×
舌鳎科 Ｃｙｎｏｇｌｏｓｓｉｄａｅ
日本须鳎 Ｐａｒａｐｌａｇｕｓｉａ ｊａｐｏｎｉｃａ ＋
舌鳎属 Ｃｙｎｏｇｌｏｓｓｕｓ ｓｐｐ． ＋ ＋ ／ × ＋ ／ ×

　 注：×表示鱼卵；＋表示仔稚鱼

２．２　 鱼卵、仔稚鱼优势种类的年际变化

以个体总数比例≥１０％的种类为优势种［１８］。 ２００５ 年，长蛇鲻（Ｓａｕｒｉｄａ ｅｌｏｎｇａｔａ）是鱼卵优势种，中华小公

鱼（Ｓｔｏｌｅｐｈｏｒｕｓ ｃｈｉｎｅｎｓｉｓ）和虾虎鱼（Ｇｏｂｉｉｄａｅ ｓｐｐ．）是仔稚鱼优势种；２００８ 年鱼卵和仔稚鱼的优势种均为鳀鱼

（Ｅｎｇｒａｕｌｉｓ ｊａｐｏｎｉｃｕｓ）；２００９ 年鳀鱼是鱼卵优势种，仔稚鱼优势种有寡鳞飘鱼（Ｐｓｅｕｄｏｌａｕｂｕｃａ ｅｎｇｒａｕｌｉｓ）、虾虎鱼

等；小公鱼是 ２０１１ 年鱼卵的优势种类，小公鱼和虾虎鱼是仔稚鱼的优势种（表 ２）。

４ 　 生　 态　 学　 报　 　 　 ３５ 卷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ｃｎ

表 ２　 长江口水域鱼卵和仔稚鱼优势种总量比例（％）的年际变化

Ｔａｂｌｅ ２　 Ｉｎｔｅｒ⁃ａｎｎｕａｌ 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ｔｈｅ ｐｅｒｃｅｎｔ ｏｆ ｄｏｍｉｎａｎｔ ｓｐｅｃｉｅｓ ｔｏ ｔｏｔａｌ ａｂｕｎｄａｎｃｅ ｏｆ ｆｉｓｈ ｅｇｇｓ， ｌａｒｖａｅ ａｎｄ ｊｕｖｅｎｉｌｅｓ ｉｎ Ｙａｎｇｔｚｅ Ｒｉｖｅｒ Ｅｓｔｕａｒｙ

　 　 　 　 　 　 　 　 　 年份 Ｙｅａｒ
优势种 Ｓｐｅｃｉｅｓ

鱼卵 Ｆｉｓｈ ｅｇｇｓ 仔稚鱼 Ｆｉｓｈ ｌａｒｖａｅ ａｎｄ ｊｕｖｅｎｉｌｅｓ

２００５ ２００８ ２００９ ２０１１ ２００５ ２００８ ２００９ ２０１１

鳀鱼 － ５０．００ ５２．４０ ３．２７ － ２１．９５ － －

小公鱼属未定种 － － － ５４．１８ － － － ３２．６９

中华小公鱼 ０．７６ － － － ３６．９５ － － －

长蛇鲻 ２０．４３ － － ２．６５ ４．４０ － － －

寡鳞飘鱼 － － － － － － ２７．４１ －

鮻 － － １１．７２ － － － － －

小黄鱼 － － － － － １３．５０ － －

孔虾虎鱼 － － － － － ２３．５８ － ７．９３

虾虎鱼科未定种 － － － １３．３９ ８．４６ １６．０１ ２０．８４

舌鳎属未定种 － － １１．７２ ３．５１ １０．７５ － １１．１６ ６．１０

　 注：－表示未出现

２．３　 数量分布及年际变化

如图 ３ 和图 ４ 所示，长江口水域鱼卵和仔稚鱼数量及其分布格局存在明显年间变化。 ２００５ 年有 １０ 个站

采到鱼卵，高值区出现在嵊泗列岛附近水域，口内站位也有鱼卵出现；２００８ 年鱼卵数量较少，２０ 个站位中只有

２ 个站采到，分别是位于长江北支口门处和嵊泗列岛附近水域；２００９ 年有 １０ 个站采到鱼卵，无高值区出现；
２０１１ 年有 １０ 个站采到鱼卵，高值出现在长江北支口门外和嵊泗列岛附近水域（图 ３）。 比较各站位 ４ 年鱼卵

数量分布，显示嵊泗列岛和长江北支口门附近水域鱼卵数量最高。 而长江口南支河口水域鱼卵数量较低，仅
在 ２００５ 年出现鱼卵（图 ３）。

图 ３　 长江口水域鱼卵数量分布（ｉｎｄ ／ ｍ３）
Ｆｉｇ．３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ａｂｕｎｄａｎｃｅ ｏｆ ｆｉｓｈ ｅｇｇｓ ｉｎ Ｙａｎｇｔｚｅ Ｒｉｖｅｒ Ｅｓｔｕａｒ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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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４　 长江口水域仔稚鱼数量分布（ｉｎｄ ／ ｍ３）
Ｆｉｇ．４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ａｂｕｎｄａｎｃｅ ｏｆ ｆｉｓｈ ｌａｒｖａｅ ａｎｄ ｊｕｖｅｎｉｌｅｓ ｉｎ Ｙａｎｇｔｚｅ Ｒｉｖｅｒ Ｅｓｔｕａｒｙ

　 　 ２００５ 年仔稚鱼高值区主要分布在长江口咸淡交错水域及嵊泗列岛附近水域，主要是中华小公鱼、白姑鱼

（Ａｒｇｙｒｏｓｏｍｕｓ ａｒｇｅｎｔａｔｕｓ）和舌鳎属未定种（Ｃｙｎｏｇｌｏｓｓｕｓ ｓｐｐ．）等构成；２００８ 年只有 ３ 个站采到仔稚鱼且丰度均

较低；２００９ 年仔稚鱼共有 １２ 个站采到，高值区主要分布在长江口以外 １２３° Ｅ 附近水域，主要由舌鳎属未定种

组成，此外，在长江口口内水域采到寡鳞飘鱼的仔稚鱼；２０１１ 年仔稚鱼分布较均匀（图 ４）。 比较 ４ 年各站位

仔稚鱼数量显示，２００５ 年仔稚鱼数量最多，主要分布在嵊泗列岛附近水域（图 ４）。

３　 讨论

鱼卵和仔稚鱼是鱼类生命周期中的初级阶段，也是最为脆弱的时期。 海洋环境因素的细微变化将对其发

育、生长直至种群的补充产生强烈影响［１９］。 鱼卵和仔稚鱼对环境变化敏感，对环境的响应是非线性的，且复

杂。 影响河口鱼卵仔稚鱼的环境因素众多，例如径流量［１５］、过度捕捞［２０］、环境污染［２１］、生境破碎化［２２］ 等等。
研究表明，径流量是影响长江口鱼卵仔稚鱼物种组成和优势种年间变异的关键因子［２０，２３］。
３．１　 种类及优势种的年间变化

长江流域水库工程的建成运行，改变了长江下泄径流量的变化规律［２４］、造成长江来水中含沙量［２５］、淡水

资源［２６］、叶绿素［２７］、长江口基础生物资源等生态变化［７，２８］，对长江口生态环境，尤其是盐度环境带来显著影

响。 使得盐度成为决定河口鱼类空间分布的主要因子之一［２９］。 蒋玫等［３］研究了长江口河口及邻近水域仔稚

鱼群落结构与环境因子的关系，结果表明夏季长江口仔稚鱼淡水群落的丰度与径流量和盐度的相关系数较

高，长江口仔稚鱼咸水群落的丰度与盐度的相关系数较高。 认为盐度可能是造成长江河口仔稚鱼群落结构时

空差异性的主要原因。
２００５ 年鱼卵和仔稚鱼的种类数均大于运行后（２００８ 年、２００９ 年和 ２０１１ 年）的种类数（表 １ 和图 １）。 蒋

玫等［１５］认为对于径流量相对较小的年份，鱼卵数量明显地减少，分布范围内移缩小。 洪峰减少，径流量变化

幅度趋缓，引起的海洋水系分布及消长变化，进一步影响鱼卵、仔稚鱼的种类数变化［２８］。 在三峡工程运行后

的 ２００８ 年和 ２００９ 年，由于夏季冲淡水势力的减弱，外海水团对河口的入侵，造成咸淡水区域的西移，外海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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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外海水团西移，导致调查海域出现的种类多为外海种，例如 ２００８ 年和 ２００９ 年的鱼卵主要优势种为鳀鱼，
比例均超过 ５０％（表 ２）。 河口沿岸优势种中华小公鱼在三峡工程建成运行前的 ２００５ 年数量较多，运行后的

２００８ 年和 ２００９ 年则没有出现，到 ２０１１ 年中华小公鱼数量有所上升，小公鱼属未定种重新成为优势种类（表
２）。 ２００５—２０１１ 年四年之间，鱼卵仔稚鱼优势种类发生了变化。

有学者认为长江口仔稚鱼某些优势种的变化甚至消失，可能与三峡大坝建设期径流量和泥沙量的调控变

动有关［３］。 三峡水库蓄水后，影响径流分布，从而改变了长江口及其邻近海域的理化和生物因子的原因，由
于河口环境条件波动较大，鱼卵和仔稚鱼的种类、数量、优势种的结构也会相应地发生变动，并且部分鱼类的

生殖时间上也出现了相应的改变［１３］。 长江径流量改变，造成了河口区域鱼卵和仔稚鱼优势种类的变化。 综

上所述，由于三峡工程对来水资源的调蓄作用，导致长江径流量的减少，造成外海水团对河口的入侵，对河口

渔场环境造成了明显影响，表现为 ８ 月河口种沿岸种的减少，外海种数量增加。
３．２　 数量分布的年间变化

长江流域上的筑库建坝、截流引水，改变了径流和泥沙输运原有的季节性与年际变化的格局，引起生物群

落的变化［３０］。 例如，有研究表明，与三峡工程蓄水前对比，悬浮体高值区的界限往西移动了近半个经度，同季

节的叶绿素含量的平均值降低［２７］。 另有研究表明径流量的输入对长江口浮游植物丰度分布尤其是近岸低盐

性的中肋骨条藻（Ｓｋｅｌｅｔｏｎｅｍａ ｃｏｓｔａｔｕｍ）分布有着决定性的影响［３１， ３２］。 鱼类产卵中心位置的变化随长江入海

流量多少和影响的盐度、透明度变化而趋近岸或离岸移动［１］。
本研究中，２００８ 年鱼卵和仔稚鱼的数量较 ２００５ 年有显著降低。 ２００５ 年鱼卵和仔稚鱼数量的高值区出现

在嵊泗列岛附近水域；２００８ 年鱼卵和仔稚鱼出现较少，未出现明显的高值区；２００９ 年鱼卵数量较少，而仔稚鱼

出现较多，高值区在长江口以外 １２３° Ｅ 附近水域；２０１１ 年鱼卵高值出现在长江北支口门外附近水域，仔稚鱼

多分布较均匀（图 ３ 和图 ４）。 鱼卵和仔稚鱼丰度的变化与环境变化密切相关。 Ｆａｒｉａ 等［４］对瓜迪亚纳河口研

究，认为径流变化将对河口鱼卵和仔稚鱼产生影响，径流减少，河口的营养物质不能被运输到河岸，河岸边的

仔稚鱼数量也减少。
三峡大坝建成后，由于 ８ 月长江径流量的减少，也使得入海泥沙量同步减少，引起了河口水域海水透明度

的增加，可能使浮游植物高生产力区向海岸扩展，许多鱼类的产卵索饵场位置均会有相应的变化［３３］。 三峡水

库蓄水后的 ２００４ 年长江口春季鱼卵和仔稚鱼丰度迅速下降，仅为 １９９９ 年的 １３．９％和 ２００１ 年的 ４．３％，２００７
年略有回升；鱼卵和仔稚鱼群落结构年度间差异显著，２００４ 年鱼卵和仔稚鱼群落结构与 １９９９ 年和 ２００１ 年相

异性最高，群落相似性以 ２００４ 和 ２００７ 年最高，达 ７１．１７％。 与蓄水前相比，蓄水后的长江口鱼卵和仔稚鱼群

落多样性也显著下降［３４］。 本研究中，２００９ 年和 ２０１１ 年鱼卵和仔稚鱼的数量、分布区域均略有回升，且 ２０１１
年鱼卵的高值出现在长江北支口门外附近水域，较 ２００５ 年的高值区有西移动的趋势，可能与水库蓄水，径流

量减少，外海水团接近河口有关，河口水域海水透明度的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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