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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江安庆段江豚主要栖息地鱼类群落结构

张晓可１， 于道平１，∗， 王慧丽１， 万　 安２， 蒋泽球３， 陈寿文３

１ 安庆师范学院生命科学学院， 安庆　 ２４６０１１

２ 安庆师范学院资源与环境学院， 安庆　 ２４６０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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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长江皖河交汇处（皖河口）是安庆江段江豚主要的栖息地之一。 为了解江豚主要栖息地鱼类群落结构，本研究于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２０１４ 年 ８ 月对皖河口及其附近 ４ 个断面逐月进行了鱼类调查。 研究结果表明，共采集鱼类 ３５ 种，与历史资料相比，鱼类

物种多样性已经严重下降，并且小型化趋势明显。 ５ 个断面当中，皖河口鱼类种数最多，为 ２７ 种，且以中上层鱼类餐和油餐为

主要优势种；其余四个断面分别为 １６、２０、１９ 和 １４ 种，且多数断面以底层鱼类黄颡鱼和长须黄颡鱼为主要优势种。 方差分析结

果表明，皖河口渔获物的总数量和总重量与其他断面无显著差异，但总种数却显著高于断面 １ 和 ５。 对中上层、中下层和底层

鱼类的进一步分析发现，５ 个断面的显著差异仅存在于中上层鱼类，且皖河口中上层渔获物的数量和重量均显著高于其他断

面。 由此推断，江豚选择皖河口作为主要栖息地可能主要由于其更加丰富的中上层鱼类资源。 本研究结果不仅有助于我们了

解鱼类资源的变化，还对江豚的原地和迁地保护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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ｕｓ ｋｅｅｐ ｔｒａｃｋ ｏｆ ｃｈａｎｇｅｓ ｉｎ ｆｉｓｈ ｓｔｏｃｋｓ， ｂｕｔ ａｌｓｏ ｈａｖｅ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 ｉｍ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ｆｏｒ ｔｈｅ ｅｘ⁃ｓｉｔｕ ａｎｄ ｉｎ⁃ｓｉｔｕ ｃｏｎ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Ｙａｎｇｔｚｅ ｆｉｎｌｅｓｓ ｐｏｒｐｏｉｓｅ．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 ｅｓｔｕａｒｙ ｏｆ Ｗａｎｈｅ Ｒｉｖｅｒ； ｆｉｓｈ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ｆｉｎｌｅｓｓ ｐｏｒｐｏｉｓｅ； ｕｐｐｅｒ ｆｉｓｈ

长江江豚（Ｎｅｏｐｈｏｃａｅｎａ ａｓｉａｅｏｒｉｅｎｔａｌｉｓ ａｓｉａｅｏｒｉｅｎｔａｌｉｓ）是窄鳍江豚的一种，仅分布于我国长江中下游和两个

大型通江湖泊⁃洞庭湖和鄱阳湖［１］。 然而，由于人类活动的严重干扰（如江湖阻隔、航运、非法渔业、采砂等），
长江豚类栖息地正在逐渐恶化和丧失［２⁃４］。 其种群数量已由 ２００６ 年的 １８００ 头下降至 ２０１２ 年的 １０４０ 头，并
且未来 １００ 年内该物种也或将走向灭绝［４］。 因此加强长江江豚的保护已经刻不容缓。 在自然情况下，江豚主

要捕食小型鱼类，同时也摄食一些虾类［５］。 随着长江渔业资源的逐步枯竭，食物因素已经成为影响江豚生存

最重要的因素［６⁃７］。 然而，关于江豚主要栖息地鱼类群落结构的研究较少，难以为江豚的原地和迁地保护工

作提供科学依据。
在长江干流中，安庆江段是长江江豚密度最高的区域［２， ４］。 在对安庆江段的多次野外调查中均发现，长

江与皖河交汇处（皖河口）有较大规模江豚分布，是江豚最重要的栖息地之一［８］。 为了加强江豚的保护工作，
安庆市政府于 ２００７ 年在安庆江段建立长江豚类自然保护区，并在皖河口这一重点水域设立江豚监测站，对江

豚数量进行长期观察。 因此，本研究选择皖河口及其附近水域作为研究区域，对其鱼类群落进行了周年调查，
并对比了皖河口及其附近水域鱼类群落结构的差异及其动态变化，相关研究结果对鱼类资源的恢复和江豚的

保护均具有重要意义。

１　 材料与方法

１．１　 研究区域概况

皖河发源于大别山南麓，位于长江下游北岸安徽省境内。 皖河全长 ２２７ ｋｍ，年均径流量 ５３．７９ 亿 ｍ３。 皖

河上游有 ３ 条主要支流，由西向东分别为长河、潜水和皖水，三者汇合后形成皖河干流（图 １）。 随着流域内经

济的发展，皖河的航运功能越来越重要。 政府部门曾对皖河进行多次河道整治，目前从皖河口向上 ４１．２ ｋｍ
为三级航道，可供 ３００ 吨级船舶航行。

皖河口位于安庆市西，宽度约 １３０ ｍ。 为了航运需求，曾对皖河口进行多次清淤开挖，目前河底平均高程

２．２１ ｍ，年均水位 ９．２２ ｍ，可供 ５００ 吨级船舶出入。 受长江水位变化的影响，皖河口水位波动剧烈，２０１３—
２０１４ 年调查期间最大水深 １４．４ ｍ，最小水深 ４．６ ｍ，平均水深 ８．５ 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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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　 皖河口及其附近水域鱼类采样断面

Ｆｉｇ． １　 Ｆｉｓｈ ｓａｍｐｌｉｎｇ ｔｒａｎｓｅｃｔｓ ｉｎ ｅｓｔｕａｒｙ ｏｆ ｔｈｅ Ｗａｎｈｅ Ｒｉｖｅｒ ａｎｄ ｉｔｓ ａｄｊａｃｅｎｔ ｗａｔｅｒｓ

１．２　 采样方法

于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２０１４ 年 ８ 月逐月对皖河口及其附近水域（皖河口上下 １．５ ｋｍ）鱼类群落进行调查。 在

长江北岸共设置 ５ 个采样断面（断面 １ 和 ５ 于 １１ 月份开始调查），每个断面长度为 ４００ ｍ，断面之间间隔为

２００ ｍ（图 １）。 除断面 ３ 外，断面 １、２、４ 和 ５ 均为缓坡，并且流速差异不大。 主要采用电拖网和复合刺网相结

合的方式进行采集。 前者主要用于采集中下层和底层鱼类，所用电拖网电压为 １２ Ｖ，长 ３ ｍ，宽 １ ｍ，网目为

１０ ｍｍ。 每个断面在长江北岸顺着水流的方向电鱼 ４００ ｍ，然后收集所有捕获鱼类。 后者主要用于采集中上

层鱼类，长度为 １００ ｍ，宽度为 ２ ｍ；网目有 ３ 种规格，分别为 １０、２０ 和 ４０ ｍｍ。 每个断面顺着水流的方向漂流

１０ 分钟，然后收集捕获的鱼类。 渔获物带回实验室后立即参照相关资料进行鉴定［９－１０］，并记录所有鱼类的体

长和体重。 体重精确到 ０．１ ｇ，体长精确到 １ ｍｍ。
１．３　 数据分析

根据已发表文献［９， １１－１２］，本研究将初次性成熟小于 ２ 龄，最大体长小于 ２４ ｃｍ 的鱼类定义为小型鱼类。
根据鱼类食性的不同，将其分为肉食性、植食性、杂食性、浮游生物食性和碎屑食性鱼类［１１－１２］。 根据垂直空间

分布的不同，将其分为中上层、中下层和底层鱼类［１３］。 计算每个断面不同鱼类优势度，计算公式为［１４］：
Ｄｉ ＝ １０５· ｆｉ ／ ｍ · （ｎｉ ／ Ｎ ＋ ｗ ｉ ／ Ｗ ）

式中：Ｄｉ 为第 ｉ 种鱼的优势度；ｍ 为取样次数；ｆｉ为第 ｉ 种鱼在 ｍ 次取样中出现频数；ｎｉ、ｗ ｉ分别为第 ｉ 种鱼在 ｍ
次取样中的个体数和重量；Ｎ、Ｗ 分别为 ｍ 次取样总个体数和总重量。

本研究中将优势度大于 ５０００ 的种定为优势种［１３］。 不同断面渔获物的数量、重量和种类数以及中上层、
中下层和底层渔获物数量、重量和种类数的差异采用单因素方差分析（ＡＮＯＶＡ， Ｏｎｅ⁃ｗａｙ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ｖａｒｉａｎｃｅ）
来进行检验，如果有显著差异，采用 Ｔｕｋｅｙ 多重比较来检验组之间的差异。 以上所有统计分析均在 ＳＰＳＳ １３．０
中进行。

２　 研究结果

２．１　 种类组成

共采集鱼类 ３５ 种，隶属于 １０ 科 ２６ 属（表 １）。 鲤科鱼类占优势，共有 １６ 属 ２０ 种，占总种数的 ５７．１％；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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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是鲿科和鮨科，分别为 ４ 种（１１．４％）和 ３ 种（８．６％）；其他各科种数都较少，共占总种数的 ２２．９％。 小型鱼类

共 １９ 种，占总种数的 ５４．３％。 ５ 个断面中，皖河口（断面 ３）鱼类种数最多，为 ２７ 种；断面 １、２、４ 和 ５ 分别为

１６、２０、１９ 和 １４ 种（表 １）。

表 １　 不同断面鱼类种类组成、生态类型和优势度

Ｔａｂｌｅ １　 Ｓｐｅｃｉｅｓ 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ｇｕｉｌｄｓ ａｎｄ ｄｏｍｉｎａｎｃｅ ｏｆ ｆｉｓｈ ｉｎ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ｔｒａｎｓｅｃｔｓ

物种
Ｓｐｅｃｉｅｓ

生态类型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ｇｕｉｌｄｓ

断面 １
Ｔｒａｎｓｅｃｔ １

断面 ２
Ｔｒａｎｓｅｃｔ ２

断面 ３
Ｔｒａｎｓｅｃｔ ３

断面 ４
Ｔｒａｎｓｅｃｔ ４

断面 ５
Ｔｒａｎｓｅｃｔ ５

银鱼科 Ｓａｌａｎｇｉｄａｅ

大银鱼 Ｐｒｏｔｏｓａｌａｎｘ ｈｙａｌｏｃｒａｎｉｕｓ∗ Ｃ Ｕ ７０ １７ ８４
鲤科 Ｃｙｐｒｉｎｉｄａｅ
鲤 Ｃｙｐｒｉｎｕｓ ｃａｒｐｉｏ Ｏ Ｄｅ ４５００ １８ １９４６
鲫 Ｃａｒａｓｓｉｕｓ ａｕｒａｔｕｓ Ｏ Ｄｅ ５９１ ３３９ ４８４ １２５５ １００２
似鳊 Ｐｓｅｕｄｏｂｒａｍａ ｓｉｍｏｎｙ∗ Ｐ Ｌ ５８ ２２ ６８．７ １３０
鳊 Ｐａｒａｂｒａｍｉｓ ｐｅｋｉｎｅｎｓｉｓ Ｈ Ｌ ６２３
油餐 Ｈｅｍｉｃｕｌｔｅｒ ｂｌｅｅｋｅｒｉ∗ Ｐ Ｕ ３３０１ ５６０２ ４８４５５ ３３７０ １１８８５
餐 Ｈｅｍｉｃｕｌｔｅｒ ｌｅｕｃｉｓｃｕｌｕｓ ∗ Ｐ Ｕ １３１７ ７０４５ ３６９９０ ２８０４ ７２１４
寡鳞银飘 Ｐｓｅｕｄｏｌａｕｂｕｃａ ｅｎｇｒａｕｌｉｓ Ｏ Ｕ ２４
黄尾鲴 Ｘｅｎｏｃｙｐｒｉｓ ｄａｖｉｄｉ Ｈ Ｌ ４８
银鲴 Ｘｅｎｏｃｙｐｒｉｓ ａｒｇｅｎｔｅａ Ｈ Ｄｅ １８ ６１ １２７
圆吻鲴 Ｄｉｓｔｏｅｃｈｏｄｏｎ ｔｕｍｉｒｏｓｔｒｉｓ Ｈ Ｌ １５７ １１６
长蛇鮈 Ｓａｕｒｏｇｏｂｉｏ ｄｕｍｅｒｉｌｉ∗ Ｏ Ｄｅ ３２１ ２９ ２６６
蛇鮈 Ｓａｕｒｏｇｏｂｉｏ ｄａｂｒｙｉ∗ Ｏ Ｄｅ ９０９７ ８８８３ １３５７ ２８５１ １３６２
吻鮈 Ｒｈｉｎｏｇｏｂｉｏ ｔｙｐｕｓ∗ Ｏ Ｄｅ １４
兴凯鱊 Ａｃｈｅｉｌｏｇｎａｔｈｕｓ ｃｈａｎｋａｅｎｓｉｓ∗ Ｄ Ｕ ７０
黑鳍鳈 Ｓａｒｃｏｃｈｅｉｌｉｃｈｔｙｓ ｎｉｇｒｉｐｉｎｎｉｓ∗ Ｏ Ｄｅ ３６
铜鱼 Ｃｏｒｅｉｕｓ ｈｅｔｅｒｏｄｏｎ Ｏ Ｄｅ １２６５ １７６
麦穗鱼 Ｐｓｅｕｄｏｒａｓｂｏｒａ ｐａｒｖａ∗ Ｏ Ｌ ９９
棒花鱼 Ａｂｂｏｔｔｉｎａ ｒｉｖｕｌａｒｉｓ∗ Ｏ Ｄｅ ３８
鲢 Ｈｙｐｏｐｈｔｈａｌｍｉｃｈｔｈｙｓ ｍｏｌｉｔｒｉｘ Ｐ Ｕ ９２
鳙 Ｈｙｐｏｐｈｔｈａｌｍｉｃｈｔｈｙｓ ｎｏｂｉｌｉｓ Ｐ Ｕ ２２
鳅科 Ｃｏｂｉｔｉｄａｅ
泥鳅 Ｍｉｓｇｕｒｎｕｓ ａｎｇｕｉｌｌｉｃａｕｄａｔｕｓ∗ Ｏ Ｄｅ １３
鲇科 Ｓｉｌｕｒｉｄａｅ
鲇 Ｓｉｌｕｒｕｓ ａｓｏｔｕｓ Ｃ Ｄｅ ３１３８ ２８６ ３２８ １３４６ １１８８
鲿科 Ｂａｇｒｉｄａｅ
黄颡鱼 Ｐｅｌｔｅｏｂａｇｒｕｓ ｆｕｌｖｉｄｒａｃｏ∗ Ｏ Ｄｅ ５４１９ １１４６１ ４９０６ ２７２６９ １８６６５
长须黄颡鱼 Ｐｅｌｔｅｏｂａｇｒｕｓ ｅｕｐｏｇｏｎ∗ Ｏ Ｄｅ ５９８５ １４４７８ ６９３０ １７７８５ １８０４４
光泽黄颡鱼 Ｐｅｌｔｅｏｂａｇｒｕｓ ｎｉｔｉｄｕｓ∗ Ｏ Ｄｅ ２３９５ ３４４９ １７３３ ６０６ ８７
瓦氏黄颡鱼 Ｐｅｌｔｅｏｂａｇｒｕｓ ｖａｃｈｅｌｌｉ Ｏ Ｄｅ １６１０ ３５８３ １８７３ ４３３０ ６９
鱵科 Ｈｅｍｉｒｈａｍｐｈｉｄａｅ
间下鱵 Ｈｙｐｏｒｈａｍｐｈｕｓ ｉｎｔｅｒｍｅｄｉｕｓ∗ Ｃ Ｕ ６８８ １７７ ２８１ ４０９
鲱科 Ｃｌｕｐｅｉｄａｅ
短颌鲚 Ｃｏｉｌｉａ ｂｒａｃｈｙｇｎａｔｈｕｓ Ｃ Ｕ ９０６８ ７９０３ １２６４７ ８８１４ ６６８７
鮨科 Ｓｅｒｒａｎｉｄａｅ
鳜 Ｓｉｎｉｐｅｒｃａ ｃｈｕａｔｓｉ Ｃ Ｌ ５２ ３１２４ ２４６ ２５
斑鳜 Ｓｉｎｉｐｅｒｃａ ｓｃｈｅｒｚｅｒｉ Ｃ Ｌ １５９ ６２ ２０
大眼鳜 Ｓｉｎｉｐｅｒｃａ ｋｎｅｒｉ Ｃ Ｌ ７２
塘鳢科 Ｅｌｅｏｔｒｉｄａｅ
沙鳢 Ｏｄｏｎｔｏｂｕｒｉｓ ｏｂｓｃｕｒａ∗ Ｃ Ｄｅ １２
黄黝 Ｈｙｐｓｅｌｅｏｔｒｉｓ ｓｗｉｎｈｏｎｉｓ∗ Ｏ Ｄｅ ７０
攀鲈科 Ａｎａｂａｎｔｉｄａｅ
圆尾斗鱼 Ｍａｃｒｏｐｏｄｕｓ ｏｃｅｌｌａｔｕｓ∗ Ｃ Ｌ １０

　 　 ∗小型鱼类 Ｓｍａｌｌ ｆｉｓｈ；Ｏ 杂食性 Ｏｍｎｉｖｏｒｅ；Ｐ 浮游生物食性 Ｐｌａｎｋｔｉｖｏｒｅ；Ｈ 草食性 Ｈｅｒｂｉｖｏｒｅ； Ｄｅ 碎屑食性 Ｄｅｔｒｉｔｉｖｏｒｅ；Ｃ 肉食性 Ｃａｒｎｉｖｏｒｅ；Ｕ 中

上层 Ｕｐｐｅｒ；Ｌ 中下层 Ｌｏｗｅｒ；Ｄ 底栖性 Ｄｅｍｅｒｓａ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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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２　 生态类型

各断面均以小型鱼类为主，且占总种数 ５０％以上（图 ２）。 从食性上来看，各断面均以杂食性鱼类种数最

多，而碎屑食性鱼类种数最少，并且皖河口杂食性和浮游生物食性鱼类种数明显高于其他断面（图 ２）。 从垂

直分布来看，各断面均以底层鱼类种数最多，而中下层鱼类种数最少，并且中上层、中下层和底层最大值均出

现在皖河口（图 ２）。 　 　

图 ２　 皖河口及其附近断面各生态类型鱼类对比

Ｆｉｇ． ２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 ｏｆ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ｇｕｉｌｄｓ ｉｎ ｅｓｔｕａｒｙ ｏｆ ｔｈｅ Ｗａｎｈｅ Ｒｉｖｅｒ ａｎｄ ｉｔｓ ａｄｊａｃｅｎｔ ａｒｅａｓ

２．３　 渔获物种数、数量和重量

方差分析结果表明，皖河口渔获物总数量和总重量与其他断面无显著差异，但总种数却显著高于断面 １
和断面 ５（表 ２）。 就中上层、中下层和底层鱼类而言，５ 个断面的显著差异仅存在于中上层鱼类，且皖河口中

上层鱼类数量和重量均显著高于其他断面，而种数仅显著高于断面 １ 和 ５（表 ２）。

表 ２　 不同断面渔获物种数、数量和重量对比（平均 ± 标准误）

Ｔａｂｌｅ ２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 ｏｆ ｓｐｅｃｉｅｓ ｎｕｍｂｅｒ， ｉｎｄｉｖｉｄｕａｌ ｎｕｍｂｅｒ ａｎｄ ｗｅｉｇｈｔ ｏｆ ｃａｔｃｈ ｉｎ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ｔｒａｎｓｅｃｔｓ（ａｖｅｒａｇｅ ± ＳＥ）

变量
Ｖａｒｉａｂｌｅｓ

断面 １
Ｔｒａｎｓｅｃｔ １

断面 ２
Ｔｒａｎｓｅｃｔ ２

断面 ３
Ｔｒａｎｓｅｃｔ ３

断面 ４
Ｔｒａｎｓｅｃｔ ４

断面 ５
Ｔｒａｎｓｅｃｔ ５

Ｆ 值
Ｆ

Ｐ 值
Ｐ

总种数 Ｔｏｔａｌ ｓｐｅｃｉｅｓ ｎｕｍｂｅｒ ３．１±０．５ａ ４．８±０．７ａｂ ５．５±０．４ｂ ４．７±０．６ａｂ ２．７±０．４ａ ４．３７４ ０．００３

中上层鱼类种数 Ｓｐｅｃｉｅｓ ｎｕｍｂｅｒ ｏｆ ｕｐｐｅｒ ｆｉｓｈ ０．９±０．３ａ １．６±０．２ａｂ ２．５±０．２ｂ １．７±０．３ａｂ １．０±０．２ａ ６．２８６ ０．０００

中下层鱼类种数 Ｓｐｅｃｉｅｓ ｎｕｍｂｅｒ ｏｆ ｌｏｗｅｒ ｆｉｓｈ ０．３±０．２ ０．４±０．２ ０．４±０．１ ０．２±０．１ ０．３±０．１ ０．９５５ ０．４３６

底层鱼类种数 Ｓｐｅｃｉｅｓ ｎｕｍｂｅｒ ｏｆ ｄｅｍｅｒｓａｌ ｆｉｓｈ １．９±０．３６ ２．８±０．５ ２．７±０．４ ２．８±０．４ １．６±０．３ １．６１０ ０．１７９

渔获物总数量 Ｔｏｔａｌ ｉｎｄｉｖｉｄｕａｌ ｎｕｍｂｅｒ ｏｆ ｃａｔｃｈ １１．４±３．５ ３３±７．２ ３５±７．７ ２９．７±１２．４ ８．５±２．６ ２．１４８ ０．０８２

中上层渔获物数量 Ｉｎｄｉｖｉｄｕａｌ ｎｕｍｂｅｒ ｏｆ ｕｐｐｅｒ ｆｉｓｈ ５．１±２．４ａ ８．１±１．８ａ ２２．５±６．１ｂ ６．５±１．７ａ ４±２．４３ａ ４．９２５ ０．００１

中下层渔获物数量 Ｉｎｄｉｖｉｄｕａｌ ｎｕｍｂｅｒ ｏｆ ｌｏｗｅｒ ｆｉｓｈ ０．３±０．２ １．６±０．７ ０．６±０．２ ０．２±０．１ ０．１±０．１ ２．４０４ ０．０５６

底层渔获物数量 Ｉｎｄｉｖｉｄｕａｌ ｎｕｍｂｅｒ ｏｆ ｄｅｍｅｒｓａｌ ｆｉｓｈ ６．０±２．６ ２３．３±７．１ １２．３±５．３ ２３．０±１２．５ ４．４±１．３ １．３２０ ０．２６９

渔获物总重量 Ｔｏｔａｌ ｗｅｉｇｈｔ ｏｆ ｃａｔｃｈ １９３．３±９６．５ ３９０．８±１０７．１ ３２８．０±８１．７ ３７６．４±１７１．８ ９９．２±３２．７ １．１２３ ０．３５１

中上层渔获物重量 Ｗｅｉｇｈｔ ｏｆ ｕｐｐｅｒ ｆｉｓｈ ３８．４±１８．５ａ ７６．８±１９．７ａ ２５５．７±７９．５ｂ ４７．４±１０．１ａ ４２．４±２７．７ａ ５．０９２ ０．００１

中下层渔获物重量 Ｗｅｉｇｈｔ ｏｆ ｌｏｗｅｒ ｆｉｓｈ ２１．７±２０．３ ５２．０±２９．０ ９．３±３．８ ３．９±１．９ ２．５±１．７ １．６７９ ０．１６２

底层渔获物重量 Ｗｅｉｇｈｔ ｏｆ ｄｅｍｅｒｓａｌ ｆｉｓｈ １３３．３±９０．５ ２６２．０±８６．９ ６３．０±１８．５ ３２５±１７１．８ ５４．４±１４．３ １．４３８ ０．２２８
　 　 不同的上标字母表示统计学上有显著差异（Ｐ ＜ ０．０５）。

２．４　 优势种

不同断面鱼类优势度见表 １。 从表中可以看出，不同断面主要优势种差异较大。 断面 １ 主要优势种为蛇

鮈（Ｓａｕｒｏｇｏｂｉｏ ｄａｂｒｙｉ）和短颌鲚（Ｃｏｉｌｉａ ｂｒａｃｈｙｇｎａｔｈｕｓ），其次是黄颡鱼（Ｐｅｌｔｅｏｂａｇｒｕｓ ｆｕｌｖｉｄｒａｃｏ）和长须黄颡鱼

（Ｐｅｌｔｅｏｂａｇｒｕｓ ｅｕｐｏｇｏｎ）。 断面 ２、４ 和 ５ 中，主要优势种均为底层鱼类黄颡鱼和长须黄颡鱼，而皖河口主要优势

种却为中上层鱼类餐（Ｈｅｍｉｃｕｌｔｅｒ ｌｅｕｃｉｓｃｕｌｕｓ）、油餐（Ｈｅｍｉｃｕｌｔｅｒ ｂｌｅｅｋｅｒｉ）和短颌鲚。

５　 ７ 期 　 　 　 张晓可　 等：长江安庆段江豚主要栖息地鱼类群落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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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５　 季节动态

不同季节各断面渔获物的总重量和总数量如图 ３ 所示。 一般秋、冬季节这两个指标要明显高于春、夏季

节，且最低值均出现在夏季。 断面 １ 和 ５ 于 １１ 月份才开始采集，因此会对秋季渔获物的总重量和总数量造成

一定影响。

图 ３　 皖河口及其附近水域不同季节渔获物重量和数量（平均值）
Ｆｉｇ． ３　 Ｗｅｉｇｈｔ ａｎｄ ｉｎｄｉｖｉｄｕａｌ ｎｕｍｂｅｒ ｏｆ ｃａｔｃｈ ｉｎ ｅｓｔｕａｒｙ ｏｆ ｔｈｅ Ｗａｎｈｅ Ｒｉｖｅｒ ａｎｄ ｉｔｓ ａｄｊａｃｅｎｔ ｗａｔｅｒｓ （ａｖｅｒａｇｅ ｖａｌｕｅｓ）

３　 讨论

３．１　 鱼类群落历史变化

安庆江段上起宿松县汇口镇，下至枞阳县老洲镇，全长 ２４３ ｋｍ。 沿岸有许多湖泊和支流汇入长江，再加

上河道弯曲，在水力条件的作用下形成了十分多样的栖息地环境，鱼类资源十分丰富。 然而，由于人类活动的

过度干扰，该江段鱼类种类组成已发生明显变化。 本研究皖河口及其附近水域共调查到鱼类 ３５ 种，与历史资

料相比，明显低于 ９０ 年代的 ６３ 种［１５］ 和 ２００２—２００４ 年的 ４６ 种［１６］。 一些常见大型经济鱼类，如草鱼

（Ｃｔｅｎｏｐｈａｒｙｎｇｏｄｏｎ ｉｄｅｌｌｕｓ）、青鱼（Ｍｙｌｏｐｈａｒｙｎｇｏｄｏｎ ｐｉｃｅｕｓ）、鳡（Ｅｌｏｐｉｃｈｔｈｙｓ ｂａｍｂｕｓａ）和赤眼鳟（ Ｓｑｕａｌｉｏｂａｒｂｕｓ
ｃｕｒｒｉｃｕｌｕｓ）等均未采集到。 一些洄游性鱼类（如长颌鲚 Ｃｏｉｌｉａ ｍａｃｒｏｇｎａｔｈｏｓ、鳗鲡 Ａｎｇｕｉｌｌａ ｊａｐｏｎｉｃａ）和河口鱼类

（如三线舌鳎 Ｃｙｎｏｇｌｏｓｓｕｓ ｔｒｉｇｒａｍｍｕｓ、鲻鱼 Ｍｕｇｉｌ ｃｅｐｈａｌｕｓ）在 ２００２—２００４ 年的调查中还少量存在，本研究中已

完全消失。 除采样工具和努力强度不一致造成的差异外，安庆江段无节制的过度捕捞可能是导致鱼类物种多

样性下降的主要原因。 此外，和长江其他区域鱼类种类组成特点一致［１７－１８］，皖河口及其附近水域也主要是以

鲤科鱼类为主，并且表现出严重的小型化趋势。 与 ２００２—２００４ 年调查结果相比［１６］，小型鱼类比例已经由

４５．７％上升至 ５４．３％。 本研究中两种小型鱼类黄黝（Ｈｙｐｓｅｌｅｏｔｒｉｓ ｓｗｉｎｈｏｎｉｓ）和圆尾斗鱼（Ｍａｃｒｏｐｏｄｕｓ ｏｃｅｌｌａｔｕｓ）
在 ２００２—２００４ 年调查中均未采集到。
３．２　 不同断面鱼类群落特征

５ 个断面中，皖河口鱼类多样性最高，这可能主要是由于皖河口鱼类栖息地更为多样。 除支流外，在交汇

处上方一侧存在一个水流很小甚至停滞的区域为滞留区，在交汇处下方一侧存在一个水流较缓的回水区为分

离区［１９］。 较缓的流速使有机物在这些区域沉积，使浮游动物和底栖动物资源较为丰富，从而为鱼类提供丰富

的食物来源。 从鱼类食性上来看，各断面均以杂食性鱼类为主。 杂食性鱼类即可摄食动物也可摄食植物，相
比其他食性鱼类生态位更宽，因此对环境的适应能力更强。 对黄河、西江等其他大型河流鱼类食性的分析也

有类似结果［１３， ２０］。 此外，皖河口浮游生物食性鱼类种数明显高于其他断面。 这主要是由于该断面泥沙含量

低、营养物质丰富、浮游生物现存量较高造成的。 从垂直分布来看，皖河口中上层、中下层和底层鱼类种数均

明显高于其他断面，这说明皖河口的河道开挖对鱼类多样性影响较小，但其对优势种的种类组成却影响较大。
已有许多研究表明，河道挖掘会对鱼类的群落结构产生显著影响［２１⁃２２］。 本研究中皖河口的主要优势种已经

由黄颡鱼和长须黄颡鱼等底层鱼类转变为餐和油餐等中上层鱼类，并且中上层鱼类的数量和重量均显著高于

６ 　 生　 态　 学　 报　 　 　 ３６ 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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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断面。 此外，中上层鱼类餐和油餐主要捕食浮游生物，皖河口较为丰富的食物资源也为其优势地位的建

立提供了良好条件。 不同断面之间渔获物总数量、总重量以及中下层和底层鱼类的种数、数量和重量差异并

不显著，这可能也是由于皖河口的挖掘造成的，因为皖河口较深的水深可能不利于中下层和底层鱼类的栖息，
但对中上层鱼类影响却较小。

就不同季节而言，秋、冬季节较低的水位使鱼类活动范围缩小，且更便于采集，因此渔获物总数量和总重

量都较大；相反，夏季高水位时期许多鱼类进入附近河岸带草丛中摄食或产卵，使电网和刺网捕获的难度加

大，渔获物总数量和总重量也都较小。 此外，为了更好的比较江豚不同活动区域鱼类群落的变化，本研究采样

断面设置相对较近，这可能会对各断面鱼类群落的差异造成一定影响，在以后的研究中还需进一步验证。
３．３　 鱼类群落与江豚的关系

在野外环境下江豚通常选择特定水域栖息，如江河、江湖交汇处、沙洲附近等。 这些水域较为丰富的鱼类

资源被认为是其活动的主要原因［８， ２３］。 然而，本研究中不同断面渔获物的数量和重量并没有显著差异，并且

不同空间鱼类的差异也仅存在于中上层鱼类，这说明皖河口江豚较大规模分布主要是由于其更为丰富的中上

层鱼类资源。 已有研究表明，江豚在野外环境中更容易捕食中上层鱼类，而这可能主要与江豚的形态结构有

关［２４］。 在长期的进化过程中，白鱀豚和江豚生态位已经产生了分化，前者吻细长且着生有齿，可能更利于捕

食底层鱼类；而后者吻短，更利于捕食中上层鱼类。 虽然江豚也可摄食部分中下层和底层鱼类，但无疑要消耗

更多的能量。 江豚作为一种小型鲸类动物，能量储备并不高［５， ２５］。 在食物资源极其有限的情况下，用最少的

能量消耗去获得尽可能多的食物对江豚是极为重要的。
本研究结果对长江江豚的保护具有重要作用。 目前长江干流豚类仅剩 ５００ 多头［４］，然而经济发展与物种

保护的尖锐矛盾使长江豚类的威胁因素一直难以消除。 随着长江鱼类资源的日渐枯竭，江豚必然会花费更多

的能量用于捕食。 对于江豚这种濒危鲸类来说，少量个体的丧失可能会重创整个种群的维持和发展［２３］。 因

此，迁地保护工作已在长江中下游许多长江故道中展开（如安庆西江、监利何王庙等）。 我们在评估这种半自

然水体是否适合江豚生存时，应该重点关注中上层渔获物的数量和重量。 在向这种半自然水体中补充江豚食

物资源时，也应该尽量增加中上层鱼类。 同时，在江豚的原地保护工作中，也应该对中上层鱼类丰富的水域重

点监测和保护，并在豚类保护核心区划定时作为优先考虑的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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