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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江安庆新洲水域鱼类群落结构及多样性

王银平，匡　 箴，蔺丹清，李佩杰，杨彦平，刘　 凯∗

农业农村部长江下游渔业资源环境科学观测实验站，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淡水渔业研究中心， 无锡　 ２１４０８１

摘要：沙洲水域环境良好，饵料资源丰富，栖息生境多样，为鱼类的生长繁殖提供了优良的生存环境。 为了解长江安庆新洲水域

鱼类群落结构特征，于 ２０１７ 年 ４ 月、７ 月、１０ 月和 １２ 月对安庆江段新洲水域鱼类群落进行季节性调查。 共采集鱼类 ６４ 种，分
属 ５ 目 １１ 科 ４８ 属，其中 ６２．５％为鲤科鱼类。 以物种数和多样性指数分析群落多样性特征，结果表明新洲水域鱼类种类多样性

水平较高。 单因素方差分析表明，该群落多样性季节差异显著（Ｐ＜０．０５），空间差异不明显。 新洲水域鱼类群落优势种为鳊

（Ｐａｒａｂｒａｍｉｓ ｐｅｋｉｎｅｎｓｉｓ Ｂａｓｉｌｅｗｓｋｙ， １８５５）、鲤（Ｃｙｐｒｉｎｕｓ ｃａｒｐｉｏ Ｌｉｎｎａｅｕｓ， １７５８）、贝氏 （Ｈｅｍｉｃｕｌｔｅｒ ｂｌｅｅｋｅｒｉ Ｗａｒｐａｃｈｏｗｓｋｙ， １８８７）、
银鮈（Ｓｑｕａｌｉｄｕｓ ａｒｇｅｎｔａｔｕｓ Ｓａｕｖａｇｅ ｅｔ Ｄａｂｒｙ， １８７４）和似鳊（Ｐｓｅｕｄｏｂｒａｍａ ｓｉｍｏｎｉ Ｂｌｅｅｋｅｒ， １８６４）。 ４ 种摄食功能群中，杂食性

（４２．１９％）和肉食性（３５．９４％）鱼类物种数比例较高；３ 种生态类群中，淡水定居性鱼类占绝对优势（８４．３７％）；３ 种栖息水层类型

中，底层鱼类物种数比例较高，占 ３７．５０％。 大型经济鱼类占总渔获物比例低（ ＜０．０１％），但个体较大，因而相对重要性指数

（ＩＲＩ）高。 总体上，新洲鱼类群落多样性和丰富度指数较高，均匀度指数偏低，个体小型化趋势明显。 捕捞强度过大、水利工程

建设导致的江湖阻隔及外来物种入侵是新洲水域渔业资源衰退的主要因素。 由此，建议持续开展长江渔业资源监测，加强长江

干流沙洲水域渔业资源保护。
关键词：长江；多样性；群落结构；生态类群；摄食功能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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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庆江段位于长江下游安徽境内，上起宿松县汇口镇，下至枞阳县老洲镇，全长 ２４３ ｋｍ，约占整个安徽江

段总长的 ２ ／ ３。 长江安庆江段作为下游典型的感潮河段，受径流和潮汐的双重影响［１］。 在潮水的作用下，该
江段水流平缓，沙洲众多，良好的水文环境和丰富的饵料生物使其成为长江下游水生动物优良的栖息和繁育

场所［２］。 长江安庆江段属分汊型河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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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鱼类种类繁杂，渔业资源丰富［２⁃３］。 该江段分布有安庆市江豚自然生态

保护区、长江刀鲚国家级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等重要生态敏感区，是鱼类觅食、栖息的重要场所［４］。 新洲是

安庆江段众多沙洲中的一个，四面滨江，潮落即洲，潮涨即江，常水位水域面积 １２．２４ ｋｍ２。 同时，新洲水域位

于刀鲚保护区的核心区，其科研价值和环境生态地位不容小觑。
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人类涉水活动趋于频繁，长江下游水文情势、水温和泥沙条件等已发生改变［５］，水

利枢纽工程建设进一步加速了鱼类等水生生物栖息环境的改变［６］。 沙洲水域的鱼类群落将会如何响应有待

研究，因此亟待加强对长江鱼类群落结构及其多样性的系统研究。 长江安庆江段鱼类研究始于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

代初，有报道共进行过数次详实不等的渔业资源调查，内容主要集中在鱼类种属记录及渔业生产状况［７］，人
类活动对鱼类多样性的影响等方面。 近年来，关于安庆段鱼类群落结构和多样性特征的研究较少，仅张敏莹

等［２］依据 １９９０—２００４ 年长江下游渔业资源动态监测数据，从群落结构及生物多样性变化等方面对安庆江段

鱼类群落进行了描述，刘明典等［８］对安庆江段春季鱼类群落结构及物种多样性现状进行研究。 鱼类群落结

构变化是对人为影响及水域环境变化的响应，其演变过程不仅可能导致渔业功能的退化，也会使水域生态系

统失去自我调控的重要功能，因此保持特定水域鱼类群落结构的合理性是长江渔业管理与生态系统恢复的关

键［９］。 本研究采用网簖、多目刺网和地笼等多种网具对长江安庆新洲水域鱼类群落结构和多样性空间分布

特征进行调查，以探究鱼类群落结构特征及渔业资源现状，同时为安庆江段渔业资源保护和恢复提供科学

依据。

１　 材料与方法

１．１　 采样方法

于 ２０１７ 年 ４ 月、７ 月、１０ 月和 １２ 月对安庆江段新洲水域鱼类群落进行季节性调查，设置新洲头

（３０°２９′３１．１９″Ｎ，１１７° ９′２７． ８１″Ｅ）、新河口（３０°２９′１３． １１″Ｎ，１１７° ８′３１． ５２″Ｅ）和鹅毛洲尾（３０°３１′３３． ８２″Ｎ，
１１７°１１′１６．９６″Ｅ）共 ３ 个采样区域（图 １）。 采用网簖（网长 ２０ ｍ，网宽 １０ ｍ，网目 １ ｃｍ）进行鱼类样品采集，地
笼（网长 １０ ｍ，网目 １ ｃｍ）和多目刺网（网长 １５０ ｍ，网目从小到大分别为 １．２、２、４ ｃｍ）补充鱼类种类调查，地
笼和多目刺网每月中下旬连续采样调查 ３ ｄ，网簖和地笼放置 ２４ ｈ 后收集渔获物。 多目刺网当日晚上放置，
次日清晨起网收集。 渔获物收集后立即放置于冰盒上，带回实验室依据相关文献鉴定到种［１０］，利用数显游标

卡尺和电子天平测定所有鱼类的体长和体重。 体重精确到 ０．１ ｇ，体长精确到 ０．０１ ｍｍ。
各采样区域总氮（ＴＮ）、总磷（ＴＰ）、透明度（ＳＤ）和叶绿素 ａ（Ｃｈｌ．ａ）等水质指标及岸线分布特征测定与鱼

类采样同步进行，具体结果见表 １。

８１４２ 　 生　 态　 学　 报　 　 　 ４０ 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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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　 新洲水域鱼类采样区域

Ｆｉｇ．１　 Ｆｉｓｈ ｓａｍｐｌｉｎｇ ｔｒａｎｓｅｃｔｓ ｉｎ ｗａｔｅｒｓ ｏｆ Ｘｉｎｚｈｏｕ

表 １　 安庆新洲水域不同采样区域环境特征比较

Ｔａｂｌｅ １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ｉｎ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ｓａｍｐｌｉｎｇ ａｒｅａ ｏｆ Ｘｉｎｚｈｏｕ ｗａｔｅｒｅｓ

采样区域
Ｓａｍｐｌｅ ａｒｅａ

水深
Ｄｅｐｔｈ ／ ｍ

透明度
Ｔｒａｎｓｐａｒｅｎｃｙ ／ ｍ

总氮
Ｔｏｔａｌ

ｎｉｔｒｏｇｅｎ ／
（ｍｇ ／ Ｌ）

总磷
Ｔｏｔａｌ

ｐｈｏｓｐｈｏｒｕｓ ／
（ｍｇ ／ Ｌ）

叶绿素 ａ
Ｃｈｌｏｒｏｐｈｙｌｌ ａ ／

（μｇ ／ Ｌ）

高锰酸
盐指数

Ｐｅｒｍａｎｇａｎａｔｅ
ｉｎｄｅｘ ／ （ｍｇ ／ Ｌ）

岸线特征
Ｓｈｏｒｅｌｉｎｅ ｆｅａｔｕｒｅ

新洲 ２８．８１ ０．３３ ２．１７ ０．１２ ３．４１ ２．８３ 石质固化岸线，洲头为浅
型沙滩

新河口 ２５．９３ ０．２９ ２．１９ ０．１２ ３．４１ ２．６９ 泥质岸线，浅水区有湿生
植物

鹅毛洲 ２７．５１ ０．３０ ２．１６ ０．１２ ４．０２ ２．７４ 砂质岸线

１．２　 数据分析

１．２．１　 生态类群

按照鱼类的栖息环境和洄游方式，新洲水域鱼类存在 ３ 种生态类群［１１］。 参照鱼类食性文献资料和食性

类型划分方法，新洲水域鱼类可划分为肉食性、杂食性、植食性、浮游食性和碎屑食性 ５ 类［１０］。 根据已有文

献［４］，将初次性成熟小于 ２ 龄，最大体长小于 ２４ ｃｍ 的鱼类划为小型鱼类。 根据鱼类在垂直空间的分布差异，
将其分为中上层、中下层和底层鱼类［１２］。
１．２．２　 鱼类优势种

鱼类优势种利用相对重要性指数［１３］（ｉｎｄｅｘ ｏｆ ｒｅｌａｔｉｖｅ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ｃｅ， ＩＲＩ）进行表征。
ＩＲＩ ＝ （Ｎ＋Ｗ） × Ｆ

式中，ＩＲＩ 为相对重要性指数，Ｎ 为第 ｉ 种鱼的尾数占总尾数的百分比，Ｗ 为第 ｉ 种鱼的质量占总质量的百

分比，Ｆ 为第 ｉ 种鱼出现次数占总调查样点的百分比。
将 ＩＲＩ ≥５００ 的物种定为优势种，１００ ≤ＩＲＩ＜５００ 的物种定为常见种，１０≤ＩＲＩ＜１００ 的物种定为一般种，ＩＲＩ

＜１０ 的物种定为少见种［１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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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２．３　 生物多样性指数

鱼类物种调查数据采用 Ｓｈａｎｎｏｎ⁃Ｗｅｉｎｅｒ 指数（Ｈ） ［１５］，Ｗｉｌｈｍ 改进指数（Ｈ′） ［１６］，Ｐｉｅｌｏｕ 均匀度指数（Ｅ） ［１７］

和 Ｓｉｍｐｓｏｎ 优势集中度指数（Ｃ） ［１４］进行分析评价。 计算公式如下：

Ｈ ＝ － Ｐ ｉ ｌｎ（Ｐ ｉ）

Ｈ′ ＝ － ∑
ｓ

ｉ ＝ １
（Ｗｉ ／ Ｗ）ｌｎ（Ｗｉ ／ Ｗ）

Ｅ ＝ Ｈ ／ ｌｎＳ

Ｃ ＝ １－ ∑
ｓ

ｉ ＝ １
（ Ｐ ｉ） ２

式中，Ｐ ｉ为鱼类群落中第 ｉ 种鱼的个体数占所有鱼类总个体数的比例。 Ｗ 为渔获物总生物量，Ｗｉ为第 ｉ 个物种

生物量，Ｓ 代表所有鱼类种类数。
采用单因素方差法（ＡＮＯＶＡ，Ｏｎｅ⁃ｗａｙ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ｖａｒｉａｎｃｅ）对渔获物数量及重量、物种数季节及采样区域

间的差异进行检验分析，若差异显著，再次进行 Ｔｕｋｅｙ 多重比较。 利用 ＩＢＭ ＳＰＳＳ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 ２４．０ 进行数据统计

分析。

２　 结果

２．１　 鱼类种类组成

本次调查共采集渔获物 １３５．４ ｋｇ，共计 １５０４９ 尾，鱼类 ６４ 种，隶属 ６ 目 １１ 科 ４８ 属（表 ２）。 鲤科鱼类占优

势，共 ２９ 属 ４０ 种，占总物种数的 ６２．５％；其次为鲿科 ６ 种，占 ９．４％；鳅科和沙塘鳢科占 ６．３％，均为 ４ 种；其他 ７
科种类数均较少，共占总物种数的 １５．６％。 其中，小型鱼类总计 ３２ 种，占总物种数的 ５０．０％，数量占总量的

６９．３％。 ３ 个采样区域中，新河口水域鱼类种类最多为 ５２ 种，新洲头和鹅毛洲尾均为 ５０ 种。 ４ 个采样季节中，
夏季物种最多为 ４４ 种，春季最少为 ２８ 种。

表 ２　 新洲水域鱼类种类组成和生态类群

Ｔａｂｌｅ ２　 Ｓｐｅｃｉｅｓ 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ｇｕｉｌｄｓ ｏｆ ｆｉｓｈ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 ｉｎ Ｘｉｎｚｈｏｕ ｗａｔｅｒｓ

物种
Ｓｐｅｃｉｅｓ

生态类群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ｇｕｉｌｄｓ

物种
Ｓｐｅｃｉｅｓ

生态类群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ｇｕｉｌｄｓ

鲱形目 Ｃｌｕｐｅｉｆｏｒｍｅｓ 中华鳑鲏 Ｒｈｏｄｅｕｓ ｓｉｎｅｎｓｉｓ Ｏ ＳＦ Ｄ

鳀科 Ｅｎｇｒａｕｌｉｄａｅ 点纹银鮈 Ｓｑｕａｌｉｄｕｓ ｗｏｌｔｅｒｓｔｏｒｆｆｉ∗ Ｏ ＳＦ Ｌ

刀鲚 Ｃｏｉｌｉａ ｎａｓｕｓ∗ Ｃ ＲＳ Ｕ 红鳍原鲌 Ｃｕｌｔｒｉｃｈｔｈｙｓ ｅｒｙｔｈｒｏｐｔｅｒｕｓ Ｃ ＳＦ Ｕ

鲤形目 Ｃｙｐｒｉｎｉｆｏｒｍｅｓ 小口小鳔鮈 Ｍｉｃｒｏｐｈｙｓｏｇｏｂｉｏ ｍｉｃｒｏｓｔｏｍｕｓ∗ Ｏ ＳＦ Ｌ

鲤科 Ｃｙｐｒｉｎｉｄａｅ 鳅科 Ｃｏｂｉｔｉｄａｅ

鲢 Ｈｙｐｏｐｈｔｈａｌｍｉｃｈｔｈｙｓ ｍｏｌｉｔｒｉｘ Ｐ ＲＬ Ｕ 泥鳅 Ｍｉｓｇｕｒｎｕｓ ａｎｇｕｉｌｌｉｃａｕｄａｔｕｓ∗ Ｏ ＳＦ Ｄ

鳙 Ａｒｉｓｔｉｃｈｔｈｙｓ ｎｏｂｉｌｉｓ Ｐ ＲＬ Ｕ 中华花鳅 Ｃｏｂｉｔｉｓ ｓｉｎｅｎｓｉｓ∗ Ｏ ＳＦ Ｄ

鲤 Ｃｙｐｒｉｎｕｓ ｃａｒｐｉｏ Ｏ ＳＦ Ｄ 紫薄鳅 Ｌｅｐｔｏｂｏｔｉａ ｔａｅｎｉａｐｓ∗ Ｃ ＳＦ Ｄ

鲫 Ｃａｒａｓｓｉｕｓ ａｕｒａｔｕｓ Ｄｅ ＳＦ Ｌ 花斑副沙鳅 Ｐａｒａｂｏｔｉａ ｆａｓｃｉａｔａ∗ Ｏ ＳＦ Ｄ

鳊 Ｐａｒａｂｒａｍｉｓ ｐｅｋｉｎｅｎｓｉｓ Ｈ ＳＦ Ｌ 斗鱼科 Ｂｅｌｏｎｔｉｉｄａｅ

Ｈｅｍｉｃｕｌｔｅｒ ｌｅｕｃｉｓｃｕｌｕｓ∗ Ｐ ＳＦ Ｕ 圆尾斗鱼 Ｍａｃｒｏｐｏｄｕｓ ｏｃｅｌｌａｔｕｓ∗ Ｏ ＳＦ Ｌ

鲂 Ｍｅｇａｌｏｂｒａｍａ ｓｋｏｌｋｏｖｉｉ Ｏ ＳＦ Ｌ 刺鳅科 Ｍａｓｔａｃｅｍｂｅｌｉｄａｅ

鳡 Ｅｌｏｐｉｃｈｔｈｙｓ ｂａｍｂｕｓａ Ｃ ＲＬ Ｕ 中华刺鳅 Ｍａｓｔａｃｅｍｂｅｌｕｓ ａｃｕｌｅａｔｕｓ Ｃ ＳＦ Ｄ

草鱼 Ｃｔｅｎｏｐｈａｒｙｎｇｏｄｏｎ ｉｄｅｌｌｕｓ Ｈ ＲＬ Ｌ 鲈形目 Ｐｅｒｃｉｆｏｒｍｅｓ

青鱼 Ｍｙｌｏｐｈａｒｙｎｇｏｄｏｎ ｐｉｃｅｕｓ Ｃ ＲＬ Ｌ 鮨科 Ｓｅｒｒａｎｉｄａｅ

花魚骨 Ｈｅｍｉｂａｒｂｕｓ ｍａｃｕｌａｔｕｓ∗ Ｃ ＳＦ Ｌ 鳜 Ｓｉｎｉｐｅｒｃａ ｃｈｕａｔｓｉ Ｃ ＳＦ Ｄ

麦瑞加拉鲮 Ｃｉｒｒｈｉｎｕｓ ｍｒｉｇａｌｃａｒｐ∗ Ｏ ＳＦ Ｄ 大眼鳜 Ｓｉｎｉｐｅｒｃａ ｋｎｅｒｉ Ｃ ＳＦ Ｄ

华鳈 Ｓａｒｃｏｃｈｅｉｌｉｃｈｔｈｙｓ ｓｉｎｅｎｓｉｓ∗ Ｃ ＳＦ Ｌ 中国花鲈 Ｌａｔｅｏｌａｂｒａｘ ｍａｃｕｌａｔｕｓ Ｃ ＲＳ 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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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物种
Ｓｐｅｃｉｅｓ

生态类群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ｇｕｉｌｄｓ

物种
Ｓｐｅｃｉｅｓ

生态类群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ｇｕｉｌｄｓ

蛇鮈 Ｓａｕｒｏｇｏｂｉｏ ｄａｂｒｙｉ∗ Ｏ ＳＦ Ｌ 沙塘鳢科 Ｏｄｏｎｔｏｂｕｔｉｄａｅ

似鳊 Ｐｓｅｕｄｏｂｒａｍａ ｓｉｍｏｎｉ∗ Ｐ ＳＦ Ｌ 乌鳢 Ｃｈａｎｎａ ａｒｇｕｓ Ｃ ＳＦ Ｄ

似鱎 Ｔｏｘａｂｒａｍｉｓ ｓｗｉｎｈｏｎｉｓ ∗ Ｐ ＳＦ Ｕ 沙塘鳢 Ｏｄｏｎｔｏｂｕｔｉｓ ｏｂａｃｕｒｕｓ∗ Ｃ ＳＦ Ｄ

银鮈 Ｓｑｕａｌｉｄｕｓ ａｒｇｅｎｔａｔｕｓ∗ Ｏ ＳＦ Ｌ 小黄黝鱼 Ｍｉｃｒｏｐｅｒｃｏｐｓ ｓｗｉｎｈｏｎｉｓ∗ Ｏ ＳＦ Ｌ
银鲴 Ｘｅｎｏｃｙｐｒｉｓ ａｒｇｅｎｔｅａ Ｈ ＳＦ Ｌ 子陵吻虾虎 Ｒｈｉｎｏｇｏｂｉｕｓ ｇｉｕｒｉｎｕｓ∗ Ｃ ＲＳ Ｄ

飘鱼 Ｐｓｅｕｄｏｌａｕｂｕｃａ ｓｉｎｅｎｓｉｓ∗ Ｏ ＳＦ Ｕ 鲇形目 Ｓｉｌｕｒｉｆｏｒｍｅｓ

麦穗鱼 Ｐｓｅｕｄｏｒａｓｂｏｒａ ｐａｒｖａ∗ Ｏ ＳＦ Ｕ 鲿科 Ｂａｇｒｉｄａｅ

棒花鱼 Ａｂｂｏｔｔｉｎａ ｒｉｖｕｌａｒｉｓ∗ Ｏ ＳＦ Ｄ 黄颡鱼 Ｐｓｅｕｄｏｂａｇｒｕｓ ｆｕｌｖｉｄｒａｃｏ∗ Ｏ ＳＦ Ｄ
达氏鲌 Ｃｕｌｔｅｒ ｄａｂｒｙｉ Ｃ ＳＦ Ｌ 长吻鮠 Ｌｅｉｏｃａｓｓｉｓ ｌｏｎｇｉｒｏｓｔｒｉｓ Ｃ ＲＬ Ｄ
蒙古鲌 Ｃｕｌｔｅｒ ｍｏｎｇｇｏｌｉｃｕｓ Ｃ ＳＦ Ｕ 瓦氏黄颡鱼 Ｐｅｌｔｅｏｂａｇｒｕｓ ｖａｃｈｅｌｌｉ Ｏ ＳＦ Ｄ
翘嘴鲌 Ｃｕｌｔｅｒ ａｌｂｕｒｎｕｓ Ｃ ＳＦ Ｕ 圆尾拟鲿 Ｐｓｅｕｄｏｂａｇｒｕｓ ｔｅｎｕｉｓ Ｏ ＳＦ Ｄ

贝氏 Ｈｅｍｉｃｕｌｔｅｒ ｂｌｅｅｋｅｒｉ∗ Ｐ ＳＦ Ｕ 长须黄颡鱼 Ｐｅｌｔｅｏｂａｇｒｕｓ ｅｕｐｏｇｏｎ∗ Ｏ ＳＦ Ｄ
赤眼鳟 Ｓｑｕａｌｉｏｂａｒｂｕｓ ｃｕｒｒｉｃｕｌｕｓ Ｏ ＳＦ Ｕ 光泽黄颡鱼 Ｐｅｌｔｅｏｂａｇｇｒｕｓ ｎｉｔｉｄｕｓ∗ Ｏ ＳＦ Ｄ
团头鲂 Ｍｅｇａｌｏｂｒａｍａ ａｍｂｌｙｃｅｐｈａｌａ Ｈ ＳＦ Ｌ 鲇科 Ｓｉｌｕｒｉｄａｅ
黑鳍鳈 Ｓａｒｃｏｃｈｅｉｌｉｃｈｔｈｙｓ ｎｉｇｒｉｐｉｎｎｉｓ Ｏ ＳＦ Ｄ 鲇 Ｓｉｌｕｒｕｓ ａｓｏｔｕｓ Ｃ ＳＦ Ｄ
黄尾鲴 Ｘｅｎｏｃｙｐｒｉｓ ｄａｖｉｄｉ Ｈ ＳＦ Ｄ 大口鲇 Ｓｉｌｕｒｕｓ ｍｅｒｉｏｒｄｉｎａｌｉｓ Ｃ ＳＦ Ｄ
细鳞鲴 Ｘｅｎｏｃｙｐｒｉｓ ｍｉｃｒｏｌｅｐｉｓ Ｏ ＳＦ Ｌ 颌针鱼目 Ｂｅｌｏｎｉｆｏｒｍｅｓ

兴凯鱊 Ａｃｈｅｉｌｏｇｎａｔｈｕｓ ｃｈａｎｋａｅｎｓｉｓ∗ Ｄｅ ＳＦ Ｕ 鱵科 Ｈｅｍｉｒｈａｍｐｈｉｄａｅ

斑条鱊 Ａｃｈｅｉｌｏｇｎａｔｈｕｓ ｔａｅｎｉａｎａｌｉｓ∗ Ｏ ＳＦ Ｕ 间下鱵 Ｈｙｐｏｒｈａｍｐｈｕｓ ｉｎｔｅｒｍｅｄｉｕｓ∗ Ｃ ＲＳ Ｕ
宽鳍鱲 Ｚａｃｃｏ ｐｌａｔｙｐｕｓ Ｏ ＳＦ Ｕ 胡瓜鱼目 Ｏｓｍｅｒｉｆｏｒｍｅｓ
马口鱼 Ｏｐｓａｒｉｉｃｊｔｈｙｓ ｂｉｄｅｎｓ Ｃ ＳＦ Ｕ 银鱼科 Ｓａｌａｎｇｉｄａｅ
寡鳞飘鱼 Ｐｓｅｕｄｏｌａｕｂｕｃａ ｅｎｇｒａｕｌｉｓ Ｏ ＳＦ Ｕ 陈氏短吻银鱼 Ｓａｌａｎｇｉｃｈｔｈｙｓ ｔａｎｇｋａｈｋｅｉｉ∗ Ｃ ＳＦ Ｕ

高体鳑鲏 Ｒｈｏｄｅｕｓ ｏｃｅｌｌａｔｕｓ ∗ Ｄｅ ＳＦ Ｕ
　 　 ∗： 小型鱼类 Ｓｍａｌｌ ｆｉｓｈ； Ｏ： 杂食性 Ｏｍｎｉｖｏｒｅ； Ｐ： 浮游生物食性 Ｐｌａｎｋｔｉｖｏｒｅ； Ｈ： 植食性 Ｈｅｒｂｉｖｏｒｅ； Ｄｅ：碎屑食性 Ｄｅｔｒｉｔｉｖｏｒｅ； Ｃ： 肉食性

Ｃａｒｎｉｖｏｒｅ； Ｕ： 中上层 Ｕｐｐｅｒ； Ｌ： 中下层 Ｌｏｗｅｒ； Ｄ： 底层 Ｄｅｍｅｒｓａｌ； ＲＬ： 河湖洄游性 Ｒｉｖｅｒ⁃ｌａｋｅ ｍｉｇｒａｔｏｒｙ； ＳＦ： 淡水定居性 Ｓｅｄｅｎｔａｒｙ ｆｉｓｈ； ＲＳ： 江海

洄游性 Ｒｉｖｅｒ⁃ｓｅａ ｍｉｇｒａｔｏｒｙ

２．２　 鱼类优势种组成

相对重要性指数（ ＩＲＩ）值高于 ５００ 的鱼类有鳊（Ｐａｒａｂｒａｍｉｓ ｐｅｋｉｎｅｎｓｉｓ Ｂａｓｉｌｅｗｓｋｙ， １８５５）、鲤（Ｃｙｐｒｉｎｕｓ
ｃａｒｐｉｏ Ｌｉｎｎａｅｕｓ， １７５８）、贝氏 （Ｈｅｍｉｃｕｌｔｅｒ ｂｌｅｅｋｅｒｉ Ｗａｒｐａｃｈｏｗｓｋｙ， １８８７）、银鮈（Ｓｑｕａｌｉｄｕｓ ａｒｇｅｎｔａｔｕｓ Ｓａｕｖａｇｅ ｅｔ
Ｄａｂｒｙ， １８７４）和似鳊（Ｐｓｅｕｄｏｂｒａｍａ ｓｉｍｏｎｉ Ｂｌｅｅｋｅｒ， １８６４）５ 种，为该水域优势鱼类，占鱼类总数量的 ４７．８１％，总
重量的 ５２．６４％ （表 ３）。 ＩＲＩ 在 １００—５００ 间的常见种有 １２ 种，最常见的为江海洄游型物种刀鲚（Ｃｏｉｌｉａ ｎａｓｕｓ
Ｔｅｍｍｉｎｃｋ ｅｔ Ｓｃｈｌｅｇｅｌ， １８４６），而子陵吻鰕虎（Ｒｈｉｎｏｇｏｂｉｕｓ ｇｉｕｒｉｎｕｓ Ｒｕｔｔｅｒ， １８９７）为一般常见种。 ＩＲＩ 在 １０—
１００ 间的一般种有 ２２ 种， 包括点纹银鮈 （ Ｓｑｕａｌｉｄｕｓ ｗｏｌｔｅｒｓｔｏｒｆｆｉ Ｒｅｇａｎ， １９０８ ）、 红鳍原鲌 （ Ｃｕｌｔｒｉｃｈｔｈｙｓ
ｅｒｙｔｈｒｏｐｔｅｒｕｓ Ｂａｓｉｌｅｗｓｋｙ， １８５５）、间下鱵 （Ｈｙｐｏｒｈａｍｐｈｕｓ ｉｎｔｅｒｍｅｄｉｕｓ Ｃａｎｔｏｒ， １８４２） 和外来物种麦瑞加拉鲮

（Ｃｉｒｒｈｉｎｕｓ ｍｒｉｇａｌｃａｒｐ Ｈａｍｉｌｔｏｎ， １８２２） 等。 少见种有 ２５ 种，肉食性鱼类如鳜（ Ｓｉｎｉｐｅｒｃａ ｃｈｕａｔｓｉ Ｂａｓｉｌｅｗｓｋｙ，
１８５５）、中国花鲈（Ｌａｔｅｏｌａｂｒａｘ ｍａｃｕｌａｔｕｓ ＭｃＣｌｅｌｌａｎｄ， １８４４）和鱤（Ｅｌｏｐｉｃｈｔｈｙｓ ｂａｍｂｕｓａ Ｒｉｃｈａｒｄｓｏｎ， １８４５）等。 飘

鱼（Ｐｓｅｕｄｏｌａｕｂｕｃａ ｓｉｎｅｎｓｉｓ Ｂｌｅｅｋｅｒ， １８６５）、小黄黝鱼（Ｍｉｃｒｏｐｅｒｃｏｐｓ ｓｗｉｎｈｏｎｉｓ Ｇｔｉｎｔｈｅｒ， １８７３）等小型鱼类数量占

比和出现频率均较高，但较小的体重导致 ＩＲＩ 值偏低。 ＩＲＩ 值排名前 ２０ 的物种中，小型鱼类 １０ 种，占渔获物

总数量的 ５７．５３％；而重量仅占 １０．０３％。
２．３　 鱼类生态类群

从洄游习性看，淡水定居性鱼类最多，有 ５４ 种，包括鲤、鲫、鳊、 （Ｈｅｍｉｃｕｌｔｅｒ ｌｅｕｃｉｓｃｕｌｕｓ Ｂａｓｉｌｅｗｓｋｙ， １８５５）、鲂
（Ｍｅｇａｌｏｂｒａｍａ ｓｋｏｌｋｏｖｉｉ Ｄｙｂｏｗｓｋｉ， １８７２）和翘嘴鲌（Ｃｕｌｔｅｒ ａｌｂｕｒｎｕｓ Ｂａｓｉｌｅｗｓｋｙ，１８５５）等，占总物种数的 ８４．８５％（图
２）。 江海洄游性鱼类最少，仅有 ４ 种，分别为刀鲚、中国花鲈、子陵吻鰕虎鱼和间下鱵，占 ６．０６％。

１２４２　 ７ 期 　 　 　 王银平　 等：长江安庆新洲水域鱼类群落结构及多样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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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３　 新洲水域鱼类优势种组成

Ｔａｂｌｅ ３　 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ｏｆ ｄｏｍｉｎａｎｔ ｆｉｓｈ ｓｐｅｃｉｅｓ ｉｎ Ｘｉｎｚｈｏｕ ｗａｔｅｒｓ

物种
Ｓｐｅｃｉｅｓ

数量百分比 Ｎ ／％
Ｑｕａｎｔｉｔｙ ｐｅｒｃｅｎｔａｇｅ

重量百分比 Ｗ ／％
Ｗｅｉｇｈｔ ｐｅｒｃｅｎｔａｇｅ

出现频率 Ｆ ／％
Ｆｒｅｑｕｅｎｃｙ

相对重要性指数 ＩＲＩ
Ｉｎｄｅｘ ｏｆ ｒｅｌａｔｉｖｅ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ｃｅ

鳊 Ｐａｒａｂｒａｍｉｓ ｐｅｋｉｎｅｎｓｉｓ ５．４７ １２．４２ ８３．３３ １４９１．０５

鲤 Ｃｙｐｒｉｎｕｓ ｃａｒｐｉｏ ３．３４ ３３．２９ ３３．３３ １２２１．０２

贝氏 Ｈｅｍｉｃｕｌｔｅｒ ｂｌｅｅｋｅｒｉ∗ ２３．２２ ５．００ ２５ ７０５．４５

银鮈 Ｓｑｕａｌｉｄｕｓ ａｒｇｅｎｔａｔｕｓ∗ ８．０１ ０．４５ ８３．３３ ７０４．７１

似鳊 Ｐｓｅｕｄｏｂｒａｍａ ｓｉｍｏｎｉ∗ ７．７７ １．４８ ５８．３３ ５３９．５８

刀鲚 Ｃｏｉｌｉａ ｎａｓｕｓ∗ ３．０３ ０．６８ １００ ３７１．１９

鲫 Ｃａｒａｓｓｉｕｓ ａｕｒａｔｕｓ ２．９３ ２．２４ ５８．３３ ３０１．６７

中华花鳅 Ｃｏｂｉｔｉｓ ｓｉｎｅｎｓｉｓ∗ ２．４６ ０．０６７ １００ ２５２．８６

紫薄鳅 Ｌｅｐｔｏｂｏｔｉａ ｔａｅｎｉａｐｓ∗ ２．８５ ０．５２ ７５ ２５２．５１

光泽黄颡鱼 Ｐｅｌｔｅｏｂａｇｇｒｕｓ ｎｉｔｉｄｕｓ∗ ３．８４ １．６３ ４１．６７ ２２７．７０

银鲴 Ｘｅｎｏｃｙｐｒｉｓ ａｒｇｅｎｔｅａ ４．９０ ３．２９ ２５ ２０４．６４

鲢 Ｈｙｐｏｐｈｔｈａｌｍｉｃｈｔｈｙｓ ｍｏｌｉｔｒｉｘ １．６６ ２０．６０ ８．３３ １８５．５０

鲇 Ｓｉｌｕｒｕｓ ａｓｏｔｕｓ ０．３４ １．４３ １００ １７６．６２

陈氏短吻银鱼 Ｓａｌａｎｇｉｃｈｔｈｙｓ ｔａｎｇｋａｈｋｅｉｉ∗ ２．９０ ０．０８７ ４１．６７ １２４．５４

鳙 Ａｒｉｓｔｉｃｈｔｈｙｓ ｎｏｂｉｌｉｓ ０．１６ ２．３１ ５０ １２３．３５

翘嘴鲌 Ｃｕｌｔｅｒ ａｌｂｕｒｎｕｓ １．１４ ０．４３ ７５ １１７．７５

子陵吻鰕虎 Ｒｈｉｎｏｇｏｂｉｕｓ ｇｉｕｒｉｎｕｓ∗ ２．４１ ０．０７２ ４１．６７ １０３．４２

点纹银鮈 Ｓｑｕａｌｉｄｕｓ ｗｏｌｔｅｒｓｔｏｒｆｆｉ∗ １．０４ ０．０５３ ７５ ８１．７１

红鳍原鲌 Ｃｕｌｔｒｉｃｈｔｈｙｓ ｅｒｙｔｈｒｏｐｔｅｒｕｓ ０．４７ ０．２８ １００ ７４．８０

麦瑞加拉鲮 Ｃｉｒｒｈｉｎｕｓ ｍｒｉｇａｌｃａｒｐ ０．３４ ０．３８ １００ ７２．２３

　 　 ∗： 小型鱼类 Ｓｍａｌｌ ｆｉｓｈ

图 ２　 新洲水域鱼类生态类群

Ｆｉｇ．２　 Ｆｉｓｈ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ｔｙｐｅｓ ｉｎ Ｘｉｎｚｈｏｕ ｗａｔｅｒｓ

从鱼类栖息空间划分，底层鱼类最多，有 ２４ 种，包
括鲤、麦瑞加拉鲮、黑鳍鳈（ Ｓａｒｃｏｃｈｅｉｌｉｃｈｔｈｙｓ ｎｉｇｒｉｐｉｎｎｉｓ
Ｇüｎｔｈｅｒ， １８７３ ）、 黄 颡 鱼 （ Ｐｓｅｕｄｏｂａｇｒｕｓ ｆｕｌｖｉｄｒａｃｏ
Ｒｉｃｈａｒｄｓｏｎ， １８４６）和大口鲇（Ｓｉｌｕｒｕｓ ｍｅｒｉｏｒｄｉｎａｌｉｓ Ｃｈｅｎ，
１９７７）等，所占比例为 ３９．３９％（图 ２）。 中上层鱼类次

之，为 ２２ 种，包括鲢、鳙、 、似鱎（Ｔｏｘａｂｒａｍｉｓ ｓｗｉｎｈｏｎｉｓ
Ｇüｎｔｈｅｒ， １８７３）、翘嘴鲌和中国花鲈等，所占比例为 ３３．
３３％；中下层鱼类最少，共 １８ 种，包括鲫、鳊、鲂、银鮈、
小口小鳔鮈（Ｍｉｃｒｏｐｈｙｓｏｇｏｂｉｏ ｍｉｃｒｏｓｔｏｍｕｓ Ｙｕｅ， １９９５）和
小黄黝鱼等，所占比例为 ２７．２８％。

据摄食类型看，以杂食性鱼类最多，有 ２７ 种，包括

鲤、鲂、麦穗鱼、棒花鱼（ Ａｂｂｏｔｔｉｎａ ｒｉｖｕｌａｒｉｓ Ｂａｓｉｌｅｗｓｋｙ，
１８５５）、黑鳍鳈和黄颡鱼等 （图 ２）；肉食性鱼类次之，有 ２３ 种，如刀鲚、鱤、青鱼 （Ｍｙｌｏｐｈａｒｙｎｇｏｄｏｎ ｐｉｃｅｕｓ
Ｒｉｃｈａｒｄｓｏｎ，１８４６）、翘嘴鲌、鳜和大口鲇等；碎屑食性鱼类最少，仅有 ３ 种，分别为鲫 （ Ｃａｒａｓｓｉｕｓ ａｕｒａｔｕｓ
Ｌｉｎｎａｅｕｓ， １７５８）、兴凯鱊（Ａｃｈｅｉｌｏｇｎａｔｈｕｓ ｃｈａｎｋａｅｎｓｉｓ Ｄｙｂｏｗｓｋｙ， １８７２） 和高体鳑鲏（Ｒｈｏｄｅｕｓ ｏｃｅｌｌａｔｕｓ Ｋｎｅｒ，
１８６６）。
２．４　 鱼类多样性分析

从多样性指数看，新洲水域鱼类多样性较高，Ｓｈａｎｎｏｎ⁃Ｗｅｉｎｅｒ 指数（Ｈ）、Ｗｉｌｈｍ 改进指数（Ｈ′）和 Ｓｉｍｐｓｏｎ
优势集中度指数（Ｃ）变化范围分别为 ２．１４—２．６４、１．９２—２．４８ 和 ０．８３—０．９６。 Ｐｉｅｌｏｕ 均匀度指数（Ｅ）亦较高，
变化范围为 ０．６７—０．７６（表 ４）。

２２４２ 　 生　 态　 学　 报　 　 　 ４０ 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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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洲水域鱼类种类较多，共 ６４ 种（表 ２），但采样区域间的差别较小，３ 个采样区域鱼类种数分别为 ５２、５４
和 ５０ 种（表 ４）。 鱼类物种数季节间差异明显，夏、秋季种类较多，分别为 ４６ 和 ４２ 种，而春、冬季节较少，分别

仅有 ３０ 和 ３４ 种，部分种类如华鳈（ Ｓａｒｃｏｃｈｅｉｌｉｃｈｔｈｙｓ ｓｉｎｅｎｓｉｓ Ｂｌｅｅｋｅｒ， １８７１）、青鱼、蛇鮈（ Ｓａｕｒｏｇｏｂｉｏ ｄａｂｒｙｉ
Ｂｌｅｅｋｅｒ， １８７１）、达氏鲌（Ｃｕｌｔｅｒ ｄａｂｒｙｉ Ｂｌｅｅｋｅｒ， １８７１）和团头鲂（Ｍｅｇａｌｏｂｒａｍａ ａｍｂｌｙｃｅｐｈａｌａ Ｙｉｈ， １９５５）均出现

在夏、秋季调查中，而冬、春季未发现。 新洲头鱼类的 Ｈ、Ｈ′、Ｅ 和 Ｃ 均高于新河口及鹅毛洲尾，但多样性指数

采样区域间差别不显著（Ｐ＞０．０５）。 鱼类的 Ｈ、Ｈ′、Ｅ 和 Ｃ 均在冬季最高，夏季次之，季节间差异未达显著水平

（Ｐ＞０．０５） （表 ４）。

表 ４　 新洲水域鱼类物种多样性指数（均值±标准误）

Ｔａｂｌｅ ４　 Ｓｐｅｃｉｅｓ 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ｉｎｄｉｃｅｓ ｏｆ ｆｉｓｈ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ｉｅｓ ｉｎ Ｘｉｎｚｈｏｕ ｗａｔｅｒｓ （ｍｅａｎ±ＳＥ）

类别 Ｉｔｅｍｓ 物种数 Ｓｐｅｃｉｅｓ Ｈ Ｈ′ Ｅ Ｃ

区域 Ａｒｅａ 鹅毛洲尾 ５２ ２．５２±０．４６ ２．１９±０．３８ ０．６３±０．０７ ０．９４±０．１８

新河口 ５４ ２．４８±０．１９ ２．２７±０．２１ ０．６１±０．１２ ０．９６±０．３６

新洲头 ５０ ２．６４±０．５９ ２．４８±０．１２ ０．６７±０．１６ ０．９４±０．４９

季节 Ｓｅａｓｏｎ 春季 ３０ ２．２７±０．１８ １．９２±０．３７ ０．６７±０．１９ ０．８３±０．２５

夏季 ４６ ２．１４±０．２５ ２．１８±０．５１ ０．５５±０．２８ ０．９４±０．１１

秋季 ４２ ２．１９±０．３４ ２．１８±０．１０ ０．５８±０．２０ ０．９３±０．３５

冬季 ３４ ２．２４±０．１３ ２．３２±０．４１ ０．６３±０．０８ ０．９２±０．０３

　 　 Ｈ： 香农威纳指数，Ｓｈａｎｎｏｎ⁃Ｗｅｉｎｅｒ ｉｎｄｅｘ； Ｈ′： Ｗｉｌｈｍ 改进指数， Ｗｉｌｈｍ ｉｍｐｒｏｖｅｍｅｎｔ ｉｎｄｅｘ； Ｅ： Ｐｉｅｌｏｕ 均匀度指数， Ｐｉｅｌｏｕ ｅｖｅｎｎｅｓｓ ｉｎｄｅｘ； Ｃ：

Ｓｉｍｐｓｏｎ 优势集中度指数， Ｓｉｍｐｓｏｎ ｄｏｍｉｎａｎｃｅ ｉｎｄｅｘ

３　 讨论

３．１　 渔业资源现状与历史变化

长江安庆江段江面开阔，水流较缓，下游江段在潮汐的顶托作用下泥沙加速沉积导致诸如新洲等的沙洲

密布，为鱼类的繁殖和索饵提供了优良的基础条件。 本次新洲水域共调查到鱼类 ６４ 种，种类数与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的 ６３ 种相近［７］，但明显低于 ２００４ 年长江安庆段湖泊湿地鱼类调查的 ９８ 种［６］。 本次调查比张敏莹等［２］

安庆江段调查的鱼类物种数多了近 ２０ 种，可能与研究区域间差异存在较大关系。 本次研究对长江安庆段新

洲 ３ 个不同生境类型的水域进行了调查，新河口水域为浅型草滩，鹅毛洲尾水域为浅型泥沙底质，而新洲洲头

水域为石质底质，基本覆盖了各种鱼类栖息生境类型。 张敏莹等［２］ 调查的沙漠洲和皖河口水域均为泥沙底

质，鱼类栖息生境较单一，种类较少。 本次研究与刘明典等［８］２０１５ 年长江安庆段鱼类的调查结果相近，且鱼

类种类组成相似。 与芜湖和铜陵江段一样［１８⁃１９］，新洲水域鱼类也以鲤科鱼类物种数最多，共 ２９ 属 ４０ 种，占总

物种数的 ６２．５０％。
从新洲水域鱼类组成来看，鱼类存在明显资源小型化趋势，与湖泊、水库等水体的研究结果相似［２０］。 大

型经济鱼类数量减少，青鱼、草鱼、鲢和鳙 ４ 种常见经济鱼类数量比例不足 ２％，而小型鱼类比例达到渔获物总

量的 ６９．３％，与 ２００２—２００４ 年相同江段小型鱼类占 ４５．７％和 ２０１３—２０１４ 年的 ５４．３％相比，小型鱼类比例有明

显增加（表 ５） ［２， ４］。 鱼类群落小型化趋势在很大程度上是环境因素和捕捞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强大捕捞压

力下，高营养级捕食者（通常是个体较大、经济价值较高的种类）持续减少，并导致渔获物组成向个体较小、营
养层次较低、经济价值不高的种类转变［２１］。 另一方面，自然水域中的小型鱼类会通过占据其他鱼类生态位从

而加剧鱼类群落的不稳定性，导致鱼类群落结构趋向小型化和单一化［２２］，新洲水域小型鱼类比例高，说明鱼

类群落结构复杂度降低，群落稳定性受到威胁，需加强渔业资源保护。 本次研究中，部分洄游型鱼类（如日本

鳗鲡 Ａｎｇｕｉｌｌａ ｊａｐｏｎｉｃａ Ｔｅｍｍｉｎｃｋ ｅｔ Ｓｃｈｌｅｇｅｌ， １８４６）和河口鱼类（如鲻 Ｍｕｇｉｌ ｃｅｐｈａｌｕｓ Ｌｉｎｎａｅｕｓ， １７５８）未出现，
这与张晓可等［４］的研究一致，但 ２００２—２００４ 年时洄游型物种还较多［２］，洄游型鱼类的减少可能与下游大量的

３２４２　 ７ 期 　 　 　 王银平　 等：长江安庆新洲水域鱼类群落结构及多样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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闸坝建设及其他涉水工程有关。 本次研究出现了如宽鳍鱲（Ｚａｃｃｏ ｐｌａｔｙｐｕｓ Ｔｅｍｍｉｎｃｋ ｅｔ Ｓｃｈｌｅｇｅｌ， １８４６）、马口

鱼（Ｏｐｓａｒｉｉｃｊｔｈｙｓ ｂｉｄｅｎｓ Ｇüｎｔｈｅｒ， １８７３）、小口小鳔鮈和圆尾拟鲿（Ｐｓｅｕｄｏｂａｇｒｕｓ ｔｅｎｕｉｓ Ｇüｎｔｈｅｒ， １８７３）等先前文

献中未采集到的物种。

表 ５　 长江安庆段渔获物组成年际变化

Ｔａｂｌｅ ５　 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ｏｆ ｆｉｓｈ ｃａｔｃｈｅｓ ａｎｄ ｒａｔｉｏｓ ｏｆ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ｆｉｓｈ ｇｒｏｕｐｓ

变量 Ｖａｒｉａｂｌｅｓ ２００２—２００４ 年 ２００３—２０１０ 年 ２０１３—２０１４ 年 ２０１７ 年

参考文献 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ｓ 张敏莹等（２００６） ［３］ 徐东坡（２０１０） ［２］ 张晓可（２０１６） ［４］ 本次调查数据

网具类型 Ｎｅｔｓ ｔｙｐｅ 定置张网 定置网 电拖网和多目刺网 网簖、地笼和多目刺网

渔获量 Ｃａｔｃｈｅｓ ／ ｋｇ ４３．１９ １．３９ １３５．４

物种数 Ｓｐｅｃｉｅｓ ４６ ５０ ３５ ６４

四大家鱼比例 Ｒａｔｉｏｓ ｏｆ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ｃａｒｐｓ ／ ％ ２９．９７ 未统计 ＜０．０１ ２．５５

小型鱼类比例 Ｒａｔｉｏｓ ｏｆ ｓｍａｌｌ⁃ｓｉｚｅｄ ｆｉｓｈ ／ ％ ４５．６５ ４６．３０ ５４．３０ ６９．３４

３．２　 鱼类群落结构时空变化

新洲水域鱼类的 Ｓｈａｎｎｏｎ 指数变化范围为 ２．１４—２．６４，处于 Ｍａｇｕｒｒａｎ［２３］ 提出的多样性指数的一般范围

（１．５—３．５）内，同时丰富度指数和均匀度指数也处于正常范围内的较高水平（表 ３）。 丰富度指数和均匀度指

数反映了水域中鱼类种类数与物种分布情况，较高的丰富度指数和均匀度指数表明新洲水域鱼类群落结构复

杂度较高，群落具有一定稳定性。 ３ 个采样区域中，新洲洲头水域鱼类多样性最高，可能与复杂水文环境条件

下形成的丰富多样栖息地环境有关。 长江干流在新洲洲头分为北汊、中间夹江和南汊 ３ 股水道，洲头北侧为

夹江，水体流速大，水体混合度高，喜激流鱼类种类多。 洲头南侧为牛头山水道，水流对洲头的冲击及水流方

向的改变，使得洲头南侧水体流速小，形成回水区。 回水区较缓的水体流速利于有机物在洲头水域的沉积，浮
游生物和底栖动物资源丰富，从而为鱼类提供了丰富的食物来源［２４］。 同时水体泥沙沉积，在洲头形成了大片

浅滩，枯水期部分露出水面，丰水期没入水中，水域环境良好，有利于水生生物种群的生长与繁殖，也为鱼类等

提供了优良的栖息环境［２５］。 浅型沙洲水生植物种类及密度较高，为不同繁殖和栖息类型鱼类提供了良好的

生长繁殖环境，因此鱼类种类多，群落结构复杂［１８］。 从环境因子与多样性指数分析结果看，新洲水域鱼类多

样性与水体理化指标无显著相关性（Ｐ＞０．０５，表 ６）。 另外，在流域生态系统中，不同河段或不同支流由于所处

流域内空间位置上的差异，即使其非生物环境条件较为一致，但其生物环境因子及其生态过程往往存在差异，
这将导致这些河段或支流具有不同的鱼类群落结构［２６］。

表 ６　 多样性指数与环境因子之间的相关性

Ｔａｂｌｅ ６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ｉｎｄｉｃｅｓ ａｎｄ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ｆａｃｔｏｒｓ

环境因子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ｆａｃｔｏｒｓ Ｈ Ｈ′ Ｅ Ｃ

透明度 Ｔｒａｎｓｐａｒｅｎｃｙ －０．１３５ ０．００８ －０．６４０ ０．４３０

总氮 Ｔｏｔａｌ ｎｉｔｒｏｇｅｎ －０．１０４ －０．３０４ ０．１２９ －０．２１３

总磷 Ｔｏｔａｌ ｐｈｏｓｐｈｏｒｕｓ －０．２２４ －０．１０１ ０．４２２ －０．５２２

叶绿素 ａ Ｃｈｌｏｒｏｐｈｙｌｌ ａ －０．３６０ ０．２９４ ０．０２５ －０．１７３
高锰酸盐指数 ＣＯＤＭｎ Ｐｅｒｍａｎｇａｎａｔｅ Ｉｎｄｅｘ ０．０１９ －０．４４７ ０．７２２ －０．７７６∗

　 　 ∗ Ｐ＜ ０． ０５； Ｈ： 香农威纳指数，Ｓｈａｎｎｏｎ⁃Ｗｅｉｎｅｒ ｉｎｄｅｘ； Ｈ′： Ｗｉｌｈｍ 改进指数， Ｗｉｌｈｍ ｉｍｐｒｏｖｅｍｅｎｔ ｉｎｄｅｘ； Ｅ： Ｐｉｅｌｏｕ 均匀度指数， Ｐｉｅｌｏｕ

ｅｖｅｎｎｅｓｓ ｉｎｄｅｘ； Ｃ： Ｓｉｍｐｓｏｎ 优势集中度指数， Ｓｉｍｐｓｏｎ ｄｏｍｉｎａｎｃｅ ｉｎｄｅｘ

长江等河流系统的水文和水位等条件受季节性干旱和洪涝的影响，具有更高的季节动态［２７］，因此鱼类群

落的物种组成和数量变化也比湖泊、水库等静水环境更为明显［２８］。 新洲水域鱼类群落季节间差别也非常明

显，夏、秋季鱼类物种数明显较冬、春季多，季节间物种数最多相差 １８ 种。 鱼类种群动态除受外界环境因素影

响外，其生活史不同阶段也影响着鱼类群落结构及其多样性，如繁殖活动可引起大量补充群体的增加、洄游鱼

类的周期性栖息地转化可引起鱼类群落组成的变化等［２９］。 绝大多数鱼类的繁殖活动集中在春季末期和夏季

４２４２ 　 生　 态　 学　 报　 　 　 ４０ 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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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期，有大量补充群体加入，因此夏、秋季鱼类物种数、个体数及多样性指数都较高，这在本次研究中有明显的

体现。 冬季鱼类种类及多样性的显著下降可能与水温急剧降低造成的渔业资源贫乏有关［２９］。 因此，本研究

中鱼类多样性明显的季节变化很可能与鱼类自身潜在的繁殖期群体补充及越冬死亡有关。
新洲水域鱼类以杂食性鱼类为主，这与黄浦江、黄河等大型河流的鱼类调查研究结果一致［１２， ３０⁃３１］。 与单

一食性的鱼类相比，杂食性鱼类具有更大生存优势，其可摄食食物种类更加多样，生态位幅度较宽，因此对环

境的适应能力更强。 从空间分布来看，底层鱼类在群落中占据优势地位，这与被动型网具进行渔业资源调查

方式有较大关系，被动型网具通常放置在浅型河湾或沙洲附近，底栖动物资源丰富，能为更多鱼类提供充足的

饵料［３２］。 本次研究中，鱼类生态类群季节和采样区域间没有明显差异，这可能与调查水域跨度较小有关。
３．３　 鱼类多样性的影响因素

自然水体中，鱼类个体通过生长、繁殖和死亡等方式进行种群生活史，同时也会通过迁入和迁出等行为方

式来进行种间交流，但总体上能够保持种群的动态平衡［３３］。 随着人类水域活动的加强，鱼类种群平衡被破

坏，渔业资源小型化趋势明显。 影响鱼类群落结构的主要人类活动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１）过度捕捞导致

鱼类资源量明显下降、鱼类小型化。 施炜纲等研究表明，２００１—２００４ 春季禁渔期间（４—６ 月），安庆江段鱼类

物种多样性指数与中华绒螯蟹、刀鲚等的专项捕捞证的发放数量呈显著的负相关关系［３４］。 捕捞技术的提升，
渔民捕捞手段的多样化，网具网眼越来越密，导致捕捞鱼类的捕捞规格越来越小［３５］；另外，鱼类繁殖季节大量

亲鱼的捕捞对鱼类资源的补充群体造成的伤害也是渔业资源衰退的重要原因。 （２）涉水工程建设破坏鱼类栖

息环境，洄游型鱼类产卵、繁殖需要的洄游通道被阻隔，洄游型鱼类大量减少甚至灭绝［３６］。 建国以来，安庆在

其长江干流修建了诸如同马大堤、枞阳江堤和东兴圩等大大小小的江堤近 ３００ ｋｍ，兴建整修大中型通江涵闸

６ 座，小型涵闸仅 ７００ 座。 同时，湖口建闸形成江湖阻隔，破坏了江湖复合生态系统，导致沿江湿地溯河洄游

鱼类消失，江湖洄游鱼类生物多样性明显下降［６］。 为满足经济发展的需要，近年更是修建了码头、桥梁等涉

水工程，减少了鱼类适宜的栖息范围，进一步压缩了鱼类的生存空间［８］。 （３）航运繁忙，安庆江段位于长江三

角洲城市群上游，是皖赣鄂三省交界处及全国重要的综合交通枢纽，被视为连接中游与下游航道运输的咽喉

要道，航运十分繁忙。 资料显示，安庆江段船舶日均流量 ２００７ 年为 １３７５ 艘次，２００８ 年为 １１８８ 艘次，２００７ 年

长江安庆段各港口、码头进出港船舶达 ４０８４６ 艘次。 船舶数量大幅增加，压缩了鱼类的活动空间，直接影响到

鱼类栖息地质量，干扰了鱼类的摄食、繁殖和聚群等正常的行为活动。 （４）外来种入侵，调查发现，麦瑞加拉

鲮等外来种在渔获物中占有一定比列，这些鱼类适应能力强、生长快、繁殖率高、扩散迅速，与土著鱼类在空

间、食物等方面已成竞争规模，对土著种生存造成较大威胁，从多方面威胁鱼类群落多样性的稳定。

４　 结论与建议

本研究对长江安庆江段新洲水域鱼类种类组成与多样性进行了周年调查，共鉴定鱼类 ６４ 种，隶属 ６ 目

１１ 科 ４８ 属，主要为淡水定居性鱼类，江河洄游型和江海洄游型鱼类较少。 新洲水域水质环境良好，栖息生境

多样，水生植被物种丰富，为鱼类等水生生物提供了优良的生长繁殖条件。 新洲水域小型鱼类占渔获物总数

量的 ６５％以上，渔业资源小型化明显。 基于长江水域渔业资源衰退和鱼类资源小型化的现状，建议加强对长

江渔业的监管与引导，以确保长江下游渔业资源的可持续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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