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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利用2007年12月和2008年6月三门湾海域渔业资源调查资料�研究三门湾鱼类密度的时空分布�
分析优势种、地形地貌和水文等因素对鱼类分布的影响。结果表明：12月和6月鱼类重量和尾数密度分别为
51．47ｇ／ｋｍ2、4．62（103 ｉｎｄ．／ｋｍ2 ） 和 175．32ｇ／ｋｍ2、28．88 （103 ｉｎｄ．／ｋｍ2 ）。12月的矛尾虾虎鱼
（Ｃｈａｅｔｕｒｉｃｈｔｈｙｓｓｔｉｇｍａｔｉａｓ）�6月的莱氏舌鳎 （Ｃｙｎｏｇｌｏｓｓｕｓ（Ａｒｅｌｉｓｃｕｓ）ｌｉｇｈｔｉ）和小黄鱼 （Ｌａｒｉｍｉｃｈｔｈｙｓｐｏｌｙａｃｔｉｓ）分
别是本海域最重要的优势种。去除个别鱼类的影响�鱼类重量密度与尾数密度分布趋势基本一致�呈调查水
域密度东南部水域高于西北部水域的趋势。两季平均幼体比例高达63．74％�且大部分属于体型较小的鱼
类。夏季鱼类比冬季种类数有所增加。三门湾鱼类数量的变化动力来自主要优势种对鱼类数量变化的回归
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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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门湾是一个半封闭海湾�呈西北－东南走向�港汊呈指状深嵌内陆。由于地处亚热带季风气候
区�气候温和湿润�水体肥沃�有利的地形条件和丰富的饵料生物利于鱼类产卵和索饵�因而造就了丰富
的渔业资源。

以往对三门湾生物的研究�多倾向于浮游动物和底栖生物生态学的研究�如刘镇盛等 ［1］对三门湾4
个航次浮游动物的群落组成、生物量、丰度、多样性指数的分布和季节变动及其浮游动物对浮游植物的
摄食影响进行研究；高爱根等 ［2］对三门湾4个季节贝类高生物量区的分布及生物量和密度的季节比较
及多样性进行了研究。而对鱼类生态学和资源学方面的研究较少。虽然我国早已对东海鱼类进行生态
和资源学科的调查 ［3－5］�但是上述调查大多在东海50ｍ等深线以外的水域实施�而对东海沿海河口、海
湾的鱼类调查研究却非常稀少。主要的有徐兆礼等对瓯江口鱼类数量分布 ［6］、多样性 ［7］和鱼卵仔鱼种
类和数量分布 ［8］等报导。国外对海湾鱼类的研究较为重视�Ａｒｃｏｓ等 ［9］通过 1976－1977年智利
Ｃｏｎｃｅｐｃｉｏｎ湾浮游动物的样本收集�阐述了浮游动物的季节变动对幼鱼密度的影响。Ｏｍｏｒｉ［10］对日本
油谷湾底层鱼类区系的时间和空间变化进行了研究。Ｍｏｒｅｎｏ［11］对南极洲Ｄｏｕｍｅｒ岛南部海湾鱼类的种
类空间隔离和数量分布进行了研究。Ｎａｋａｍｕｒａ［12］研究了冲绳西表岛网取湾鱼类在不同环境下的栖息
状况。

本研究对东海三门湾冬夏两季鱼类种类组成和数量变化进行了研究�为考察我国东海亚热带和暖
温带海湾的鱼类种类组成和群落结构特征�了解三门湾海洋渔业资源现状�积累了相关鱼类生态学的基
础资料。
1　材料与方法

图1　调查站位分布
Ｆｉｇ．1　Ｓａｍｐｌｉｎｇｓｔａｔｉｏｎｓ

1．1　调查地点和采样方法
　　渔业资源调查分别在2007年12月和2008年6
月各进行一次�调查船为浙三渔运124＃�设12个拖
网站位�站位布设参见图1。其中1－6号站位位处
三门湾西北部水域�7－12号站位位处三门湾东南
部水域�各站位水深见表1。采样使用单拖网 （5ｍ
（宽 ）×3．5ｍ（高 ））�网目范围2．5～6ｃｍ�每网拖曳
0．5ｈ�平均拖速4．63公里／小时 （2．5节 ）�参照 《海
洋水产资源调查手册》［13］�对渔获物中鱼类进行分
品种渔获重量和尾数统计�记录网产量�并对每个品
种进行生物学测定�记录体长、体重、成幼体等数据。
依性腺成熟与否区分成鱼和幼鱼。

表1　调查站位水深
Ｔａｂ．1　Ｗａｔｅｒｄｅｐｔｈｉｎｓａｍｐｌｉｎｇｓｔａｔｉｏｎ

站位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水深 （ｍ） 11 25 12 10 7 5 9 8 8 7．5 10 11

1．2　数据处理方法
鱼类资源密度的估算采用扫海面积法 ［14］。在拖网统计结果基础上�计算各站位重量密度和尾数密

度�公式如下：
ρｉ＝Ｃｉ／ａｉ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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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ρｉ———第ｉ站的鱼类资源密度 （重量：ｋｇ／ｋｍ2；尾数：103ｉｎｄ．／ｋｍ2）；
Ｃｉ———第ｉ站的每小时拖网渔获物中鱼类数量 （重量：ｋｇ／ｈ；尾数：ｉｎｄ．／ｈ）；
ａｉ———第ｉ站的网具每小时扫海面积 （ｋｍ2／ｈ）（网口水平扩张宽度 （ｋｍ） （本网具为0．005ｋｍ）

×拖曳距离 （ｋｍ））�拖曳距离为拖网速度 （ｋｍ／ｈ）和实际拖网时间 （ｈ）的乘积；
ｑ———网具捕获率 （可捕系数�＝1－逃逸率 ）�依据本拖网网具�重量逃逸率取0．2�尾数逃逸

率取0．3［15］。
用Ｐｉｎｋａｓ［16］的相对重要性指数ＩＲＩ来研究鱼类优势种的优势度�计算公式如下。
ＩＲＩ＝ （Ｎ％ ＋Ｗ％ ）×Ｆ％�
上式中�Ｎ％为某一物种尾数占总尾数的百分比；Ｗ％为该物种重量占总重量的百分比；Ｆ％为某一

物种出现的站数占调查总站数的百分比。
对鱼类数量变化的动力学分析参考作者以往采用的方差贡献分析方法 ［17］。分析优势种对鱼类数

量变化的影响�在计算中以鱼类总重量或尾数为因变量�各优势种重量或尾数为自变量。上述分析具体
计算方法还可以参考Ｃｈｒｉｓｔｅｎｓｅｎ［18］。
2　结果
2．1　鱼类密度的分布

本调查水域2007年12月和2008年6月鱼类平均重量密度分别为51．47ｋｇ／ｋｍ2和175．32ｋｇ／
ｋｍ2�平均尾数密度为4．62（103ｉｎｄ．／ｋｍ2）和28．88（103ｉｎｄ．／ｋｍ2）。
2007年12月�鱼类重量密度较高水域位于西北部三门县沿海的3号站 （29．10°Ｎ�121．65ｏＥ）�最

高重量密度为235．35ｋｇ／ｋｍ2�表层水温13．00℃。该站出现了一尾成体体重较大 （1600ｇ）中国花鲈
（Ｌａｔｅｏｌａｂｒａｘｍａｃｕｌａｔｕｓ）�其它主要种类为矛尾虾虎鱼 （Ｃｈａｅｔｕｒｉｃｈｔｈｙｓｓｔｉｇｍａｔｉａｓ）和孔虾虎鱼 （Ｔｒｙｐａｕｃｈｅｎ
ｖａｇｉｎａ）等鱼类。如果扣除这尾规格较大鱼类出现的因素�3号站位鱼类重量密度仅为43．30ｋｇ／ｋｍ2�
与其他站位相差不大 （图2）。

图2　三门湾鱼类重量密度分布 （ｋｇ／ｋｍ2）
Ｆｉｇ．2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ｏｆｆｉｓｈｉｎｗｅｉｇｈｔｉｎｔｈｅＳａｎｍｅｎＢａｙ

　　2008年6月�三门湾西北部水域2号站有较高的重量密度451．38ｋｇ／ｋｍ2�该站位出现一尾成体体
重较大 （1100ｇ）鱼免鱼 （Ｍｉｉｃｈｔｈｙｓｍｉｉｕｙ）�其它主要种类为莱氏舌鳎 ［Ｃｙｎｏｇｌｏｓｓｕｓ（Ａｒｅｌｉｓｃｕｓ）ｌｉｇｈｔｉ］和孔
虾虎鱼 （图2）�表层水温25．00℃。如果扣除这尾规格较大鱼类出现的因素�2号站位鱼类重量密度为
114．13ｋｇ／ｋｍ2�与其他站位相比也处于中等水平。其它站位出现较高的鱼类密度 （图2）�主要是因为
出现大量的莱氏舌鳎�拉氏狼牙虾虎鱼 （Ｏｄｏｎｔａｍｂｌｙｏｐｕｓｌａｃｅｐｅｄｉｉ）和孔虾虎鱼。
2007年12月�鱼类尾数密度分布显示出东部高于西部的特征 （图3）。尾数最大站位出现在东部

200 上　海　海　洋　大　学　学　报　　　　　　　　　　　　　　　　　18卷



水域10号站�主要由矛尾虾虎鱼构成�其尾数密度为7．20（103ｉｎｄ．／ｋｍ2）�表温为14．50℃。孔虾虎鱼
几乎在每个站位都有出现�且有较大的数量比例。黄姑鱼 （Ｎｉｂｅａａｌｂｉｆｌｏｒａ）则在三门湾近东南水域有较
多的数量�一般0．15－1．44（103ｉｎｄ．／ｋｍ2）不等。
2008年6月�三门湾东部水域的7号和10号站尾数密度最高�均由小黄鱼 （Ｌａｒｉｍｉｃｈｔｈｙｓｐｏｌｙａｃｔｉｓ）

构成。前者密度为34．03（103ｉｎｄ．／ｋｍ2）�后者为27．47（103ｉｎｄ．／ｋｍ2）�表温分别为23．50℃和23．00℃。
三门湾西部和南部水域尾数密度低于东部和北部水域 （图3）。

图3　三门湾鱼类尾数密度分布 （103ｉｎｄ．／ｋｍ2）
Ｆｉｇ．3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ｏｆｆｉｓｈｉｎｎｕｍｂｅｒｉｎｔｈｅＳａｎｍｅｎＢａｙ

2．2　种类组成和平面分布
三门湾调查海域两个航次共出现鱼类37种�其中12月出现23种�体长一般不超过15ｃｍ�调查渔

获中平均幼体尾数比例为63．84％。莱氏舌鳎幼体较多�比例达到88．33％�仅有3尾成体体重较大的
个体。其它鱼类体型�属于规格较小的种类居多�幼鱼居多。6月出现鱼类25种�平均幼体比例为
63．64％�两次调查鱼类幼体比例相似�6月鱼类平均体长和体重略高于2007年12月 （表2）。

12月�东南部水域平均每站位出现鱼类7种�西北部水域平均6种。其中三门湾中部水域的7号
和8号站位出现种类最多�10种。6月�三门湾东南水域平均每个站位出现鱼类11种�西北水域7种�
其中中部的7号和东南部的11号站种数最多�12种。由图4可见三门湾由西北－东南水深逐渐变浅
趋势�12月中部水域种类数最多�6月东南部浅水水域种类数较多。
2．3　优势种贡献率和相对重要性指数 （ＩＲＩ）

从优势种的数量特征可见�矛尾虾虎鱼是12月鱼类最重要的物种�其重量密度超过鱼类总重量密
度的五分之一�尾数密度达到三分之一�出现率为91．67％�而相对重要性指数ＩＲＩ更是领先于其他物
种。6月莱氏舌鳎和小黄鱼是三门湾海域最重要的鱼类物种�莱氏舌鳎重量密度占总鱼类重量密度的
近三分之一�小黄鱼尾数密度占总鱼类重量尾数密度的百分之四十�每个站位均有出现�而相对重要性
指数ＩＲＩ也明显大于其他优势种 （表3）。
12月调查总重量密度与优势种的相关性都较明显�而总尾数密度仅与矛尾虾虎鱼相关�且贡献率

高达0．77。6月优势种与总重量密度变化相关不明显�小黄鱼和龙头鱼对总尾数密度有明显的贡献�贡
献率分别为0．86和0．33（表4）。
2．4　水深对鱼类密度分布的影响

由表5得出�12月鱼类重量密度随着水深的增加而增加�尾数密度则变化不大。6月鱼类重量密度
和尾数密度都随着水深的增加而减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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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三门湾鱼类体长、体重范围及幼体比例
Ｔａｂ．2　ＲａｎｇｅｏｆｌｅｎｇｔｈａｎｄｗｅｉｇｈｔｏｆｆｉｓｈａｎｄｐｅｒｃｅｎｔｏｆｙｏｕｎｇｆｉｓｈｉｎｔｈｅＳａｎｍｅｎＢａｙ

种名 学名

2007．12
体长范围
（ｃｍ）

体重范围
（ｇ）

幼体比例
（％ ）

2008．6
体长范围
（ｃｍ）

体重范围
（ｇ）

幼体比例
（％ ）

斑鱼祭 Ｋｏｎｏｓｉｒｕｓｐｕｎｃｔａｔｕｓ 11．4～13．1 23．7～29．4 0
中颌棱鳀 Ｔｈｒｉｓｓａｍｕｓｔａｘ 6．1～6．3 1．9～2．1 100
凤鲚 Ｃｏｉｌｉａｍｙｓｔｕｓ 8．1～14．9 2．1～12．5 100 15．8 16．6 0
刀鲚 Ｃｏｉｌｉａｎａｓｕｓ 9．3～13．8 2．4～8．2 100 13．8～18．3 8．3～26 66．67
龙头鱼 Ｈａｒｐｏｄｏｎｎｅｈｅｒｅｕｓ 4．6～10．4 0．3～6．3 100 4．4～16．8 0．4～43．3 16．62
海鳗 Ｍｕｒａｅｎｅｓｏｘｃｉｎｅｒｅｕｓ 55～72．5 234．1～536．4 0
绯鲤ｓｐ． Ｕｐｅｎｅｕｓｓｐ． 3．4～3．5 0．5～0．7 100
棱 Ｌｉｚａｃａｒｉｎａｔｕｓ 8．1 7．9 100
中国花鲈 Ｌａｔｅｏｌａｂｒａｘｍａｃｕｌａｔｕｓ 48 1600 0 4．5～5．7 1．7～3．4 100
短棘银鲈 Ｇｅｒｒｅｓｌｕｃｉｄｕｓ 6 5．7 100
多鳞鱼喜 Ｓｉｌｌａｇｏｓｉｈａｍａ 8．8～16．3 4．5～36．3 40
皮氏叫姑鱼 Ｊｏｈｎｉｕｓｂｅｌｅｎｇｅｒｉｉ 2．6～5．1 0．3～2．4 100 9．5～15．8 17．3～86．3 25
尖头黄鳍牙鱼或 Ｃｈｒｙｓｏｃｈｉｒａｕｒｅｕｓ 10．7 19．1 100 6．5～12．9 5．2～33．4 65．08
黄姑鱼 Ｎｉｂｅａａｌｂｉｆｌｏｒａ 0．4～5．2 0．2～1．7 100
鱼免 Ｍｉｉｃｈｔｈｙｓｍｉｉｕｙ 41．3 1221 0
银姑鱼 Ｐｅｎｎｈｉａａｒｇｅｎｔａｔｕｓ 2．1～7 0．2～7．1 100
大头白姑鱼 Ｐａｎｎａｈｉｓｍａｃｒｏｃｅｐｈａｌｕｓ 2．2～6．7 0．1～6．8 100
棘头梅童鱼 Ｃｏｌｌｉｃｈｔｈｙｓｌｕｃｉｄａ 10．5～13．5 18．5～40．8 0 14 59．6 0
大黄鱼 Ｌａｒｉｍｉｃｈｔｈｙｓｃｒｏｃｅａ 15．6 58．2 0
小黄鱼 Ｌａｒｉｍｉｃｈｔｈｙｓｐｏｌｙａｃｔｉｓ 2．6～6．3 0．4～4 100
鱼衔鱼ｓｐ． Ｃａｌｌｉｏｎｙｍｕｓｓｐ． 3．4～3．5 0．5～0．7 100
锯塘　ｓｐ． Ｂｕｔｉｓｓｐ． 5．6 3．8 100
矛尾　虎鱼 Ｃｈａｅｔｕｒｉｃｈｔｈｙｓｓｔｉｇｍａｔｉａｓ 5．4～14．5 1．8～22．4 11．7 2．7～11．5 0．2～17．5 87．5
大鳞沟　虎鱼 Ｏｘｙｕｒｉｃｈｔｈｙｓｍａｃｒｏｌｅｐｉｓ 3．2～3．3 0．3 100
髭缟　虎鱼 Ｔｒｉｄｅｎｔｉｇｅｒｂａｒｂａｔｕｓ 5．5 3．6 100
拉氏狼牙　虎鱼 Ｏｄｏｎｔａｍｂｌｙｏｐｕｓｌａｃｅｐｅｄｉｉ 12．4～17．4 7．7～11．5 0 5．75～17．1 1．1～14．5 22．97
孔　虎鱼 Ｔｒｙｐａｕｃｈｅｎｖａｇｉｎａ 3．2～13．4 0．2～16．1 41．93 3．3～14 0．2～18 21．46
带鱼 Ｔｒｉｃｈｉｕｒｕｓｌｅｐｔｕｒｕｓ 40．1 37．9 100
刺鲳 Ｐｓｅｎｏｐｓｉｓａｎｏｍａｌａ 5～7．8 3～16．4 100
中国鲳 Ｐａｍｐｕｓｃｈｉｎｅｎｓｉｓ 5．5 8 100
北鲳 Ｐａｍｐｕｓｐｕｎｃｔａｔｉｓｓｉｍｕｓ 4．5～7．5 3．8～13．7 100
短吻舌鳎

Ｃｙｎｏｇｌｏｓｓｕｓ（Ａｒｅｌｉｓｃｕｓ）
ａｂｂｒｅｖｉａｔｕｓ

4．9～20．1 0．8～57．7 86．31
焦氏舌鳎 Ｃｙｎｏｇｌｏｓｓｕｓｊｏｙｎｅｒｉ 18．2～18．7 40．6～40．1 0
莱氏舌鳎 Ｃｙｎｏｇｌｏｓｓｕｓ（Ａｒｅｌｉｓｃｕｓ）ｌｉｇｈｔｉ 5．7～25．1 1．2～163．1 88．33 4．4～19．3 2．4～33．8 85．69
日本须鳎 Ｐａｒａｐｌａｇｕｓｉａｊａｐｏｎｉｃａ 5．3 1 100
双斑东方鲀 Ｔｓｋｉｆｕｇｕｂｉｍａｃｕｌａｔｕｓ 10．2 40．4 100
鳄齿鱼 Ｃｈａｍｐｓｏｄｏｎｃａｐｅｎｓｉｓ 6．7 4 0

图4　三门湾不同水深鱼类种类数分布
Ｆｉｇ．4　Ｆｉｓｈｓｐｅｃｉｅｓｎｕｍｂｅｒｉｎ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ｗａｔｅｒｄｅｐｔｈｉｎｔｈｅＳａｎｍｅｎＢａ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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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　鱼类主要优势种生态特征
Ｔａｂ．3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ｏｆｍａｉｎｄｏｍｉｎａｎｔｓｐｅｃｉｅｓｏｆｆｉｓｈ

时间 优势种
重量密度

（ｋｇ／ｋｍ2）
尾数密度

（103ｉｎｄ．／ｋｍ2）
出现频率
（％ ）

Ｗ
（％ ）

Ｎ
（％ ） ＩＲＩ

2007．12

矛尾虾虎鱼　Ｃｈａｅｔｕｒｉｃｈｔｈｙｓｓｔｉｇｍａｔｉａｓ 140．73 16．25 91．67 22．79 29．31 47．76
莱氏舌鳎　Ｃｙｎｏｇｌｏｓｓｕｓ（Ａｒｅｌｉｓｃｕｓ）ｌｉｇｈｔｉ 50．01 5．34 83．33 8．1 9．63 14．77
孔虾虎鱼　Ｔｒｙｐａｕｃｈｅｎｖａｇｉｎａ 46．55 12．57 100 7．54 22．69 30．22
龙头鱼　Ｈａｒｐｏｄｏｎｎｅｈｅｒｅｕｓ 33．19 4．74 66．67 5．37 8．56 9．29
斑鱼祭　Ｋｏｎｏｓｉｒｕｓｐｕｎｃｔａｔｕｓ 31．03 1．44 8．33 5．02 2．6 0．64
短吻舌鳎　Ｃｙｎｏｇｌｏｓｓｕｓ（Ａｒｅｌｉｓｃｕｓ）ａｂｂｒｅｖｉａｔｕｓ 23．52 1．89 25 3．81 3．41 1．81

2008．6

莱氏舌鳎　Ｃｙｎｏｇｌｏｓｓｕｓ（Ａｒｅｌｉｓｃｕｓ）ｌｉｇｈｔｉ 584．21 37．53 100 27．77 10．83 38．6
小黄鱼　Ｌａｒｉｍｉｃｈｔｈｙｓｐｏｌｙａｃｔｉｓ 200．6 134．41 100 9．53 38．79 48．32
拉氏狼牙虾虎鱼　Ｏｄｏｎｔａｍｂｌｙｏｐｕｓｌａｃｅｐｅｄｉｉ 185．75 18．86 58．33 8．83 5．44 8．32
孔虾虎鱼　Ｔｒｙｐａｕｃｈｅｎｖａｇｉｎａ 180．75 26．23 100 8．59 7．57 16．16
龙头鱼　Ｈａｒｐｏｄｏｎｎｅｈｅｒｅｕｓ 81．91 9．6 50 3．89 2．77 3．33
银 （白 ）姑鱼　Ｐｅｎｎｈｉａａｒｇｅｎｔａｔｕｓ 68．25 63．17 83．33 3．24 18．23 17．89

表4　鱼类优势种密度对总密度的贡献
Ｔａｂ．4　Ｃｏｎ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ｏｆｍａｉｎｄｏｍｉｎａｎｔｓｐｅｃｉｅｓｔｏｔｏｔａｌｗｅｉｇｈｔａｎｄｉｎｄｉｖｉｄｕａｌｏｆｆｉｓｈｅｓ

时间 优势种
重量

β ｔ ｐ

尾数

β ｔ ｐ

12月

矛尾虾虎鱼　Ｃｈａｅｔｕｒｉｃｈｔｈｙｓｓｔｉｇｍａｔｉａｓ 0．22 4．13 0．01 0．77 4．84 0
莱氏舌鳎　Ｃｙｎｏｇｌｏｓｓｕｓ（Ａｒｅｌｉｓｃｕｓ）ｌｉｇｈｔｉ 0．2 3．61 0．01 0．19
孔虾虎鱼　Ｔｒｙｐａｕｃｈｅｎｖａｇｉｎａ 0．06 0．08
龙头鱼　Ｈａｒｐｏｄｏｎｎｅｈｅｒｅｕｓ 0．18 5．34 0 0．77
斑鱼祭　Ｋｏｎｏｓｉｒｕｓｐｕｎｃｔａｔｕｓ 1 36．01 0 0．7
短吻舌鳎　Ｃｙｎｏｇｌｏｓｓｕｓ（Ａｒｅｌｉｓｃｕｓ）ａｂｂｒｅｖｉａｔｕｓ 0．12 3．69 0．01 0．31

6月

莱氏舌鳎　Ｃｙｎｏｇｌｏｓｓｕｓ（Ａｒｅｌｉｓｃｕｓ）ｌｉｇｈｔｉ 0．19 0．97
小黄鱼　Ｌａｒｉｍｉｃｈｔｈｙｓｐｏｌｙａｃｔｉｓ 0．68 0．86 6．94 0
拉氏狼牙虾虎鱼　Ｏｄｏｎｔａｍｂｌｙｏｐｕｓｌａｃｅｐｅｄｉｉ 0．77 0．35
孔虾虎鱼　Ｔｒｙｐａｕｃｈｅｎｖａｇｉｎａ 0．81 0．31
龙头鱼　Ｈａｒｐｏｄｏｎｎｅｈｅｒｅｕｓ 0．18 0．33 5．14 0
银 （白 ）姑鱼　Ｐｅｎｎｈｉａａｒｇｅｎｔａｔｕｓ 0．49 0．31

　　注：β－标准回归系数；ｔ－ｔ检验值；ｐ－显著性

表5　三门湾不同水深鱼类资源密度分布
Ｔａｂ．5　Ｆｉｓｈｄｅｎｓｉｔｙｉｎ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ｄｅｐｔｈｓｉｎｔｈｅＳａｎｍｅｎＢａｙ

时间 ＜10ｍ 10～20ｍ
12月 重量密度 （ｋｇ／ｋｍ2） 42．42 60．5

尾数密度 （103ｉｎｄ／ｋｍ2） 5．83 3．4
6月 重量密度 （ｋｇ／ｋｍ2） 196．39 154．26

尾数密度 （103ｉｎｄ／ｋｍ2） 38．63 19．13

3　讨　论
3．1　三门湾鱼类密度分布特征和环境的关系

三门湾是由浙江中部山脉入海形成�湾内海底地势起伏不平。西北部呈现一个海底山坳�故水深由
西北－东南逐渐变浅 （图4）�继续向外又逐渐变深。与瓯江口渔场不同 ［6�19］�三门湾水深与重量和尾数
密度的相关性并不显著 （表4）�2007年12月三门湾水域尾数密度呈现随水深增加而微减的趋势�但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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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密度分布出现了个别例外�如�2007年12月三门湾西北水域3号站重量密度出现一个较高值�这是
由于该站 （水深12ｍ）出现了一条成体体重较大中国花鲈的缘故。说明12月份深水区比浅水区有更多
体型较大的成体鱼类聚集�另外侧浅水域形成一个较大的索饵场�很多体型较小幼鱼在此聚集�导致尾
数密度高于深水区�由于幼体比例很大�故浅水水域重量密度低于深水区。2008年6月三门湾西北水
域2号也有较高的重量密度�也是由于该站位出现一条成体体重较大鮸。除去这个特殊因素�其它浅水
区的重量密度和尾数密度都高于深水区�由于4－5月为产卵季节�大量洄游性经济鱼类�如小黄
鱼 ［20－21］等游至浅水区水域产卵�到6月成鱼和幼鱼的数量都有了大量增加�故浅水水域密度大于深水
水域。在总体上�如果去除出现这两条特殊的规格较大鱼类的因素�尾数密度分布与重量密度分布趋势
相近�都表现为东南水域大于西北水域趋势。从密度与水深的变化关系可以看出�不同水深的密度跟鱼
类体型大小及幼体比例有很大的关系。

由两个季节鱼类重量和尾数平均密度可见�三门湾鱼类密度季节变化表现为2008年6月明显多于
2007年12月。根据本文调查结果�2008年6月的鱼类重量密度约为2007年12月的3倍�尾数密度约
为2007年12月的6倍�说明6月鱼类资源比较丰富。图2中重量和尾数分布密度也显示出这一特征。
4－5月多种经济鱼类进行产卵�使6月鱼群数量得到补充�幼鱼数量比12月明显增加。此外调查水域
12月表层水温11．1－16．4℃�6月表层水温23．0－25．0℃�6月水温明显高于12月�6月饵料生物增
加 ［22－24］�形成鱼类产卵的优越条件�继而吸引大量成鱼从外海入湾产卵繁殖。因此�6月成幼鱼数量明
显多于12月。
3．2　三门湾鱼类多样性特征

在三门湾水域�不同季节的种类数分布特征是不同的。12月中部水域种类数最多�6月东南部浅
水水域种类数较多 （图4）。一般地说来�狭小的深水水域利于定居性鱼类分散活动�但洄游性的经济鱼
类往往在宽阔的外海水域索饵 ［25］。结果表明�三门湾2007年12月仅出现23个鱼种。深水水域鱼类
主要由定居性鱼类组成�浅水水域主要为一些外海种类的活动场所。在内湾和外海水域的交界处�由于
不同性质的水团汇合�导致不同性质种类集中出现。这是三门湾中部水域种类数最多的原因。2008年
6月出现25个鱼种�主要由小黄鱼和龙头鱼等鱼类组成。6月是主要经济鱼类洄游的季节�浅水区鱼类
种类数增多�主要以外海种为主�导致外湾浅水水域种类数大于深水水域。由此说明6月份洄游性鱼类
对三门湾鱼类数量及种类组成的影响很大。到9月以后�洄游性鱼类又向外海水域开始实施越冬洄游�
至12月�洄游性鱼类种类数明显减少。这也是6月数量及种类数比12月整体增加的重要原因。总之�
三门湾鱼类种类数与地形�水团等外部因素和优势种�种类组成和种类适应等内部因素有密切的联系。

依据相对重要性指数 （ＩＲＩ）的计算结果�三门湾2007年12月主要优势种是矛尾虾虎鱼�由表4显
示�其ＩＲＩ值远远高于其他鱼种。另一方面�鱼类优势种对鱼类密度回归的方差贡献分析结果显示 （表
3）：2007年12月矛尾虾虎鱼的尾数密度以及百分比虽然占了鱼类的绝大部分�但是其重量的优势性远
远比不上尾数的优势性�这表明矛尾虾虎鱼本身就是小型鱼类。尾数密度贡献率β值高达0．77�表明
鱼类尾数的变化几乎由矛尾虾虎鱼尾数变化引起。2008年6月重量优势种中莱氏舌鳎的数量、ＩＲＩ值
和β值具有更加明显的优势�因而是最重要的重量优势种；尾数优势种中小黄鱼同样具有明显的优势。
可见�6月三门湾鱼类数量的变化动力主要来自这两个具有经济价值优势种的回归贡献。

沈盎绿、倪　勇、陈　华、陈佳杰等同志参加海上样品采集及标本鉴定；沈晓民先生在论文写作中给予很大的帮助�
谨致谢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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