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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年*$%%<年及 $%&%年 "*<月对枸杞岛近岸岩礁生境分布的底栖海藻进行观测和潜

水采样!发现岩礁生境潮下带底栖海藻组成模式分以大型底栖海藻铜藻为优势种和以孔石莼等

小型藻类为优势种两类" $%%=年 $月*$%&%年 &月利用组合刺网对枸杞岛海域岩礁$沙地和贻

贝筏式养殖区 !种生境的鱼类进行了逐月采样!通过采用方差分析$聚类和非度量多维标度等统

计分析手段发现%&&) 岩礁生境鱼类以底栖趋礁杂食性为主!沙地生境鱼类以中下层洄游肉食性

为主!贻贝筏式养殖区生境鱼类大型个体占优#&$) 岩礁生境鱼类多样性较高!大型底栖海藻生

长的岩礁生境中鱼类群落组成较小型底栖海藻生长的岩礁生境稳定" 前者为枸杞岛近岸优势种

群繁衍提供有利条件!对鱼类幼体和小型个体有诱集作用!为鱼类捕食者提供更多样化的食物选

择!鱼类群落较稳定#后者易受外界鱼类迁移的影响!个体数量和生物量月间差异大"

关键词! 底栖海藻# 鱼类群落# 时空分布# 栖息地选择# 食性转化

中图分类号! W&#>8"$# 1=&#'''''''文献标志码%-

''大陆架浅海区集聚着适宜鱼类生存的各种栖

息地"支持了数量众多)种类多样的生物资源"每种

栖息地都对某些特定鱼种的繁衍起着不可替代的

作用*& ;$+

( 这种为某些鱼类种群的幼体或成体的

摄食)生长)产卵和成熟提供依靠和保障"并在此过

程中决定该种群的大小和群体补充是否成功的栖

息地被称为鱼类关键生境#JLLJKXGF7NGLI IFTGXFXL"

3/2L$

*!+

( 海草床#LJFUOFLLTJRL$)海藻森林#bJ7Y

N6OJLXL$)红树林#EFKUO6_JN6OJLXL$和沙地#LFKR

TJFHI$等都为3/2L中分布较为普遍的几种栖息地

类型"栖息地中植物与底质的联合可以使该生境拥

有多样的生物种类和复杂的群落结构*@ ;<+

"这是栖

息地异质性的一种表现形式*#+

( 国外很多研究都

对不同类型3/2L中鱼类和底栖动物的丰度)群体

结构等的变化规律进行了研究和比较*> ;&@+

"其中

对岩礁,底栖海藻联合的栖息地异质性因素的探

讨以及异质性对鱼类影响的研究是近年的热

点*&" ;&<+

( 岩礁基质凹凸不平)曲折错落的物理性

状与海藻个体形态和生活史差异的联合"构成栖息

地中丰富多样的附着基和复杂的中空结构"使局部

形成众多小型和微型生境"这种高异质性的海藻场

栖息地"为多种鱼类和无脊椎动物提供生存)索饵

和庇护场所*&# ;&>+

"使某些种群形成特有的行为模

式和变化规律"对维持局部海域鱼类群落结构的稳

定和物种多样性起着非常重要的生态作用*&=+

( 岩

礁,底栖海藻联合的栖息地分布十分广泛"我国针

对该生境的生态学研究主要集中在底栖生物方

面*$% ;$$+

"而对鱼类利用该生境的机制探讨不

多*$!+

"作为岛礁渔业直接依赖且影响着整个近岸

渔业的重要区域"有必要深入研究各种鱼类对该生

境的利用特征( 为此"本文以浙江嵊泗枸杞岛为

例"对不同底质类型生境和两种底栖海藻组成模式

的岩礁栖息地的鱼类组成特征进行比较分析"探讨

近岸底栖海藻分布和组成对鱼类群落的影响"以期

丰富海藻场生态学研究内容"为岛礁生物多样性保

护和群岛海域海洋特别保护区的建设和管理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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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基础和现实依据(

&'材料与方法

!"!#研究区域和站点选择

枸杞岛位于浙江嵊泗列岛东部"属亚热带季

风气候"潮汐为正规半日潮"表层多年平均水温在

&# V&= `"潮差 @ V" E( 海域西部受长江)钱塘

江等径流为主的沿岸水影响较大"而东部外海则

主要受台湾暖流和浙北上升流控制"形成该海域

盐度东西水平梯度大"年变化范围介于 &$8%$ V

$=8&%"其低值一年二次分别于 # 月和 &% 月出现

在海域西侧沿岸( 嵊泗海域的东部和北部分布着

与枸杞岛地理自然环境相近相邻的花鸟)绿华等

岛礁"这些岛礁近岸潮间带和潮下带岩礁均广泛

分布着各种底栖海藻"近岸栖息着数量较多的幼

小鱼)虾)蟹类*$@ ;$>+

(

枸杞岛的东部岸线分布有累计约 $ %%% E的

两处沙滩底质的海域"其余岸线 =%P为岩礁生境

#图 &$( 岩礁生境底质由各种大小形状的不规则

礁石组成"底部表层堆积不同厚度的沉积物"潮间

带和潮下带礁石上着生底栖海藻"部分区域潮下带

集中生长着较大面积的大型底栖海藻"区域位置如

图 &中灰色带状区域"!,< 月间茂盛生长"形成大

型海藻分布的岩礁生境( 岛的西南)西北及东北海

域距岸线 &%% V"%% E处"设置有大面积的贻贝养

殖区#图 &中灰色块状区域$( 贻贝养殖区是由数

量众多的贻贝养殖筏所构成"养殖筏是以浮绳串联

不定数量浮子浮于水面上"每个养殖筏均以木桩固

定于海底以抵抗风浪"整个筏体处于水深&% V!% E

的水体表面至水下约 !米的水体中(

图 !#枸杞岛近岸生境分布及采样站点设置

I.1"!#D.:7(.0?7.5/548'0.7'7:'/);59'7.5/54

:'6=;./1 :7'7.5/:'(5?/)J5?>.3:;'/)

!"$#采样方法和样品处理

$%%",$%%# 年对 2ZS& 和 2ZS$ 两处站点

的潮下带大型底栖海藻进行了 ! 月)" 月)< 月)>

月)= 月)&& 月 < 个月的定量采样跟踪调查"了解

大型底栖海藻生活史特征( 每次每个站位采集

$ V! 个规格 "% HE "̂% HE样方内的底栖海藻样

本( 为进一步确定底栖海藻的分布区域和藻场沿

岸长度"在枸杞岛 ")< 月每月大潮汛时进行了两

次环岛观测"观测在大潮汛潮位落至最低点前后

$ I内进行( 测量方式为从岛的北部分布起始位

置开始计时"调查船以恒定船速逆时针航行"直至

分布终点位置停止计时"累计样带长度近 $ %%%

E( $%&% 年 < 月 " 日和 && 日进行进一步的潜水

采样"以获得底栖海藻各项生物学参数#种类组

成)株高和株重等$( 将现场观察记录的大型海

藻分布样带按分布位置的物理环境差异"分为 "

块区域"分别标注为iQ(k]("2ZS& k2ZS$"

Qf"21?k]-"QD.k.W#图 &$( 每块区域随

机采集 ! V< 个样方"样方面积为 "% HE "̂% HE(

两次环岛走航观测了无大面积大型底栖海藻集中

生长区域#图 & 中灰色带状区域和沙滩以外区

域$的岩礁站位 &# 处"并观察了潮间带至潮下带

区域小型底栖海藻着生情况(

对岩礁水域)沙底水域和贻贝筏式养殖区水

域分别设立 $ V" 个站位"进行一整年的鱼类资源

月度跟踪调查"调查时间为 $%%= 年 $ 月,$%&%

年 & 月#贻贝养殖区只进行了 $,< 月的调查$(

总共设置了 && 个调查站位"进行了 &$ 次调查"每

个月采集鱼类样本"进行种类鉴定和生物学测量(

为了解潮下带底栖海藻生长对鱼类群落的影响"

将岩礁水域分为大型底栖海藻和小型底栖海藻分

布两块区域( 从上述目的出发"同时考虑现场调

查的可操作性"全年调查站次数如表 & 中所示"站

点位置见图 &(

鱼类样品采集使用多网目三重底层刺网( 投

放时皆与岸线平行"放置于各站位的时间约为 $@

I左右"覆盖昼夜( 在每一站点放置两组刺网"一

组由网高 &8" E"单片长 &" E的 @ 片网片组成"

单张总长度为 <% E的刺网"网片网目大小分别为

$8")!8@)@8! 和 "8> HE#$,> 月份仅由 $" EE网

片组成"= 月份以后在维持总长度不变的基础上

换入 !@)@! 和 "> EE小网目网片$'另一组由网

高 $8@ E"单片长 !% E的 @ 片网片组成单张长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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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的刺网"网目大小分别为 "%)<%)#% 和 >%

EE( 岩礁生境放置在距岸 " V"% E的区域内"沙

滩生境放置在距岸 "% V$%% E的区域内"贻贝养

殖区放置位置如图 &( 对采集到的鱼类样本进行

生物学测量和胃含物分析"各项测定皆依据.海

洋生物生态调查技术规程/

*$=+进行(

表 !#站点布置及其实际采样月份组成

2'0"!#N-754:'6=;./1 :7'7.5/:'/)956=5:.7.5/54-44-97.K-:'6=;./1 65/78

生境

IFTGXFX

站位

LGXJ

代码

H6RJ

月份 E6KXI

$ 月

/JT8

! 月

]FO8

@ 月

-YO8

" 月

]F:

< 月

(9K8

# 月

(978

> 月

-9U8

= 月

1JY8

&% 月

)HX8

&& 月

,6_8

&$ 月

?JH8

& 月

(FK8

岩礁

O6Hb: OJJN

羊宫礁 iQ( a a a a a a a a a a a a

磨礁 ]( a a a a a a a a

后头湾
2ZS& a a a a a a a a a a a a

2ZS$ a a a

断桥 ?W a a a a a a a a a a a a

小石浦 f1B a a a a a a a a a a a a

沙地

LFKR: TJFHI

庙干 ]Q a a a a a a a a a a a

大王 ?S a a a a a a a a a a

贻贝养殖区

E9LLJ7

H97XG_FXG6K OFNX

庙干贻贝场 iC4& a

小石浦贻贝场 iC4$ a a a

后头湾贻贝场 iC4! a a

!"%#数据分析方法

研究采用相对重要性指数#;!;$

*!%+

)(FHHFOR

相似性系数*!&+

)]FOUF7JN丰富度指数)1IFKK6KD

cGJKJO多样性指数)SG7IE改进多样性指数和

BGJ769 均匀度指数对各生境的鱼类种类组成和群

落结构差异进行分析研究( 由于在各种生境类型

中设置的采样站位数存在差异"采用鱼类出现的

相对频率 =比较鱼类在整个海域中每种生境的

出现频率"用鱼类在某种生境类型中所出现的月

份数占 &$ 个月的比例=U代表"主要公式如下!

#&$ 相对重要性指数#;!;$!

A>AK#0

#

WQN@

#

W7$ X;

#

''将;!;

#

& %%% 的物种定为优势种"&%%

(

;!;n

& %%% 的物种定为常见种"&%

(

;!;n&%% 的物种定

为一般种";!;n&% 的物种定为少见种(

#$$ (FHHFOR 相似性系数!

AK2W#. N:L2$

''#!$ ]FOUF7JN丰富度指数!

>K#< L/$WE.Q

''#@$ 1IFKK6KDcGJKJO多样性指数!

,YKL

'

#0

#

WQ$E.#0

#

WQ$

''#"$ SG7IE改进多样性指数!

,YKL

'

#@

#

W7$E.#@

#

W7$

''#<$ BGJ769 均匀度指数!

AK,YWE.<

''##$ 生境相对出现频率!

"K;

#

W?

''#>$ 各生境鱼类出现时间比率!

"YKC

#

W/0

''#=$ 食物组成数量比例!

8K

/

0

'

0

MKF

Z

M

W8

M

上述各式中 3

)

为第 )种鱼类的个体数"L

)

为第 )

种鱼类的体质量"8为所有渔获种类的总个体数"

S为所有渔获种类的总体质量"I

)

为第 )种鱼类

出现的站次数占该类型生境总调查站次数的百分

比#出现频率$"#为在 # 水域的种数": 为在 : 水

域的种数"*为 # 水域和 : 水域的共有种数"H 为

群落中物种种类数量"2

)

为第 )种鱼类在该种生

境中所出现的月份数"3 为某种鱼类胃含物样本

的个体数"@

C

为该种鱼类第 C个胃含物样本中某

种食物成分的个体数"N

C

第 C个样本胃含物中所

有成分的总个体数(

计算各站点间的 COF:D49OXGL相似性系数以

形成相似性矩阵"在此基础上对海藻场)岩礁)沙

地和贻贝场各站点间鱼类群落结构进行相似性检

验分析#-,)10]$"显著性水平为 # o%8%""对同

一站点的鱼类群落进行聚类#*BQ]-$和非度量

多维标度#K]?1$分析各站点和各类型栖息地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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鱼类群聚模式和变化规律"对鱼类群落和环境之

间的关系采用C0)3,5进行多因子的最佳匹配"

上述分析通过BOGEJOBOJEGJO"8% 软件完成"大型

底栖海藻株高)密度)生物量与环境因子的相关性

分析通过 1B11软件实现"显著性水平为 # o

%8%"(

$'结果与分析

$"!#底栖海藻分布和生长特点

枸杞岛近岸岩礁区潮间带和潮下带广泛生长

着 !门 $%种底栖海藻*!$+

( 其中"潮下带以大型底

栖海藻为主的岩礁区域主要生长着铜藻

#H#'B#""02+-'3/')$)裙带菜#T3E#')# >)33#%)I)E#$

和瓦氏马尾藻#H#'B#""02.#*+/(()#302$"铜藻为优

势种"在 $%%=年 ",<月间的调查中采集到的样本

占总株数的 <"8=P)总质量的 >#8$P( 铜藻 < 月

初时的平均高度为##>8&! t!@8"@$ HE"裙带菜平

均高度为#@!8%# t$%8>%$ HE"瓦氏马尾藻平均高

度为#@&8>> t$<8!!$ HE( 潮下带以小型底栖海藻

为主的岩礁区域优势种为裙带菜)鼠尾藻

#H#'B#""02%+03:/'B))$和孔石莼#T(.# >/'%0"#$"

观测的 &#处站位中"孔石莼各个站位均有发现"裙

带菜出现频率为 @#P"鼠尾藻出现频率为 @&P"羊

栖菜出现频率为&$P( 孔石莼贴地生长"广泛分布

于各个站位的潮间带和潮下带"全年均有分布"生

长盛期 @,<月'裙带菜主要分布于潮间带低潮带

和潮下带"偶有集中生长区域出现"生长盛期 @,<

月'鼠尾藻和羊栖菜主要分布于潮间带"覆盖率较

高且集中"生长盛期前者 !,#月"后者 @,#月(

$%%",$%%# 年对 2ZS& 和 2ZS$ 两处站点

的潮下带大型底栖海藻的定量采样跟踪调查发

现"底栖海藻以铜藻为主"占总生物量的 =%P以

上"两处的铜藻生物量和植株长度的变化趋势基

本相同( 这 @ 个时间段铜藻的长度和生物量变化

反映了其在一年的生长周期中的生长特点( 结合

每隔一段时间的潜水观测和拍照"可将铜藻的生

活史分为 @ 个阶段!>,= 月幼体发育期"&% 月,

翌年 $ 月缓慢生长期"!," 月的快速生长和繁殖

期"<,# 月腐烂衰退期"其中繁殖期多开始于 "

月( 铜藻生长适温为 &$ V&> `( 由于铜藻的优

势地位"这 @ 个阶段基本上也反映了潮下带以大

型海藻为支撑的海藻场的发展变化(

表 $#铜藻生长不同阶段的生物参数和水温变化

2'0"$#28-0.5;51.9';='('6-7-(:5440'+#1-#%'/)7-6=-('7?(-K'(.'7.5/'7).44-(-/71(5B78:7'1-:

铜藻生活史阶段

LXFUJ6N7GNJIGLX6O:

N6OHM+-'3/')

平均

株高AHE

F_JOFUJ

IJGUIX

平均密度A

#GKRAE

$

$

F_JOFUJ

RJKLGX:

平均生物量A

#UAE

$

$

F_JOFUJ

TG6EFLL

平均水

温À

F_JOFUJ

XJEYJOFX9OJ

株高增减幅度A

#HEA月$

GKHOJFLJ6O

RJHOJFLJGK IJGUIX

幼体发育初期#> 月$ JFO7: RJ_J76YGKU YJOG6R 6Nj9_JKG7J#-9U8$ "8% $ =$@ <&< $"8%

幼体发育期#= 月$ RJ_J76YGKU YJOG6R 6Nj9_JKG7J#1JY8$ >8% &=% &@$ $@8> a!8%

缓慢生长期#&& 月$ 76cDUO6cGKU YJOG6R#,6_8$ $>8% @@% $ !@" &#8< a&%8%

快速生长初期#! 月$ JFO7: NFLXDUO6cGKU YJOG6R#]FO8$ !@8% $!$ & =$% &$8% a&8"

繁殖期#" 月$ TOJJRGKU YJOG6R#]F:$ >#8% &$@ # #&" $%8% a$<8"

腐烂衰退期#< 月$ RJH6EY6LGKU FKR RJH7GKGKU YJOG6R#(9K8$ #@8# => $ ><% $%8> ;&$8!

$"$#% 种生境鱼类群落组成

在外界环境和鱼类本身的生物特性的共同作

用下"通过对栖息空间)活动时间和食物对象的选

择"枸杞岛近岸海域约 &" bE

$区域形成了与枸杞

岛周边岛礁海域相似"却不完全相同的鱼类群落(

$%%= 年 $ 月,$%&% 年 & 月一年对岩礁)沙地和贻

贝筏式养殖区 ! 种生境的调查采样共采集 &$ 目

@$ 科 <# 属 #= 种鱼类( 整个枸杞岛近岸海域全

年鱼类优势种为褐菖
!

#H/:#"%)"*0"2#'2-'#%0"$

#;!;o$ ##$$)斑头鱼#7B'#220"#B'#220"$#;!;o

& $$%$和黄姑鱼#8):/# #(:)I(-'#$ #;!;o& %"=$"

分别占总渔获重量的 &&8!P"=8@P和 &%8=P"渔获

重量最高的种为鲻#90B)(*/>+#(0"$"占总渔获的

&$8=P( 常见种为褐牙鲆#&(#%/""# >/'*-*/>+#(0"$)

花 鲈 # D#%/-(#:'#A 2#*0(#%0"$) 鲻) 小 黄 鱼

#D#')2)*+%+,">-(,#*%)"$)皮 氏 叫 姑 鱼 #V-+3)0"

:/(/3B/'))$)赤鼻棱
"

#4+',""# @#22#(/3")"$)大泷六

线鱼 #6/A#B'#22-"-%#@))$)蓝圆
#

#K/*#>%/'0"

2#'0#E")$( 与三横山海域相比*!@+

"斑头鱼是该海

域比较独特的优势种( 鱼类群落中黄姑鱼)小黄

鱼)花鲈)蓝圆
#

)鲻等为洄游性鱼类"褐菖
!

)斑

头鱼等种类为地方种"以上两类鱼全年在该海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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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的捕获月份数都不低于 "%P"优势种高于 >!8

!P"常见种高于 <#P( 而部分一般种和绝大多

数少见种为外来鱼种"在该海域的出现月份数不

超过 "%P"捕获量也比较低( > 月份浙江沿岸出

现上升流*!" ;!<+

"为该海域带来了多种暖水种鱼

类"使该海域多样性明显增高"并于 = 月份达到该

海域鱼类群落多样性的顶峰( 其中赤鼻棱
"

的渔

获重量在 > 月份激增"占全年的 ##8=P"=)&% 月

也保持了相对较高的渔获量( <,&% 月份在该海

域出现数量激增的多种表层和中上层鱼类( 一类

为饵料鱼类"如赤鼻棱
"

"其渔获重量在 > 月份激

增"占全年的 ##8=P"=)&% 月也保持了相对较高

的渔获量'一类则以饵料鱼类和虾类为食"如蓝圆

#

"" 月份突然以较高的渔获量出现在该海域"然

后于 &% 月份消失"" 个月渔获占全年该鱼种渔获

量的 ==8<P( 全岛海域 >%P的一般种 &$ 个月的

出现率高于 "%P"而少见种则多为 <,&% 月突然

出现 &,$ 个月时间后消失( 由于该海域的鱼类

以底栖生物为主要摄食对象"所以上述两类对该海

域本身的鱼类群落影响不大( 还有一类群体以鳗

鲶#&(-%-"0"()3/#%0"$为主的底栖性鱼类 >,&$ 月

出现于近岸各种生境"主要以底栖无脊椎动物和蟹

类为食"与当地种存在食物竞争"其活动范围比较

广"岩礁生境和沙地生境均有分布( 整个岛礁生态

系统鱼类群落结构以岩礁性鱼类为主"近岸洄游性

鱼类为辅"本地种占主要优势的群落格局(

枸杞岛近岸海域存在岩礁)沙地和贻贝筏式养

殖区 !种生境"!种生境鱼类种类组成存在明显的

差异"相似度最高的为岩礁和沙地"Vo%8@<>'贻贝

场分别与沙地和岩礁的相似性都较低"且相似性指

数较为接近"分别为%8$<%和%8$%!( 岩礁和沙地"

月份鱼类的种类的相似性最高"为 %8@$="# 月份最

低"为 %8&$='岩礁和贻贝养殖区 @月份鱼类种类的

相似性最高"为 %8$<#"! 月份最低"为 %8%##'沙地

和贻贝养殖区 < 月份鱼类种类的相似性最高"为

%8!>""$月份最低"为 %8&$"(

岩礁生境''对岩礁生境的鱼类采样中共捕

获 && 目 != 科 "= 属 <> 种鱼类'优势种组成与整

个海域相同"为褐菖
!

)斑头鱼和黄姑鱼'常见种

为大泷六线)小黄鱼)花鲈)赤鼻棱
"

)鲻和蓝圆

#

'鱼类群落中以底栖趋礁杂食性鱼类为主"中下

层鱼类为辅( 岩礁生境鱼类全年种类丰富度 !o

>8%%"1IFKK6KDcGJKJO多样性指数 6Uo$8<""

SG7IE改进多样性指数 6Wo!8%%"BGJ769 均匀度

指数Vo%8<!(

沙地生境''对沙地生境的鱼类采样中共捕

获 && 目 !& 科 @! 属 @> 种鱼类'优势种为日本须

鳎#&#'#>(#B0")# C#>-3)*#$和小黄鱼"其中日本须

鳎在沙地生境的渔获量占了该鱼种总渔获重量的

==8=P'常见种为黄姑鱼)皮氏叫姑鱼)褐牙鲆)带

鱼)褐菖
!

)

$

#&(#%,*/>+#(0")3E)*0"$和斑头鱼"

鱼类组成中以中下层洄游肉食性鱼类为主( 沙地

生境鱼类全年种类丰富度 !o#8%<"1IFKK6KD

cGJKJO多样性指数 6Uo$8>#"SG7IE改进多样性

指数6Wo$8=!"BGJ769 均匀度指数Vo%8#@(

贻贝筏式养殖区生境''对贻贝筏式养殖区

生境的鱼类采样中共捕获 < 目 &! 科 &" 属 &" 种

鱼类'优势种为鲻和蓝圆
#

'常见种为皮氏叫姑

鱼) 褐 菖
!

) 黄 姑 鱼) 星 康 吉 鳗 # <-3B/'

2,')#"%/'$)小黄鱼和海鳗#90'#/3/"-A*)3/'/0"$'

鱼类组成中上层)中下层)底层鱼类较为平均)食

性多元化( 贻贝筏式养殖区生境 " 个月鱼类种类

丰富度 !o$8#&"1IFKK6KDcGJKJO多样性指数

6Uo&8<&"SG7IE改进多样性指数 6Wo&8##"

BGJ769 均匀度指数Vo%8"=(

就全年来看"岩礁生境鱼类种类丰富度要明

显高于其他两种生境( 除 && 月和 & 月外"其他月

份鱼类种类丰富度岩礁生境都高于沙地生境"而

贻贝筏式养殖区种类丰富度总是三者中最低的(

! 种生境鱼类种类丰富度最接近的时间为 @ 月

份"分别为岩礁 !o$8%%"沙地 !o&8=@"贻贝养

殖区!o$8%%( 岩礁生境鱼类群落的SG7IE多样

性指数在 !,&% 月间一直高于沙地生境"&& 月,

翌年 & 月间则与沙地生境 SG7IE多样性指数值

高低交替"差距不大( 岩礁生境鱼类的 1IFKK6KD

cGJKJO多样性指数一直较其他两种生境高">)&&)

&$ 三个月除外( 鱼类群落的均匀度"沙地生境要

明显高于岩礁生境和贻贝筏式养殖区生境#图 $$(

春季和夏季鱼类群落均匀度"岩礁生境的变化很

小"较为稳定"而沙地生境则呈逐渐升高趋势"导致

岩礁生境和沙地生境的均匀度差值持续增加'秋季

沙地生境鱼类群落均匀度高于岩礁生境"而冬季则

是岩礁生境高于沙地生境( 从总体来看"沙地生境

鱼类各个种的个体分布较岩礁生境平均"尤其是 >

月和 &$月"均匀度V值接近 &"说明各种组成鱼类

丰度接近相等'岩礁生境鱼类群落的均匀度全年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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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两种生境稳定"变化不大(

图 $#枸杞岛 % 种生境鱼类多样性指数月变化

I.1"$#S5/78;* K'(.'7.5/544.:8).K-(:.7* ./(59<(-44#

:'/)* 0-'98'/)6?::-;9?;7.K'7.5/('47

$"%#岩礁区域大型海藻分布区与小型底栖海藻

分布区鱼类群落特点

位于大型底栖海藻为主的岩礁生境的调查站

位为 iQ()]()2ZS& 和 2ZS$"位于小型底栖

海藻为主的岩礁生境的调查站位为 ?W和 f1B(

对上述几个站位鱼类群落结构进行相似性检验

分析#-,)10]$"结果发现两种类型海藻场中

的鱼类组成差异并不显著( 考虑到海藻在一年

中不同阶段的生长差异可能对周围环境中鱼类

的影响"将鱼类数据按照海藻生活史的 @ 个阶段

分别进行相似性检验分析"发现除大型底栖海

藻生长盛期 !," 月站点间鱼类群落存在显著性

差异#&o%8%$$$外"其他时间段并无显著性差

异( 分别对iQ()2ZS& 和?W)f1B@ 个站位的

鱼类群落结构进行聚类分析"发现 2ZS& 处鱼

类群落聚类结果跟大型底栖海藻的生活史规律

较为一致 >)= 月份为一组"!,# 月为一组"&% 月

到翌年 $ 月为一组'iQ(处除 $)&% 两个月份外"

与 2ZS& 处分组基本保持一致#图 !$( 而 ?W

和 f1B两处站点鱼类群聚模式则无明显规律(

上述两点均证明从较长时间段#至少一年$上

看"底栖海藻分布类型不同的区域鱼类群落结

构并无明显差异"但对于较短时间内#以月为单

位$的鱼类群落结构还是有影响的"而这种影响

很可能是与不同类型底栖海藻的生活史和分布

特点等差异所造成的(

图 %#_Ĵ 和&2,! 站点处鱼类丰度聚类图

I.1"%#D-/)(51('65465/78;* 95;;-97.5/:544.:8-:./_Ĵ '/)&2,!

''分别对上述两种不同类型底栖海藻分布的岩

礁生境中捕获的鱼类进行统计( 大型底栖海藻分

布区采获 &% 目 !> 科 @= 属 "$ 种鱼类样本"小型

底栖海藻控制区采获 && 目 !" 科 "@ 属 <& 种鱼类

样本'两个区域优势种一样"但 ;!;值及排序上稍

有不同"前者褐菖
!

;!;值远大于后者"斑头鱼的

;!;值也高于后者"且排位高于黄姑鱼"而后者斑

头鱼排位低于黄姑鱼'前者常见种 @ 种只有后者

的一半"但一般种有 $& 种"远高于后者的 &% 种

#表 !$( 大型底栖海藻控制区优势种渔获占总渔

获个体数的 @>8"P"重量的 @!8=P'小型底栖海

藻控制区优势种渔获占总渔获个体数的 @=8&P"

重量的 !&8#P(

大型底栖海藻和小型底栖海藻分布的岩礁生

境鱼类群落的组成种类的相似性指数呈现年内波

动( 鱼类种类相似性最高的是 ! 月和 = 月"分别

为 %8<=$ 和 %8#%<"相似性最低的为 > 月份"只有

%8&>="!,> 月间两个区域内鱼类群落种类组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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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相似性持续下降"于 = 月份突然增高"于 >)= 月

份分别出现鱼类种类组成相似性的波谷与波峰(

此现象与 <,= 月份出现在该海域的多种洄游性

鱼类有关"该鱼类群体具有高丰度)高生物量的特

点"出现于该海域进行索饵和繁殖"使这段时期外

来鱼种成为枸杞岛近岸海域鱼类群落结构改变的

主要因素"而生境本身的鱼类群落差异弱化(

表 %#两种生境鱼类优势种"常见种组成

2'0"%#28-956=5:.7.5/54)56./'/7:=-9.-:#95665/:=-9.-:./7B5 <./):548'0.7'7:

生境类型

IFTGXFXX:YJ

大型海藻生长区

O6Hb: OJJNR6EGKFXJR T: 7FOUJOEFHO6F7UFJ

小型海藻生长区

O6Hb: OJJNR6EGKFXJR T: LEF77JOEFHO6F7UFJ

优势种#;!;$

R6EGKFKXLYJHGJL

褐菖
!

HM2#'2-'#%0"#@ "$@$

班头鱼7M#B'#220"#$ $=<$

黄姑鱼8M#(:)I(-'##& &!!$

褐菖
!

HM2#'2-'#%0"#! =&$$

黄姑鱼7M#B'#220"#& !<#$

班头鱼8M#(:)I(-'##& $=>$

常见种#;!;$

H6EE6K LYJHGJL

花鲈#"!=$DM2#*0(#%0"

大泷六线鱼#"&%$6M-%#@))

赤鼻棱
"

#@$&$4M@#22#(/3")"

小黄鱼#$<<$DM>-(,#*%)"

蓝圆
#

#&"%$KM2#'0#E")

大泷六线鱼###%$6M-%#@))

小黄鱼#"#=$DM>-(,#*%)"

鲻#!$>$9M*/>+#(0"

赤鼻棱
"

#$#=$4M@#22#(/3")"

皮氏叫姑鱼#$<=$VM:/(/3B/'))

花鲈#&=@$DM2#*0(#%0"

丝背细鳞#&>$$HM*)''+)I/'

星康吉鳗#&#>$<M2,')#"%/'

褐牙鲆#&"&$&M>/'*-*/>+#(0"

''鱼类群落组成的种类丰度"小型底栖海藻分

布的岩礁生境较大型底栖海藻生长的岩礁生境平

均"前者的均匀度指数除 = 月外一直高于后者"两

者差距最大时是 &% 月份"此时后者的鱼类均匀度

达到一年中的最低值 %8"@=( 大型底栖海藻和小

型底栖海藻生长的岩礁生境鱼类群落的年

1IFKK6KDcGJKJO指数#6U$分别为 $8"<& 和 $8#%&"

两者的月度变化为 t%8@$% 和 t%8!>='年 SG7IE

指数#6W$分别为 $8=#! 和 $8#>!"两者的月度变

化为t%8@== 和 t%8#!"#图 @$( 说明大型底栖

海藻生长的岩礁生境的鱼类群落基于物种数量的

多样性低于小型底栖海藻生长的岩礁生境"且月

间波动相差不大"而基于生物量的鱼类群落多样

性则高于小型底栖海藻控制区"且月间波动要比

小型底栖海藻控制区小( 其原因是 > 月份大型底

栖海藻生长的岩礁区出现了大量个体较小的鱼类

种群"主要为中颌棱
"

#4M2,"%#A$和赤鼻棱
"

"造

成鱼类群落个体数量和生物量的变化幅度存在了

较大的差异( 上述情况说明"大型底栖海藻控制

区鱼类群落的组成总体情况较小型底栖海藻控制

区稳定"鱼类群落个体数量和生物量反映了一致

的变化趋势"但小型底栖海藻控制区受外界鱼类

群落迁移的影响较大"鱼类群落个体数量和生物

量的月间变化差异比较大"与 $," 月间进入该区

域的一些个体较大的鱼类种群有关#如鲻$(

图 O#岩礁区两种底栖海藻组成模式下

鱼类群落多样性月度差异

I.1"O#28-).44-(-/9-544.:89566?/.7* ).K-(:.7* 0-7B--/

7B5 ='77-(/:546'9(5';1'-95/:7.7?7.5/-K-(* 65/78

$"O#鱼类群落"大型底栖海藻和环境的关系

基于上述的调查结果将枸杞岛周围生境划分

为 @ 种类型!大型海藻生长的岩礁区#F$)小型海

藻生长的岩礁区# T$)沙滩区#H$)贻贝养殖区

#R$( 对 &$ 个月所有调查站点的鱼类群落进行

非度量多维标度#K]?1$发现"有底栖海藻生长

和没有底栖海藻生长的生境的鱼类群落存在显著

地差异"大型海藻生长区和小型海藻生长区鱼类

群落较为相似"但并不完全一样(

分别将 @ 种栖息地的鱼类群落与环境因子进

行最佳匹配分析#C0)3,5$"发现 @ 种栖息地中

除贻贝筏式养殖区生境与调查站点处水深的相关

性最高外"其他 ! 种类型都与水温相关性最高"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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映出季节变化才是该水域中鱼类群落变化的主导

因素"贻贝养殖区与鱼群与水深的高相关性主要

是因为每次的调查站点变化较大所至"虽然每次

的调查站点均位于贻贝养殖区内"但由于其覆盖

面积较大"所以水深等物理条件的差异较为明显"

导致鱼类群落形成较大的差异( 而在鱼类群落与

环境的双因子分析中"四者间均不相同#表 @$(

大型海藻生长区叶绿素F和水温因子的结合与鱼

类群落的匹配最佳"小型海藻生长区则是浊度和

水温因子的结合与鱼类群落的匹配最佳"沙滩区

是盐度和水温与鱼类群落的匹配最佳( 而在三因

子匹配中F型栖息地与 T)H两者间均有两因子相

同(栖息地类型F)T中的鱼类群落与环境因子存

在显著性关系#&

F

o%8%&"&

T

o%8%&$(

图 C#各生境鱼类组成非度量多维标度排序

I.1"C#/SDN=;5745(4.:8'::-60;'1-='77-(/:54

45?(7*=-8'0.7'7:

表 O#O 种栖息地基于丰度数据的鱼类群落和环境因子的 X3TMAU相关分析

2'0"O#28-X3TMAU'/';*:.:544.:8'0?/)'/9-B.78-/K.(5/6-/7';4'975(:./45?(7*=-8'0.7'7:

栖息地类型

IFTGXFXX:YJ

单因子值A#对应因子$

_F79J6NLGKU7JNFHX6O

#H6OOJLY6KRGKU NFHX6O$

双因子值A#对应因子$

_F79J6NR69T7JNFHX6OL

#H6OOJLY6KRGKU NFHX6OL$

三因子值A#对应因子$

_F79J6NXOGFKU7JNFHX6OL

#H6OOJLY6KRGKU NFHX6OL$

F %8"$$A#Z$ %8<$%A#Z"<+(8F$ %8<">A#Z"<+(8F"?)$

T %8"<>A#Z$ %8<%&A#Z"11$ %8<">A#Z"11"?)$

H %8!>"A#Z$ %8@<!A#Z"1$ %8"&!A#Z"1"<+(8F$

R %8##>A#?$ %8>@"A#?"Z$ %8"@&A#?"Z"1$

注!Z8温度' 18盐度' <+(8F叶绿素F' 118浊度' ?)8溶氧' ?8水深(

,6XJL!Z8ZJEYJOFX9OJ' 181F7GKGX:' <+(8F84I76O6YI:DF' 118Z9OTGRGX:' ?)8?GLL67_JR 6h:UJK' ?8SFXJORJYXI8

''将 2ZS& 处大型底栖海藻优势种铜藻跟踪

观测的各阶段生长高度)个体密度和生物量分别

与环境因子中的水温)盐度)海水浊度)溶氧和叶

绿素F浓度进行相关性分析"除生物量与浊度呈

现显著负相关#!

$

o;%8<<="&o%8%@=$外"其他

均无显著性相关( 但是根据已有的研究结果"铜

藻的生长发育跟水温有很密切的关系"其繁殖时

间和衰退时间均受到当年水温的影响*!$ ;!!+

(

!'讨论

%"!#枸杞岛近岸 % 种生境鱼类群落组成差异

成因

枸杞岛周围的岩相底质上生长着不同种类)

生物量丰富的底栖海藻"与周围沙砾底质的沙地

生境和泥质底质的贻贝筏式养殖区生境相比"有

底栖海藻生长的岩礁生境鱼类群落有着较高的种

类丰富度和多样性"全年 &$ 个月中有 &% 个月丰

富度最高"= 个月 1IFKK6KDcGJKJO指数最高 #图

$$( 相比于其他两类生境岩礁生境对枸杞岛近

岸海域的鱼类有很好的集聚效应( 枸杞岛近岸鱼

类组成中"褐菖
!

)斑头鱼和黄姑鱼为主要的优势

种"这 ! 种鱼同时也是岩礁生境的优势种"除黄姑

鱼为洄游性鱼类外"其他两种均为地方性物种'而

沙地和贻贝养殖区的优势种日本须鳎)小黄鱼和

鲻)蓝圆
#

中只有日本须鳎为地方种"其他 ! 种皆

为洄游性鱼类"说明岩礁生境是地方种的主要栖

息区域( 根据全年的捕获量统计"褐菖
!

和斑头

鱼两者的个体数量和重量均远高于其他洄游性鱼

种"占到总个体数和总重的 !"8<#P和$%8#<P"

因此岩礁区域对该海域的鱼类群落就显得尤为

重要(

枸杞岛海域沿岸近 >#P为岩礁生境"而这种

类型栖息地中的鱼类群落结构以底层和中下层鱼

类较多"占该海域总鱼种的 <!P( 优势种鱼类均

在中下层水域活动"以底栖无脊椎动物为第一大

摄食对象"而底栖海藻的存在恰好为各种底栖动

物提供了有利的生存和繁殖条件"C.))]/03.?

等*!#+比较了几种近岸栖息地发现有植物生长的

栖息地底栖无脊椎动物集群的种类和丰富度偏

高"()2-,等*!>+的研究也发现岩礁,海藻生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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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期 王'蕾"等!枸杞岛近岸 ! 种生境鱼类群落组成及岩礁区底栖海藻对鱼类群落结构的影响 ''

中腹足类和片脚类生物丰富度比软相底质生境要

高( 以枸杞岛特有优势种斑头鱼为例"我们在调

查中发现"在大型底栖海藻控制区捕获的斑头鱼

个体数量是小型底栖海藻控制区的 $8& 倍"是沙

滩区域的近 $> 倍( 枸杞岛近岸海域优势种斑头

鱼在其一生中食性都保持不变"与13)\等*!=+的

研究结果相同( 枸杞岛捕获的斑头鱼的胃含物中

以端足类为主"底栖无脊椎动物在其胃含物中的

比例高达 <#8%P( 丰富的底栖无脊椎动物是岩

礁,海藻生境的特点之一"因此有茂密大型底栖

海藻着生的地方对斑头鱼有较高的诱集作用( 沙

地生境鱼类主要的饵料来源比岩礁生境缺少了腹

足类和棘皮类等依托底栖海藻而生存的底栖生

物"因此鱼类组成中以中下层鱼类为主"底栖种类

数量减少"肉食性种类数量增多"以捕食其他游泳

动物为食( 贻贝筏式养殖区生境的鱼类调查因天

气和现场贻贝养殖筏不利于调查等种种原因只进

行了 $,< 月份的采样"但仍然可以看出由于贻贝

养殖区分布于近岸较外的区域"采样站点水深较

沙地生境和岩礁生境深"鱼类群落种类组成中较

其他两种生境多元"底栖类型较少"凶猛的肉食性

且活动范围较大的鱼类种类数量增多"代表种为

星康吉鳗和海鳗"且群体中个体较大的鱼类数量

明显增多(

%"$#底栖海藻组成对鱼类群落的影响

根据岩礁生境潮下带底栖海藻的种类组成"

将岩礁区分为以直立生长的大型底栖海藻为主的

和以贴地生长的小型底栖海藻为主的两种栖息

地( 前者优势种为铜藻'后者分布最广的种为孔

石莼"其他种类于礁石上斑块状分布"如珊瑚藻

#<-'#(()3# -II)*)3#()"$等( 对这两个区域的多元

统计分析发现从较长时间段#至少一年$上看"底

栖海藻组成不同的区域鱼类群落结构并无明显差

异"但对于较短时间内#以月为单位$的鱼类群落

结构还是有影响的"大型底栖海藻为主的 2ZS&

和iQ(处鱼类群落聚类结果跟大型底栖海藻的

生活史规律较为一致#图 !$"而 ?W和 f1B两处

站点鱼类群聚模式则无明显规律( 说明大型底栖

海藻和小型底栖海藻生长的岩礁生境对鱼类群落

的影响是不同的"通过对捕获鱼类的生物学测量

和胃含物分析发现"这种影响是通过大型底栖海

藻和小型底栖海藻的生活史特征和植物形态学差

异直接或间接对鱼类群落施加的(

鱼类由于索饵和繁殖等因素常常跟随海流活

动或产生洄游"于一年中的某段时间出现于岛礁

近岸"并于完成必要的生命过程后离开"重新返回

海洋深处或迁移至其他海域( 枸杞岛近岸在 >,

&% 月间会出现大量洄游性鱼类赤鼻棱
"

和中颌

棱
"

"两者均喜欢活动于岩礁区域"尤其是大型海

藻生长区捕获率较高"为花鲈提供了充足的饵料

#占胃含物的 !"8>P$"这也是导致大型海藻生长

区花鲈;!;值#"!=$远高于小型海藻控制区 ;!;

值#&=@$的原因( 上述两种
"

科鱼类的主要摄食

对象为浮游动植物"而 > 月份大型海藻生长的岩

礁区浮游动植物丰度远高于外部区域*!$+

"两种鱼

类因索饵需求而多出现于大型海藻生长区( 枸杞

岛沿岸海域 @," 月出现的黄姑鱼 #!8#P的捕获

个体性腺成熟度为
'

期和
(

期"摄食组成中

<"8@P为小型鱼类#

"

类$和鱼类幼体#褐菖
!

等$"#%8%P个体捕获于小型海藻生长区"其余多

捕获于大型海藻生长区域( 自 > 月底开始于岩礁

和沙地生境捕获大量性腺成熟度为
!

期的小型黄

姑鱼"此时其个体数量最大"其后捕获个体数量明

显减少( 说明 @," 月为该海域黄姑鱼的繁殖期"

黄姑鱼幼体在成长为一定大小的成体后向外海迁

移"! 月底个体数明显回升"说明外海的黄姑鱼于

翌年又洄游回岛礁近岸"开始为其产卵繁殖做准

备( 捕食是影响生物群落结构的重要因素之一(

鱼类的摄食对象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其活动范围"

从而对整个群落结构产生影响( 而鱼类的食性在

整个生活史过程中并不是固定不变的"某些鱼类

会因发育阶段不同而引起食性的转换*@%+

"食性的

转换很大程度上会引起鱼类对栖息环境的重新选

择( 结合黄姑鱼的胃含物分析发现"其个体在很

小的时候喜欢栖息于沙滩区域"以中国毛虾和钩

虾为食"生长一段时间后转为栖息于大型海藻控

制的岩礁区域"以蟹类和小型底栖无脊椎动物为

食"等生长为较大型个体时转而栖息于小型海藻

控制的岩礁生境主要以小型鱼类为食(

枸杞岛海域第一大优势种褐菖
!

也存在上述

的食性转化( 王凯等*$!+的研究发现体长组为

"%8% V#=8= EE的褐菖
!

主要摄食端足类"体长

组 >%8% V==8= EE的褐菖
!

主要摄食蟹类和端

足类"而体长大于 &%% EE的褐菖
!

主要摄食鱼

类和端足类( 由于该海域 =@8>P的褐菖
!

个体

栖息于岩礁生境"因此本文将枸杞岛岩礁生境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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捕获的褐菖
!

按照上述体长组划分为 ! 组"分别

统计各组别在各生境捕获样本中的比例( 经统

计"褐菖
!

体长小于 >% EE的体长组"大型底栖

海藻控制区和小型底栖海藻控制区分别占据

@>8@P和 @$8>P"说明小个体的褐菖
!

更喜栖息

于海藻场区域'体长介于 >% V&%% 的褐菖
!

分别

占据各自生境个体总数的 !%8!P和 $>8#P"两者

比较接近'体长大于 &%% EE的褐菖
!

分别占据

各自生境个体总数的 $&8!P和 $>8"P"个体偏大

的褐菖
!

更喜栖息于岩礁区域( 从上述结果不难

发现"不同个体大小的褐菖
!

栖息场所实际上是

由其不同生长阶段的食性转换所引导的"体长小

于 >% EE时摄食对象主要为端足类"其中麦秆虫

#<#>'/((# LY8$ 和钩虾 # ?'*+/"%)# LY8$ 占了

=#8%P( 钩虾主要是以海藻和碎屑为食*@&+

"

Q*3++-DQ-+4-w-等*@$+观测两年时间发现麦

秆虫丰度的最大值发生在大型底栖海藻生长最茂

盛的时期"因此大型底栖海藻旺盛生长的时期和

区域"是麦秆虫和钩虾大量繁殖的有利条件"同时

也为个体较小的褐菖
!

提供了充足的饵料来缘(

大型底栖海藻生长盛期在 ! V" 月"而这段时间恰

好是枸杞近岸褐菖
!

的繁殖季节"在这段时间内"

充足的饵料来源是褐菖
!

幼体和小型个体生长的

基础"同时这一时期栖息于大型底栖海藻控制区

的小型褐菖
!

个体又成为大泷六线鱼和星康吉鳗

的摄食对象"在两者胃含物中分别占 $"8%P和

$%8$P"为这两种鱼类种群提供了多种的食物支

持"更有利于鱼类群落的稳定( 而对于食性转化

前的小型褐菖
!

来说"大型海藻生长的岩礁生境

是相对于小型海藻生长的岩礁生境更好的索

饵场(

@'结论

枸杞岛海域栖息的鱼类群落以 $ 种类型为

主"一种为地方性趋礁鱼类"一种为季节性洄游鱼

类( 前者以底栖和中下层鱼类为主"后者以表层

和中上层鱼类为主( 岩礁生境)沙地生境和贻贝

筏式养殖区生境中鱼类的群落结构存在明显差

异"三者中由于岩礁生境底栖海藻的存在"形成了

相对较为复杂的生境环境"为各种底栖生物提供

栖息场所和饵料"使上层捕食者,,,鱼类群落结

构更为复杂"多样性更高"鱼类群落的均匀度全年

较其他两种生境稳定( 由于岩礁区域生长的底栖

海藻组成的不同"大型底栖海藻和小型底栖底栖

海藻生长的岩礁生境在鱼类对栖息空间)活动时

间和食物对象的选择的共同作用下"鱼类群落结

构表现出差异性"这种差异性是由于不同类型底

栖海藻的生活史和形态差异所造成的( !,> 月

两种岩礁区鱼类群落相似性持续降低"<,= 月份

多种洄游性鱼类以较高生物量出现于该海域索饵

和繁殖"使外来鱼种成为鱼类群落结构改变的主

要因素"而生境本身的鱼类群落差异弱化( 大型

底栖海藻生长的岩礁生境鱼类群落的组成总体情

况较小型底栖海藻生长的岩礁区稳定"鱼类群落

个体数量和生物量反映了一致的变化趋势"但小

型底栖海藻生长的岩礁生境的鱼类群落受外界鱼

类种群迁移的影响较大"鱼类群落个体数量和生

物量的月间变化差异比较大"受 $," 月间进入该

区域的一些大型个体的鱼类种群影响( 有茂密大

型底栖海藻着生的岩礁生境为当地的优势种群的

繁衍提供了有利条件"对部分种群幼体和小型个

体有诱集作用"同时为上层鱼类捕食者提供更为

多样化的食物选择"有利于鱼类群落的稳定(

数据采集得到了上海海洋大学的许强"陈清

满"许敏"刘卫云"赵静等的大量帮助"在此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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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KR TG6EFLLIF_JFLGUKGNGHFKXE6KXI7: _FOGFXG6K GK O6Hb: OJJNIFTGXFXcGXI LEF77JOEFHO6F7UFJ8ZIGLHFK TJ

R9JX6 XIJNGLI FLLJET7FUJL"GK cIGHI NGLI LYJHGJLcJOJcGXI 7FOUJOLGeJ"cIGHI EGUOFXJR X6 O6Hb: OJJNIFTGXFX

NO6E6YJK LJFFOJFR9OGKU /JTO9FO: X6 ]F:8+6Hb: FOJFLH6_JOJR T: LXFKRGKU EFHO6F7UFJYO6_GRJR FE6OJ

RG_JOLGNGJR N66R LJ7JHXG6K N6O76HF7R6EGKFKXNGLI LYJHGJL8ZIJ: Y6LLJLLJR FK FXXOFHXG6K N6OYFOXGF7UO69Y 7FO_FJ

FKR LEF77DLGeJGKRG_GR9F7L8]JFKcIG7J"XIJ: 6NNJOJR RG_JOLGNGJR N66R HI6GHJLN6O9YYJOH7FLL6NNGLI"cIGHI

H6KXOGT9XJX6 XIJLXFTG7GX: 6NNGLI H6EE9KGX:8

L-* B5():! TJKXIGHEFHO6F7UFJ' NGLI H6EE9KGX:' XJEY6OF7FKR LYFXGF7RGLXOGT9XG6K' IFTGXFXLJ7JHXG6K'

RGJXH6K_JOLG6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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