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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利用 $%%<年 &月+$%%=年 ?月在黄海中南部进行的 ?个月的底拖网调查!采集了体长在

&# ]"$" DD范围的细纹狮子鱼样品 ! %%"尾" 通过胃含物分析%聚类分析以及营养级计算等方

法!研究了细纹狮子鱼的摄食习性!周年变化和体长变化" 结果表明!除 ! 月份外!细纹狮子鱼是

各月份黄海生态系统食物网的重要种类'目前脊腹褐虾仍是细纹狮子鱼的优势饵料生物!而方氏

云
!

替代
"

成为其优势饵料生物" 细纹狮子鱼的摄食习性和摄食强度都有显著的周年变化和体

长变化!体长是导致细纹狮子鱼摄食习性周年变化的主要因素" 随着体长增加!细纹狮子鱼发生

了 !次显著的食性转换!体长在 "% DD从底栖动物食性转换为广食性'大于 &%% DD转换为底层

虾食性'大于 !"% DD转换为虾A鱼食性" 不同体长的细纹狮子鱼归属不同的营养功能群!因此!

细纹狮子鱼在不同月份的黄海生态系统中处于不同的营养地位"

关键词! 细纹狮子鱼' 食物组成' 摄食强度' 周年变化' 体长变化' 黄海中南部

中图分类号! 1="#8&$' 1=&?8@'''''''文献标志码&-

''细纹狮子鱼#I140*13)0/0B0($是冷温性近底层

鱼类"渤海)黄海)东海均有分布"以黄海中部及渤

海中部海区数量较多( 细纹狮子鱼的经济价值不

高"属劣质鱼类"国内无专捕渔业"是底拖网的兼捕

对象&&'

( 在黄)渤海主要底层经济鱼类资源衰退以

后"其数量有显著增加的趋势( 历年 &% 月的太平

洋鲱#"724(0 40770313$探捕中"细纹狮子鱼占探捕

总渔获量的百分比有明显增加"在 &=?< 年仅占

=8<?P"到 &=#$ 年) &=#! 年已增至 $"8&!P和

&#8=<P

&&'

( 在当前黄海传统优质底层鱼类的资源

被过度利用甚至严重衰退的情况下"有必要正确认

识细纹狮子鱼在黄海生态系统中的作用"并对其进

行合理的开发利用( 同时"对作为当前黄海生态系

统顶级捕食者的细纹狮子鱼&$'的摄食习性及其变

化进行全面深入地研究"也有助于了解黄海生态系

统饵料丰度及食物网结构的变化&!'

( 尽管对细纹

狮子鱼的摄食习性已有较多的相关报道&@ ;?'

"但未

见对该鱼摄食的周年变化和体长变化的系统报道(

本研究通过对近年来在黄海进行的多个调查航次

中细纹狮子鱼的摄食及其变化的分析"以期全面了

解其在黄海生态系统食物网中地位和作用"为基于

生态系统水平的渔业管理提供科学依据(

&'材料与方法

%&%'样品的采集与分析

研究的样品是 $%%< 年 & 月.$%%= 年 ? 月期

间"黄海水产研究所+北斗,号海洋科学调查船

#拖网时速为 ! H DF7I"& H DEF7j&8#"$ [D"网口

宽度平均为 %8%$& ? [D$在黄海中南部 &$%v]

&$@v3"!!v]!?8"v,范围内进行的 ? 个月的调查

航次时所采集的"共计 ! %%" 个细纹狮子鱼胃含

物样品#表 &$( 取样个体经生物学测定后"取出

消化道立即速冻保存( 胃含物分析时"将其解冻

用吸水纸吸去水分后"再在双筒解剖镜下鉴定饵

料生物的种类并分别计数和称重"食物重量精确

到 %8%%& :"并尽量鉴定到最低分类单元(

%&+'数据分析

根据各航次各鱼种渔获量占总渔获量的百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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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选择渔获量占各航次总渔获量百分比前五位的

鱼种为优势种"了解细纹狮子鱼在黄海生态系统食

物网结构中的地位( 各月份细纹狮子鱼的营养级根

据张波等&<'的计算公式和修正后的基础饵料的营养

级进行计算%根据郭斌等&#'的研究结果"选择出现频

率百分比组成#/)P$来研究细纹狮子鱼的摄食习

性"周年变化和体长的变化%以饵料出现频率百分比

组成超过 <%P为标准来划分食性类型&='

(

以 "% DD为间隔将样品划分为 = 个体长组

来研究细纹狮子鱼摄食随体长的变化! U"%)"& ]

&%%)&%& ]&"%)&"& ]$%%)$%& ]$"%)$"& ]!%%)

!%& ]!"%)!"& ]@%% 和x@%% DD( 采用空胃率和

胃饱满指数这两个指标来研究细纹狮子鱼的摄食

强度&&% ;&$'

"并用 aX9S[E7CQE77FS非参数秩检验和

卡平方#

"

$

$检验不同月份和不同体长组平均饱满

指数和空胃率的差异情况( 采用1B11&<8% 进行

统计分析%采用B+0T3+"8% 进行聚类分析"并以

相似性系数 <%P为标准来研究各月份食物组成

的相似性&&!'

(

表 %'各月份采集的细纹狮子鱼样品

!-.&%'J3-47-1=4-2B=34AC3-,:2A79:

月份

D6HYK

体长ADDL6\R 7IH:YK

范围XEH:I 平均DIEH

样品数

H9DLIX

& 月 (EH9EXR &"# ]"$" !!?8<! m"%8&? $!&

! 月 TEXMK &# ]=? !$8$% m&$8<% &"<

< 月 (9HI @$ ]$$! &%#8@# m!@8%$ "@$

? 月 (97R @? ]!&? &<"8"" m"@8#< ?#!

# 月 -9:9SY "% ]@&% $%#8<& m<!8$" @$=

= 月 1IGYIDLIX &!$ ]!"& $!@8"< m@@8@@ $@!

&% 月 )MY6LIX =# ]@&? $<!8@< m"?8&# <$&

$'结果

+&%'细纹狮子鱼摄食的周年变化

根据各鱼种渔获量占总渔获量的百分比"黄

海中南部各月份优势种的组成不同#图 &$( &)!)

<)?)#)= 和 &% 月优势种的渔获量之和分别占各

月份总渔获量的 ?"8"<P)?$8"#P)#?8$=P)

#!8%=P)#<8&<P)<"8!"P和#<8%&P"月份"除!

图 %'黄海中南部各月份的优势种

?1@&%'!:38A217-79C14:4B3,134AC3-,:2A79:179:3,3790-=-784A69:307e3==ADJ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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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纹狮子鱼均是各月份的优势种之一( 其中在

&)? 和 &% 月份"细纹狮子鱼排第 & 位"分别占渔

获量的 !%8?$P)!@8=&P和 !$8@$P%在 # 月份和

= 月份是第 ! 位和第 $ 位"分别占渔获量的

&#8$#P和 &=8"<P%< 月份是第 @ 位"占渔获量的

#8<!P(

胃含物分析结果#表 $$表明细纹狮子鱼共摄

食 &? 类 <% 余种饵料"根据各种饵料的出现频率

百分比组成"各月份摄食的饵料种类有较大差异(

细纹狮子鱼摄食的浮游动物饵料包括磷虾类)桡

足类)毛虾类)糠虾类) 类和甲壳类幼体 < 类"以

! 月份和 < 月份摄食最多"分别占这 $ 个月摄食

食物的 &#8=%P和 &<8#@P"其中以长额刺糠虾

# %50/)6+,-313 7+/;1*+3)*13$ 和 太 平 洋 磷 虾

#&24602310 4051?150$为主( 细纹狮子鱼摄食的底

栖动物饵料包括钩虾类)涟虫类)腹足类)双壳类)

多毛类和棘皮动物 < 类"以钩虾类和涟虫类为主%

细纹狮子鱼在 ! 月份和 < 月份摄食底栖动物饵料

最多"分别占这 $ 个月摄食食物的 ?<8#=P和

$%8=$P"! 月主要摄食钩虾类和涟虫类"< 月主要

摄食钩虾类( 除 ! 月份以外"细纹狮子鱼在各月

份均摄食较多的底层虾类" 占摄入食物的

"@8<%P ]?=8$"P( 摄食的底层虾类中以脊腹褐

虾为主"占摄入底层虾类的 <&8&%P ]=%8%%P%

其次是中华安乐虾( 细纹狮子鱼各月份摄食的蟹

类)口足类和头足类都不多"分别以双斑鑚)口虾

蛄和双喙耳乌贼为主( 除 ! 月份和 < 月份以外"

细纹狮子鱼摄食的鱼类有近 $% 种"占各月份摄食

食物的 &@8<#P ]$<8&<P%其中以方氏云
!

为

主"其次是
"

"其它被摄食的饵料鱼种在各月份有

较大差异(

以相似性系数 <%P为标准"聚类分析将本研

究 ? 个月份的食物组成分为 @ 个组#图 $$( 第 &

组是 ! 月份"主要摄食底栖动物饵料中的钩虾类

和涟虫类"营养级全年最低"为 !8$?%第 $ 组是 <

月份"摄食的饵料类型较广"主要摄食浮游动物饵

料中的磷虾类"底栖动物饵料中的钩虾类"以及底

层虾类"营养级为 !8=$%第 ! 组是 ?.&% 月"摄食

的相似性水平为 <<8<"P"主要摄食底层虾类"还

摄食较多的鱼类"营养级在 @8$# ]@8!!%第 @ 组

是 & 月份"仍然主要摄食底层虾类"但摄食鱼类饵

料的比例增大"营养级为 @8!$(

表 +'细纹狮子鱼的食物组成

!-.&+'#139,A2BA4191A7AC43-47-1= f

饵料种类

GXIR FYID

& 月

(EH9EXR

! 月

TEXMK

< 月

(9HI

? 月

(97R

# 月

-9:9SY

= 月

1IGYIDLIX

&% 月

)MY6LIX

磷虾类 39GKE9SFEMIE . !8?# &!8!% %8&@ . . &8"<

桡足类 46GIG6\E . $8&% . . . . .

毛虾类 -MIYIS !8!! . . . . . .

糠虾类 TRSF\EMIE . =8$@ %8&# . . . .

类 2RGIXFF\ EDGKFG6\S . !8!< !8%& &8&< . . .

甲壳类幼体 4X9SYEMIE7EX̀E . %8@$ %8!" $8%! . %8@! .

钩虾类 fEDDEXF\ EDGKFG6\S . "$8"$ $%8=$ &8?@ %8!< . .

涟虫类 49DEMIE . $$8$? . . . . .

腹足类 fESYX6G6\E . %8#@ . . . &8?! !8<%

双壳类 dF̀E7̀FE . %8@$ . . %8&# . .

多毛类 B67RMKEIYE . %8@$ . . . . %8&<

棘皮动物 3MKFH6\IXDEYE &8&& %8@$ . %8@! %8&# . %8<!

底层虾类 >IDIXSE7SKXFDG <%8=? $8=@ "@8<% ?&8"% ?=8$" ?!8"= <=8&?

'脊腹褐虾 "*0/;+/ 0??1/13 !?8$" %8#@ !"8<@ "&8<? "#8#" <<8$! "?8$#

'中华安乐虾 &2072331/(/313 &!8?" . !8&= &$8%& &@8!& <8%< "8<!

'日本鼓虾 %746(23K04+/1523 &8"" . ?8%= &8?@ !8%@ %8@! %8<!

'葛氏长臂虾!070(,+/ ;*0F1(*1 &8!! . %8"! %8&@ &8=? . &8##

'海蜇虾 I0)*(2)(30/+47+/-D $8$$ . %8"! %8&" %8&# . &8"<

'细螯虾 I(4)+56(70 ;*051713 %8<? . "8<? %8$= . . %8&<

'戴氏赤虾 <()04(/0(+4313G07(1 &8"" . . %8?$ %8!< . .

'细巧拟对虾 !0*04(/0(+4313)(/(7723 &8&& . . %8&" . . .

'其它虾类 6YKIX\IMEG6\E &8"@ $8&% &8=" @8<! %8"@ %8#? $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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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

饵料种类

GXIR FYID

& 月

(EH9EXR

! 月

TEXMK

< 月

(9HI

? 月

(97R

# 月

-9:9SY

= 月

1IGYIDLIX

&% 月

)MY6LIX

蟹类 4XEL <8$& . $8#" @8=& !8?? &8!% "8#%

'双斑鑚 "60*-CG13C1,05270)0 @8## . $8&! $8@< &8?= %8@! $8!"

'矮小黄道蟹"0/5(*4-;,0(23 %8$$ . %8&# %8@! %8?$ . %8&<

'隆背黄道蟹 "0/5(*;1CC+32723 . . %8&# . %8!< . %8!&

'泥脚隆背蟹 "0*51/+470DF(3)1)23 %8$$ . . %8?$ %8&# . %8&<

'枯瘦突眼蟹 #*(;+/10 ;*051713 . . . %8@! . . %8=@

'长手隆背蟹 "0*51/+470D7+/;1,0/0 . . . . %8!< . %8=@

'其它蟹类 6YKIXMXEL %8#= . %8!< %8#? %8!< %8#? %8=@

口足类 1Y6DEY6G6\E &8&& . &8%< . %8"@ . .

'口虾蛄 #*0)+3J21770 +*0)+*10 &8&& . &8%< . %8"@ . .

头足类 4IGKE76G6\E &8&& %8@$ &8%< $8<% &8%? . %8@?

'双喙耳乌贼 $(41+70 C1*+3)*0)0 %8$$ %8@$ &8%< $8<% %8#= . .

'日本枪乌贼 I+71;+ K04+/150 %8#= . . . %8&# . %8@?

鱼类 BFSMIS $<8&< %8#@ $8<? &"8@= &@8<# $$8=" &#8<$

'方氏云
!

&/(G*103?0/;1 &8&& . &8$@ &%8?& =8<< &<8## ?8=#

'

"

&/;*02713K04+/1523 @8<< . . $8@< $8!! @8!! "8="

'皮氏叫姑鱼 R+6/123C(7(/;(*11 $8%% . . %8&" . . %8?#

'高眼鲽 "7(13)6(/(36(*.(/3)(1/1 &8&& . . . %8"@ . %8!&

'小黄鱼 I0*1,156)6-4+7-05)13 %8@@ . . %8$= . . %8&<

'矛尾刺 虎鱼 %50/)6+;+C123603)0 $8## . . . . . .

'六丝矛尾 虎鱼

'%,C7-560()2*156)6-36(D0/(,0

. . %8&# %8@! %8&# . .

'矛尾 虎鱼 "60()2*156)6-33)1;,0)103 %8$$ . %8!" . &8$" %8@! %8<!

'细纹狮子鱼 I140*13)0/0B0( . . %8&# %8@! %8&# %8@! %8!&

'鲐 $5+,C(*K04+/1523 %8$$ . . . . . %8&<

'虻
#

&*1346(D4+))11 %8@@ . . . %8!< . %8!&

'黄鲫 $()141//0 )0)- $8%% . . . . . .

'细条天竺鱼 %4+;+/ 71/(0)23 &8!! . . . . . .

'七星底灯鱼 M(/)6+3(,0 4)(*+)2, &8"" . . . . . .

'带鱼 A*15612*23602,(70 %8$$ . . . . . .

'多鳞 $1770;+ 3160,0 %8$$ . . . . . .

'黑鳃梅童 "+77156)6-3/1F(0)23 %8$$ . . . . . .

'赤鼻棱
"

A6*-330 B0,,07(/313 . . %8&# . . . .

'尖海龙 $-/;/0)6230523 <8@! . . %8&" %8&# . %8?#

'其它鱼类 6YKIX̂FSK &8&& %8#@ %8"@ %8#? . %8## &8$"

'营养级 YX6GKFM7ÌI7 @8!$ !8$? !8=$ @8$= @8!! @8!$ @8$#

图 +'细纹狮子鱼各月份食物组成的聚类分析图

?1@&+'#3780A@0-2AC9:3,=64930-7-=;414AC9:3

8139-0; ,A2BA4191A7AC43-47-1=173-,:2A79:

''检验结果表明"细纹狮子鱼的平均饱满指数

#D

$

j&!?E@&"!U%8%%&$和空胃率#D

$

j$%E@="

!j%8%%$$均有显著的周年变化#图 !$( 平均饱

满指数在 # 月份和 = 月份达到最大"& 月份和 # 月

份的空胃率最低(

+&+'细纹狮子鱼摄食随体长的变化

检验结果表明"细纹狮子鱼的平均饱满指数

#D

$

j&&"E#!"!U%8%%&$和空胃率#D

$

j&?E<!"!j

%8%$@$均有显著的体长变化#图 !$( 平均饱满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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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在 "& ]&%% DD体长组达到最大后"随体长的增

加逐渐下降"到体长x@%% DD组降至最低%空胃率

在&%& ]&"% DD体长组达到最大后"随体长的增加

逐渐下降"到体长 !"& ]@%% DD组降至最低(

&8U"% DD"$8"& ]&%% DD"!8&%& ]&"% DD"@8&"& ]$%%

DD""8$%& ]$"% DD"<8$"& ]!%% DD"?8!%& ]!"% DD"

#8!"& ]@%% DD"=8x@%% DD8

图 <'细纹狮子鱼各月份和各体长组的空胃率和

平均饱满指数%竖线表示标准误差&

?1@&<'/30,379-@3AC32B9; 49A2-,:-7823-749A2-,:

C6==73441783I %H3091,-=.-041781,-93J&E&&CA03-,:

2A79:-783-,:41U3,=-44AC43-47-1=

''将各体长组细纹狮子鱼摄食的饵料生物归为

以下饵料类群!浮游动物#包括桡足类)磷虾类)

类)毛虾类)糠虾类和甲壳类幼体$)底栖动物

#包括钩虾类)腹足类)双壳类)多毛类)涟虫类和

棘皮动物$)底层虾类)蟹类)口足类)头足类和鱼

类后分析表明"细纹狮子鱼的摄食有显著的体长

变化#图 @$( U"% DD的细纹狮子鱼摄食浮游动

物)底栖动物和底层虾类"底栖动物饵料占摄入食

物的 #%8#%P"该体长组的细纹狮子鱼属底栖动

物食性( "& ]&%% DD体长组的细纹狮子鱼摄食

这 ? 类饵料"但蟹类)口足类)头足类和鱼类所占

的比例均不足 &P"摄食的浮游动物)底栖动物和

底层虾类分别占摄入食物的 $&8$!P)!$8<$P和

@$8??P"该体长组的细纹狮子鱼属广食性(

&%& ]&"% DD) &"& ]$%% DD) $%& ]$"% DD)

$"& ]!%% DD)!%& ]!"% DD这 " 个体长组摄食

的底层虾类占食物组成的 <!8=$P ]?<8%@P"因

此"&%& ]!"% DD的细纹狮子鱼属底层虾食性(

但该体长范围的细纹狮子鱼摄食底层虾类的比例

随体长的增加而下降"而摄食鱼类的比例随体长

增加而逐渐增加"摄食的鱼类从 &%& ]&"% DD体

长组的 @8"<P增加至 !%& ]!"% DD体长组的

$$8&<P( !"& ]@%% DD) x@%% DD这两个体长

组摄食底层虾类的比例进一步下降"分别占食物

组成的 "#8#%P和 @@8&$P"摄食鱼类的比例进一

步增加"分别占食物组成的 $#8%%P和 !"8$=P%

因此" x!"% DD的细纹狮子鱼属虾A鱼食性(

&8U"% DD"$8"& ]&%% DD"!8&%& ]&"% DD"@8&"& ]$%% DD""8$%& ]$"% DD"<8$"& ]!%% DD"?8!%& ]!"% DD"#8!"& ]@%% DD"

=8x@%% DD8

图 $'各体长组细纹狮子鱼的食物组成

?1@&$'#139,A2BA4191A7CA03H30; 41U3,=-44AC43-47-1=

!'讨论

<&%'细纹狮子鱼的摄食及其随体长的变化

本研究结果表明"细纹狮子鱼除在 ! 月份主

要摄食钩虾类和涟虫类饵料以外"全年主要摄食

的底层虾类"以脊腹褐虾为主"其次是中华安乐

虾%摄食的鱼类以方氏云
!

为主"其次是
"

%细纹

狮子鱼还有同种残食的现象( 以往的大量研究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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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细纹狮子鱼属底栖动物动物食性鱼类"主要以

底层虾类和鱼类为食"其优势饵料生物为脊腹褐

虾和
"

&&"@ ;?'

( 但本研究对 ? 个月"体长在 &# ]

"$" DD范围内的 ! %%" 尾细纹狮子鱼胃含物样

品的研究表明"细纹狮子鱼的摄食习性有显著的

周年变化和体长变化"而且尽管脊腹褐虾仍是除

! 月份以外的其它月份或体长超过&%% DD的细

纹狮子鱼的优势饵料生物"但方氏云
!

替代
"

成

为细纹狮子鱼的优势饵料生物( 可见"黄海
"

资

源量的衰退严重影响了以其为食的捕食者的饵料

供应"这在高眼鲽&&$'和小黄鱼&&&'也有类似现象(

鱼类摄食随体长变化是一个普遍的现象"就

个体而言"随着鱼体的生长发育"摄食习性发生各

种形式的食物转换现象"一方面是对其不同生长

发育阶段的适应"同时也为了满足鱼类不同发育

阶段的营养需求( 当前在对黄海生态系统的一些

重要经济鱼种"如带鱼&&@'

)小黄鱼&#"&&'

)高眼

鲽&&$'和黄鲫&&"'的摄食习性研究中"均发现了明

显的食物转换现象( 另外"体长在营养功能群划

分"以及考察食物资源的利用和分配中也非常重

要&&< ;&#'

"忽略资源利用的体长差异会人为地高估

资源重叠"或过多地关注种间的相互关系&&='

(

T*,)n等&$%'研究发现"如果完全基于分类或种

的基础上划分营养功能群"智利沿岸潮间带的 &%

种肉食性鱼类鱼类仅能划分出 & 个明显的营养功

能群"而如果考虑体长"就可以划分出 @ 个营养功

能群( 张波等&&!'的研究也发现"东海 @ 个鱼类群

落的 !% 种鱼类中的 = 种鱼由于受体长的影响"在

不同鱼类群落中归属不同的功能群( 本研究结果

表明"细纹狮子鱼在 &# ]"$" DD体长范围内发

生了 ! 次显著的食性转换!体长在 "% DD时从底

栖动物食性转换为摄食浮游动物)底栖动物和底

层虾类的广食性%体长达到 &%% DD时转换为底

层虾食性%体长达到 !"% DD时转换为虾A鱼食

性( 因此"不同体长的细纹狮子鱼在黄海生态系

统的鱼类群落中也应归属不同的营养功能群&$&'

(

鱼类的摄食强度随体长的变化表现为随体长

的增加而增强&&%'

)减弱&$$ ;$!' 和没有显著变

化&#"&& ;&$"&"'

"细纹狮子鱼是黄海摄食强度较高的

鱼种之一&$@'

"其摄食强度有显著的体长变化( 由

于鱼类的摄食强度与胃饱满指数成正比"与空胃

率成反比&$$'

"从平均饱满指数看"细纹狮子鱼的

摄食强度在 "& ]&%% DD体长组达到最大%而从

空胃率看"细纹狮子鱼的摄食强度在大于 !"& ]

@%% DD体长组达到最大( 由此可见"个体较小的

细纹狮子鱼可能受活动能力的限制"空胃率高"个

体通过大量摄食来达到高的摄食强度以满足鱼体

快速生长的需求%随着个体的长大"活动能力和捕

食能力增强"空胃率减少"摄食量下降"个体通过

高的捕获食物的机率来达到高的摄食强度以满足

鱼体各项生理活动的需求(

<&+'细纹狮子鱼摄食的周年变化

细纹狮子鱼的摄食存在显著的周年变化"一方

面表现为各月份摄食的饵料种类有差异"这与海区

中饵料生物的季节变化密切相关"在其它鱼类也发

现有类似的现象&&&"$" ;$<'

( 由于作为细纹狮子鱼优

势饵料生物的脊腹褐虾"其生殖期长"繁殖率高"资

源更新快"全年在黄海的数量很大"资源丰富&$?'

"

因此"海区中饵料生物的季节变化并不是导致细纹

狮子鱼摄食习性周年变化的主要原因(

细纹狮子鱼摄食的周年变化最主要的还是表

现在摄食饵料种类的显著转换上"! 月份主要摄

食底栖动物饵料%< 月份摄食的饵料类型较广"主

要摄食浮游动物)底栖动物和底层虾类%?.&% 月

主要摄食底层虾类%& 月份主要摄食底层虾类和

鱼类( 这是由于体长的变化"即细纹狮子鱼在各

月份处于不同的生长发育阶段#图 "$引起的( 黄

海细纹狮子鱼的繁殖期为 & 月上旬至 ! 月上

旬&&"$#'

"! 月份的细纹狮子鱼主要是幼鱼"=%P以

上个体的体长小于 "% DD"随着生长发育"各月份

平均体长和体长分布发生变化#表 & 和图 "$"摄

食的饵料种类发生了 ! 次显著的转换"这与其摄

食习性随体长增加发生的 ! 次显著的食性转换现

象相对应( 可见"体长是导致细纹狮子鱼摄食习

性周年变化的主要因素(

细纹狮子鱼终年摄食"且与其它鱼种相

比&&& ;&$"&@"$@'终年摄食强度较高"但其摄食强度有

显著的周年变化( 平均饱满指数在 # 月份和 = 月

份达到最大"& 月份和 # 月份的空胃率最低( 综

合平均饱满指数和空胃率这两个指标"细纹狮子

鱼全年有两个摄食高峰"# 月份是细纹狮子鱼摄

食的最高峰"高的摄食强度满足了细纹狮子鱼快

速生长的需求%随后摄食强度下降"到 & 月份繁殖

前期"摄食强度又增强以满足繁殖的需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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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期 张'波"等!黄海中南部细纹狮子鱼的摄食习性及其变化 ''

图 S'各月份组细纹狮子鱼样品的体长分布

?1@&S'aA8; =37@9:814901.691A7AC43-47-1=4-2B=34173-,:2A79:

<&<'细纹狮子鱼在黄海生态系统中的功能地位

(0,等&$='的研究发现"细纹狮子鱼在 &="= 年

的 @ 个季节均不是黄海生态系统鱼类群落的优势

鱼种"到 &=#" 夏季成为优势鱼种的第 < 位"占渔

获量的 !8@P%&=#" 年秋季是优势鱼种的第 ! 位"

占渔获量的 &$8%P( 张波&$'对 $%%%.$%%& 年黄

海食物网结构的研究表明"蓝点马鲛 #营养级

@8#$)星鳗#营养级 @8#$和带鱼#营养级 @8=$这

样的优质顶级肉食性鱼类不再是黄海食物网结构

中的重要资源种类"取而代之的是黄 )细纹狮

子鱼这些经济价值不高"营养级在 @8" 以下的种

类成为黄海生态系统的顶级捕食者( 在本研究的

? 个月份中"除 ! 月份以外"细纹狮子鱼均是各月

份的优势种之一( 同时"根据+简化食物网,的研

究策略"把占总渔获量 =%P左右的种类作为在食

物关系)营养层次转化中发挥重要功能作用的重

要种类来开展海洋生态系统动力学研究&&!"$&'

"因

此"除 ! 月份以外"细纹狮子鱼也是各月份黄海生

态系统+食物网,重要种类( 由此可见"细纹狮子

鱼在黄海生态系统中占据非常重要的地位(

由于摄食存在显著的周年变化和体长变化"

细纹狮子鱼在黄海生态系统中所处的营养地位也

有显著差异( ! 月份主要是小于 "% DD的细纹狮

子鱼"种群以归属底栖动物食性功能群为主"营养

级全年最低%< 月份以 "& ]&%% DD和 &%& ]

&"% DD两个体长组为主"种群归属广食性功能群

和虾食性功能群这 $ 个功能群"营养级升高%? 月

份至次年的 & 月份"营养级达到最高"但 ?.&% 月

主要是 &%& ]!"% DD的个体"种群以归属虾食性

功能群为主"& 月份以 &%& ]!"% DD和x!"% DD

两个体长组为主"种群归属虾食性功能群和虾A鱼

食性功能群这 $ 个功能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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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D LI76H:I\ Y6 SKXFDGÂFSK GXI\EY6XS 9̂HMYF6HE7:X69G8NKI 6̂6\ M6DG6SFYF6H 6^SIESHEF7`EXF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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