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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海深海底层鱼类群落及其结构的研究
’

沈 金 鳌** 程 炎 宏

(东海水产研究所 )

提要 本文据东海深海 1 9 8 1 年底色
_

资源调查资料
,

按不同站
、

水深带之间计算渔获物组

成的相似性指数 ` . ,

应用聚类分析方法等综合分析
,

结采表明 : 调查沦区底层鱼类可区分为东

海大陆架 (外缘 )群落
、

东海大陆坡群落和冲绳海槽 (西侧 )群落等三个 (主 )群落
。

其中
,

东海大

陆坡群落还可细分为大陆坡上部
、

中部和下部等三个亚群落
。

同时
,

应用种类多样性
、

均匀性
、

丰盛度和优势度指数 (H
`
; D

、
J

、
d 和 D ,

)
,

对群落结构进行分析
,

结果表明 : H
` 、
刀

、
J 或 d

值
,

一般是水深浅处较小
,

深处较大
,

它们随水深的变化趋势相似 ; D :

值则与以上各值大致相

反
。

作者认为除种类组成和多样性指数外
,

种类相似性指数也是反映生物群落结构的一个 重

要特征
。

主题词 群落
,

相似性指数
,

多样性指数
,

聚类分析
,

树状图
,

底层鱼类
,

深海
,

东海

关于生物群落的研究
,

以往都单纯依据优势种定性划分群落
,

并进行一般描述
。

之

后
,

对研究方法逐步加以改进
,

借助数理统计方法
,

判别生物群落及阐明群落结构
,

但大多

数是以植物和非鱼类动物为研究对象
。

七十年代起
,

才陆续开展关于鱼类群落方面的研

究
,

且多数限于沿岸和近海 〔石一 , ,

川
,

有关深海鱼类群落的研究至今尚属罕见〔 . 1
。

生物种类组成
、

种类多样性指数和相似性指数都是反映生物群落结构的重要特征
,

后

者通过数学方法还可辨明生物群落
。

客观地区分生物群落与群落结铆的研究
,

不但在生

态学中具有重要意义
,

而且在渔业生产和生物资源管理方面也有较大价值
。

为了开发东海大陆坡及其附近未利用的渔业资源
,

以及制订我国 2 00 海里专属经济

区的有关规划
,

东海水产研究所曾进行了为期两年的东海深海底层鱼类资源调查
。

本文

根据调查取得的渔获物组成与海洋环境等资料
,

“

主要计算分析了调查海区渔获物种类组

成的相似性
,

运用聚类分析方法
,
对底层鱼类群落进行定性定量区分

。

其次
,

通过渔获物

种类多样性指数等多种指数的计算
,

对该海区底层鱼类群落结构特征也进行了分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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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了底层鱼类资源调查
,

拖网试捕计 1的 个站次 〔叼
。

本文以具有较好代表性的 1 9 8 1 年调

查资料为基础
,

据水深与纬度分布的均匀性
,

最后选定为 53 个站次 (图 1 )
,

其渔获物组成

作为本文分析计算用
。

调查使用八片式娓拖网 ( 5 3 8合 x 1 35 毫米 )试捕
,

平均拖速约 3
.

9海

里 /小时
,

每次拖网时间标准化为 1 小时
,

网板间距为 90 ~ 1 00 米
,

网 口高度接近 5 米
,

囊

网及其内衬衣 网目分别为 9。
、

6。毫米 〔盯 。

整个调查期间
,

渔获物种类计有鱼类 3 4 0 种
。

本

文选择调查中出现频率较高
、

个体数量较多的鱼类计 1 01 种
,

其中
,

主要分布在水深 4 00

米以浅的 5 5 种
,

主要分布在水深 40 。 米 以深的 4 6 种
。

并列出各鱼种在不同水深带的渔

获尾数
。

为分析生物群落及其结构
,

应用下列几个主要参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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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
= 2芝怜 1` ·

、 `
(/ 习衅 十 艺二豹Nl

·

风叫
; ( 2) 5玩 n no n 一从 z e a v e r 种类多样性指数

,

H,
=

扭扭扭扭扭扭扭必)))
rrr

”

{{{

群群(((((((((((((((
{{{
端鄂鄂鄂
....................... 男女群岛岛岛

烹烹烹烹烹烹烹烹烹烹烹烹烹烹烹烹烹烹烹烹烹烹公
尹尹尹

权权权权权权权权几
, ’

/ 犷犷犷犷

御御
、 ··
傀礁礁礁礁礁 1巴

...

:
氏

2

扩扩教
。 ”” {{{ OOO

;;;;;;;;;;;;;;; `

/ 护护咫
““ 魔魔 协 ///

久久久久久久久久久久久岛乍乍

点点点点点点

瓣瓣
,叉 400

0扩扩
、

甘甘甘
///////////// 令令 中中中

IIIIIIIIIIIIIII 咤咤咤
矛矛矛矛矛矛矛矛矛矛

IIIIIIIIIIIIIIIIIII

沙沙沙沙沙沙沙沙沙沙
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

沪沪沪沪沪 ttt

窿窿
瀚叮叮

_

厂 zzz

扩
···

/////////////,’,
, ’ ` ---------

沁沁刀刀刀刀刀 ,

洲洲黔黔
夕夕

…
, 毛毛毛毛`̀

丫丫丫丫丫 理

咸纂纂纂纂纂纂纂.......................

户户户户户户户户户户户户

ttttttt

酬酬埃埃岁岁
勺勺 冲

嘱嘱
调查海 区范围围

,,,,,, ///// 、 沙沙 1
’

左 由 e 跳。
那 of th eee

...............................................................

套:u-vr 器
eaaa

履履叠
、、 舍舍晚气

’’’’’’ 贻o b a ht sss

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位与站号号
,,,,,,,,,

~
pU n

gs at 巨批批
出出出出出出出出出劝 `切石。 n N ...o

图 1 调查海区
、

等深线和站位分布

乳 9
.

1 残就 6饰 t i印 1

试 七蹄 歇 d , 叮 de 毗
a , iOS b a t h另 a

血
启a功协切 g 劝越 t io郡

门



4期 沈金鳌
、

程炎宏 :东海深海底层鱼类群落及其结构的研究

一

补P .( )` 09
·

P . )〔” , (“ ) S

~
种类多样性指数

,

力 二 ` 一哥.P )
’ 〔’ 。 , , ( 4 ) p ei , o u种类

均 匀性指数
,

J 二 H
`

/万
. 。 : 二 H

产

/ 10 9 :
邵叭 (5 ) M a r郎 l e f 种类丰盛度指数

,
d 二 习 一 l/

10 9
:

N 〔 1 」; ( 6 ) M o N a u g h ot 几 种类优势度指数
,

几 =
Nl

+
戈 /N [ , 习

。

以上各式中的符号和各指数的意义 (符号意义相同者不重复列 出 )
,

依次分别阐明如

下
:

(1 ) 乏川 = 叉嵘./ N 圣
,

叉毗 二 叉嘴汀N 星
,

斌 . 、

嵘
`
分别为样品 (调查站或水深带等 , 下

同 ) 1
、

2 中第 ` 种鱼类个体数的平方
,

N
, 、

风 分别为样品 1
、

2 中各鱼种的总个体数
。

几
为衡量两个样品之间鱼种及其个体数的相似程度

,

是区分群落与反映群落结构特征的一

个重要参数
,

其闹为 。一 1 , ( 2) 月为样品中鱼种的总数
,

.P 为第 感种鱼种个体数与该样品

总个体数的比值
。

万
`

是鱼种及其个体数的信息函数
,

可反映群落结构的复杂程度 , ( 3)

恩 .P( )
’
称为 5 1

哪
。 n 单纯性指数

·
刀是单纯性指数的对立 (数 ), 是不同于 H

`
的另

一种多样性指数
,

其闽为 0一 1 , (4 )刀
山 a二

为种类最大多样性指数
。

J 为表征样品中鱼种

之间个体均匀分布的程度
,

其闭为 。~ l ; (助 N 为样品中各鱼种的总个体数
。

d 为表征

样品中种类丰盛的程度 , (6 ) 戈
、

.N 分别表示样品中居第 1
、

2 位鱼种的个体数
。

几 为

表示居第 1
、

2位鱼种个体数之和与该样品总个体数的比值
,

其闭为 。一 1
。

据式 ( 1) 计算各调查站之间的种类相似性指数 几
,

由于它是对称矩阵
,

只列出三角矩

阵
。

为直观起见
,

将 氏 值划分为五个等级绘成三角矩阵图 ; 将调查水深范围尽量以 5 0

米左右来划分水深带 (考虑到实际拖网水深情况
,

其中有个别的不足 50 米
,

也有个别的包

括几个 的 米 )
,

又计算了各水深带之间的相似性指数 .o 矩阵 , 样品组 (水深带 )聚合采用

组平均 (多阳 u p, v e公良黔 )聚类分析法 亡̀ , ,

将上述矩阵中氏 最大的两个样品组
,

补算与其他

各组的 认 值
,
并与其它各组的 氏 值一起

,

列出第 2 个矩阵
。

再在此矩阵中将 .o 值最

大的两个组
,

补算与其它各组的 几 值
,

并与其它各组的 焦 值一匈列出第 3 个矩阵
,

之

后按同样的步骤
,

重复合并过程
,

直至全部样品组合并成为一组
。

最后
,

根据重复合并后

各水深带之间 .o 大小的次序
,
绘成各水深带之间鱼种相似性指数 氏 聚合树状图

。

分 析 结 果

从不同水深各调查站之间鱼种相似性指数 氏 矩阵图 (图 2 )来看
:

第 01 ~ 22 站相互

之间的 氏 值多数为 。
.

4 以上
,

其中 几 值在 。
.

8 以上的也为数不少
,

是调查海区的第一

高值区
。

它们与其它各站之间的 认 值
,

除个别为 0
.

4一。
.

6 及少数为 0
.

2~ D
.

4 外
, 绝大

部分为接近零或等于零
。

这表明在 12 0一 1 50 米水深带内底层鱼类组成的相似度高
,

而它

们与其它各站之间有着较明显或很显著的自然间断
,

即该水深带栖息着一个相当明显 的

群落 , 第 23 一 26 站相 互之间以及它们与周围各站之间的 氏 值都不大
,

大部分在 0
.

2~

。
.

6 以下
。

相对来说
,

它们与水深 1 5 0 米以浅各站的 认 值
,

显著大于它们与水深 2 00 米

似深各站的 氏 (平均 )值
。

这表明 1 50 一 2 00 米水深带是第一个较明显的群落过渡带
。

同

时
,

也表明它们与水深 15 。米以浅各站 渔获物组成比较相似 , 第 27 ~ 4 7 站相互之 间的

氏 值是调查海区的次高值区
,

它们与周围各站的 氏 值均相当小
。

这表明在 20 0一 90 0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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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鳍大眼绸
、

竹荚鱼
、

真绸
、

带鱼
、

始鱼
、

印度无齿鳍
、

绿鳍马面纯和棕腹刺纯等鱼类
,

分布

范围几乎不超过 150 米水深带 ;斑点丽救
、

斑鳃
、

花斑蛇姆
、

日本舒
、

短尾大眼胡
、

无斑圆够
、

条尾鲜鲤
、

瑞氏红鱿鳞
、

单棘豹鱿鳞
、

红鲡
、

黄鳍马面纯和棘箱纯等鱼类
,
分布范围儿乎都

在 2 00 米 以浅海区
,

它们与上述分布在水深 1 50 米 以浅的鱼类混栖
。

而短吻角鳖
、

长领水

珍鱼
1

胁谷软鱼
、

寿鱼
、

红钻鱼及尖棘角鱿鳞等鱼类
,

分布范围 LJ 乎局 限于 1 5 0一 4 00 米水深

带
,

它们与分布在水深 2 00 米以深的鸟鳌
、

睦及鳞首方头鳗等鱼类棍栖
。

这表明上述分布在

水深 15 0一嫂00 米与水深 2 00 米以浅的鱼类
,

在 150 一 2 00 米水深带形成一个鱼种组成交

错重叠的混合带 , 冬银绞
、

隆背青眼鱼
、

叉尾带鱼
、

巨 口鱼
、

霞鳖
、

大鳞新灯笼鱼
、

瓦氏眶灯

鱼
、

合鳃鳗
、

异鳞海浙鱼
、

日本腔吻鳍
、

平棘腔吻鳄
、

史氏腔吻够
、

粗棘腔吻鸳
、

柯氏鼠鳄
、

潜

撇瀚及冠釉瀚等鱼类
,
绝大多数分布在水深 4 00 ~ 9 50 米范围内

,

它们与上述分布在水深

2 00 米以深的乌咎
、

长领水珍鱼及鳞首方头绍等鱼类一起
,

形成了一个栖息在水深 2 00 ~

95 。 米海区的鱼类类群 ; 深海蛙
、

纤钻光鱼
、

长钻光鱼
、

低星光鱼
、

裸体鱼及约氏黑角鱿糠

等鱼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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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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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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鱼
、

田中鲁氏鱼及短鳍合鳃鳗等鱼类
,

则经常栖息在水深 9 00 一 g郭米及其附近一带
。

由

此可见
,

上述第一群落〔水深 1 2 0~ 1 5 0 ( 2 0 0 )米 ]
、

第二群落〔水深 2 0 0一 9 0 0 ( 9 5 0 )米 ] 以及

第三群落〔水深 9 50 ~ 1 05 5 米〕之间的鱼种迥然不同
,

在群落之间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

同

时
,

各群落的特有种不存在跨群落的现象
。

分布在过渡带的上述鱼种
,

不但在过渡带 内栖

息
,

而且在该过渡带以浅或以深海区均有分布
。

表 1 各鱼种在不同水深带的渔获尾数

几 b l e I N恤加均
o f hi d vl 记 u幻 o f d if ef r e n t f i s h s F旧 c i e , 妞 e 压e h d e

Pt h 加 I t
甲

鱼 种

F j s h s

Pe
e i e s

各水深带 (米 )渔获尾数

N u
m be , o f In沮 v id u吕 I t“ e理 e b d印 t h b e tl (m )

1 2〔卜一 1石 (】11 2 0少
加一十一…缨巨翌5262

寸1111
, `

ù, l.
.̀..门月, .门....,.

0石00
..........

卫
二̀r,十山., L̀

seOE
才
60

1

1056 0
ùJù

场00121砚0012斑点丽盆

欧氏荆鳖

达氏七鳃盆

日本翅盆

673844247黝S35卿短吻角盆

长吻角盆

344
9

乌盆

犁头绍

斑赐

小眼虹

渴黄扁虹

Ct, 落孟不` 州忑了￡
胜仍 . `们司别 “ 仍 ,

’

a以b
C浏

宁
os 四仍哪

公切时邸川日妞助
a n

H即名ar
妈 c耐 as 叹口无该形 W址 t el y

心 a了份
犷附” 饭吕 夕a p雌“ 似̀

( M 往 l el , 。七H o n要 )

万q妞` 忍馏 乙犷即计 。时行` T 执 n昌 k 执

s q观王哪 饥德切双介倪犷抓 J o六如。 。 t

F O
W协 r

及饥
。
降~ 又妞娜了份 J o r d冬 n 。七

氏 l y de
T

五孔如习 b杯睿。召 s P
,

五可
a 匆南o j凉M 该一1。 二 e t H o n h

刀` 勺时幻 侧 cr o p 沉h “ 正鹅`名 Ch e n

叮彻乙叩为哪
口“ r a . 记落。 件钊旧 M 位l l o r 。七

R e n 」0

尸刁己从`附甸月 昨“ 幼嘛, 币 ( r 陌肠 n )

始 8
{

“ O4

D ! 1 7

0 ! 魂习

汉

28
婴
邸

_

。

3 0
赞
阴

冬银蛟



9 2 8 水 产 学 报 U 卷

(续表 )

各水深带 (米 )渔获尾数

N
~悦

o o r玄 in d i丫 id n a l加栩
hd ep t b h et l (川 )

F i日 h印
。 。 i e日

2 1公 ee 1o 5} 2 1介一 2 00 11日} 一《 洲〕 )加仓一9印】9 5 0 ~0 1砧 11加 ~0 1石石

黑线银蛟

太平洋吻银绞

长背鱼

长领水珍鱼

0

2 8 8 2 5

7

2 88 7石

0006 1

5任̀
8 19 8棘尾银斧鱼

」朗 5

料

00

00 3只一 32吐币6花斑蛇鳍 9 8 4

姬鱼

林触绷

1能 2

2 7

日本海鱿 2 3 1

0 4
丈韶 0

22

2 2 3

000026

6 144

0 1

l毖

2 3 111ō

22初

副海鳍

高菱绸

毛烟管鱼

长吻鱼

8L .

石n乙自吕附 r

勺̀ 0

,1

o刃0
101

口曰6

有犷好

日本好

蛇

78 7

赤鲜 6招

000曰̀缝

青石斑鱼

3

弋
39 8

7

O已11价目口白
2 3肋谷软鱼 2 2 1犯

00寿鱼

红钻鱼

3 0 1

2 3

黑鳍大眼姻

ù翻姗短尾大眼碉 3 2 3 2 3 佗6

尖牙惆

C从仍 a e r召 p爪卫们才a

撇
a J o r d a力 e t

S n y d e r

丑几执。 。从 .
。 。
川 娜 d介 c a

( M i 卜s u k u r i )

P 亡伴 of 万再8as 娜删 H 八 g o n
do 讨

A 犷夕
`呢苏苦” a s e 斑 扣̀

召 e云a 亡a

K 主s哥
一

i n o u y 忍

过f g y 犷口铆未尹哪
a 口以部如召

V
a l。刀 e i e n n 。 闷

召a . 对 d a 加价乙云之

( Bl oc h e t 浅助
e id e r

)

刀葱仍巴
J

a 协州艺~ f G 位n 七卜e r
)

丑口p Zo b r对“ 乙a a r ” 沁褚a

( T e
m m i刀 c k e七 吕e h l护g 嵘 l )

Z哪 J
口 , o 忆`韶。 C u v i o r e七

V 邵 l e 百一 c i n n P S

刃口 r。 澎m 脚
c

侨
c “

K aT n o h a
ar

J 牡忿落夕佩落
a e“ p犷。, L o

w
3

F 落Sf “ 才“ 而。 勺 f乙万咖 K I一 n z in g o r

卫
a 眯口 r

加仍尹h o 占似 J 名 e 。不。 铆涟出

( L f o n 众。 ; , ,

)

名, 妙
r a

o
a p臼己夕似德。 G伽七h e r

S帅 y 犷

~
夕

a
脚

” 落e a C 一 v ie r e t

万泊 el n e l o n 刀 e只

D
o d群不丙耐 。 b er 沙 c o幻该份

(H 宜19叨 d吞,于 )

名e
姗 b , o p , b o 。脚 (于10 , , t t , : y n )

E杯
介 f , h r不“ 吕 a 叨。 a

阳

( ,
’
跷m nr i【, e k e 卜 S e il l户9 0 1 )

卫
“ 比左镶c孙`几梦s 叼 ka `鱿面 J 。

川na
e乞

H
o b b s

丑 a
材。 : 石a

叼。 : ( R i o h a r d o o n )

E 了y 古人犷 o c子郎 召c h忑暇
口Z̀

( R i : h肛
( 15 0 ` , )

尸对 a c a” 云加` b o o p`

( B l o e h 护 t
l

s
「上、 : i 。 :

·

毛。 T

)

P 月。 ` 。 和之加
占 哪 “ e 罗 o c

毗芯人往吕

C l z v i e r 。 七 V
a l o n e i。 乃 n 仓 s

名卯
r上夕罗。哪

a 犷夕梦脚
〔侣 i ; 1、一 r 乞 e t 衡于: a n l e r

)

C 。 犷 a

似
七叹吐“ 名a T e

nr Tn ln 〔
·

k e t

S e川 分g e l

I哎钻 l

高体若鳞 16 六埃 诬7 1《李



4期 沈金鳌
、

程炎宏 :东海深海底层鱼类群落及其结构的研究 四9

(续表 )

鱼 种

F 盆日 h印 e ela e

各水深带 (米〕渔获尾数

Nu mb“ o g rf 加d 主 vid a u l in a e
c h山p t b h el七 m ( )

2 1任一了印] 1即一勿 0 1 1日 )一 400 12 0 0一刃石C I弱O ~0 1筋 11勿 ~0 15吞

OO 0防 韶韶无斑圆够

竹荚鱼

6 4

10 16

12 1

0 1 16

2 1 1

1侧男

真绸

黄绷 I的 2I招6 7邻 3阴

条尾排鲤 18 4邵6

18韶

2阴湘 09 20功

隆背青眼鱼

无鳃轴

2盯 002幻0盯 0竹残触嘴

H 本腊

00000纹颈脸

短蛇靖

带鱼

叉尾带鱼

贻鱼

0

石淞

0

0

0

0

82

0

7拐

0

0 1

6胎

8分

743
0 7

o 1栩韶
。劝 0 10邵 00 7

000
印度无齿猖

鳞首方头娟

伊豆细

J

.o

皿6

邓

5 4
2 1公

碍

3 14i称

9 06 2

O曰ǹ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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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各水深带之 间鱼种相似性指数 氏 矩阵 (表 2) 来看
:

12 。~ 1 5 。米或 工50 一 20 。米水

,

0 0
.

8 仪 6 .0 4 .0 2 0

C ,

l
,

0

120 一150

150 一20 0

2 00一2冈

邵 0一习0 0

3 00 一3阴

~
.

J

4 00一4 5

7 50一3 00

3 50一 4 00

SOQes 5 50

4 50一5 00

5 50一右00

6 00一6 50

7 00一7 50

8 00一9印

ǎ日à阴扫l渭右舒a

ē兴à鞍唠长

深带与 200 ~ 2 50 米水深带之 间的几 值都非

常小
,

而 1 2 0一 2 5 0 米水深带与 15 0~ 2 0 0 米

水深带之间的 几 值较大
,

20 。一 250 米水深

带与 2 50 一 3 00 米水深带之间 的 ox = 。
.

8 9 2
,

为调查海区中的最大值
,

且前者与 3 00 一 3 6。

米水深带之间的 氏 值也较大
。

这表明 15 0一

20 。 米水深带是本海区底层鱼群落的第一 个

过渡带 , 同时
,

7 0 0一 7 50米水深带与 8 0 0 ~ 9 5 0

米水深带之间的 氏 = 0
.

7 7 9 ,

为本海区中的

次最大值
,

后者与 9 50 ~ 1 0 0 0 米水深带的 吼

值仅为 0
.

1 4 8
,

而 9 5 0一 1 0 0 0 米水深带与 1 0 0 0

~ 1 0 5 0 米水深带或 1 0 0 0一 1 0 5 0 米水深带 与

10 5 0 米以深水深带之 间的 几值均在它的一

倍以上
。

这表明水深 9 50 米附近为本海区底

层鱼群落的第二个过渡带
。

因此
,

调查海 区

由浅及深可区分为三个 (主 )群落
。

从各水深带鱼种相似性指数 隽 聚合树

状图 ( 图 3) 来看
:

1 20 ~ 2 00 米水深带的底层

g石0一 100 0

10 00一 105 0

10洲一

图 3 各水深带鱼种相似性指数 口二 聚合树状图

F i g
,

3 A g g of m e
ar t vei 曲n dr o g r a m 由wo i n g 七he

址面二 o f o p e 倪 e s

~ i l ar iyt 打二 a m仙 9 d
e p t h be Elt

.

鱼类组成东海大陆架 (外缘 )群落
。

其中 1 20 ~ 1 50 米水深带与 1 50 一 2 00 米水深带之间的

氏 值不大
,

故后者可视为一个过渡带 , 2 00 ~ 9 5 0米水深带的底层鱼类组成东海大陆坡群

落
。

其中有些水深带之间的 几 值
,

比其它群落水深带之间的 氏 值明显大或偏大
。

在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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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 9 5 0米附近呈现另一个过渡带 , 9 50 一 1 05 5

群落
。

对水深跨度最大的东海大陆坡群落再

细分的话
,

在水深 如 O米左右和水深 7 00 米

左右处分别存在着一个亚过渡带
。

如果据图

2 与表 2 ,

采用上述的对比方法
,

也能分辨出

这两个亚过渡带的存在
。

此外
,

从调查海区渔获物组成多样性
、

均

匀性
、

丰盛度及优势度指数的水深变化 (图 4)

来看
:

S五a n no --n W
e 3 v e士 种类 多 样 性指数

H 产 、

S皿详
。。 种类多样性指数D 或 P eil uo 种

类均匀性指数 J 值
,

它们随水深变化的趋势

基本一致
。

在水深 1 20 一 3 50 米海区数值大多

较小
,

但波动较大
。

其中在 2 00 一 3 00 米水深

带出现低谷
,

这是由于该水深带栖息着绝对

优势种—
长领水珍鱼的缘故

。

在水 深 3 5 0

~ 1 0 5 5 米海区数值均较大
,

其值随水深的波

动较小 , M a :

列盯 种类丰盛度指数 d 值
,

高

峰处于水深 10 0 0米以深的冲绳海槽西侧
,

低

米水深带的底层鱼类组成冲绳海槽 (西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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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多样性指数 H 协D
、

均匀性指数 J
、

丰盛

度指数 房及优势度指数 D :
的水深变化

F 褚
,

在 T助 va ri at lo n b y de p t h Dn 七助 认击叱。

扰 d vei
r d 七y H

`
; D

, 七he i nd o x o f evo ~
阳

J
,

ht
e i n山 x o f ri

o
h n e望 探 a

砚 t h e 认 d e x
of

d o m in a n oe 马
.

谷不显著
,

其它海区随水深的变化平稳 , M o N ua hg ot 。 种类优势度指数 认 值
,

随水深的

变化趋势与 H
户

儿乎完全相反
,

与其它各指数大致相反
。

结 论 与 讨 论

从上述调查海区各站 (各水深带 )之间鱼种相似性指数 氏 矩阵 (图 )
、

氏 聚合树状图

以及各水深带鱼种组成等方面综合分析
,

结果表明
:

本海区底层鱼类可区分为东海大陆架

(外缘 )[ 水深 1 20 一 2 00 米〕群落
、

东海大陆坡〔水深 2 00 一 9 50 米〕群落及冲绳洽槽 (西侧 )

〔水深 9 50 一 1 0 5 5 米〕群落等三个 (主 ) 群落
。

它们之间的 (主 )过渡带
,

分别约处于 1 50 ~

20 0米水深带与 9 00 ~ 9 50 米水深带 , 群落中水深跨度最大的东海大陆坡群落
,

在水深 4 00

米左右及水深 7 00 米左右处
,

分别存在着一个亚过渡带
。

这样又可将该群落细分为东海

大陆坡上部 [水深 200 一 4 00 米 〕
、

中部 E水深 4 00 一 7 00 米 ] 与下部 [水深 7 00 ~ 950 米〕等三

个亚群落
。

井上 〔叼据本海区 (北纬 3 0
0

00
`
以南 ) 调查结果认为

: “

调查海区底层鱼类可区分为东

海大陆架 (水深 1 30 ~ 2 5 0 米 )群落
、

东海大陆坡 (水深 2 5。~ 7 00 米 )群落及冲绳海槽 (水深

70 0 米 以深 )群落等三个 (主 )群落
。

其中
,

东海大陆坡群落 以水深 洲 O米为界还可细分为

两个亚群落
” 。

诚然
,

本文区分的三个 <主 )群落与井上相同
,

惟各个 (主 )群落分布的水深

范围两者有所不同
,

且亚群落的数量与分布水深也不一样
。

本文东海大陆架群落分布水

探的下限比井上略浅
,

而较大差异是发生在冲绳海槽群落分布水深的 朴阳
,

前者要比后者

深 2 00 余米
,

这样后者就将本文的东海大陆坡下部亚群落并入冲绳海槽群落
。

引起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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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大差异的原因
,

估计与井上仅采用总渔获物个体数量最多的 99 个鱼种
,

从而忽略了有

些在深海 (水深 4 00 米 以探 )渔获物中出现频卒较高个体数量也较多
、

但在总渔获物中还

列不上最多的鱼种有关
。

因此
,

大大降低了东海大陆坡下部与冲绳海槽之间渔获物组成

的相异性
。

据东海海底地形特征
,

调查海区通常划分为东海大陆架〔水深 1 4 0 ( 1 8 0) 米以浅〕
、

东

海大陆坡〔水深 1 4 0 ( 1 8 0) 一 1 0 0。 米〕以及冲绳海槽 〔水深 1 0 0 0 米以深〕 等三个海区 (洋 ) ,

同时
,

调查海区终年基本上受黑潮主干及其分支所控制
,
它们对本海区的海洋环境 (包括

生物 )影响甚大
。

据黑潮水团 (影响调查海区近底层 ) 的水文特征与分布水深
,

可将它划

分为高温
、

高盐的黑潮次表层水 (水深 1 00 一 2 5 0 米 )以及低温
、

低盐的黑潮中层水和黑潮

深层水 ( 水深 2 50 一 1 0 0 0 米左右 )
。

在黑潮深层水下方
,

盘据着水温最低且终年不变的冲

绳海槽深层水 (水深 1 0 0。米 以深 )
。

由此可见
,

据以上划分的海区 (洋 )边界或水团边界
,

基本上与上述以渔获物组成为基础区分 的 (主 )过渡带位置不谋而合
。

由于底层鱼类尤其

是深海底层鱼类
,

它们与水深及周围海况条件的关系非常密切
。

因此
,

可以认为本文对底

层鱼类群落的区分是 比较客观的
。

关于生物群落的地理划分
,

在海洋表层或陆地平原往往以纬度或气候来命名
,

其道理

是显而易见的
。

但是
,

在海洋深层或陆地高峰
,

由于生物所处的水深与海况或高度与气候

等条件的特殊性
,

应摒弃
_

仁述的一般命名法
。

调查海区底层鱼类组成在不同水深带引起

的相异性
,

远远超过在不同季节
、

不同纬度所引起的相异性
`生, 。

因此
,

本文以 (相对 )水深来

命名东海深海底层鱼类群落
,

这正象陆地高峰以 (相对 ) 高度来命名生物群落一样
。

同时
,

对反映鱼类群落结构特征的种类相似性指数
、

多样性指数等各个指数
,

也确定 以水深 (带 )

作为变量来进行分析
。

费鸿年等
〔叼曾对南海北部大陆架底栖鱼类群落的多样性作过研究

。

他们选用 1 26 种

(科 )鱼类生物量代替个体数的 S鲡。 n 。。 ~

W ea ver 种类多样性指数 万
“

(一般略大于H
产

)
,

计算结果该海区 H
”
的变幅为 1

.

40 一 4
.

40
,

与国外有关资料对比数值显著偏大 , 本文计

算结果调查海区 万
产 的变幅为 0

.

2 5一 3
.

8 3
,

如将水深 3 00 米左右由绝对优势种长领水珍

鱼所产生的最低值删除
, 则变幅缩小为 0

.

97 一 3
.

83
。

这样
,

本文与费鸿年等的多样性指

数大致接近
。

作者认为上述两个海 区近底层水文要素的年变化均较小
,

是导致在这类海

况条件下底层鱼类的多样性较其它海 区复杂的主要原因
。

应用种类多样性指数等多种指数分析
,

结果表明
:

H
`
与 D 在数值上虽不相同

,

但它

们随水深带的变化趋势相当一致
,

后者又与 J 或 d 的变化趋势大致相似
。

如果对这些指数

不要求精确值而是趋势的话
,

只需采用 H
产
或 D 任一指数 即可

。

比较起来
,

后者计算简

单
,

且其阂为 0一 1 也比较直观
,

故以选用 S in ll 拍 o n 种类多样性指数 D 为宜
。

如前所述
,

种类相似性指数 几 可表征调查海区任一变量 (水深
、

纬度或时间等 )不同

值之间种类组成的相似程度
。

据此
,

氏 一方面可作为区分各类生物群落的尺度
,

另一方

面
,

尽管种类组成和种类多样性指数是反映生物群落结构的两个重要特征
〔. 〕 ,

而 几
一

也可

( 1) 沈金鳌等
,

1 98 4
。

东海大陆架外缘和大陆坡深海渔场底鱼资源调查报告
。

东海大陆架外缘和天陆坡深海渔

场综合调杳研究报告
,

第 炸 ~ 94 页
,

东海水产研究所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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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为是反映生物群落结构的又一重要特征
。

因此
,

焦 是研究生物群落及其结构必不可少

的一个参数
。

此外
,

计算种类相似性指数目前有两种公 式
:

K i功叭。 ( 1 9 6 7 ) 相 似性指 数 氏 与

M介俪 at ( 1 9 5 9) 相似性指数 认 [ , 」。

以上述 同样的调查资料进行计算
,
两者对比结果表

明
,

调查海区各水深带之间的 .o 值与 认 值
,

绝大多数几乎完全相等
,

仅在冲绳海槽才有

微小的差异
,

故在计算相似性指数时可任选一种
。

值得注意的是
,

有关上述各种指数的分析结果与一些初步结论
,

或许只适用于深海底

层鱼类组成较为稳定的类似海 区
,

其它海区是否适用
,
还有待进一步研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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