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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海北部大陆架鱼种组群初步分析

邱 永 松

(南海水产研究所 )

提 要 根据南海北部大陆架水深 40 一 200 米范围内 20 0 网次底拖网鱼 类调 查 资料
,

计算 1沥 个鱼种在采样中同时出现的 J ` 二dr 群落系数
,

用聚类分析导出 8 个组群
。

分析鱼种

组群格局与环境因紫之间关系的结果表明
,

组群中所包含的鱼种具有相似的环境需求特性
,

从

而按组群概括阐述了各鱼种的环境适应特点和分布区域
。

优势鱼种组群对环境的适应范围广
,

分布遍及整个调查海区
。

其余各组群的形成与一定的环境条件相联系
,

并沿等深线分布在 特

定水深范围内
。

陆架外缘环境因素的明显变化
,

成为大多数陆架鱼种分布的阻限
。

本研究还以

鱼种组群为菜础对群落格局作了反相分析
。

关键词 鱼类群落
,

反相分析
,

鱼种组群
,

环境因素
,

大陆架
,

南海北部

群落中具有相似的分布特性
,

而在采样中倾向于同时出现的一些物种可称为物种组

群
。

组群的形成可能是由于物种之间的某些相互作用
,

或因这些物种的分布同受某些生

物环境或非生物环境因素的相似影响
。

但物种大多具有沿着环境因素的梯度而分布的特

性
,

因此
,

组群通常由具有相似环境需求的物种所组成
。

物种组群可根据各物种在环境因

素梯度上分布的相似性进行区分
,

或者根据物种在采样中同时出现的情况或数量关系
,

用

因子分析
、

聚类分析等方法导出
。

鉴别物种组群并探讨其形成的原因
,

有助于判明群落的

结构和物种的生态特性
,

以及物种之间生态上的相互联系
。

本研究根据南海北部大陆架海区各鱼种在底拖网采样中出现的情况导出鱼 种组 群
,

并证实组群中包含的鱼种对环境因素具有相似的需求特性
,

进而按组群概括阐述各鱼种

的环境适应特点和 区域分布格局
,

为进一步探讨鱼种之间生态上的相互联系提供了基础
。

对该海区鱼类群落 已作了正相分析 (邱永松
, 1 9 8 8 )

,

以鱼种组群为基础进行反相分析
,

可

进一步明确群落的结构及其变化格局
。

材 料 与 方 法

调查船
“

南锋 7 o 4’’ 于 1 982 年 2月至 1 954 年 2 月在南海北部大陆架海区作底拖网鱼类资源调查
,

其

调查方法在以前的研究报告中已作了介绍 (邱永松
,

19 8的
。

为使各站位在 4 个季节中均有重复的样品
,

并使采样点在环境因素梯度上的分布具有较好的连续性
,

本研究选用 1 9 83 年 5
、

8
、

11 月和 1954 年 2

月在水深 4 0一 200 米范围内助 个站位的 2 00 网次调查数据进行分析
。

本研究的鱼类调查资料取自
“

南海区渔业资源调查和区划
’

项目
。 “

南锋 7 0 4
”

船长和 调查组成员负责穷施海

上调查工作 ; 国家海洋局南海分局提供部分环境调查数据 ;我所资源室渔情 glrI 报组为本研究的数据计算提供

设备 ;张进上和施秀帖同志审阅了本文的初稿
,

并提出许多修改意见
、

在此一并致谢
。

收稿年月 : 1 9驯〕年 3月 ;同年 7月修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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鱼种组群由聚类分析方法导出
。

选取在 0 2。 网次中出现率 3次和 3次以上的 1幼个鱼种
,

根据各

鱼种在各采样网次中的出现与或缺情况
,

计算两两鱼种在各采样网次中同时出现情况的 J a c o
r d群落系

数
,

两鱼种群落系数的计算按下式进行

~ ~ a

“ 十 口+ 心

式中
: a 为两鱼种同时出现的网次总数

,
b 和 。 分别为采样中只有两鱼种中的一种和另一种出现的网 次

数
。

各鱼种之间的群落系数形成一个 1筋
、
贷5 的种间关联系数矩阵

,

根据该矩阵用类平均法联成聚类

图
。

用于分析的环境因素资料包括水深
、

底层水温
、

底层盐度和底质类型
。

各网次鱼类采样点的水深是

用探鱼仪在现场测得 ; 国家海洋局南海分局 1 983 年 4 月至 1 984 年 2月期间
,

在南海北部大陆架每两个

月进行一次的环境调查中
,

取得了 7 条断面共 47 个站位的底层温盐度资料
。

鱼类拖网调查中也对部分

站位进行了底层温盐度观测
。

根据以上取得的数据分别画出各月底层水温和盐度等值线分布图
,

并按

其分布和变化趋差对古算出各网次鱼类采样点的底层温盐度数值 ; 各网次鱼类采样点的底质类型则 由渔

场图` , ,

中相应位置所标示的底质状况得出
,

参照渔业生产上的习惯
,

把底质按其颗粒组成由小到大的顺

序划分为泥
、

泥砂
、

砂泥
、

和砂四种类型 《 , ’ 。

为表明各鱼种和鱼种组群的环境需求特性
,

分别统计其生物盘在水深
、

底层水温和盐度的梯度及底

质类型上的分布状况
。

本研究的各项运算均在 A P p l卜11 微机上进行
,

使用的运算程序均自行编写
。

结 果 与 讨 论

图 l 表明了南海北部大陆架海域水深 4 0一 20 。 米范围内
,

125 个鱼种在 200 网次采

样中同时出现的聚类情况
。

组群的划分在群落系数为 4拓的水平上进行
,

类别中包含有 3

个和 3 个以上鱼种的才被确认为一个组群
,

对一些出现率较低
、

生物量较小的罕见种
,

在

群落系数 4% 的水平上未能归组
,

则 根据其与主要组群的联系情况适当并入或暂且不归

组
,

这样可划分出 8 个组群
,

图中按从上到下的顺序分别表示为 G R I刃 R S
。

组群 G R I 包

含的鱼种较多
,

主要是一些出现率高
、

生物量大
、

分布范围较广的优势鱼种
,

其特性需进一

步加以探讨
。

因此
,

从 G R I 中又区分出 G R I一 A
、

G R I一 B
、

G R卜 C 和 G R I一 D 4 个性质各

有差异的次一级组群
。

图 工还同时表明了各鱼种的生物量 (对数等级 )及其在水深
、

底层水温和盐度的梯度

以及底质类型上的相对分布状况
,

大致反映出群落的鱼种组成和各鱼种的环境需求特性
。

尽管鱼种的分布是生物与非生物环境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

但首先受到环境因素的

制约
,

因而具有沿着环境因素的梯度而分布的特性
。

各鱼种的生物量在水深梯度上均具

有较明显的主要分布范围
,

这是由于调查海区的多数鱼种
,

特别是底层和近底层鱼类不

作长距离徊游
,

分布区域相对稳定 (农牧渔业部水产局等
,
1 9 8 9 )

。

各鱼种的生物量在温盐

梯度上的分布不像其在水深梯度上的分布那样有较明显的主要分布范围
,

反映出多数鱼

种能耐受一定的温盐季节变化
,

但在外海区
,

底层盐度较为稳定
,

分布在该区域的鱼种
,

其

l( ) 国家水产总局南海水产研究所
,
1留 9

0

南海北部渔场图
。

( 2 ) 水产部南海水产研究所
,
1以姑

。

南海北部底拖网鱼类资源调查报告
,

第一册
,

蛇一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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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各鱼种的生物量在环境因素梯度上的分布及采样中鱼种同时出现的聚类情况

及 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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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聚类图中鱼种编号对应的种名及采样中各鱼种的出现次数 (括号中的数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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盐度的适应范围则较窄
。

底质类型是影响底层鱼类分布的重要因素
,

本海区大多数鱼种

的分布与底质条件有着密切的联系
,

尤其是分布范围较小的鱼种
,

其生物量明显地集中分

布在特定底质类型的区域中
。

鱼种组群的形成主要与鱼种对环境的裕求特性有关
。

组群中包含的各鱼种在环境因

素梯度上有着相近的分布范围
,

其生物量在各环境因素梯度上 的分布也有着相对类似的

格局
。

而且越是经常同时出现的鱼种
,

其分布的格局越是相似
。

这种情况表明
,

在采样网

次中趋向于同时出现而构成组群的鱼种
,

具有对环境因素相似的需求特性
。

调查海区的鱼种繁多
,

对其环境适应特点和分布区域难于逐一阐明
。

由于组群中所

包含的鱼种对环境因素具有相似的需求特性和相似的区域分布格局
,

因此可按组群进行

概括阐述
。

图 2 和图 3 按组群分别表示其生物量在各环境因素梯度上的分布及其在调查

海区中的区域分布状况
。

G R I 包含的鱼种大多为大陆架海域广泛分布的优势种
。

其中的 G R I一 A 系 由温盐适

应范围最广
,

分布遍及整个调查海区
,

而且是数量最大的优势鱼种所组成
,

但其生物量在

水深 2 00 米处有明显下降的趋势
,

表明该组群主要分布在水深 2 00 米以浅的海域
, G R卜 B

主要由分布在 1 00 米等深线以外海区的中上层鱼种所组成
,

有较明显的适宜水温
,

多出现

在较高盐度的水域
,

分布区的底质以砂质为主 , G R I一 0 主要分布在水深 1 50 米以浅海域
,

其数量随着水深的减小而增加
,

并可分布到近岸海域
,

可出现于盐度较低的环境
,

水温的

适应范围较广
,

分布区的底质以泥质为主 , G R I一 D 主要分布在水深 1 00 一 2 00 米范围内
,

适应于较低温和高盐的环境
,

分布区的底质以泥砂为主
。

G R Z 和 G 3R 包含的鱼种绝大多数为底层及近底层鱼类
,

分布区域和对环境的适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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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围均较广
。

但 G R Z 适应于较低温和高盐的环境
,

在浅海区其数量明显减少 ,而 G础 则

适应于较高温和低盐的环境
,

可分布到水深较浅的海域
,

但在陆架外缘海域其数量明显减

少
。

G R 4 由分布在陆架外缘海域的鱼种和出现在大陆斜坡水深 6 00 米以内海域的一些优

势种所组成
` , ) ,

本研究的采样站均位于水深 20 。 米以浅的海域
,

因而将上述鱼种归为一

组
。

这些鱼种明显适应于低温高盐环境
,

分布的盐度范围很窄
,
在陆架外缘其数量随水深

的增大而明显增加
。

该组群的生物量在水深和温盐梯度上的分布格局与其它各组群截然

不同
。

G R S 仅由 3 个鱼种所组成
,

分布的水深主要局 限在 1 0 0一 150 米范围内
,

适应于较高

表 2 各鱼种组群的生物 t

T汕场 2 C a t比
r a t e s o f . 讲 ol .s g

our 少

鱼鱼种组群群 1- AAA 1一 BBB 卜CCC 1-刃刃 222 333 444 石石 888 777 888

生生物里 (千克 /小时 ))) 卫2 7
.

444 1 6
.

888 8
.

666 0
.

888 1
。

111 2
。

888 8
.

000 0
,

666 8
。

777 0
一

333 0
.

111

恤以,haF证恤腼颧恤恤
G RI一 A

G R I一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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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 R I一 D

G R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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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各鱼种组群生物盆在环境梯度上的分布

r i g
.

2 D i眺五 b n t i o n o f ` eP e i朋 g了。即
s 一 l o n g e n vi r o

恤
e皿 t a l

泥

簇寨
.

州
底质类型

.

g , 越 e n加

( 3 ) 国家水产总局南海水产研究所八明 1
。

南海北部大陆拱坡海域渔业资源综合考察报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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盐度的环境
,

对温盐的适应范围较窄
。

G 6R 的分布区域主要局限在台湾浅滩西侧 海

域
,

这些鱼种的分布与这一海区特殊的底质状况有

着密切的联系
,

该区域的底质较粗糙
,

以砂质为主
。

G R 7 和 G R S 均分布在水深较浅海域
,

但其所

处的温盐环境和底质类型则略有差异
。

0 R 7 具有温

盐适应范围较广的特性
,

并可分布于较低盐度的水

域
,

分布区的底质以泥砂为主 , G R S 适应的温盐范

围较窄
,

具有适应于较低温高盐的特点
,

分布区的底

质以泥质为主
。

优势鱼种组群对环境的适应范围广
,

分布遍及

整个调查海区 , 生物量较小的各鱼种组群的形成则

与一定的温盐环境和底质条件相联系
,

其分布主要

局限在某一水深范围的区域中
。

由于本海区底层各

主要环境因素等值线及底质类型分布的走向大体上

与等深线的走向平 行 “ , , , ,

具有特定环境需求的鱼

种或鱼种组群在海区中具有沿着等深线而成带分布

的趋势
。

以鱼种组群为基础进行反相分析
,

可进一步明

确群落的变化格局
。

大陆架海域的环境因素是沿着

水深的梯度而逐渐变化的
,

因此
,

鱼类群落的分布也

呈现出连续的变化
。

本研究中采样站的分布仅限于

40 米至 2 00 米等深线之间的海域
,

水深 40 米以浅

的海域由于环境条件的差异
,

分布着许多特有鱼种
,

群落的组成与调查海区有所不同
,

但从图 1一 3 各鱼

种和鱼种组群的分布趋势可清楚地看出
,

调查海区

出现的多数鱼种均可分布到 40 米以浅海域
,

而且有

些鱼种在浅海区也是优势种
,

40 米水深以浅海域还

是许多大陆架鱼种的产卵场及其幼鱼的育肥场
,

有

几种大陆架的中上层鱼类在作季节性洞游时
,

也大

量分布到较浅海区 (农牧渔业部水产局等
,

1 9 8 9 , 陈

再超
、

刘继兴
,
1 9 8 2 )

,

因此
,

40 米等深线以浅海域与

调查海区鱼类群落的联系相当密切
。

调查海区包含

着 3 个已区分出来的大陆架鱼类群落类型的分布区

域 (邱永松
,
1 98 8 )

,

主要优势鱼种的分布遍及整个调

查海区
,

但各有其主要分布水深范围
。

除此之外
,

各

{{{{{
GR I一A

G R I 一 B

G R I~ C

G R I一 D

G R Z

G R 3

G R 4

G R S

GR 6

G R 7

.GR 8

匾霭
图 3

万 19
.

3

各鱼种组群的分布区域

aR
n g e s o f s P e c i招 g r o

叩
吕

( 4 )

( 5 )

陈特固
,

功朋
。

南海北部大陆架底层水温的季节变化概况
。
南海海洋科技

,

( 6 ) : 7一1乳

陈冠贤等
,
1 9 8 6

,

南海北部大陆架渔业环度
.

1
.

拐一e氏 南海区渔业区刘报告编委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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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落类型的分布区域是一些特定鱼种组群的主要分布区
,

从而产生了各群落类型鱼类组

成的差异
。

台湾浅滩西侧海域的群落类型中包含的鱼种组群 G R S
,

其分布与该区域的底

质条件有较密切的关系 ; 40 米至 10 0 米等深线之间的海域是鱼 种 组群 G丑 1一 C
、

G R 7及

G R S 的分布区
,

与 40 米水深 以浅海域的鱼类群落有较多的联系
,

水深 耗一 1 00 米范围内

海底 的坡度小
,

底层环境因素沿水深梯度的变化缓慢
,

在很大范围内群落的变化较小
; 1 00

米至 2 00 米等深线之间的海域是 G R I一 B
、

G R I一 D 和 G SR 的主要分布 区
,

并有大陆架外缘

和大陆斜坡海域的鱼种组群 G R 4 在这一海域出现
,

该 区域海底坡度较大
,

底层水温随水

深增大而下降的趋势较明显
,

随着水深的变化
,

鱼类群落出现了多个鱼种组群的不同组

合
。

大陆架外缘海域水深急剧增加
,

底层等温线分布密集
,

水温随着水深的增加而明显下

降
,

成为大多数大陆架海域鱼种分布的阻限
,

除鱼种组群 G R 4 的生物量随着水深的增大

而增加外
,

其余各组群的生物量均明显地减少或消失
,

即使是分布范围最广
,

某些鱼种可

出现于大陆斜坡海域的鱼种组群 G R I 一 A
,

在大陆架外缘其生物量也呈明显下降的趋势
,

说明大陆架的鱼类群落在陆架外缘海域有相对较明显的间断
。

鱼种组群的格局还反映了鱼种之间生态上相 互联系 的一些特点
。

组群中所包含的鱼

种具有相似的环境适应特性和分布区域
,

这些鱼种在环境适应方面的联系无疑是较为密

切的
,

但各组群之间的环境适应范围和分布区域广泛重叠
,

而且占生物量绝对数量的优势

鱼种组群环境适应性强
,

分布遍及整个大陆架海区
,

因此
,

群落中各鱼种在生态上有着相

当广泛的联系
。

本海 区大多数鱼种食性 丁
一 ,

对摄食对象没有严格的选择性
。

鱼种之间生

态位的广泛重叠
,

加上多数鱼种具有生长速度快
,

生命周期短的特点
,

使得一些鱼种的生

态空间容易被另一些鱼种所取代
,

这是本海区鱼类群落在渔业作用下单一鱼种数量波动

大
,

种间优势更替频繁的内在因素
。

本研究根据鱼种在采样网次中的出现情况
,

在计算各鱼种之闻群落系数的基础
_

k
,

用

聚类分析导 出鱼种组群
,

并表明了鱼种组群的形成主要与鱼种的环境需求特性有关
,

为区

分本海区的鱼种组群提供了一个方法
。

组群中所包含的鱼种具有相似的环境需求特性和

分布区域
,

这一特点 为概括阐明本海区繁多鱼种的生态特性提供了方便
。

鱼种组群作为

群落的反相分析
,

证实了群落沿水深而变化的特性
,

并进一步明确群落变化与环境因素的

关系
,

以及鱼种之间在环境适应方面 的相互联系
。

由于本研究的采样站局限在水深 4 0一2佣 米范围内
,

对于分布在较浅海域及陆架外

缘的鱼种
,

采样站未能覆盖其主要分布区
,

而且有些鱼种的出现率较低
,

其特性还有待 于

今后进一步明确
。

随着采样的范围
,

特别是水深 范围的扩大和采样频数的增加
,

以及采样

频数在环境梯度上的分配趋于均衡
,
将会使得组群的区分更为合理

,

对鱼种的生态特性更

加明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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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 年代是信息时代
,

信息是智慈
、

是力 t
、

是生产力
。

科技期刊是普及和

提高科学技术知识
、

交流生产技术经验
、

推广科学技术成果
、

探讨学术问题
、

引入

竞争机制
、

开拓外向型渔业经济
,

为科技
、

教育
、

生产工作者以及各级领导通报渔

业信息
,

启发思路
、

开阔视野均霖要现代渔业信息
。

《现代渔业信息 》杂志系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东海水产研究所主办和农业部东海区渔

政分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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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市海洋渔业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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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连海洋渔业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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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省海洋渔业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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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省水产局
、

南昌市水产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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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省海洋渔业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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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州制冷设备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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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州市渔业机械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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舟洋渔业合

营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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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省闽东渔场指挥部以及上海市郊区渔业指挥部等单位协办的一本供全国农
、

林
、

水系统各级领导
、

高等院校教师
、

科技人员以及生产单位工作者参阅的渔业科技综合

性信息刊物 (月刊 )
。

本刊向国内外公开发行
,

报道的主要内客侧重于渔业生产
、

水产科学技术的新动态
、

新工艺
、

新材料和新方法等信息 , 同时报道国内渔业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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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及教育等方面进展动态
。

九十年代是信息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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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您单位或个人及时了解国外渔业发展动向
、

掌握国内外水产科学

发展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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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是对各级领导正确决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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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研人员开阔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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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校教师更新教材以及生产

单位技术改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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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入竞争机制等均有参考价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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