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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记载了对渤海石蝶 ( p 王
a 云̀ 。几t h夕 s b镇。 0 10 ; 耐 “ s

)
、

星碟 ( 7
e , 郎尹。 , ” “ : 宕叼 a t公一 )

、

高眼操 ( c l e `

时碗、 “ h 。 “ “ t `扭心及焦氏活蝎 (伪
” 口列oss , 扣夕 , “ 幻四种经济比 目鱼类食性的研究所气 石蝶及

星蜂属底栖生物与游泳生物食性鱼类 ; 高眼蝶属底栖生物食性鱼类 ; 焦氏舌蝎属底栖与游泳生物食性鱼

类
。

生活于同一生物群落中的比目鱼类翔其营养生态位的部分交错
,

从而缓和了对食物的竞争
。

材 料 与 方 法

本文所用材料一部分取自 19 83 年 5月至 1 9队年 4 月 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渤海渔业调查在 黄河

口及莱州湾的渔获物
,

另一部分取自作者 1 985年 5 月至 9 月在龙 口近海及黄河口附近从群众渔业渔获

中逐月采集的标木
,

详见下表
。

鱼的消化道从鱼体中取出后用 10 粥福尔马林 ( 10 男 ) 溶液固定
,

在室内用分析天平称重
,

用双筒

收稿年月
: 10 9 1 年 9 月不199 2年 1 月修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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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 蝶 星 蝶 高 精 蝶 焦氏舌绦

标本总胃数

标本空胃数

体长范围 (拍扭 )

2筋

6 1

韶一 1邪

1涎
2 8

6 i 7 es么幼

2 1 7

丝

8 O一 1邪

以 5

4 2

2 9一 12 7

采集时间

及 海 域

1始 3
,

5一1 9触
.

4
,

黄河 口及莱州湾 (海洋所调查渔获 )
。

19豁
.

6一丈洲 5
.

9
,

黄河口及龙 口近海 (群众渔业渔获逐月采集 )
.

采样工具 底 层 双 拖 网

显微解剖镜分析食物成分
。

本研究仅计算了四种鱼类食物组成的重景百分比
、

个体数百分比及出现频

率
t ’

·
’

,

卜 “ , 。

重量百分比 (男 ) 。
该食物成分的更正重量
食物团的更正重量

X 10 0

个体数百

娜
, 卜

一

爵昌纂毙豁澹擎犷
· 1。。

出现

侧
、 卜

.

臀黯馨耀馨
一 ·

100

结 果

渤海石嵘
、

星媒
、

高眼蝶及焦氏舌鳗的胃含物分析结果见表 l ee 表 `

表 1 渤海石蛛的胃含物分析

T a b l . 1 Sot m助 h co n t e n切 fO P
.

b求e o 王o r以 “ 吕 of t h e 习o h幼 .S 扭

序号 食 物 名 称

多毛类

金毛沙蚕 P朗公台滋 , 她 , 。别拼落似
甲壳类

日本鼓虾 A不p入傲绍和洲城书̀讹

鲜明鼓虾 A
.

d介君伽卯改 d祝习

脊尾褐虾 C r
渊夕哪 。了了认初

海哲虾 切计洲士绍
“ 侧增卫佣公公

鹰爪虾 T邝亡无洲拌助行锵 佣卿介时计臼

细鳌虾 石印玄o
e
沁之

a g 犷 a c `乙初

中国毛虾 滋喇。 比`~
容妇

戴氏赤虾肚
。切少物叱邢 s幼而 Z时

泥足隆背蟹 aO
r `如邺翻

工
训时“ ”

隆线强蟹 丑讹耐
` 甜酗协

绒毛细足蟹 五卯 而̀面 p诩 川 iat 哪

软体动物类

水彩短齿蛤 rB
a冰记砚公“ 叫好`”

彩虹明樱蛤 万
~

落协 介记韶
~

橄榄胡桃贻 万份州如 诊即牡抽

小刀怪 C嘛娜油 诩倪加川加 8

日本壳括愉 万场落宫俪 翔哪介幼

火枪乌贼 L。正匆。 加加

重量百分比 (写 ) }个体数百分比 (万 ) } 出现频率 (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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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上表

序序号号 食 物 名 称称 重 t百分比 (万 ))) 个体数百分比 (男 ))) 出现频率 (绍 )))

999 111 棘皮动物类类 1
。

222 1
。

ggg 1
甲

555

幼幼幼 砂海星 L。记如 全俪娜
护细细 1

。

888 含
。

999 3
.

111

222 111 金氏海蛇尾 即儿̀姗“ 无印翻泞口￡￡ 仑
。

222 生
.

000 1
一

石石

222 222 鱼 类类 0
。

333 吸
.

333 心
一

222

玉玉玉筋鱼 沙琳帆 。甸加8 哪r B伪协认 .........

白白白鳍娘虎鱼 」吞的 ,招 切时侣p ”””””

表 2 渤海整操的胃含物分析

T ab le 2 S ot 坦鹤 h oo n et n st of .V ”
盯东叼时公 fO 恤 . B曲吐 S临

序号

487
.1

.-,.5028

1

It百494..

…
4218
1̀l

食 物 名 称

多毛类

素沙蚕 L 二仍厉俪州翻 印
·

吻沙蚕 自万。
己犷“ “ .P

甲壳类

日本鼓虾 A 秘
呼姗 和训而哪

鲜明鼓虾 A
.

d 衍“ ” 夕姗d哪

脊尾褐虾价翩夕帆 “了了讯幼

戴氏赤虾 盯毋落口住姆似
、

叩别召而殆云

鹰爪虾 少r哪甸拜叹~
c让卿蓄

r o s名f “

中国毛虾 通耐郎 而
外
椰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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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加 群哪 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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软体动物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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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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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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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

诫
, 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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鱼 类

尖尾缎虎鱼 C几州啊 f比认 , s 对够” 妙 t沁
玉筋鱼 过饥饥记少留 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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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
做云锵

焦氏舌嵘 c 刀,。o口又

osm
J
。少“ 犷乞

重 t 百分比〔男 ) 啼日本数百分比 (万 ) 出现频拭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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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阅表 1 可以看出
,

渤海石蝶以火枪乌贼
、

水彩短齿蛤及日本鼓虾
、

鲜明鼓虾为主要饵料
。

另外
,

还

常摄食一些脊尾褐虾
、

鹰爪虾
、

隆线强蟹及戴民赤虾等底栖虾蟹类
。

而沙蚕类
、

棘皮动物类及鱼类则为

偶然性食物
。

故渤海石搽是底栖生物及游泳生物食性的鱼类
。

同样从表 2 可以看出
,

渤海星蝶主要以甲壳类的鲜明鼓虾
、

口虾姑
、

日本鼓虾及软体动物类的火枪

鸟贼为饵料
。

另外
,

星蛛还经常摄食脊尾褐虾
、

戴氏赤虾
、

日本得及 日本枪乌贼
。

而沙蚕类及鱼类则为偶

然性食物
。

敌渤海星蝶属底栖生物及游泳生物食性鱼类
。

从表 3 中看出
,

渤海高眼赚食谱较窄
,

以甲壳类的日本鼓虾
、

脊尾褐虾
、
口虾姑

、

儿鸟囊糠虾
、

泥足隆

背蟹为主要饵料
.

另外
,

高眼线还常摄食一些吻沙蚕
、

鲜明鼓虾
、

鹰爪虾
、

日本枪乌贼及经氏壳蛤输
。

故

渤海高眼蝶属底栖生物食性鱼类
。

从表 连中看出
,

渤海焦氏舌蝎以幼鱼 (重量占 19
.

2%
,

个体数占 14
,

。男
,

出现频率为 19
.

6男 )
、

日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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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渤海高蛛跟的胃含物分析

T 扭 b】。 3 So t岌妞囚 hco u切 n tsof C
.

五` 二名` 拄 s te东。 玄 of th. 扫心 b以 Se`

食食 物 种 类类 重盆百分比 (刃 )))个体数百分比 (写 )))

多多毛类类 3
。

888 9
.

444

吻吻沙蚕 胡圳群“ 印
··

12
.

000 4 9
,

111

甲甲壳类类 1 5
.

333 6
甲

666

儿儿鸟囊糠虾 口as 容州翔
`以 蕊。 J`

~
SSS 6

.

222 0
。

999

脊脊尾褐虾 C犷召. 夕的
。
了了讯初初 幼

甲

777 6
。

666

鹰鹰爪虾 介助为脚

~
佣犷 , ` r o昌忿r ... 石

甲

888 2
。

888

日日本鼓虾 川刃加` :
扣钾

刃幼助助 1 4 666 4
.

777

鲜鲜明鼓虾 过
.

d`“ 德” 口,祝脚 d那那 3
.

111 1 0
。

444

口口虾蛤 O
r时 o sq itL 乙沁 。

邝` or 匆匆 0
甲

888 1
.

999

泥泥足隆背蟹 伽
r 。咖 oP 勿那 勺耐以”” 4

甲

555 1
。

000

隆隆线强蟹 刀时 ar 耘 甜糊她她 8
。

777 3
。

888

日日本归 口加
犷洲旅幼 J。夕翔幼期期 2

.

999 1
。

999

软软体动物类类类类

日日本枪乌贼 石“ 尹 和公嘛哪哪哪哪
经经民壳括输 夕无心白切 此咖口了̀护执 `̀̀̀

表 4 瀚海焦氏舌编胃含物分析

T劝 l e 4 S Ot . 幼 h o o n et n加 of C
,

夕四 撼心 r 玄吕 o f t h e B o h a 盆 S ea

序号 食 物 名 称

多毛类

绿血虫 8匆你
犷` o “ 尸名 p不“ m 。 习。

吻沙蚕 公匆“ 犷a

印
·

甲壳类
一 中国毛虾 A耐韶

c 儿̀洲
堵`吕

细鳌虾 石己娜洲加协 少如袱 a

脊尾褐虾 C
,
训 g体 aj , 细钻

儿鸟囊糠虾 公as t帕哪
c哪 无峪翻口℃”对吕

戴氏赤虾 盟 d a , 嗽配。脚钻 d呱醉

细长脚妹 T h e” ￡s t o , r a c f不娜
吕

绒毛细足蟹 刀门叫
己艺面洲

s 耐环时哪

日本鼓虾 出户恻 J印哪初姗

软体动物类

小刀蜓 山 3忿以孟, ` 成鲡
“ d “̀

水彩短齿蛤 刀:
ac 孙似砚古韶叫。 ”̀

日本枪乌贼 L沉` , o
j
a p“吮落c哪

棘皮动物类

金氏海蛇尾御五呱叮。 介讯 be 叨派

滩栖海蛇尾山
双 pM创了 a 训面 co 招

幼 鱼

青麟鱼 丑
。 , 州圳她

`

~黑鳃梅童 0 。俐
c机五尹瓜 ,

耐幼
细条天竺绸 且 ,匆佩求动宕甸

吕 习̀哪川幼
’

钝尖尾暇虎鱼 仍如公, “ 而肠尹 六

~

重盆百分比 (万川个体数百分比〔另月 出现频率 (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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枪乌贼
、

脊尾褐虾及戴氏赤虾等为主要饵料
。

另外
,

还经常摄食吻沙蚕
、

儿
.

鸟囊糠虾
、

戴氏赤虾
、

日本鼓

虾
、

小刀蜓及金氏海蛇尾等
。

绿血虫
、

中国毛虾
、

细鳌虾
、

绒毛细足蟹
、

滩栖海蛇尾等为偶然性食物
。

故

渤海焦氏舌蹋属底栖游泳生物食性鱼类
。

结 语

渤海石蝶
、

星蝶
、

高眼蝶及焦氏舌蝎的食谱较窄
夕

而且食物重叠度较高
,

它们均以软体动物及甲壳类

为主要饵料 :石蝶食物组成中软体动物类重量占 50
.

7形
,

个体数占 33
.

4劣
,

出现频率为 3 8
.

6男 ; 甲壳类

重量占 4 3
甲

2形
,

个体数占血
.

9形
,

出现频率为 4 6
,

2男
。

星蝶食物组成中甲壳类重量占 66
.

6写
,

个体数

占 5 2
.

8%
,

出现频率为 6生
,

生露 ; 软体动物类重量占25
,

8男
,

个体数占 29
.

0务
,

出现频率为 27
,

2 另
。

高眼

蝶食物组成中甲壳类重量占 84
.

9男
,

个体数占 8 4
.

9万
,

出现频率为 8 6
,

1粥 ; 软体动物重量占 11
.

6男
,

个

体数占 b
.

7万
,

出现频率为 7
.

。形
。

焦氏舌鲡食物组成中
,

甲壳类重量占 4 7
.

6形
,

个体数占 4 5
,

8形
,

出现

频率为 3 9
.

2万 ;软体动物类重量占 25
.

2拓
,

个体数占 13
.

9男
,

出现频率为 19
,

6落
。

这些主要饵料种类如

日本鼓虾
、

鲜明鼓虾
、
口虾姑

、

脊尾褐虾
、

日本枪乌贼及火枪乌贼等在渤海数量多
,

分布广
,

从而保证了四

种比 目鱼类的食物来源
夕

其种群得 g 繁衍及资源才得稳定
。

另一方面
,

尽管它们的主要饵料相近
,

但其

食物种类及数量组成却各有侧重
。

不嵘以软体动物的火枪乌贼居首
,

日本鼓虾及鲜明鼓虾次之
,

兼食脊

尾褐虾及水彩短齿蛤等 ; 星蝶则翔鲜明鼓虾居首
,

口虾姑
、

日木鼓虾及火枪乌贼次之
,

兼食鹰爪虾
、

脊尾

揭虾
、
日本拐

、
日本枪乌贼及双椽耳乌贼等 ; 高眼蝶以日本鼓虾居首

,

脊尾褐虾
、
口虾姑

、

糠虾
、

鲜明鼓虾

及日本枪乌贼次之 ;焦氏舌鳗以幼鱼居多
,

日木枪乌贼及脊尾褐虾次之
,

兼食戴氏赤虾
、

日本鼓虾
、

小刀

怪
、

金 氏海蛇尾
、

吻沙蚕及糠虾等
。

从而显出该四种比目鱼类食性的细微差异
。

石蝶及星蝶为底栖与游

泳生物食性鱼类 ;高眼雌为底栖生物食性鱼类 ; 而焦氏舌蝎亦为底栖与游泳生物食性鱼类
。

这些食性的

细微差异在某种程度
r

上缓和了同一生物群落 中食性相近的鱼类之间的食物竞争关系
,

即其营养生态位

的相互交错和部分重叠有利于生物群落的稳定与延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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