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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为寻求适宜于岩礁生境的采样网具和采样方式!于 1233 年 0$9 月份进行欧洲引进的定

置单片刺网和国内常用定置三重刺网的对比实验!对两种不同采样网具的渔获物组成和差异

进行了分析!结果显示'"3#定置单片刺网的渔获量和种类数显著低于定置三重刺网!定置单

片刺网捕获鱼类 12 种!渔获物 9 70116 S!定置三重刺网捕获鱼类 1: 种!渔获总重为 12 0:/ S&

"1#定置单片刺网的主要优势种类为褐菖
!

$斑头鱼$棘头梅童鱼!定置三重刺网的主要优势

种类为褐菖
!

$鲐$棘头梅童鱼$斑头鱼!欧洲定置单片刺网对鱼类种类的选择稍强于定置三重

刺网&"/#两种网具获得的岩礁生境多样性指数无显著性差异!但两种网具的渔获物相似度并

不高!仅为 2183&"8#两种网具对渔获大小的选择性不同!定置单片刺网渔获的平均体长为

32613 <<!定置三重刺网为 33:13 <<&"7#不同网目下鱼类分布具有一定的选择性!优势种类

褐菖
!

$斑头鱼$棘头梅童鱼等集中分布在几个网目尺寸% 通过对比实验发现!定置三重刺网

的渔获率高于定置单片刺网!渔获体长分布较广!反映的多样性指数并无差异!两者均通过多

网目组合来消除选择性强的特点!但欧洲定置单片刺网的设计构造强度较低!渔获效率较低!

相比之下!定置三重刺网较为适宜岩礁生境的调查%

关键词! 岩礁生境& 刺网& 渔获物组成& 采样比较

中图分类号! *:304444 44444444文献标志码'&

44岩礁生境是沿岸海域以岩相沉积物为主要地

质的生境类型
)3 5/*

"其内众多礁石及其支撑的大

型底栖海藻等植物"为底栖生物和游泳生物提供

良好的索饵场+产卵场及避难所"对生物资源的养

护起到极为重要的作用
)8 59*

( 由于岩礁生境水深

较浅+底形复杂"一些常用调查网具如拖网等无法

进行采样"而不同网具或采样方式的渔获种类组

成+效率也不尽相同"影响对资源认识的精确度"

因此选择适合的采样工具是准确评估岩礁生境内

资源群落的关键( 目前"刺网由于其操作灵活+与

海底接触面积小"不易损坏且捕获效率高而成为

岩礁生境常用调查网具
)3 51":*

( 本实验选用两种

不同形式的刺网网具"比较两种网具的采样效率+

渔获组成及分布差异"探讨两种刺网对岩礁生境

资源调查的适用性"为今后岩礁生境资源调查及

养护提供基础数据和参考依据(

关于不同网具对渔业资源调查或评估的影响"

国外相关研究较多"如不同网具的渔获物组成+网

具选择性等"目前研究方向逐渐转向对采样方式+

采样面积+采样速度对资源评估的影响
)32 538*

( 国

内研究大部分从网具的设计出发"就网具的选择性

进行分析比较"或者针对某些经济性鱼类的捕捞对

刺网进行改进"很少从鱼类群落结构角度分析网具

带来的差异性
)37 53:*

"仅有徐宾铎等
)12*

+张旭等
)13*

对两种拖网渔获组成进行了相关研究"而对刺网网

具对鱼类群落结构反映的适应性却鲜有报道( 本

文选用为欧洲普遍使用的标准刺网和目前国内在

岩礁生境使用较多的定置三重刺网"通过比较两组

网具在调查中的差异"分析国内外资源调查的不同

及验证国外标准网具是否适用于国内海域"以期为



!""#!

!

$$$%&'()*+,-%'.

444 水4产4学4报 /0 卷

今后更好地展开生态调查或资源评估提供最优采

样网具(

34材料与方法

$%$&材料来源

实验数据来源于 1233 年 0 月 :.31 日"9 月

30.12 日在浙江嵊泗枸杞岛附近海域的调查(

采样网具为欧洲引进定置单层刺网和定置三重刺

网"其中欧洲引进单层刺网为 1233 年上半年自欧

洲购买的当地标准渔业调查刺网"网具为单层底

层放置刺网"由 9 张网片 9 个网目组成#表 3$"每

片网片缩结后长度为 /2 <"缩结后网高为 319 <(

定置三重刺网为目前岩礁海域常用调查刺

网
)3 5/*

"同样由 9 张网片组成"9 片网片的内网目

分别为!11+/8+8/+72+62 和 92 <<"长度和高度

如表 3 所示( 由于定置三重刺网网目数目跟欧洲

网有不一致之处"为保持网具数量相同"增加网目

分别为 /8 和 62 <<的两片网"除 17 <<规格的

网片外网衣目大为 132 <<"其余网片外网目均为

102 <<( 为了更好的比较两种网具在岩礁生境

的适用性"并根据以往调查的结果"选择鱼类资源

较为丰富的枸杞岛后头湾岩礁生境作为测试海

域"实验进行两次"每次随机组合各网目刺网网

片"在测试海域内平行于岸边放置"为消除昼夜差

异"每次放网时间为 18 Q"上午 9 时放置至次日上

午 9 时"持续放网 / P 即 / 次起放网( 所有渔获

物分不同网具+不同网目进行分类"上岸立即进行

生物学测量和实验"包括种类鉴定"体长和体质量

测量及性别鉴定"实验操作严格按照 ,海洋生物

生态调查技术规程-进行(

表 $&两种网具的参数

"-.%$&"=:G-1-2:7:160;7A0 <5339:76

参数

V=N=<2L2N

欧洲定置单片刺网网目5<<,@N/V2=A S>00A2L?<2?Q

30 17 /2 // /9 72 66 06

定置三重刺网网目5<<<@0L>7<2?Q LN=<<20A2L<2?Q

11 /8 /8 8/ 72 62 62 92

缩结后高度5<Q2>SQL 319 319 319 319 319 319 319 319 317 317 317 317 317 317 317 317

缩结后长度5<02ASLQ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数据处理和分析方法

采用 E=NS=02U种类丰富 度指 数 # O$

)11*

"

*Q=AA/A7G>2A2N多样性指数 #>W$

)1/*

和 6>20/@

)18*

均匀度指数#XY$来分析刺网所反映的岩礁生境中

鱼类多样性和均匀度变化情况( 优势度采用相对

重要性指数#ROR$

)17*

进行分析(

E=NS=02U的种类丰富度指数!

/#

#? O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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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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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为种类数"B为总渔获数量"P为某站点

鱼类总重"'

&

为样本中第 &个种类的个体数"0

&

为

样本中第 &个种类的重量( :

&

为第 &种鱼类在所

有站点中的出现次数"6为总站点数( ROR

#

7 的

鱼类定为优势种"出现次数大于 / 的为主要优

势种(

两种 网 具 渔 获 种 类 的 相 似 性 分 析 采 用

*/N2A?2A 相似性系数
)12*

!

?

K

#

1$

1$ %&%5

#7$

式中"+ 为 1 个网具渔获物中共有种类数"4 为 3

个网具的渔获物种类数"*为另一个网具渔获物

种类数(

通过 ,BD20进行相关数据和图表分析"差异

检验用单因素方差分析"显著性水平为 2127(

14结果

'%$&渔获数量和种类组成

两次对比实验共采集鱼类 /1 种"总个体数为

3 138尾"渔获总重为 1: /6710 S#图 3 和表 1$( 其

中"定置单片刺网共捕获鱼类 12 种"鱼类尾数 /73

尾"渔获量 9 70116 S%定置三重刺网捕获鱼类种类

数为 1: 种"鱼类尾数 96/ 尾"渔获量 12 0:/ S"显著

高于定置单片刺网捕获鱼类#!<2127$(

采样的 /1 种鱼类中"中上层鱼类为 9 种"占

17J"底层和近底层鱼类为 18 种#表 1$( 定置单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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片刺网所捕获中上层鱼类为 7 种"占总种类数的

17J"定置三重刺网捕获中上层鱼类占总种类数

的 18J"由于欧洲定置单片刺网高于定置三重刺

网 /2 D<"从所采集的中上层鱼类比例来看"其高

度对渔获种类的影响基本可以忽略(

图 $&定置单片刺网$-'和定置三重刺网$.'各网目渔获量和种类数

E5<%$&"=:.502-66-946G:?5:6?02G06575090;7=:?-7?=:6A57=U810G:-9<5339:7$-' -9428375Q2:6=71-22:39:7$.'

表 '&两种网具的渔获种类

"-.%'&"=:6G:?5:6?02G06575090;7=:?-7?=:6A57=7A0 6-2G359< <5339:76

种类

?V2D>2

拉丁名

'=L>A A=<2

网具 U>?Q>AS S2=N

欧洲定置单片刺网

,@N/V2=A S>00A2L

定置三重刺网

<@0L>7<2?Q LN=<<20A2L

栖息水层 >AQ=3>L>AS C=L2N0=R2N

中上层

V20=S>D

近底层

A2=N7SN=AP

真燕鳐 !%,/'&*E8E#)+/,, B B B

六带
"

"+%+'?)-?:+)*&+8() B B

大泷六线鱼 >-?+/%+@@,),8+A&& B B B

褐菖
!

=-4+)8&)*()@+%@,%+8() B B B

鲐 =*,@4-%G+$,'&*() B B B

&

H'/%+(.&)G+$,'&*() B B

真鲷 !+/%()@+G,% B B B

斑头鱼 >-?+/%+@@,)+/%+@@() B B B

花尾鹰 K,'&&)8&()V,'+8() B B B

褐蓝子鱼 =&/+'():()*-)*-') B B B

花鳍海猪鱼 >+.&*E,-%-)$,-*&.,$8-%() B B

花鳍副海猪鱼 !+%+G(.&)$,-*&.-$8-%() B B

褐牙鲆 !+%+.&*E8E#),.&D+*-() B B B

赤鼻棱
&

1E%&))+ A+@@+.-')&) B B

中颌棱
&

1J@#)8+? B B

许氏平
!

=-4+)8,I))*E.-/-.& B B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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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

种类

?V2D>2

拉丁名

'=L>A A=<2

网具 U>?Q>AS S2=N

欧洲定置单片刺网

,@N/V2=A S>00A2L

定置三重刺网

<@0L>7<2?Q LN=<<20A2L

栖息水层 >AQ=3>L>AS C=L2N0=R2N

中上层

V20=S>D

近底层

A2=N7SN=AP

中国花鲈 9+8-,.+4%+?@+*(.+8-) B B

小黄鱼 9+%&@&*E8E#)$,.#+*8&) B B B

黄姑鱼 B&4-+ +.4&:.,%+ B B B

'

!.+8#*-$E+.()&'I&*() B B

棘头梅童鱼 ",..&*E8E#).(*&I() B B B

 M&&*E8E#)@&&(# B B B

康氏小公鱼 =8,.-$E,%()*,@@-%),'& B B B

素尾鹰 K,'&&)8&()2(+I%&*,%'&) B B

斑 ".($+',I,' $('*8+8() B B B

半滑舌鳎 "#',/.,))())-@&.+-D&) B B

海鳗 M(%+-'-),?*&'-%-() B B

皮氏叫姑鱼 X,E'&()4-.-'/-%& B B

日本 =$E#%+-'+ G+$,'&*+ B B

大黄鱼 9+%&@&*E8E#)*%,+() B B B

条鳎 S-4%&+)V-4%+ B B B

细刺鱼 M&*%,*+'8E())8%&/+8() B B

'%'&两种网具的优势种组成

欧洲定置单片刺网的主要优势种类为褐菖
!

#17:1:$+斑头鱼#3171:$+棘头梅童鱼#18610$"

定置 三 重 刺 网 的 主 要 优 势 种 类 为 褐 菖
!

#3:/16$+鲐#1811$+棘头梅童鱼#6/13$+斑头鱼

#33211$"优势度结果如表 / 所示(

表 (&两种网具不同网目尺寸优势种

"-.%(&"=:40259-97;56=:65945;;:1:972:6=0;7A0 6-2G359< <5339:76

欧洲定置单片刺网 ,@N/V2=A S>00A2L

网目5<<

<2?Q

优势种和相对重要性指数

P/<>A=AL?V2D>2?=AP >AP2B /UN20=L>M2><V/NL=AD2

定置三重刺网 <@0L>7<2?Q LN=<<20A2L

网目5<<

<2?Q

优势种和相对重要性指数

P/<>A=AL?V2D>2?=AP >AP2B /UN20=L>M2><V/NL=AD2

30 褐菖
!

#9117$%斑头鱼#323108$ 11

大泷六线鱼#01:$%斑头鱼#9318$%褐菖
!

#6:1:$%鲐

#910$

17

褐菖
!

#7316$%真燕鳐 #331/$%斑头鱼 #:10$%鲐

#371:$

17 棘头梅童鱼#0613$%赤鼻棱
&

#321/$%褐菖
!

#8016$

/2 斑头鱼#0318$%褐菖
!

#6/10$%褐篮子鱼#3813$ /8 斑头鱼#::16$%褐菖
!

#//19$%鲐#7913$

//

褐菖
!

#6119$%棘头梅童鱼#6710$%斑 #618$%斑

头鱼#3312$

/8

海鳗#3619$%黄姑鱼#1:19$%褐菖
!

#/31:$%棘头梅

童鱼#7910$%皮氏叫姑鱼#1:17$

/9 斑头鱼#/119$%鲐#//1:$ 8/

真燕鳐#3/13$%褐篮子鱼#716$%许氏平
!

#3612$%斑

头鱼#7319$%大泷六线鱼#618$%鲐#321/$%褐菖
!

#331/$

72

康氏小公鱼 #:19 $%褐菖
!

# :1: $%棘头梅童鱼

#3301:$%斑 #617$

72

真鲷#1118$%康氏小公鱼#911$%斑头鱼#3713$%细刺

鱼#:17$

66 棘头梅童鱼#/912$%褐菖
!

#771:$%小黄鱼#301:$ 62

褐菖
!

#8917$%六带
"

#:11$%褐篮子鱼#/011$%鲐

#710$

06

棘头梅童鱼#7219$%黄姑鱼#3211$%真鲷#619$%小

黄鱼#910$%褐菖
!

#019$

62 斑 #:18$%褐牙鲆#9713$%棘头梅童鱼#7817$

:9 棘头梅童鱼#30310$%褐牙鲆#:18$ 92

海鳗#:17$%

'

#3117$%黄姑鱼 #017$%皮氏叫姑鱼

#6118$%真鲷#//18$%褐菖
!

#71:$

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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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定置单片刺网不同网目渔获物中优势种 31

种"而定置三重刺网的渔获组成中优势种有 30

种"说明欧洲定置单片刺网对鱼类种类的选择稍

强于定置三重刺网( 从两种网具的优势种来看"

欧洲单层网的渔获优势种除小黄鱼外均为共同优

势种"即这些种类同时也是三层刺网的优势种(

同时"不同网目的优势种有很大不同"说明不同网

目间的组合是很有必要的(

定置三重刺网中的特有优势种赤鼻棱
&

+大

泷六线鱼+皮氏叫姑鱼等的渔获量要高于定置单

片刺网"如赤鼻棱
&

的总渔获量为 3/219 S"高于

定置单片刺网的 001: S"大泷六线鱼总渔获量为

70:1: S"高于定置单片刺网的 32/1/ S(

'%(&不同网具的渔获种类多样性和相似性比较

欧洲定置单片刺网渔获种类的丰富度指数

#/11/$和多样性指数#/1/1$均小于定置三重刺

网#分别为 8138 和 /102$"均匀度指数差异不明

显"结果如图 1 所示"两种网具所获得的群落多样

性指数差异并不显著#!?2127$(

从渔获种类组成上讲"欧洲定置单片刺网与

定置三重刺网的渔获组成相似性# =

?

$为 2183"两

者相似度不高"不足 72J"单片刺网与三重刺网

之间的差异比较明显(

图 '&定置单片刺网$-'和定置三重刺网$.'不同网目下的渔获多样性

E5<%'&"=:45F:1657> 594:H 5945;;:1:972:6=0;U810G:-9<5339:7$-' -9428375Q2:6=71-22:39:7$.'

'%,&两种网具渔获体长分布

比较两种网具渔获物的平均体长+体长范围

及体长组的分布比例可以看出"两种网具对渔获

大小的选择性不同#表 8+图 /$"尤其是定置三重

刺网随着网目增大"平均体长也逐渐变大"欧洲定

置单片刺网的平均体长为#32613 @1711$<<"定

置三重刺网的平均体长为 #33:13 @721/ $ <<(

但总体网具的主要体长范围都集中在 62 =372

<<"两者均以 :3 =312 <<体长组为主"其次为

63 =:2 <<体长组(

从 8 种优势种的体长分布上来看"两种网具

对这 8 种鱼类具有明显的体长选择性"两种网具

的优势种体长组分布趋势基本一致( 从图 8 可以

看出"两种网具的褐菖
!

的体长分布集中在 02 =

92 <<"以小个体居多( 两种网具所获得的棘头

梅童鱼的体长分布均呈现先增加后减少的趋势"

集中分布在 :2 =:: <<体长组( 鲐集中分布在

3/3 =382 <<体长组( 而斑头鱼的体长组分布有

所差异"定置单片刺网捕获的斑头鱼主要分布在

333 =312 <<体长组"而定置三重刺网中则集中

分布在三个体长组":3 =322 <<"323 =332 <<

和 333 =312 <<(

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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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不同网具和网目尺寸捕获渔获物的体长分布

"-.%,&"=:?=-1-?7:15675?60;3:9<7=456715.875090;45;;:1:97<5339:76-942:6=:6

定置单片刺网网目5<<,@N/V2=A S>00A2L<2?Q

30 17 /2 // /9 72 66 06 :9

平均体长5D<

=M2N=S202ASLQ

3391/ @

181/

32018 @

8310

33119 @

621:

32216 @

3:19

339 @

1016

:/18 @

::1/

:917 @

3613

32218 @

/2

32718 @

3:13

体长范围5D<

02ASLQ ?D/V2

08 =

366

66 =

396

37 =

3:3

67 =

392

:6 =

382

6/ =

112

62 =

38/

0/ =

132

91 =

36/

样本量

?=<V02A@<32N

7: 3/ : 89 1 67 90 16 37

定置三重刺网网目5<<<@0L>7<2?Q LN=<<20A2L<2?Q

11 17 /8 /8 8/ 72 62 62 92

平均体长5D<

=M2N=S202ASLQ

3211/ @

/110

9:18 @

/319

31810 @

//1:

31919 @

0918

3/810 @

8810

32210 @

32

31819 @

7116

33319 @

/919

3781/ @

:01:

体长范围5D<

02ASLQ ?D/V2

7: =

392

62 =

36/

69 =

127

7: =

693

77 =

1/7

6/ =

397

67 =

113

6/ =

119

:/ =

767

样本量

?=<V02A@<32N

319 :2 322 331 1: 10 3/ 61 17

图 (&定置单片刺网$-'和定置三重刺网$.'不同网目下渔获的体长组分布

E5<%(&"=:3:9<7=456715.875090;?-7?=:60;U810G:-9<5339:7$-' -9428375Q2:6=71-22:3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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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 种优势种的体长分布

E5<%,&"=:3:9<7=456715.875090;;08140259-97;56=:6

/4讨论

(%$&两种网具渔获种类和数量的差异

本研究表明"在岩礁生境中"定置三重刺网的

捕捞效率明显高于欧洲定置单片刺网( 从总捕捞

种类数和生物量来看"定置三重刺网捕获种类为

1: 种"渔获量达 12 0:/ S"分别为定置单片刺网的

317 倍和 118 倍"差异显著( 结果表明"三重刺网

由于内网目小"外网目大"两者结合"捕捞对象的

范围大于单层刺网"且渔获量相对较高( 对优势

种的捕获生物量来看"定置单片刺网的优势种渔

获量为 7 89019 S"定置三重刺网的优势种渔获量

为 : :061/ S"定置三重刺网的优势种渔获量高于

定置单片刺网(

单层刺网与三重刺网的网具的作业方式和原

理的不同影响到所捕渔获的种类和数量( 据有关

研究表明"由于三重刺网除刺挂外"还可以通过

缠+兜等性能来捕获鱼类"还可以捕获单层刺网无

法捕获的海鳗等鱼类
)16*

"定置单片刺网主要通过

刺挂来捕获鱼类"其网目大小的选择与鱼类的种

类+长度和重量均有一定的关系"也受鱼类体型的

影响"从本实验的渔获上来看"对于欧洲定置单片

刺网来讲"一些体型较为光滑的鱼类较难捕到"如

海鳗+

&

+日本 等(

(%'&基于两种网具的多样性差异

基于定置单片刺网和定置三重刺网的丰富

度+多样性+均匀度指数并无显著差异#!值分别

为 213"2126 和 21/:$( 虽然定置三重刺网的总

种类数和渔获量均高于定置单片刺网"但在基于

两种网具计算的群落多样性上两者并无显著差

异( 定置三重刺网的多样性和丰富度稍高于定置

单片刺网"但定置单片刺网的均匀度稍高于定置

三重刺网( 可见"虽然定置单片刺网的产量较低"

但由于其网目组合较多"通过不同网目结合的方

式消除单层刺网选择性强的缺陷"达到增加多样

性的目的"避免对资源造成过度伤害(

(%(&两种网具渔获规格分析

不同网目的刺网具有不同的渔获率和选择

性( 为了方便比较"我们将刺网网目分为大

#30 =/2 <<$+中#/8 =72 <<$+小#62 =:9 <<$

/ 个规格"为了保持网片数量一致"将定置三重刺

网 /8 <<网目中的一片归到小网目( 从种类数

上来讲"大网目刺网总种类为 10 种"中网目为 11

种"小网目 12 种( 总渔获量小网目渔获最高"为

37 32/17 S"为大+中网目的两倍"其个体数也是最

高的"显示出极高的捕获效率(

当网目尺寸一定的情况下"其有效捕捞鱼体

长度范围也就基本确定下来了( 对比不同网目的

优势体长组可以看出"小网目刺网平均体长为

32:11 <<"大网目平均体长为 3371: <<"小网目

中"体长未有大于 183 <<"而大网目中捕获体长

大于 183 <<的比例为 1J"说明不同网目的刺网

具有明显体长选择范围( 据以往研究"网目大小

对鱼体长大小具有明显的选择范围
)32"10*

"杨吝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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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现"捕获牙鲆的大小主要受内网的网目尺寸影

响"网目尺寸增大"捕获的牙鲆个体也增大"张鹏

等
)1:*

对金线鱼的刺网网目尺寸的选择性做了研

究"发现不同网目具有相应的最大渔获的叉长"如

72 和 77 <<刺网的最大渔获对应的叉长分别为

37217 和 36817 <<(

通过单种鱼在不同网目的对比发现"不同网

目鱼类分布具有一定的选择性( 如 8 种优势种"

褐菖
!

主要在定置单片刺网 1=A30 <<"1=A66

<<"三重刺网 1=A11 <<"1=A17 <<"1=A/8

<<捕获居多"占到总个体比例的 91J( 棘头梅

童鱼相对平均的分布在定置单片刺网的 /8"72"

66 和 06 << 8 个网目中"三重刺网主要分布在

17"/2"/9 和 66 <<四个网目上"其余网目未出

现( 鲐集中于三重刺网的 11 和 /8 <<网目( 斑

头鱼集中分布在定置单片刺网的 30 <<#69J$

和三重刺网的 11 <<#02J$"/8 <<#37J$( 而

李灵智等
)30*

对银鲳流刺网网目尺寸选择性做了

研究"发现 322 <<网目流刺网渔获量最大"同样

说明不同网目的主要体长分布是不同的(

(%,&两种网具对资源的影响

通过本文对比实验数据分析"定置单片刺网

的选择性强"对资源保护情况较好"但渔获量较

少"定置三重刺网选择性较小"种类数+生物量都

较高"大体长鱼类也可捕获"对于科学调查来说"

比较适合了解整个群落结构的情况"但同样反映

出其对资源的破坏力较大"不利于资源保护"在当

地海域"渔民一般采用大网目的定置三重刺网进

行作业"对资源的破坏也是相当大的"应适度控

制"以保护当地资源( 同时对比了定置单片刺网

和定置三重刺网的副渔获组成"以比较两者对资

源的破坏力"将除鱼类外的种类定为兼捕种类"包

括虾+蟹和部分螺类"定置单片刺网的总兼捕种类

为 37 种"包括锐齿鑚+日本鑚+骨螺等"总量达

8 3/716 S"三重刺网的总兼捕种类为 38 种"总量

为 7 8911/ S"从渔获的兼捕效果来看"两个网具

并无太大差别(

由于定置三重刺网网目较定置单片刺网少"

不能与定置单片刺网网目一一对应"为保证网片

数目相同"增加了网目大小为 /8 和 62 <<的两

片网"这可能会造成一定的差异( 此外"由于定置

单片刺网底纲是用聚乙烯管作为沉子"与海底岩

礁接触面积大"在调查时极易损坏"所以实验次数

上受到限制"因此"可能会由于小样本取样造成一

定误差( 通过对比分析"组合三重刺网的渔获效

率要高于定置单片刺网"降低了网具选择性"且具

为多网目组合"对大个体的鱼捕获效果也较好"较

为适宜岩礁生境的调查(

本文研究为岩礁生境底层鱼类调查方式提供

了一定参考"针对岩礁生境的生态调查"还需结合

其他调查方式"如蟹笼等"更需结合调查方案的优

化设计"以期能完整+准确的反映该生境群落结构

特征"努力探求并建立一套适合岩礁海域渔业资

源调查+群落结构分析+资源评估与管理的完整+

有效模式(

现场调查得到了上海海洋大学毕远新!吴祖

立等的大力帮助$在此表示感谢% 论文得到了朱

国平副教授!田思泉副教授的宝贵指导$一并

致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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