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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为研究吕泗渔场沿岸海域虾类群落结构特征!利用 1232 年春季"8 月#和夏季": 月#在

吕泗渔场沿岸海域开展渔业资源调查获取的资料!分析了虾类的种类组成&多样性空间分布及

群落结构特征!并对其影响因素进行探讨$ 结果表明'吕泗渔场沿海海域春夏两季共出现虾类

30 种!其中春季 33 种!夏季 38 种%春季优势种为葛氏长臂虾&日本鼓虾和鲜明鼓虾!夏季优势

种为哈氏仿对虾和中华管鞭虾$ 研究表明'吕泗渔场沿岸海域虾类春季以暖温性生态类群为

主!夏季以暖水性生态类群为主$ 吕泗渔场沿岸虾类种类数和多样性指数较高的站位主要集

中在调查海域的外侧$ 运用聚类和多维标度对群落结构的相似性进行分析!结合水深等环境

因子对吕泗渔场沿岸海域虾类的群聚类型进行了讨论!吕泗渔场沿岸虾类群落结构季节变化

明显&空间差异显著!水团变化&地形&水深是导致吕泗渔场沿岸海域春夏季虾类群落结构时空

差异的主要原因$

关键词! 虾类% 种类组成% 多样性% 群落结构% 吕泗渔场

中图分类号! *:/31455555555555 文献标志码'&

55吕泗渔场位于江苏省沿岸以东海域"是我国

最大的渔场之一& 本研究地点为江苏省如东沿岸

海域"位于渔场内侧& 受长江口冲淡水以及多条

沿岸径流影响"再加上特有的潮沟地形条件和由

此形成的湍急的潮流"该水域饵料生物繁多"不仅

是鱼类"也是虾类索饵'产卵'繁育的良好场所&

我国早期对虾类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分类方

面"董聿茂等
(3 6/)

和刘瑞玉
(4 68)

分别研究了我国

东海虾类的分类和区系特征& 12 世纪 02 年代开

始"有关虾类资源的研究报道大量出现"宋海棠

等
(7 69)

和陈小庆等
(0 632)

的研究覆盖了整个东海

虾类资源分布以及生态群落区系特征"但上述研

究主要是 /2 8等深线以外海域"而有关等深线以

内的报道不多& 吕泗渔场沿岸 /2 8等深线内仅

有虾类资源分布
(33 631)

"而有关虾类群落结构及种

类生态适宜性的研究没有报道&

本实验采用 1232 年在吕泗渔场沿岸海域开

展的渔业资源调查资料"运用相似性分析研究该

海域虾类的种类组成'优势种'多样性的时空分布

以及群落结构特征"讨论吕泗渔场沿岸虾类群落

结构与环境的关系"并与我国沿岸典型暖温带及

亚热带海域虾类群落结构进行比较"有助于丰富

我国不同海域虾类地理区系方面的知识"对于认

识我国沿海虾类资源动态变化有一定的科学意

义"并为该海域虾类资源的合理利用提供科学

依据&

35材料与方法

!"!#调查地点和采样方法

在苏北浅滩吕泗渔场海域#/1b22U%</1b82U

%'313b42U,<311b22U,$分别进行春季#8 月 0*

31 日$和夏季#: 月 4*32 日$1 个航次的渔业资

源调查"1 次调查分别设 31 个拖网站#图 3$& 调

查船为苏如渔 24437 E"船体长度 1917 8"宽度

814 8"主机功率 3:018/ KX"采用单拖网 #38 8

#宽$ A8 8#高$$"网目范围 1 <8 @8"拖网长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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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8"网板规格 313 8#长$ A219 8#宽$"每站拖

曳约 218 >"平均拖速 /14 节"调查按/海洋水产资

源调查手册0

(3/)

进行& 对渔获物中虾类进行分品

种渔获重量和尾数统计"记录网产量&

图 !#调查站位分布

@.G"!#;*/CB.4G 15*5.A4

!"$#数据处理方法

物种更替率计算55物种更替率#90?<H;9?:/;

PH9@?:/;$!

GP

3 Q

+( )
/ R@Q+

S322F

式中"('= 分别为相邻月份的物种数">为相邻月

份共同的物种数
(34)

""为物种更替率&

生物多样性计算55虾类多样性分析"采用

香农 6威纳#*>9;;/;7X:<;<H$多样性指数#?O$"

在虾类生态学研究中"重量多样性和尾数多样性

具有不同的生物学含义
(38)

"因此本研究不同站位

虾类多样性指数值分别采用重量和尾数计算"计

算公式如下"

.TPQ

%

*

)

U

)

G-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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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式中"?O为物种多样性指数值%! 为虾类总种数%

%

*

为第 *种的个体质量和尾数#)

*

$与总重量和尾

数#G$的比值#)

*

KG$&

群落结构相似性55为了分析群落结构"需

要运用聚类分析方法"考察不同季节不同站位群

落的相似性& 由于群落中的大个体物种由优势种

和常见种组成"不同群落之间的差异"主要通过优

势种和常见种个体数差异反映& 基于这一生态学

原理"为了减少稀有种对群落相似性分析的干扰"

在聚类分析前首先剔除出现率低"重要性较低的

种类"即将资源密度百分比
&

8122C且出现率
&

01//C的种类剔除"对剩下的种类"以尾数密度为

指标"站位为样本& 采用类平均法进行 G型聚类

分析"计算前采用对数变换对原始数据矩阵进行

处理"平衡优势种和非优势种在群落中的作用"再

建立距离系数矩阵"计算欧式距离"最后采用类平

均法进行聚类分析"并作出聚类树状图& 对数变

化和欧氏距离计算公式如下"

对数变换!IO

*N

B0;1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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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欧氏距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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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I

*N

为第 *站位的第 N种的尾数密度%8

*N

为第 *

站位和第 N站位之间的距离%I

*@

为第 *站位的第 @

种的尾数密度%I

N@

为第 N站位的第 @种的尾数

密度&

聚类'标序分析及多样性分析均由 6$)S,$

812 软件包
(37 63:)

完成"在相似性系数的基础上"

用非参数多维标序技术#%S4*$作二维标序&

15结果

$"!#虾类种类组成

在 1 次拖网调查中共鉴定出虾类 30 种"其

中"8 月调查出现 33 种": 月出现 38 种#表 3$& 1

个月 份 共 有 种 有 周 氏 新 对 虾 # <-3(1-)(-20

N+6)-,*$' 哈 氏 仿 对 虾 # %(,(1-)(-+10*0

5(,8P*>@**$'葛氏长臂虾 #%L7,(F*-,*$'细指长臂

虾 # %(.(-/+) 3-)2*8(>36.20$'中国毛虾 # C>-3-0

>5*)-)0*0$'脊尾白虾 #%(.(-/+) >(,*)>(28($'日

本鼓 虾 # C.15-20N21+)*>20$ 和 鲜 明 鼓 虾 # CL

8*03*)72-)820$& 脊腹褐虾#4,()7+) (QQ*)*0$'疣背

宽 额 虾 # E(3,-23-0 1.()*,+03,*0$ 和 细 螯 虾

#E-13+>5-.( 7,(>*.*0$仅在 8 月出现"细巧仿对虾

#%L3-)-..($'巨指长臂虾 #%L/(>,+8(>36.20$'中

华管鞭虾 # !+.-)+>-,( >,(00*>+,)*0$'安氏白虾

# #I+1(.(-/+) ())()8(.-*$' 日 本 囊 对 虾

# <(,021-)(-20N(1+)*>20$' 水 母 虾 # E(3,-23-0

/2>,+)(320!3*/10+)$和鞭腕虾 #E60/(3( F*33(3($

仅在 : 月出现& 季节更替率#"$反映 1 个季节物

种更替百分比& 由表 3 计算可得"1 个月份虾种

更替率为 87C&

在 8 月"葛氏长臂虾是第 3 优势种"其尾数比

例占虾类总尾数的 81197C" 重量比例占了

7412/C& 另外"日本鼓虾和鲜明鼓虾数量较多"

且出现率在 82C以上"是常见种& 在 : 月"哈氏

仿对虾是第 3 优势种"其重量为虾类总数的

77100C"尾数占 87149C"远远高于其他虾类物

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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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出现率 322C& 其次中华管鞭虾和葛氏长臂

虾尾数比例较高"分别占总尾数 3714/C 和

341/8C"所以也是常见种&

表 !#吕泗渔场沿岸海域虾类种类组成与出现率"F#

)*+"!#;C0%.01%A/CA1.5.A4*43A%%2--04%0E-0H204%7"F#AE16-./C1.4560%A*15*BK*50-.4560MQ1.E.16.4G G-A243

种名

BE<@:<B

8 月 S9I

JC GC

出现率5C

/@@2HH<;@<PH<R2<;@I

: 月 *<E?1

JC GC

出现率5C

/@@2HH<;@<PH<R2<;@I

周氏新对虾 <LN+6)-,* 2188 2111 18122 314/ 219/ 37179

哈氏仿对虾 %L5(,8P*>@** 21/3 2142 82122 77100 87149 322122

细巧仿对虾 %L3-)-..( 21/7 3178 18122

葛氏长臂虾 %L7,(F*-,* 7412/ 81197 :3179 :110 341/8 :3179

细指长臂虾 %L3-)2*8(>36.20 2179 3171 43179 11/2 9134 801//

巨指长臂虾 %L/(>,+8(>36.20 2132 213: 01//

中华管鞭虾 !L>,(00*>+,)*0 38120 3714/ 322122

中国毛虾 CL>5*)-)0*0 2119 3143 43179 2127 2119 01//

脊尾白虾 %L>(,*)>(28( 218/ 2130 01// 11/1 31/7 801//

安氏白虾 #L())()8(.-* 2119 2191 18122

日本囊对虾 <LN(1+)*>20 3183 21/3 18122

脊腹褐虾 4L(QQ*)*0 211/ 2119 18122

疣背宽额虾 EL1.()*,+03,*0 2104 /129 98122

细螯虾 EL7,(>*.*0 2199 1109 :3179

水母虾 EL/2>,+)(320!3*/10+) 2120 2119 01//

鞭腕虾 ELF*33(3( 2121 2131 01//

日本鼓虾 CLN21+)*>20 331:1 39179 :3179 21/3 2184 18122

鲜明鼓虾 CL8*03*)72-)820 3:117 39189 322122 2110 213: 01//

注,JC, 是该种占在总重量的百分比",GC,是该种占总尾数的百分比1下同

%/?<B!+JC, 8<9;BV<:3>?E<H@<;?93</PBE<@:<B:; ?><P:B>"+GC+ 8<9;B:;J:N:J290E<H@<;?93</PBE<@:<B:; ?><P:B>"?><B98<D<0/V

$"$#物种数的平面分布

吕泗渔场沿岸海域 8 月和 : 月平均每个站位

出现虾类种数分别为 9 种和 8 种#图 1$&

8 月"调查水域外侧平均每个站位出现虾类 :

种"沿岸内侧平均出现 7 种"其中"外侧的 0 号站

位出现物种数最多"为 32 种"靠岸的 7 号站位出

现虾类种数最少"为 4 种%: 月"各个站位虾类种

类数差别较小"范围在 4 <7 种"分布较为均匀"但

种类出现最多的还是位于调查海域外侧的 0 号站

位"为 7 种& 总体上看"1 个月份吕泗渔场沿岸海

域虾类种类分布规律大体相同"都是调查海域外

侧站位种类数居多"8 月虾类种类分布呈现沿岸

向外侧海域逐渐递增之势"而 : 月则不明显 #图

1$&

图 $#吕泗渔场沿岸海域虾类种数分布

@.G"$#&.15-.+25.A4AE16-./C1C0%.01.4560%A*15*BK*50-AEMQ1.E.16.4G G-A243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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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多样性的平面分布

8 月和 : 月调查海域 *>9;;/;7X:<;<H多样性

指数#?O$分布见图 /&

图 8#吕泗渔场沿岸海域虾类多样性指数"=D#值分布

9'D1重量#?O$ % @'J1尾数#?O$

@.G"8#&.15-.+25.A4AE16-./C3.Q0-1.57"=D#.4560%A*15*BK*50-AEMQ1.E.16.4G G-A243

9"D1V<:3>?#?O$ % @"J1;28D<H#?O$

558 月"重量多样性指数 #?O$平均值为 31//

#2110 <1111$"尾数多样性指数 #?O$平均值为

3189#2188 <31:/$"调查海域外侧重量和尾数多

样性指数相对较高#图 /79" /7@$%: 月"重量多样

性指数#?O$平均值为 3188 #2140 <1118$"尾数

多样性指数 #?O$平均值为 3180 #2173 <11/3$"

和 8 月一样"重量和尾数多样性指数较高区域集

中分布于调查外侧海域#图 /7D" /7J$&

从上述的分析对比可以发现": 月无论是重

量还是尾数多样性指数都要比 8 月份高& 另外"

从虾类多样分布趋势来看"1 个季节调查海域虾

类多样性分布规律相同"无论是重量还是尾数多

样性指数均由内侧向外侧海域呈逐渐递增之势&

$"9#水深对种类数和多样性指数的影响

虾类种数与水深分布有着密切的联系"从表

1 可以发现"无论是 8 月还是 : 月"均是水深 32 <

12 8海域虾类种数多于 32 8以内海域& 8 月"

32 8以内海域出现虾类 9 种"32 <12 8海域出现

33 种& : 月"32 8以内海域 : 种"32 <12 8海域

为 3/ 种#表 1$&

表 $#不同水深虾类多样性指数"=D#值的变化

)*+"$#&.Q0-1.57 AE16-./C1.43.EE0-045K*50-30C56

月份

8/;?>

=32 8# J<E?>$

种数

BE<@:<B

重量#?O$

V<:3>?

尾数#?O$

:;J:N:J290

32 <12 8# J<E?>$

种数

BE<@:<B

重量#?O$

V<:3>?

尾数#?O$

:;J:N:J290

8 月 S9I 9 3121 311: 33 3144 3179

: 月 *<E?1 : 3183 3189 3/ 3187 318:

558 月和 : 月虾类多样性指数随水深变化相

同& 8 月"不同水深海域均为尾数多样性指数高

于重量多样性指数%: 月"随着虾类种数增多"多

样性指数也有所上升"无论是 32 8以内还是

32 <12 8海域"虾类尾数多样性指数均高于重量

多样性指数& 1 个月份呈现另一相同规律是随着

水深加深"虾类重量多样性指数和尾数多样性指

数都会随之上升"这与种数的分布规律相同& 由

22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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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可以认为"水深 32 <12 8海域为虾种密集区

域"多样性指数往往较高"其中尤以 8 月最为

明显&

$":#虾类聚类&排序结果分析

根据吕泗渔场沿海海域 1 个月份调查站位对

虾类的群落属性作聚类分析#图 4$"横轴代表聚

类距离"纵轴代表调查站位& 吕泗渔场调查海域

31 个站位"8 月站位以 *3 <*31E标注": 月站位以

&3 <&31E标注"1 个季节站位相同&

图 9#虾类聚类谱系图

@.G"9#)60-012B5AE%B2150-*4*B71.1

55聚类的结果能较好地影射出吕泗渔场沿海海

域虾类群落结构& 每个站位虾种的群落结构越相

似"其相聚的距离越近& 从图 4 可看出"在 8114

距离系数水平上"&3 <&31E聚为 &组"表明 : 月

这 31 个站位内部生态属性组成较为相似& 在

4019 距离系数水平上"*3 <*31E聚为 A组"表明

8 月份 31 个站位虾类的生态属性组成较相似&

&'A1 组在 9010 的距离系数上再聚合"表明 1 组

相似性明显较低"由此可以认为虾类组成呈明显

的季节变化&

吕泗渔场沿海海域春夏季虾类各站位聚类和

%S4*排序分析结果基本一致 #图 8 $& 检验

%S4*分析结果的好坏可以用胁强系数 #B?H<BB$

来衡量"胁强系数为 2120 #图 8 $"通常认为"在

B?H<BB=213 的情况下"%S4*分析的结果具有很

好的代表性"可以与聚类分析的结果相互对照&

这样得出的分析结论更具有实际生态学意义& 聚

类和 %S4*排序的结果都显示了吕泗渔场沿海

海域虾类群落季节变化趋势和区系平面分布的

差异&

图 :#各站位虾类群落的非参数多变量标序分析

@.G":#'R&;*4*B71.1AE16-./C1*5

0*%61*/CB.4G 15*5.A4

/5讨论

8"!#吕泗渔场沿岸海域虾类群落结构特征

吕泗渔场沿岸海域虾类种类组成的季节交替

变化显著"8 月*: 月的物种更替率高达87122C"

可见该海域虾类群落结构季节差异明显& 8 月"

吕泗渔场沿岸海域虾类主要以暖温性的葛氏长臂

虾'日本鼓虾和鲜明鼓虾为主& : 月"随着季节交

替"海域环境发生改变"物种大量更替"暖水种

#又称亚热带种"适温范围 12 <18 T$大量出现"

诸如暖水性的哈氏仿对虾和中华管鞭虾迅速成为

吕泗渔场沿岸海域的主要优势种& 8 月优势群体

暖水种#适温范围 38 <12 T$无论是重量还是尾

数"比例都大幅下降"其中春季第一优势种葛氏长

臂虾在重量和尾数百分比上均大幅下滑"虽然也

为夏季的常见种"但优势明显降低#表 3$"春季的

其他暖温性优势种诸如日本鼓虾和鲜明鼓虾几乎

消失&

总而言之"春季虾类群落结构特征呈现暖温

种为主"而夏季虾类群落结构特征呈现暖水种为

主& 1 个季节虾类群落结构差异较大"这与聚类

和 %S4*的结果一致"吕泗渔场沿岸海域虾类群

落结构随季节不同而有较明显的变化& 从上述相

似性分析的结果可以说明"吕泗渔场沿岸海域虾

类群落结构组成随季节不同而有明显的变化规

律& 而造成群落差异的主要原因就是春夏季海域

环境的巨大反差"根据本次调查"春季吕泗渔场沿

岸海域水温一般波动于 34 <30 T之间"为暖温性

种适温分布范围"而夏季调查水温范围波动于

11 <17 T之间"这一区间更趋向于东海以南亚热

带海水温度区系"已不再适合暖温种生长"巨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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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差影响了虾类的栖息环境"从而引起群落结构

巨变&

8"$#吕泗渔场沿岸海域水文特征及其对虾类生

态适宜性的影响

春夏交替"吕泗渔场沿岸海域虾类群落结构

特征呈现暖温种向暖水种过渡"这与海域环境的

改变关系密切& 吕泗渔场地处暖温带和亚热带交

接区域"受到不同季节影响而水团变化复杂"因此

海域环境因子变化幅度较大& 依据本次调查温度

数据"8 月水体表层温度为 3418 <3913 T"底层

温度为 3414 <3912 T"水体表层盐度为 /218 <

/313"底层盐度为 /217 </318%: 月"水体表层温

度为1/12 <171/ T"底层温度为 1113 <1419 T"

水体表层盐度为 181/ <1710"底层盐度为 1814 <

1914& 该海域 1 季水温变化幅度 3414 <171/ T"

盐度变化幅度为 181/ </318"温度和盐度变化幅

度都很大"所以 8 月和 : 月虾类共有种以广温广

盐性为主"比如葛氏长臂虾'哈氏仿对虾'周氏新

对虾'细指长臂虾'日本鼓虾和鲜明鼓虾等&

8 月"在西北季风的作用下"吕泗渔场沿岸海

域主要受到苏北沿岸流的影响"因而海域环境属

于暖温带海域特征& 主要虾种以暖温性种葛氏长

臂虾'日本鼓虾和鲜明鼓虾"其他种类也基本由暖

温种构成"甚至有温水种出现"比如脊腹褐虾& 这

一时期"虾类区系特征基本与黄海以南沿海调查

虾类 种 类 组 成 结 构 相 似" 从 江 苏 北 部 海 州

湾
(12 613)

"大丰'东台以及如东海域
(33 631)

调查结果

来看"暖温性的葛氏长臂虾'日本鼓虾和鲜明鼓虾

都大量出现"甚至在东海南部椒江口海域"葛氏长

臂虾也是主要优势种
(11)

&

: 月"吕泗渔场气候为东南季风特征"苏北沿

岸流影响明显减小"受到高温水系台湾暖流顶托

影响
(1/)

"长江口径流冲淡水可以影响吕泗渔场近

海环境"再加上 7*0 月为黄'东海雨季
(14)

"所以

海域环境具有高温偏低盐的特征"种类交替非常

明显"从区系特征来看更趋向于南部亚热带海域

特征& 主要种以暖水性广盐种哈氏仿对虾'中华

管鞭虾'巨指长臂虾以及暖水性低盐种细巧仿对

虾'安氏白虾'日本囊对虾'水母虾和鞭腕虾等构

成#表 3$& 种类组成特别是优势种的组成与南方

水系虾类群落结构基本一致
(11)

& 该季虾类主要 1

大关键种哈氏仿对虾和中华管鞭虾在南部海域都

为重要优势种"符合亚热带海域区系虾类群落结

构共同特征& 研究发现"哈氏仿对虾繁殖期一般

在 8*: 月"渔获捕捞高峰期出现在秋季
(18)

"本次

调查 : 月恰好是哈氏仿对虾的高峰期"其重量和

尾数比例都最高#表 1$"这与调查的群落结构一

致& 中华管鞭虾繁殖期在 7*0 月"高峰期 0*32

月
(17)

"所以秋季也是沿海中华管鞭虾捕捞旺季&

葛氏长臂虾为 8 月第 3 关键种"虽然其在 : 月也

是常见种"但随着水温的进一步升高"难以适应较

高温的水体环境"逐渐离开沿岸"向外海移动"数

量比例大幅下降&

总而言之"随着季节交替"吕泗渔场沿岸海域

水团变化复杂"由此引起的海域环境改变对虾类

的种类组成影响很大"结构特征呈现暖温种向暖

水种过渡&

8"8#吕泗渔场沿岸海域虾类种数和多样性指数

平面分布特征

吕泗渔场沿岸海域虾类种数和多样性指数平

面分布有一定的特征#图 1$&

从 1 个季节虾类种类数平面分布来看& 8

月"海域外侧种类较多"沿岸内侧种类较少"沿岸

向外侧移动虾类种类数呈逐渐递增之势& : 月"

虾类种数有所上升"各站位间种数差异不大"平面

分布较为均匀"不过种类出现最多的为外侧的 0

号站& 因此"综合 1 个季节虾类种类平面分布特

征来看"越往外侧区域移动往往是种类密集的海

域"1 个季节规律基本一致& 因此"可以认为调查

外侧海域"即吕泗渔场中心位置是种类密集的

海域&

比较 8 月和 : 月虾类的多样性平面分布特

征"尽管 1 个季节都有绝对优势种出现"8 月为葛

氏长臂虾": 月为哈氏仿对虾"所以 1 个季节虾类

的尾数多样性指数和重量多样性指数都不是很

高& : 月无论是重量多样性指数还是尾数多样性

指数都要比 8 月高& 由此可见": 月是虾类资源

捕捞的高峰"而 8 月主要是虾类产卵季节"8 月到

: 月是虾类的主要索饵肥育季节&

综上所述"1 个季节种类数和多样性指数较

高的都是外侧水域& 因此可以推测"调查水域虾

类种数和多样性指数平面分布特征的形成与地

形'水深等外部因素有着密切的联系&

8"9#吕泗渔场沿岸地形对虾类种类组成和多样

性指数的影响分析

吕泗渔场沿岸地貌为辐射状沙脊群"海底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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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主要由潮沟和沙脊相间分布构成"沙脊宽度由

外海向中心逐渐变宽"潮沟则由外海向中心逐渐

变狭变浅"呈辐射状向外延伸& 因此"海底地面并

不平坦"地势较高的为沙脊"地势较低的是潮沟"

导致调查海域不同站位水深差异十分明显& 海域

环境受海底沙脊潮沟地形影响'复杂的底质引起

水流和潮波的多样化"同时也产生了不同的生境"

饵料生物非常丰富"水体环境非常适合虾类生长"

因此本次调查发现不少虾种"多样性指数也较为

丰富&

表 / 显示"1 个月份虾类种数出现较多的地

方往往是水域较深的外侧区域"从平面分布来看

#图 1$"调查水域范围虾类种类分布呈现由西向

东逐渐递增之势&

虾类种类组成以及多样性指数平面分布的差

异对虾类群落结构影响明显& 从 1 个季节虾类群

落结构空间分布来看"群落结构按站位分布也有

一定的规律& 结合等级聚类和 %S4*分析结果"

在 4319 的距离水平上"聚类分析的结果可以分为

4 组!第一组为 &4'&0'&33 和 &31"第二组为

&3'&1'&/'&8'&7'&9'&: 和 &32"第三组为 *8'

*7 和 *:"第四组为 *1'*/'*4'*9'*0'*32'*33 和

*31"第一组和第二组为 : 月调查站位"第三和第

四组为 8 月调查站位"其中第二组和第三组站位

基本位于西部沿岸一侧"第一和第四组站位大多

位于东部外侧海域"由此可以说明虾类群落结构

在调查海域东部和西部有较明显的差异"呈两级

分化趋势&

综上所述"吕泗渔场沿岸海域虾类种类数分

布格局与潮沟系统地形地貌密切相关& 沿岸浅滩

主要由沙脊构成"受地形阻挡的影响"虾类往往难

以翻越到达沙脊水域"致使沿岸沙脊水域里的虾

类种类数总体上明显小于沙脊外侧潮沟处的种类

数"虾类种类数由内向外呈现逐渐增多的特征&

而多样性指数跟种类数密切相关"种类数越多"多

样性指数往往也就越高& 所以导致 1 个季节多样

性指数较高也都是外侧海域"与种类数的平面分

布规律一致& 由此可见"外侧海域"即吕泗渔场中

心位置是虾类主要的肥育场&

周进#叶金清#孙鲁峰#田丰歌等同志参加海

上样品采集和标本鉴定%沈晓民先生在论文写作

中给予很大的帮助&谨致谢忱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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