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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北浅滩沙脊潮沟地形对鱼类分布格局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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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上海海洋大学海洋科学学院，上海    201306)

摘要：为研究苏北浅滩沙脊潮沟海域地形特征对鱼类群落分布格局的影响，根据2011年
5月(春)和2010年11月(秋)在苏北浅滩中部海域渔业资源调查的资料，采用方差贡献和回
归分析的方法，通过对中部海域沙脊潮沟处鱼类生物学特征、资源密度、优势种相对重
要性指数以及优势种对鱼类总数量的贡献的分析，讨论苏北浅滩沙脊潮沟地形对鱼类分
布格局的影响。结果显示，鱼类空间分布差异与潮沟系统的地形地貌有关，春季潮沟外
侧海域是小黄鱼、鰐等洄游性鱼类的渔场，潮沟海域是洄游性鰐和方氏锦鰑的渔场位
置，沙脊海域是赤鼻棱鰒等非洄游性鱼的渔场。秋季鱼类空间分布仅与潮沟系统沙脊地
形相关，沙脊海域主要是大银鱼的索饵场和越冬场。鱼类数量季节变化还与鱼类产卵洄
游和生长相关。春季重量密度(16.08 kg/km2)大于秋季(10.74 kg/km2)，而秋季尾数密度
(16.3×103 尾/km2)大于春季(5.36×103 尾/km2)。春季鱼类规格较大，与部分成鱼具有到这一
海域进行产卵洄游的习性有关，而秋季同种鱼则以幼体居多，且优势种个体小，与秋季
部分鱼类幼鱼在此处索饵和育幼有关。总体上，苏北浅滩沙脊潮沟海域特有地形，使得
这一海域春季是鱼类的产卵场，夏秋季是育幼场，因而在渔业上具有重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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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北浅滩位于黄海西南部，水域面积广

阔，渔业资源丰富。在潮流的作用下形成了特

有的沙脊潮沟生态系统，饵料丰富，是鱼类产

卵和索饵的良好场所。

浅滩生态系统位于陆地与海洋2大生态系统

的交汇区域，受到多方面因素的影响，具有环

境因子复杂多变等特点 [1]。在国外，关于浅滩鱼

类的研究有很多，如Rountree等 [2]研究了新泽西

沼泽河附近海湾浅滩鱼类的栖息地以及鱼类的

产卵环境。Loewen等 [3]对阿拉斯加科迪亚克岛海

湾鱼类的季节性分布和鱼类栖息地特征作了研

究；Repečka等[4]研究了立陶宛波罗的海海岸带浅

滩鱼类的组成及其物种多样性。在国内，苏北

浅滩的鱼类研究主要集中于南部海域，如徐捷

等 [5 – 6 ]研究了鱼类资源密度季节变化特征和生态

类群；刘磊等 [7]研究了仔稚鱼的分布。苏北浅滩

中部区域水团主要受东海传入的前进潮波与南

黄海旋转潮波这2个水流控制，由于2大潮波辐合

和辐散，造成水流缓慢或静止，形成“二分水现

象”，造成典型的沙脊潮沟地形，因而有关这一

海域潮沟系统对海洋生态系统影响的研究特别

引人注目。康伟等 [8]研究了苏北浅滩辐射沙洲海

域浮游植物的分布特征；田丰歌等 [9]分别对苏北

浅滩大丰水域春夏2个季节浮游动物的生态特征

进行比较；阙江龙等[10]以苏北浅滩潮流和沙脊潮

沟地形为背景，研究其对虾类分布的影响。龚

小玲等[11]研究了长江口九段沙湿地潮沟鱼类的组

成及其多样性；金斌松[12]研究了长江口盐沼潮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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鱼类多样性的时空分布格局。但关于苏北浅滩

中部潮沟系统海域沙脊潮沟地形条件对鱼类时

空分布影响的研究未见公开报道。

本研究针对2011年5月(春季，以下简称5月)
和2010年11月(秋季，以下简称11月)在苏北浅滩

中部海域特有的沙脊潮沟地形所得的鱼类调查

资料，研究该区域的鱼类组成以及分布特征，

为 海 洋 资 源 管 理 和 政 策 的 制 定 提 供 一 定 的

依据。

1    材料与方法

1.1    调查地点与采样方法

2011年5月和2010年11月在苏北浅滩大丰海

域(32°44'~33°23'N、120°54'~121°38'E)进行了2个
航次的渔业资源调查。以苏大渔13056#为调查船，

设置29个拖网站位，采用单船有袖多囊拖网[18.0 m
(周长)×15.0 m(网长)]，网目范围2.0~12 cm，每网

拖曳0.5 h，平均拖速2.5 kn，根据《海洋水产资

源调查手册》 [13]进行调查。其中，1、3、6、9、
11、14、15、16、19、20、21号位于潮沟内，平

均水深为13.6 m；2、5、8、10、13、18、24、
25、26、27、28、29号位于沙脊上，平均水深为

4.7 m；其他站位位于沙脊内侧近岸海域，由于

沙脊的阻挡，不予以划分(图1)。对渔获物中鱼

类进行生物学测定，依据性腺成熟与否区分成

鱼和幼鱼[14]，并分别对其体质量、体长和尾数进

行统计。

1.2    数据处理方法

鱼类资源密度根据扫海面积法 [15]计算，主

要是用来计算各站位物种的重量密度和尾数

密度：

ρi=Ci/(aiq)
式中，ρi为第i站的鱼类资源密度(重量，kg/km2；

尾数，103尾/km2)；Ci为第i站每小时拖网渔获物

中鱼类数量(重量，kg/h；尾数，尾/h)；ai为第i站
的网具每小时扫海面积(km2/h)；q为网具捕获率

(可捕系数，q=1–逃逸率)，依据本拖网网具，重

量和尾数逃逸率取0.5[16]。

根据Pinkas等 [17]的相对重要性指数(IRI)来确

定鱼类优势种：

IRI=(N+W)×F
式中，N(%)为某一种鱼类的尾数占鱼类总尾数

的百分比；W(%)为某一种鱼类的重量占鱼类总

重量的百分比；F(%)为某一种鱼类的出现站位

数占调查总站位数的百分比。

通过参考采用的方差贡献、回归分析的方法[18]，

从2个方面对鱼类数量变化的动力学进行分析，

一是以鱼类的种类组成和资源密度为因变量分

析沙脊潮沟处鱼类的数量变化；二是以鱼类总

重量或总尾数为因变量，各优势种的重量或尾

数为自变量，分析优势种对鱼类总数量变化的

影响，从而判定该水域主要鱼类的渔场位置。

2    结果

2.1    鱼类平均密度和种群结构

该调查水域5月和11月鱼类重量密度分别为

16.08和10.74 kg/km2，尾数密度为5.36×103和

1.63×104 尾/km2(图2-a)。
5月和11月调查水域鱼类平均体质量分别为

14.76和8.33 g (图2-b)，平均体长为12.58和9.16 cm
(图2-c)。5月的平均幼体比为26.45%，11月的平

均幼体比为18.33%(图2-d)。5月，方氏锦鲧(Pholis
fangi) 的幼体比达到了89.55%，长吻红舌鳎(Cynoglossus
lighti)的幼体比为66.67%，而鰒(Miichthys miiuy)的
幼体比为1.38%，小黄鱼(Larimichthys polyactis)的
幼体比为 0 %； 1 1月，大银鱼 ( P r o t o s a l a n x
chinensis)的幼体比为1.97%，而鰒和方氏锦鲧的

幼体比都达到了100%(表1)。

2.2    鱼类重量密度的空间分布特征

5月，鱼类重量密度最高值位于调查海域外

侧的16号站位，其密度值为89.9 kg/km2(图3)。相

邻的11和21号站位，重量密度值也相对较高，这

些 外 侧 站 位 的 鱼 类 组 成 主 要 包 括 赤 鼻 棱鲦

 
图 1    调查站位分布

Fig. 1    Sampling st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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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ryssa kammalensis)、鰒、小带鱼 (Eupleuro-
grammus muticus)和小黄鱼，多是洄游性鱼类。

重量密度其次的海域位于调查海域中部潮沟地

区，鱼类组成较丰富，主要站位包括3、9和19号
站位，最高值位于偏中部海域的9号站位，密度

值为60.0 kg/km2(图3)，该3个站位的鱼类主要由

 
图 2    鱼类季节生物学特征

Fig. 2    Biological characteristics of fishes

表 1    鱼类优势种生态特征

Tab. 1    Ecological characteristic of the main dominant species

时间

time
优势种

dominant species
重量密度/(kg/km2)

weight density
尾数密度 /(103尾/km2)

individual density
W/% N/% IRI 幼体比/%

proportion of larvae

5月 方氏锦鳚 P. fangi 2.80 3.44 17.40 64.13 7871.4 89.55

赤鼻棱鲦 T. kammalensis 4.76 0.58 29.58 10.83 2090.4 0.00

鰒 M. miiuy 1.68 0.44 10.47 8.13 1282.6 21.38

长吻红舌鳎 C. lighti 1.18 0.07 7.36 1.29 178.9 66.67

小黄鱼 L. polyactis 1.30 0.014 8.11 0.27 57.8 0.00

11月 大银鱼 P. chinensis 6.68 14.02 62.24 86.02 13 292 1.97

尖海龙 S. acus 0.20 0.81 1.88 4.98 590.7 0.00

康氏小公鱼 S. commersonii 0.34 0.56 3.13 3.43 566.2 27.93

方氏锦鳚 P. fangi 0.43 0.28 4.00 1.74 237.5 100.00

鰒 M. miiuy 0.19 0.25 1.73 1.51 145.4 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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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氏锦鲧、小带鱼和鰒组成，出现了洄游性鱼

类。位于调查海域中部沙脊处的5、8、13号站

位，相对于其他沙脊处站位，鱼类重量偏高，

主要是由赤鼻棱鲦组成，但并没有洄游性鱼类出

现。这一海域鱼类的重量密度显示出由里向外

逐渐增高的特征。

11月，鱼类重量密度值相对较高，几乎都

位于海域中部的沙脊处，主要包括2、8、13、
24号站位，在13站位时，鱼类重量密度值达到最

大(37.8 kg/km2)(图3)。主要由大银鱼组成，但是

方氏锦鲧、尖海龙(Syngnathus acus)、康氏小公鱼

(Stolephorus commersonii)、鰒也有分布。与春季

不同，秋季重量密度分布显示出沙脊处最高，

向两侧逐渐降低的特征。

2.3    鱼类尾数密度的空间分布特征

5月，鱼类尾数密度最高值位于调查海域中

部潮沟处的9号站位，其密度值为5.85×104尾/km2，

相邻的6号站位尾数密度值次之(1.40×104尾/km2)，
主要由方氏锦鲧、小带鱼和鰒组成，有洄游性鱼

类出现。其次，位于潮沟外侧的16和21号站位尾

数密度分别为8.47×103和5.86×103 尾/km2，主要包

括赤鼻棱鲦、鰒、小黄鱼和小带鱼，多为洄游性

鱼类。与此同时，位于沙脊处的5、8、13和24站
位，尾数平均密度值为5.93×103 尾/km2，鱼类多

为成年赤鼻棱鲦，但没有出现洄游性鱼类(图4)。
其海域的尾数密度特征显示出海域中部潮沟处

最多、外海次之，且外侧海域大于近岸海域的

现象。

11月，尾数最大值出现在中部海域沙脊处

的13号站位，其密度值为6.30×104 尾/km2，主要

由大银鱼组成。且位于海域中部沙脊处尾数密

度均相对较高，其中，8号站位鱼类尾数密度值

为5.0×104 尾/km2；位于海域南部的24号站位，鱼

类密度值也达到了4.57×104 尾/km2(图4)，鱼类种

类均由大银鱼、尖海龙、康氏小公鱼、鰒等组

成，但大银鱼占大多数。其鱼类总尾数密度特

征和重量密度相同，均显示出在沙脊处最高，

两侧逐渐降低。

2.4    主要鱼类的生态特征指数

选择IRI最高的前5种鱼类作为该季节的主要

种，其中，5月的主要种为方氏锦鲧、赤鼻棱鲦、

鰒、长吻红舌鳎和小黄鱼。11月主要鱼类包括大

银鱼、尖海龙、康氏小公鱼、方氏锦鲧和鰒。

5月，赤鼻棱鲦和方氏锦鲧是大丰海域鱼类

最重要的物种，赤鼻棱鲦的重量密度为4.76 kg/km2，

重量百分比为29.58%。方氏锦鲧的尾数密度为

3.44×103 尾/km2，尾数百分比为64.13%，约占总

尾数的三分之二，且方氏锦鲧的IRI为7871.4，明

显大于其他优势种，赤鼻棱鲦为2090.4，鰒为

1282.6，而长吻红舌鳎和小黄鱼的IRI<1000。依

据个体生物学特征测定的幼体比例结果显示，

方氏锦鲧的幼体比为89.55%，而赤鼻棱鲦都是由

 
图 3    苏北浅滩中部海域鱼类重量密度分布

Fig. 3    Distribution of fish by weight density in Northern Jiangsu sho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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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鱼构成，鰒的幼体比为21.38%，小黄鱼都是成

年鱼(表1)。
11月，大银鱼是大丰海域最重要的鱼类物种，

其重量密度为6.68 kg/km2，尾数密度为14.02×103

尾 /km2。其中，重量密度占总重量的62.24%，

尾数比更是达到86.02%，其IRI (13 292)明显高于

其他物种。通过个体生物学测定显示，大银鱼

的幼体比为1.97%，成年鱼占有绝对的优势。而

方氏锦鲧和鰒的幼体比均为100%，全部由幼鱼

组成(表1)。

2.5    优势种数量对鱼类总数量的贡献

本研究按照相对重要性指数IRI≥1000作为

该季节的优势种(表1)。其中，5月优势种是赤鼻

棱鲦、方氏锦鲧和鰒，11月优势种只有大银鱼。

同时，根据显著性P>0.05作为评判各优势种密度

对总密度的显著性标准。

5月，与总重量密度变化明显相关的优势种

为赤鼻棱鲦、方氏锦鲧和鰒，其中主要是赤鼻棱

鲦和方氏锦鲧，赤鼻棱鲦重量的贡献率β高达

0.71，其次是方氏锦鲧，贡献率为0.52，它们对

总重量都有较大的贡献。在尾数密度方面，方

氏锦鲧对总尾数有明显的贡献，尾数贡献值β为
0.99。鰒虽然尾数较少，贡献率仅为0.06，但由

于个体特征，重量贡献率达到了0.25(表2)。
11月，总重量密度和总尾数密度仅与大银

鱼相关，且贡献率β值分别高达0.91和0.99(表2)。

2.6    主要优势种和洄游性鱼类的空间分布

5月鱼类重量优势种为赤鼻棱鲦，尾数优势

种为方氏锦鲧，而11月均为大银鱼(图5，6)。5月
重量优势种赤鼻棱鲦与鱼类总密度平面分布特征

 
图 4    苏北浅滩中部海域鱼类尾数密度分布

Fig. 4    Distribution of fish by individual density in Northern Jiangsu shoal

表 2    主要优势种密度对总密度的贡献

Tab. 2    Contribution of the main dominant species to total weight and individual density of fishes

时间

time
优势种

dominant species

重量

weight
尾数

individual

β t P β t P

5月 赤鼻棱鲦 T. kammalensis 0.71 7.06 0.00 0.13 8.74 0.00

方氏锦鳚 P. fangi 0.52 5.17 0.00 0.99 65.67 0.00

鰒 M. miiuy 0.25 2.14 0.02 0.06 4.01 0.00

11月 大银鱼 P. chinensis 0.91 11.24 0.00 0.99 254.4 0.00

注: β. 标准回归系数; t. t检验值; P. 显著性

Notes: β. regression coefficient; t. t value; P. signific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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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是很明显，但在3、13和16号站位有所体现；

尾数优势种方氏锦鲧与鱼类总密度平面分布特征

相似，均在6、9号站位密度最大，其他站位分布

均匀。11月重量和尾数优势种大银鱼与鱼类总密

度平面分布基本相同，主要分布在中部海域的

5、8和13号站位。

春季是洄游性鱼类产卵的季节，苏北浅滩

大丰海域南接吕泗渔场，渔业资源丰富，其中

包含许多洄游性鱼类。在本次调查中，主要洄

游性鱼类包括小黄鱼、小带鱼和鰒(图7)。其中

小黄鱼仅在调查海域外侧潮沟处的11和21号站位

出现；小带鱼在调查海域外侧的16号站位和海域

中部的9、19和25号站位均有分布，且大都位于

潮沟处；鰒分布较为广泛，主要位于海域外侧和

潮沟海域。11月，鱼类的优势种为大银鱼，且每个

站位都有分布，在中部沙脊处分布最为集中。

3    讨论

3.1    苏北浅滩沙脊海域鱼类季节变化特征

密度和幼体比是影响苏北浅滩鱼类季节变

 
图 5    苏北浅滩中部海域鱼类主要优势种重量密度分布

Fig. 5    Distribution of the main dominant species of fishes by weight density in Northern Jiangsu shoal

 
图 6    苏北浅滩中部海域鱼类主要优势种尾数密度分布

Fig. 6    Distribution of the main dominant species of fishes by individual density in Northern Jiangsu sho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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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的2个重要指标。其中，5月鱼类重量密度大于

11月，而11月鱼类尾数密度大于5月；除优势种

以外，5月幼体比小，成年鱼居多，11月鱼类幼

体比较高，主要以幼鱼为主。这些特征与渔业

资源种类洄游和生长的季节变化相关。

于雯雯等 [19]和钟霞铭等 [20]研究发现，5月水

温适合小带鱼、小黄鱼、鰒在这一季节产卵，而

产卵场以成年鱼居多。通过春季鱼类的产卵、

发育和生长，当年产卵孵化的幼体长成幼鱼。

以同种鱼比较可以看出， 5月鰒的幼体比为

21.38%，而11月鰒的幼体比达到了100%(表1)。

此外，5月赤鼻棱鲦和小黄鱼的幼体比为0%，以

成年鱼居多。而11月方氏锦鲧的幼体比达到了

100%，且11月优势种大银鱼本身就是小规格

鱼种。

综上所述，5月鱼类平均体质量、体长均大

于11月，5月多以成年鱼为主，其中多为洄游性

鱼类；11月，同种鱼以幼鱼为主，鱼类多为小规

 
图 7    洄游性鱼类的站位分布

注：▲. 小黄鱼出现的站位；◆.小带鱼出现的站位；前两图中●.没有鱼类出现的站位; ★. 鱼类出现较多的站位; ■.大银鱼出现较多的站

位；后两图中●.鱼类相对少量, 即可忽略的站位

Fig. 7    Position distribution of migratory fish
Notes: ▲. stations of L. polyactis occurred; ◆. stations of E. muticus occurred; the first two figures ●. stations of no fishes occurred; ★.stations of more
M. miiuy occurred; ■. stations of more P. chinensis occurred; the last two figures ●. stations of less fishes occurr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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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鱼种，从而一定程度上造成鱼类规格季节性

的差异。

3.2    苏北浅滩沙脊潮沟地形对渔业资源分布

的影响

苏北浅滩地势较高的为沙脊，地势较低的

为潮沟。沙脊和潮沟相间分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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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变窄变浅，以辐射状向外伸展，称为辐射沙

洲。渔业资源的分布与辐射沙洲特有的地形相

关，也与鱼类的产卵行为和索饵行为特征密切相关。

一般而言，潮沟处主要是洄游性鱼类的产卵场和

索饵场，沙脊处主要是地方性鱼类的索饵场。

潮沟外侧鱼类数量较高与成年洄游性鱼类

的产卵行为密不可分。产卵前，洄游性鱼类生

活在海域外侧宽敞水域，产卵时游向潮沟水域

接受水流刺激进行排卵，产卵后又回到海域外

侧宽敞水域。因此，在苏北浅滩外侧宽敞水

域，5月鱼类主要由鰒、小黄鱼和小带鱼等这些

洄游性鱼类组成，鱼类密度值较高，且分布较

为广泛，其中鰒占有很大的比例(图7)。在潮沟

处，仍有部分成年鰒在此产卵，导致鱼类重量密

度较高，以9号站位表现明显(图4)，而在沙脊海

域并没有洄游性鱼类的出现。

沙脊潮沟处鱼类数量较高与鱼类索饵密切

相关。同步调查发现，沙脊潮沟处浮游动物饵

料丰富，为地方性优势种鱼类创造了优越的索

饵环境。5月，方氏锦鲧和赤鼻棱鲦是主要优势

种；11月，大银鱼是主要优势种。方氏锦鲧为近

岸小型底层鱼类，幼鱼以捕食浮游动物为主。

而大银鱼和赤鼻棱鲦均属河口性鱼类，成年鱼以

捕食浮游动物和小型鱼虾为主。根据田丰歌等
[9 ]对苏北浅滩大丰水域浮游动物生态特征的研

究，苏北浅滩水域春季浮游动物资源极为丰

富，沙脊潮沟数量远高于外海，也高于近岸其

他邻近水域，可为产卵期的各种鱼类及其仔稚

鱼提供丰富饵料。因此出现了方氏锦鲧幼鱼在潮

沟处分布广泛而大银鱼和赤鼻棱鲦在沙脊海域数

量较多的现象。

在大丰沿岸，由于当地苏北浅滩特有的地

形特征，尽管在沿岸一带也有潮沟，但由于沿岸潮

沟外侧有宽阔的沙脊阻挡，阻断了部分鱼类洄

游的通道，使得位于沙脊和沿岸之间深槽中的鱼

类数量较少，导致多数鱼类不能越过沙脊，这也是

本调查海域西部鱼类数量较少的原因(图3，4)。
综上所述，5月沙脊潮沟鱼类组成差异明显。

潮沟处主要是洄游性鱼类产卵场，也是方氏锦鲧

幼鱼索饵的最佳环境；沙脊处主要是赤鼻棱鲦的

索饵场，并且出现近岸水域鱼类数量小于海域

外侧的现象。11月沙脊处鱼类特征明显，是大银

鱼的索饵场。

3.3    优势种的季节变化

春秋季鱼类优势种差异主要体现在鱼类种

类和生态特征上。5月，方氏锦鲧、赤鼻棱鲦、

鰒为该季节的优势种，而11月的优势种为大银

鱼。其次，优势种的生态特征也是造成季节性

差异的另一主要原因。

5月，鱼类主要优势种为方氏锦鲧、赤鼻棱

鲦，最后是鰒、长吻红舌鳎和小带鱼等经济性鱼

类。方氏锦鲧的幼体比为89.55%，而鰒、小黄

鱼、赤鼻棱鲦几乎都是产卵群体成体。其中鰒、

小黄鱼为洄游性鱼类。赤鼻棱鲦和方氏锦鲧为地

方栖息性鱼类，根据朱耀光 [21]对福建沿海的鲦科

鱼类研究，赤鼻棱鲦个体较小，其生命周期短，

世代更新快，生长迅速，分布广泛，产卵期一

般在6~7月。而方氏锦鲧常生活在潮沟的裂缝

中，平均体长很小。

11月，大银鱼的重量密度值和尾数密度值

占有绝对的优势。根据朱成德[22]对太湖大银鱼生

长和繁殖的初步研究，大银鱼为一年生的定居

性小型鱼类，一般在12月至次年3月产卵，其生

长较为迅速，寿命只有1年多 [23-24]，成年鱼以捕

食小型鱼虾为主。阙江龙等[10]对苏北浅滩沙脊潮

沟地形和潮流对虾分布的影响研究表明，秋

季，在沙脊处，虾的数量最多，从而为大银鱼

索饵创造了优越条件。

3.4    主要优势种数量对总数量分布的贡献

优势种的生态特征以及习性是影响渔场形

成的重要因素，其主要体现在优势种对总数量

的贡献以及平面分布的季节变化特征上。

5月，鱼类优势种中方氏锦鲧的尾数密度贡

献率为0.99，且主要集中在潮沟海域(图6)；赤鼻

棱鲦的重量贡献值为0.71，贡献率最高，主要分

布在沙脊处和海域外侧(图5)。与春季鱼类总数

量的分布基本一致。11月，大银鱼的重量百分比

为62.24%，尾数百分比为86.02%，出现率为89.66%，

均占据绝对优势。大银鱼由于体型较小，使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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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总重量的贡献(0.91)不及对总尾数的贡献(0.99)
高。此外，由于沙脊潮沟地形的影响，沙脊处

浮游动物和小型鱼虾数量较高，使得大银鱼在

沙脊处分布密集，与11月鱼类总数量的分布情况

基本一致。由此说明了鱼类总数量的分布与优

势种的分布密切相关。

3.5    苏北浅滩不同习性鱼类渔场位置特征

洄游性鱼类的分布特征显示出鱼类的渔场

位置所在。春季苏北浅滩洄游性鱼类主要包括

鰒、小黄鱼和小带鱼。小黄鱼仅在外侧海域出

现，小带鱼在海域外侧和潮沟处都有分布，但

在潮沟处分布较为密集，鰒在海域外侧和潮沟处

分布密集，且分布广泛(图7)，说明外侧海域是

小黄鱼、小带鱼和鰒的渔场所在，而中部潮沟海

域主要是小带鱼和鰒的渔场位置，并且是鰒的产

卵渔场。

苏北浅滩地方性鱼类在鱼类总数量中占有

绝对的优势。春秋两季地方性鱼类主要包括方

氏锦鲧、赤鼻棱鲦和大银鱼。其中，方氏锦鲧绝

大多数出现在海域中部潮沟处，赤鼻棱鲦和大银

鱼主要分布在沙脊处(图5，6)，说明了潮沟海域

是方氏锦鲧的渔场水域，而沙脊水域主要是赤鼻

棱鲦和大银鱼的渔场水域。

综上所述，苏北浅滩外侧海域是洄游性鱼

类的渔场水域，潮沟海域主要是洄游性小带鱼

和鰒以及方氏锦鲧的渔场位置，而沙脊海域主要

是赤鼻棱鲦和大银鱼这2种地方性鱼类的渔场。

感谢康伟、柏育材、田丰歌、沈晓民等在海

上样品采集、论文构思和写作过程中提供的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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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tribution pattern of fish community in Northern Jiangsu shoal in
relation to bathymetry and tidal creek of sand ridge

YAN Tailiang1, 2,    XU Zhaoli1 *,    CHEN Jiajie1,    QUE Jianglong1

(1. Key and Open Laboratory of Marine and Estuary Fisheries, Ministry of Agriculture of China,
East China Sea Fisheries Research Institute, Chinese Academy of Fisheries Sciences, Shanghai    200090, China;

2. College of Marine Sciences, Shanghai Ocean University, Shanghai    201306, China)

Abstract: Based on the data from scientific fishery investigation in the waters of middle Northern Jiangsu shoal in
May 2011 and November  2010,  respectively,  using the  methods  of  variance  and regression,  the  effects  of
bathymetry of sand ridge and tidal channel on the distribution pattern of the fishes were studied, through the
analysis of the fish shape features, fish density and the index of relative importance of dominant species and the
contribution of dominant species to the total population. Spatially, the distribution patterns of fish were associated
with the bathymetry of the tidal channel system. The outer water of the tidal channel in spring was dominated by
marine species, including Larimichthys polyactis and Michthys miiuy which migrated to the waters for spawning.
Inside the tidal channel, Pholis fangi was predominant migratory fish, M. miiuy was also found in the area. In the
sand ridge, it was mostly composed of adult of Thryssa kammalensis and no migratory fishes are found. In autumn,
the distribution of fish species is only associated with the terrain of the bathymetry of the tidal channel system, in
which it is almost composed of Protosalanx chinensis for shield in autumn. The result also shows that seasonal
variation in densities of fish was closely associated with the spawning and nursery of fish community. The density
of fish in terms of weight in spring (16.08×103 ind/km2) was higher than that in autumn (10.74 kg/km2). However,
the density in terms of individual in spring (5.36×103 ind/km2) was lower than that in autumn (16.3×103 ind/km2).
Both average weight and body length of fish in spring were greater than those in autumn, which was probably
associated with immigration of the adult  of fish to the studied area to spawn during spring (e.g.,  spawning
community of L. polyactisr and Eupleurogrammus muticus). In autumn, it was mainly composed of foraging
juveniles (e.g., M. miiuy and P. fangi), due to partial fishes’ finding shelter and feed here. In general, because of
the special terrain of North Jiangsu shoal, the sea area becomes the site of spawning in spring while the nursery
field in summer and autumn, which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in fisheries.

Key words: Northern Jiangsu shoal; tidal current of sand ridge; fish; resource density; main dominant species;
fishe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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