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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长江刀鲚(Coilia nasus)国家级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安庆段(简称“保护区”)位于刀鲚洄游区间的上段, 生态环

境优良, 为掌握其刀鲚资源现状, 于 2018 年 4―7 月进行调查研究, 结果显示, 保护区刀鲚资源密度分别为(0.09± 

0.07)尾/(104 m3)和(4.46±3.43) g/(104 m3); 刀鲚体长优势组为 250~300 mm, 体重优势组为<50 g。整体上, 保护区刀

鲚资源现状不容乐观, 刀鲚小型化趋势明显。刀鲚洄游的时间特征显示, 长江安庆段刀鲚主要洄游期为 4 月初至 7

月, 高峰期为 5 月中旬至 6 月下旬, 洄游后期刀鲚规格有增大趋势。空间上, 刀鲚资源密度表现为保护区核心区高

于实验区。此外, 刀鲚性别和性腺发育情况抽样结果显示, 整体上刀鲚雌雄比为 1.02∶1, 但时间上雌雄比变幅较

大, 早期雄性个体较多, 后期雌性个体较多, 雌雄性腺主要发育期均为 III 期, 6 月开始出现发育至 V 期的个体; 此

外本研究捕获到摄食刀鲚, 其数量占比为 6.38%。本研究积累了长江禁捕前保护区刀鲚资源的系统数据, 旨为后期

刀鲚资源恢复评估和保护区管理提供重要依据。 

关键词: 刀鲚; 国家级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 资源现状; 时空特征; 长江 

中图分类号: S932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5–8737–(2020)11–1267–10 

刀鲚 (Coilia nasus)隶属于鲱形目 (Clupeifor-
mes)鳀科 (Engraulidae)鲚属(Coilia), 主要分布于

西北太平洋沿岸。刀鲚具有典型的生殖洄游特性, 
每年初春, 由海洋进入长江进行生殖洄游, 产卵

完成后返回近海育肥[1]。由于能形成稳定渔汛且

具有较高的经济价值, 刀鲚一直以来都是长江口

及长江下游重要的捕捞及消费对象。20 世纪 70– 
80 年代, 上海市、江苏省及安徽省刀鲚年均捕捞

量为 2904 t, 其中 1973 年最高, 约为 4142 t[2]。20
世纪 90 年代, 在长江流域水利工程过度兴建、水

环境持续恶化及长期高强度捕捞等因素影响下 , 
刀鲚捕捞量持续大幅下滑。2001―2005 年刀鲚平

均捕捞量急剧下降至 673 t, 相比于 20 世纪 70 年

代, 降幅为 76.83%[3]; 2010―2013 年平均捕捞量

进一步下降, 为 116.6 t, 其相比于 20 世纪 90 年代, 
降幅为 86.40%, 相比于 20 世纪 70 年代, 降幅达

95.98%, 渔汛几近消失[4]。 
为保护刀鲚的重要栖息地, 遏制刀鲚资源急

剧衰退的趋势, 2012 年 12 月 7 日, 农业农村部公

告成立长江刀鲚国家级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 保
护区总面积为 190415 hm2, 保护区由两块区域组

成, 分别位于长江河口区和长江安庆段。其中长

江安庆段位于长江安庆段新洲水域, 该段保护区

总面积约 7135 hm2, 其中核心区面积约 3811 hm2, 
实验区面积约 3324 hm2。在实施资源保护措施的

同时, 长江刀鲚资源现状[2, 5-6]、遗传特征[7-8]、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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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生化[9-10]、洄游机理[11-12]及人工繁育[13]等科学

研究也逐步开展。袁传宓[2]最早对长江中下游刀鲚

资源现状展开调查, 之后相关研究多集中在刀鲚捕捞

量[14]、生物学[5]及繁殖生物特征[15]等方面, 研究水域

包括长江口[14]、长江下游部分江段[5, 16-17]。 
本研究基于长江全面禁捕这一背景, 针对长

江刀鲚国家级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安庆段)开展

刀鲚资源现状调查, 以期掌握该河段刀鲚资源密

度、生物学及其时空特征, 研究结果可为后期长

江禁渔效果及刀鲚资源恢复效果的科学评估积累

资料。 

1  材料与方法 

1.1  采样点的设置与调查时间 
在保护区水域设置 4 个调查样区开展刀鲚资

源调查, 其中 1#~3#位于保护区核心区, 4#位于实

验区(图 1)。根据通航和水位变化情况, 各样区具

体调查时间有所差异, 1#为 4 月 28 日—7 月 10 日, 
2#为 5 月 17 日—7 月 17 日, 3#为 4 月 11 日—7 月

29 日, 4#为 4 月 11 日—7 月 12 日。此外受天气等

因素的影响, 部分日期未开展调查。 
 

 
 

图 1  刀鲚资源调查样区示意图 
Fig. 1  Sketch of sampling regions for  

investigation of Coilia nasus 
 
1.2  调查方法 

调查网具为流刺网, 由 2 层衬网和 1 层内网

组成, 网长为 200 m, 网高为 2.8 m, 内网网目尺

寸为 3 cm, 衬网网目尺寸为 28 cm, 调查期间, 将
流刺网一端固定于一艘渔船, 另一艘渔船完成下

网并固定网具的另一端 , 以顺水方向开始拖网 , 

记录拖捕距离, 拖行速度在 2 km/h 左右, 每天上

午和下午各开展一次调查。 
1.3  样本处理 

现场采集的刀鲚样本全部进行表观生物学测

量, 同时每个调查日抽取 3~4 个网次的全部样本

进行解剖, 记录其性别、性腺发育情况[18]和胃的

充塞度, 充塞度[19]的级别分别为: 0 级: 空胃; 1 级: 
胃中有少量食物; 2 级: 食物占胃的 1/2; 3 级: 食
物占胃的 3/4; 4 级: 食物充塞全部的胃; 5 级: 胃
膨胀, 抽样样本数共计 1826 尾(表 1)。 

 
表 1  解剖刀鲚样本数量信息表 

Tab. 1  Sample information of anatomic Coilia nasus 

时间 
time 

捕获样本 
数/尾 

captured 
individuals 

抽样样本 
数/尾 

sampled 
individuals 

抽样 
占比/%

percentage

4 月
April

下半月  
the second half of 
April 

59 53 89.83 

上半月  
the first half of May

185 131 70.81 5 月
May

下半月  
the second half of 
May 

692 356 51.45 

上半月  
the first half of 
June 

1129 538 47.65 
6 月
June

下半月  
the second half of 
June 

519 356 68.59 

7 月
July

上半月  
the first half of July

319 248 77.74 

总计 total 2903 1682 57.94 

 
1.4  数据处理与分析 

本研究中, (1)刀鲚尾数密度=(单网捕获数量/
网具的过水体积 )×0.49×10000 m3, 单位为尾 / 
(104 m3); (2)刀鲚生物量密度=(单网捕获重量/网
具的过水体积)×0.49×10000 m3, 单位为 g/(104 m3); 
其中, 网具过水体积=网长×网高×拖网距离, 0.49
为捕捞系数(0.7×0.7)[20-21]。数据分析和处理利用

Excel 及 SPSS 完成, 其中统计刀鲚密度及生物量

空间特征时用 5 月 17 日—7 月 10 日的数据; 统计

渔获规格、繁殖生物学特征和摄食情况的时间特

征用 4 月 16 日至 7 月 15 日的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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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结果与分析 

2.1  资源密度 
调查期内于 4 个样区共捕获刀鲚 2954 尾、

152.16 kg。其中空网 69 次, 捕获尾数最多的网次

出现在 6 月 13 日的 3#, 共 69 尾, 重 3.84 kg。整

体上, 保护区刀鲚尾数密度变幅为 0~0.32 尾/(104 

m3), 均值为(0.09±0.07)尾 /(104 m3), 生物量密度

变幅为 0~15.91 g/(104 m3), 均值为(4.46±3.43)g/ 
(104 m3)。 
2.1.1  时间特征  长江安庆段刀鲚主要洄游时间

为 4 月初至 7 月下旬, 整体上刀鲚尾数及生物量

密度的时间特征均表现为先升高后下降, 最大值

均出现在 5 月 27 日, 分别为 0.32 尾/(104 m3)和
15.91 g/(104 m3), 资源密度较高的时间段出现在 5
月中旬至 6 月下旬。为进一步细分变动趋势, 将 

一个月分为上半月和下半月统计刀鲚资源密度 ,  
结果显示, 刀鲚尾数及生物量密度均值在 5 月下

半月最高, 分别为(0.18±0.19)尾/(104 m3)和(9.26 ± 
9.33)g/(104 m3), 6 月上半月次之 , 分别为(0.15± 
0.10)尾/(104 m3)和(7.79±5.48)g/(104 m3)。各样区刀

鲚资源密度的时间特征整体趋势一致, 但高峰期

的持续时间有所差异(图 2, 图 3)。 
2.1.2  空间特征  各样区刀鲚资源密度的空间特

征表现一致, 最大值均出现在 2#, 分别为(0.17± 
0.20)尾/(104 m3)和(9.41±9.76) g/(104 m3), 其显著

高于其他 3 个样区(P<0.05), 最小值均出现在 4#, 
分 别 为 (0.03±0.03) 尾 /(104 m3) 和 (1.63±1.46) g/ 
(104 m3), 显著低于其他 3 个样区(P<0.05) (图 4)。 
2.2  渔获规格 

调 查 期 间 刀 鲚 样 本 全 长 变 幅 为 179.45~ 
377.86 mm, 均值为(274.28±23.31) mm; 体长变幅 

 

 
 

图 2  保护区刀鲚尾数密度的时间特征 
柱形图为尾数密度平均值, 其上方括号内数值代表各时段刀鲚单网密度变幅. 

Fig. 2  Temporal characteristics of the number density of Coilia nasus in the aquatic reserve 
The column chart means the average density, and the values in square brackets denote the variation  

in the density of Coilia nasus net at each peri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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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保护区刀鲚生物量密度的时间特征 
柱形图为尾数密度平均值, 其上方括号内数值代表各时段刀鲚单网密度变幅. 

Fig. 3  Temporal characteristics of the biomass density of Coilia nasus in the aquatic reserve 
The column chart means the average density, and the values in square brackets denote  

the variation in the density of Coilia nasus net at each period. 
 

 
 

图 4  保护区刀鲚资源密度的空间特征 
柱形图为生物量平均值, 其上方括号内数值代表各样区刀鲚单网密度/生物量变幅. 

Fig. 4  Spatial characteristics of the density of Coilia nasus in the aquatic reserve 
The column chart means the average biomass, and the values in square brackets denote the variation  

in the density/biomass of Coilia nasus net at each sampling areas. 
 

为 162.41~351.00 mm, 均值为(253.17±22.30) mm; 
体重变幅为 15.74~157.22 g, 均值为(52.98±16.15) g。
所有个体两侧颌骨长均大于头长, 其中左颌骨/头

长的变幅为 1.00~1.86, 均值为(1.18±0.07), 右颌

骨 /头长的变幅为 1.00~1.58 mm, 均值为 (1.17± 
0.06) mm。将所有捕获的刀鲚样本按体长和体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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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分组, 其中体长分为<200 mm、200~250 mm、

250~300 mm 和≥300 mm 4 个组 , 体重分为

<50 g、50~75 g、75~100 g 和≥100 g 4 个组。统

计上述各分组渔获数量占总渔获数量的百分比 , 
结果显示, 体长优势组为 250~300 mm组, 其占比

为 53.90%, 其次是 200~250 mm 组 , 占比为

43.68%; 体重优势组为<50 g 组, 占比为 47.25%, 
其次为 50~75 g 组, 占比为 43.67%。 
2.2.1  时间特征  调查期间, 刀鲚样本渔获规格

总体呈上升趋势。就体长组而言, 4 月下半月至 5
月上半月体长优势组为 200~250 mm, 5 月下半月

至 7 月上半月体长优势组为 250~300 mm; 大规格

组(≥300 mm)占比一直较低, 但其在 4 月下半月

至 7 月上半月整体上呈上升趋势, 7 月下半月占比

最高(6.67%)。就体重组而言, 4 月上半月至 5 月下

半月优势组为<50 g 组, 6 月上半月 50~75 g 组比

例开始上升, 并于 6 月上半月和 7 月上半月最高, 
为优势组, 75~100 g 组和≥100 g 刀鲚数量占比整

体上均呈上升趋势(图 5)。 
2.2.2  空间特征  4 个样区刀鲚样本体长和体重

的优势区间均相似 , 体长组表现为各采样水域

90%以上的刀鲚体长介于 200~300 mm 之间, 其
中 1#体长优势组为 200~250 mm, 占比为 54.94%, 
2#、3#和 4#体长优势组为 250~300 mm, 其占比分

别为 51.12%、55.87%和 57.23%, ≥300 mm 组在

4#占比最高, 为 2.06%, 在 3#最低, 为 1.45%; 体
重组表现为, 4 个样区刀鲚体重绝大部分都低于

75 g, 其中 1#至 3#体重优势组为<50 g, 占比分

别为 56.85%、46.27%和 46.63%, 4#体重优势组

为 50~75 g, 占比为 46.31%, ≥100 g 的数量较少, 
其中 4#占比最高, 为 1.70%, 3#最低, 为 0.62%   
(图 6)。 

 

 
 

图 5  保护区刀鲚渔获规格的时间特征 
Fig. 5  Temporal characteristics of the specifications of Coilia nasus in the aquatic reserve 

 

 
 

图 6  保护区刀鲚渔获规格的空间特征 
Fig. 6  Spatial characteristics of the specifications of Coilia nasus in the aquatic reser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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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性比及性腺发育特征 
调查期间共抽样解剖 1682 尾刀鲚样本, 雌雄

比为 1.02∶1; 雌雄个体性腺发育至 I 至 V 期的样

本均有发现, 卵巢和精巢的主要发育期均为 III 期, 
其个体数量占比分别为 44.72%和 35.64%, 卵巢

和精巢发育至 V 期的个体均最少, 占比分别为

7.82%和 6.45%。 
就时间特征而言, 刀鲚雌雄比表现为上升的

趋势, 其中 4―5 月雌雄比小于 1, 6―7 月雌雄比

大于 1, 雌雄比的最大值出现在 7 月上半月, 为
1.70, 最小值出现在 5 月上半月, 为 0.32 (图 7); 
性腺发育的时间特征则表现为, 整体上, 雌雄性

腺发育均表现为随洄游时间的后移, 发育成熟度

高的个体数占比越高, 雌雄性腺的发育特征也存

在一定差异, 其中卵巢的主要发育期为 III 期和

IV期, 其占比分别为 44.72%和 26.67%, 而精巢的

主要发育期为 II 期和 III 期, 占比分别为 29.67%和

35.64%, 雌雄发育至 V 期的个体在 6 月开始出现, 
其个体数占比的最大值均出现在 7 月上半月, 分
别为 27.27%和 41.11% (图 8)。 
2.4  摄食情况 

调查期间刀鲚胃充塞度在 0~5 级均有出现

(图  9),  其中充塞度为 0 级的刀鲚数量占比为 

 
 

图 7  保护区刀鲚雌雄比的时间特征 
Fig. 7  Temporal characteristics of the ration of males and 

females of Coilia nasus in the aquatic reserve 

 
93.62%, 在有胃含物的刀鲚中, 其胃的充塞度主

要以 1 级和 2 级为主, 占比分别为 2.65%和 2.59%, 
4 级和 5 级个体数极少 , 占比分别为 0.25%和

0.38%。统计不同时间段不同充塞度的刀鲚个体数

占比情况, 整体上, 随洄游时间的后移刀鲚摄食

率呈上升趋势 , 摄食率在 7 月上半月最高 , 为
27.59%, 此外, 充塞度为 4 级和 5 级的个体数占

比均在 7 月上半月最高, 分别为 2.76%和 1.38%。 

 

 
 

图 8  保护区刀鲚性腺发育情况的时间特征 
Fig. 8  Temporal characteristics of gonad development of Coilia nasus in the aquatic reser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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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9  保护区刀鲚胃充塞度的时间特征 
Fig. 9  Temporal characteristics of the stomach fullness indi-

ces of Coilia nasus in the aquatic reserve 
 

3  讨论 

3.1  刀鲚资源现状 
刀鲚作为长江下游及长江口典型的江海洄游

性鱼类, 自 20 世纪 70 年代起其捕捞量达到峰值

后开始下降[2], 21 世纪初其资源进一步衰退, 几
乎不能形成明显的渔汛[4]。历史数据显示, 刀鲚资

源的枯竭速率在其洄游区间的上段表现更为明显[3], 
因此调查水域刀鲚资源变动更能反映刀鲚资源的

整体变化趋势。在总捕捞量水平上, 本研究在调

查周期内总捕捞量为 152.16 kg, 低于 1993― 
2002 年长江下游的单船汛期总产量(393.14 kg), 
在单网捕获数量和重量上, 保护区水域上述两项

指标分别为 4.34 尾和 0.22 kg, 低于 2006 年安徽

无为段(6.23 尾和 0.4 kg)[17]。此外本研究中刀鲚的

空网数较多, 占比为 10.15%。保护区水域以小规

格个体占优, 其中刀鲚体重均值较 1973 年长江下

游刀鲚下降了 54.99%[2], 较 2006 年安徽无为段下

降了 44.31%[17]; 就规格分组而言, 1993―2002 年

长江下游体长 >300 mm 的刀鲚数量占比为

29.29%, 体重>100 g 个体数占比高于 29.19%[5], 
而本研究中上述体长和体重组占比仅为 1.56%和

0.99%, 并且本研究捕获刀鲚体重的最大值仅为

157.22 g。渔获量和渔获规格指标比较分析结果显

示, 保护区水域刀鲚资源现状不容乐观, 刀鲚小

型化趋势明显。21 世纪初, 随着刀鲚资源不断衰

退, 其价格大幅攀升, 尽管管理部门采取了缩短

捕捞时间、减少专项捕捞证数量等保护措施, 但
在高额利润的刺激下, 刀鲚捕捞强度并未实际下

降, 加之长江流域生态环境恶化、人类扰动不断

增强, 刀鲚呈现出资源衰退、个体小型化的趋势。

2019 年 12 月, 农业农村部发布公告, 自 2019 年 2
月 1 日起, 停止发放刀鲚专项捕捞许可证, 禁止

刀鲚天然资源生产性捕捞, 这对于刀鲚资源保护

与恢复具有积极意义。 
3.2  刀鲚资源时空特征 

每年 2 月中旬刀鲚洄游群体向长江口聚集, 
等到水温适宜时开始上溯[14], 在水文情势及捕捞

压力影响下, 每年各江段刀鲚洄游高峰期有所差

异, 本研究中, 长江安庆段刀鲚的主要洄游时间

为 4 月初―7 月底, 其中洄游高峰期为 5 月中旬至

6 月下旬, 这与 2006 年安徽无为江段调查结果相

类似[17]; 与刀鲚捕捞量类似, 刀鲚渔获规格的时

间特征也具有规律性, 整体上随洄游时间的后移

呈上升趋势。一方面这与刀鲚的洄游习性相关 , 
随着水温的逐渐升高, 上溯群体数量上升; 另一

方面, 2018 年刀鲚专项捕捞尚未停止, 长江安徽

段刀鲚专项捕捞许可时段为 4 月 27 日―5 月 26
日, 而此前长江口水域及长江江苏段已递次开捕, 
捕捞胁迫造成了洄游区间上段的资源偏低。随着

下游河段逐渐停捕, 该河段的资源密度及渔获规

格均呈现上升趋势。 
就空间特征而言, 保护区水域有江心洲分布, 

其将长江干流分成了南汊、北汊和夹江, 受各分

汊水文及生态环境的影响, 刀鲚资源分布也表现

出一定的空间特征, 其中刀鲚资源密度表现为位

于夹江的 2#显著高于位于北汊和南汊的 1#和 3#, 
这应与其不在主航道、基本无外界干扰有较大关

系。4#位于 3 条分汊前的上游段, 其资源密度显

著低于各分汊, 这可能与该水域范围宽阔有关。

刀鲚规格的空间特征不明显, 仅有 4#刀鲚规格表

现出大于 2#和 3#的趋势, 这与 4#位于刀鲚经 3
条分汊后的汇合水域、水文情势与其余样区存在

显著差异有关。 
3.3  刀鲚繁殖生物学特征及摄食情况 

已有研究表明, 在洄游至长江的刀鲚群体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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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期雄鱼多于雌鱼, 后期雌鱼数量增多, 进入产

卵场后雌雄比多在 1∶1 左右[1, 22], 本研究结果与

之一致, 雌雄比在 5 月上半月最低, 7 月上半月最

高。就性腺发育而言, 随洄游时间后移刀鲚性腺

发育成熟度高的个体数占比越高, 6 月雌雄发育至

V 期的个体开始出现, 这也类同于已有报道[15, 18]。

由此可见, 在洄游早期, 刀鲚生殖群体的繁殖水

域可能在长江安庆段更偏上游的河段或者鄱阳湖; 
随着时间的推移, 其繁殖水域呈现出下移趋势。

推测其原因可能有两个方面, 一是刀鲚群体差异, 
二是水温上升加快了性腺发育速度。这一结果从

侧面说明, 刀鲚和一般的洄游性鱼类在繁殖习性

上有所区别, 其环境选择性较弱, 产卵场相对分

散, 就繁殖水域的选择而言, 自身发育的影响应

大于环境条件的影响。 
多数洄游鱼类都是利用洄游前积累在脂肪中

的能量来维持生殖洄游及自身发育, 一般在洄游

过程中不摄食[23-24], 早期的研究结果也认为和多

数洄游鱼类相似, 刀鲚在洄游过程中不摄食[1, 25], 
但姜涛等 [26]研究认为刀鲚洄游至鄱阳湖前不摄

食, 但进入鄱阳湖产卵场后会开始摄食。本研究

中捕获刀鲚摄食的数量占比为 6.38%, 胃充塞度

至 4~5 级的个体也有发现, 占比较小, 为 0.63%。

与姜涛的研究结果有所差异, 这可能有两方面原

因, 一是样本数量差异显著, 二是本研究将颌骨

大于头长作为是洄游型刀鲚的区分依据, 并未经

过耳石指纹元素验证[27], 不能排除定居型刀鲚对

结果产生干扰。但本研究的结果值得关注, 后续

可针对刀鲚摄食生态学开展进一步研究。 
3.4  刀鲚资源保护建议 

历史资料报道刀鲚产卵场分布于长江安庆段

至鄱阳湖[28], 长江刀鲚国家级水产种质资源保护

区安庆段位于刀鲚洄游区间的上段, 核心区自然

岸线较多, 植被丰富, 分流区和汇流区有较多洄

水区分布, 是刀鲚较为理想的繁殖场, 该河段对

于刀鲚洄游群体而言, 主要发挥的是繁育功能。

本次调查所示 7 月雌雄刀鲚性腺发育均以 V 期个

体数量占比最高, 表明保护区水域刀鲚繁殖时间

应在 7 月初以后, 这也辅证了历史报道。在长江

全面禁捕的背景下, 保护区内捕捞压力将基本消

除 , 但其他人类活动产生的影响仍将长期存在 , 
如岸线固化、船舶运输、水域污染等仍需关注, 应
进一步加强敏感期渔政管护, 同时针对刀鲚生殖

群体和索饵群体开展调查监测, 以跟踪评估刀鲚

资源恢复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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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atus of Coilia nasus resources in the National Aquatic Germplasm 
Resources Conservation Area in the Anqing Section of the Yangtze 
River 

DAI Pei1, YAN Yan2, ZHU Xiaoyan2, TIAN Jiali1, MA Fengjiao1, LIU Kai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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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national aquatic germplasm resources conservation area of Coilia nasus in the Anqing Section of 
the Yangtze River (“conservation area” for short) is located at the upper section of the migration interval of C. 
nasus, with a favorable ecological environment. To understand the current status of C. nasus resources, an inves-
tigation was conducted from April to July 2018.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C. nasus resource densities in the con-
servation area were (0.09±0.07) ind/(104m3) and (4.46±3.43) g/(104 m3), and the dominant body length and weight 
of C. nasus were 250–300 mm and <50 g, respectively. Generally, C. nasus resource status in the conservation area 
was not optimistic, and C. nasus miniaturization was observed during the investigation. The temporal characteris-
tics of C. nasus showed that the migration period was from early April to July in the Anqing section of the Yangtze 
River, and the peak period was from mid May to late June. Furthermore, C. nasus abundance showed an increasing 
trend in the late migration period. Spatially, C. nasus density in the core conservation area was higher than that in 
the experimental area. In addition, the gender and development stages of sampling results show that the ratio of 
males to females was 1.02∶1, but the range was larger; the males developed earlier, and females developed later. 
The main development stage of testes and ovaries were III, and gonad development for stage V began in June. In 
this study, C. nasus with gastric contents of 6.38% were found. This study documented systematic C. nasus data in 
the Yangtze River pre-fallow reserve, which will provide an important basis for the recovery assessment of this 
species and conservation management in the future. 
Key words: Coilia nasus; National Aquatic Germplasm Reserve; resource status; spatio-temporal characteristics; 
the Yangtze Riv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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