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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利用 2015年 4—7月在长江口邻近水域的调查数据, 对春夏季该水域仔稚鱼种类组成和丰度的月变化特征进

行了观测。结果表明, 共采获 62 种、35839 尾仔稚鱼, 分别属于 14 目、30 科、45 属。各月种类数范围为 22~36

种, 从 4 月到 6 月, 先是缓慢增加然后快速增加, 至 6 月达到高峰期, 7 月则大幅降低。各月的丰度范围为

11.45~114.31 ind/(100 m3); 丰度随时间的推移而持续增加。各月主要种类数范围为 5~13 种, 具有较大的波动性; 优

势种主要为小黄鱼(Larimichthys polyactis)、小公鱼属(Stolephorus sp.)、六丝矛尾虾虎鱼(Chaeturichthys hexanema)、

鳀(Engraulis japonicus)、红狼牙虾虎鱼(Odontamblyopus rubicundus)、斑尾刺虾虎鱼(Acanthogobius ommaturus) 䲗、

属(Callionymus sp.)等。优势种随时间推移表现出较大的更替性。种类数以 20 m 以浅水域最多, 不同水深范围的月

变化有一定的差异性。20 m 以浅海域的种类数与表层水温的关系在 4—6 月为显著正相关(r=0.997, P<0.05), 6 月到

7 月表现为相反的变化趋势; 各月的丰度与表层盐度呈显著负相关(r=0.91, P<0.05)。从春季到夏季, 仔稚鱼高丰

度区从浅水区向深水区转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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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江口邻近水域主要指长江口门外至机轮拖

网禁渔区线的河口水域。从春季至夏季, 随着长

江冲淡水逐渐增强, 同时由于气温的回升, 长江

口邻近水域具有一个升温降盐的过程; 到夏季以

后, 由于多种海流水团的共同作用, 维持高温低

盐的属性。河口水域的这种温盐度变化过程有利

于海洋鱼类的产卵繁殖和饵料浮游动物的生长。

因此, 长江口邻近水域是多种重要经济鱼类的产

卵、育幼和索饵场[1]。东黄海鱼类大多在水温较

高的春季和夏季繁殖, 因此该时间段也是河口水

域仔稚鱼种类数和密度最高的季节[2-3]。长江口邻

近水域繁育的经济幼鱼对于东黄海鱼类群落具有

较为关键的补充作用, 也对秋冬季的渔业生产具

有重要的支撑作用[4-5]。 

近几十年来, 科研工作者已经对长江口水域

产卵场的鱼卵仔鱼种类组成、数量分布、丰度、

多样性等 [6-18]进行过多次的调查研究, 这些研究

成果为制定各种渔业管理和保护措施提供了有利

的参考依据。随着经济的发展, 河口及近岸水域

由于陆源污染物聚集、工程建设、围海造地、过

度捕捞等[19-20]对经济鱼类的产卵繁殖和渔业资源

补充产生了诸多不利影响。综合李建生等[21]、农

牧渔业部水产局等[22]、郑元甲等[23]、程家骅等[24]、

金显仕等[25]和李显森等[26]的研究结果可以看出, 

与 20 世纪 60—70 年代东海渔业资源开发初期相

比, 目前东海区的渔业资源量、鱼类生物学参数、

群落结构和生物多样性, 均已经发生了较明显的

变化; 同时, 经济种类的产卵策略、产卵时间和产

卵场中心位置等可能也已发生变化。仔稚鱼阶段

是鱼类生命周期中最为脆弱的时期, 其成活率的

高低和存活数量是鱼类资源补充和渔业资源可持

续利用的基础。因此, 有必要通过系统的调查研

究来重新确定河口邻近水域仔稚鱼优势种组成、

数量结构及其与环境的关系, 并以此来评估该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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卵场主要经济鱼类的繁殖特征及其对近海渔业的

资源补充能力。以往大多数研究者对河口水域的

仔稚鱼调查研究主要以个别月份调查为主, 站位

的经向设置间隔以 10或 15居多, 个别研究甚至

间隔 30。李建生等[12]和刘淑德等[13]的研究结果

表明, 长江口水域, 从近岸向外海, 鱼卵仔鱼的

种类数和丰度均呈现降低的趋势, 并且在 12300E

以东的海域明显偏低。因此, 在近岸水域进行经

向密集设站调查, 有利于对该水域鱼卵仔鱼进行

系统研究。本研究拟通过春夏季在长江口邻近水

域的逐月连续高密度定点调查数据, 研究其仔稚

鱼的种群结构、优势种组成和丰度的月变化特征,   

探讨它们的早期生态特性及与环境的关系, 为今

后进一步研究东海区重要产卵场渔业资源的补充

机制、渔业资源的生态修复、制订资源养护管理

与可持续发展措施提供科学依据和技术支撑。 

1  材料与方法 

1.1  调查时间和方法 

调查时间为 2015 年 4 月至 7 月的每月中旬, 

在长江口近岸的 3130N、12200E~12255E 和

3100N、12204E~12314E 分别设置两个断面,  

每个断面从近岸向外海至禁渔区线, 按照经向间

隔 5设置 1 个调查站位。两个断面分别设置 12 个

和 15 个站位, 共设置 27 个采样站(图 1)。利用大

型浮游生物网进行鱼卵和仔稚鱼采集, 大型浮游

生物网具规格为口径 130 cm、长 280 cm、孔径

0.50 mm。每站分别进行水平拖网调查, 每站拖曳

10 min, 拖速 2~3 kn, 起网时记录流量计(HYDRO- 

BIOS, 德国)数据以计算滤水体积 ; 采集的鱼卵

和仔稚鱼样品用 5%甲醛溶液固定, 在室内对样

品进行种类鉴定。所有采样站位利用 Seabird37

型 CTD 进行现场温度、盐度和深度的测定。 

1.2  水深划分 

调查水域各站位的水深范围为 4~63 m (由于

潮汐的变化, 同一站位在不同月份的深度会有所

变化)。根据水深变化特征, 把调查站位分为 3 个

档次, 分别是: (1) 20 m 以浅水域, 共 13 个调查站

位, 分别是 N01~N06、S01~S07 站; (2) 20~30 m

水深, 共 7 个调查站位, 分别是 N07~N10、S08~ 

S10站; (3) 30 m以深水域, 共 7个调查站位, 分别

是 N11~N12、S11~S15 站。 

1.3  数据处理方法 

定量分析时, 各站位丰度值以仔稚鱼出现数 
 

 
 

图 1  长江口邻近水域调查站位 

Fig. 1  Sampling stations off the Yangtze River estuary 



588 中国水产科学 第 25 卷 

 

量和流量计记录的数据换算成单位水体的仔稚鱼

数量[ind/(100m3)]为指标进行相关分析。利用相对

重要性指数[27](index of relative importance, IRI)对

仔稚鱼重要性进行分析。由于仔稚鱼个体很小 , 

故分析时只采用个体数密度 , 不考虑生物量密

度。相对重要性指数计算公式为: IRI=(N%×F%)× 

10000。其中, N%指某种类占总尾数的百分比; F%

指某种类出现站位频率。仔稚鱼重要性的判断标

准[15]如下: IRI 大于 500 的为优势种, IRI 在 100 至

500 之间的为重要种, IRI 在 10 至 100 之间的为常

见种, IRI 小于 10 的为偶见种。把优势种、重要种

和常见种都作为主要种类进行研究。利用统计软

件 SPSS18.0 进行相关性检验分析。 

2  结果与分析 

2.1  种类数和丰度的月变化 

2015 年春夏季 , 在长江口邻近水域共采获

35839 尾仔稚鱼, 其中从 4 月至 7 月各航次分别采

获 1595、2348、7814、24082 尾。经鉴定, 共出

现 62 种仔稚鱼, 分别属于 14 目、30 科、45 属(表

1), 其中 47 个种类鉴定到种, 11 个种类鉴定到属, 

4 个种类鉴定到科。长江口邻近水域仔稚鱼种类

数和丰度的月相变化如图 2 所示。由图 2 可见, 分

月份来看, 以 6 月的出现种类数最多, 为 36 种; 

其余 3 个月的出现种类数从高到低分别是 7 月(24

种)、5 月(23 种)、4 月(22 种)。随着时间的推移, 从

4 月到 7 月, 长江口邻近水域出现的仔稚鱼种类

数先是缓慢增加然后快速增加, 至 6 月达到高峰

期, 每月增加幅度分别为 4.54%和 56.52%; 然后

到 7 月则大幅降低, 下降幅度为 33.33%。各月仔

稚鱼的丰度变化范围为 11.45~114.31 ind/(100 m3), 

4 月最低, 7 月最高; 随着时间的推移, 丰度持续

增加; 从 4月到 6月, 丰度的每月增加幅度相对较

低, 分别为 35.55%和 61.98%, 而从 6 月到 7 月, 

丰度则表现为大幅增加的趋势, 达到 4 个月的最

高峰, 相对前 3 个月分别增加了 8.98 倍、8.63 倍、

7.79 倍。 

2.2  主要种类的月变化 

根据相对重要性指数计算结果, 长江口邻近

水域仔稚鱼主要种类的月变化如表 2 所示。由表 

表 1  春夏季长江口邻近水域仔稚鱼种类组成 
Tab. 1  Species composition of larvae and juveniles off the  

Yangtze River estuary in spring and summer 

序号 
number

目 order 
科 

family 
属 

genus
种 

species

1 灯笼鱼目 Myctophiformes 2 2 2 

2 鲽形目 Pleuronectiformes 2 2 6 

3 鲱形目 Clupeiformes 2 5 3 

4 鲑形目 Salmoniformes 1 1 1 

5 海龙目 Syngnathiformes 1 1 1 

6 颌针鱼目 Beloniformes 1 1 2 

7 棘背鱼目 Gasterosteiformes 1 1 1 

8 鳉形目 Cyprinodontiformes 1 1 — 

9 鲤形目 Cypriniformes 1 2 1 

10 鲈形目 Perciforms 12 24 26 

11 鳗鲡目 Anguilliformes 1 — — 

12 鲀形目 Tetraodontiformes 1 1 — 

13 鲉形目 Scorpaeniformes 3 3 3 

14 鲻形目 Mugiliformes 1 1 1 

合计 total  30 45 47 

 

 
 

图 2  长江口邻近水域仔稚鱼种类数和丰度的月变化 

Fig. 2  Monthly variation in species numbers and abundance 
of larvae and juveniles off the Yangtze River estuary 

 
2 可见, 春夏季, 该水域出现的仔稚鱼主要种类

数以 6 月最多(13 种), 5 月次之(8 种), 7 月最少(5

种)。分月份来看, 4 月有 3 种优势种, 分别为斑尾

刺虾虎鱼(Acanthogobius ommaturus)、 属(Ca-

llionymus sp.)、小黄鱼(Larimichthys polyactis), 无

重要种出现, 有 4 种常见种; 5 月仅有 1 种优势种

且占绝对优势, 为小黄鱼, 有 4 种重要种, 为矛尾

虾虎鱼(Chaeturichthys stigmatias)、小公鱼属

(Stolephorus sp.)、鳀(Engraulis japonicus)、六丝

矛尾虾虎鱼(Chaeturichthys hexanema), 有 2 种常

见种; 6 月有 3 种优势种, 分别为鳀、凤鲚(Coil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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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长江口邻近水域仔稚鱼主要种类相对 

重要性指数的月变化 
Tab. 2  Monthly variation in IRI of dominant larvae and 

juveniles off the Yangtze River estuary 

种类 species 
4 月 
April 

5 月 
May 

6 月
June

7 月
July 

斑尾刺虾虎鱼 
Acanthogobius ommaturus 

2992.19  

属 Callionymus sp. 1279.88 43.75 

小黄鱼 Larimichthys polyactis 916.57 3596.35 354.19

中国花鲈 
Lateolabrax maculatus 

73.98  

褐菖鲉 Sebastiscus marmoratus 57.61  

宽体舌鳎 Cynoglossus robustus 20.89  

六丝矛尾虾虎鱼 
Chaeturichthys hexanema 

14.07 109.26 192.26

棘头梅童鱼 
Collichthys lucidus 

 47.81 176.35

矛尾虾虎鱼 
Chaeturichthys stigmatias 

 395.48 

小公鱼属 Stolephorus sp.  289.96 297.94 1685.77

鳀 Engraulis japonicus  142.84 967.25

绿鳍鱼 
Chelidonichthys spinosus 

 21.14 

凤鲚 Coilia mystus  583.08

缟虾虎鱼属 Tridentiger sp.  513.02

红狼牙虾虎鱼 
Odontamblyopus rubicundus 

 379.48 624.04

䱗属 Hemiculter sp.  129.05 25.51

龙头鱼 Harpodon nehereus  146.01

拟矛尾虾虎鱼 
Parachaeturichthys polynema 

 18.70

小沙丁鱼属 Sardinella sp.  11.03

少鳞鱚 Sillago japonica  21.30

黄姑鱼 Nibea albiflora  480.89

焦氏舌鳎 Arelicus joyneri  148.87

 

mystus)、缟虾虎鱼属(Tridentiger sp.), 有 7 种重要

种 , 分别为红狼牙虾虎鱼(Odontamblyopus rubi-

cundus)、小黄鱼、小公鱼属、六丝矛尾虾虎鱼、

棘头梅童鱼 (Collichthys lucidus)、龙头鱼 (Harp-

odon nehereus) 䱗、 属(Hemiculter sp.), 有 3 种常见

种; 7 月有 2 种优势种, 分别为小公鱼属和红狼牙

虾虎鱼 , 有 2 种重要种 , 为黄姑鱼(Nibea albi-

flora)、焦氏舌鳎(Arelicus joyneri), 有 1 种常见种。

从优势种和重要种的出现频次变化来看, 仅 1 个

月出现在优势种或重要种行列的有斑尾刺虾虎

鱼、 䱗属、矛尾虾虎鱼、凤鲚、缟虾虎鱼属、

属、龙头鱼、黄姑鱼、焦氏舌鳎共 9 个种类, 2 个

月出现在优势种或重要种行列的有六丝矛尾虾虎

鱼、鳀、红狼牙虾虎鱼共 3 个种类, 3 个月出现在

优势种或重要种行列的仅有小黄鱼和小公鱼属 2

个种类。 

2.3  种类数和丰度随环境条件的月变化 

由不同水深范围仔稚鱼种类数的月变化结果

(图 3)可见, 总体来看, 春夏季各水深范围的仔稚

鱼出现种类数以 20 m 以浅水域最多(41 种), 30 m

以深水域次之(31 种), 20~30 m 水深最少(30 种)。

从各月不同水深范围仔稚鱼的种类数变化来看: 4

月, 20~30 m 和 30 m 以深海域种类数较多(均为 12

种), 20 m 以浅海域较少; 5—6 月, 均以 20 m 以浅

水域最多, 30 m以深水域次之, 20~30 m水深最少; 

7 月, 以 20 m 以浅海域最多, 20~30 m 水域次之, 

30m 以深水域最少。从各水深范围仔稚鱼的种类

数月变化情况来看, 20 m 以浅水域在 4 月最低, 

5—6 月达到高峰期, 7 月又有一定程度的减少; 

20~30 m 水深水域, 各月种类数变化在 9~12 种, 

月间的差异较小; 30 m 以深水域, 4—5 月较低, 6

月迅速升高且达到高峰期, 7 月又出现快速下降

趋势。 

 

 
 

图 3  长江口邻近水域不同水深范围仔稚鱼 

种类数的月变化 

Fig. 3  Monthly variation of species numbers of  
larvae and juveniles in different range of depth  

off the Yangtze River estuary 

 
由不同水深水域仔稚鱼丰度的月变化结果

(图 4)可见, 4 月, 20 m 以浅水域的丰度最高, 

20~30 m 水域次之, 30 m 以深水域最低; 5 月, 各

水深水域的仔稚鱼丰度变化趋势与 4 月相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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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 20 m 以浅水域仔稚鱼丰度有较大幅度的升高, 

其他水深范围则略有降低; 6 月, 30 m 以深水域仔

稚鱼的丰度最高, 20 m 以浅水域次之, 20~30 m 水

深水域最低; 7 月, 20~30 m 水深水域仔稚鱼丰度

最高, 30 m 以深水域次之, 20 m 以浅水域最低。 

 

 
 

图 4  长江口邻近水域不同水深范围仔稚鱼 

丰度的月变化 

Fig. 4  Monthly variation of abundance of larvae and juveniles 
in different range of depth off the Yangtze River estuary 

长江口邻近水域不同水深范围平均表层水温

和盐度的月变化统计结果(表 3)显示, 从 4 月到 7

月, 各个水深范围的平均表温都呈现出升高的趋

势, 其中从 4 月到 5 月的升温趋势较快, 5 月和 6

月基本持平, 6—7 月又有小幅升温; 3 个水深范围

表层盐度的变化趋势有所差别, 20 m 以浅水域为

持续降低的趋势, 其他 2 个水深水域则是先降低

后升高的趋势。为了分析不同水深水域仔稚鱼种

类数和丰度与表层水温和盐度随时间变化的相关

关系, 利用统计软件对其两两进行相关性检验。

结果表明, 20 m 以浅水域, 仔稚鱼种类数与表层

水温的关系在 4—6 月表现为显著正相关关系

(r=0.997, P<0.05), 6 月到 7 月表现为相反的变化

趋势; 丰度与表层盐度随月份的变化表现为显著

负相关关系(r=0.91, P<0.05)。其他 2 个水深水域,   

仔稚鱼种类数和丰度与表层水温和盐度的月变化

之间均无明显的相关性。 

 
表 3  长江口邻近水域不同水深范围平均表层水温和盐度的月变化 

Tab. 3  Monthly variation in average water temperature and salinity off the Yangtze River estuary 

平均表层温度/℃ average surface water temperature 平均表层盐度 average surface water salinity 
时间 time 

≤20 m 2030 m >30 m ≤20 m 2030 m >30 m 

4 月 April 14.05 13.52 13.83 16.99 28.93 30.53 

5 月 May 22.48 21.16 22.49 12.29 21.16 24.78 

6 月 June 22.50 21.22 22.49 11.17 21.40 24.56 

7 月 July 25.00 23.04 23.48 10.87 24.51 31.68 

 

3  讨论 

3.1  长江口邻近水域仔稚鱼种类数和丰度的月

变化原因探析 

长江口邻近水域作为东海鱼类的主要产卵场

和保育场, 其仔稚鱼群落是河口及邻近水域渔业

资源补充的重要来源之一[23], 对该水域仔稚鱼的

调查研究有助于今后制定更加完善的物种保护措

施。本研究由于调查持续时间较长、调查次数较

多、经向跨度较大, 因此仔稚鱼的种类数多达 62

种。相对于杨东莱等[7]20 世纪 80 年代春夏季在长

江口大范围海域连续逐月调查得到的 85 种鱼卵

仔鱼相比 , 本次调查的种类数有一定幅度的下

降。但相对于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的数次单月或

不连续月份调查 [8-18], 则本次调查的种类数更为

丰富, 也能够更真实地反映出春夏季长江口邻近

水域的仔稚鱼组成和变化特征。春夏季是海洋鱼

类的主要产卵时间, 在东黄海近岸水域, 随着水

温从南到北逐步回升, 鱼类的产卵时间也表现出

南早北晚的规律, 长江口水域鱼类的产卵高峰期

为 4—6 月[22]。从各月调查结果来看, 仔稚鱼种类

数以 6 月最多, 其他月份明显较低。随着水温的

回升, 长江口邻近水域的鱼类主要在春末的 4—5

月集中产卵 [7-17], 而鱼卵孵化到仔稚鱼的时间 , 

各种鱼类从几小时到几十天不等[28], 因此集中表

现为 6 月的仔稚鱼种类数高达 36 种。上述结果表

明, 长江口水域仍然是东海近海和河口水域主要

及次要经济鱼类如小黄鱼、鳀、龙头鱼、虾虎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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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小公鱼类、凤鲚等的主要产卵和育幼场[1, 22-23]。

从 4月到 7月, 仔稚鱼的丰度表现出前期(4—6月)

缓慢增加而后期(7 月)大幅增加的趋势, 与种类数

的变化有较大差异。通过对调查数据的统计发现, 

7 月的小公鱼属、红狼牙虾虎鱼和黄姑鱼等 3 个

种类的丰度明显偏高, 它们的累计丰度占总丰度

的百分比高达 87.83%, 但它们的出现率却均低于

35%。因此, 可以判断后期仔稚鱼丰度大幅增加是

由于少数种类的丰度在局部海域大幅提高引起

的。由此推测产生上述丰度月变化的原因可能为, 

海洋鱼类的产卵时间主要受水温的调控, 春末夏

初, 随着海洋水温上升到一定的阈值, 河口水域

的各种鱼类都逐渐开始产卵。仔稚鱼丰度的高低主

要与鱼卵的孵化率以及仔稚鱼的成活率有关[23]。

前期由于水温较低, 导致鱼卵的孵化成功率和仔

稚鱼的饵料生物丰度都相对较低, 上述原因也使

孵化成功的仔稚鱼死亡率较高 , 因此丰度较低 ; 

后期随着水温的升高, 鱼卵的孵化成功率和仔稚

鱼的饵料生物丰度都相应地有所升高, 因此仔稚

鱼的丰度也表现出大幅升高的趋势。 

3.2  长江口邻近水域仔稚鱼优势种类的月变化

特征分析 

本研究表明, 各月的优势种表现出较大的更

替性。斑尾刺虾虎鱼和 属鱼类在 4 月占绝对优

势; 小黄鱼则在 4—5 月占优势, 且在 4 月为优势

种, 5 月为该水域的唯一绝对优势种; 鳀、凤鲚、

缟虾虎鱼为 6 月的优势种; 小公鱼和红狼牙虾虎

鱼为 7 月的优势种, 其中小公鱼占绝对优势。据

2007 年 5 月和 8 月在长江口及邻近水域的调查结

果[13], 仔稚鱼优势种主要为白氏银汉鱼、凤鲚、

鳀、长蛇鲻; 据 2010—2011 年 5 月和 8 月在长江

口及邻近水域的调查结果[18], 仔稚鱼优势种主要

为鳀科鱼类。与本研究调查结果对比可以看出 , 

连续月份的调查更能有效地反映长江口邻近水域

仔稚鱼优势种在河口水域的变动状况。如果按照

刘淑德等[13]IRI 大于 100 作为优势种的标准, 则

本研究中各月累计优势种多达 11 种, 远大于以往

单月调查[3, 9-17]的优势种类数。相关研究[21-25]也表

明, 小黄鱼、鳀、龙头鱼、凤鲚均为长江口及邻

近海域的主要经济鱼类, 在渔业产量构成和渔业

生物群落中都占据着较大的比例并发挥着重要的

作用。虾虎鱼类、 类和小公鱼都是长江河口近

岸或近海水域的重要小型种类, 在鱼类群落和食

物链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29], 不同种类之间通过

产卵和育幼时间的交替可以合理利用水体的饵料

生物, 避免食物竞争。由此表明, 仔稚鱼的优势种

组成和成鱼优势种是相一致的。因此, 研究春夏

季长江口邻近水域仔稚鱼优势种的组成和丰度高

低, 对于预测秋冬季近海水域的渔业生产状况和

评估河口水域的渔业生物多样性都具有重要的 

意义。 

3.3  环境条件对仔稚鱼种类数和丰度的影响解析 

随着环境条件的变化, 仔稚鱼种类数和丰度

也会表现出相应的变化规律, 但不同月份之间由

于冲淡水、海流、季风等因素的变化也会有差异[23]。

本研究表明, 在长江口邻近水域, 各月份仔稚鱼

的种类数总体上以 20 m 以浅水域最多, 其他水域

明显减少, 从里向外表现为降低的趋势; 而 20 m

以浅水域仔稚鱼种类数与表层水温的关系在 4—6

月表现为显著正相关关系。说明春夏季长江口近

岸浅水海域是主要的鱼类产卵场, 产卵鱼类随着

时间的变化是逐渐增多的, 并且在 5—6 月达到高

峰期。不同水深范围之间, 仔稚鱼种类数的月间

变化具有一定的差异性。造成差异的原因可能为, 

调查海域鱼类的生态类型主要有河口型、近岸型、

近海型[15], 不同类型鱼类产卵时的温度、盐度、

透明度和水深都具有一定的差异性; 长江口水域

具有错综复杂的海洋环境, 受各项水文因子变化

所制约, 不同水深范围的鱼类种类组成和数量分

布具有季节变化。各水深范围仔稚鱼丰度的变化

与种类数有较大的差异。本文的研究结果显示 , 

春季 (4—5 月)的丰度以 20 m 以浅水域最高, 但

是到夏季以后上述趋势发生了较大的变化, 20 m

以浅水域的仔稚鱼丰度自 6 月开始低于 30 m以深

水域, 至 7 月已经远低于其他 2 个水深水域; 20 m

以浅水域的仔稚鱼丰度与盐度随时间的推移呈现

显著负相关关系。由此表明, 从春季到夏季, 仔稚

鱼高丰度区从浅水区向深水区转移; 由于冲淡水

的逐渐增强而形成的水温升高和盐度降低所营造

的高温低盐环境, 更有利于仔稚鱼早期的生长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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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及索饵。高丰度区转移原因可能有以下三点: (1) 

不同月份产卵场中心位置的变化。由于水温、盐

度、场势的季节消长等环境因素[10]的变化, 产卵

亲鱼本身具有一定的适应性变化, 导致不同月份

之间的中心产卵场具有一定的变化。这种亲鱼的

行为特征可直接影响到仔稚鱼丰度的空间分布。

(2) 仔稚鱼在近海与河口间被动漂移[23]。春夏季, 

中国东海主要受西南季风的影响[22]; 同时, 该时

间段的长江径流也是一个从枯水到丰水的过程, 

特别是 5月以后, 中国南方进入雨季, 长江径流量

的增长是比较明显的。在风场和流场的共同作用

下, 仔稚鱼被动地从近岸向外海漂移。(3) 仔稚鱼

自身的游泳行为。仔稚鱼发育到后期阶段, 已经具

备一定的游泳能力, 因此会随长江径流量的多少、

索饵水域的盐度和透明度的变化而表现出趋近岸

或离岸的移动行为[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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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mporal variation in the composition and abundance of fish larvae 
and juveniles off the Yangtze River Estuary in spring and summ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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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present study investigated the monthly variation in species composition and abundance of fish lar-
vae and juveniles from April to July 2015 off the Yangtze River Estuary. A total of 35839 larvae and juveniles 
were collected, and these included 62 species from 45 genera, 30 families, and 14 orders. Species richness ranged 
from 22 to 36, depending on month, increased from April to June, and then declined sharply in July. Meanwhile, 
the total abundance of larvae and juveniles ranged from 11.45 to 114.31 individuals per 100 m3 and increased 
throughout the study period, with small increases during the first three months and a greater increase in July. The 
number of dominant species varied by month, ranging from 5 to 13, and the dominant species mainly included 
Larimichthys polyactis, Stolephorus sp., Chaeturichthys hexanema, Engraulis japonicus, Odontamblyopus rubi-
cundus, Acanthogobius ommaturus, and Callionymus sp.. The dominant species showed greater replacement over 
time. The greatest species richness was observed in the nearshore water (<20 m depth), and the spatial pattern of 
species richness along the depth gradient varied among months. Surface temperature and species richness were 
positively correlated (r=0.997, P<0.05) from April to June but negatively correlated from June to July, and in 

every month, abundance and surface salinity were negatively correlated (r=0.91, P<0.05) in the nearshore water 
(<20 m depth). The high-abundance region shifted away from the shore over ti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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