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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为了解舟山市小干岛附近海域渔业资源状况,并为其可持续开发利用提供科学依据,文章于

2016年5月(春季)在该海域设置15个站位,进行渔业资源定点拖网调查;采用相对重要性指数以

及Shannon-Weaver指数、均匀度指数和丰富度指数,分析该海域的生物种类和生物多样性。研究

结果表明:研究区生物种类有47种,为12目31科40属,优势种包括六丝钝尾虾虎鱼等3种,常见

种包括日本鼓虾等9种;鱼类在质量和尾数方面都占绝对优势,虾类和蟹类也较多,渔业资源个体

较小、经济价值较低;各调查站位的生物量和尾数分布有所不同;与其他海域渔业资源相比,研究

区的生物多样性处于中等水平,应加强保护和恢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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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InordertorealizethepresentsituationoffisheryresourcesintheseaareanearXiaogan
island,Zhoushan,andprovidescientificbasisforsustainablefisheryresourcesutilization,aninves-
tigationwascarriedoutonthebottomtrawlfisheryresourcesof15stationsinMay2016.Therel-
ativeimportanceindex,Shannon-Weaverindex,evennessindexandrichnessindexwereusedto
analyzethecompositionanddiversityoffisheryresources.Thestudyshowedthatatotalof47
specieswereidentified,belongingto12orders,31familiesand40genera.Thedominantspecies
wereAmblychaeturichthyshexanema,DecapterusDecapterusandLeptochelagracilis,there
were9commonspecies,suchasAlpheusjaponicusetc.Theweightandnumberweredominated
byfishes,shrimpsandcrabswerethesecond.Thefisheryresourceswerelowvalueandchea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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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paredwithotherseaareas,thediversityindexwasmediumlevel,whichmeansthatthe

fisheryresourcesshouldbeprotectedandrestored.

Keywords:Zhoushanseaarea,Marinefishery,Biologicalresources,Thefisheryresourcesinvesti-

gation,Biodiversity

  近岸海域通常是人类活动高频区,随着海洋捕

捞强度的加大以及工农业生产和生活污水的大量

排放,局部海域的生态平衡遭到严重破坏,大大降

低水生生物多样性和资源生产力水平[1]。近年来,

随着长三角地区经济的快速发展,入海径流携带污

染物持续输入,长江口和杭州湾口的生态环境形势

十分严峻,具体表现在基础生产力下降、优质生物

资源减少和富营养化程度提高,严重制约海洋渔业

的发展[2-3]。

舟山海域的渔业资源状况目前已有较多研究

报道[4-5],但对小干岛附近海域渔业资源的调查和

研究较少。为了解小干岛附近海域渔业资源状况,

本研究根据2016年5月的调查数据,分析其生物种

类、生物量和分布以及生物多样性等,以期为其可

持续利用提供科学依据。

1 调查方法

1.1 采样方法

于2016年5月(春季),在舟山市小干岛附近海

域进行渔业资源定点拖网调查。本次调查共设置

15个站位(图1)。

图1 调查站位

渔业资源调查方法按照《海洋渔业资源调查规

范》(SC/9403-2012)。调查租用渔民的单拖网渔

船(浙普渔32207号),渔船主机功率为330kW,网

具规格为800目×80mm/目。每个站位的拖曳时

间约为1h,拖速约为3.5kn。将每个站位拖网的

渔获物全部取样并装入样品袋,在编号和记录后冰

鲜保存,带回实验室分析和鉴定,并对主要渔获种

类进行生物学测定。

1.2 数据分析方法

1.2.1 优势种

优势种的计算采用相对重要性指数,计算公

式为:

I=[(ni/N +wi/W)·fi/m]·105

式中:ni 和wi 分别为第i种生物的个体数和生物

量;N 和W 分别为调查渔获物的总个体数和总生

物量;fi 为第i种生物在m 次取样中出现的频率;

m 为取样次数。

1.2.2 生物多样性

生物多样性的计算采用 Shannon-Weaver指

数、均匀度指数和丰富度指数。

(1)Shannon-Weaver指数的计算公式为:

H'=-
S

i=1
Pilog2Pi

式中:H'为生物多样性指数;Pi 为第i种生物占总

个体数或总生物量的比例;S 为生物总种数。

(2)均匀度指数的计算公式为:

J'=H'/log2S
  (3)丰富度指数的计算公式为:

d=(S-1)/log2N 或d=(S-1)/log2G
式中:N 为渔获物总个体数;G 为渔获物总生物量。

2 调查结果和讨论

2.1 种类

根据渔获物样品,共鉴定出生物种类47种,

为12目31科40属。其中,鱼类有28种,为19科

25属;虾类有10种,为6科7属;蟹类有7种,为

4科6属;虾蛄类有1种,为1科1属;头足类有

1种,为1科1属。

将相对重要性指数大于1000者定为优势种,

100~1000者定为常见种,调查海域的优势种和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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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种如表1所示。

表1 小干岛附近海域优势种和常见种的相对重要性指数

种类 I

六丝 钝 尾 虾 虎 鱼(Amblychaeturichthys

hexanema)
3382.1

优势种 蓝圆鲹(Decapterusmaruadsi) 1953.5

细螯虾(Leptochelagracilis) 1537.9

日本鼓虾(Alpheusjaponicus) 570.7

绿鳍鱼(Chelidonichthyskumu) 498.9

中国毛虾(Aceteschinensis) 397.5

安氏白虾(Exopalaemonannandalei) 396.2

常见种 棘头梅童鱼(Collichthyslucidus) 391.3

褐菖鲉(Sebastiscusmarmoratus) 292.6

日本蟳(Charybdisjaponica) 249.1

葛氏长臂虾(Palaemongravieri) 108.5

三疣梭子蟹(Portunustrituberculatus) 104.7

本次调查鉴定的生物种类与舟山其他海域渔

业资源调查结果相近,如张亚洲等[5]于2010年5月

在韭山列岛附近海域调查采集渔业资源生物57种。

由优势种和常见种可见,小干岛附近海域渔业资源

趋于低杂化。

2.2 质量和尾数

本次调查15个站位有效网次的渔获物总质量

为5149.1g,总尾数为10609ind,不同种类的渔获

物质量和尾数及其占比如表2所示。

表2 小干岛附近海域不同种类渔获物的

质量和尾数及其占比

种类 质量/g 质量占比/% 尾数/ind 尾数占比/%

鱼类 2902.3 56.37 7867 74.15

虾类 1422.7 27.63 2616 24.66

蟹类 729.8 14.17 112 1.06

虾蛄类 92.9 1.80 12 0.11

头足类 1.4 0.03 2 0.02

合计 5149.1 100.00 10609 100.00

由表2可以看出,渔获物的质量组成以鱼类占

优势,其中六丝钝尾虾虎鱼、花鲈(Lateolabraxja-

ponicus)、蓝圆鲹和绿鳍鱼较多,分别占鱼类质量的

28.07%、20.02%、14.70%和7.58%;其次为虾类,

其中细螯虾、日本鼓虾、安氏白虾和中国毛虾较多,

分别占虾类质量的40.06%、29.13%、12.51%和

10.50%;蟹类居第3位,其中日本蟳最多,占蟹类质

量的77.76%;虾蛄类和头足类较少,其中虾蛄类只

有口虾蛄(Oratosquillaoratoria)1种,头足类只有

日本枪乌贼(Loligojaponica)1种。

渔获物的尾数组成与质量组成基本类似,同样

以鱼类占绝对优势,其中六丝钝尾虾虎鱼和蓝圆鲹

较多,分别占鱼类尾数的51.96%和28.35%;其次

为虾类,其中细螯虾、安氏白虾、中国毛虾和日本鼓

虾较 多,分 别 占 虾 类 尾 数 的 55.35%、18.85%、

14.14%和7.42%;蟹类居第3位,虾蛄类和头足类

较少。

无论是质量组成还是尾数组成,小干岛附近海

域的鱼类都占绝对优势,甲壳类(主要是虾类和蟹

类)也较多,其渔业资源主要是由个体较小和经济

价值较低的种类组成。

2.3 分布

调查海域各站位平均渔获物质量为343.3g/h。

其中,S12、S11和S6站较高,分别为1204.0g/h、

996.5g/h和460.4g/h;S2站最低,为113.7g/h。

在平均渔获物质量较高的站位中,S12站以日本鼓

虾、日本蟳和蓝圆鲹占优势,分别占本站位渔获物

总质量的32.28%、14.81%和12.06%;S11站以花

鲈、日本蟳和窄体舌鳎(Cynoglossusgracilis)占优

势,分 别 占 本 站 位 渔 获 物 总 质 量 的 58.30%、

13.02%和11.13%;S6站以绿鳍鱼和六丝钝尾虾

虎 鱼 占 优 势,分 别 占 本 站 位 渔 获 物 总 质 量 的

31.10%和23.81%。

调查海域各站位平均渔获物尾数为707ind/h。

其中,S12站最高,为1898ind/h;S6、S22、S16、S14
和S19站较高,分别为1294ind/h、1082ind/h、

1081ind/h、826ind/h和808ind/h;S4站最低,为

78ind/h。在平均渔获物尾数较高的站位中,S12站

以蓝圆鲹、六丝钝尾虾虎鱼和日本鼓虾占优势,分

别占本站位渔获物总尾数的51.92%、25.43%和

8.85%;S6站以六丝钝尾虾虎鱼、绿鳍鱼和细螯虾

占优势,分别占本站位渔获物总尾数的41.89%、

21.79%和10.82%;S22站以六丝钝尾虾虎鱼、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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头梅童鱼和细螯虾占优势,分别占本站位渔获物总

尾数的60.07%、15.25%和13.49%;S16站和S14
站均以六丝钝尾虾虎鱼占优势,分别占本站位渔获

物总尾数的64.94%和60.77%;S19站以六丝钝尾

虾虎鱼、细螯虾和安氏白虾占优势,分别占本站位

渔获物总尾数的48.27%、21.29%和17.82%。

2.4 生物多样性

生物多样性表示水体稳定性和生物群落成熟

度;均匀度表示生物群落内物种分布的均匀程度,

是群落成熟和稳定的重要判断标准之一[6];丰富度

间接地反映生物的丰贫程度。调查海域各站位的

生物多样性指数如表3所示。

表3 小干岛附近海域的生物多样性指数

站位
生物总种数

(S)/种

质量 尾数

生物多样性(H') 均匀度(J') 丰富度(d) 生物多样性(H') 均匀度(J') 丰富度(d)

S2 12 1.99 0.55 2.32 2.45 0.68 2.22

S4 8 0.97 0.32 1.30 1.79 0.60 1.61

S6 20 2.99 0.69 3.10 2.55 0.59 2.65

S8 18 2.76 0.66 3.22 2.52 0.61 2.67

S9 11 1.71 0.49 1.94 0.94 0.27 1.64

S10 13 2.32 0.63 2.46 0.94 0.25 2.09

S11 18 2.03 0.49 2.46 1.30 0.31 2.73

S12 25 3.35 0.72 3.38 2.07 0.45 3.18

S13 19 3.26 0.77 3.20 2.59 0.61 2.94

S14 17 2.45 0.60 3.08 2.01 0.49 2.38

S16 19 2.86 0.67 3.11 1.95 0.46 2.58

S19 14 2.51 0.66 2.44 2.15 0.56 1.94

S22 16 2.73 0.68 2.63 1.96 0.49 2.15

S24 14 2.68 0.72 2.37 2.26 0.59 2.11

S25 15 2.68 0.67 2.82 2.65 0.68 2.17

平均值 - 2.49 0.62 2.66 2.01 0.51 2.34

  由表3可以看出,各调查站位的生物总种数在

8~25种,差异较大。质量方面,生物多样性指数分

布在0.97~3.35,平均值为2.49;均匀度指数分布

在0.32~0.77,平均值为0.62;丰富度指数分布在

1.30~3.38,平均值为2.66。尾数方面,生物多样

性指数分布在0.94~2.65,平均值为2.01;均匀度

指数分布在0.25~0.68,平均值为0.51;丰富度指

数分布在1.61~3.18,平均值为2.34。
与其他海域渔业资源的生物多样性调查结果

相比[7-9],小干岛附近海域处于中等水平,可能是由

捕捞强度过大和港口航运繁忙等人为因素干扰造

成的。相关部门应加大对该海域渔业资源的保护

和恢复,同时加强相关调查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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