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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江口水域春季鱼卵仔鱼分布及其与温度盐度的关系

李建生,胡 芬,程家骅

(农业部海洋与河口渔业重点开放实验室, 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 东海水产研究所,上海 200090)

摘要:利用 2003 年春季在长江口水域进行调查的数据, 对该水域的鱼卵仔鱼的种类组成和

数量分布、表层水温、盐度的分布特征以及它们之间的关系进行了研究。结果表明: 共捕获

鱼卵仔鱼 13 种, 出现率为 81. 25%。鱼卵出现站位资源密度( CPUE)为 1~ 760 粒/网, 平均

每网采获鱼卵 63. 6 粒; 仔稚鱼出现站位 CPUE 为 1~ 174尾/网,平均每网捕获仔稚鱼 18. 75

尾。按照表层温度、盐度的变化, 该水域可分为高温低盐、低温高盐、低温低盐三个区。鱼卵

出现水域主要集中在高温低盐区; 而仔稚鱼在长江口水域广有分布, 但主要出现水域是高温

低盐和低温低盐区控制的近岸水域, 在远离海岸的低温高盐区仅有少量的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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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江口水域是东海北部近海重要的渔业生物栖

息水域,该水域有舟山、长江口以及吕四等著名的渔

场,在东海渔业历史上有着重要的地位。该水域水质

肥沃,饵料生物丰富, 是许多经济鱼、虾、蟹类产卵、索

饵场所,也是多种经济鱼、虾、蟹的入海或溯河洄游的

通道[1, 2]。鱼卵、仔鱼是鱼类资源进行补充和可持续

利用的基础, 鱼类产卵习性和生态的调查研究对把

握渔业资源数量变动状况具有重要的意义[ 3~ 6]。历

史上,中国科研工作者曾于 20 世纪 80 年代陆续开展

过鱼类产卵场研究的工作[ 7~ 10]。近年来, 由于过度

捕捞使东海渔业资源和一些经济鱼类的产卵习性和

生态发生了变化, 甚至使某些鱼类的产卵场受到破

坏。为此作者于 2003 年春夏季对东海区进行了产卵

场调查, 关于本次春季调查的结果, 胡芬[ 11] 已有报

道。作者拟通过研究长江口水域春季鱼卵仔鱼的种

类组成、数量分布以及温盐度分布特征, 探讨它们的

生态特性与环境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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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订可持续发展措施提供科学依据。

1 材料与方法

1. 1 调查方法

调查时间为 2003 年 4 月份, 范围为 31 ~ 32 N ,

124 E 以西的长江口海域, 共设置 20 个采样点 (图

1) , 所有采样点利用 seabird37!型 CT D 进行现场温

度、盐度的测定。除 S6, S13, S14, S20 外的其余 16 个

采样点都进行了鱼卵仔鱼的调查, 使用网具为口径

78 cm、长 280 cm、孔径 0. 50 mm( 38GG )筛绢制成的

大型浮游生物网。采样时, 水平网拖曳 10 min, 拖速

2~ 3 节,采集的鱼卵、仔鱼样品用 5%福尔马林溶液

固定, 在室内进行种类鉴定[ 6, 12] 以及定性和定量分

析。科的学名及排列、属、种名及中文名参照伍汉霖

等编撰的∀拉汉世界鱼类名典# [ 13]。定量分析时, 以

每网的实际数量(粒、尾)为指标进行分析比较。

图 1 春季长江口水域调查站位分布

Fig. 1 T he su rvey stat ion in the Yangzt ze es tu ary w ater

area in spr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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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 区域划分

按照纬度的变化, 把研究水域分为 3 部分, 分别

为:长江口北部水域(北部) ∃ ∃ ∃ S1~ S7 站, 长江口中

部水域(中部) ∃ ∃ ∃ S8~ S14 站, 长江口南部水域(南

部) ∃ ∃ ∃ S15~ S20 站。

同时,以实际调查所获取的表层温度、盐度数据,

利用 ArcV iew GIS3. 2 绘制等温线和等盐线分布图

(图 2) , 依据表层温盐度的变化把研究水域划分为 3

个生态区(图 1) , 分别为: ( 1)高温低盐区( %区 ) ∃ ∃ ∃
S10~ S13, S15~ S19 站; ( 2)低温高盐区( &区 ) ∃ ∃ ∃
S5~ S7, S14, S20 站 ; ( 3)低温低盐区 ( ∋区) ∃ ∃ ∃ S1

~ S4, S8, S9 站。

2 结果

2. 1 种类组成和数量分布

本次调查长江口水域鱼卵仔鱼样品经分析鉴定

共有 13 种, 其中 8 种鉴定到种, 隶属于 7 科 8 属, 其

余 5 种仅 4 种鉴定到科和属, 未鉴定种 1 种(表 1)。

鱼卵和仔稚鱼的出现率、资源密度( CPU E)范围及平

均 CPUE 见表 2。

图 2 春季长江口水域表层温度、盐度分布

Fig. 2 T he su rface layer temperatu re an d sal inity dis t ribu

tion in the Yangzt ze estuary w ater area in sprin g

a. 表层温度; b. 表层盐度

a. surface layer tem perature; b. surface layer salinity

整个调查水域的鱼卵仔鱼种类数以 S5 站最多,

为 7 种; S19 站鱼卵的个体数最多, 占鱼卵总数的

74. 73%。北部水域,鱼卵仔鱼的种类数由近岸向外

海先是逐渐递增,到 123 E 达到最多, 由此向外海至

124 E 站点种类数下降为最少, 仅有 1 种; 而鱼卵仔

鱼的个体数的变化有别于种类数,以近岸的 122 15(E

站点的个体数最多, 而 124 E 站点的个体数最少。中

部水域, 鱼卵仔鱼的种类数也是由近河口向外先是逐

渐递增, 到 123 E 达到最多,再向外至 123 15(E 站点

种类数下降为最少,仅有 1 种; 而个体数的变化为由

近河口向外呈略微增加的趋势。南部水域,鱼卵仔鱼

的种类数的变化趋势为从近河口向外逐渐递减;个体

数的变化为从河口向外至 123 15(E 站点基本上变化

不大, 但是再向外至 122 30(E 站点鱼卵仔鱼的个体

数突然急剧增加(图 3)。

图 3 春季长江口水域鱼卵仔鱼各出现站位种类数和个体

数

Fig. 3 T he f ish eggs and juven iles) num ber of species and

individual of every stat ion in the Yangzt ze estuary

w ater area in spring

北部水域 ,鱼卵的站位出现率为 66. 7% ,鱼卵出

现站位的 CPUE 为 1~ 45 粒/网, 平均每网采获鱼卵

13. 5粒; 仔鱼的站位出现率为 83. 3% , 仔鱼出现站位

的 CPUE 在 1~ 174 个/网,平均每网捕获仔鱼 41. 5

个。中部水域, 鱼卵的站位出现率为 40. 0% ,鱼卵出

现站位的 CPUE 为 15~ 32 粒/网, 平均每网采获鱼

卵 9. 4 粒; 仔鱼的站位出现率为 60. 0% , 仔鱼出现站

位的 CPUE 为 1~ 14 个/网, 平均每网捕获仔鱼 3. 2

个。南部水域, 鱼卵的站位出现率为 80. 0% ,鱼卵出

现站位的 CPUE 为 23~ 760 粒/网, 平均每网采获鱼

卵 177. 8 粒; 只有一站有仔鱼出现, 站位出现率为

20. 0% , 仔鱼出现站位的 CPUE 为 35 个/网,平均每

网捕获仔鱼 7个(表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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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春季长江口水域鱼卵、仔稚鱼名录

Tab. 1 The species of fish eggs and juveniles in the Yangztze estuary water area in spring

种 类 鱼卵 仔稚鱼 生态类型 适温性

鲱科( Clupeidae)

太平洋鲱( Clup ea p al la st ) + 近海 冷温性

远东拟沙丁鱼( Sar dinop s melanost i ct ) + 近海 暖温性

鳀科( Engraulidae)

鳀( Eng raul i s j ap onicus ) + 近海 暖温性

银鱼科( Salangidae)

前颌间银鱼( H emisalanx pr og nathus ) + 河口 暖温性

天竺鲷科( Apogon idae)

Ap og onidae sp. +

科( Cal lionymidae)

季 ( Cal liony mus sp. ) +

鲭科( Scomb ridae)

日本鲭 ( S comber j ap onicu s) + 近海 暖水性

鳗鰕虎鱼科( Taenioididae)

孔鰕虎鱼 ( T ry pau chen vag ina ) + 半咸水 暖温性

鲉科( Scorpaen idae)

褐菖鲉 ( S ebasti scus marmoratus ) + 近海 暖温性

石首鱼科 ( S ciaenidae)

Sc iaenid ae sp. +

鲆科( Bothidae)

Both id ae sp. +

舌鳎科( Cynoglossidae)

Cynoglossu s sp. +

注: + 表示有本种出现,空格则未出现

表 2 春季长江口水域鱼卵仔鱼分布特征值

Tab. 2 Distribution character values of fish eggs and juveni les in the Yangztze estuary water area in spring

位 置 站位数

鱼卵

出现率

( % )

CPUE范围

(粒/网)

平均CPU E

(粒/网)

仔鱼

出现率

( % )

CPU E范围

(个/网)

平均 CPUE

(个/网)

北部( S1~ S7) 6 66. 7 1~ 45 13. 5 83. 3 1~ 174 41. 5

中部( S8~ S14) 5 40. 0 15~ 32 9. 4 60. 0 1~ 14 3. 2

南部( S15~ S20) 5 80. 0 23~ 760 177. 8 20. 0 35 7

所有测点 16 62. 5 1~ 760 63. 6 56. 25 1~ 174 18. 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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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2 温度、盐度分布特征

表层温度范围在 10. 82~ 13. 58 ∗ 之间, 平均值

为 12. 39∗ 。表层水温平均值从北部到南部逐渐增
加。以北部水域各站的表层水温变化范围最大,南部

水域的表层水温变化范围最小。表层盐度值变化在

18. 01~ 33. 4 之间, 平均值为 28. 58。各部分水域的

表层盐度平均值以北部最高, 中部最低, 南部水域表

层盐度平均值比北部水域低 4. 97, 但仅比中部水域

略高 0. 67。以北部水域的表层盐度变化范围最小 ,

而南部水域的表层盐度变化范围最大(表 3)。整个

调查水域内, 表层水温的波动较小, 而表层盐度变化

较大。按照等温、等盐线的变化, 中北部水域,从近岸

向外海依次为 ∋区、%区、&区; 南部水域, 从近岸向

外海依次为% 区、&区(图 1, 2)。

表 3 春季长江口各水域表层温盐度变化特征值

Tab. 3 The change character values of surface layer temperature and salinity in every sect of the Yangztze estuary water area in

spring

位置
表层温度( ∗ )

范围 平均值 标准差

表层盐度

范围 平均值 标准差

北部( S1~ S7) 10. 82~ 12. 71 11. 55 0. 82 30. 57~ 32. 79 31. 65 0. 83

中部( S8~ S14) 11. 45~ 13. 14 12. 57 0. 63 19. 43~ 33. 4 26. 62 4. 69

南部( S15~ S20) 12. 78~ 13. 58 13. 16 0. 27 18. 01~ 33. 26 27. 29 5. 38

所有测点 10. 82~ 13. 58 12. 39 0. 90 18. 01~ 33. 4 28. 58 4. 49

2. 3 鱼卵仔鱼出现与温盐度的关系

表层温盐度的变化是影响鱼卵仔稚鱼出现的重

要因素。本次调查表明:鱼卵出现站点的表层水温范

围在 10. 82~ 13. 16∗ ,主要集中出现在 13. 0~ 13. 5∗

等温线附近;表层盐度范围在 24. 45~ 32. 09, 主要集

中出现在 28. 5 等盐度线附近。仔稚鱼出现站点的表

层水温范围在 10. 97 ~ 13. 58 ∗ , 主要集中出现在

11. 0~ 12. 5∗ 等温线附近; 表层盐度范围在 22. 85~

32. 55, 平均值为 28. 35, 主要集中出现在 30. 0 等盐

度线附近(图 2, 4)。可见, 鱼卵出现范围在% 区和∋

区,但主要集中出现在%区; 而仔稚鱼在% , & , ∋区

均有出现,但主要出现在 %区和 ∋区, &区仅有少量

的仔稚鱼出现。

3 讨论

鱼卵仔鱼的分布不仅受种类本身特性的支配,

而且也受环境因子的控制, 其中主要与温盐度以及

海流有密切的关系[10]。鱼卵和仔鱼是鱼类生活史中

最稚嫩的阶段, 任何不适宜的环境条件都会引起它

们的大量死亡。环境理化因子如水温、盐度等对于鱼

类卵和仔鱼的分布和存活具有直接和间接的影响。

环境理化因子的变动通常被认为对河口区产卵的鱼

类的后代数量影响最为剧烈和明显[ 14]。长江口水域

鱼卵仔鱼的分布特征是和该水域的水文环境相适应

的,由于江浙沿岸水、苏北沿岸水、黄海水团和台湾暖

图 4 春季长江口水域鱼卵和仔稚鱼数量分布

Fig. 4 T he quant ity dist rib ut ion s of f ish eggs and juveniles

in the Yan gzt ze estuary w ater area in spring

a.鱼卵; b.仔稚鱼

a. fis h eggs; b. ju veniles

流等水系在此交汇,形成了错综复杂的海洋环境。不

同类型的鱼卵仔鱼必须广泛适应这一环境特点才能

生存发育, 首先是对温盐度的适应性最为明显[ 7]。%
区主要在江浙沿岸水的控制之下,该沿岸水以长江冲

淡水为主体。随着春季长江径流量开始增大,明显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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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温降盐,并且沿岸水开始转向, 由顺岸南下的趋势

转为自河口向东及东北方向伸展, 水平范围逐渐增

大。&区主要处于苏北沿岸水的控制,该沿岸水终年

盐度较低,春季也是该水系的低温时期。∋区主要是
在几股水系的混合水控制之下, 由于受黄海水团和

台湾暖流的影响, 因此该区相对于% 区和∋区水温
较低,盐度较高。本次调查由于受站位设置以及时间

的限制,和 20 世纪 80 年代[ 7]在该水域的同期调查相

比,鱼卵仔鱼的种类数有很大的下降; 但与 1992 年上

海市海岛调查办公室的上海市海岛调查报告及文献

[ 8]同期调查相比, 鱼卵仔鱼的种类数则基本相当。

1983 年同期的调查中, 大量地采到鳀鱼 ( Engraulis

j ap onicus )、凤鲚 (Coilia my s tus ) 及银鱼科的前颌间

银鱼( H emisalanx p r ognathus )、有明银鱼 ( Salanx

ar iakens is )、大银 鱼 ( Pr otosalanx hyalocraniux )

等[7] ,而本次调查除鳀鱼卵还大量出现外, 其他优势

种类均数量很少或没有出现, 显示出长江口水域作

为我国传统的多种经济鱼类产卵场的地位已经受到

严重威胁。目前,虽然长江口水域的重要经济鱼类数

量日益减少, 但是作为它们主要饵料组成之一的鳀

的鱼卵数量在本次调查中仍旧占据绝对优势, 说明

该海域的生产力基础仍然非常雄厚。因此,为了保护

重要经济鱼类资源并使之恢复, 应当采取强有力的

措施,严禁滥捕重要经济产卵群体及其幼体。

在海洋鱼类的主要繁殖季节 ∃ ∃ ∃ 春季, 长江口

水域的鱼卵出现水域主要集中在受江浙沿岸水控制

的高温低盐区; 而孵化后在仔稚鱼在长江口水域广

有分布,但主要出现水域则是受江浙沿岸水和苏北

沿岸水控制的高温低盐区及低温低盐区等近岸水

域,在远离海岸而受混合水控制的低温高盐区仅有

少量的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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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paper studied species composition and quant ity distr ibutions of fish egg s and juveniles, dis

t ribution characters of surface w ater t em perat ur e and salinity and relation betw een them based on the data of

fisher y r esources surv ey in the Yangt ze estuary w ater area in April 2003. The r esult indicated: t her e ar e 13

kinds of fish egg s and juveniles, t heir appearance rate is 81. 25% . The CPUE o f fish egg s appear ance is be

tw een 1 and 760 gr ains per net, its average catch per unit effor t( CPUE) is 63. 6; T he CPU E o f fish juveniles

appearance is between 1 and 174 gr ains per net , its average CPUE is 18. 75. The w ater ar ea is compartmental

ized to thr ee sections, w hich are high t em perat ur e and low sa linity sect ion, low temperatur e and high salinity

section, low t em perat ur e and low salinity section. T he fish egg s in focus appear ance w ere in high temperature

and low salinity, but fish juveniles wer e in wide appear ance in the water area, its main appearance areas w ere

in sho re wat er area o f high temperature and low salinity section and low temperature and low salinity section,

they only have little quantit y in off coast w ater a rea of low temperatur e and high salinity se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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