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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为了解长江口中华鲟自然保护区及其临近水域鱼类种类组成的现状, 2004~ 2008 年利用底拖网、插网、定

置网和刺网等多种网具对该水域的鱼类组成状况进行了较为系统的调查。共调查到鱼类 105 种, 隶属于 18 目 43

科 86 属,鱼类种类组成以鲈形目和鲤形目为主;生态类型中海洋鱼类和淡水鱼类各 37 种, 河口定居性鱼类 25 种,

洄游性鱼类 6 种;鱼类种类组成处于长江下游至东海的过渡类型,鱼类食性以底栖生物、有机碎屑和浮游动物食性

为主 ,凶猛性鱼类较少。与以往调查资料相比, 调查水域鱼类物种数有所减少, 一些重要的物种更是濒临绝迹。保

护区水域鱼类不仅具有较高的物种多样性、河口代表性、稀有性和很高的科研价值, 同时其生态系统也较为脆弱,

并已受到严重威胁,保护区的保护工作显得尤为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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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华鲟( Acip enser sinenesi s Gray)是一种大型

江海洄游性珍稀鱼类,其一生主要生活在海洋中, 主

要栖息于我国东海、黄海、台湾海峡等大陆架水域和

长江干流, 每年 5~ 6 月前年秋季繁殖的中华鲟幼

鱼降河洄游到达长江口, 集中在崇明东滩咸淡水域

索饵生长, 并逐渐适应海水环境, 9 月后入海肥

育[ 1~ 3]。近 20多 a 来, 因过度捕捞、环境污染和沿

江修建水利工程等原因, 使中华鲟的生存环境遭到

严重的破坏,种群处于濒危状态
[ 4]
。

长江口水域既是中华鲟幼鱼降河洄游的唯一通

道和集中栖息地,同时也是幼鱼入海前摄食肥育和

进行生理适应性调节的重要场所
[ 5, 6]
。长江口中华

鲟幼鱼的保护是中华鲟物种保护的关键环节之一,

为此 2002年上海市政府批准建立上海市长江口中

华鲟自然保护区, 保护区北起北八滧港, 南起奚家

港,由崇明岛东滩已围垦的外围大堤与吴淞标高

- 5 m 的等深线围成, 总面积约 696 km2。保护区

所处的崇明东滩水域鱼类资源丰富, 为长江口重要

的渔业捕捞区域, 但有关保护区内鱼类种类组成的

相关报道较少,且多集中于潮间带水域和长江口外

渔场,对保护区周边水域的鱼类种类组成也进行了

一定的调查研究
[ 7~ 13]

。为更好地制定长江口中华

鲟幼鱼保护措施, 我们在 2005~ 2008 年先后对长

江口中华鲟自然保护区及临近水域的鱼类种类组成

进行了实地调查, 获得了大量的鱼类标本和调查资

料。本文依据这些调查结果并参考有关文献,对长

江口中华鲟自然保护区及临近水域的鱼类种类组成

现状进行了分析。

1  材料与方法

2004年 5月至 2008年 5月在长江口中华鲟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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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保护区及其临近水域, 对潮下带(底拖网)、潮间带

(插网)、近海(定置网)和内河(刺网)的鱼类资源进

行了 60余次调查,具体调查时间和站点为: ( 1) 2004

年 8、11月, 2005年 2、8、11月, 2006年 2、5月,以及

2007年 8、11月和 2008年 2、5月进行了 11个航次

的底拖网潮下带鱼类调查,设置了 15 个站位(图 1,

Z1~ Z15, 连线示保护区范围 ) , 调查船为沪崇渔

1511号木质渔船, 功率 31. 6 kW, 船长 16. 4 m , 总

吨 23 GT ,调查网具为单船单囊桁杆底拖网, 桁杆

长 6 m , 网具总长 10 m , 网口高 2 m, 囊网网目

20 mm; ( 2) 2004~ 2006年的 5~ 8 月进行了 51 航

次的插网潮间带鱼类调查, 分别在团结沙和东旺沙

设置 1 个监测点 (图 1) , 采样网具为插网, 网高

1. 2 m,长 1 200 m ,网目 20 m m; ( 3) 2004年 5月和

9月,在长江口北支口外( E122b13c、N31b31c) , 利用

捕捞银鲳( Pampus arg enteus)的桁杆型单桩式张网

(俗称单绠转网)进行近海鱼类资源调查, 网具主尺

寸 39. 0 m @ 39. 3 m ,囊网网目 20 m m; ( 4) 2007 年

5~ 8月在八滧内河,利用内层网衣网目内径 50 mm

的三重刺网进行了内河淡水鱼类调查。采样点

GPS坐标见图 1,标本固定、分析,统计均按5海洋调
查规范6中方法进行。

图 1  长江口中华鲟自然保护区鱼类采样点示意图

Fig . 1 Sampling Stations of F ishes at N atural Reserve

of A cip enser sinensis in Yang tze R iver Estuary

2  结果

2. 1  鱼类种类组成特点

采集到的鱼类标本经鉴定共有 105 种, 分别隶

属于 18目 43科 86 属(表 1)。种类组成中软骨鱼

类仅 1目 1 种, 仅占鱼类总数的 11 0%。硬骨鱼类

104种, 占总数的 991 0%。在硬骨鱼类中, 以鲈形目

表 1  长江口中华鲟自然保护区及临近水域鱼类名录

T ab. 1 L ist o f Fishes of N atural Reser ve of

Acip enser sinens is and A djacent Wat ers in

Y angtze Riv er Estua ry

种类 生态类型 调查方法*

鲼目 M yliobat iform es

 赤魟 Dasyat is akaj ei 海洋 M arine 1, 3

鲟形目 Acipenseriform es

 中华鲟 A cipen se r sinensis 洄游 M igrat ion 2

海鲢目 Elopiformes

 大海鲢 Meg alop s c yp rinoid es 海洋 M arine 3[ 27]

鳗鲡目 Anguill iformes

 日本鳗鲡 Ang ui l la j ap onica 洄游 M igrat ion 1, 2

 海鳗 Muraensox cine reus 海洋 M arine 1

 星康吉鳗 Cong er my riaste r 海洋 M arine 3

鲱形目 Cluperiform es

 凤鲚 Coi l ia my stus 洄游 M igrat ion 1, 3

 刀鲚 Coi l ia nasus 洄游 M igrat ion 1, 2, 3

 中华小公鱼 Stolep horus chinensi s 海洋 M arine 1

 赤鼻棱鳀 Th ri ssa kammalensi s 海洋 M arine 1, 3

 黄鲫 Se tip inna taty 海洋 M arine 1, 3

 斑鰶 K onosi rus p unctatus 河口 Estuarial 1, 3

鲤形目 Cyperin iform es

 青鱼 My lop haryn godon p iceus 淡水 Freshw ater 2

 草鱼 Ctenop hary ng od on ide llus 淡水 Freshw ater 2, 4

 赤眼鳟 S qual iobarbus curr ic ulu s 淡水 Freshw ater 2

 贝氏 H emicul te r blee ke ri 淡水 Freshw ater 1, 4

 H emicul te r l euci sculus 淡水 Freshw ater 1, 4

 红鳍原鲌 Cul tr icu la er ythrop te rus 淡水 Freshw ater 4

 鳊 Par abr amis p ekinensis 淡水 Freshw ater 4

 翘嘴鲌 Cul ter il i shaef or mis 淡水 Freshw ater 2, 4

 青梢鲌 Cul ter dabry i 淡水 Freshw ater 4

 银飘鱼 Pseu dolaubuca sinensi s 淡水 Freshw ater 1, 4

 似鳊 Pseu dobr ama simoni 淡水 Freshw ater 1, 4

 鳙 Ar i st i chthys nobi li s 淡水 Freshw ater 2

 鲢 H yp oph thalmichthys moli t ri x 淡水 Freshw ater 2

 花 H emibar bus macu latus 淡水 Freshw ater 4

 麦穗鱼 Pseu dorasbor a par va 淡水 Freshw ater 4

 黑鳍鳈 Sarcochei lic hthys nigrip innis 淡水 Freshw ater 4

 铜鱼 Coreiu s h eterodon 淡水 Freshw ater 2, 4

 棒花鱼 Abbot tina ri v ulari s 淡水 Freshw ater 4

 长蛇鮈 Sau rogobio dumer i li 淡水 Freshw ater 1, 2, 4

 大鳍鱊 A chei lognathus macrop terus 淡水 Freshw ater 4

 兴凯鱊 Achei log nathu s chankaensis 淡水 Freshw ater 4

 高体鰟鮍 Rhodeus oce l latus 淡水 Freshw ater 4

 中华鰟鮍 Rhodeus sinensi s 淡水 Freshw ater 4

 方氏鰟鮍 Rhodeus f ang i 淡水 Freshw ater 4[ 28]

 鲤 Cyp rinus car pio 淡水 Freshw ater 4

 鲫 Cyp rinus aura tus 淡水 Freshw ater 2, 4

 泥鳅 Misg ur nus angui l li caud atus 淡水 Freshw ater 2, 4

371 第 4期       张  涛等: 长江口中华鲟自然保护区及临近水域鱼类种类组成现状



续表 1

种类 生态类型 调查方法*

鲇形目 Siluriformes

 鲇 S i lur ui s asotus 淡水 Freshw ater 4

 黄颡鱼 P el te obagr us f u lv idr aco 淡水 Freshw ater 4

 光泽黄颡鱼 P el te obagr us nit idus 淡水 Freshw ater 1, 2, 4

 长吻鮠 L eiocassis lon gi rostr is 淡水 Freshw ater 2

 圆尾拟鲿 P seud obagr us te nui s 淡水 Freshw ater 4

 中华海鲇 A rius sinensi s 海洋 M arine 1, 2

胡瓜鱼目 Osemeri formes

 大银鱼 N eosalanx chinensi s 淡水 Freshw ater 4

 前额间银鱼 Neosalanx brachyrost rali s 洄游 M igrat ion 1, 4

仙女鱼目 Aulopiformes

 龙头鱼 H ar p od on neh ereu s 海洋 M arine 1, 2, 3

 长蛇鲻 S aurid a elong ta 海洋 M arine 1

鮟鱇目 Lophii formes

 黄鮟鱇 L op hiu s li tu lon 海洋 M arine 2, 3

鲻形目 M u gilif orm es

 棱鮻 L iz a car inatus 河口 Estuarial 3

 鮻 L i z a haematochei la 河口 Estuarial 1, 2

 鲻 Mu gi l c ep halu s 河口 Estuarial 1, 2

颌针鱼目 Atheriniformes

 尖嘴扁颌针鱼 A blennes anastome lla 海洋 M arine 2

 沙氏下鱵 H y p orh amphu s saj or i 河口 Estuarial 2

刺鱼目 Gasterosteiform es

 日本海马 H ip p ocamp us j ap onicu s 海洋 M arine 1[ 29]

 尖海龙 S yng nath us acus 海洋 M arine 1

合鳃鱼目 Syn bran chiformes

 黄鳝 Monop teru s a lbus 淡水 Freshw ater 4

 中华刺鳅 Mastacembelus sinensi s 淡水 Freshw ater 4

鮋形目 S corpaeniformes

 褐菖鮋 S ebasti scus marmoratus 海洋 M arine 1

 鳄鲬 Cociel la cr oc od i lus 海洋 M arine 1

 鲬 P laty cep halus ind icus 海洋 M arine 2

 小杜父鱼 Cott iusculus g onez 海洋 M arine 1[ 19]

鲈形目 Peciform es

 中国花鲈 L ateolabr ax macu lates 河口 Estuarial 1, 2

 多鳞鱚 S i llag o sihama 海洋 M arine 1

 竹荚鱼 T rach urus j aponicus 海洋 M arine 2

 六带鲹 Car anx equula 海洋 M arine 2

 松鲷 L obotes suinamensi s 海洋 M arine 3

 横带髭鲷 H ap alog eny s mu cronatu s 海洋 M arine 3

 四指马鲅 Eleutheronema tet rad actylum 河口 Estuarial 2, 3

 黄姑鱼 N ibea albi f or a 海洋 M arine 1, 3

 白姑鱼 A rg yr osomus arg entatu s 海洋 M arine 1, 3

 黑姑鱼 A tr obucca nibe 海洋 M arine 1

 鮸 Miichthys mi iuy 海洋 M arine 1, 2, 3

 小黄鱼 L abrach thy s polyact is 海洋 M arine 1, 2, 3

续表 1

种类 生态类型 调查方法*

 棘头梅童鱼 Col l ich thy s lu cid us 海洋 M arine 1, 2, 3

 香斜棘 Rep omucenus ol id us 河口 E stuarial 1

 纹缟虾虎鱼 Tridentiger trig onocephalus 河口 E stuarial 4

 髭缟虾虎鱼 Tr iaen op ogon bar batus 河口 E stuarial 1

 子陵吻虾虎鱼 Rhinog obius giur inus 淡水 Freshwater 4

 长体刺虾虎鱼 A canthogobius elong ate 河口 E stuarial 4

 棕刺虾虎鱼 Acan thog obius lur id us 河口 E stuarial 4

 斑尾刺虾虎鱼A canthogobius ommaturus 河口 E stuarial 1, 2, 3

 睛尾蝌蚪虾虎鱼 L ophiogobius ocellicauda 河口 E stuarial 1

 矛尾虾虎鱼 Chaeturi chthys stig matias 河口 E stuarial 1, 3

 狼牙鳗虾虎鱼 T aenioid es cantonensi s 河口 E stuarial 1, 2, 3

 孔虾虎鱼 Taenioid es vag ina 河口 E stuarial 1

 大弹涂鱼 Bolephthalmus pec tinir ostri s 河口 E stuarial 1

 青弹涂鱼 Scatr ela os v i ridi s 河口 E stuarial 1, 4

 小带鱼 Eup leur og rammus mut i cus 海洋 M arine 1, 3

 日本鲭 Scomber j aponicus 海洋 M arine 3

 蓝点马鲛 Scomberomor us nip h onius 海洋 M arine 2

 银鲳 Pamp us ar genteus 海洋 M arine 1, 3

 灰鲳 Pamp us ciner eus 海洋 M arine 3

 乌鳢 Channa arg a 淡水 Freshw ater 4

鲽形目 Pleur on ect if ormes

 短吻红舌鳎 Cynoglossu s j oy neri 海洋 M arine 1, 3

 半滑舌鳎 Cynoglossu s semilaev i s 河口 E stuarial 1

 窄体舌鳎 Cynoglossu s grac il i s 河口 E stuarial 1, 2, 3

 短吻三线舌鳎 Cynog lossus abbr eviatus 河口 E stuarial 1

 长吻舌鳎 Cynoglossu s ligh ti 海洋 M arine 1

鲀形目 Tet raodont iformes

 单角革鲀 Aluteru s monocer os 海洋 M arine 3

 双斑东方鲀 Taki f u gu bimaculatus 河口 E stuarial 2

 黄鳍东方鲀 Taki f u gu x anthop teru s 河口 E stuarial 1, 2, 3

 菊黄东方鲀 Taki f u gu f lav id us 河口 E stuarial 2

 暗纹东方鲀 Taki f u gu obscurus 洄游 M igrat ion 2, 3

* / 10底拖网、/ 20插网、/ 30定置网、/ 40刺网.

的种类为最多, 有 32种, 占总数的 301 5%, 其中绝

大部分为海洋鱼类; 鲤形目其次, 有 27 种, 占

251 7% ,均为淡水鱼类; 鲱形目和鲇形目各 6种, 分

别占 51 7% ;鲽形目和鲀形目各 5种,分别占 41 8%;

其余 12目共 24 种, 占 221 9%。在所有 43 科鱼类

中,以鲤科鱼类的种类最多, 有 26种, 占 241 8% ;其

次为虾虎鱼科,有 8种,占 71 6% ;石首鱼科有 6种,

占 51 7%; 鳀科和鳎科各 5种, 分别占 41 8%;鲿科和

鲀科各 4种,分别占 31 8%; 其余 36科共 47 种, 占

441 8%。中国花鲈 ( L ateolabrax maculatus )、凤鲚

( Coi lia my stus )、刀鲚( Coil ia ectenes )、鲻( M ugi l

cephalus)、鮻 ( L i z a haematochei la )、暗纹东方鲀

( T akif ug u obscur us )等为水域主要捕捞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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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江河口环境具有海洋和淡水两种特性, 保护

区及临近水域鱼类种类组成非常复杂, 兼具淡水鱼

类和海水鱼类两种特征。根据鱼类对河口利用以及

对盐度的不同适应性, 将保护区及临近水域鱼类群

落划分成淡水鱼类、河口定居性鱼类、洄游性鱼类和

海洋鱼类这 4种主要生态类型 [ 14]。

( 1) 淡水鱼类  终生生活在淡水中, 主要分布

于盐度小于 5 的水域中, 但有少数种类, 如长吻鮠

( L eiocassis longirostr i s)等在河口可忍耐 5 以上的

盐度。保护区及临近水域生活的淡水鱼类共 5 目 9

科 37种, 占总数的 351 2%, 以鲤科为主( 26种) , 其

次为鲿科( 4种)。保护区水域淡水鱼类种类组成属

于全北区华东(江河平原)亚区江淮分区, 以暖温带

性的种类为主, 主要由江河平原鱼类区系复合体和

热带平原鱼类区系复合体所组成,上第三纪鱼类区

系复合体所占比例较小[ 15] 。

¹ 江河平原鱼类区系复合体:主要有鲤科的雅

罗鱼亚科(草鱼 Ctenophar yngodon idellus )、鲌亚科

(翘嘴鲌 Cul ter il ishaef ormis )、鱊亚科 (中华鳑鮍

Rhodeus sinensis )和鲢亚科(鲢 H yp ophthalmichthy s

moli tr ix ) 等, 共 24 种, 占淡水鱼类种类数的

641 9%。

º 热带平原鱼类区系复合体: 主要有鲿科

(光泽黄颡鱼 P el teobagr us ni tidus)、合鳃科(黄鳝

Monop terus albus )、虾 虎鱼科 ( 子陵吻 虾虎鱼

Rhinogobius giur inus )和鳢科(乌鳢 Channa arga )

等,共 8种,占淡水鱼类的 211 6%。

» 上第三纪鱼类区系复合体:主要有鲤科的鲤

亚科(鲫 Cyp r inus auratus )、鮈亚科的麦穗鱼属(麦

穗鱼 P seudorasbor a parv a )、鳅科的泥鳅属(泥鳅

Misgur nus angui ll i caudatus ) 和鲇科 (鲇 S ilur uis

asotus ) ,共 5种,占淡水鱼类的 131 5%。

( 2) 河口定居性鱼类  河口定居性鱼类终身生

活在河口半咸水水域中, 主要分布水域盐度范围为

5~ 20。保护区及临近水域河口定居性鱼类有 6 目

11科 25种, 占总数的 231 8%。其中以鲈形目种类

最多,计 14 种, 鲻形目、鲽形目和鲀形目各 3 种, 鲱

形目和颌针鱼目各 1 种。有些种类如香斜棘

( R epomucenus ol idus )、半滑舌 鳎 ( Cynog lossus

semi laevi s )和黄鳍东方鲀( Takif ugu xanthop terus )

等也能进入淡水中生活。

( 3) 洄游性鱼类  长江口是洄游性鱼类进行生

殖洄游时的重要通道和理想的索饵场所, 保护区及

临近水域共有洄游性鱼类 5目 5科 6种, 占总数的

51 7%。其中溯河洄游种类有中华鲟 A cip enser

sinensis、刀鲚 Coil ia nasus、凤鲚 Coil ia my stus、前

额间银鱼 N eosalanx p r ognathus、暗纹东方鲀

T ak if ugu obscurus 5种, 降海洄游种类为日本鳗鲡

A ng ui l la j ap onica,除凤鲚和暗纹东方鲀为短距离

河口洄游性鱼类外, 其余 4种均为长距离洄游性种

类。这些洄游性种类大多数具有较重要的经济

价值。

( 4) 海洋鱼类  保护区及临近水域海洋鱼类共

有 13目 23科 37种,占总种类数的 351 2%, 其中以

鲈形目种类数最多, 计 8 科 16 种, 占海洋鱼类数的

431 2% ,其次为鮋形目( 4种)、鲱形目( 3种) ,鲈形目

中石首鱼科种类最多( 6种) ,其次为鲹科、鲭科和鲳

科(各 2种)。保护区水域海洋鱼类的区系主要由暖

温性和暖水性种类组成,为暖温带区系,属于被太平

洋温带区的东亚亚区[ 2] 。这些海洋鱼类中的有些种

类,如龙头鱼( H ar podon neher eus )、黄鲫( Set ip in-

na taty )、棘头梅童鱼 ( Coll i chthy s lucidus )和银鲳

等常年栖息于长江口及邻近海域, 盐度适应范围较

广,多在保护区及临近水域进行繁殖、育幼和索饵;

有些种类, 如小黄鱼( L abrachthy s p olyact is )、横带

髭鲷( H apalogeny s mucr onatus )和尖嘴扁颌针鱼

( A blennes anastomel la)等常年栖息于盐度大于 30

的外海,但在某些季节在保护区及临近水域进行生

殖或索饵。

2. 2  主要生物学特性

( 1) 体型大小  保护区水域鱼类以成鱼体长小

于 20~ 50 cm 的中型鱼类,如刀鲚、长吻鮠、窄体舌

鳎( Cynoglossus gr acil i s)等为主,虾虎鱼科、弹涂鱼

科、鳑鮍亚科,以及凤鲚、棘头梅童鱼等成鱼体长小

于 20 cm 的小型鱼类,在保护区水域中也占了较大

的比例, 而草鱼、鲻、中国花鲈等成鱼体长大于

50 cm 的大型鱼类种类数较少,但这些种类均为保

护区水域重要的经济性鱼类和捕捞对象[ 11, 12]。

( 2) 摄食与垂直分布习性  由于保护区水域受
长江上游来沙的影响, 透明度低,浮游植物的种类和

数量相对较少, 而底栖动物的生物量较高[ 19] , 导致

保护区水域几乎没有以浮游植物为主要食物的鱼

类,且鱼类的食物组成较为复杂,很少有鱼类只摄食

某一类型的食物, 混合食性的鱼类数量所占比例最

大,且多以有机碎屑和底栖无脊椎动物为主要食物,

如虾虎鱼科、舌鳎科鱼类及中华鲟
[ 6]
、鮻、鲻等。因

此保护区鱼类群落中以底栖动物和有机碎屑食性的

底层鱼类占优势, 其数量大概占总鱼类数的 80%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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右,而中上层鱼类仅占总数的 20%左右。保护区水

域同时也有较多鱼类以桡足类、枝角类等浮游动物

为食,如鲱科、鳀科、鲳科等中上层鱼类;而保护区水

域以鱼类为主要食物的凶猛性鱼类较少, 仅中国花

鲈、龙头鱼等少数几种。保护区水域鱼类以食物 y

一级消耗者y二级消耗者的三级营养关系为主, 食

物链较短,能量转换率较高纬度地区的多级食物链

鱼类要高[ 3] 。

2. 3  主要珍稀和经济鱼类

根据文献记载, 已被国家列为重点野生保护

动物的 16种鱼类中, 保护区水域有 6 种珍稀濒危

鱼类, 其中 Ñ级 2种(中华鲟、白鲟 Psephurus gla-

dius )、Ò 级 4 种 ( 鲥 T enualosa r eevesii、花 鳗

Anguil la marmorata、胭脂鱼Myxocyp rinus asiaticus、

淞江鲈Centr id ermichthy s f asciatus ) [ 2, 3] ,占我国现

行国家重点野生保护鱼类的 1/ 3以上。

保护区水域有较大渔业利用价值的经济鱼

类有 10 多种, 主要为河口定居性鱼类和洄游性

鱼类, 如刀鲚、凤鲚、日本鳗鲡、前额间银鱼、长吻

鮠、鮻、鲻、中国花鲈、棘头梅童鱼、斑尾刺虾虎鱼

( Acanthogobius om matur us )、大弹涂鱼 ( B olep h-

thalm us p ectinir ost ri s)、窄体舌鳎、暗纹东方鲀、黄

鳍东方鲀等 [ 11 , 12 ] , 另外银鲳等海水鱼类在保护区

水域附近也有较大的捕捞产量
[ 2 0]
。但由于过度

捕捞和有害渔具渔法的使用、水域污染、栖息地

破坏等原因, 上述经济鱼类资源已呈现出明显的

衰退迹象。

3  讨论

3. 1  长江口中华鲟自然保护区鱼类种类组成特点
我国淡水鱼类区系的主要特征是科一级的分类

阶元的多样性相对较少,并以鲤形目占绝对优势、鲤

科为第一大科;而海洋鱼类区系则相反,以科一级分

类阶元繁多,并以鲈形目占主要优势、虾虎鱼科有较

大比例为主要特征 [ 13]。与长江下游主干流的鱼类

种类组成相比[ 16, 17] ,中华鲟自然保护区及临近水域

科一级的分类阶元比长江下游多, 鲤形目种类数已

较鲈形目鱼类少, 鲤科鱼类虽然为最大科,但所占比

例已较长江流域大为减少 (表 2)。与长江口渔

场
[ 1 2, 18]

相比,保护区水域鱼类种类数较长江口渔场

多,但科一级分类阶元却与之相接近,鲈形目鱼类所

占比例下降至 301 5%,但出现了长江口渔场所没有

的鲤形目鱼类,保护区水域鱼类种类数最多的前 5

科合计所占比例较长江口渔场有所增加, 但科别组

成各不相同(表 2)。由此可见,保护区鱼类种类组

成处于长江下游和长江口渔场之间的过渡类型, 具

有河口鱼类种类组成的显著特点
[ 10]
。

表 2  中华鲟自然保护区水域与长江流域和长江口渔场鱼类种类组成比较

T ab. 2 Compar ison of F ish Species Co mpo sition Bet ween Natur al Reserv e and A djacent Wat er A reas

保护区

目 % 科 %

长江下游[ 16, 17]

目 % 科 %

长江口渔场[ 12, 18]

目 % 科 %

九段沙湿地[13]

目 % 科 %

鲈形目 30. 5 鲤科 24. 8 鲤形目 51. 9 鲤科 44. 4 鲈形目 42. 5 石首鱼科 8. 2 鲈形目 33. 6 鲤科 11. 7

鲤形目 25. 7 虾虎鱼科 7. 6 鲈形目 23. 2 鳅科 6. 5 鮋形目 12. 3 鳀科 6. 9 鲤形目 12. 5 虾虎鱼科 9. 4

鲱形目 5. 7 石首鱼科 5. 7 鲇形目 9. 3 鲿科 6. 5 鲱形目 8. 2 鲂鮄科 6. 9 鲱形目 8. 6 鲀科 7. 0

鲇形目 5. 7 鳀科 4. 8 鲱形目 2. 8 虾虎鱼科 5. 6 鲽形目 8. 2 狗母鱼科 4. 1 鲀形目 7. 0 银鱼科 6. 3

鲽形目 4. 8 鳎科 4. 8 胡瓜鱼目 2. 8 鮨科 4. 6 鲀形目 6. 9 鲹科 4. 1 胡瓜鱼目 6. 3 石首鱼科 5. 5

其他 13目 27. 6 其他 38科 52. 4 其他 10目 10. 2 其他 26科 32. 4 其他 5目 21. 9 其他 35科 69. 9 其他 13目 32. 0 其他 43科 60. 2

  与相邻的九段沙湿地相比[ 13] ,保护区鱼类种类

组成中科和属一级的分类阶元较为相近, 且种类最

多的前 2科排名一致, 但适于淡水生活的鲤科鱼类

显著增加,表明保护区鱼类种类组成较九段沙湿地

更接近于淡水区系。

3. 2  鱼类资源现状
保护区位于长江入海口, 地理位置十分独特, 是

典型的、群落演替成熟的河口海岸湿地[ 25] , 也是长

江口地区最大而且仍保持原始自然状态的一块湿

地,是研究河口鱼类区系演替的天然研究基地。长

江口淡水与海水交汇, 营养盐丰富, 饵料生物充沛,

是鱼类栖息、索饵和繁殖的良好场所。同时,保护区

境内拥有丰富多样的水域环境, 鱼类种类组成具有

河口鱼类区系的显著特征,是由淡水鱼类区系向海

洋鱼类区系过渡的典型代表。保护区及临近水域栖

息有多种珍稀濒危鱼类, 是中华鲟成熟亲鱼溯河洄

游和幼鱼降海洄游的唯一通道, 也是中华鲟幼鱼入

海前唯一的摄食肥育和进行生理适应性调节的场

所,该水域对中华鲟物种的保护具有极其重要的

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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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 由于崇明东滩滩涂围垦和水利工程的

影响,造成生态系统的不完整,人类活动的加剧也造

成部分地区生态功能退化,生物多样性指数降低, 对

保护区的自然环境和生态平衡构成了很大的破坏和

威胁。长江口对鳗苗、蟹苗、凤鲚、刀鲚等的掠夺性

捕捞,对水生生物资源造成了干扰和威胁,造成资源

急剧下降,如长江口原有的五大渔汛除凤鲚还有一

定产量外[ 21] ,刀鲚 [ 22] 和前额间银鱼[ 23] 均已不能形

成渔汛,鲥更是已趋于灭绝[ 24] 。人类活动也对中华

鲟等珍稀濒危鱼类的栖息、生长和洄游造成严重的

影响,保护区原有分布的 6种被列为国家重点野生

保护鱼类,除中华鲟还有一定资源量外,其余 5种在

5年的调查中均未发现。保护区的主要保护对象中

华鲟, 1987~ 1990年仅崇明东滩水域因插网误捕而

死亡的中华鲟幼鱼数量每年就达数千尾[ 26] ,资源量

受到了极大的破坏;中华鲟为性成熟年龄晚的大型

鱼类,首次性成熟年龄雌鱼一般为 14~ 26 a, 雄鱼

需 8~ 18 a,产卵间隔需 5~ 7 a,资源受到破坏后种

群将很难恢复[ 1] ,从我们监测的数据来看,长江口中

华鲟幼鱼的数量也呈现出了明显的下降趋势。

综上所述, 长江口中华鲟自然保护区及临近水

域鱼类种类组成较为丰富,具有较高的物种多样性、

河口代表性和自然性, 其保护对象中华鲟也具有明

显的稀有性和很高的科学价值。同时, 保护区及临

近水域生态系统脆弱, 并已受到人工活动的干扰和

威胁,开展鱼类资源的保护已迫在眉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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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ESENT SITUATION OF FISH SPECIES COMPOSITION IN NATURE

RESERVE OF ACIPENSER SINENSIS AND ADJACENT WATERS IN

THE YANGTZE RIVER ESTUARY

ZH ANG T ao1 , ZH UAN G Ping1, 3 , ZH ANG Long-zhen1 , L IU Jian2 , WANG Yun-long1 , H OU Jun-li1 ,

LIU Jian-y i
1
, FENG Guang-pe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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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 U ANG Xiao-rong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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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East China Sea Fisheries Research Inst itute, Chinese Academ y of Fis hery Sciences, Key and Op en Lab oratory of M arine

and Estuarine Fis heries Resources and E cology, M inist ry of Agricul tu re, Shanghai 200090, Chin a; 2. Superinten dency

Department of S han ghai Yangtze Estuarine Nature Res erve for Ch ines e Sturgeon , S hang hai 200092, C hina;

3. E-inst itute of S hang hai M unicipal E du cation Commission, S hang hai Ocean University, Shanghai 201306, China)

Abstract: In or der to ex plo re the present situat ion of fish species composition, w e surveyed f ish by using

bo ttom traw l net , tide net , stake net and g ill net in N ature Reser ve o f A cip enser sinensis and adjacent

w aters in the Yang tze River estuary betw een 2004 and 2008. A total 105 fish species w er e col lected,

belonging to 18 order s, 43 families and 86 g enera. The f ish species composit ion w as m ainly com prised of

Perciform es and Cypriniform es. Fr eshw ater and m arine eco logical guilds w ere both 37 species, and there

w ere 25 species of estuar ine fishes and 6 species of migr at ion f ishes. The fish species com po sit io n can be

regarded as a t ransit io nal type betw een the low er reaches of the Yangtze Riv er and the East China Sea.

Mo st species w ere benthiv orous, det ritivo rous, zo oplanktivo rous, and there ar e few piscivoro us species.

Co mpar ed to the pre-survey data, w e fo und that diversity of f ish species in the study area decreased to some

ex tent , and som e important species had disappeared. By the r easo n of diver sity of species, ty pical character

of estuarine f ish fauna, uniqueness nat ional protected f ishes, highly scientif ic research values, and the vu-l

nerable ecosy stem facing w ith serio us threat , conserving Natur al Reserve of A cip enser sinensi s in the Yan-

g tze River estuary is very impo rtant .

Key words: f ish species com po sit io n; Yang tze River estuary; A cip enser sinen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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