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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东海渔业资源群落结构变化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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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为了解黄海和东海渔业资源群落结构的变化，基于 2013 年 6 月(夏季)和 9 月(秋季)黄、东

海渔业资源底拖网调查数据，对渔业资源种类组成、优势种、渔获量空间分布、群落多样性和群落

结构进行了研究。结果显示，共鉴定渔业种类 185 种，其中底层鱼类 93 种、中上层鱼类 31 种、甲

壳类 48 种、头足类 12 种和贝类 1 种。在鱼类中，鲈形目种类最多，27 科 47 属 56 种，占鱼类总

种类数的 45.2%。夏季优势种为鳀(Engraulis japonicus)、脊腹褐虾(Crangon affinis)、带鱼(Trichiurus 
lepturus)和小黄鱼(Larimichthys polyactis)，秋季优势种为三疣梭子蟹(Portunus trituberculatus)、小黄

鱼、鳀和带鱼，优势种季节波动不大。秋季平均单位时间渔获量为 46.60 kg/h，高于夏季(39.35 kg/h)。
秋季航次调查中渔业资源较夏季更为集中，主要分布在长江口和吕泗渔场附近，其他断面渔获量较

低。夏季航次群落多样性指数高于秋季航次。CLUSTER 聚类分析表明，黄、东海渔业生物群落可

分为 2 组，夏、秋季 2 组界线变动不大，2 组聚类的形成可能受水温和长江径流影响。 
关键词    黄海；东海；渔业资源；群落结构；优势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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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海作为全球50个大海洋生态系之一，位于中国

大陆架边缘，渔业种类较为丰富，是我国重要的渔业

水域(唐启升等, 2000)。黄海中部和南部海域是小黄

鱼(Larimichthys polyactis)、带鱼(Trichiurus lepturus)、
蓝点马鲛 (Scomberomorus niphonius)和鳀 (Engraulis 
japonicus)等多种重要经济鱼类的产卵场和索饵场，

也是洄游性鱼类进出渤海的通道，形成了长江口渔

场、吕泗渔场、海州湾渔场和烟威渔场，为我国及周

边国家提供了丰富的渔业资源(Jin et al, 2003)。黄海

海洋环境复杂，中部海域水深变化剧烈，底质类型多

为基岩岸与砂砾质；而黄海南部受古黄河冲击，底质

类型多为淤泥粉砂质，形成了苏北浅滩及独特的辐射

沙洲地形(肖欢欢等, 2017)。黄海中部和南部海区受

黄海冷水团、海州湾和吕泗海区的上升流、苏北沿岸

流和长江冲淡水影响，海洋环境因子区域变化明显，

形成了生境差异较大的不同断面，造成了黄海中部和

南部鱼类群落不同的生物地理分布格局(于振海等 , 
2010; 单秀娟等, 2016)。东海位于中国大陆中部东侧，

北连黄海，长江、钱塘江等多条河流注入东海，带来

丰富的营养盐，东海受黑潮暖流及其西侧分支台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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暖流、长江冲淡水及黄海冷水团的综合作用影响，基

础饵料丰富，在河口附近的浅海海域为主要经济鱼类

的产卵场，在沿岸或近海海域分布着多种经济鱼类的

索饵场所，东海近海的外侧和南部水域又是多种经济

鱼类的越冬场，东海是中国重要的天然渔场，也是世

界上高生产力水域之一(姜亚洲等, 2008)。 
国内学者对该区域的研究主要集中在黄、东海

及长江口海域鱼类群体结构(刘勇等 , 2006; 单秀娟

等, 2014; 汤昌盛等, 2017)，而对黄海和东海海域整

个渔业资源群落结构的季节变动研究较少(单秀娟等, 
2013)。2003~2017 年，35N 以北的黄海和渤海海域

休渔期为 7 月 1 日~9 月 1 日，2630N~35N 的黄海

和东海海域休渔期为 6 月 16 日~9 月 15 日(郑元甲等, 
2003)，6 月和 9 月的调查资料更能代表黄海南部和

东海海域休渔期早期和后期的资源量水平，对于评估

伏季休渔制度对资源的养护效果具有重要的基础意

义。 

1  材料与方法 

1.1  材料来源与分析 

样品取自 2013 年 6 月(夏季)和 9 月(秋季)在黄、

东海进行的渔业生物底拖网调查。调查区域为

272459~370000N，1203000~1243000E，以

与等深线近乎垂直的方式布设了 11 条大致等间隔的

断面，共计 47 个站位(图 1)。调查船为中国水产科学

研究院黄海水产研究所“北斗”号，其网具参数为网目

836 目20 cm，网口周长为 167.2 m，网衣长度为 83.2 m，

囊网网目为 24 mm，拖速为 3 kn，每站拖网 1 h 左右。

在实验室内对渔获生物进行种类鉴定和生物学测定，

记录每一种的重量和尾数，计算单位时间渔获量(kg/h)
和单位时间渔获尾数(ind./h)。 

1.2  相对重要性指数 

相对重要性指数(Index of relative importance，
IRI)(Pianka, 1971)计算公式如下： 

IRI=(N%+W%)×F% 
式中，N%为某一种类的尾数占总尾数的百分比；

W%为某一种类的重量占总重量的百分比；F%为某一

种类出现的站数占调查总站数的百分比。根据程济生

等(2000)，当 IRI>500 时，该种为优势种，500~100
为常见种，100~10 为一般种，10~1 为少见种，IRI<1
为稀有种。 

1.3  群落多样性指数 

不同种类及同种类个体大小差异很大，用生物量 

 
 

图 1  黄、东海渔业资源调查站位 
Fig.1  Sampling stations in Yellow Sea and East China Sea 

 
表示的多样性更接近种类间能量分布，因此，本研究

根据生物量计算渔业生物群落种类多样性。多样性计

算方法如下： 
(1) Margalef 的种类丰富度指数(Margalef, 1958)：  

D=(S1)/lnW 
式中，S 为总种数，W 为总渔获量。 
(2) Shannon-Wiener 多样性指数(Shannon et al, 

1949)： 

ln
s

i i
i

H P P    

式中， H 为 Shannon-Wiener 多样性指数， iP   

/in N ， in 是第 i 种类占总渔获量的比例。 

(3) Pielou 均匀度指数(Pielou, 1975)： 
J=H/lnS 

式中，J为种类均匀度，S 为总种数。 

1.4  群落结构分析 

应用未加权的组平均方法 (UPGMA)进行聚类

(CLUSTER)分析，使用单因子相似性分析(ANOSIM)
对不同组群落结构差异进行显著性检验，并利用相似

性百分比分析(SIMPER)分析造成各组内群落结构相

似的典型种以及造成不同组之间群落结构差异的分歧种

(Clarke et al, 1993)。用 Bray-Curtis 相似性指数计算不同

季节间渔业资源群落结构组成的差异(Field et al,19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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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B 为 Bray-Curtis 相似性指数，S 为种类数，

ijx 、 imx 分别为第 i 个种类在 j 和 m 航次的单位时间

的渔获量，为消除极端值对相似指数影响，数据经   
4 次方根转换进行标准化。 

以上数据统计分析采用软件 PRIMER5 完成。 

2  结果 

2.1  渔业资源种类组成和优势种季节变化 

2013 年夏季和秋季调查共捕获渔业种类 185 种，

隶属于 25 目 98 科 148 属，其中底层鱼类 93 种、中

上层鱼类 31 种、头足类 12 种、甲壳类 48 种和贝类

1 种，分别占总种数的 50.3%、16.8%、6.5%、25.9%
和 0.5%。鱼类中，鲈形目种类 多，27 科 47 属      
56 种，占鱼类总种类数的 45.2%，其次为鲉形目，    
10 科 14 属 16 种，其余各目均在 9 种以下；甲壳类

共有 3 目 22 科 32 属 48 种，主要为十足目种类；头

足类 3 目 6 科 9 属 12 种(表 1)。夏季调查种类共计  
149 种，其中底层鱼类 74 种、中上层鱼类 21 种、头

足类 42 种、甲壳类 11 种和贝类 1 种，分别占总种数

的 49.7%、14.1%、28.2%、7.4%和 0.7%(表 2)。秋季

调查种类共计 143 种，底层鱼类 71 种、中上层鱼类

23 种、头足类 39 种和甲壳类 10 种，分别占总种数

的 49.7%、16.1%、27.3%和 7.0% (表 2)。 

表 1  2013 年夏季和秋季黄、东海渔业 
种类各分类阶元的组成 

Tab.1  Taxonomic category of fishery  
resources in the Yellow Sea and East China Sea  

during summer and autumn in 2013 

目 Order 科 Family 属 Genus 种 Species
灯笼鱼目 Myctophiformes 1 1 1 

目 Lophiiformes 3 4 4 
真鲨目 Carcharhiniformes 1 1 1 
鳐形目 Rajiformes 1 1 1 
鳗鲡目 Anguilliformes 4 6 6 
鲱形目 Clupeitormes 2 7 7 
鲻形目 Mugiliformes 1 1 1 
仙女鱼目 Aulopiformes 3 5 8 
胡瓜鱼目 Osmeriformes 1 1 1 
鳕形目 Gadiformes 3 3 4 
刺鱼目 Gasterosteiformes 2 2 2 
鲉形目 Scorpaeniformes 10 14 16 
鲈形目 Perciformes 27 47 56 
鼬鳚目 Ophidiformes 1 1 1 
海鲂目 Zeiformes 1 1 1 
鲽形目 Pleuronectiformes 4 7 8 
鲶形目 Siluriformes 1 1 1 
鲀形目 Tetraodontiformes 3 3 5 
八腕目 Octopoda 1 1 3 
枪形目 Teuthoidea 3 4 4 
乌贼目 Sepioide 2 4 5 
磷虾目 Euphausiacea 1 1 1 
十足目 Decapoda 20 30 46 
口足目 Stomatopoda 1 1 1 
新腹足目 Neogastropoda 1 1 1 
总计 Total 98 148 185 

 
表 2  2013 年夏季和秋季黄、东海各生态类型种类统计 

Tab.2  Species composition of different fishery ecotypes in the Yellow Sea and East China Sea during summer and autumn in 2013 

季节 Season 底层鱼类 
Bottom fish 

中上层鱼类 
Pelagic fish 

头足类 
Cephalopods 

甲壳类 
Crustaceans 

贝类 
Shellfish 

小计 
Total 

夏季 Summer 74 21 42 11 1 149 

秋季 Autumn 71 23 39 10 0 143 

 
根据相对重要性指数，夏季渔获优势种为鳀、脊

腹褐虾(Crangon affinis)、带鱼和小黄鱼(表 3)，4 个优

势种平均单位时间渔获量分别为 13.33、7.73、14.76
和 2.06 kg/h，这 4 个优势种占夏季总渔获量和渔获尾

数的比例分别为 51.4%和 56.7%，其中，鳀、脊腹褐

虾、小黄鱼和带鱼分别占总渔获量的 20.9%、9.2%、

17.6%和 3.7%。秋季优势种为三疣梭子蟹(Portunus 

trituberculatus)、小黄鱼、鳀和带鱼，其平均单位时

间渔获量为 17.76、7.55、5.99 和 20.25 kg/h，分别占

总渔获量的 19.5%、11.6%、7.6%和 20.0%。夏季和

秋季优势种主要由底层鱼类和甲壳类组成，中上层鱼

类仅出现了鳀。小黄鱼、带鱼和鳀均为夏季和秋季的

优势种，3 种合计占夏季和秋季调查渔获量比例分别

为 42.2%和 3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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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2013 年夏季和秋季黄、东海渔业资源优势种季节变化 
Tab.3  Seasonal variations of dominant fishery resources during summer and autumn in 2013 

季节 Seasons 种名 Species F(%) W(%) N(%) IRI 
夏季 Summer 鳀 E. japonicus 61.7 20.9 28.3 3033.9 

 脊腹褐虾 C. affinis 70.2 9.2 21.8 1450.0 
 带鱼 T. lepturus 46.8 17.6 3.0 963.6 
 小黄鱼 L. polyactis 46.8 3.7 3.6 509.1 

秋季 Autumn 三疣梭子蟹 P. trituberculatus 51.3 19.5 16.0 1822.7 
 小黄鱼 L. polyactis 71.8 11.6 12.7 1744.3 
 鳀 E. japonicus 59.0 7.6 19.9 1623.6 
 带鱼 T. lepturus 46.1 20.0 2.5 1042.9 

 

2.2  渔获量空间分布和季节变化 

秋季平均单位时间渔获量为 46.60 kg/h，高于夏

季(39.35 kg/h)。夏季和秋季渔获中，底层鱼类和中上

层鱼类平均单位时间渔获量较高。夏季调查中，底层鱼

类和中上层鱼类平均单位时间渔获量分别为17.27 kg/h
和 10.68 kg/h，其渔获量占总渔获量的百分比分别为

43.88%和 27.15%。秋季调查中，底层鱼类和中上层鱼类

平均单位时间渔获量分别为 23.43 和 11.40 kg/h，其渔获

量分别占总渔获量的 50.27%和 24.46%。2 个季节中，

头足类渔获量较低，平均单位时间渔获量分别为 1.21
和 0.48 kg/h。 

夏季调查东海断面中部站位渔获量百分比较高，

黄海中部冷水团位置渔获量百分比均较低；秋季渔业

资源较夏季更为集中，主要分布在长江口和吕泗渔场附

近位置，平均单位时间渔获量 高(178.51 kg/h)，其他

断面渔获量较低(图 2)。 

2.3  群落多样性特征及其分布 

夏季和秋季调查渔获种类数分别为149种和143种。 
 

 
 

图 2  2013 年夏季和秋季黄、东海渔业资源平均单位时间渔获量的空间分布 
Fig.2  Distribution of average catch per haul in the summer and autumn of 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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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季总丰富度指数和总多样性总指数均 大，各站位

分别在 0.16~4.43 和 0.33~2.36 之间波动；秋季丰富度

指数和多样性总指数较小，各站位分别在 0~3.87 和

0~2.33 之间波动，夏季平均丰富度指数(1.99)较秋季

(1.69)高(表 4)。在夏季调查中，多样性指数 高站位

出现在东海北部浙江近岸站位，苏北浅滩区 2 个断面

近岸站位多样性指数较高，而长江口外断面站位多样

性指数较低(图 4)。秋季调查中，长江口区域断面中

部和外部站位多样性指数较高，其他断面多样性指数

偏低。以重量计算的相似性指数，夏季和秋季的相似

性指数为 0.54；以尾数计算的相似性指数，夏季和秋

季的相似性指数为 0.30。 

 
表 4  2013 年夏季和秋季黄、东海渔业种类多样性指数的变化 

Tab.4  Variations of fishery species diversity indices during summer and autumn in 2013 

丰富度指数 D Shannon-Wiener 多样性指数 J 均匀度指数 H 
季节 Season 

范围 Range 平均 Mean 范围 Range 平均 Mean 范围 Range 平均 Mean 

夏季 Summer 0.16~4.43 1.99 0.17~0.87 0.51 0.33~2.36 1.45 

秋季 Autumn 0~3.87 1.69 0.08~0.73 0.50 0~2.33 1.36 

 

 
 

图 3  2013 年夏季和秋季黄、东海渔业生物多样性指数 H、D 和 J的空间分布 
Fig.3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H, D and J of fishery resources in the summer and autumn of 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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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2013 年夏季和秋季黄、东海渔业生物群落聚类分析 
Fig.4  Cluster analysis for the fishery species communities in Yellow Sea and East China Sea based on  

Bray-Curtis similarity matrices during summer and autumn in 2013 
 

2.4  群落结构分析 

通过 CLUSTER 聚类分析，将夏季黄海中部、南

部和东海北部海域渔业生物群落分为 2 组(A 组和   
B 组, 图 5)，其中，I3、E1、C1 和 S4 站捕捞种类为

1~3 种，且个体过少，不予分组。单因子相似性分析

(ANOSIMA)表明不同站位组群间渔业资源生物群落

组成差异极显著(R=0.803, P<0.001)。A 组主要位于长

江口渔场以及苏北浅滩区和浙江近岸渔场，B 组主要

位于山东近海站位和黄海深水区站位(图 6)。SIMPER
分析结果显示，A 组和 B 组各站位组的组内平均相似

性分别为 32.54%和 46.09%。A 组的典型种主要包括

三疣梭子蟹、带鱼、鳀和小黄鱼，这 4 种对组内平均

相似性贡献达 32.93%。B 组的典型种主要包括细纹狮 

子鱼(Liparis tanakae)、脊腹褐虾和黄 (Lophius 
litulon)，这 3 种对组内平均相似性贡献达 37.85%。

组 A 和组 B 之间的平均非相似性为 84.54%，对组 A
和组 B 间平均非相似性贡献较高的分歧种主要为脊

腹褐虾、细纹狮子鱼、带鱼、三疣梭子蟹、黄 和

大头鳕(Gadus macrocephalus)。 
在秋季资源调查中，CLUSTER 聚类分析也将站

位分为 2 个组(图 5)。单因子相似性分析(ANOSIMA)
表明不同站位组群间渔业资源生物群落组成差异极

显著(R=0.864, P<0.001)。秋季 A 组同夏季 A 组分布

基本一致，范围进一步向外海扩展，主要位于长江口

渔场以及苏北浅滩区和浙江近岸渔场，B 组主要位于

山东近海站位和黄海深水区站位，同夏季相比分布范

围进一步缩小(图 6)。SIMPER 分析结果显示，A 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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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2013 年夏季和秋季黄、东海渔业资源群落结构划分示意 
Fig.5  Fish assemblages in the Yellow Sea and East China Sea during summer and autumn in 2013 

 

和 B 组各站位的组内平均相似性分别为 37.19%和

35.45%。A 组的典型种主要包括三疣梭子蟹、带鱼、

小黄鱼和银鲳(Pampus argenteus)，这 4 种对组内平均

相似性贡献达 41.71%。B 组的典型种主要包括鳀、细

纹狮子鱼和黄 ，这 3 种对组内平均相似性贡献达

54.59%。A 组和 B 组之间的平均非相似性为 92.32%，

对 A 组和 B 组间平均非相似性贡献较高的分歧种主

要为三疣梭子蟹、带鱼、鳀、细纹狮子鱼、小黄鱼和

黄 。 

3  讨论 

在本调查中，共鉴定渔业种类 185 种，从物种组

成看，渔获物以底层鱼类和甲壳类为主，该结果同长

江口区域、黄海南部区域和浙江近岸海域的调查结果

相符(金显仕等, 2009; 单秀娟等, 2013; 孙鹏飞等, 
2015; 汤昌盛等, 2017)。单秀娟等(2013)对山东以南

黄海海域的 4 个季度渔业资源调查结果进行统计，鉴

定出渔获种类 156 种，其中底层鱼 97 种，甲壳类为

36 种。近 20 年来，对长江口及其邻近海域渔业资源 
调查物种统计结果显示，底层鱼类和甲壳类占优势地

位。根据李建生等(2004)的研究，2000~2002 年长江

口海域各季节均以鱼类为绝对优势类群，甲壳类春季

所占百分比 高，为 11.1%。而孙鹏飞等(2015)研究

显示，2012~2013 年，在长江口区域甲壳类在渔获中所

占比例为 40.1%~54.2%。本研究中，甲壳类物种数占总

渔获种类数的 25.9%。比较不同年代黄、东海渔业资

源调查研究结果同本研究发现，甲壳类在黄海南部区

域物种数和资源量逐渐增加。甲壳类在渔业生态系统

中处于承上启下的位置，高强度的捕捞致使传统营养

级较高的经济鱼类资源量下降，甲壳类被捕食的压力

减小，同时，近海富营养化为营养级较低的甲壳类资

源量的增加提供了物质基础，渔业生物中甲壳类种类

数及资源量相对增加(李涛等, 2011)。从鱼类物种组成

看，调查各断面鱼类种类以鲈形目 多，其次是鲉形

目，鱼类主要由暖温种和暖水种组成，仅大头鳕、玉

筋鱼(Ammodytes personatus)等少量冷温种，同单秀娟

等(2013)对黄海中南部鱼类种类组成研究结果一致。



8 渔   业   科   学   进   展 第 41 卷 

 

各断面渔获种类组成存在明显的夏秋季节变化，这与

鱼类、甲壳类和头足类季节间产卵、索饵及越冬洄游 
有关(张波等, 2009; 杨涛等, 2018)。 

在夏季调查中，优势种由鳀、脊腹褐虾、带鱼和

小黄鱼组成，鳀为第一优势种。秋季优势种由三疣梭

子蟹、小黄鱼、鳀和带鱼组成，三疣梭子蟹为第一优

势种。除优势种外，相对重要性指数较高的种类有黄

、细点圆趾蟹(Ovalipes punctatus)、大头鳕、细

纹狮子鱼、高眼鲽(Cleisthenes herzensteini)、龙头鱼

(Harpadon nehereus) 、 太 平 洋 褶 柔 鱼 (Todarodes 
pacificus)、七星底灯鱼(Benthosema pterotum)和发光鲷

(Acropoma japonicum)，可以看出渔获组成主要以小

型中上层鱼类和底层经济价值较低的种类为主。夏季

和秋季优势种的渔获量在总渔获量所占比例分别为

51.4%和 58.7%，这表明了黄海中南部和东海北部各

断面能量流动和生态位主要由少数主要种类控制，渤

海和东海区域也有相似的结论(金显仕, 2000; 刘勇等, 
2006)。 

同历史资料相比，黄海区域渔业资源优势种已发

生了较大的变化，20 世纪 50~60 年代，渔业种类主

要是小黄鱼、带鱼和鲆鲽类等经济价值较高的优质底

层、近底层鱼类，70~80 年代，以太平洋鲱(Clupea 
pallasii)、蓝点马鲛、鲐鱼(Scomber japonicus)先后成为

优势种(徐宾铎等, 2003)，到 1990 年代末，低值鱼类

黄 和细纹狮子鱼逐渐成为优势种 ( 张波等 , 
2004)。本研究发现，黄 和细纹狮子鱼分布较为

广泛，黄 从 A 断面到 M 断面广泛分布，细纹狮

子鱼从 A 断面到 K 断面均有分布。相关研究发现，

这些经济价值较低的大型底层种类不仅摄食许多经

济鱼类的幼鱼，而且与多种鱼类的成鱼存在明显的食

物竞争关系，这从食物结构方面加速了黄海渔业资源

优势种的更替(单秀娟等, 2013)。 
秋季平均单位时间渔获量明显高于夏季，可能与

伏季休渔政策有关，经过 3 个月休渔，渔业生物幼体

个体数量增加，并且渔业生物得到充分生长，体重也

明显增加，夏季调查中，A、C、K、M 断面的中部站

位，断面 G、I、P、Q、S 近岸站位渔获量较高，各断

面外海站位普遍偏低。秋季调查中，渔获量向长江口，

北部断面渔获量较低。这可能与鳀、小黄鱼、带鱼、

银鲳和三疣梭子蟹等越冬场鱼群的洄游有关，这些鱼

类随沿岸水温升高 5~6 月在长江口和吕泗渔场附近

形成产卵群体或索饵群体，6 月以后，索饵群体北上

山东半岛南部海域索饵，9 月以后逐渐回到长江口及其

邻近海域，一部分群体游向外海越冬场，一部分群体继

续南下(宋海棠等 , 1989; 邓景耀等 , 1991; 水柏年 , 

1999; 郑元甲等, 2003；徐兆礼等, 2009)。 
黄海中部、南部和东海北部的渔业生物群落夏季

多样性指数、均匀度指数和丰富度指数均高于秋季。

夏秋季群落丰富度指数和多样性指数均显著低于

2006 年的黄海对应季节的研究结果(D 2.79~6.20; H 
0.78~3.05)，均匀度指数同 2006 年的调查结果一致 
(单秀娟等 , 2013)。夏季长江口附近的 K、M、PN     
3 个断面近岸和中部站位群落多样性指数较低，这可

能是由于夏季长江径流较强，冲淡水影响较广，造成

该区域近海种类偏低。随着长江径流减少，秋季长江

附近的 K、M、PN 3 个断面物种多样性明显升高。 
聚类分析结果表明，黄海中部、南部和东海北部

海域渔业生物群落划分为 2 个地理组，分界线在断面

I，夏秋季 2 组界线变动不大。2 组聚类反映了黄海不

同区域鱼类适温类型的差异。A 组包括黄海南部和东

海北部水域，该组以暖水性和暖温性种类为主，并且

多为中上层小型种类，A 组站位主要受长江径流影

响，营养盐较丰富，初级生产力较高。B 组包括黄海

中部的 4 个断面，主要以暖温种类为主，存在一定量

的冷温性种类，受黄海冷水团影响。黄海冷水团为夏

季冷温性种类提供了庇护场所，限制了部分底层暖温

性种类的向北扩散。本研究聚类结果与单秀娟等

(2014)对黄海中南部鱼类群落结构划分一致。聚类结

果支持在深度梯度变化不大的温带水域的鱼类群落

组成在很大程度上存在温度依赖性的结论(程济生等, 
2004)。除温度外，深度也是影响渔业资源群落的重

要因素，东海大陆架鱼类群落的种类组成沿着水深梯

度变化明显，每种鱼类均有一定的水深范围(李圣法

等, 2007)。在本研究中，由于南北温度变化尺度较大，

深度梯度变化区域不明显，因此，在深度梯度变化不

明显的情况下鱼类群聚主要与水温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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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o elucidate the dynamics of fishery resources structure in the Yellow Sea and East China 
Sea, species composition, dominate species,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catch, community diversity and 
community structure of fishery species in the Yellow Sea and East China Sea were studied based on the 
bottom trawl survey data collected from June and September in 2013. A total of 185 fishery species were 
collected, including 93 dermersal fish species, 31 pelagic species, 48 crustacean species, 12 cephalopod 
species and one mollusk species. Among these fish species, the richest species was found in Perciformes 
(27 families, 47 genera and 56 species). There was no obvious seasonal variation of dominate species. In 
summer, the dominate species were sand shrimp Crangon affinis and hairtail Trichiurus lepturus, whereas 
in autumn, the dominate species were the swimming crab Portunus trituberculatus, yellow small croaker 
Larimichthys polyactis, Japanese anchovy Engraulis japonicus and hairtail Trichiurus lepturus. The 
average catch per haul was higher in autumn (46.60 kg/h) than that in summer (39.35 kg/h). The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fishery resource in autumn concentrated in the Yangtze River estuary and Lvsi fishing 
ground. The diversity indices of fishery species in summer were higher than that in autumn. The fishery 
biological communities could be divided into two groups based on the cluster analysis. The separation 
between two groups was primarily influenced by the temperature and discharge of Yangtze Riv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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