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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根据２０１２～２０１３年在北部湾口海域秋、春两个航次的调查数据，系统地分析了调查海域鱼类
种类组成，并分别计算该海域鱼类的相对重要性指数（ＩＲＩ）、分类阶元包涵指数（ＴＩＮＣＬｉ）及分类多
样性指数（△ ＋和∧ ＋）．结果显示，此次调查共捕获鱼类２６目１００科１９５属３０１种，其中以鲈形目
鱼类占据绝对优势，两个季节同时被捕获鱼类７５种．秋季优势种类数明显低于春季，且均以中小型
鱼类为主，种类更替现象明显．ＴＩＮＣＬｉ研究结果表明，研究海域鱼类种类组成目、科、属所分别拥有
的（科、属、种）、（属、种）和（种）的平均数目分别为（３．８５、７．５０、１１．５８）、（１．９５、３．０１）和（１５４），在
种级水平上，该海域的鱼类分类多样性较低，分布相对集中，亲缘关系较近．北部湾口海域的△ ＋和

∧ ＋值分别为４６．３４和４７．８２，相比较于黄渤海、东海和南沙群岛西南部海域，其△ ＋值最接近于北

部湾，表明二者间鱼类的亲缘关系比较近；但在大尺度范围内，该海域△ ＋值并未表现出明显随纬

度变化的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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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部湾口海域位于北部湾以南，是北部湾南向
出口外的广阔海域，平均水深约２００ｍ，渔场面积约
为４×１０４ｋｍ２，属于热带海域［１２］．该海域与北部湾
海底大陆架的地质地貌状况相类似，水深在 ８０～
２００ｍ海域的渔业资源生产力较高，属于典型的多
种类渔业资源海域［３］．近年来，许多学者对南海生
物多样性进行了研究［４６］，为南海海洋生物保护提

供了宝贵的资料，而针对北部湾口海域的研究相对

较少，研究主要集中在经济鱼类生物学特征［２３，７８］、

渔业资源调查及动态分析［９１１］等方面．有关南海鱼
类分类多样性的研究多集中于南海北部陆架区［１２］、

北部湾海域［１３］、珊瑚礁区域［１４１５］以及南沙群岛西南

部陆架海域［１６］，而北部湾口海域鱼类分类多样性的

相关研究仍处于空白状态．
本研究根据２０１２～２０１３年秋、春两个航次北部

湾口的调查数据，探讨了该海域鱼类分类多样性现

状，分析了季节变化对鱼类分布的影响，同时与不同

海域的相关研究结果进行对比，以期为北部湾口海

域渔业资源的开发、利用和保护提供参考．

１　材料和方法
１．１　站位设置及样品采集

２０１２年９～１０月（秋季）和２０１３年３～４月（春
季）在北部湾口海域进行了 ２个航次的底拖网调
查，共设１１个调查站位（图１）．调查船只为渔船“桂
北渔６００１１”，渔船总吨位为３００ｔ，总长３６．８ｍ，型
宽６．８ｍ，型深３．８ｍ，主机功率４４１ｋＷ．作业网具
为单囊底拖网，网口宽度为３７．７ｍ，网口拉紧周长
为８０．８ｍ，网衣长度为５９．５ｍ，网囊网目为４０ｍｍ．

此次研究综合考虑了预设站位与实际站位海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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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文、底质等环境因素，对每个站位进行了长约１ｈ
的拖网调查，平均拖网速度为５．６ｋｍ／ｈ．采样方法、
样品的保存与分析均严格按照《海洋调查规范》［１７］

进行，所捕获鱼类主要依据 Ｎｅｌｓｏｎ（２００６）的分类系
统标准［１８］进行分类鉴定．

图１　北部湾口海域调查站位
Ｆｉｇ．１　ＳｕｒｖｅｙｅｄｓｔａｔｉｏｎｓｉｎｔｈｅｍｏｕｔｈｏｆＢｅｉｂｕＢａｙ

１．２　相对重要性指数
本研究采用Ｐｉｎｋａｓ（１９７１）提出的相对重要性指

数（ＩＲＩ）［１９］比较分析北部湾口海域秋、春两季鱼类
的优势种：

ＩＲＩ＝（Ｎ＋Ｗ）×Ｆ （１）
式（１）中 Ｎ表示某一种鱼类的尾数占鱼类总尾数
的占比（％）；Ｗ表示某一种鱼类的质量占鱼类总
质量的占比（％）；Ｆ表示某一种鱼类出现的站位
数占所有调查站位数的占比（％），也即出现频率．
现如今，ＩＲＩ已经广泛应用于鱼类群落优势种的研
究之中［２０］．

采用陈国宝等（２００７）的划分标准［２１］对鱼类在

群落中的ＩＲＩ进行定义：ＩＲＩ＞５００，该鱼种为优势种；

１００＜ＩＲＩ＜５００，该鱼种为常见种；１０＜ＩＲＩ＜１００，该
鱼种为一般种；ＩＲＩ＜１０，该鱼种为少见种．
１．３　分类阶元包涵指数

本研究采用分类阶元包含指数（ＴＩＮＣＬｉ）来表

征各分类阶元上的鱼类组成的多样性，该指数可用

来比较分析不同分类阶层中鱼类分布的集中差异，

以解释不同鱼类间的亲缘远近关系．其中ＴＩＮＣＬｉ值
越小，表明有较少的种（属、科）级分类阶元类群归

属于属（科、目）级分类阶元，即鱼类在该分类阶元

中的种类分布越分散，亲缘关系越远．

ＴＩＮＣＬｉ＝
１
Ｎｉ∑

Ｎｉ

ｊ＝１
Ｃｋｊ，（ｋ＜ｉ） （２）

式（２）中Ｎｉ表示第 ｉ级分类阶元的数目，Ｃｋｊ为第 ｊ
个ｋ级分类阶元的数目［１２］．
１．４　分类学多样性指数

分类学多样性指数［２２］主要是指分类多样性指

数（△）、分类差异指数（△）、平均分类差异指数

（△ ＋）以及分类差异变异指数（∧ ＋）．在只有种类
组成的情况下，分类学多样性指数可以用△ ＋和∧ ＋

两个指数进行表达［２３２４］．
在分类多样性指数中，△＋表示群落中随机选择

的两个种类间平均分类等级路径的长度，是对群落中

存在的优势种和常见种类进行的最简化处理，而且其

平均值大小不受样本数量和取样性质的影响，从而可

以解决依赖物种数目的海域鱼类多样性鉴定方

法［２４］．∧＋值是指偏离△＋程度的理论平均值，可以

用来反映鱼类种类组成亲缘关系分布的均匀程度，在

物种数较少时，可能发生∧＋值偏小的情况［２５］．
△＋＝（ΣΣｉ＜ｊωｉｊ）／［Ｓ（Ｓ－１）／２］ （３）

∧＋＝ΣΣｉ＜ｊ（ωｉｊ－△
＋）２／［Ｓ（Ｓ－１）／２］ （４）

式（３、４）中ωｉｊ表示第 ｉ个和第 ｊ个种类在分类系统
树中的路径长度，Ｓ表示种类数，对于不同分类等级
间加权路径长度的权重设置如表１所示．△ ＋和∧ ＋

由ＰＲＩＭＥＲ５．２软件包的 ＴＡＸＤＴＥＳＴ求得．在计算
鱼类分类多样性指数的时候，只运用到纲、目、科、

属、种５个等级．

表１　不同等级分类多样性权重值［２６］

Ｔａｂ．１　Ｂｒａｎｃｈｗｅｉｇｈｔｏｎｔｈｅｔａｘｏｎｏｍｉｃ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ｉｎ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ｌｅｖｅｌ

分类等级 ωｉｊ含义物种的亲缘关系 路径长度的权重

种 物种属于一属 １６．６６７

属 物种属于一科不同属 ３３．３３３

科 物种属于一目不同科 ５０．０００

目 物种属于一纲不同目 ６６．６６７

纲 物种属于一门不同纲 ８３．３３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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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结果与讨论
２．１　种类组成

北部湾口海域秋、春两个航次共捕获鱼类

３０１种，隶属于 ２６目 １００科 １９５属，其中软骨鱼
类６目 ９科 ９属 １４种，占总捕获鱼类种类的
４６５％，如阿里拟角鲨（Ｓｑｕａｌｉｏｌｕｓａｌｉａｅ）、黑线银
鲛（Ｃｈｉｍａｅｒａｐｈａｎｔａｓｍａ）、尖嘴豣（Ｄａｓｙａｔｉｓｚｕｇｅｉ）
等．辐鳍鱼纲 ２０目 ９１科 １８６属 ２８７种，占总捕
获鱼类种类的 ９５．３５％，如棕斑兔头（Ｌａｇｏ
ｃｅｐｈａｌｕｓｓｐａｄｉｃｅｕｓ）、横带髭鲷（Ｈａｐａｌｏｇｅｎｙｓｍｕｃｒ

ｏｎａｔｕｓ）、竹荚鱼（Ｔｒａｃｈｕｒｕｓｊａｐｏｎｉｃｕｓ）等（表 ２）．
其中鲈形目占绝对优势，为 ３７科 ６３属 １０７种，
占全部种类数的 ３５．５５％，如白鲳（Ｅｐｈｉｐｐｕｓｏｒ
ｂｉｓ）、短棘

"

（Ｌｅｉｏｇｎａｔｈｕｓｅｑｕｕｌｕｓ）、刺鲳（Ｐｓｅｎｏｐ
ｓｉｓａｎｏｍａｌａ）等．

春季在北部湾口共捕获鱼类２０１种，秋季共捕
获鱼类１７５种，其中春秋两个季节均在该海域被捕
获的鱼类有７５种，如黑斑双鳍电鳐（Ｎａｒｃｉｎｅｍａｃｕｌａ
ｔａ）、网纹裸胸鳝（Ｇｙｍｎｏｔｈｏｒａｘｒｅｔｉｃｕｌａｒｉｓ）、肩斑狗母
鱼（Ｓｙｎｏｄｕｓｈｏｓｈｉｎｏｎｉｓ）等．

表２　北部湾口海域鱼类种类组成中不同分类阶元的构成及其所占比例
Ｔａｂ．２　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ａｎｄｐｅｒｃｅｎｔａｇｅｏｆ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ｔａｘｏｎｏｍｉｃｌｅｖｅｌｓｏｎｆｉｓｈｅｓｓｐｅｃｉｅｓｉｎｔｈｅｍｏｕｔｈｏｆＢｅｉｂｕＢａｙ

纲 目
数量（占比／％）

科 属 种

软骨鱼纲 银鲛目 １（１００） １（０．５１） １（０．３３）

真鲨目 ２（２００） ２（１．０３） ４（１．３３）

角鲨目 ２（２００） ２（１．０３） ２（０．６６）

电鳐目 １（１００） １（０．５１） １（０．３３）

鳐目 １（１００） １（０．５１） ４（１．３３）

鲼目 ２（２００） ２（１．０３） ２（０．６６）

辐鳍鱼纲 鳗鲡目 ６（６００） １４（７．１８） １７（５．６５）

鲱形目 ３（３００） ４（２．０５） ５（１．６６）

水珍鱼目 ２（２００） ２（１．０３） ２（０．６６）

巨口鱼目 ４（４００） １３（６．６７） １８（５．９８）

辫鱼目 １（１００） １（０．５１） １（０．３３）

仙女鱼目 ２（２００） ３（１．５４） １０（３．３２）

灯笼鱼目 １（１００） ８（４．１０） １７（５．６５）

月鱼目 １（１００） １（０．５１） １（０．３３）

须
#

目 １（１００） １（０．５１） １（０．３３）

鳕形目 ２（２００） ３（１．５４） ４（１．３３）

鼬
$

目 １（１００） ４（２．０５） ４（１．３３）

%&

目 ４（４００） ６（３．０８） ９（２．９９）

金眼鲷目 ３（３００） ４（２．０５） ５（１．６６）

奇金眼鲷目 １（１００） １（０．５１） １（０．３３）

海鲂目 ３（３００） ５（２．５６） ５（１．６６）

刺鱼目 １（１００） １（０．５１） ２（０．６６）

'

形目 ８（８００） ２９（１４．８７） ４３（１４．２９）

鲈形目 ３７（３７００） ６３（３２．３１） １０７（３５．５５）

鲽形目 ７（７００） １５（７．６９） ２３（７．６４）

形目 ４（４００） ９（４．６２） １２（３．９９）

合计 ２６ １００ １９５ ３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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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２　相对重要性指数
依据２０１２～２０１３年在北部湾口海域进行的两个

航次调查结果，分别计算两季节所获鱼类物种的ＩＲＩ．
结果显示不同季节鱼类的优势种和常见种差异较大

（表３），优势种仅发光鲷（Ａｃｒｏｐｏｍａｊａｐｏｎｉｃｕｍ）同时出
现在两个季节，而常见种则有３种，分别为短尾大眼
鲷（Ｐｒｉａｃａｎｔｈｕｓｍａｃｒａｃａｎｔｈｕｓ）、弓背鳄齿鱼（Ｃｈａｍｐｓ
ｏｄｏｎａｔｒｉｄｏｒｓａｌｉｓ）和细羊舌鲆（Ａｒｎｏｇｌｏｓｓｕｓｔｅｎｕｉｓ）．

秋季优势种有４种，为发光鲷、竹荚鱼、黄鳍马
面（Ｔｈａｍｎａｃｏｎｕｓｈｙｐａｒｇｙｒｅｕｓ）和蓝圆

(

（Ｄｅｃａｐｔｅｒ
ｕｓｍａｒｕａｄｓｉ）．常见种有 ７种，为尖牙鲈（Ｓｙｎａｇｒｏｐｓ
ｊａｐｏｎｉｃｕｓ）、短尾大眼鲷、灰软鱼（Ｍａｌａｋｉｃｈｔｈｙｓｇｒｉ

ｓｅｕｓ）等．一般种有２５种，为二长棘鲷（Ｅｖｙｎｎｉｓｃａｒｄｉ
ｎａｌｉｓ）、海鳗（Ｍｕｒａｅｎｅｓｏｘｃｉｎｅｒｅｕｓ）、黑

%&

（Ｌｏｐｈｉｏ
ｍｕｓｓｅｔｉｇｅｒｕｓ）等．少见种１３９种，主要为凹鳍

)

（Ｋｕ
ｍｏｃｏｃｉｕｓｒｏｄｅｒｉｃｅｎｓｉｓ）、燕赤鎠（Ｃｈｅｌｉｄｏｐｅｒｃａｈｉｒｕｎｄｉ
ｎａｃｅａ）、宝刀鱼（Ｃｈｉｒｏｃｅｎｔｒｕｓｄｏｒａｂ）等．

春季优势种有３种，为发光鲷、带鱼（Ｔｒｉｃｈｉｕｒｕｓ
ｌｅｐｔｕｒｕｓ）和条尾绯鲤（Ｕｐｅｎｅｕｓｊａｐｏｎｊｃｕｓ）．常见种有
１４种，为深水金线鱼（Ｎｅｍｉｐｔｅｒｕｓｂａｔｈｙｂｉｕｓ）、弓背鳄
齿鱼、多齿蛇鲻（Ｓａｕｒｉｄａｔｕｍｂｉｌ）等．一般种有３６种，
为脂眼凹肩

(

（Ｓｅｌａｒｃｒｕｍｅｎｏｐｈｔｈａｌｍｕｓ）、叉斑狗母
鱼（Ｓｙｎｏｄｕｓｍａｃｒｏｐｓ）、双棘石斑鱼（Ｅｐｉｎｅｐｈｅｌｕｓｄｉａ
ｃａｎｔｈｕｓ）等．

表３　北部湾口海域主要鱼类相对重要性指数
Ｔａｂ．３　Ｉｎｄｅｘｏｆｒｅｌａｔｉｖｅ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ｃｅ（ＩＲＩ）ｏｆｍａｉｎｆｉｓｈｓｐｅｃｉｅｓｉｎｔｈｅｍｏｕｔｈｏｆＢｅｉｂｕＢａｙ

秋季 春季

种名 ＩＲＩ 种名 ＩＲＩ

发光鲷（Ａ．ｊａｐｏｎｉｃｕｍ） ２６７５ 竹荚鱼（Ｔ．ｊａｐｏｎｉｃｕｓ） ５４９０

带鱼（Ｔ．ｌｅｐｔｕｒｕｓ） ９７０ 发光鲷（Ａ．ｊａｐｏｎｉｃｕｍ） ２０４３

条尾绯鲤（Ｕ．ｊａｐｏｎｊｃｕｓ） ５２８ 蓝圆
(

（Ｄ．ｍａｒｕａｄｓｉ） １７０９

深水金线鱼（Ｎ．ｂａｔｈｙｂｉｕｓ） ４０６ 黄鳍马面（Ｔ．ｈｙｐａｒｇｙｒｅｕｓ） ５７６

弓背鳄齿鱼（Ｃ．ａｔｒｉｄｏｒｓａｌｉｓ） ３１４ 尖牙鲈（Ｓ．ｊａｐｏｎｉｃｕｓ） ３２５

多齿蛇鲻（Ｓ．ｔｕｍｂｉｌ） ３０９ 短尾大眼鲷（Ｐ．ｍａｃｒａｃａｎｔｈｕｓ） ２６７

南非鳄齿鱼（Ｃｈａｍｐｓｏｄｏｎｃａｐｅｎｓｉｓ） ２６７ 灰软鱼（Ｍ．ｇｒｉｓｅｕｓ） ２３３

蓝圆
(

（Ｄ．ｍａｒｕａｄｓｉ） ２２２ 细羊舌鲆（Ａ．ｔｅｎｕｉｓ） １７１

短尾大眼鲷（Ｐ．ｍａｃｒａｃａｎｔｈｕｓ） ２１６ 刺鲳（Ｐ．ａｎｏｍａｌａ） １１８

印度无齿鲳（Ａｒｉｏｍｍａｉｎｄｉｃａ） １６６ 弓背鳄齿鱼（Ｃ．ａｔｒｉｄｏｒｓａｌｉｓ） １１０

棕斑兔头（Ｌ．ｓｐａｄｉｃｅｕｓ） １４５ 鲣（Ｋａｔｓｕｗｏｎｕｓｐｅｌａｍｉｓ） １０８

斑鳍天竺鲷（Ａｐｏｇｏｎｃａｒｉｎａｔｕｓ） １３１

乌
(

（Ｐａｒａｓｔｒｏｍａｔｅｕｓｎｉｇｅｒ） １２６

细羊舌鲆（Ａ．ｔｅｎｕｉｓ） １１５

菲律宾尖牙鲈（Ｓｙｎａｇｒｏｐｓｐｈｉｌｉｐｐｉｎｅｎｓｉｓ） １１４

花斑蛇鲻（Ｓａｕｒｉｄａｕｎｄｏｓｑｕａｍｉｓ） １１３

竹荚鱼（Ｔ．ｊａｐｏｎｉｃｕｓ） １１０

２．３　分类阶元包涵指数
分类阶元包涵指数ＴＩＮＣＬｉ值越小，说明上一分

类阶元所包含的下一分类阶元的均值越小，提示该

群落的鱼类在这一分类阶元中分布越分散，种类间

亲缘关系越远，分类多样性越高［１２］．结果显示该海
域鱼类物种组成中各分类阶元包含低级分类阶元的

平均数目分别为（３．８５、７．５０、１１．５８）、（１．９５、３．０１）
和（１．５４）．同时与黄渤海［２０，２７］、东海［２６］、北部湾［１３］

和南沙群岛西南部海域［１６］进行比较（表４），并以此
来解释各物种在各个分类阶元的分布以及各物种间

的亲缘关系．北部湾口海域各阶元的分类阶元包涵
指数值除属／科一级外其余阶元均大于黄渤海海域，
在种／属和种／科两个水平上较东海海域高而在其他

阶元上小于东海海域，在种／属、种／科和属／科水平
上较南沙群岛西南部海域高而在其他阶元上小于南

沙群岛西南部海域．
２．４　分类多样性指数

北部湾口海域鱼类分类多样性指数的△ ＋值为

４６．３（图３），∧ ＋值为１２４．５（图４）．两种分类包含
指数均呈现出漏斗形，每个种类数均对应该海域鱼

类物种数在最小阶元和最大阶元的两个分类多样性

的值．其中在最大和最小的阶元范围内，△ ＋值大小

表示鱼类物种或群落间的亲缘关系的远近，值越大

表明其亲缘关系越远，∧ ＋值则用于表征物种或群

落间物种组成的均匀程度，该值越小说明其均匀程

度越高．图中虚线代表其理论平均值，两指数值均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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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出理论平均值一般不随种类数目增减而发生变化

的趋势，只有∧ ＋值在种类数目很少时才会出现值

明显偏小的情况．

图３　北部湾口海域鱼类的平均分类差异指数△ ＋

Ｆｉｇ．３　Ａｖｅｒａｇｅｔａｘｏｎｏｍｉｃｄｉｓｔｉｎｃｔｎｅｓｓｏｆｆｉｓｈｓｐｅｃｉｅｓ
ｉｎｔｈｅｍｏｕｔｈｏｆＢｅｉｂｕＢａｙ

图４　北部湾口海域鱼类的分类差异变异指数∧ ＋

Ｆｉｇ．４　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ｉｎｔａｘｏｎｏｍｉｃｄｉｓｔｉｎｃｔｎｅｓｓｏｆｆｉｓｈｓｐｅｃｉｅｓ
ｉｎｔｈｅｍｏｕｔｈｏｆＢｅｉｂｕＢａｙ

２．５　讨论
北部湾口海域位于北部湾以南，且与北部湾海

底大陆架的地质地貌状况相类似，属于典型的多种

类渔业资源海域，存在良好的作业渔场［１２］．本次调
查共捕获３０１种鱼类，明显低于北部湾已报道种类
数（６２６种）［１３］．在水文条件和气候因素相类似的海
域内，调查频次和取样范围与物种的丰富度、种类数

和多样性有密切关系［２８］．本次调查仅进行了两个航
次，拖网频次较少，调查海域仅局限于北部湾口的东

北部海域，从而导致捕获的鱼类种类数仅为报道种

类数的一半左右．优势种在生态系统中具有重要的
作用和地位，其变化会对整个群落的物种数量和能

量流动产生一定的影响，同时也是生态系统中的关

键因子［１６］．本次调查显示该调查海域内秋季优势种
类（包括优势种和常见种）明显低于春季，优势种类

均以中小型鱼类为主，并且种类更替现象明显，暗示

捕捞强度和结构可能严重影响了鱼类季节间的更替

过程，导致种类组成发生明显改变［１０］．
与黄海、渤海［２０，２７］、东海［２６］、北部湾［１３］和南沙

群岛西南部海域［１６］的 ＴＩＮＣＬｉ进行比较发现（表
４），北部湾口海域的鱼类组成在种级分类阶元上有
较高的ＴＩＮＣＬｉ值，表明北部湾口海域的鱼类分类多
样性较低，分布相对集中，亲缘关系较近．常年较高
的气温导致鱼类组成在种级分类阶元上分布较为集

中，可能是造成该海域 ＴＩＮＣＬｉ值较高的一个原因；
同时还可能与该海域多为暖水性鱼类，而黄、渤海和

东海多为暖温性或冷温性鱼类组成特征相关，鱼类

生态习性差异性较大可能导致分类多样性的较大差

异．此外，本次调查海域面积较小，捕获到的鱼类种
类数量远低于实际存在的种类数，这也可能会对鱼

类分类多样性结果产生一定的影响．

表４　不同海域鱼类分类阶元包涵指数和分类多样性指数的比较
Ｔａｂ．４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ｓｏｆｉｎｃｌｕｓｉｏｎｉｎｄｅｘａｔｔａｘｏｎｏｍｉｃｌｅｖｅｌａｎｄｔａｘｏｎｏｍｉｃ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ｉｎｄｅｘ

ｏｆｆｉｓｈｓｐｅｃｉｅｓｉｎ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ｗａｔｅｒｓ

区域 纬度范围 鱼类物种数／种 种／属 种／科 种／目 属／科 属／目 科／目 △ ＋ ∧ ＋

黄海、渤海［２０，２７］ ３３°００′～４０°００′Ｎ ３７９ １．４４ ２．９４ １０．５３ ２．０５ ７．３３ ３．５８ ７７．７ ２４０．０

东海［２６］ ２６°００′～３３°００′Ｎ ３５０ １．４８ ２．９２ １２．０７ １．９７ ８．１６ ４．１３ ６５．７ １２０．０

北部湾［１３］ １７°００′～２１°４５′Ｎ ６２６       ６３．５ １１０．０

南沙群岛西南部海域［１６］ ５°００′～１１°００′Ｎ ２９７ １．４４ ２．７０ １４．８５ １．８７ １０．３０ ５．５０ ６５．８ １１０．０

北部湾口 １６°１５′～１８°００′Ｎ ３０１ １．５４ ３．０１ １１．５８ １．９５ ７．５０ ３．８５ ４６．３ １２４．５

　　迄今为止，国内在河口［２８］、陆架区［２６］、内

湾［１２１３］及珊瑚礁区［１４１５］等海域均有关于鱼类分类

多样性的研究，本研究同样运用分类多样性指数来

表征北部湾口海域鱼类组成差异性．采用同一分类

等级多样性权重标准，将北部湾口海域鱼类分类多

样性指数△ ＋和∧ ＋值分别与黄海、渤海、东海、北部

湾和南沙群岛西南部海域的鱼类分类多样性指数值

进行比较（表４），有助于研究鱼类群落结构的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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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和空间变化．五个不同海域鱼类的△ ＋值变化趋

势与传统物种多样性指数变化规律并不一致，可能

是由于鱼类分类多样性指数只考虑物种的有无，而

传统物种多样性指数同时考虑物种样本数量所

致［１４１５］．北部湾口海域的△ ＋值最接近于北部湾，亲

缘关系更为接近，这可能是因为北部湾口是北部湾

向南的延伸，地质地貌状况相类似，而且水温和盐度

的梯度变化较小，有着相似的生境，导致其分类多样

性较为接近．石
*

荣等认为在大尺度范围内，低纬度

海域的鱼类△ ＋值一般较小，而珊瑚礁海域的△ ＋值

最小［１５］．而本海域△ ＋值并没有明显随纬度变化的

规律，这一结果与前人对黄海［２０，２７］和东海陆架

区［２６］鱼类分类多样性的研究相类似．这可能与本研
究调查海域的尺度较小有关，也可能与该海域小生

境如水深、盐度和水温等的叠加影响有关［１５］．
通过鱼类物种的分类多样性研究可以了解生物

多样性受到人类活动或者自然条件的变动的影响程

度［２９］．通常情况下物种数目较丰富的鱼类群落比物

种数目少的群落稳定，往往也会有较高的分类多样

性［３０］．近年来，北部湾口海域的主要经济鱼类由中
小型的中上层鱼类代替了原来的大型的中下层和近

地层鱼类，鱼类的群落结构受到一定的影响，同样会

影响到鱼类种类的组成，该海域较低的鱼类分类多

样性恰能证明这一结果．因此，对于该海域渔业资源
的开发应该受到更多的重视，制定相应的捕捞政策，

降低捕捞强度，从而进一步保护该海域的生态系统、

提高鱼类群落的稳定性，从而实现渔业资源开发利

用的可持续性．

３　结论
北部湾口海域鱼类种类丰富，其中鲈形目占绝

对优势，秋季优势种类数明显低于春季，且均以中小

型鱼类为主，种类更替现象明显．该海域的鱼类分类
多样性较低，分布相对集中，亲缘关系较近，但在大

尺度范围内，该海域平均分类差异指数并未表现出

明显随纬度变化的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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