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太湖鲤山湾鱼类群落结构年际变动特征分析

太湖鲤山湾作为国家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其前身为中华绒螯蟹等水产品围网养殖区，导致区域内水生植物大量丧失。为恢复保护区内的生
态功能和渔业资源，于2015年在该保护区内进行生态修复。为探究其修复效果，于2015、2021年调查该水域资源情况。结果显示：2年内共
采集鱼类43种，其中2015、2021年分别采集27、37种，基于栖息水层、繁殖习性和摄食特征等生态类型划分：以栖息于中下层、喜水草上产
卵的杂食性鱼类为主；保护区内单位努力捕获量CPUE由0.03上升为0.05；优势种中大鳍鱊、麦穗鱼、兴凯鱊等的年际相对生物量分别由0.24、
0.24、0.26上升为2.03、1.12、0.47；其年际相对丰度升高比例均高达50%以上。以上结果表明，修复区内整体资源量呈上升趋势，同时偏好
水草区域生活鱼类资源量升高，由此可见实施水生植物修复能够对鱼类资源养护起到良好的效果。

材料与方法
1、于2015、2021年春夏秋三季，利用定制网具对保护
区内鱼类资源进行调查。
2、利用PRIME、Excel等软件对渔获物生态位类型、数
量占比、相对生物量及相对丰度等因子进行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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讨论
通过分析太湖鲤山湾国家级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水生植物修复前后渔业资源变化，发现水生植物修复对于喜好草型湖泊的鱼类具有较为显
著的提升效果，主要是通过提供产卵基质、食物源等诱导其栖息于此。鲢鳙数量占比的降低可能是由于水生植物修复后，区域内藻类含量
降低，饵料生物不足导致。其次，水生植物修复后CPUE明显升高，可能是区域内水体环境得到改善，生境多样化，能更好的为鱼类提供良
好的栖息环境、避难场所和饵料生物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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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中，无法产卵鱼类
是指在湖泊环境中无
法自然繁殖的鱼类
图中显示，草上产卵
亚型鱼类和水层性产
卵亚型鱼类占比呈上
升趋势，其余亚型占
比均出现不同程度的
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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