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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南京农业大学无锡渔业学院, 无锡 214081

2.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淡水渔业研究中心 农业农村部长江下游渔业资源环境科学观测实验站, 江苏 无锡 214081;

长荡湖系太湖分化湖泊之一，属太湖鱼类区系，历史上湖水水

源充足、水质清新无污染，水草、螺、鱼类等水生生物资源丰富。

上世纪末到本世纪前期(1978-2004)，长荡湖湖区围网养殖十分发

达，其中 90%以上的养殖面积为河蟹区域。此外，经济的快速发

展导致生活、工业、农业等污染，致使长荡湖自然生态系统遭受到

严重破坏，水体富营养化问题突出，水生生物资源衰减明显。通过

2009年、2016年连续靠站围网整治工程，湖区内源污染得到一定

控制，生态环境得到了一定的改善，但鱼类资源面临的压力依然巨

大，需进一步保护。因此，为了推动长荡湖渔业向生态渔业发展，

急需了解围网整治后长荡湖的渔业资源状态，以及渔业资源与环境

因子的关系。

如图所示，长荡湖多样性指数季节变化

如图所示，长荡湖鱼类群落结构 ABC 曲线及 W统计值

如图所示，长荡湖环境因子对主要鱼类分布影响图

调查时间：2016 年 12 月、2017 年 7 月、11 月及 2018 年 4 月；

地点：长荡湖；

网具：多网目复合刺网、定制串联笼壶；

如图所示，长荡湖四个季节主要鱼类相对重要性指数

（1）经鉴定共采集鱼类 29种，隶属于 4 目 7科 24 属。其中数量优势种为

鳀科刀鲚，优势度为 66.8%，质量优势种为鲤科鲢，优势度为 55.8%。沿岸

带鱼类数量较多，但重量较低，而沿湖中心线站点鱼类数量较少，种类较多，

显示中心站点多为大型鱼类。各样点间多样性指数秋季与春季、冬季之间差

异显著，其他季节之间差异不显著，且数值偏低，反应了长荡湖全湖水域鱼

类资源衰替较为严重的现状。长荡湖鱼类生物量和丰度曲线有不同程度的交

叉重叠，W值为- 0.005，故长荡湖鱼类群落处于中度干扰状态。

（2）水深、亚硝酸氮浓度、高锰酸盐指数、叶绿素含量、浊度、PH和总氮

含量为影响长荡湖鱼类群落主要种的 7个关键环境因子。浊度、水深和高锰

酸盐指数为影响鲢鳙的主要环境因子，叶绿素含量和 PH为影响䱗和似鳊的

主要环境因子，影响达氏鲌、刀鲚、红鳍原鲌、鲢、翘嘴鲌、似鱎的主要环

境因子是亚硝态氮浓度和总氮含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