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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暰目的暱全面了解涠洲岛淡水鱼类的生物多样性。暰方法暱选择了10个调查位点,利用电鱼器和流刺网对涠

洲岛的淡水湿地进行 4个季度的全面采样。暰结果暱共计采到鱼类标本 1722尾、鱼种 10种。除罗非鱼

Oreochromismossambicus和食蚊鱼Gambusiaaffinis两种外来物种外,其他的8种本土鱼类分别隶属于4目7
科8属。种类和数量在不同区域和季节的差异明显。暰结论暱涠洲岛淡水鱼类存在种类较少,生物多样性较低,

物种分布不均衡的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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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暰Objective暱Studyingthefreshwaterfishbiodiversitycomprehensivelyin WeizhouIs灢
land.暰Methods暱10surveysiteswereselected,andthefreshwaterwetlandsofWeizhouIsland
weresampledinfourquartersusingelectricfishinginstrumentandgillnets.暰Results暱Atotalof
1722fishsampleswerecollected,including10species.Inadditiontotwoinvasivespecies,

OreochromismossambicusandGambusiaaffinis,theothereightspeciesofnativefishbe灢
longedto8genusof7familiesof4orders.Thevarietyoffishspeciesandquantitywereobvious
indifferentseasonsandareas.暰Conclusion暱Theresultsdemonstratedthatthecharacteristicsof
freshwaterfishesinWeizhouIslandwerefewerspecies,lowdiversityandunbalanceddistribu灢
tion.
Keywords:WeizhouIsland,freshwaterfish,biodiversity

0暋引言

暋暋暰研究意义暱涠洲岛是广西沿岸乃至南海北部湾

中最大的岛屿,也是由中国最大、最年轻的海底火山

喷发堆积形成的岛屿,岛的形状呈椭圆形,长7.5
km,宽5.5km,全岛陆域面积24.98km2,位于中国

海区珊瑚礁分布的北缘,具有特殊的研究价值[1]。涠

洲岛气候属北热带季风区,年平均降水量1297mm,
干湿季明显,6~9月为雨季[2]。涠洲岛的地势为南

高北低,岛内无河流,只有一些小溪沟渠和池塘,并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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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小溪沟渠易受季节降雨等影响发生阶段性断流。
岛上唯一的淡水水库位于西北部,是当地农田和禽畜

饮水的重要水源,也是众多小溪池塘的水源补充。涠

洲岛的淡水水系和湿地属于非常不稳定的脆弱生态

系统,受季节和气候变化影响较大,容易对岛上的居

民生活、农业生产和旅游业的稳定发展造成阻碍。鱼

类是脊椎动物中最富有多样性的类群,是水生生态系

统中的顶级群落,在评价其所处水生生态系统的变化

时具有特殊的生态意义。同时鱼类又是湿地保护区

重要的食物链底层环节,为越冬的候鸟提供高蛋白的

食物。暰前人研究进展暱目前国内对海岛淡水鱼类多

样性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海南、台湾等大型海岛[3飊5],小
型海岛上的淡水鱼类多样性研究较少[6]。暰本研究切

入点暱鱼类对水生态环境的变化极为敏感,建立基于

鱼类的涠洲岛生态系统健康评估监测技术体系具有

重要意义。暰拟解决的关键问题暱分析涠洲岛淡水鱼

类代表物种的栖息地环境特征与鱼类群落结构的现

状,追踪环境变化对鱼类群落结构的影响,并通过常

年的详细调查、监管和保护,来达到维护涠洲岛保护

区物种多样性,优化和完善生物群落结构,提高淡水

湿地生态系统的稳定性和完整性的基本目标,还可以

为小型海岛淡水鱼类多样性的研究提供参考。

1暋材料与方法

1.1暋材料

暋暋380V 升压直流电鱼器,抄网,无水乙醇(分析

纯,购自天津市大茂化学试剂厂),流刺网(长50m,
宽1m,单层,网目2cm)。

1.2暋方法

1.2.1暋调查时间和地点

暋暋于2014年全年分4个季度对涠洲岛淡水鱼类生

物多样性进行调查。首先对全岛范围的淡水溪流、沟
渠和池塘进行清查,查明涠洲岛淡水水系的分布情

况。然后以北部的不断流溪流和全年蓄水的池塘为

调查重点,兼顾其他区域的季节性沟渠,选择10个位

点进行鱼类调查(图1)。

1.2.2暋调查方式

暋暋本次调查全部为现场采集。由于涠洲岛淡水水

系环境较为多变,大部分水体较小,传统采集工具和

捕捞方式难以进行,因此全部采用电捕法调查,此外

在西角水库还增加采用流刺网(渔民协助)进行调查。
流刺网放置于水深3m 处,5h后起网。电捕法利用

蓄电池升压直流电沿溪流对水体进行电击,然后用抄

网捕捞麻痹的鱼类,每次作业30min。

1.2.3暋标本的收集和处理

暋暋每次采集后,均对采集到的标本进行鉴定和拍照

标记。之后根据不同用途以15%福尔马林或无水乙

醇固定保存带回实验室,以备后续鉴定、测量及计数。
物种鉴定主要参考《中国动物志》[7飊8]、《中国鱼类系统

检索》[9]和《广东淡水鱼类志》[10]。

图1暋调查位点

Fig.1暋Samplelocation

1.2.4暋数据分析

暋暋(1)相对多度(DR):DR =Ni

N 暳100%,

其中N 为样品总个体数,Ni 为样品中属于第i种的

个体数。

暋暋(2)属的多样性指数,即G 指数(DG):

暋暋DG =暺
P

j=1
DGj =-暺

p

j=1
qjlnqj,

其中qj=
Sj

S
,Sj 为j属中的物种数。S为名录中鱼类

物种数,P 为名录中鱼类的属数。

暋暋(3)Margalef丰富度指数 (D):D= S-( )1
lnN

,

S 为样品中的种类总数;N 为样品中的物种总个

体数。

暋暋(4)Shannon飊Wiener指数(H曚):

暋暋H曚=-暺PilnPi,

Pi 为群落中第i种的个体数占所有物种总个体数的

比例。

暋暋(5)Simpson指数 (D曚):D曚=1-暺P2
i。

2暋结果与分析

暋暋涠洲岛周年4季度淡水鱼类调查结果显示,共计

采到 鱼 类 标 本 1722 尾、鱼 种 10 种。除 罗 非 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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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reochromis mossambicus 和 食 蚊 鱼 Gambusia
affinis两种外来物种外,其他的8种鱼类分别隶属

于4目7科8属,其中鲤形目2科3属3种,鲇形目1
科1属1种,鲈形目3科3属3种,合鳃鱼目1科1
属1种(表1)。大鳞细鳊仅分布在东部地区、麦穗鱼

仅分布于西部地区,表现出明显的区域分布特异性。
此外,大鳞细鳊在春夏秋3季的数量明显高于罗非鱼

和食蚊鱼,冬季则与罗非鱼和食蚊鱼相近。鲇和斑鳢

出现的数量和频率最低。因此,罗非鱼、食蚊鱼和大

鳞细鳊为优势种(图2~3)。由于每个采样位点获得

的鱼类种类和数量较少,因此将10个采样位点根据

水域联通特点划分成2个区域进行鱼类多样性分析

(表2~3)。罗非鱼、食蚊鱼和大鳞细鳊的相对多度

最高,斑 鳢 和 鲇 最 低 (表 2)。 属 多 样 性 指 数、

Shannon飊Wiener指数和Simpson指数值在不同的季

节和区域都较稳定,Margalef丰富度指数除了在东

部区域的秋季较低外,其余时间都保持一致(表3)。

表1暋涠洲岛淡水鱼类区系组成

Table1暋FreshwaterfishfaunainWeizhouIsland

种类
Species

拉丁文学名
Scientificname

目
Order

科
Family

属
Genus

罗非鱼 Oreochromismossambicus 鲈形目Perciformes 丽鱼科Cichlaidae 罗非鱼属Oreochromis

大鳞细鳊 Rasborinusmacrolepis 鲤形目Cypriniformes 鲤科Cyprinidae 细鳊属Rasborinus

麦穗鱼 Pseudorasboraparva 鲤形目Cypriniformes 鲤科Cyprinidae 麦穗鱼属Pseudorasbora

黄鳝 Monopterusalbus 合鳃鱼目Synbgranchiformes 合鳃鱼科Synbranchidae 黄鳝属 Monopterus

泥鳅 Orientalweatherfish 鲤形目Cypriniformes 鳅科Cobitidae 泥鳅属Oriental

食蚊鱼 Gambusiaaffinis 鳉形目Cyprinodontiformes 花鳉科Cyprinodontidae 食蚊鱼属Gambusia

鲇 Silurusasotus 鲇形目Siluriformes 鲇科Siluridae 鲇属Silurus

叉尾斗鱼 Macropodusopercularis 鲈形目Perciformes 丝足鲈科 Osphronemidae 斗鱼属 Macropodus

斑鳢 Channamaculata 鲈形目Perciformes 鳢科Channidae 鳢属Channa

子陵吻鰕虎鱼 Rhinogobiusgiurinus 鲈形目Perciformes 鰕虎鱼科 Gobiidae 吻鰕虎鱼属Rhinogobius

图2暋东部区域4季度鱼类调查结果

暋暋Fig.2暋Fishinvestigationresultsoffourseasonsineast
region

图3暋北部区域4季度鱼类调查结果

暋暋Fig.3暋Fishinvestigationresultsoffourseasonsinnorth
reg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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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暋涠洲岛淡水鱼相对多度(DR)

Table2暋RelativeabundanceoffreshwaterfishesinWeizhouIsland

种类
Species

东部区域
Eastarea

北部区域
Northarea

总体
Total

春季
Spring

夏季
Summer

秋季
Autumn

冬季
Winter

春季
Spring

夏季
Summer

秋季
Autumn

冬季
Winter

春季
Spring

夏季
Summer

秋季
Autumn

冬季
Winter

黄鳝 M.albus 1.65 0.79 8.04 2.07 1.44 2.44 6.35 0.00 1.51 1.72 6.98 0.96
食蚊鱼G.affinis 16.48 18.25 21.43 36.55 23.28 26.22 40.21 32.53 20.94 22.76 33.22 34.41
麦穗鱼P.parva 0.00 0.00 0.00 0.00 2.30 7.32 4.23 10.24 1.51 4.14 2.66 5.47
大鳞细鳊R.macrolepis 52.20 41.27 38.39 17.93 0.00 0.00 0.00 0.00 17.92 17.93 14.29 8.36
泥鳅O.weatherfish 1.10 4.76 3.57 8.97 6.32 4.88 5.29 4.22 4.53 4.83 4.65 6.43
叉尾斗鱼 M.opercularis 1.65 3.97 0.00 2.76 5.17 4.57 3.17 1.81 3.96 4.31 1.99 2.25
斑鳢C.maculata 0.00 0.40 0.00 0.00 0.00 0.30 0.00 0.60 0.00 0.34 0.00 0.32
罗非鱼O.mossambicus 23.08 24.60 28.57 28.28 59.20 49.09 39.15 42.77 46.79 38.45 35.22 36.01
子陵吻鰕虎鱼R.giurinus 2.75 5.95 0.00 3.45 2.01 5.18 1.59 7.23 2.26 5.52 1.00 5.47
鲇S.asotus 1.10 0.00 0.00 0.00 0.29 0.00 0.00 0.60 0.57 0.00 0.00 0.32

表3暋全年4种多样性指数

Table3暋Fourdiversityindexesoffourseasons

项目
Item

东部区域
Eastarea

北部区域
Northarea

春季
Spring

夏季
Summer

秋季
Autumn

冬季
Winter

春季
Spring

夏季
Summer

秋季
Autumn

冬季
Winter

属多样性指数
Genusdiversityindex 2.08 2.08 1.61 1.95 2.08 2.08 1.95 2.08

Margalef丰富度指数
Margalefindex 1.35 1.27 0.85 1.21 1.20 1.21 1.14 1.37

Shannon飊Wiener指数
Shannon飊Wienerindex 1.31 1.52 1.38 1.54 1.22 1.44 1.37 1.42

Simpson指数
Simpsonindex 0.65 0.73 0.72 0.74 0.59 0.68 0.68 0.69

3暋讨论

暋暋涠洲岛是一座年轻的火山岛,岛上的生物都是由

大陆输入,表现为一种原生演替的过程。由于岛上的

淡水水系形成较晚,相对于植物和陆生动物,淡水鱼

类的输入更为困难和缓慢,极度依赖人为活动输入。
因此鱼类种类较少,种类组成也表现出较强的偶然性

和不规律性,与邻近大陆的南流江流域鱼类相似度较

低[11],偏向于生命力较强、与人类活动关系密切的种

类,如黄鳝、泥鳅、斑鳢和鲇等。相比之下,那些由于

海平面抬升而与大陆分离的岛屿,如台湾岛及太平洋

西部岛链,其鱼类是在海峡阻隔后留存在海岛上的,
多样性较为丰富,区系组成也较为完整,这些岛屿的

鱼类与各自相邻大陆的淡水鱼类更相似,而彼此之间

的相似度较低[5]。

暋暋涠洲岛面积较小,多年平均年蒸发量1810mm,
大于年均降雨量[12],淡水资源较为紧张。除了西角

水库、少数池塘和较大溪流保持全年有水外,其余溪

流水量会随季节发生明显的丰枯变化。导致涠洲岛

的淡水湿地生态系统较为脆弱,容易受气候影响发生

比较大的改变。这种剧烈的区域变化可能是导致某

些种类在同一采样位点季节变化较大及大鳞细鳊在

东部区域数量较多而在西部区域未见分布的原因。

暋暋目前涠洲岛淡水鱼类的生态系统面临一个严重

问题,外来物种的数量占绝对优势。所有的水体中都

发现大量的罗非鱼和食蚊鱼,而这两种鱼都是凶猛的

肉食性鱼类,会对本土鱼类乃至其他水生动物造成生

态挤压。由于涠洲岛此前缺乏淡水鱼类的本底调查

数据,因此无法判断入侵物种对本地物种的影响是否

已经造成某些本土鱼类的减少或者消失。

4暋结束语

暋暋涠洲岛淡水鱼类存在鱼类种类较少,生物多样性

较低,物种分布不均衡的特点。针对目前涠洲岛淡水

鱼类的现状,我们提出以下建议:整体规划全岛的淡

水水系,增加各区域水体间的联通性,扩大池塘的蓄

水容积,保证大部分水体全年不断流和枯竭,以免出

现区域性的鱼类灭绝;对涠洲岛上的抛荒地进行植树

绿化或湿地恢复,提高土地涵养水分的能力;从临近

的大陆水域大量进入各种本土原生鱼类进行放流,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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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涠洲岛淡水鱼类的生物多样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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