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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确定河流鱼类群落的时空分布格局及其形成机制是开展鱼类物种多样性保护与管理的科学基础． 基于 ２０１３ 年

１０ 月和 ２０１４ 年 ５ 月共 ２ 次对太湖流域 ５７ 个河道样点的调查数据，初步研究太湖流域河流鱼类群落结构及其多样性的季

节动态和空间分布特点． 共采集鱼类 ５０５１ 尾，计 ４６ 种，其中鲤科鱼类 ２６ 种，占全部物种数的 ５７％ ． １０ 月份的鱼类多样性

显著高于 ５ 月份，且 ２ 个季度的鱼类群落结构存在显著性差异． ５ 个主要水系间的鱼类多样性差异显著，总体上，沿江水

系和洮滆水系鱼类多样性较低，黄浦江水系居中，而南河水系和苕溪水系较高；鱼类群落结构也随水系而显著变化，主要

表现为黄浦江水系与洮滆、苕溪和沿江水系呈显著差异． 在 ２ 个一级生态分区之间，鱼类多样性无显著差异但群落结构

显著不同，主要因 、鲫、似鳊等优势种及宽鳍鱲、尖头鱥、中华青鳉、食蚊鱼等偶见种的空间分布差异所引起；在 ４ 个二级

生态分区之间，鱼类多样性和群落结构均存在显著的空间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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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湖流域（３０°２９′～３２°０８′Ｎ，１１９°１９′ ～ １２１°８０′Ｅ）地处长江下游尾闾与杭州湾之间，北抵长江、东临东

海、南滨钱塘江、西以天目山和茅山等山丘为界，流域面积达 ３６５００ ｋｍ２，占我国国土面积的 ０．３８％ ． 流域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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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地势呈西部高东部低、四周高中间低，地貌分为山地丘陵和平原两大类，其中山地丘陵主要分布在流域西

部地区，而北部、东部和南部则主要为平原［１⁃３］ ． 高永年等［４］ 根据海拔和河网密度等变量将该流域分为 ２ 个

一级生态分区，即西部丘陵河流水生态区和东部平原河流湖泊水生态区． 太湖流域气候属我国亚热带气候，
四季分明、雨水丰沛、热量充裕，年平均降雨量约 １２００ ｍｍ，其中 ６０％ ～７０％集中在 ５ ９ 月份． 流域内河网密

布，河道总长 １．２×１０６ ｋｍ，河道面积 ２３９２ ｋｍ２［５］ ，水系主要分为西部的南河、西南部的苕溪、东南部的黄浦江、
西北部的洮滆及东北部的沿长江水系［３，６］ ．

太湖流域的鱼类物种繁多且习性多样；据不完全统计，该流域的鱼类共计 １０７ 种，隶属于 １４ 目 ２５ 科；根
据其生态习性，可分为多种类型，如：纯淡水鱼类（可进一步分为喜静水或缓流、喜急流的定居型物种以及半

洄游型物种）、溯河和降河洄游型鱼类、咸淡水鱼类等［７⁃８］ ． 在近 ５０ 年时间里，太湖鱼类物种逐渐减少：
１９６０ｓ １９７０ｓ，太湖鱼类计 １０１ 种［７］ ；至 ２１ 世纪初（２００３ 年），仅被报道 ６０ 种［９］ ；至 ２０１０ 年，物种进一步减

少为 ４７ 种［１０］ ． 同历史资料相比，太湖鱼类物种组成的主要变化趋势表现为：１）原常见鱼类的种类数量明显

下降，２）大多数洄游性鱼类已基本绝迹，定居性鱼类成为区域内的主要鱼类，３）半洄游性鱼类也逐渐减少

（尽管鲢、鳙等依靠人工放流维持在一定种群数量），４）目前的鱼类物种组成中，除人工放养的“四大家鱼”
以外，绝大多数现存种均为小型鱼类［１０］ ． 究其原因，主要是因为人类破坏了鱼类的栖息地、产卵场和育肥场

及人类对渔业资源的过度捕捞［１１］ ，此外太湖城镇化发展、土地利用方式变化等对流域内水环境造成极大的

干扰，造成流域内水质恶化直接影响水生生物的生存［１２⁃１３］ ．
截至目前，有关太湖流域的鱼类调查研究多局限于太湖湖区［９⁃１０，１４］或者太湖支流或局部河段［１５⁃１６］ ，有关

全流域河流鱼类物种组成及其数量的时空分布格局尚未见报道． 基于 ２０１３ 年 １０ 月、２０１４ 年 ５ 月对全流域

５７ 个河道样点的调查数据，本文研究太湖流域鱼类群落的时空分布规律，着重解析生态分区、水系间鱼类群

落的空间变化及其季节动态，为太湖流域的水生态学研究积累基础资料，也为其鱼类多样性的保护及其资

源的合理利用提供科学依据．

１ 材料与方法

１．１ 调查样点设置

本研究共设置 ５７ 个调查河段，覆盖在研究区域内各一级和二级生态分区（太湖湖区除外） ［４，１７］ 及不同

水系［３，６］之间（图 １）． 在野外调查过程中，根据可抵达性、可操作性及避开明显人为干扰等原则，选取各调查

河段的具体采集样点． ５７ 个调查样点，２ 个一级生态分区的样点数分别为 ２１ 个（西部丘陵河流水生态区，Ｉ１
区）和 ３６ 个（东部平原河流湖泊水生态区，Ｉ２ 区），４ 个二级生态分区的样点数分别为 １０ 个（湖西丘陵森林

农田交错河源生境水生态亚区，ＩＩ１ 亚区）、１１ 个（浙西山区森林河源生境水生态亚区，ＩＩ２ 亚区）、２３ 个（沪苏

嘉农田河网生境水生态亚区，ＩＩ３ 亚区）和 １３ 个（武锡虞农田河网生境水生态亚区，ＩＩ４ 亚区）；此外，流域内 ５
个水系间的样点分布情况为：洮滆水系 ７ 个样点、南河水系 ６ 个样点、苕溪水系 １５ 个样点、黄浦江水系 ２０ 个

样点、沿江水系 ９ 个样点（图 １）．
１．２ 鱼类标本采集

２０１３ 年 １０ 月、２０１４ 年 ５ 月对样点进行采样． 调查渔具视样点水深来选择，可涉水水域（水深不足 １ ｍ），
采用背式电鱼器（电瓶：２０ Ａ，１２ Ｖ；电鱼器：３０００ Ｗ）直接涉水取样；不可涉水区域（水深超过 １ ｍ），采用船

运电捕器（电瓶：１００ Ａ，１２ Ｖ；电鱼器：３２０００ Ｗ）并借助皮筏艇进行取样． 每个样点取样时间约 ３０ ｍｉｎ，采样

河长 １００ ｍ，以尽可能确保不同样点间数据的可比性． 在新鲜状态下对鱼类的分类地位进行现场鉴定，统计

并记录渔获物的物种组成、物种数和个体数，疑难种以 ８％福尔马林溶液固定后带回实验室进一步鉴定．
１．３ 统计分析

根据特定物种的出现频率（Ｆ）和相对多度（Ｐ）来确定该物种的常见性和优势度，Ｆ 和 Ｐ 的计算公式分

别为：
Ｆｉ ＝Ｓｉ ／ Ｓ×１００％ （１）
Ｐｉ ＝Ｎｉ ／ Ｎ×１００％ （２）

式中，Ｓｉ为 ｉ 物种的出现样点数，Ｓ 为所有样点总数，Ｎｉ为 ｉ 物种的个体数，Ｎ 为所有渔获物个体总数． 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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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０％的鱼类物种为常见种，Ｆ＜１０％ 的鱼类物种为稀有种，介于两者之间的鱼类物种为偶见种；Ｐ≥１０％ 属优

势种，Ｐ＜１０％属非优势种［１８］ ． 进一步，根据 Ｆ 和 Ｐ 计算每个物种的相对重要性（ ＩＲＩ），公式为：
ＩＲＩｉ ＝Ｐｉ·Ｆｉ （３）

除了以样点的物种数和个体数反映样点的物种多样性以外，还计算出样点鱼类的香农威纳指数（Ｈ′）：
Ｈ′＝ －∑Ｐｉ·ｌｏｇ２Ｐｉ （４）

图 １ 太湖流域鱼类调查样点示意（Ｉ 和 ＩＩ 分别代表一级和二级生态分区，１～４ 分别代表各分区编号）
Ｆｉｇ．１ Ｆｉｓｈ ｓａｍｐｌｉｎｇ ｓｉｔｅｓ ｗｉｔｈｉｎ Ｔａｉｈｕ Ｂａｓｉｎ

（Ｉ ａｎｄ ＩＩ 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ｅｄ ｔｈｅ ｅｃｏｒｅｇｉｏｎｓ ｄｅｆｉｎｅｄ ａｔ ｌｅｖｅｌ Ｉ ａｎｄ ｌｅｖｅｌ ＩＩ， ｒｅ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ｌｙ；
１～４ 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ｅｄ ｔｈｅ ｃｏｄｅｓ ｏｆ ｅａｃｈ ｅｃｏｒｅｇｉｏｎ ａｔ ｌｅｖｅｌ Ｉ ｏｒ ＩＩ）

运用多因素方差分析（Ｍｕｌｔｉ⁃ｗａｙ ＡＮＯＶＡ），检验生态分区、水系与季节对鱼类多样性的影响，包括物种

数、个体数和 Ｈ′． 为满足正态性和方差齐性，对全部变量数据进行了 ｌｇ（ｘ＋１）转换． 因鱼类多样性存在不同

水系间及不同二级生态分区间的显著差异，进一步分别使用 ＳＮＫ（Ｓｔｕｄｅｎｔ⁃Ｎｅｗｍａｎ⁃Ｋｅｕｌｓ）多重比较解析水系

间及二级生态分区间的鱼类多样性变化． 数据分析在 ＳＰＳＳ １９．０ 软件下完成，视 Ｐ＜０．０５ 为显著性水平．
基于 Ｂｒａｙ⁃Ｃｕｒｔｉｓ 相似性系数构建关于鱼类数量的群落结构的相似性矩阵，运用双因素交叉相似性分析

（Ｔｗｏ⁃ｗａｙ ＡＮＯＳＩＭ）检验水系和时间对鱼类群落结构的影响，运用单因素相似性分析（Ｏｎｅ⁃ｗａｙ ＡＮＯＳＩＭ）分
别解析一级生态分区间与二级生态分区间鱼类群落结构的差异，视 Ｐ 值（＜０．０５）确定群落结构差异显著性，
视 Ｒ 值确定鱼类群落的分离程度：Ｒ＞０．７５，群落完全分离；０．５＜Ｒ≤０．７５，群落少量重叠但仍明显分离；０．２５＜
Ｒ≤０．５，群落存在明显重叠但仍部分分离；Ｒ≤０．２５，群落重叠明显几乎不可分． 运用相似性百分比分析（ ｓｉｍ⁃
ｉｌａｒｉｔｙ ｐｅｒｃｅｎｔａｇｅｓ，ＳＩＭＰＥＲ）分别检验维持群内相似性的关键贡献物种与维持群间不相似性的关键物种． 为

减低极端数据的负面影响，全部数据经 ｌｇ（ｘ＋１）转换后用于分析． 数据分析在 ＰＲＩＭＥＲ ５．０ 软件下完成．

２ 结果

２．１ 渔获物概况

共采集鱼类标本 ５０５１ 尾，计 ４６ 种，隶属于 ８ 目、１４ 科，其中鲤科鱼类 ２６ 种，占全部物种数的 ５７％ ，鲤科

鱼类共 ４１４２ 尾，占总数量的 ８２％ ． 总体上，鲫、 、似鳊和麦穗鱼的出现频率大于 ４０％ ，属研究区域内的常见

种；斑条鱊、彩石鳑鲏、子陵吻虾虎鱼、棒花鱼、红鳍原鲌、中华沙塘鳢、鲤、食蚊鱼和寡鳞飘鱼出现频率介于



１３７４　 Ｊ． Ｌａｋｅ Ｓｃｉ．（湖泊科学），２０１６，２８（６）

１０％ ～４０％之间，属于偶见种；另外 ３２ 种鱼类的出现频率均低于 １０％ ． 相对多度除宽鳍鱲、中华青鳉、泥鳅外

均较低（不足 １％ ），属稀有种． 根据相对重要性指数，鲫和 的重要值指数超过 １０００，似鳊超过 ５００，均为研

究区域内的优势种；而斑条鱊、麦穗鱼、彩石鳑鲏、子陵吻虾虎鱼的重要值指数也都大于 １００，为研究区域内

的相对优势种（表 １）． 此外，嵊县小鳔鮈、马口鱼、圆尾斗鱼、司氏魚央、大银鱼、间下鱵仅在 １０ 月份采集到，北
鳅、达氏鲌、切尾拟鲿、白边拟鲿仅在 ５ 月份采到． ５ 月和 １０ 月各采集鱼类 ３７ 种和 ４３ 种，其中 ３４ 种在 ２ 个季

节均采集到．
２．２ 鱼类多样性

运用多因素方差分析解析季节、水系、一级和二级生态分区对鱼类多样性的影响，结果显示，鱼类的物

种数、个体数和 Ｈ′值的季节变化显著（Ｐ＜０．０５）（表 ２），其中 １０ 月份的鱼类多样性（物种数为 ６．８２±２．４０ 种；
个体数为 ５６．３７±４６．２３ 尾；Ｈ′值为 １．９６±０．５５）均显著高于 ５ 月份（物种数为 ５．２２±４．０３ 种；个体数为 ３２．３０±
２７．５９ 尾；Ｈ′值为 １．４６±０．７３）（Ｐ＜０．０５） ． 就鱼类多样性的空间变化而言，物种数、个体数和 Ｈ′值在不同水系

间均存在显著差异（Ｐ＜０．０５）；二级生态分区间的物种数和个体数均呈显著差异（Ｐ＜０．０５），Ｈ′值无显著差异

（Ｐ＞０．０５）；但一级生态分区对鱼类多样性无显著影响（Ｐ＞０．０５） （表 ２）． 此外，季节、水系、一级和二级生态

分区对鱼类物种数、个体数和 Ｈ′值均无显著性交互影响（Ｐ＞０．０５） ．
进一步，运用 ＳＮＫ（Ｓｔｕｄｅｎｔ⁃Ｎｅｗｍａｎ⁃Ｋｅｕｌｓ）检验进行多重比较检验不同水系及不同二级生态分区间的鱼

类多样性的差异，结果显示，沿江和洮滆水系的鱼类物种数显著低于南河和苕溪水系（Ｐ＜０．０５），黄浦江水系

则居中；洮滆水系的鱼类个体数显著低于黄浦江、南河和苕溪水系（Ｐ＜０．０５）；Ｈ′值的显著性变化仅出现于沿

江水系与南河水系间，后者显著大于前者（Ｐ＜０．０５）（表 ３）． 就 ４ 个二级生态分区的鱼类物种数和个体数而

言，其显著性变化主要表现为：物种数在 ＩＩ２ 和 ＩＩ３ 亚区显著高于 ＩＩ４ 亚区（Ｐ＜０．０５），而个体数在 ＩＩ３ 亚区显

著高于 ＩＩ４ 亚区（Ｐ＜０．０５）；而西部丘陵河流水生态区（一级分区）的 ２ 个二级生态亚区 ＩＩ１ 和 ＩＩ２ 间的鱼类多

样性无显著差异（Ｐ＞０．０５） ．
２．３ 鱼类群落结构

运用相似性分析（ＡＮＯＳＩＭ）解析季节、水系、一级和二级生态分区对鱼类群落结构的影响，结果显示，不
同季节、水系、一级和二级生态分区间的鱼类群落结构均存在显著差异（Ｐ＜０．０５）；不同季节间群落结构的分

离程度较低（Ｇｌｏｂａｌ Ｒ＝ ０．０４），不同一级（Ｇｌｏｂａｌ Ｒ＝ ０．２４）和二级生态分区（Ｇｌｏｂａｌ Ｒ ＝ ０．２０）间的分离程度相

对较高，而不同河流间的分离程度居中（Ｇｌｏｂａｌ Ｒ＝ ０．１６） ．
５ 个水系间群落结构的两两比较结果显示，黄浦江水系的鱼类群落与洮滆、苕溪和沿江 ３ 个水系均存在

显著差异（Ｐ＜０．０５），而苕溪与沿江水系间的群落结构也呈显著差异（Ｐ＜０．０５）；由 Ｒ 值可见，黄埔江水系鱼

类与洮滆和苕溪水系的分离程度相对较高（Ｒ＞０．２５），而其他两两水系间的群落结构分离程度较低（Ｒ＜
０．２５）（表 ４）． 就 ４ 个二级生态分区而言，其鱼类群落结构差异仅见于隶属不同一级生态分区的二级生态分

区之间，即：ＩＩ１ 亚区与 ＩＩ３、ＩＩ４ 亚区之间，以及 ＩＩ２ 亚区与 ＩＩ３、ＩＩ４ 亚区之间（Ｐ＜０．０５），但相同一级生态分区的

二级生态亚区间（ＩＩ１ 与 ＩＩ２ 亚区、ＩＩ３ 与 ＩＩ４ 亚区）的鱼类群落无显著差异（Ｐ＞０．０５）（表 ５）．
考虑到生态分区层次上鱼类群落结构的差异主要发生在不同一级生态分区之间，运用相似性百分比分

析仅解析了 Ｉ 级生态分区和 ＩＩ 级生态分区间群落结构差异的贡献物种（累计贡献率达 ９０％的关键物种），结
果显示， 、鲫和似鳊 ３ 种鱼类的多度变化（在 Ｉ 级生态区中具有更高多度）的贡献率分别达到 １０％ 以上，是
造成 ２ 个一级生态分区间结构差异的主要贡献物种，此外，宽鳍鱲和尖头鱥仅出现于生态分区 Ｉ，青鳉的多

度在生态分区 Ｉ 是生态分区 ＩＩ 的 １００ 倍以上，中华沙塘鳢和子陵吻虾虎鱼在 Ｉ 区的多度也高于 ＩＩ 区的 １０ 倍

左右，但是，寡鳞飘鱼、食蚊鱼和短颌鲚在 ＩＩ 区的多度更大，超出 Ｉ 区的数十倍（表 ６）．

３ 讨论

与湖泊、水库等静水系统不同，河流系统的水文、水位等条件受季节性干旱和洪涝的影响，因而具有更

高的季节动态［１９］ ，这必然会对局域鱼类群落的物种组成及其数量产生重要影响［２０⁃２１］ ． 此外，鱼类自身的周

期性生活史事件（繁殖、洄游、死亡等）也影响着局域鱼类群落结构及其多样性，如：繁殖活动可引起大量补

充群体的增加、洄游鱼类的周期性栖息地转化可引起局域鱼类群落组成的变化等［２２⁃２４］ ． 本研究结果显示，１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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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１ 太湖流域鱼类的物种组成、Ｐ、Ｆ 和 ＩＲＩ
Ｔａｂ．１ Ｓｐｅｃｉｅｓ 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ｆｒｅｑｕｅｎｃｙ ｏｆ ｏｃｃｕｒｒｅｎｃｅ， ｒｅｌａｔｉｖｅ ａｂｕｎｄａｎｃｅ ａｎｄ ｉｎｄｅｘ ｏｆ

ｒｅｌａｔｉｖｅ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ｃｅ ｏｆ ｆｉｓｈ ｃｏｌｌｅｃｔｅｄ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Ｔａｉｈｕ Ｂａｓｉｎ

目 科 种 Ｐ ／ ％ Ｆ ／ ％ ＩＲＩ

鲤形目 Ｃｙｐｒｉｎｉｆｏｒｍｅｓ 鲤科 Ｃｙｐｒｉｎｉｄａｅ 翘嘴鲌 Ｃｕｌｔｅｒ ｉｌｉｓｈａｅｆｏｒｍｉｓ ０．３０ ７．８９ ２．３７
达氏鲌 Ｃ． ｄａｂｒｙｉ ０．１０ ３．５１ ０．３５
短须鱊 Ａｃｈｅｉｌｏｇｎａｔｈｕｓ ｂａｒｂａｔｕｌｕｓ ０．５７ ５．２６ ２．９９
斑条鱊 Ａ． ｔａｅｎｉａｎａｌｉｓ ６．２８ ３８．６０ ２４２．４１
鲤 Ｃｙｐｒｉｎｕｓ ｃａｒｐｉｏ ０．７７ １６．６７ １２．８４
鲫 Ｃａｒａｓｓｉｕｓ ａｕｒａｔｕｓ １７．５８ ７６．３２ １３４１．７１

Ｈｅｍｉｃｕｌｔｅｒ ｌｅｕｃｉｓｃｕｌｕｓ １６．８７ ６５．７９ １１０９．８８
红鳍原鲌 Ｃｕｌｔｒｉｃｈｔｈｙｓ ｅｒｙｔｈｒｏｐｔｅｒｕｓ １．７４ ２３．６８ ４１．２０
福建小鳔鮈 Ｍｉｃｒｏｐｈｙｓｏｇｏｂｉｏ ｆｕｋｉｅｎｓｉｓ ０．１２ ３．５１ ０．４２
嵊县小鳔鮈 Ｍ． ｃｈｅｎｇｓｉｅｎｓｉｓ ０．０２ ０．８８ ０．０２
黑鳍鳈 Ｓａｒｃｏｃｈｅｉｌｉｃｈｔｈｙｓ ｎｉｇｒｉｐｉｎｎｉｓ ０．３０ ８．７７ ２．６３
华鳈 Ｓ． ｓｉｎｅｎｓｉｓ ０．０２ ０．８８ ０．０２
彩副鱊 Ｐａｒａｃｈｅｉｌｏｇｎａｔｈｕｓ ｉｍｂｅｒｂｉｓ ０．６１ ４．３９ ２．６８
麦穗鱼 Ｐｓｅｕｄｏｒａｓｂｏｒａ ｐａｒｖａ ３．０３ ４２．１１ １２７．５９
似鳊 Ｐｓｅｕｄｏｂｒａｍａ ｓｉｍｏｎｉ １４．３１ ５３．５１ ７６５．７３
棒花鱼 Ａｂｂｏｔｔｉｎａ ｒｉｖｕｌａｒｉｓ ３．３１ ２８．９５ ９５．８２
宽鳍鱲 Ｚａｃｃｏ ｐｌａｔｙｐｕｓ ３．２５ ４．３９ １４．２７
马口鱼 Ｏｐｓａｒｉｉｃｈｔｈｙｓ ｂｉｄｅｎｓ ０．０８ １．７５ ０．１４
彩石鰟鮍 Ｒｈｏｄｅｕｓ ｌｉｇｈｔｉ ８．９９ ３３．３３ ２９９．６４
尖头鱥 Ｐｈｏｘｉｎｕｓ ｏｘｙｃｅｐｈａｌｕｓ ０．５１ ５．２６ ２．６８
银鮈 Ｓｑｕａｌｉｄｕｓ ａｒｇｅｎｔａｔｕｓ ０．０６ ２．６３ ０．１６
寡鳞飘鱼 Ｐｓｅｕｄｏｌａｕｂｕｃａ ｅｎｇｒａｕｌｉｓ ２．８５ １０．５３ ３０．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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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２ 基于多因素方差分析检验季节、水系、一级和二级生态分区间鱼类多样性的变化

Ｔａｂ．２ 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ｓ ｉｎ ｆｉｓｈ ｓｐｅｃｉｅｓ 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ａｃｒｏｓｓ ｓｅａｓｏｎｓ，
ｓｕｂ⁃ｂａｓｉｎｓ ａｎｄ ｅｃｏｒｅｇｉｏｎｓ ａｔ ｌｅｖｅｌ Ｉ， ＩＩ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Ｍｕｌｔｉ⁃ｗａｙ ＡＮＯＶＡ

物种数 个体数 Ｈ′值

季节 ７．９４∗∗ ６．６０∗ １７．１９∗∗

水系 ４．０４∗∗ ２．９８∗ ３．６１∗∗

一级生态分区 ０．３５ ２．００ ２．０９
二级生态分区 ３．８８∗ ２．７２∗ １．４１

∗表中的数值代表 Ｆ 值；∗和∗∗分别代表 Ｐ＜０．０５ 和 Ｐ＜０．０１．

表 ３ 太湖流域 ５ 个水系间鱼类物种数、个体数和 Ｈ′值的变化

Ｔａｂ．３ 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ｆｉｓｈ ｓｐｅｃｉｅｓ ｒｉｃｈｎｅｓｓ， ａｂｕｎｄａｎｃｅ ａｎｄ Ｈ′ ａｍｏｎｇ ｆｉｖｅ ｓｕｂｂａｓｉｎｓ ｏｆ Ｔａｉｈｕ Ｂａｓｉｎ

水系 物种数（种） 个体数 ／ 尾 Ｈ′值

洮滆水系 ４．２０±２．２０ａ ２１．１０±１６．７１ａ １．５１±０．７８ａｂ

南河水系 ６．６７±１．５６ｂ ４２．６７±２７．１６ｂ ２．０２±０．３９ａ

苕溪水系 ７．２０±６．４４ｂ ４６．１３±３５．６８ｂ １．７９±０．６７ａｂ

黄埔江水系 ６．２３±２．６１ａｂ ５０．５０±４１．９８ｂ １．７８±０．６７ａｂ

沿江水系 ４．１７±２．４６ａ ４０．２８±５３．１２ａｂ １．３１±０．７５ｂ

∗同一列中的不同小写字母代表差异显著（Ｐ＜０．０５） ．

表 ４ 基于相似性分析检验 ５ 个水系间鱼类群落结构的空间变化

Ｔａｂ．４ 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ｓ ｉｎ ｆｉｓｈ ａｓｓｅｍｂｌａｇｅ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ｓ ａｃｒｏｓｓ ｆｉｖｅ ｓｕｂｂａｓｉｎｓ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ＡＮＯＳＩＭ

水系 洮滆水系 南河水系 苕溪水系 黄埔江水系 沿江水系

洮滆水系 ０．０８ －０．０１ ０．３１ ０．０５
南河水系 ｎｓ －０．１２ －０．０５ ０．０６
苕溪水系 ｎｓ ｎｓ ０．２６ ０．１２
黄埔江水系 ∗∗ ｎｓ ∗∗ ０．２１
沿江水系 ｎｓ ｎｓ ∗ ∗∗

∗右上侧为 Ｒ 值，左下角为 Ｐ 值；ｎｓ、∗和∗∗分别代表 Ｐ＞０．０５、Ｐ＜０．０５ 和 Ｐ＜０．０１．

表 ５ 基于相似性分析检验 ４ 个二级生态
分区间鱼类群落结构的空间变化

Ｔａｂ．５ 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ｓ ｉｎ ｆｉｓｈ ａｓｓｅｍｂｌａｇｅ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ｓ ａｃｒｏｓｓ
ｆｏｕｒ ｅｃｏｒｅｇｉｏｎｓ ａｔ ｌｅｖｅｌ ＩＩ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ＡＮＯＳＩＭ

二级生态分区 ＩＩ１ 亚区 ＩＩ２ 亚区 ＩＩ４ 亚区 ＩＩ３ 亚区

ＩＩ１ 亚区 ０．０５ ０．１７ ０．１５
ＩＩ２ 亚区 ｎｓ ０．３５ ０．２３
ＩＩ４ 亚区 ∗ ∗∗ ０．０９
ＩＩ３ 亚区 ∗∗ ∗∗ ｎｓ

∗右上侧为 Ｒ 值，左下角为 Ｐ 值；ｎｓ、∗和∗∗分别代表 Ｐ＞０．０５、Ｐ＜
０．０５ 和 Ｐ＜０．０１．

月份的太湖流域河流鱼类物种数、个体数及

Ｈ′值都显著高于 ５ 月份． 因研究区域内绝大

多数鱼类的繁殖活动集中在春、夏季，因此 ５
月和 １０ 月分别代表研究区域内绝大多数鱼

类的繁殖期和非繁殖期，那么相对于 ５ 月而

言，１０ 月有大量的当年生补充群体加入，这
导致 １０ 月鱼类多样性的显著性上升． 朱仁

等［２４］基于全年对黄山殷溪河（与太湖流域一

致，同属我国亚热带季风气候区）的鱼类调查

数据，观察到鱼类多样性的显著下降现象发

生在 １１ 月，并认为其主要与冬季低温（水温

接近 ４℃）、资源贫乏有关． 因此，鱼类自身潜

在的繁殖期群体补充及越冬死亡现象，可解释本研究结果中鱼类多样性的显著性季节变化；进一步，鱼类多

样性的季节变化导致了鱼类群落结构的季节动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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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６ 基于相似性百分比分析解析 Ｉ１ 与 Ｉ２ 生态区鱼类群落结构差异的关键物种

Ｔａｂ．６ Ｔｈｅ ｓｐｅｃｉｅｓ ｃｏｎｔｒｉｂｕｔｉｎｇ ｔｈｅ ｄｉｓｓｉｍｉｌａｒｉｔｙ ｉｎ ｆｉｓｈ ａｓｓｅｍｂｌａｇｅ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ｓ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ｔｗｏ Ｉ⁃ｅｃｏｒｅｇｉｏｎｓ

关键物种
平均多度

Ｉ１ 生态区 Ｉ２ 生态区
平均不相似性

贡献率 ／
％

累积
贡献率 ／ ％

５．１５ ９．５０ ７．８９ １０．８８ １０．８８
似鳊 ６．０３ ６．９７ ７．８６ １０．８４ ２１．７２
鲫 ６．１３ ９．３８ ７．５１ １０．３６ ３２．０８
子陵吻虾虎鱼＃ ８．５３ １．０６ ６．４１ ８．８５ ４０．９３
彩石鳑鲏 ３．２５ ４．７６ ４．９１ ６．７７ ４７．７０
斑条鱊 ０．９８ ４．０９ ４．７６ ６．５６ ５４．２６
麦穗鱼 １．１３ １．５９ ３．７５ ５．１８ ５９．４３
棒花鱼＃ １．６３ １．５０ ３．５１ ４．８４ ６４．２８
中华沙塘鳢＃ ２．１０ ０．１６ ３．４３ ４．７３ ６９．００
宽鳍鱲＃ ４．３３ ０ ２．４５ ３．３９ ７２．３９
红鳍原鲌 ０．４３ １．０４ ２．３４ ３．２３ ７５．６２
食蚊鱼 ０．０４ ２．４４ ２．３０ ３．１７ ７８．７９
泥鳅＃ １．８３ ０．５１ １．８６ ２．５７ ８１．３６
寡鳞飘鱼 ０．０２ ２．１０ １．６７ ２．３０ ８３．６６
中华青鳉＃ ２．１３ ０．０１ １．６２ ２．２３ ８５．８９
鲤 ０．０３ ０．５６ １．４７ ２．０３ ８７．９２
尖头鱥＃ ０．５０ ０ １．０７ １．４７ ８９．４０
短颌鲚 ０．０５ ０．２６ ０．７６ １．０５ ９０．４４

＃所示物种在 Ｉ１ 生态区具有更高多度．

因人类居住密度、土地利用强度等对水体理化环境及水质的影响，目前太湖流域五大水系间的水质条

件不同：李娟英等［６］经研究发现，太湖流域西部丘陵地带的苕溪和南河水质较好，处于中度富营养化水平，
而其他水系则处于重度富营养化水平；吴召仕等［３］ 的研究结果进一步表明，沿江水系的营养水平最高且污

染最严重，而苕溪水系的营养水平最低且水质最好． 考虑到水体污染对河流鱼类物种组成及其数量的潜在

影响［２５］ ，这可能是本研究观察到的太湖流域不同水系间鱼类物种多样性的差异———沿江水系和洮滆水系的

鱼类多样性偏低，黄浦江水系居中，而南河水系和苕溪水系偏高的原因；此外，就鱼类群落结构而言，沿江和

苕溪水系间鱼类群落也存在显著性差异．黄浦江水系的鱼类群落同其他四大水系的差异较大，显著差异于苕

溪、洮滆和沿江水系的鱼类群落结构． 太湖流域的五大水系中，以苕溪、南河和洮滆水系为太湖上游的入湖

水系，而黄浦江和沿江水系为其下游的出湖水系；同沿江水系的入江口全部被建闸控制不同，黄浦江是太湖

流域目前唯一的敞口入江水系［２６⁃３０］ ． 已有研究表明，在流域生态系统中，不同河段或不同支流由于所处流域

内空间位置上的差异，即使其非生物环境条件较为一致，但其生物环境因子及其生态过程往往存在差异，这
将导致这些河段或支流具有不同的鱼类群落结构［３１⁃３２］ ． 因黄浦江下游与长江干流直接相通，潜在的下游生

态过程可能对黄浦江鱼类群落施加重要影响，因而导致黄浦江水系与其他水系鱼类群落结构的差异．
河流鱼类的物种组成及其数量的空间分布，不仅取决于河道内的水文条件、理化环境及栖息地特征等，

还受整个集水区的地形地貌、景观特征等影响［３２⁃３５］ ，究其原因，是因为集水区的景观特征可影响溪流水源的

补给，营养、矿物质和沉积物等的输入，进而影响溪流生态系统的水流流态、营养水平、水热状况、沉积和冲

刷作用过程［３４，３６］ ． 流域的水生态分区往往是根据陆地的地形地貌、土地利用 ／ 覆盖等景观特征构建而

成［３６⁃３７］ ，因而已有很多研究发现河流鱼类群落的空间分布同水生态分区间存在密切关联，这反映了流域集

水区陆地景观特征对鱼类群落的影响［３８⁃４０］ ． 在本研究区域内，根据海拔和河网密度等数据可将太湖流域分

为 ２ 个一级水生态分区，即西部的丘陵河流生态区与动物的平原河流湖泊生态区［４］ ；进一步，Ｇａｏ 等［１７］ 还根

据太湖流域的土地利用 ／ 覆盖类型及其强度，将太湖流域分为 ５ 个二级生态亚区（含太湖湖区这一生态亚

区）．在一级生态分区空间尺度上，尽管河流鱼类的物种多样性无显著的空间变化，但其鱼类群落结构差异



１３７８　 Ｊ． Ｌａｋｅ Ｓｃｉ．（湖泊科学），２０１６，２８（６）

显著，该差异主要由区域内部分物种的分布和数量变化所引起，如 、鲫和似鳊等优势物种在东部平原河流

湖泊生态区有着更广泛的分布且数量更高，而宽鳍鱲和尖头鱥仅出现于西部丘陵河流生态区． 西部丘陵生

态区的海拔较高，其河流具有落差较大、水流较清急等特点［４］ ，因而适于宽鳍鱲等典型的急流性物种等分

布；尖头鱥作为受最近一次冰川的影响而在长江流域仍零星分布的一种孑遗种，常栖息于海拔较高、水温较

低的山涧溪流［４０⁃４１］ ． 相反，东部平原生态区的河流落差较小，水流较为缓和［４］ ，因而更适于 、鲫等缓流性或

静水性物种所分布． 本研究还发现，在二级生态分区空间尺度上，尽管鱼类群落结构及其多样性均存在显著

性空间变化，但其群落结构的显著差异仅出现于隶属不同一级生态分区的二级生态亚区间（即：相同一级生

态分区的二级生态亚区间的群落结构均无显著差异），而鱼类多样性的空间变化可发生于同属东部平原河

流湖泊生态区的 ＩＩ３ 亚区和 ＩＩ４ 亚区之间． 为何太湖流域鱼类物种组成（群落结构）与数量（多样性）对一级

和二级生态分区的响应不同呢？ 这可能是因为，不同类型的环境因素在影响河流鱼类群落中的相对重要

性，既取决于特定研究所选取的空间尺度大小［４１］ ，又受特定区域的环境要素特点所影响［３３］ ，甚至还视群落

特征变量（如物种组成、物种数等）而异［１８］ ．
综上表明，受河流周期性水文变化（丰水、枯水）及鱼类自身生活史事件（群体补充、越冬死亡）的影响，

太湖流域河流鱼类群落结构及其多样性具有显著性的季节动态． 不同水系的水体环境及水质条件存在差

异，且不同水系在流域网络中所处的空间位置及其同长江干流的连通性不同，这造成了五大水系间的河流

鱼类群落的空间变化． 不同水生态分区的地形地貌、海拔、土地利用 ／ 覆盖类型及其强度存在差异，因而河流

鱼类群落的空间分布与水生态分区存在密切关联． 进一步表明，太湖流域河流鱼类物种多样性的空间分布，
主要取决于水体环境和集水区土地利用 ／ 盖度（太湖流域二级生态分区的依据）的作用，而鱼类群落结构的

空间分布则主要受流域网络的空间过程（如黄浦江作为唯一连通长江干流的水系，其鱼类群落结构与其他

水系的不同）以及地形地貌和海拔（一级生态分区的依据）的联合影响．

４ 参考文献

［ １ ］　 Ｘｉｅ Ｈｏｎｇｂｉｎ， Ｙｕ Ｘｉａｏｇａｎ， Ｚｈａｎｇ Ｙｕｎｌｉｎ． Ｐｒｅｌｉｍｉｎａｒｙ ｓｔｕｄｙ ｏｎ ｔｈｅ ｃｏｉｎｃｉｄｅｎ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ｗａｔｅｒ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ｈｕｍａｎ ａｃｔｉｖｉｔｙ ｉｎ Ｔａｉｈｕ Ｌａｋｅ Ｂａｓｉｎ．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ａｎｄ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ｉｎ ｔｈｅ Ｙａｎｇｔｚｅ Ｂａｓｉｎ， ２００１，１０（５）：３９３⁃４００（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ｗｉｔｈ Ｅｎｇｌｉｓｈ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 ［谢红彬， 虞孝感， 张运林． 太湖流域水环境演变与人类活动耦合关系． 长江流域资源与环

境， ２００１， １０（５）：３９３⁃４００．］
［ ２ ］ 　 Ｇａｏ Ｊｕｎｆｅｎｇ． Ｆｌｏｏｄ ｒｅｓｐｏｎｓｅ ｔｏ ｌａｎｄ ｕｓｅ ｃｈａｎｇｅ ｉｎ Ｔａｉｈｕ Ｌａｋｅ Ｂａｓｉｎ．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Ｎａｔｕｒａｌ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２００２， １７（２）： １５０⁃

１５６（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ｗｉｔｈ Ｅｎｇｌｉｓｈ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 ［高俊峰． 太湖流域土地利用变化及洪涝灾害响应． 自然资源学报， ２００２， １７
（２）： １５０⁃１５６．］

［ ３ ］ 　 Ｗｕ Ｚｈａｏｓｈｉ， Ｃａｉ Ｙｏｎｇｊｉｕ， Ｃｈｅｎ Ｙｕｗｅｉ ｅｔ ａｌ． Ａｓｓｅｍｂｌａｇｅ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ｉｎｖｅｓｔｉｇ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ｍａｃｒｏｚｏｏｂｅｎｔｈｏｓ ａｎｄ ｗａｔｅｒ ｑｕａｌｉｔｙ ｂｉｏ⁃
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 ｏｆ ｔｈｅ ｍａｉｎ ｒｉｖｅｒ ｓｙｓｔｅｍｓ ｉｎ Ｔａｉｈｕ Ｂａｓｉｎ． Ｊ Ｌａｋｅ Ｓｃｉ， ２０１１， ２３（５）： ６８６⁃６９４（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ｗｉｔｈ Ｅｎｇｌｉｓｈ ａｂ⁃
ｓｔｒａｃｔ） ． ＤＯＩ：１０．１８３０７ ／ ２０１１．０５０４．［吴召仕， 蔡永久， 陈宇炜等． 太湖流域主要河流大型底栖动物群落结构及水质

生物学评价． 湖泊科学， ２０１１， ２３（５）： ６８６⁃６９４．］
［ ４ ］ 　 Ｇａｏ Ｙｏｎｇｎｉａｎ， Ｇａｏ Ｊｕｎｆｅｎｇ． Ｄｅｌｉｎｅ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ａｑｕａｔｉｃ ｅｃｏｒｅｇｉｏｎｓ ｉｎ Ｔａｉｈｕ ｌａｋｅ ｂａｓｉｎ． 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ｉｃａｌ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２０１０， ２９（１）：

１１１⁃１１７（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ｗｉｔｈ Ｅｎｇｌｉｓｈ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高永年， 高俊峰． 太湖流域水生态功能分区． 地理研究， ２０１０， ２９（１）：
１１１⁃１１７．］

［ ５ ］ 　 Ｃｕｉ Ｇｕａｎｇｂａｉ， Ｃｈｅｎ Ｘｉｎｇ， Ｙｕ Ｚｈｏｎｇｂｏ．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ｏｎ ｔｈｅ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 ｏｆ ｅｕｔｒｏｐｈｉｃａｔｉｏｎ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ｉｎ Ｔａｉｈｕ Ｂａｓｉｎ． Ｓｃｉｅｎｃｅｐａｐｅｒ
Ｏｎｌｉｎｅ， ２００７， ２（６）： ４２４⁃４２９（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ｗｉｔｈ Ｅｎｇｌｉｓｈ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 ［崔广柏， 陈星， 余钟波． 太湖流域富营养化控制机

理研究． 中国科技论文， ２００７， ２（６）： ４２４⁃４２９．］
［ ６ ］ 　 Ｌｉ Ｊｕａｎｙｉｎｇ， Ｃａｏ Ｈｏｎｇｙｕ， Ｃｕｉ Ｙｕ ｅｔ ａｌ． Ｗａｔｅｒ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ａｎｄ ｅｕｔｒｏｐｈｉｃａｔｉｏｎ 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 ｏｎ

ｌａｋｅｓ ｉｎ Ｔａｉｈｕ Ｂａｓｉｎ．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Ｈｙｄｒｏｅｃｏｌｏｇｙ， ２０１２， ３３： ７⁃１３（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ｗｉｔｈ Ｅｎｇｌｉｓｈ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李娟英， 曹宏宇， 崔

昱等． 太湖流域主要水系水环境特征分析与富营养化评价． 水生态学杂志， ２０１２， ３３： ７⁃１３．］
［ ７ ］ 　 Ｇｕ Ｑｉｎｇｙｉ， Ｑｉｕ Ｑｉａｎｒｕ． Ｔｈｅ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ｏｆ ｔｈｅ ｆｉｓｈ ｆａｕｎａ ｉｎ Ｔａｉｈｕ Ｌａｋｅ ａｎｄ ｄｉｓｃｕｓｓ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ａｄｊｕｓｔ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ｔｒａｎｓｆｏｒ⁃

ｍａｔｉｏｎ．Ｆｒｅｓｈｗａｔｅｒ Ｆｉｓｈｅｒｉｅｓ， １９７８，（６）：３３⁃３７（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ｗｉｔｈ Ｅｎｇｌｉｓｈ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谷庆义， 仇潜如． 太湖鱼类区系的

特点及其改造和调整的探讨． 淡水渔业， １９７８，（６）： ３３⁃３７．］
［ ８ ］ 　 Ｎｉ Ｙｏｎｇ， Ｚｈｕ Ｄｅｑｕａｎ ｅｄｓ． Ｔｈｅ ｆｉｓｈｅｓ ｏｆ ｔｈｅ Ｔａｉｈｕ Ｌａｋｅ． Ｓｈａｎｇｈａｉ： Ｓｈａｎｇｈａｉ Ｓｃｉｅｎｔｉｆｉｃ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Ｐｒｅｓｓ， ２００５（ｉｎ Ｃｈｉ⁃



李其芳等：太湖流域河流鱼类群落的时空分布 １３７９　

ｎｅｓｅ） ．［倪勇， 朱德全． 太湖鱼类志． 上海： 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２００５．］
［ ９ ］ 　 Ｚｈｕ Ｓｏｎｇｑｕａｎ． Ｉｃｈｔｈｙ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ｓｕｒｖｅｙ ｏｆ Ｌａｋｅ Ｔａｉｈｕ ｄｕｒｉｎｇ ２００２ ２００３． Ｊ Ｌａｋｅ Ｓｃｉ， ２００４， １６（２）： １２０⁃１２４（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ｗｉｔｈ Ｅｎｇｌｉｓｈ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 ＤＯＩ： １０．１８３０７ ／ ２００４．０２０４．［朱松泉． ２００２ ２００３ 年太湖鱼类学调查． 湖泊科学， ２００４， １６
（２）： １２０⁃１２４．］

［１０］ 　 Ｍａｏ Ｚｈｉｇａｎｇ， Ｇｕ Ｘｉａｏｈｏｎｇ， Ｚｅｎｇ Ｑｉｎｇｆｅｉ ｅｔ ａｌ． Ｓｔａｔｕｓ ａｎｄ ｃｈａｎｇｅｓ ｏｆ ｆｉｓｈｅｒｙ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２００９ ２０１０） ｉｎ Ｌａｋｅ Ｔａｉｈｕ ａｎｄ
ｔｈｅｉｒ ｒｅｓｐｏｎｓｅｓ ｔｏ ｗａｔｅｒ ｅｕｔｒｏｐｈｉｃａｔｉｏｎ． Ｊ Ｌａｋｅ Ｓｃｉ， ２０１１， ２３（６）： ９６７⁃９７３（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ｗｉｔｈ Ｅｎｇｌｉｓｈ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 ＤＯＩ：１０．
１８３０７ ／ ２０１１．０６２１．［毛志刚， 谷孝鸿， 曾庆飞等． 太湖渔业资源现状（２００９ ２０１０ 年）及与水体富营养化关系浅析．
湖泊科学， ２０１１， ２３（６）： ９６７⁃９７３．］

［１１］ 　 Ｓｕ Ｈａｉｌｅｉ， Ｗｕ Ｆｅｎｇｃｈａｎｇ， Ｌｉ Ｈｕｉｘｉａｎ ｅｔ ａｌ． Ａｑｕａｔｉｃ ｂｉｏｔａ ｏｆ Ｔａｉｈｕ Ｌａｋｅ ａｎｄ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 ｗｉｔｈ ｔｈｏｓｅ ｏｆ ｔｈｅ Ｎｏｒｔｈ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Ｇｒｅａｔ Ｌａｋｅｓ．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ｏｆ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 ２０１２， ２４（１２）： １３４６⁃１３５４（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ｗｉｔｈ Ｅｎｇｌｉｓｈ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苏海

磊， 吴丰昌， 李会仙等． 太湖生物区系研究及与北美五大湖的比较． 环境科学研究， ２０１２， ２４（１２）： １３４６⁃１３５４．］
［１２］ 　 Ｌｉｕ Ｚｈａｏｄｅ， Ｙｕ Ｘｉａｏｇａｎ， Ｗａｎｇ Ｚｈｉｘｉａｎ． Ｔｈｅ ｃｕｒｒｅｎｔ ｗａｔｅｒ ｐｏｌｌ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ａｉｈｕ ｄｒａｉｎａｇｅ ｂａｓｉｎ ａｎｄ ｔｈｅ ｎｅｗ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ｐｒｏ⁃

ｐｏｓａｌｓ．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Ｎａｔｕｒａｌ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２００３， １８（４）： ４６７⁃４７４（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ｗｉｔｈ Ｅｎｇｌｉｓｈ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 ［刘兆德， 虞孝感， 王

志宪． 太湖流域水环境污染现状与治理的新建议． 自然资源学报， ２００３， １８（４）： ４６７⁃４７４．］
［１３］ 　 Ｆａｎ Ｃｈｅｎｇｘｉｎ， Ｚｈｕ Ｙｕｘｉｎ， Ｊｉ Ｚｈｉｊｕｎ ｅｔ ａｌ．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ｏｆ ｔｈｅ ｐｏｌｌ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ｈｅａｖｙ ｍｅｔａｌｓ ｉｎ ｔｈｅ ｓｅｄｉｍｅｎｔｓ ｏｆ Ｙｉｌｉｈｅ Ｒｉｖｅｒ，

Ｔａｉｈｕ Ｂａｓｉｎ． Ｊ Ｌａｋｅ Ｓｃｉ， ２００２， １４（３）：：２３５⁃２４１（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ｗｉｔｈ Ｅｎｇｌｉｓｈ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 ＤＯＩ：１０．１８３０７ ／ ２００２．０３０７．［范成

新， 朱育新， 吉志军等． 太湖宜溧河水系沉积物的重金属污染特征． 湖泊科学， ２００２， １４（３）：２３５⁃２４１．］
［１４］ 　 Ｔａｎｇ Ｓｈｅｎｇｋａｉ， Ｚｈａｎｇ Ｔｏｎｇｑｉｎｇ， Ｓｈｅｎ Ｚｈｅｎｈｕａ ｅｔ ａｌ． Ｉｎｖｅｓｔｉｇａｔｅ ｏｆ ｔｈｅ ｆｉｓｈ ｆａｕｎａ ａｎｄ ｆｉｓｈ ｙｉｅｌｄ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ｉｎ Ｌａｋｅ Ｔａｉｈｕ．

Ｊｉａｎｇｓｕ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 ２０１０， （２）： ３７６⁃３７９（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ｗｉｔｈ Ｅｎｇｌｉｓｈ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 ［唐晟凯， 张彤晴， 沈振华等．
太湖鱼类学调查及渔获物分析． 江苏农业科学， ２０１０， （２）： ３７６⁃３７９．］

［１５］ 　 Ｃｈｅｎ Ｘｉａｏｈｕａ， Ｌｉ Ｘｉａｏｐｉｎｇ， Ｃｈｅｎｇ Ｘｉ． Ｓｐａｔｉａｌ⁃ｔｅｍｐｏｒａｌ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ｆｉｓｈ ａｓｓｅｍｂｌａｇｅｓ ｉｎ ｔｈｅ ｕｐｓｔｒｅａｍｓ ｏｆ Ｈｕａｎｇｐｕ Ｒｉｖｅｒ
ａｎｄ Ｓｕｚｈｏｕ Ｃｒｅｅｋ． Ｂｉｏ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Ｓｃｉｅｎｃｅ， ２００８， １６（２）： １９１⁃１９６（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ｗｉｔｈ Ｅｎｇｌｉｓｈ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 ［陈小华， 李小平，
程曦． 黄浦江和苏州河上游鱼类多样性组成的时空特征． 生物多样性， ２００８， １６（２）： １９１⁃１９６．］

［１６］ 　 Ｈｕａｎｇ Ｌｉａｎｇｌｉａｎｇ， Ｌｉ Ｊｉａｎｈｕａ， Ｚｏｕ Ｌｉｍｉｎ ｅｔ ａｌ．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ｆ ｂａｎｋ ｔｙｐｅ ｏｎ ｆｉｓｈ ｂｉｏ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ｉｎ ｔｈｅ ｍｉｄｄｌｅ⁃ｌｏｗｅｒ ｒｅａｃｈｅｓ ｏｆ Ｅａｓｔ
Ｔｉａｏｘｉ Ｒｉｖｅｒ，Ｃｈｉｎａ． Ａｃｔａ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 Ｓｉｎｉｃａ， ２０１１， ３１（１２）： ３４１５⁃３４２３（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ｗｉｔｈ Ｅｎｇｌｉｓｈ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黄亮亮， 李

建华， 邹丽敏等． 东苕溪中下游河岸类型对鱼类多样性的影响． 生态学报， ２０１１， ３１（１２）： ３４１５⁃３４２３．］
［１７］ 　 Ｇａｏ Ｙ， Ｇａｏ Ｊ， Ｃｈｅｎ Ｊ ｅｔ ａｌ． Ｒｅｇｉｏｎａｌｉｚｉｎｇ ａｑｕａｔｉｃ ｅｃｏｓｙｓｔｅｍｓ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ｔｈｅ ｒｉｖｅｒ ｓｕｂｂａｓｉｎ ｔａｘｏｎｏｍｙ ｃｏｎｃｅｐｔ ａｎｄ ｓｐａｔｉａｌ

ｃｌｕｓｔｅｒｉｎｇ ｔｅｃｈｎｉｑｕｅｓ．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 Ｐｕｂｌｉｃ Ｈｅａｌｔｈ， ２０１１， ８（１１）： ４３６７⁃４３８５．
［１８］ 　 Ｙａｎ ＹＺ， Ｘｉａｎｇ ＸＹ， Ｃｈｕ Ｌ ｅｔ ａｌ．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ｓ ｏｆ ｌｏｃａｌ ｈａｂｉｔａｔ ａｎｄ ｓｔｒｅａｍ ｓｐａｔｉａｌ 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ｏｎ ｆｉｓｈ ａｓｓｅｍｂｌａｇｅｓ ｉｎ ａ ｄａｍｍｅｄ

ｗａｔｅｒｓｈｅｄ， ｔｈｅ Ｑｉｎｇｙｉ Ｓｔｒｅａｍ， Ｃｈｉｎａ． Ｅｃｏｌｏｇｙ ｏｆ Ｆｒｅｓｈｗａｔｅｒ Ｆｉｓｈ， ２０１１， ２０： １９９⁃２０８．
［１９］ 　 Ａｌｌａｎ ＪＤ， Ｃａｓｔｉｌｌｏ ＭＭ． Ｓｔｒｅａｍ ｅｃｏｌｏｇｙ：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ａｎｄ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ｒｕｎｎｉｎｇ ｗａｔｅｒｓ： ２ｎｄ ｅｄ． Ｄｏｒｄｒｅｃｈｔ： Ｓｐｒｉｎｇｅｒ， ２００７．
［２０］ 　 Ｇｒｏｓｓｍａｎ ＧＤ， Ｍｏｙｌｅ ＰＢ， Ｊｒ Ｗｈｉｔａｋｅｒ ＪＯ． Ｓｔｏｃｈａｓｔｉｃｉｔｙ ｉｎ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ａｌ ａｎｄ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ａｌ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ｏｆ ａｎ Ｉｎｄｉａｎａ ｓｔｒｅａｍ

ｆｉｓｈ ａｓｓｅｍｂｌａｇｅ： ａ ｔｅｓｔ ｏｆ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 ｔｈｅｏｒｙ． Ｔｈｅ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Ｎａｔｕｒｉｓｔ， １９８２， １２０（４）： ４２３⁃４５４．
［２１］ 　 Ｍａｔｔｈｅｗｓ ＷＪ． Ｆｉｓｈ ｆａｕｎａｌ “ｂｒｅａｋｓ” ａｎｄ ｓｔｒｅａｍ ｏｒｄｅｒ ｉｎ ｔｈｅ ｅａｓｔｅｒｎ ａｎｄ ｃｅｎｔｒａｌ Ｕｎｉｔｅｄ Ｓｔａｔｅｓ．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Ｂｉｏｌｏｇｙ ｏｆ Ｆｉ⁃

ｓｈｅｓ， １９８６，１７： ８１⁃９２．
［２２］ 　 Ｗｅｌｃｏｍｍｅ ＲＬ． Ｔｈｅ ｂｉｏｌｏｇｙ ａｎｄ ｅｃｏｌｏｇｙ ｏｆ ｔｈｅ ｆｉｓｈｅｓ ｏｆ ａ ｓｍａｌｌ ｔｒｏｐｉｃａｌ ｓｔｒｅａｍ．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Ｚｏｏｌｏｇｙ，１９６９， １５８： ４８５⁃５２９．
［２３］ 　 Ｗａｎｇ Ｗｅｎｊｉａｎ， Ｃｈｕ Ｌｉｎｇ， Ｓｉ Ｃｈｕｎ ｅｔ ａｌ． Ｓｐａｔｉａｌ ａｎｄ ｔｅｍｐｏｒａｌ ｐａｔｔｅｒｎｓ ｏｆ ｓｔｒｅａｍ ｆｉｓｈ ａｓｓｅｍｂｌａｇｅｓ ｉｎ ｔｈｅ Ｑｉｕｐｕ Ｈｅａｄｗａｔｅｒｓ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Ｗｅｔｌａｎｄ Ｐａｒｋ． Ｚｏ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２０１３， ３４（４）： ４１７⁃４２８（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ｗｉｔｈ Ｅｎｇｌｉｓｈ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 ［王文剑， 储

玲， 司春等． 秋浦河源国家湿地公园溪流鱼类群落的时空格局． 动物学研究， ２０１３， ３４（４）： ４１７⁃４２８．］
［２４］ 　 Ｚｈｕ Ｒｅｎ， Ｓｉ Ｃｈｕｎ， Ｃｈｕ Ｌｉｎｇ ｅｔ ａｌ． Ｔｈｅ ｓｐａｔｉｏ⁃ｔｅｍｐｏｒａｌ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ｆｉｓｈ 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 ｔｈｅ ｈｅａｄｗａｔｅｒｓ ｏｆ ｔｈｅ Ｑｉｎｇ Ｙｉ Ｒｉｖｅｒ：

Ａ ｓｔｕｄｙ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ｔｈｅ ｈａｂｉｔａｔ ｐａｔｃｈｓ． Ａｃｔａ Ｈｙｄｒｏｂｉｏｌｏｇｉｃａ Ｓｉｎｉｃａ， ２０１５， ３９（４）： ６８６⁃６９４（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ｗｉｔｈ Ｅｎｇｌｉｓｈ ａｂ⁃
ｓｔｒａｃｔ） ． ＤＯＩ： １０．７５４１ ／ ２０１５．９１．［朱仁， 司春， 储玲等． 基于栖息地斑块尺度的青弋江河源溪流鱼类群落的时空格

局． 水生生物学报， ２０１５， ３９（４）： ６８６⁃６９４．］
［２５］ 　 Ｌｉｍａ⁃Ｊｕｎｉｏｒ ＳＥ， Ｃａｒｄｏｎｅ ＩＢ， Ｇｏｉｔｅｉｎ Ｒ． Ｆｉｓｈ ａｓｓｅｍｂｌａｇｅ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ａｎｄ ａｑｕａｔｉｃ ｐｏｌｌｕｔｉｏｎ ｉｎ ａ Ｂｒａｚｉｌｉａｎ ｓｔｒｅａｍ： ｓｏｍｅ ｌｉｍｉ⁃

ｔａ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ｉｎｄｉｃｅｓ ａｎｄ ｍｏｄｅｌｓ ｆｏｒ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ｉｍｐａｃｔ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Ｅｃｏｌｏｇｙ ｏｆ Ｆｒｅｓｈｗａｔｅｒ Ｆｉｓｈ， ２００６， １５ （ ３）：
２８４⁃２９０．

［２６］ 　 Ｗｅｉ Ｓｏｎｇｓｈａｎ． Ｔｈｅ ｃｈａｎｇ ｏｆ Ｔａｉｈｕ Ｌａｋｅ ｄｒａｉｎａｇｅ ｉｎ ｔｈｅ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Ｆｕｄａｎ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Ｓｏｃｉ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 １９７９，（２）：
５８⁃６４（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ｗｉｔｈ Ｅｎｇｌｉｓｈ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 ［魏嵩山． 太湖水系的历史变迁． 复旦学报： 社会科学版， １９７９，（ ２）：



１３８０　 Ｊ． Ｌａｋｅ Ｓｃｉ．（湖泊科学），２０１６，２８（６）

５８⁃６４．］
［２７］ 　 Ｓｕｎ Ｙｕｈｕａ． Ｔｈｅ ｆｒｏｎｔ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ｏｆ Ｈａｎｇｚｈｏｕ ｂａｙ ｗａｔｅｒ ａｃｈｉｅｖｅｍｅｎｔｓ ｒｅａｃｈｅｄ ｔｈｅ ａｄｖａｎｃｅｄ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ｌｅｖｅｌ． Ａｄｖａｎｃｅ ｉｎ

Ｅａｒｔｈ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 １９９１， ６（５）： １００（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孙煜华． 杭州湾水系锋面研究成果达国际先进水平． 地球科学进展，
１９９１， ６（５）： １００．］

［２８］ 　 Ｈａｎ Ｃｈａｎｇｌａｉ， Ｍａｏ Ｒｕｉ． Ｔｈｅ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ａｌ 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ｒｉｖｅｒ ｓｙｓｔｅｍｓ ｉｎ Ｔａｉｈｕ Ｌａｋｅ ｃａｔｃｈ⁃
ｍｅｎｔ． Ｊ Ｌａｋｅ Ｓｃｉ， １９９７， ９（４）： ３００⁃３０６（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ｗｉｔｈ Ｅｎｇｌｉｓｈ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 ＤＯＩ：１０．１８３０７ ／ １９９７．０４０３．［韩昌来， 毛锐．
太湖水系结构特点及其功能的变化． 湖泊科学， １９９７， ９（４）： ３００⁃３０６．］

［２９］ 　 Ｗａｎｇ Ｄａｐｅｎｇ， Ｗａｎｇ Ｚｈｏｕｌｏｎｇ， Ｌｉ Ｄｅｙｉ ｅｔ ａｌ． Ｒｉｖｅｒ ｎｅｔｗｏｒｋ ｆｒａｃｔａｌ ｓｐａｔｉａｌ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 ｏｆ Ｔａｉｈｕ ｂａｓｉｎ． Ｚｈｅｊｉａｎｇ Ｈｙｄｒｏｏｔｅｃｈ⁃
ｎｉｃｓ， ２００６， （３）： ５⁃７（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ｗｉｔｈ Ｅｎｇｌｉｓｈ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王大鹏， 王周龙， 李德一等． 太湖流域水系分形特征的空

间分异研究． 浙江水利科技， ２００６， （３）： ５⁃７．］
［３０］ 　 Ｇｕ Ｘｉｅｊｕｎ， Ｘｕ Ｄｏｎｇｊｉｏｎｇ， Ｃａｉ Ｈｕａｎｘｉｎｇ ｅｔ ａｌ． Ｆｅａｔｕｒｅ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ａｎｄ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 ｏｎ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ｒｉｓｋ ｏｆ ｅｕｔｒｏｐｈｉｃ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ｌａｋｅｓ ａｎｄ ｒｅｓｅｒｖｏｉｒ ｉｎ Ｔａｏｇｅ Ｒｉｖｅｒ．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Ｍｏｎｉｔｏｒｉｎｇ ａｎｄ Ｆｏｒｅｗ ａｒｎｉｎｇ， ２０１１， （３）： １３⁃１７（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ｗｉｔｈ Ｅｎｇ⁃
ｌｉｓｈ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 ［顾谢军， 徐东炯， 蔡焕兴等． 洮滆水系湖库富营养化生态风险的特点与比较． 环境监控与预警，
２０１１， （３）： １３⁃１７．］

［３１］ 　 Ｇｒｅｎｏｕｉｌｌｅｔ Ｇ， Ｐｏｎｔ Ｄ， Ｈéｒｉｓｓé Ｃ． Ｗｉｔｈｉｎ⁃ｂａｓｉｎ ｆｉｓｈ ａｓｓｅｍｂｌａｇｅ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ｔｈｅ ｒｅｌａｔｉｖｅ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 ｏｆ ｈａｂｉｔａｔ ｖｅｒｓｕｓ ｓｔｒｅａｍ
ｓｐａｔｉａｌ 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ｏｎ ｌｏｃａｌ ｓｐｅｃｉｅｓ ｒｉｃｈｎｅｓｓ． Ｃａｎａｄｉａｎ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Ｆｉｓｈｅｒｉｅｓ ａｎｄ Ａｑｕａｔｉｃ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 ２００４， ６１： ９３⁃１０２．

［３２］ 　 Ｌｉ Ｙａｎｈｕｉ， Ｙａｎ Ｙｕｎｚｈｉ，Ｚｈｕ Ｒｅｎ ｅｔ ａｌ． Ｔｈｅ ｓｐａｔｉａｌ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ｆｉｓｈ 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 ｔｈｅ ｈｅａｄｗａｔｅｒｓ ｏｆ ｔｈｅ Ｗａｎ Ｈｅ Ｒｉｖｅｒ： Ａ
ｓｔｕｄｙ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ｔｈｅ ｒｉｖｅｒ ｎｅｔｗｏｒｋ．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Ｆｉｓｈｅｒｙ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ｏｆ Ｃｈｉｎａ， ２０１４， ２１（５）： ９８８⁃９９９（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ｗｉｔｈ Ｅｎｇｌｉｓｈ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 ＤＯＩ： １０．３７２４ ／ ＳＰ．Ｊ．１１１８．２０１４．０９８８．［李艳慧， 严云志， 朱仁等． 基于河流网络体尺度的皖河河源溪流鱼

类群落的空间格局． 中国水产科学， ２０１４， ２１（５）： ９８８⁃９９９．］
［３３］ 　 Ａｌｌａｎ ＪＤ． Ｌａｎｄｓｃａｐｅｓ ａｎｄ ｒｉｖｅｒｓｃａｐｅｓ： ｔｈｅ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 ｏｆ ｌａｎｄ ｕｓｅ ｏｎ ｓｔｒｅａｍ ｅｃｏｓｙｓｔｅｍｓ． Ａｎｎｕａｌ Ｒｅｖｉｅｗ ｏｆ 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 Ｓｙｓｔｅｍｓ，

２００４， ３５： ２５７⁃２８４．
［３４］ 　 Ｗａｎｇ Ｌ， Ｓｅｅｌｂａｃｈ ＰＷ， Ｈｕｇｈｅｓ ＲＭ． 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ｔｏ ｌａｎｄｓｃａｐｅ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ｓ ｏｎ ｓｔｒｅａｍ ｈａｂｉｔａｔｓ ａｎｄ ｂｉ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ａｓｓｅｍｂｌａｇｅｓ．

Ｉｎ： ＨｕｇｈｅｓＲＭ， Ｗａｎｇ Ｌ， Ｓｅｅｌｂａｃｈ ＰＷ ｅｄｓ． Ｌａｎｄｓｃａｐｅ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ｓ ｏｎ ｓｔｒｅａｍ ｈａｂｉｔａｔｓ ａｎｄ ｂｉ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ａｓｓｅｍｂｌａｇｅｓ． Ａｍｅｒｉ⁃
ｃａｎ Ｆｉｓｈｅｒｉｅｓ Ｓｏｃｉｅｔｙ， Ｓｙｍｐｏｓｉｕｍ ４８． ２００６： １⁃２３．

［３５］ 　 Ｌａｎｇｅ Ｋ， Ｔｏｗｎｓｅｎｄ ＣＲ， Ｇａｂｒｉｅｌｓｓｏｎ Ｒ ｅｔ ａｌ． Ｒｅｓｐｏｎｓｅｓ ｏｆ ｓｔｒｅａｍ ｆｉｓｈ 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ｓ ｔｏ ｆａｒｍｉｎｇ ｉｎｔｅｎｓｉｔｙ ａｎｄ ｗａｔｅｒ ａｂｓｔｒａｃ⁃
ｔｉｏｎ ｉｎ ａｎ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ｃａｔｃｈｍｅｎｔ． Ｆｒｅｓｈｗａｔｅｒ Ｂｉｏｌｏｇｙ， ２０１４， ５９（２）： ２８６⁃２９９．

［３６］ 　 Ｏｍｅｒｎｉｋ ＪＭ．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ｓ ｏｎ ｔｈｅ ｎａｔｕｒｅ ａｎｄ ｄｅｆｉｎｉｔｉｏｎ ｏｆ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ｒｅｇｉｏｎｓ．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２００４， ３４
（Ｓｕｐｐｌｙ １）： ２７⁃３８．

［３７］ 　 Ｖａｎ Ｓｉｃｋｌｅ Ｊ， Ｈｕｇｈｅｓ ＲＭ． Ｃｌａｓｓ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ｓｔｒｅｎｇｔｈｓ ｏｆ ｅｃｏｒｅｇｉｏｎｓ， ｃａｔｃｈｍｅｎｔｓ， ａｎｄ 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ｉｃ ｃｌｕｓｔｅｒｓ ｆｏｒ ａｑｕａｔｉｃ ｖｅｒｔｅ⁃
ｂｒａｔｅｓ ｉｎ Ｏｒｅｇｏｎ．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ｔｈｅ Ｎｏｒｔｈ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Ｂｅｎｔｈ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Ｓｏｃｉｅｔｙ， ２０００， １９（３）： ３７０⁃３８４．

［３８］ 　 Ｌａｒｓｅｎ ＤＰ， Ｏｍｅｒｎｉｋ ＪＭ， Ｈｕｇｈｅｓ ＲＭ ｅｔ ａｌ． Ｃｏｒｒｅｓｐｏｎｄｅｎｃｅ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ｓｐａｔｉａｌ ｐａｔｔｅｒｎｓ ｉｎ ｆｉｓｈ ａｓｓｅｍｂｌａｇｅｓ ｉｎ Ｏｈｉｏ ｓｔｒｅａｍｓ
ａｎｄ ａｑｕａｔｉｃ ｅｃｏｒｅｇｉｏｎｓ．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１９８６， １０（６）： ８１５⁃８２８．

［３９］ 　 Ｗｈｉｔｔｅｒ ＴＲ， Ｈｕｇｈｅｓ ＲＭ， Ｌａｒｓｅｎ ＤＰ． Ｃｏｒｒｅｓｐｏｎｄｅｎｃｅ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ｅｃｏｒｅｇｉｏｎｓ ａｎｄ ｓｐａｔｉａｌ ｐａｔｔｅｒｎｓ ｉｎ ｓｔｒｅａｍ ｅｃｏｓｙｓｔｅｍｓ ｉｎ Ｏｒ⁃
ｅｇｏｎ． Ｃａｎａｄｉａｎ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Ｆｉｓｈｅｒｉｅｓ ａｎｄ Ａｑｕａｔｉｃ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 １９９８， ４５（７）： １２６４⁃１２７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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