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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西英罗港红树林潮沟鱼类

多样性季节动态研究

何斌源! 范航清
（ 广西红树林研究中心，广西北海市 ! &)*##%）

摘要：于 $+++ 年分 , 个季度采用拦网的方法对广西英罗港红树林潮沟潮水中鱼类的多样性进行了研究，共发现鱼

类 &, 种，隶属于 "+ 科 ,, 属。季度出现频数 ! - $ ’ , 的鱼类种数分别为 "%、(、$$ 和 ( 种。各季的优势种明显，但

不同季节最大优势种不同，分别为：春季，斑鰶（"#$%&’()(’ %$’*+&+$,）；夏季，前鳞骨鲻（-,+.(/$01# (%2$3,.’1）；秋季，

眶棘双边鱼（4/5&,,1, 03/’(*.%2&#$,）；冬季，鹿斑!（6.1(0’&+2$, 7$*(’1$,）。这些鱼类以暖水性种占绝对优势，在生

态类型上以底层种类较多。各季节出现鱼类种数分别为：春季 )# 种、夏季 )# 种、秋季 "* 种、冬季 "" 种。夏季与秋

季共有种最多，有 "# 个种，这两季节间的相似性指数也最大，达 &&. */ 。多样性指数 8、9:、; 值均以秋季最高。相

对于林外水域，红树林潮沟鱼类群落的鱼类种数及 ) 个 指 数 均 较 高。跟 热 带 红 树 林 区 相 比，广 西 英 罗 港 红 树 林 潮

沟鱼类群落的多样性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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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 物 多 样 性 $ $ !"#$"%&’(")* +,"&-,& !% 卷

$ $ 红树 林 生 境 复 杂 多 样，植 物 碎 屑 营 养 来 源 丰

富，为海 洋 动 物 提 供 了 良 好 的 食 物 条 件（ &’() *
+,-.’，!/"0；12-3,4 &) ./5 ，!/6" ）、产 卵 和 繁 殖

（7-89, &) ./5 ，!//%；:;<,4=>;8 * ?(@,，!/6"）以及躲

避天 敌 和 逆 境 的 场 所（ :;<,4=>;8 * ?(@,，!/6"；

+,-=2 &) ./5 ，!//A）。红树林潮沟不仅是红树林生态

系统与外界的物质和能量交流的重要通道，而且是

许多大型底 栖 动 物 栖 息 和 觅 食 的 场 所（ 李 复 雪 等，

!/6/；高世和，李复雪，!/60；韦受庆等，!//A）。鱼类

活动能力强，是红树林生态系统与外界之间交流活

动中最活跃的群体。在我国对红树林区域鱼类研究

已作了一些工作（ 何斌源等，!//6；范航清等，!//6；

何斌源，!///），但潮沟鱼类的季节动态研究尚属空

白。本文对潮沟鱼类多样性进行季节动态研究，以

期有助于红树林区渔业资源的保护、管理和开发利

用。

!" 研究地环境概况

广西英罗港红树林区（!%/BCADE ，F!BF6DG）是

国家级山口红树林自然保护区的核心区。该处年平

均气温 FF5 CH ，极 端 最 低 气 温 I %5 6H ，年 降 水 量

!6!#5 0 ))。年均相对湿度 6!5 6J 。英罗港海区的

潮汐为不规则全日潮，平均潮差 F5 A0 )，最大潮 差

#5 F0 )。 年 平 均 海 水 盐 度 F/K。 红 树 林 面 积 6%
2)F ，群落宽度约 "%% )，长约 !C%% )，为港湾红海榄

（01"2#31#’. ()*/#(.）群 落，其 他 红 树 植 物 有 白 骨 壤

（4%",&--". 5.’"-.）、桐 花 树（ 4&6",&’.( ,#’-",7/.)75）

和秋茄（8.-$&/". ,.-$&/）等 !! 种。红树林区内潮沟

发达，底质为 沙 或 沙 质 泥。! 条 主 潮 沟 贯 穿 红 树 林

区，长约 6%% )，最宽处达 /% )，最高潮时潮沟水深

可 达 A )。 本 文 采 样 点 位 于 林 区 中 部，潮 沟 宽 度

!" )。

#" 材料与方法

潮沟鱼类拦网取样工作于 !/// 年分四季进行，

代表月分别为 C 月（ 春）、" 月（ 夏）、!% 月（ 秋）和 !
月（ 冬）。在代表 月 的 ! 个 潮 周 期，从 小 潮 日（ 潮 汐

学上的分点潮，广西沿海群众俗称 ! 眼子）开始，连

续 !A 天每天起网 ! 次（ 一般第 !C 天时潮水不涨至

英罗港红树林 滩 涂），共 !A 次。所 制 网 具 长 0% )，

网高 0 )，网目大小 ! L ! 9)F 。网从 潮 沟 底 部 向 两

边延伸进入沟岸红树林内约 # ) 左右，形成一漏斗

状，并在漏斗底部设一个长 A )、口直径 %5 0 ) 的网

袋。每次平潮时起网，退潮后在网袋收集渔获。所

得渔获用 !%J 的 福 尔 马 林 溶 液 处 理 后 带 回 实 验 室

分类鉴定到种，按种计数。根据黄宗国（!//C）和李

显森等（!/6"）的 文 献 确 定 游 泳 动 物 的 区 系 和 生 态

类型。多样性各测度指数及季节间相似性指数如下

（ 马克平，!//C）：

!）M-4N-.,O 丰富度指数：9 :（+ ; !）P .8<
F） Q2-88;8RST,8,4 多 样 性 指 数：=> : ; "

?" .8?"

A）UT,.;( 均匀度指数：@(A : => B =>)-V W => B .8+
式中 + 为物种数，?" : -" B < 是 第 " 种 占 总 个 体

数的比例，< 为所有物种的个体数之和，-" 为种 " 的

个体数。

C）种 类 相 似 性 指 数：+C : 4! B（ 4 D ! ; 4!）L
!%%J

其中 4、! 分 别 为 X 季 和 Y 季 出 现 的 种 数，4!
为 X、Y 两季的共有种数。

$" 结果与讨论

$% !" 鱼类种类组成

广西英罗港 红 树 林 潮 沟 水 体 中 共 发 现 鱼 类 0C
种（ 表 !），均为硬骨鱼纲 鱼 类，隶 属 于 F/ 科 CC 属。

以"虎 鱼 科（ Z;<TT’-,）的 种 类 最 多，# 种。 鲱 科

（[.(\,T’-,）和!科（ ],T;N8-=2T’-,）各有 C 种。蛇鳗

科（&\2T92=23T’-,）、银汉鱼科（X=2,4T8T’-,）、颌针 鱼

科（ Y,.;8T’-,）、鱵 科（ +,)T4-)\2T’-,）、双 边 鱼 科

（X)<->>T’-,）、鮨 科（ Q,44-8T’-,）、# 科（ QT..-NT8TR
’-,）、石首 鱼 科（ Q9T-,8T’-,）、银 鲈 科（Z,44T’-,）、笛

鲷科（ ](=^-8T’-,）、石 鲈 科（ U;)-’->3T’-,）、$ 科

（ 12,4-\;8T’-, ）、带 鱼 科（ 14T92T(4T’-, ）、毒 % 科

（Q38-89,TT’-,）、&科（ U.-=39,\2-.T’-,）、鳎 科（ Q;.,TR
’-,）、舌 鳎 科（ [38;N.;>>T’-,）、鲀 科（ 1,=4-;’;=T’-,）

等 !6 科仅有 ! 种出现。其余各科有 F _ A 种。它们

均为南海沿岸常见的小型鱼类。

在英罗 港 红 树 林 林 缘 潮 水 中 发 现 鱼 类 CF 种

（ 范航清 等，!//6），潮 沟 鱼 类 种 数 多 于 林 缘。 红 树

林生境多样，饵料丰富，可以为营不同生活方式的鱼

类提供各自适合的栖息地和充足的食物来源，这可

能是在潮沟发现的鱼类种数多于林缘的原因。

季度出现频数 E W ! _ C 的鱼类种数分别为 F"、

6、!! 和 6 种。可 见 这 些 鱼 类 多 为 过 访 性 或 季 节 性

进入红树林潮沟中。C 个季节均出现的鱼类占全年

总种数的 !C5 6J 。它 们 分 别 是：眶 棘 双 边 鱼（ 45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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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中 华 小 公 鱼（ 01).+,-)2/#
*-$(+(#$#）、鹿斑!（ 3+$)%("1-/# 2/*)($/#）、斑鰶（4./5
,"()6)( ,/(*1"1/#）、前 鳞 骨 鲻（ 7#1+)’/%$. ),-/&#+5
($）、异鳞鱵（8+("2*-),1+2/# !/99)($）、棱’（ 3$:" *"2$5
("1/#）和嵴塘鳢（;/1$# !/1$#）。其中嵴塘 鳢、前 鳞 骨

鲻和棱’，即使在退潮后也可以长期生活在林内潮

沟中。

潮沟鱼类的优势种十分明显，它们往往占据较

大比例，但不同季节的最大优势种不同。各季节的

最大 优 势 种 及 其 占 总 量 的 比 例 为：春 季，斑 鰶 占

%&’ () ；夏季，前 鳞 骨 鲻 占 !!’ *) ；秋 季，眶 棘 双 边

鱼占 !+’ !) ；冬季，鹿斑!占 ,#’ *) 。

!" #$ 鱼类的适温性和生态类型

英罗港红树林潮沟鱼类按种的适温性划分，只

有暖水性种和暖温性种两种类型。暖水性种和暖温

性种分别有 %% 种和 "- 种，分别占总数的 ("’ *) 和

表 %$ 广西英罗港红树林潮沟鱼类名录及每季数量分布
./012 "$ 3456 78 8459 5:2;425 /<= 6924> <?@2>4;/1 =456>40?647< 4< 87?> 52/57<5 4< 692 @/<A>7B2 ;>22C 78 D4<A1?7 E/F，G?/<AH4

种类

I:2;425
春

I:>4<A
夏

I?@@2>
秋

J?6?@<
冬

K4<62>
频数

L>2M?2<;F（<）

鲱科 N1?:24=/2
$ 玉鳞鱼 =)>"." *)?". - - - , "
$ 大眼青鳞鱼 @"2+(%/." )?".$# &% # , - ,
$ 雷氏小沙丁鱼 0"26$(+.." 2$*-"26#)($ , - - - "
$ 斑鰶 4./,"()6)( ,/(*1"1/# "!,, #! "- " %
(科 O<A>/?14=/2
$ 中华小公鱼 01).+,-)2/# *-$(+(#$# !*& (% %" *% %
$ 印尼小公鱼 0A 12$ "% - - - "
$ 汉氏棱( B-2$##" -"’$.1)($ ! "#( +& - ,
蛇鳗科 P:94;969F4=/2
$ 杂食豆齿鳗 C$#))6)(),-$# !)2) , ! - , ,
银汉鱼科 J692>4<4=/2
$ 白氏银汉鱼 D1-+2$(" !.++E+2$ - - ! - "
颌针鱼科 E217<4=/2
$ 圆颌针鱼 B&.)#/2/# #12)(%&./2/# - - - " "
鱵科 Q2@4>/@:94=/2
$ 异鳞鱵 8+("2*-),1+2/# !/99)($ %- &* "& "-! %
鲻科 R?A414=/2
$ 前鳞骨鲻 7#1+)’/%$. ),-/&#+($ ,+- %&+ &* "(( %
$ 硬头骨鲻 7A #12)(%&.)*+,-"./# + ! - - "
$ 棱’ 3$:" *"2$("1/# "( ",* ,( !* %
双边鱼科 J@0/554=/2
$ 眶棘双边鱼 D’!"##$# %&’()*+,-"./# ,-& %-& !"" !* %
鮨科 I2>>/<4=/2
$ 鲈 3"1+)."!2"F G",)($*/# " - - - "
#科 I411/A4<4=/2
$ 多鳞# 0$.."%) #$-"’" "% , - "# ,
)科 N/>/<A4=/2
$ 斑鳍若) 4"2"(F（4"2"(%)$6+#）,2"+/#1/# - ,( - - "
$ 丽叶) 4A（D1/.+）E".." - - " - "
$ 黑鳍叶) 4A（DA ）’"."’ " %+ (( - ,
石首鱼科 I;4/2<4=/2
$ 勒氏短须石首鱼 H’!2$(" 2/##+..$ - - ! - "
!科 3247A</694=/2
$ 鹿斑! 3+$)%("1-/# 2/*)($/# "" + ,% ,,* %
$ 长! 3A +.)(%"1+# - - - ,# "
$ 条! 3A 2$?/."1/# - - - "% "
$ 短吻! 3A !2+?$2)#12$# " "% &% - ,
银鲈科 G2>>4=/2
$ 十棘银鲈 I+22+)’)2,-" G",)($*" - " " - !
笛鲷科 3?6S/<4=/2
$ 约氏笛鲷 3/1G"(/# G)-($ - - " - "
鲷科 I:/>4=/2
$ 灰鳍鲷 0,"2/# !+26" % - - - "
$ 黄鳍鲷 0A ."1/# , " - - !
石鲈科 T7@/=/5F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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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 续）&’()* !（+,-./-0*1）

种类

23*4/*5
春

236/-7
夏

2088*6
秋

90.08-
冬

:/-.*6
频数

;6*<0*-4=（.）

$ 断斑石鲈 /#01$1(*( 21()1 % > ? % >
$科 &@*6’3,-/1’*
$ 细鳞$ 32&’14#- 51’671 % !A % ! >
蓝子鱼科 2/7’-/1’*
$ 黄斑蓝子鱼 +"81-7( #’10"- % !> % % !
$ 褐蓝子鱼 +9 :7(,&(,&-( % ?#> !> B ?
带鱼科 &6/4@/06/1’*
$ 带鱼 3’",2"7’7( 2170&;1 % ! % % !
塘鳢科 C)*,.6/1’*
$ 中华乌塘鳢 !#()’",2)2*( ("-&-("( > % % % !
$ 嵴塘鳢 !7)"( 67)"( >B ? D # D
$ 锯塘鳢 !’"#-#67)"( <#";#01)#$#- % % ! % !
"虎鱼科 E,(//1’*
$ 舌"虎鱼 =;#((#8#6"7( 8"7’"( ? % > ? ?
$ 青斑细棘"虎鱼 >,&-)’#8#6"7( %"’"$"47-,)1)7( !B# DF !A % ?
$ 短吻栉"虎鱼 ?)&-#8#6"7( 6’&%"’#()’"( !B % % % !
$ 裸顶栉"虎鱼 ?9 8*0-17&2&- % D % % !
$ 斑尾复"虎鱼 +*-&,2#8#6"7( #001)7’7( % ? % F% >
$ 细点叉牙"虎鱼 >4#,’*4)#$#- 01;,#;0" # % % % !
弹涂鱼科 G*6/,3@.@’)8/1’*
$ 弹涂鱼 /&’"#42)21;07( ,1-)#-&-("( % % % ? !
$ 大弹涂鱼 !#;&#42)21;07( 4&,)"-"’#()’"( ?? !" ? % ?
$ 青弹涂鱼 +,1’)&;1#( %"’"$"( ! % % % !
鳗"虎鱼科 &’*-/,/1/1’*
$ 红狼牙"虎鱼 @$#-)106;*#47( ’76",7-$7( % % % !F !
$ 鲡形鳗"虎鱼 31&-"#"$&( 187";;1’"( ? % % % !
$ 孔"虎鱼 3’*417,2&- %18"-1 > % % % !
毒%科 2=-’-4*//1’*
$ 中华鬼% A-"0",7( ("-&-("( % ! > % >
&科 G)’.=4*3@’)/1’*
$ & /;1)*,&421;7( "-$",7( % ! ! % >
鳎科 2,)*/1’*
$ 卵鳎 +#;&1 #%1)1 % % % ! !
舌鳎科 +=-,7),55/1’*
$ 斑头舌鳎 ?*-#8;#((7( 47-,)",&4( % % % ! !
鲀科 &*.6’,1,./1’*
$ 铅点东方鲀 .787 1;6#4;706&7( > B% ? % ?
每季种数 23*4/*5 -08(*6 /- *’4@ 5*’5,- ?% ?% >B >> H

!#I FJ ，暖水性种占绝对优势。英罗港红树 林 林 缘

潮水中 D> 种鱼类 中 有 ?" 种（ 即 总 数 的 ##I !J ）为

暖水性种；有 F 种（!!I AJ ）为 暖 温 性 种，潮 沟 鱼 类

中暖温性种及其占总数的比例均大于林缘。这可能

是由于红树林内部物理环境较为恒定，适宜于对温

度要求幅度广泛的鱼类栖息。

按种的生态类型划分，英罗港红树林潮沟的中

上层、近底层和底层鱼类分别有 !D、!B 和 >D 种，分

别占总数的 >FI AJ 、>AI BJ 和 DDI DJ 。底层鱼类最

多，这与红树林潮沟水体性质是相符的。林缘潮水

中鱼类则以中上层鱼类占优势。

"# "$ 鱼类种数随季节和潮周期潮序变化

英罗港红树林潮沟潮水各季节出现鱼类种数分

别为：春 季 ?% 种、夏 季 ?% 种、秋 季 >B 种、冬 季 >>

种。春、夏季种数最多，冬季最少。春、夏是 海 洋 动

物产卵繁殖盛季，红树林潮沟可作为许多鱼类的产

卵地和幼年生活区，肉食性鱼类也可以在此得到充

足的饵料，如卵块、幼体等。而在冬季鱼类一般停止

繁殖，而 且 饵 料 也 相 对 缺 乏。此 外，水 温 较 高 的 季

节，鱼类摄食旺盛，行动活跃，而在冬季鱼类多栖息

于较深水域。上述原因可能导致红树林潮沟中春夏

鱼类种数较多，而冬季较少的状况。

每季度代表月的 !? 网次所得的鱼类种数 见 图

!。可看出，在同一季节各网次所得鱼类种数的变化

范围较大，春季 # K !# 种，夏季 B K >% 种，秋季 B K !"
种，冬季 # K !D 种。最多的比最少的多出 B K !D 种，

高出 %I "F K >I ?? 倍。这是因为出现频率小且数量

少的偶见种相对较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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鱼类种数最多的网次并不出现在每潮周期中潮

高最大的第 # 或第 & 天，春、夏、秋季种数最多的网

次出现在第 # 天之前，最少的出现在第 # 天之后，冬

季则相反。以第 # 天为分界线，前 ’ 天和后 ’ 天出

现的鱼类种数分别为：春季 !# 和 "& 种，夏季 !& 和

!! 种，秋季 !" 种和 "$ 种，冬季 "’ 种和 "$ 种，同样，

冬季鱼类种数在这两阶段的分布规律与其他 ( 个季

节也不同。从一天的时间段来看，春、夏、秋季种数

最多的网次出现在下午 "# 点至 !) 点之间，冬季的

则出现在上午 ") 点。冬季白天水温较高，刺激鱼类

更多地进入红树林区摄食。在其他季节，白天太阳

照射强烈，人类活动频繁，影响鱼类进入红树林；而

下午至晚上则有利于其进入红树林活动。

!" #$ 鱼类群落季节间相似性

夏季与秋季的共有种最多，相似性指数也最大

（ 表 !）；秋季与冬季间共有种最少，其相似性指数也

最小；冬季与其他季节间的共有种及相似性指数均

小于其他季节间的。水温对鱼的生活极为重要，这

种自然刺激往往决定了鱼类的摄食强度、产卵、洄游

等生理行为。在采样期间，四季实测的平均水温分

别为：春季 !’* (+ ，夏季 !#* ,+ ，秋季 !#* (+ ，冬季

"-* #+ ，冬季与其他季节水温相差较大。同 种 鱼 类

可能会在水温接近的季节发生相同的行为，即在红

树林潮沟重复出现，这可能是英罗港红树林潮沟季

节间鱼类群 落 共 有 种 及 相 似 性 指 数 如 此 变 化 的 原

因。

!" %$ 鱼类多样性季节变化

在每个季度的 "( 网次中，潮沟鱼类多样性各项

指数均波动较大（ 表 (）。这是因为出现频率小且数

量少的偶见种相对较多。春季优势种最为突出，仅

斑鰶一种的尾数就占该季总数的 -’* &. ，仅有 & 种

数量超过 ". ，尾数分布很不均匀，其多样性指数 !/

图 &$ 英罗港红树林潮沟四季各潮周期中捕获的鱼类种数

012* " % 345 67895: ;< <1=4 =>5?15= ?@>A7:5B 16 A45 8@62:;C5
?:55D ;< E162F7; G@H 16 <;7: A1B5 >5:1;B= :5>:5=56A162 <;7: =5@I
=;6= :5=>5?A1C5FH

最低。春季鱼类种数多，所以春季的丰富度 " 值高

于冬季，而均匀度 # 值低于冬季。秋季优势种相对

较不明显，该季的优势种眶棘双边鱼的尾数占该季

总数的 !$* !. ，有 "! 种数量超过 ". ，分布较均匀，

种数也较多，所以秋季的 ( 个指数均最高。

!" ’$ 世界一些地区红树林水域鱼类多样性比较

夏季广西红树 林 区 域 鱼 类 群 落 的 !$和 # 值 一

般低于马来 西 亚 夏 季 和 美 国 佛 罗 里 达 全 年 的 数 值

（ 表 -）。低纬度热带海区的鱼类多样性往往高于高

纬度海区，但更重要的是对渔业资源过度利用导致

广西红树林鱼类多样性较低。在广西红树林区的附

近浅海，捕鱼船只所用网具网目小，长时间作业，经

常发生炸、毒、电鱼虾等违法行为，大面积的定置围

网也随处 可 见。潮 沟 虽 然 不 适 合 大 规 模 的 渔 业 作

业，但红树林邻近海域的渔业作业对亲鱼和成鱼的

拦截捕捞，也导致潮沟鱼类多样性指数一般不高。

表 ($ 英罗港红树林潮沟潮水中鱼类各季节间共有种及相似性指数（)）
3@9F5 !% 345 ?;88;6 =>5?15= @6B =181F@:1AH 16B5J（. ）@8;62 A45 <1=4 ?;88761A15= 16 B1<<5:56A =5@=;6= 16 A45 ?:55D A1B@F K@A5:= K1A4I
16 8@62:;C5= ;< E162F7; G@H

共有种（ 相似性指数）

L;88;6 =>5?15=（ =181F@:1AH 16B5J）

春

M>:162
夏

M7885:
秋

N7A786
冬

O16A5:

春 M>:162 P
夏 M7885: "$（-’* (. ） P
秋 N7A786 "’（-)* ). ） !)（,,* ’. ） P
冬 O16A5: ""（!’* &. ） "(（((* (. ） ")（!’* (. ） 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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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 英罗港红树林潮沟鱼类多样性指数
%&’() *$ %+) ’,-.,/)01,23 ,4.)5)1 -6 6,1+ 7-8894,2,)1 ,4 .,66)0)42 1)&1-41 ,4 70)): ;&2)01 ;,2+,4 2+) 8&4<0-/)1 -6 =,4<(9- >&3

春 ?@0,4< 夏 ?988)0 秋 A92984 冬 B,42)0

C&0<&()6 丰富度指数（.）
范围 D&4<) !E *! F *E GH !E IH F *E GI !E GJ F *E *H !E JK F GE K"

C&0<&()6 0,7+4)11 ,4.)5 . #5 L ?M GE !N L #E JK GE HK L #E HK GE !H L #E II GE !G L #E H#
!* . *E I" *E NK *E "J *E #K

?+&44-4OB,)4)0 多样性指数（/0） 范围 D&4<) #E HN F !E KK !E ## F GE GJ !E *K F GE !G #E KN F GE #I

?+&44-4OB,)4)0 .,/)01,23 ,4.)5（/0） #5 L ?M !E GK L #E J# !E I" L #E *" !E NG L #E GI !E I! L #E *!
!* . !E "! GE *G GE *G GE #!

P,)(-9 均匀度（ 1）
范围 D&4<) #E !K F #E "# #E H* F #E "I #E IJ F #E K* #E HN F #E K#

P,)(-9 )/)44)11 ,4.)5（ 1）
#5 L ?M #E J* L #E G# #E IN L #E !H #E "# L #E #K #E N! L #E !G
!* . #E J* #E I" #E N! #E IJ

表 #" 一些地区红树林区域鱼类多样性指数
%&’() H$ %+) ’,-.,/)01,23 ,4.)5)1 6-0 2+) 8&4<0-/) 6,1+)1 ,4 1-8) 0)<,-41 -6 2+) ;-0(.

马来西亚

?)(&4<-0，C&(&31,&
马来西亚

?)(&4<-0，C&(&31,&
美国佛罗里达

Q(-0,.&，R?A
广西英罗港

S9&4<5,，T+,4&
广西英罗港

S9&4<5,，T+,4&
广西珍珠港

S9&4<5,，T+,4&

研究水域

B&2)01 -6 129.3 1,2)

红树林内潮水

%,.&( ;&2)01 ;,2+,4
8&4<0-/) 6-0)12

红树林附近浅水域

?+&((-; ;&2)01
&.U-,4,4< 8&4<0-/)

红树林内潮水

%,.&( ;&2)01 ;,2+,4
8&4<0-/) 6-0)12

红树林外潮水

%,.&( ;&2)01
60,4<). ’3 8&4<0-/)

红树林潮沟

%,.&( ;&2)01 ;,2+,4
8&4<0-/) 6-0)12

红树林外潮水

%,.&( ;&2)01
60,4<). ’3 8&4<0-/)

采样时间

?&8@(,4< 2,8)
夏季 !KNN

?988)0 !KNN
夏季 !KNN

?988)0 !KNN !K"HE I F !K"JE J 夏季 !KKH
?988)0 !KKH

夏季 !KKK
?988)0 !KKK

夏季 !KKN
?988)0 !KKN

研究地水深（ 米）

B&2)0 .)@2+ &2 129.3 1,2)（8）
!E G F !E I G F J #E " F #E K !E # F *E * !E # F *E # G F H

鱼类种数

%-2&( 4-E -6 1@)7,)1 !G I! IH GH *# GN

丰富度指数

D,7+4)11 ,4.)5（.）
V V V ! E "I *E NK *E I#

多样性指数

M,/)01,23 ,4.)5（/0） !E KK GE ** F GE I" GE HH !E JG GE *G !E KH

均匀度

W/)44)11 ,4.)5（ 1）
#E " #E N* F #E NN #E IK #E H" #E I" #E JK

$ $ 从广西 G 个地区 * 种水域来看，红树林潮沟鱼

类群落的鱼类种数及 * 个指数均高于林外水域。这

说明了饵料丰富、生境多样、物理环境相对温和的红

树林内部，既适合中上层鱼类的幼苗度过其幼年期，

也适合底栖鱼类长期生活其中，这是红树林潮沟鱼

类种数较多及 * 个指数较高的主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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