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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海中部海域蟹类群落结构及其多样性研究

薛利建, 卢占晖
( 浙江省海洋水产研究所 , 浙江 舟山 316004)

摘要 : 根据 2008 年春 ( 5 月) 、夏 ( 8 月) 、秋 ( 11 月) 和冬 ( 2009 年 2 月) 四季东海区桁杆拖虾网调查资料 ,

分析了该海域蟹类群落结构的季节变化特征。结果显示 , 该海域四季共捕获蟹类 30 种, 隶属于 9 科, 16 属; 平

均渔获质量为 3 173. 05 ～9 835. 67 g·网 - 1 ; 四季调查海域中出现的优势种有双斑 ( Charybdis bimaculata) 、细

点圆趾蟹 ( Ovalipes punctatus) 、银光梭子蟹 ( Portunus argentatus) 和武士 ( Charybdis miles) 4 种, 其中细点圆

趾蟹是常年优势种 ; 物种丰富度指数 ( D) 为 0. 09 ～1. 41, 物种多样性指数 ( H′) 为 0. 02 ～1. 67, 均匀度指数

( J) 为 0. 02 ～1. 00, 各群落多样性指数各季节间差异不显著 ( P > 0. 0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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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munity structure and species diversity of crab in
middle East China Sea

XUE Lijian, LU Zhanhui
( Marine Fisheries Research Institute of Zhejiang, Zhoushan 316004, China)

Abstract: On the base of the survey data of beam shrimp trawl in4 seasons of 2008 and 2009 in the East China Sea, we study the sea-

sonal characteristics of community structure of crabs in that sea area. Thirty crab species belonging to 9 families and 16 genera were

caught; the average weight of catch is 3 173. 05 ～9 835. 67 g per haul. The dominant species are Charybdis bimaculata, Ovalipes punc-

tatus ( perennial) , Portunus argentatus and Charybdis miles. The species richness index ( D) is 0. 09 ～1. 41, the Shannon-Wiener in-

dex ( H′) is 0. 02 ～1. 67, and the species evenness index ( J′) is 0. 02 ～1. 00.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is found in the diversity indi-

ces among 4 seasons ( P > 0. 0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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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东海中部海域处于黑潮、台湾暖流以及浙江沿

岸水的综合作用区域, 包括舟山渔场和长江口渔场

等重要渔场, 该海域基础饵料丰富, 是多种海洋生

物的产卵场和索饵场, 蟹类资源丰富
[ 1]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 随着桁杆拖虾网、蟹笼及流刺网等

作业方式的不断发展, 东海蟹类产量及在海洋捕捞

产量中所占比例逐年上升。同时, 东海的蟹类资源

也受到了比较严重的损害, 某些传统优势种如三疣

梭子蟹 ( Portunus trituberculatus) 和日本 ( Cha-

rybdis japonica) 等种类逐步被一些小型蟹类 [ 双斑

( Charybdis bimaculata) 和矛形梭子蟹 ( Portu-

nus hastatoides) 等 ] 种类所替代
[ 2 ] , 蟹类的群落

结构发生了比较明显的变化。

对于东海蟹类的研究已见诸多报道
[ 3 - 7]

, 主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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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对东海蟹类的种类分布以及区系特征进行了较为

详细的研究。但有关东海蟹类群落结构方面的研

究, 仅有俞存根等
[ 8 ]

做过专门报道。文章根据

2008 年 5 月 ～2009 年 2 月进行的 “东海区主要渔

场重要渔业资源调查与评估”课题所开展的 4 个

季度的桁杆拖虾网调查所获得的资料, 对东海中部

的蟹类群落结构及其多样性进行了初步研究, 并结

合历史资料研究了该海域蟹类群落结构的变化情

况, 旨在为合理保护和利用东海的渔业资源提供基

础依据。

1 材料与方法

1.1 数据来源及处理

文章所用数据来自 2008 年 5 月 ( 春 ) 、8 月

( 夏) 、11 月 ( 秋 ) 和 2009 年 2 月 ( 冬) 进行的

“东海区主要渔场重要渔业资源调查”课题, 调查

船为浙普渔 68626 号桁杆拖虾船, 其主机功率为

255. 0 kW, 桁杆长 36 m, 吊纲长 2 m, 网囊网目为

54 mm, 囊网 10 只, 网衣全长 223 m。选取东海中

部 ( 28°15′～30°15′N, 122°15′～126°45′E) 作为

调查海域, 共设 42 个站位, 每个站位间隔为 30′

( 图 1 ) 。全天 24 h 连续 调 查, 平均 拖 速 为 2

( nmile) ·h
- 1

, 每站拖网时间均为 1 h
[ 9]

。各站点

渔获物样品随机采样 1 箱 ( 20 kg) , 渔获物中蟹类

种类尽可能鉴定到最小分类单元, 并记录每种的质

量和尾数。将各季节中每个站位的渔获量统一标准

化为每小时的渔获资源数量 ( g·h
- 1

) 。

图 1 东海中部调查站位分布图

Fig. 1 Sampling stations in middle East China Sea

1.2 分析方法

1. 2. 1 优势种的确定

 

采用 PINKAS 等
[ 10]

的相对

重要性指数 ( IRI) 来研究各季节蟹类群落优势种

的成分: IRI = ( N% + W% ) ×F

式中 N% 为某一种类的尾数占总尾数的百分

比; W% 为某一种类的质量占总质量的百分比; F

为某一种类出现的站数占调查总站数的百分比。

1. 2. 2 群落多样性   蟹类群落多样性分析运用

下列公式
[ 1 1 - 1 4]

。由于不同种类及同种类个体间差

异很大, 根据以往的研究结果
[ 15 - 16 ] , 用生物量表

示的多样性更接近种类间能量的分布, 故研究采用

根据生物量来计算群落物种多样性, 即:

种类丰富度指数( D) = ( S - 1) / lnW

Shannon-Wiener 多样度指数( H′) = - ∑PilnPi

种类均匀度指数( J′) = H′/ lnS

式中 S为种类数; W为总质量; Pi 为第 i 种蟹

类占总生物量的比例。

2 结果

2.1 种类组成

此次调查共出现蟹类种类 30 种, 隶属于 9 科,

16 属。其中梭子蟹科的种类最多 ( 14 种 ) , 占总

种类数的 46. 67% ; 其次为长脚蟹科 ( 4 种 ) ; 绵

蟹科和玉蟹科 ( 均为 3 种 ) ; 馒头蟹科 ( 2 种 ) ;

关公蟹科、盔蟹科、扇蟹科及蜘蛛蟹科 ( 均为 1

种) ( 表 1) 。在各季节的蟹类种类中, 秋季出现的

种类数最多 ( 26 种 ) , 其后依次为冬季 ( 24 种 ) ,

夏季 ( 22 种) , 春季 ( 17 种) 。

2.2 相对资源量的季节变化

采用各季节的平均渔获率来表示调查海域蟹类

资源量的季节变化。根据计算结果, 调查海域蟹类

各季节平均渔获率为 3 173. 05 ～9 835. 67 g·网
- 1

,

其中夏季平均渔获率最高 ( 9 835. 67 g·网
- 1

) , 其

次为冬季 ( 5 227. 20 g·网 - 1 ) 和春季 ( 4 264. 21 g

·网
- 1

) , 秋季最低 ( 3 173. 05 g·网
- 1

) ( 图 2) 。单

因子方差分析表明, 平均渔获率各季节之间差异极

显著 ( F = 3. 993, P < 0. 01) , 说明该海域各季节

蟹类的相对资源量的变化较大。

2.3 优势种组成

根据 IRI 来判定各蟹类在群落中的重要性。

根据计算所得 IRI 值的大小, 选取 IRI 大于 500

的种类定为优势种 ( 表 2) 。在调查海域的蟹类群

落中 4 个季节均出现的优势种为细点圆趾蟹, 该

种类质量占全年总质量的 59. 15% , 尾数百分比

为 19. 11% ; 双斑 除在冬季 IRI 小于 500 以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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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东海中部蟹类群落种类名录

Tab.1 List of crab species in middle East China Sea

科 family 种类 species 科 family 种类 species

长脚蟹科 Goneplacidae 长手隆背蟹( Carcinoplax longimana) 梭子蟹科 Portunidae 细点圆趾蟹( Ovalipes punctatus)

紫隆背蟹( C. purpurea) 红星梭子蟹( Portunus sanguinolentus)

泥脚隆背蟹( C. vestita) 三疣梭子蟹( P. trituberculatus)

隆线强蟹( Eucrate crenata) 矛形梭子蟹( P. hastatoides)

关公蟹科 Daninidae 日本关公蟹( Dorippe japonica) 银光梭子蟹( P. argentatus)

盔蟹科 Corystidae 显著琼娜蟹( Jonas distincta) 拥剑梭子蟹( P. haannii)

馒头蟹科 Calappidae 卷折馒头蟹( Calappa lopphos) 纤手梭子蟹( P. gracilimanus)

逍遥馒头蟹( C. philargius) 日本 ( Charybdis japonica)

绵蟹科 Dromiidae 绵蟹( Dromia dehaani) 锈斑 ( C. feriatus)

干练平壳蟹( Conchoecetes artificoisus) 光掌 ( C. riversandersoni)

颗粒板蟹( Petalomera granulata) 武士 ( C. miles)

扇蟹科 Xanthidae 红斑斗蟹( Liagore rubromaculata) 变态 ( C. variegata)

玉蟹科 Leucosioidae 七刺栗壳蟹( Arcania heptacantha) 直额 ( C. truncata)

象牙长螯蟹( Randallia eburnean) 双斑 ( C. bimaculata)

遁形长臂蟹( Myra fugax) 蜘蛛蟹科 Majidae 艾氏牛角蟹( Leptomithrax edwardsi)

图 2 东海中部海域蟹类相对资源量的季节变化

竖线表示标准误差

Fig. 2 Seasonal variation in relative abundance of

crab in middle East China Sea

Vertical bars indicate standard error

在其他 3 个季节均为绝对优势种, 该种类质量占全

年总质量的 20. 92% , 尾数百分比为 42. 33% ; 银

光梭子蟹除春季以外, 在其他 3 个季节均为优势

种, 且在秋、冬季为绝对优势种, 该种类质量占全

年总质量的 7. 43% , 尾数百分比为 34. 60% ; 除以

上 3 种优势种以外, 只有武士 在秋季成为优势

种, 但其 IRI 相对来说较低, 对群落的贡献较少。

由此看出, 优势种种类较少和优势种与其他种类的

优势度差异显著是该海域群落优势种的特征。

2.4 多样性指数的变化

东海中部各季节的蟹类群落多样性指数变化见

表 3。D的变化范围为 0. 09 ～1. 41, 其平均值秋季

最高 ( 0. 51) , 春季最低 ( 0. 31) ; H′的变化范围

为 0. 02 ～1. 67, 其平均值秋季最高 ( 0. 93) , 春季

最低 ( 0. 57) ; J′的变化范围为 0. 02 ～1. 00, 其平

均值秋季最高 ( 0. 65) , 夏季最低 ( 0. 53) 。其中

D 和 H′季节间的变化趋势相一致, J′各季节间的变

化不大。t 检验表明, 各群落多样性指数各季节间

均差异不显著 ( P > 0. 05) 。D 和 H′呈显著正相关

( R = 0. 876, P <0. 05) , D 和 J′相关性不显著 ( R

= 0. 783, P > 0. 05) , H′和 J′之间呈极显著正相关

( R = 0. 921, P <0. 0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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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东海中部蟹类群落优势种组成的季节变化

Tab.2 Seasonal variation in dominant crab species in middle East China Sea

季节
season

种类
species

质量百分比 /%
percentage
of weight

尾数百分比 /%
percentage of
individuals

平均质量 / g·ind - 1

average weight

频率百分比 /%
percentage of

frequency

相对重要性指数
IRI

春 spring 双斑 27. 39 73. 19 3. 93 83. 33 8 382

细点圆趾蟹 61. 29 18. 38 35. 00 52. 38 4 173

夏 summer 双斑 32. 89 65. 61 5. 47 100. 00 9 850

细点圆趾蟹 55. 59 22. 14 27. 39 73. 81 5 737

银光梭子蟹 3. 65 10. 24 3. 89 78. 57 1 091

秋 autumn 银光梭子蟹 20. 77 74. 76 1. 39 83. 33 7 960

细点圆趾蟹 41. 38 10. 65 19. 44 30. 95 1 610

双斑 4. 10 7. 40 2. 77 61. 90 712

武士 8. 72 0. 64 67. 93 54. 76 513

冬 winter 细点圆趾蟹 75. 69 27. 82 40. 42 62. 50 6 469

银光梭子蟹 10. 77 58. 55 2. 73 87. 50 6 066

表 3 东海中部蟹类群落多样性指数的季节变化

Tab.3 Seasonal changes of crab community diversity indices in middle East China Sea

季节
season

物种丰富度指数 ( D)
species richness index

平均 average 范围 range

物种多样性指数 ( H′)
Shannon-Wiener index

平均 average 范围 range

均匀度指数 ( J′)
evenness index

平均 average 范围 range

春 spring 0. 31 ±0. 22 0. 09 ～0. 81 0. 57 ±0. 46 0. 02 ～1. 25 0. 55 ±0. 27 0. 03 ～0. 99

夏 summer 0. 44 ±0. 23 0. 11 ～0. 97 0. 79 ±0. 45 0. 11 ～1. 62 0. 53 ±0. 25 0. 02 ～0. 99

秋 autumn 0. 51 ±0. 28 0. 09 ～1. 41 0. 93 ±0. 44 0. 04 ～1. 57 0. 65 ±0. 14 0. 06 ～1. 00

冬 winter 0. 45 ±0. 24 0. 11 ～0. 92 0. 78 ±0. 52 0. 05 ～1. 67 0. 55 ±0. 31 0. 05 ～1. 00

3 讨论

东海中部是东海大陆架浅海区, 主要有舟山渔

场、舟外渔场、鱼山渔场、鱼外渔场和温台渔场。

这些渔场受台湾暖流、黄海沿岸流、东海沿岸流、

长江冲淡水以及黄海冷水团的综合作用, 基础饵料

丰富, 是多种鱼类的产卵场和索饵场, 也是中国重

要的海洋渔业作业水域
[ 17 ]

。这次调查中共出现蟹

类种类 30 种, 隶属于 9 科, 16 属, 根据 20 世纪

90 年代 ( 1998 年) 的调查资料, 东海中部的蟹类

有 45 种, 隶属于 11 科, 19 属
[ 8 ]

。与 10 年前的调

查资料相比, 种类数下降比较明显。导致种类数量

降低的主要原因在于多年来在东海中部及整个东海

海域所承受的捕捞强度不断增强以及海洋环境污染

的加剧, 致使整个海洋生物栖息地减少和海洋生态

环境破坏
[ 1 8 - 1 9]

。

根据四季调查的统计结果, 不同季节之间秋季

出现种类数最多, 有 26 种, 冬季 24 种, 夏季 22

种, 春季出现种类则最少, 只有 17 种。由此看出,

蟹类的种类数在夏、秋和冬季三季比较稳定, 春季

种类数较其他 3 个季节明显减少, 这主要是因为春

季沿岸水系分布范围扩大, 混合水带广阔, 海洋环

境不稳定, 在此环境下生存的蟹类相对较少一

些
[ 2 0]

。而随着季节变化, 台湾暖流北上增强, 高

盐水增强, 海洋环境变得相对比较稳定, 蟹类的种

类也随之逐渐增多。

东海中部各季节蟹类群落的优势种组成比较稳

定, 全年 IRI 值大于 500 的种类仅有 4 种, 分别为

双斑 、细点圆趾蟹、银光梭子蟹和武士 。其中

细点圆趾蟹为全年优势种, 这一点与以往的调查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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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相同
[ 21]

。可以认为细点圆趾蟹已经成为调查海

域乃至整个东海蟹类群落中最重要的种类。与

1998 年的调查结果相比较, 三疣梭子蟹和锈斑

等大型经济蟹类已经从优势种中消失, 这也说明蟹

类群落在 10 年间发生了很大改变, 某些体型较大

的优势种消失, 而小型蟹类 ( 双斑 和银光梭子

蟹) 仍为优势种, 且优势度大大提高。

根据东海中部群落生物多样性的分析表明, 4

个季节的物种 D、H′和 J′3 种多样性指数的平均值

变化不大, 且整体偏低, 这说明该水域多样性水平

较低, 群落处于不稳定状态。同历史调查结果相

比, 3 种特征值的变化趋势与以前的调查结果一

致, 但数值均明显减小, 尤其是物种 D 下降尤为

明显 ( 1998 年秋季的平均值为 4. 44, 此次调查秋

季为 0. 51) , 造成 D 严重下降的原因还有待于进一

步探讨。物种 D 和 H′4 个季节的变化趋势是 2 种

指数的高值区从春季到冬季由近岸逐渐向外海移

动, 外海多样性指数高于近岸。此外, D 和 H′2

个指数与环境因子 ( 水深、底温和底盐) 均呈显

著性相关, 这也从一个侧面说明海洋生物的组成和

分布与盐度、温度和水深等密切相关
[ 22]

。J′在 4

个季节相差不大 ( 0. 45 ～0. 65) , 即不同物种的多

度 ( 生物量、盖度或其他指标) 的均匀程度在季

节间没 有较 大 差别 ( 尤其 以 质 量计 的 均 匀度

Jw) [ 23 ]
。这一结果与其他群落多样性研究的结果相

似, 即环境条件的改变对群落的均匀度影响不

大
[ 24] , 而 J′与环境因子 ( 水深、底温和底盐 ) 的

相关性不明显也印证了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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