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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了解生物群落中物种共存机制是群落生态学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鉴于河口鱼类群落结构与
温盐等理化因子密切相关，同时多数鱼类产卵、育幼在时间上具有同步性（主要在春夏季发生），因

此环境过滤机制可能是促使河口鱼类时间上共存的主要机制．为证实该假设，本研究以长江口鱼类
群落为例，利用广义可加非线性模型（ＧＡＭｓ）分析其时间生态位及鱼类与环境因子的关系，同时基
于零模型（ｎｕｌｌｍｏｄｅｌｓ）从生态位利用的角度阐述河口鱼类群落时间上的共存机制．结果表明：鱼类
物种间实测生态位大于预期值，揭示出环境过滤机制是促使鱼类时间上共存的主要机制；多数鱼类

物种与非生物环境因子关系拟合较好，说明未知因素（如物种间的竞争作用等机制）对其分布影响

权重较小．上述结果支持环境过滤学说是长江口鱼类物种时间共存格局的主导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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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了解生物群落中物种共存机制是群落生态学研
究的重要内容［１］．关于生物共存机制，目前存在着
中性构建理论和生态位理论（竞争排斥学说和环境

过滤学说）的争论，例如中性理论认为物种之间的

关系和生境异质性对群落结构影响较小，物种在生

态学是等价的，其分布主要受传播等随机事件的影

响［２］；而生态位理论的竞争排斥学说认为物种之间

的竞争作用导致的生态位分离是促使其共存的重要

因素［３４］，环境过滤学说则认为物种之间生态位的

相似性促使其共存，物种的分布主要受非生物环境

因素制约［５８］．
传统上，生态学家通过对物种生态位的量化来

回答物种之间实测生态位与预测生态位重叠度的大

小［９１１］．理论上，在一个竞争作用机制为主导的群落
中，物种之间生态位应小于预测值；反之，在一个环

境过滤作用机制为主导的群落中，物种之间生态位

应大于预测值［１０１１］．
河口是一种重要的海岸带生境，对生活在其中

的鱼类有着重要的生态意义，河口同时扮演着产卵

场、育幼场、索饵场及洄游通道的角色［１２］．鱼类是河
口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１３］，其状况直接或间接

地影响着生态系统的健康．目前，大量有关河口鱼类
生态学研究的报道，主要集中于鱼类群落多样

性［１４１５］、鱼类群落与环境因子关系的研究［１４，１６１７］等

方面，关于鱼类共存机制的研究几乎还是空白．
长江年均径流量约９６００亿 ｍ３．作为中国最大

的河口，长江口的鱼类群落结构与温盐等理化因子

密切相关［１８］，所以有学者认为不同物种在生态学功

能上不可能是等价的［１９］，显然传播机制不是影响其

物种分布的主要因素；此外，物种之间的竞争作用可

能也不是主要因素，这是因为多数鱼类仔稚鱼主要

发生在春夏季［２０］，在时间上应具有一定的同步性．
因此，我们推测环境过滤机制应该是促使河口鱼类

时间上共存的主要机制；如果这一假设成立，那么鱼

类分布主要应受非生物因素（温度、盐度）等影响．
为论证该假设，本研究以长江口张网鱼类群落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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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其时间生态位及鱼类与环境因子的关系，从生

态位利用的角度阐明了河口鱼类群落时间上的共存

机制．

１　材料与方法
１．１　研究区域与采样方法

本调查水域位于 ３０°４８．５０′～３０°５９．６０′Ｎ，
１２２°０２．００′～１２２°０７．１９′Ｅ区域内（图１），该区域也
是上海市张网传统作业水域．

调查网具为定置张网，网具宽度为４．２ｍ，高度
为１．３ｍ，网身长６．０ｍ，网囊网目约为２．５ｍｍ，每

次作业时间（投网至起网）约为２４ｈ．
调查时间为２０１０年５月至２０１１年４月共１２

个月，其中５月份采样２次共４网，６月至９月均为
４次（农历大小潮各２次），１０月至第２年１月及３
月均为每月２次（农历大小潮各１次），２月和４月
采样均为１次（农历大潮）．每次采样时随机抽取２
网渔获物带回实验室定种、称量、计数，并利用 ＣＴＤ
现场测定采样站位表层盐度和水温（采样方法按照

海洋调查规范）［２１］；每月径流量以网上公布的大通

站流量为准［２２］．

图１　２０１０年５月至２０１１年４月长江口张网作业水域
Ｆｉｇ．１　ＳａｍｐｌｉｎｇａｒｅａｏｆｓｔｏｗｎｅｔｉｎＣｈａｎｇｊｉａｎｇＥｓｔｕａｒｙｆｒｏｍＭａｙ，２０１０ｔｏＡｐｒｉｌ，２０１１

１．２　生态位重叠指数
用Ｐｉａｎｋａ′ｓ生态位指数［２３２４］计算物种（丰度的

占比大于１％的物种）间的实际和预测生态位，公式
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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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１、２）中：Ｐｉｊ和Ｐｉｋ分别是物种ｊ和ｋ在第ｉ次采样
中丰度的贡献率，Ｏｊｋ范围为０（完全隔离）～１（完全
重叠）；Ｏｊｋ－表示各对重叠指数（Ｏｊｋ）平均值；ｔ表示物
种数目，ｈ表示物种对数．计算过程均采用 ＥｃｏＳｉｍ
７００软件进行并采用 ＲＡ３算法（迭代次数 ＝１０００，
随机数种子＝１０）［１０，２５］，显著性水平定在ｐ＜０．０５．

当物种间竞争关系对群落物种共存机制有重要

影响时，实测值往往显著小于预测值，而当生境过滤

作用有重要影响时，实测值一般大于预测值，而预测

值和实测值无显著性差异则说明中性构建理论机制

占据主导［２４２５］．
１．３　ＧＡＭｓ模型

采用广义可加非线性模型（ＧＡＭｓ）分析鱼类物种
（丰度占比大于１％的物种）与环境因子的关系［２６］．

Ｌｎ（ａ＋１）＝ｓ（ｘ）＋ｓ（ｔ）＋ｓ（ｉ）＋ｍ＋ε（３）
式（３）中：ａ为鱼类ＣＰＵＥ数据，作为响应变量，环境
因子盐度（ｘ）、水温（ｔ）、流量（ｉ）及月份（ｍ）作为解
释变量，ε为随机变量．ＣＰＵＥ数据（ｉｎｄ．／网）经 ｌｏｇ
（丰度＋１）转化（连接函数为ｌｉｎｋ＝ｌｏｇｉｔ）．

根据ＣＰＵＥ与环境因子的显著性，筛选有效的
环境因子进入分析模型，然后依据赤池信息准则

Ａｋａｉｋｅ’ｓ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Ｃｒｉｔｅｒｉｏｎ（ＡＩＣ）［２７］对 ＣＰＵＥ与
环境因子的拟合效果进行检验，当 ＡＩＣ为最小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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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此时模型拟合效果最好．显著性水平定在 ｐ＜
０．０５．

２　结果与讨论
２．１　环境因子
２．１．１　流量变化　长江口大通站流量有明显的季

节分布差异，呈现出夏季（６—８月）高、冬季（１２—２
月）低的分布特点（图２）．

图２　２０１０年５月至２０１１年４月长江口月均径流量分布
Ｆｉｇ．２　ＭｅａｎｍｏｎｔｈｌｙｉｎｆｌｏｗｉｎＣｈａｎｇｊｉａｎｇＥｓｔｕａｒｙｆｒｏｍＭａｙ，２０１０ｔｏＡｐｒｉｌ，２０１１

２．１．２　水温和盐度分布　调查水域水温分布有
明显的时间差异，月平均温度以８月最高，７月次
之，而最低温度出现在 １月，其次为 ２月；盐度的

时间分布格局基本与温度格局相反，月平均盐度

最高值出现在２月，而最低值出现在８月（图３）．

图３　２０１０年５月至２０１１年４月长江口月均盐度和水温
Ｆｉｇ．３　Ｍｅａｎｍｏｎｔｈｌｙｓａｌｉｎｉｔｙａｎｄ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ｉｎＣｈａｎｇｊｉａｎｇＥｓｔｕａｒｙｆｒｏｍＭａｙ，２０１０ｔｏＡｐｒｉｌ，２０１１

２．２　Ｐｉａｎｋａ指数
群落物种 Ｐｉａｎｋａ指数实测平均值为０．２８８，预

测平均值为０．１８８，实测平均值极显著大于预测值
（ｐ＝０．００２）．
２．３　鱼类与环境因子的关系

ＧＡＭｓ模型分析结果显示绝大多数物种与环境
因子拟合较好（表１），但不同物种对环境因子的响
应有差异，如棘头梅童鱼（Ｃｏｌｌｉｃｈｔｈｙｓｌｕｃｉｄｕｓ）偏好高
盐水体，与其作为河口种类的生活习性并不矛盾，而

带鱼（Ｔｒｉｃｈｉｕｒｕｓｌｅｐｔｕｒｕｓ）则偏好低盐水体，这与其作

为海水种类的生活习性也没有矛盾；低温或高温均

不利于尖海龙（Ｓｙｎｇｎａｔｈｕｓａｃｕｓ）生存，但凤鲚（Ｃｏｉｌ
ｉａｍｙｓｔｕｓ）个体却偏好高温分布．总体上，物种与环
境因子的相关性表现为复杂的非线性相关．如尖海
龙丰度与流量、水温及盐度均密切相关，其中与流量

（２．０～３．０万 ｍ３／ｓ）为局部负相关，与盐度也为局
部负相关，而与水温大致呈单峰关系（先为正相关，

后为负相关）；凤鲚丰度与流量为负相关，表明流量

越低月份，丰度越高（图４）；棘头梅童鱼丰度与流量
和盐度均为正相关，表明水温或盐度越高的月份，其



·５２８　　 · 应 用 海 洋 学 学 报 ３７卷

丰度也越大（图５）；刀鲚（Ｃｏｉｌｉａｎａｓｕｓ）只与流量密
切相关，且为复杂的非线性关系，其中流量 ＜２．５万
ｍ３／ｓ时为正相关，在 ２．５～３．０万 ｍ３／ｓ时为负相
关，之后基本保持稳定（图４）；带鱼丰度只与盐度为
一元线性正相关（图 ５）；红狼牙虾虎鱼（Ｏｄｏｎｔａｍ
ｂｌｙｏｐｕｓｒｕｂｉｃｕｎｄｕｓ）丰度与盐度为单峰关系，在盐度
＜１７时为正相关，在 ＞１７时为负相关，而与流量为
正相关（图４）；鲻（Ｍｕｇｉｌｃｅｐｈａｌｕｓ）丰度与流量密切
相关，其中在 ＜３．０万 ｍ３／ｓ时为负相关，之后为正

相关（图４）；康氏小公鱼（Ｓｔｏｌｅｐｈｏｒｕｓｃｏｍｍｅｒｓｏｎｉｉ）丰
度与流量密切相关，其中在流量 ＜４．０万 ｍ３／ｓ时为
正相关，在４．０～５．０万 ｍ３／ｓ为负相关，而 ＞５．０万
ｍ３／ｓ时为正相关（图 ４）；龙头鱼（Ｈａｒｐａｄｏｎｎｅ
ｈｅｒｅｕｓ）丰度与与流量关系较为复杂，在流量 ＜２．５
万ｍ３／ｓ时为正相关，在２．５～３．５万 ｍ３／ｓ为负相
关，而在３．５～４．５万ｍ３／ｓ为正相关，在 ＞４．５～５．０
万ｍ３／ｓ时为负相关，在５．０～５．５万ｍ３／ｓ时为正相
关，之后为负相关（图４）．

表１　长江口物种与环境因子关系ＧＡＭｓ模型分析结果
Ｔａｂ．１　Ｒｅｓｕｌｔｓｏｆ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ｉｎｆｉｓｈｓｐｅｃｉｅｓａｎｄ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ｖａｒｉａｂｌｅｓｉｎＣｈａｎｇｊｉａｎｇＥｓｔｕａｒｙｂａｓｅｄｏｎＧＡＭｓ

种类 环境因子 偏差解释比例／％ 自由度 赤池信息准则

尖海龙 ｓ（ｔ）＋ｓ（ｘ）＋ｓ（ｉ）＋ｍ ９９．３ ８．０８；８．３１；８．５１ ４．４８

凤鲚 ｓ（ｔ）＋ｓ（ｉ） ６４．６ １；３．７３ １１６．９４

棘头梅童鱼 ｓ（ｉ）＋ｓ（ｘ） ７３．５ １；２．５８ ８９．０６

刀鲚 ｓ（ｉ） ８３．３ ５．５ ６９．０８

带鱼 ｓ（ｘ） ３１．４ １ １０８．０８

红狼牙虾虎鱼 ｓ（ｘ）＋ｓ（ｉ） ６９．６ ４．１５；１．４３ ８８．６５

鲻 ｓ（ｉ） ６７．２ ２．８４ ９３．４７

康氏小公鱼 ｓ（ｉ） ５６．５ ３．９７ １１５．６１

龙头鱼 ｓ（ｉ） ７６．９ ７．８５ １１９．６１

　　注：ｔ为水温，ｘ为盐度，ｉ为流量，ｍ为月份

图４　基于ＧＡＭｓ模型长江口鱼类丰度与流量关系
Ｆｉｇ．４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ｉｎａｂｕｎｄａｎｃｅｏｆｆｉｓｈｓｐｅｃｉｅｓａｎｄｉｎｆｌｏｗｉｎＣｈａｎｇｊｉａｎｇＥｓｔｕａｒｙｂａｓｅｄｏｎＧＡＭｓ

纵坐标表示非参数光滑函数，括号中的数字表示估计自由度；虚线表示上述光滑拟合函数的９５％置信区间，实线表示该函数

的平滑拟合曲线，下同

２．４　讨论
本研究以长江口张网鱼类群落为例基于生态位

的分析，证实了河口鱼类群落时间上共存受环境过

滤机制控制，表明物种之间对时间生态位的利用，竞

争作用受到限制，而物种与环境关系的分析显示物

种时间分布格局主要受非生物环境因素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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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５　基于ＧＡＭｓ模型长江口鱼类丰度与盐度及水温关系
Ｆｉｇ．５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ｉｎａｂｕｎｄａｎｃｅｏｆｆｉｓｈｓｐｅｃｉｅｓａｎｄｓａｌｉｎｉｔｙａｎｄ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ｉｎＣｈａｎｇｊｉａｎｇＥｓｔｕａｒｙｂａｓｅｄｏｎＧＡＭｓ

２．４．１　物种共存机制　影响物种共存的因素较多，
有学者指出可利用资源的数量及环境异质性都能影

响物种的共存机制［５，９］．一般而言，在资源稀缺的环
境中，因对有限资源（如空间、食物等）的竞争，潜在

竞争者往往表现出生态位分离的现象［２８］，从而达到

减少种间竞争的目的，此时竞争排斥作用对群落的

影响超过生境过滤；相反，在环境异质性高的生境

中，一般环境过滤机制对群落物种的分布作用占主

导，不同物种因对环境因子耐受性的差异表现出不

同的分布格局，对有些物种而言，一些环境因子明显

限制了其分布，而另一些物种却因对这些环境因子

有较好的适应性而大量分布［９］．本研究中长江口环
境因子及鱼类分布格局正表现出这样的特点，如棘

头梅童鱼丰度与盐度为正相关，而带鱼则为负相关；

此外，低温或高温均限制了尖海龙对河口环境的利

用，而凤鲚个体明显表现出偏好高温水体的特点．长
江口一年中较大的温度（６．６～２８．６℃）和盐度（３．６
～２４．１）梯度限制了物种之间的竞争作用．
研究发现，如果可供潜在竞争者利用的资源充

足，那么这些竞争者也可共存［５］．河口作为生产力
较高的生态系统，作为鱼类饵料的浮游动物、底栖动

物及甲壳类等数量较多，因而长江口较为充足的饵

料供给等状况也降低了鱼类群落种间的竞争关

系［１８］．此外，河口生境作为鱼类良好的育幼及躲避
场所已被广泛报道，鱼类会利用河口浑浊的水体来

躲避作为捕食者的其他肉食鱼类和鸟类等的捕

食［２９］，而长江口棘头梅童鱼、带鱼等鱼类个体均以

幼鱼占据主导［３０］，它们很好地利用了河口生境（如

透明度较低的水体），一定程度上避免了鱼类群落

的种间竞争．另外，长江口鱼类群落在时间上生态位
大于预期也很有可能与其他尚未阐明的机制（如生

态补偿机制）有关［３１］．生态补偿理论认为群落中不
同物种为避免／减弱竞争，一般在时间、空间及食物
３个生态维度上至少存在一种生态位分化的现
象［３２３３］，由于长江口鱼类群落物种空间上也受环境

过滤机制主导，因而为避免或降低种间竞争，时间、

空间生态位重叠系数较高可能被较低的食性生态位

所补偿，即食性生态位可能存在分化现象，该假设尚

待后续研究加以证实．
２．４．２　环境因子对鱼类分布的影响　目前，ＧＡＭｓ
模型已被广泛用于分析各渔业种群与环境因子的关

系，如南极磷虾（Ｅｕｐｈａｕｓｉａｓｕｐｅｒｂａ）［３４］、鲣（Ｋａｔｓｕ
ｗｏｎｕｓｐｅｌａｍｉｓ）［３５］、长鳍金枪鱼（Ｔｈｕｎｎｕｓａｌａｌｕｎ
ｇａ）［３６］、竹荚鱼（Ｔｒａｃｈｕｒｕｓｓｐｐ．）［３７］、日本鲭（Ｓｃｏｍ
ｂｅｒｊａｐｏｎｉｃｕｓ）［３８］、方氏云

"

（Ｅｎｅｄｒｉａｓｆａｎｇｉ）［３９］、斑
?（Ｋｏｎｏｓｉｒｕｓｐｕｎｃｔａｔｕｓ）［４０］、柔鱼（Ｏｍｍａｓｔｒｅｐｈｅｓｂａｒ
ｔｒａｍｉ）［４１］及岛礁鱼类［４２］．本研究中各个物种丰度与
环境因子的ＧＡＭｓ模型关系拟合效果均较好（分布
偏差解释比例在５６．５％以上，带鱼除外），说明其他
未知因素如饵料、捕食、物种间的竞争作用对这些物

种的分布影响权重小于环境因子的影响，这也从另

一个测度证实了河口鱼类群落时间共存模式主要受

环境过滤机制控制，即物种时间分布格局受环境因

子的控制．
研究发现河口水体理化特征、水动力条件及初

级生产力等基础条件与径流量分布密切相关［４３］．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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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物种分布相关的环境因子中，径流量与除带鱼

外的各物种的分布均有密切关系，这是由长江口径

流量的年际分布特点决定的．长江口是一个径流量
季节

#

化十分显著的河口（图２），径流量的季节变
化，直接或间接地影响了上述环境因子的分布进而

影响着鱼类物种的分布，因此径流量成为与物种分

布最为密切的环境因子之一．
此外，盐度与河口鱼类群落的密切关系已被广

泛证实．由于河口盐度的剧烈变化及鱼类个体渗透
压的差异，一般淡水鱼类栖息在盐度 ＜２的水体中，
海洋鱼类则很少利用盐度 ＜２的生境，而河口性及
洄游性鱼类等适盐较广的类群一般受盐度限制较

小［４４］．ＧＡＭｓ分析也显示洄游性／半洄游性鱼类（刀
鲚和凤鲚）及河口性鱼类（鲻）等物种与盐度关系不

密切，这应与其能适应从淡水生境（＜０．５）至海洋
水体（＞３０）的各种盐度环境有关［４５］．不过，河口性
鱼类棘头梅童鱼与盐度为正相关、偏好高盐生境，与

其作为河口种类的生活习性并不矛盾，这种响应格

局应与本研究中该物种由幼鱼数量占据绝对优势且

幼鱼阶段对较高盐度环境的需求有关［４６］．与盐度关
系密切的其他种类主要是海洋鱼类．然而，即便是同
为海洋鱼类的几种鱼类，对盐度变化响应也有差异，

如尖海龙与盐度为非线性负相关，而带鱼与盐度为

线性负相关．不同物种对盐度响应的差异，反映出这
些种类对盐度偏好的差异．有学者发现即使同一物
种，其处于不同生活史阶段，对盐度的偏好也不一

样，一些海洋鱼类如日本黄姑鱼（Ａｒｇｙｒｏｓｏｍｕｓｊａｐｏｎｉ
ｃｕｓ）、六带

$

（Ｃａｒａｎｘｓｅｘｆａｓｃｉａｔｕｓ）和细斑石鲈（Ｐｏｍ
ａｄａｓｙｓｃｏｍｍｅｒｓｏｎｎｉｉ）会表现出当龄幼鱼偏好低盐生
境同时更高龄幼鱼和成鱼则偏好更高盐度环境的分

布格局［４７］．本研究中由于带鱼个体均为幼体组成，
因此其偏好低盐水体与其作为海水种类的生活习性

也没有矛盾．
温度可对鱼类生长、发育和繁殖等生理过程及

其所生活环境的初级生产力等产生影响［４８］．以往基

于群落水平的研究发现，水温是影响长江口鱼类季

节变化的重要环境因子［１８］，而基于种群水平的

ＧＡＭｓ分析进一步揭示出温度对群落中凤鲚和尖海
龙种群的季节

#

化影响尤为显著．冬季凤鲚出现率
较低，与其洄游至温度较高的邻近海域越冬有

关［４４］，因为越冬洄游也是河口鱼类群落适应环境的

普遍格局［４９］．当然，有时高温和低温均会对鱼类分
布产生影响，如在水温较高月份（６～８月）及水温较
低月份（１～３月），尖海龙的丰度基本为０［３０］，除此
之外，ＧＡＭｓ模型显示大多数物种的丰度分布与月
份关系并不显著，说明鱼类对长江口生境利用（如

产卵、索饵、育幼等行为）的季节差异，主要是由径

流量、盐度、气温等季节性变化因子所驱动，而并非

鱼类本身生活史的适应性所控制［５０］．
需要指出的是，本研究中张网作业区域主要位

于长江口环境变化最为剧烈的地带，水体浑浊度最

大，而其他水域如河道或长江口邻近海域等的鱼类

群落在时间上如何共存，目前仍然未知；此外，本研

究中带鱼与环境关系的拟合效果一般，其丰度分布

的偏差解释比例仅为３１．４％，这可能与未能纳入模
型分析的其他未知因素如饵料分布等有关，因为已

有研究发现，东海带鱼以磷虾和小型鱼类为主食，其

群体移动与浮游动物生物量的分布关系密切［５１］．

３　结论
本研究基于生态位和ＧＡＭｓ模型揭示了河口鱼

类群落物种时间共存格局受环境过滤机制主导，鱼

类物种对水温、径流及盐度等时间变化响应机制的

差异是鱼类群落种间共存的重要机制之一，一些相

关的其他方面的研究，例如时间生态位大于预期值

是否会被较低的食性生态位所补偿，长江河道或长

江口邻近海域鱼类群落是否也有类似的共存机制，

以及带鱼丰度偏差分布数据解释比例仍较低是否与

浮游动物生物量等变动有关等，都有待深入研究加

以证实．

参考文献：

［１］　ＧＡＶＩＬＡＮＥＺＭＭ，ＳＴＥＶＥＮＳＲＤ．Ｒｏｌｅｏｆ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ａｎｄｓｐａｔｉａｌｐｒｏｃｅｓｓｅｓｉｎｔｈｅ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ｏｆｎｅｏｔｒｏｐｉｃａｌｐｒｉ
ｍａｔｅ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ｉｅｓ：Ｃｏｎｔｒａｓｔｉｎｇｔａｘｏｎｏｍｉｃａｎｄｐｈｙｌｏｇｅｎｅｔｉｃ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ｓ［Ｊ］．ＧｌｏｂａｌＥｃｏｌｏｇｙａｎｄＢｉｏ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ｙ，２０１２，１０：１
１３．

［２］　ＨＵＢＢＥＬＬＳＰ．Ｔｈｅｕｎｉｆｉｅｄｔｈｅｏｒｙｏｆｂｉｏ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ａｎｄｂｉｏｇｅｇｒａｐｈｙ［Ｍ］．Ｐｒｉｎｃｅｔｏｎ：Ｐｒｉｎｃｅｔｏｎ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ｒｅｓｓ，２００１．
［３］　ＭＡＣＡＲＴＨＵＲＲ，ＬＥＶＩＮＳＲ．Ｌｉｍｉｔｉｎｇｓｉｍｉｌａｒｉｔｙｃｏｎｖｅｒｇｅｎｃｅａｎｄｄｉｖｅｒｇｅｎｃｅｏｆｃｏｅｘｉｓｔｉｎｇｓｐｅｃｉｅｓ［Ｊ］．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Ｎａｔｕｒａｌｉｓｔ，

１９６７，１０１：３７７３８７．
［４］　ＲＡＹＪＣ，ＳＵＮＱＵＩＳＴＭＥ．Ｔｒｏｐｈｉｃ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ｉｎａ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ｏｆＡｆｒｉｃａｎｒａｉｎｆｏｒｅｓｔｃａｒｎｉｖｏｒｅｓ［Ｊ］．Ｏｅｃｏｌｏｇｉａ，２００１，１２７：３９５

４０８．
［５］　ＭＯＵＩＬＬＯＴＤ，ＮＯＲＭＡＮＷＨ，ＭＡＳＯＮＪ，ｅｔａｌ．Ｉｓｔｈｅａｂｕｎｄａｎｃｅｏｆｓｐｅｃｉｅｓｄｅｔｅｒｍｉｎｅｄｂｙｔｈｅｉｒ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ａｌｔｒａｉｔｓ？Ａｎｅｗ



４期 史
!

荣，等：主导长江口鱼类群落物种时间共存格局的环境过滤机制研究 ·５３１　　 ·

ｍｅｔｈｏｄｗｉｔｈａｔｅｓｔｕｓｉｎｇｐｌａｎｔ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ｉｅｓ［Ｊ］．Ｏｅｃｏｌｏｇｉａ，２００７，１５：７２９７３７．
［６］　ＣＡＲＮＩＣＥＲＪ，ＢＲＯＴＯＮＳＬ，ＳＯＬＤ，ｅｔａｌ．Ｒａｎｄｏｍｓａｍｐｌｉｎｇ，ａｂｕｎｄａｎｃｅｅｘｔｉｎｃｔｉｏｎｄｙｎａｍｉｃｓａｎｄｎｉｃｈｅｆｉｌｔｅｒｉｎｇｉｍｍｉｇｒａｔｉｏｎ

ｃｏｎｓｔｒａｉｎｔｓｅｘｐｌａｉｎｔｈｅｇｅｎｅｒａｔｉｏｎｏｆｓｐｅｃｉｅｓｒｉｃｈｎｅｓｓｇｒａｄｉｅｎｔｓ［Ｊ］．ＧｌｏｂａｌＥｃｏｌｏｇｙａｎｄＢｉｏ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ｙ，２００８，１７：３５２３６２．
［７］　ＭＯＵＣＨＥＴＭＡ，ＶＩＬＬＥＧＥＲＳ，ＭＡＳＯＮＮＷＨ，ｅｔａｌ．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ａｌ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ｍｅａｓｕｒｅｓ：Ａｎｏｖｅｒｖｉｅｗｏｆｔｈｅｉｒｒｅｄｕｎｄａｎｃｙａｎｄ

ｔｈｅｉｒａｂｉｌｉｔｙｔｏｄｉｓｃｒｉｍｉｎａｔｅ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ａｓｓｅｍｂｌｙｒｕｌｅｓ［Ｊ］．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ａｌＥｃｏｌｏｇｙ，２０１０，２４：８６７８７６．
［８］　ＦＯＷＬＥＲＤ，ＬＥＳＳＡＲＤＪＰ，ＳＡＮＤＥＲＳＮＪ．Ｎｉｃｈｅｆｉｌｔｅｒｉｎｇｒａｔｈｅｒｔｈａｎｐａｒｔｉｔｉｏｎｉｎｇｓｈａｐｅｓｔｈｅ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ｏｆ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ｅｆｏｒｅｓｔａｎｔ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ｉｅｓ［Ｊ］．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ＡｎｉｍａｌＥｃｏｌｏｇｙ，２０１４，８３：９４３９５２．
［９］　ＰＩＡＮＫＡＥＲ．Ｎｉｃｈｅｏｖｅｒｌａｐａｎｄｄｉｆｆｕｓｅｃｏｍｐｅｔｉｔｉｏｎ［Ｊ］．Ｐｒｏｃｅｅｄｉｎｇｓｏｆｔｈｅ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ＡｃａｄｅｍｙｏｆＳｃｉｅｎｃｅｓ，１９７４，７１：２１４１

２１４５．
［１０］　ＧＯＴＥＬＬＩＮＪ，ＥＮＴＳＭＩＮＧＥＲＧＬ．ＥｃｏＳｉｍ：Ｎｕｌｌｍｏｄｅｌｓｓｏｆｔｗａｒｅｆｏｒｅｃｏｌｏｇｙ．Ｖｅｒｓｉｏｎ７．０．Ａｃｑｕｉｒｅｄ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ｃｅＩｎｃ．ａｎｄ

ＫｅｓｅｙＢｅａｒ［ＥＢ／ＯＬ］．［２０１５１１２１］．ｈｔｔｐ：／／ｈｏｍｅｐａｇｅｓ．ｔｏｇｅｔｈｅｒ．ｎｅｔ／～ｇｅｎｔｓｍｉｎ／ｅｃｏｓｉｍ．ｈｔｍ．
［１１］　ＧＯＴＥＬＬＩＮＪ，ＧＲＡＶＥＳＧＲ，ＲＡＨＢＥＫＣ．Ｍａｃｒｏ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ｓｉｇｎａｌｓｏｆｓｐｅｃｉｅｓｉｎｔｅｒａｃｔｉｏｎｓｉｎｔｈｅＤａｎｉｓｈａｖｉｆａｕｎａ［Ｊ］．Ｐｒｏ

ｃｅｅｄｉｎｇｓｏｆｔｈｅ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ＡｃａｄｅｍｙｏｆＳｃｉｅｎｃｅｓｏｆｔｈｅＵｎｉｔｅｄＳｔａｔｅｓｏｆＡｍｅｒｉｃａ，２０１０，１０７：５０３０５０３５．
［１２］　ＭＡＬＡＶＡＳＩＳ，ＦＩＯＲＩＮＲ，ＦＲＡＮＣＯＡ，ｅｔａｌ．ＦｉｓｈａｓｓｅｍｂｌａｇｅｓｏｆＶｅｎｉｃｅＬａｇｏｏｎｓｈａｌｌｏｗｗａｔｅｒｓ：ａｎ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ｂａｓｅｄｏｎｓｐｅ

ｃｉｅｓ，ｆａｍｉｌｉｅｓａｎｄ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ａｌｇｕｉｌｄｓ［Ｊ］．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ＭａｒｉｎｅＳｙｓｔｅｍ，２００４，５１：１９３１．
［１３］　ＭＡＲＴＩＮＯＥＪ，ＡＢＬＥＫＷ．Ｆｉｓｈａｓｓｅｍｂｌａｇｅｓａｃｒｏｓｓｔｈｅｍａｒｉｎｅｔｏｌｏｗｓａｌｉｎｉｔｙｔｒａｎｓｉｔｉｏｎｚｏｎｅｏｆａ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ｅｅｓｔｕａｒｙ［Ｊ］．Ｅｓ

ｔｕａｒｉｎｅ，ＣｏａｓｔａｌａｎｄＳｈｅｌｆＳｃｉｅｎｃｅ，２００３，５６：９６９９８７．
［１４］　ＭＡＣＩＳ，ＢＡＳＳＥＴＡ．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ａｌ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ａｎｄｔｅｍｐｏｒａｌｐａｔｔｅｒｎｓｏｆｆｉｓｈａｓｓｅｍｂｌａｇｅｓｉｎｎｏｎｔｉｄａｌＭｅｄｉｔｅｒｒａ

ｎｅａｎｌａｇｏｏｎｓ：Ａｃａｓｅｓｔｕｄｙ［Ｊ］．Ｅｓｔｕａｒｉｎｅ，ＣｏａｓｔａｌａｎｄＳｈｅｌｆＳｃｉｅｎｃｅ，２００９，８３：６０２６１２．
［１５］　史

!

荣，晁敏，全为民，等．长江口鱼类群落的多样性分析［Ｊ］．中国水产科学，２０１２，１９（６）：１６９１７６．
［１６］　ＡＫＩＮＳ，ＷＩＮＥＭＩＬＬＥＲＫＯ，ＧＥＬＷＩＣＫＦＰ．Ｓｅａｓｏｎａｌａｎｄｓｐａｔｉａｌ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ｓｉｎｆｉｓｈａｎｄｍａｃｒｏｃｒｕｓｔａｃｅａｎａｓｓｅｍｂｌａｇｅｓｔｒｕｃ

ｔｕｒｅｉｎＭａｄＩｓｌａｎｄＭａｒｓｈｅｓｔｕａｒｙ，Ｔｅｘａｓ［Ｊ］．Ｅｓｔｕａｒｉｎｅ，ＣｏａｓｔａｌａｎｄＳｈｅｌｆＳｃｉｅｎｃｅ，２００３，５７：２６９２８２．
［１７］　ＳＩＭＩＥＲＭ，ＬＡＵＲＥＮＴＣ，ＥＣＯＵＴＩＮＪＭ，ｅｔａｌ．ＴｈｅＧａｍｂｉａＲｉｖｅｒｅｓｔｕａｒｙ：Ａ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ｐｏｉｎｔｆｏｒｅｓｔｕａｒｉｎｅｆｉｓｈａｓｓｅｍｂｌａｇｅｓ

ｓｔｕｄｉｅｓｉｎＷｅｓｔＡｆｒｉｃａ［Ｊ］．ＥｓｔｕａｒｉｎｅＣｏａｓｔａｌａｎｄＳｈｅｌｆＳｃｉｅｎｃｅ，２００６，６９：６１５６２８．
［１８］　ＳＨＩＹＲ，ＣＨＡＯＭ，ＱＵＡＮＷＭ，ｅｔａｌ．Ｓｐａｔｉａｌａｎｄｓｅａｓｏｎａｌ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ｓｉｎｆｉｓｈａｓｓｅｍｂｌａｇｅｓｏｆｔｈｅＹａｎｇｔｚｅＲｉｖｅｒｅｓｔｕａｒｙ［Ｊ］．

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ＡｐｐｌｉｅｄＩｃｈｔｈｙｏｌｏｇｙ，２０１４，３０：８４４８５２．
［１９］　ＢＥＬＬＷＯＯＤＤＲ，ＷＡＩＮＷＲＩＧＨＴＰＣ，ＦＵＬＴＯＮＣＪ，ｅｔａｌ．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ａｌｖｅｒｓａｔｉｌｉｔｙｓｕｐｐｏｒｔｓｃｏｒａｌｒｅｅｆｂｉｏ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Ｊ］．Ｐｒｏ

ｃｅｅｄｉｎｇｓｏｆｔｈｅＲｏｙａｌＳｏｃｉｅｔｙｏｆＬｏｎｄｏｎ，ＳｅｒｉｅｓＢ，Ｂｉ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Ｓｃｉｅｎｃｅｓ，２００６，２７３：１０１１０７．
［２０］　庄平，王幼槐，李圣法，等．长江口鱼类［Ｍ］．上海：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２００６．
［２１］　国家海洋局．海洋调查规范　第２部分　海洋水文观测：ＧＢ／Ｔ１２７６３．２－２００７［Ｓ］．北京：海洋出版社，２００７．
［２２］　长江水利委员会．水位管理系统［ＥＢ／ＯＬ］．［２０１３１２１０］．ｈｔｔｐ：／／ｙｕｚｈｕ．ｖｉｃｐ．ｎｅｔ／ｙｚｈｓｈｗｇｌ．ａｓｐｘ．
［２３］　ＧＯＴＥＬＬＩＮＪ，ＧＲＡＶＥＳＧＲ．Ｎｕｌｌｍｏｄｅｌｓｉｎｅｃｏｌｏｇｙ［Ｍ］．Ｗａｓｈｉｎｇｔｏｎ：Ｓｍｉｔｈｓｏｎｉａｎ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Ｐｒｅｓｓ，１９９６．
［２４］　ＵＬＲＩＣＨＷ，ＧＯＴＥＬＬＩＮＪ．Ｎｕｌｌｍｏｄｅｌ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ｏｆｓｐｅｃｉｅｓ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ｓｕｓｉｎｇａｂｕｎｄａｎｃｅｄａｔａ［Ｊ］．Ｅｃｏｌｏｇｙ，２０１０，９１：３３８４

３３９７．
［２５］　史

!

荣，沈新强，王云龙．海湾鱼类群落物种共存机制：以湄洲湾为例［Ｊ］．中国水产科学，２０１６，２３（１）：１６９１７６．
［２６］　ＹＥＥＴＷ，ＭＩＴＣＨＥＬＬＮＤ．Ｇｅｎｅｒａｌｉｚｅｄａｄｄｉｔｉｖｅｍｏｄｅｌｓｉｎｐｌａｎｔｅｃｏｌｏｇｙ［Ｊ］．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ＶｅｇｅｔａｔｉｏｎＳｃｉｅｎｃｅ，１９９１，２：５８７

６０２．
［２７］　ＢＵＲＮＨＡＭＫＰ，ＡＮＤＥＲＳＯＮＤＲ．Ｍｏｄｅｌｓｅｌｅｃｔｉｏｎａｎｄｍｕｌｔｉｍｏｄｅｌｉｎｆｅｒｅｎｃｅ：Ａｐｒａｃｔｉｃａｌ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ｔｈｅｏｒｅｔｉｃａｐｐｒｏａｃｈ

［Ｍ］．ＮｅｗＹｏｒｋ：ＳｐｒｉｎｇｅｒＶｅｒｌａｇ，２００２．
［２８］　牛克昌，刘怿宁，沈泽昊，等．群落构建的中性理论和生态位理论［Ｊ］．生物多样性，２００９，１７（６）：５７９５９３．
［２９］　ＢＥＣＫＭＷ，ＨＥＣＫＫＬ，ＡＢＬＥＫＷ．Ａｂｅｔｔｅｒ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ｉｎｇｏｆｔｈｅｈａｂｉｔａｔｓｔｈａｔｓｅｒｖｅａｓｎｕｒｓｅｒｉｅｓｆｏｒｍａｒｉｎｅｓｐｅｃｉｅｓａｎｄｔｈｅ

ｆａｃｔｏｒｓｔｈａｔｃｒｅａｔｅｓｉｔｅｓｐｅｃｉｆｉｃｖａｒｉａｂｉｌｉｔｙｉｎｎｕｒｓｅｒｙｑｕａｌｉｔｙｗｉｌｌｉｍｐｒｏｖｅｃｏｎ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ｏｆｔｈｅｓｅａｒｅａｓ［Ｊ］．Ｂｉｏ
Ｓｃｉｅｎｃｅ，２００１，５１：６３３６４１．

［３０］　史
!

荣，晁敏，沈新强．长江口张网鱼类群落结构特征及月相变化［Ｊ］．海洋学报，２０１４，３６（２）：８１９２．
［３１］　ＨＯＦＥＲＵ，ＢＥＲＳＩＥＲＬＦ，ＢＯＲＣＡＲＤＤ．Ｒｅｌａｔｉｎｇｎｉｃｈｅａｎｄｓｐａｔｉａｌｏｖｅｒｌａｐａｔｔｈｅ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ｌｅｖｅｌ［Ｊ］．Ｏｉｋｏｓ，２００４，１０６：

３６６３７６．
［３２］　ＳＣＨＯＥＮＥＲＴＷ．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ｐａｒｔｉｔｉｏｎｉｎｇｉｎ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ｉｅｓ［Ｊ］．Ｓｃｉｅｎｃｅ，１９７４，１８５：２７３９．
［３３］　ＶＩＥＲＩＲＡＥＭ，ＰＯＲＴＤ．Ｎｉｃｈｅｏｖｅｒｌａｐａｎｄ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ｐａｒｔｉｔｉｏｎｉｎｇｂｅｔｗｅｅｎｔｗｏｓｙｍｐａｔｒｉｃｆｏｘｓｐｅｃｉｅｓｉｎｓｏｕｔｈｅｒｎＢｒａｚｉｌｉａｎ［Ｊ］．

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Ｚｏｏｌｏｇｙ，２００７，２７２：５７６３．



·５３２　　 · 应 用 海 洋 学 学 报 ３７卷

［３４］　朱国平，朱小艳，徐怡瑛，等．基于ＧＡＭ模型分析夏秋季南奥克尼群岛南极磷虾渔场时空分布及与环境因子之间的关
系［Ｊ］．极地研究，２０１２，２４（３）：２６６２７３．

［３５］　唐浩，许柳雄，陈新军，等．基于 ＧＡＭ模型研究时空及环境因子对中西太平洋鲣鱼渔场的影响［Ｊ］．海洋环境科学，
２０１３，３２（４）：５１８５２２．

［３６］　范永超，戴小杰，朱江峰，等．南太平洋长鳍金枪鱼延绳钓渔业ＣＰＵＥ标准化［Ｊ］．海洋湖沼通报，２０１７（１）：１２２１３２．
［３７］　逄志伟，李显森，朱建成，等．大西洋中部海域竹荚鱼中心渔场的时空变化及其影响因素［Ｊ］．中国农学通报，２０１７，３３

（３１）：１５３１５９．
［３８］　戴澍蔚，唐峰华，樊伟，等．北太平洋公海日本鲭资源分布及其渔场环境特征［Ｊ］．海洋渔业，２０１７，３９（４）：３７０３８２．
［３９］　李敏，李增光，徐宾铎，等．时空和环境因子对海州湾方氏云

"

资源丰度分布的影响［Ｊ］．中国水产科学，２０１５，２２（４）：
８１２８１９．

［４０］　李敏，徐宾铎，麻秋云，等．时空及环境因子对黄河口及邻近水域斑?资源丰度的影响［Ｊ］．中国水产科学，２０１７，２４
（５）：９６３９６９．

［４１］　陈新军，田思泉．西北太平洋柔鱼资源丰度时空分布的 ＧＡＭ模型分析［Ｊ］．集美大学学报 （自然科学版），２００６，１１
（４）：２９５３００．

［４２］　赵静，章守宇，汪振华，等．基于ＧＡＭ模型的鱼类群落多样性分布及影响因素［Ｊ］．生态学杂志，２０１３，３２（１２）：３２２６
３２３５．

［４３］　线薇薇，刘瑞玉，罗秉征．三峡水库蓄水前长江口生态与环境［Ｊ］．长江流域资源与环境，２００４，１３（２）：１１９１２３．
［４４］　ＷＨＩＴＦＩＥＬＤＡＫ．Ｆｉｓｈｓｐｅｃｉｅｓ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ｉｎｓｏｕｔｈｅｒｎＡｆｒｉｃａｎｅｓｔｕａｒｉｎｅｓｙｓｔｅｍｓ：Ａｎ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ａｒｙ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Ｊ］．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

ｔａｌＢｉｏｌｏｇｙｏｆＦｉｓｈ，１９９４，４０：３７４８．
［４５］　田明诚，沈友石，孙宝铃．长江口及其邻近海区鱼类区系研究［Ｊ］．海洋科学集刊，１９９２，３３（３）：２６５２８０．
［４６］　ＬＩＵＨＢ，ＪＩＡＮＧＴ，ＨＵＡＮＧＨＨ，ｅｔａｌ．Ｅｓｔｕａｒｉｎｅ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ｃｙｉｎＣｏｌｌｉｃｈｔｈｙｓｌｕｃｉｄｕｓｏｆｔｈｅＹａｎｇｔｚｅＲｉｖｅｒＥｓｔｕａｒｙａｓｒｅｖｅａｌｅｄ

ｂｙｔｈｅ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ｓｉｇｎａｔｕｒｅｏｆｏｔｏｌｉｔｈｓｔｒｏｎｔｉｕｍａｎｄｃａｌｃｉｕｍ［Ｊ］．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ＢｉｏｌｏｇｙｏｆＦｉｓｈｅｓ，２０１５，９８（１）：１６５１７２．
［４７］　ＴＥＲＭＯＲＳＨＵＩＺＥＮＬＤ，ＷＨＩＴＦＩＥＬＤＡＫ，ＰＡＴＥＲＳＯＮＡＷ．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ｐａｔｔｅｒｎｓｏｆｆｉｓｈｅｓｉｎａｎｅａｓｔｅｒｎＣａｐｅＥｓｔｕａｒｙａｎｄ

ｒｉｖｅｒｗｉｔｈｐａｒｔｉｃｕｌａｒｅｍｐｈａｓｉｓｏｎｔｈｅｅｂｂａｎｄｆｌｏｗｒｅｇｉｏｎ［Ｊ］．ＴｒａｎｓａｃｔｉｏｎｓｏｆｔｈｅＳｏｕｔｈＡｆｒｉｃａｎ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ｉｃａｌＳｏｃｉｅｔｙ，１９９７，
５１：２５７２８０．

［４８］　ＳＥＬＬＥＳＬＡＧＨＪ，ＡＭＡＲＡＲ．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ｆａｃｔｏｒｓ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ｉｎｇｓｈ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ａｎｄａｓｓｅｍｂｌａｇｅｓｉｎａｓｍａｌｌｍａｃｒｏｔｉｄａｌｅｓｔｕａｒｙ
（ｅａｓｔｅｒｎＥｎｇｌｉｓｈＣｈａｎｎｅｌ）［Ｊ］．Ｅｓｔｕａｒｉｎｅ，ＣｏａｓｔａｌａｎｄＳｈｅｌｆＳｃｉｅｎｃｅ，２００８，７９：５０７５１７．

［４９］　ＬＡＦＦＡＩＬＬＥＰ，ＦＥＵＮＴＥＵＮＥ，ＬＥＦＥＵＶＲＥＪＣ，ｅｔａｌ．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ｏｆｆｉｓｈ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ｉｅｓｉｎａＥｕｒｏｐｅａｎｍａｃｒｏｔｉｄａｌｓａｌｔｍａｒｓｈ
（ｔｈｅＭｏｉｎｔＳａｉｎｔＭｉｃｈｅｌｂａｙ，Ｆｒａｎｃｅ）［Ｊ］．Ｅｓｔｕａｒｉｎｅ，ＣｏａｓｔａｌａｎｄＳｈｅｌｆＳｃｉｅｎｃｅ，２０００，５１：４２９４３８．

［５０］　沈国英，施并章．海洋生态学［Ｍ］．北京：科学出版社，２００２：９５１２７．
［５１］　陈亚瞿，朱启琴．东海带鱼摄食习性、饵料基础及与渔场关系［Ｊ］．水产学报，１９８４，８（２）：１３５１４５．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ｆｉｌｔｅｒｉｎｇ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ｃｏｎｔｒｏｌｌｉｎｇｔｈｅｓｐｅｃｉｅｓｔｅｍｐｏｒａｌ
ｃｏｅｘｉｓｔｅｎｃｅｐａｔｔｅｒｎｆｏｒｆｉｓｈ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ｉｅｓｉｎＣｈａｎｇｊｉａｎｇＥｓｔｕａｒｙ

ＳＨＩＹｕｎｒｏｎｇ，ＣＨＡＯＭｉｎ，ＳＨＥＮＸｉｎｑｉａｎｇ
（ＥａｓｔＣｈｉｎａＳｅａＦｉｓｈｅｒｉｅｓ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ＣｈｉｎｅｓｅＡｃａｄｅｍｙｏｆＦｉｓｈｅｒｙＳｃｉｅｎｃｅｓ，Ｓｈａｎｇｈａｉ２０００９０，Ｃｈｉｎ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ｉｎｇ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ｓ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ｉｎｇｃｏｅｘｉｓｔｅｎｃｅｏｆｓｐｅｃｉｅｓｗｉｔｈｉｎｂｉ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ｉｅｓｉｓａｃｅｎｔｒａｌｉｓ
ｓｕｅｏｆ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ｅｃｏｌｏｇｙ．Ｉｔｉｓｗｉｄｅｌｙｒｅｃｏｇｎｉｚｅｄｔｈａｔ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ｏｆｆｉｓｈ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ｉｓｍａｉｎｌｙｒｅｇｕｌａｔｅｄｂｙａｂｉｏｔｉｃ
ｆａｃｔｏｒｓ（ｅ．ｇ．，ｓａｌｉｎｉｔｙ，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ａｓｗｅｌｌａｓｍｏｓｔｏｆｆｉｓｈｓｐｅｃｉｅｓｃｏｏｃｃｕｒｒｅｄｔｅｍｐｏｒａｌｌｙｉｎｅｓｔｕａｒｉｅｓ，ｅ．ｇ．，
ｓｐａｗｎｉｎｇａｎｄｎｕｒｓｉｎｇｍａｉｎｌｙｄｕｒｉｎｇｓｐｒｉｎｇａｎｄｓｕｍｍｅｒ．Ｔｈｕｓ，ｗｅｈｙｐｏｔｈｅｓｉｚｅｔｈａｔ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ｆｉｌｔｅｒｉｎｇｉｓａｎ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ｆｏｒｃｅｐｒｏｍｏｔｉｎｇｔｈｅｃｏｅｘｉｓｔｅｎｃｅｏｆｆｉｓｈｓｐｅｃｉｅｓｉｎｔｈｏｓｅ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ｓ．Ａｉｍｉｎｇｔｏｅｘａｍｉｎｅｓｕｃｈｈｙｐｏｔｈｅ
ｓｉｓ，ｗｅａｎａｌｙｚｅｄｔｈｅｔｅｍｐｏｒａｌｎｉｃｈｅｏｖｅｒｌａｐｓａｍｏｎｇｆｉｓｈｓｐｅｃｉｅｓｗｉｔｈｉｎａｓｓｅｍｂｌａｇｅｓｕｓｉｎｇｎｕｌｌｍｏｄｅｌｓ，ａｎｄｒｅｌａ
ｔｉｏｎｓｈｉｐｓｂａｓｅｄｏｎＧＡＭｓｂｅｔｗｅｅｎｆｉｓｈｓｐｅｃｉｅｓａｎｄａｂｉｏｔｉｃｆａｃｔｏｒｓｏｆＣｈａｎｇｊｉａｎｇＥｓｔｕａｒｙ．Ｒｅｓｕｌｔｓｏｆｎｕｌｌｍｏｄｅｌｓａｎｄ
ＧＡＭｓａｒｅａｓｆｏｌｌｏｗｓ．Ｆｉｒｓｔｌｙ，ｏｂｓｅｒｖｅｄｖａｌｕｅｓｏｆｎｉｃｈｅｏｖｅｒｌａｐｓａｒｅｍｏｒｅｔｈａｎｅｘｐｅｃｔｅｄｏｎｅｓ．Ｓｅｃｏｎｄｌｙ，ｆｉｓｈａｓ
ｓｅｍｂｌａｇｅｓｗｅｒｅｅｘｐｒｅｓｓｅｄｗｅｌｌｂｙａｂｉｏｔｉｃｖａｒｉａｂｌｅｓ，ｗｈｉｃｈｔｏｇｅｔｈｅｒｓｕｇｇｅｓｔｉｎｇｔｈａｔ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ｆｉｌｔｅｒｉｎｇｍｅｃｈａ



４期 史
!

荣，等：主导长江口鱼类群落物种时间共存格局的环境过滤机制研究 ·５３３　　 ·

ｎｉｓｍｐｌａｙｓａｃｒｉｔｉｃａｌｒｏｌｅｂｕｔｏｔｈｅｒｕｎｍｅａｓｕｒｅｄ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ｓ（ｅ．ｇ．，ｉｎｔｅｒｓｐｅｃｉｆｉｃｃｏｍｐｅｔｉｔｉｏｎｓ）ｍａｙａｌｓｏｐｒｏｍｏｔｅ
ｔｅｍｐｏｒａｌ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ｏｆｆｉｓｈｓｐｅｃｉｅｓ．Ｔｈｕｓ，ｔｈ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ｓｔｕｄｙｓｕｐｐｏｒｔｓｔｈｅｔｈｅｏｒｙｏｆ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ｆｉｌｔｅｒｉｎｇ．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ｍａｒｉｎｅｂｉｏｌｏｇｙ；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ｆｉｌｔｅｒｉｎｇ；ｆｉｓｈａｓｓｅｍｂｌａｇｅｓ；ｔｅｍｐｏｒａｌｃｏｅｘｉｓｔｅｎｃｅ；ｎｕｌｌｍｏｄｅｌｓ；ＧＡＭｓ；
ＣｈａｎｇｊｉａｎｇＥｓｔｕａｒｙ
ＤＯＩ：１０．３９６９／Ｊ．ＩＳＳＮ．２０９５４９７２．２０１８．０４．００８

（责任编辑：杜俊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