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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诺伊齐德勒湖欧飘和欧白鱼 

之间的食物资源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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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中国科学 院南京地理与瑚泊研究所 ．南京 2lO00B) 

提要 酞飘 Pelecus删 f (L)．和欧白鱼Alburnus alburn~ (L)．是奥地利诺伊齐德勒潮 

敝水区的两优势种．本文研究了 1 994年6且至 儿 月问欧飘和敢白鱼之间的食物资源分配．从 6月 

烈 9月，欧飘和聩自鱼主食植角娄蒙古秀体 i蚤Diaphano~oraa研啪 M 和透 明薄应漕Zcptodora 

kit~dti．生杰位重叠度高．在 l0胃和 u 月·欧飘主食桡足类刺北镖水蚤Artodiaptomus spinos~ 和昆 

虫，而欧白色转移到主食昆虫 ，生态位重叠降低，食物分配明显 

关键词 塑  墼丝  皂塑童望盐里 生态位重叠 物种共存 

长期以来，生态学家一直对生态习性相似的动物之间如何分配资源这一问题很感兴趣，因 

为这个问题的探讨有助于揭示物种共存和物种多样性 自然调节的机制．食物资源的分配或划 

分(food resource partitioning)可以通过多种途径实现，如摄食不同食物种类或不同个体大小的 

食物；在不同的生境或不同的时间摄食 ．然而 ，资源利用的重叠是动态的，受到很多 因素的影 

响，如动物摄食器官的功能形态，被其他动物捕食的危险性，食物的组成和密度等 ]． 

在浅水湖泊的敞水区，生境结构相对单一，生活在这种环境中的鱼类之 间的生态位重叠可 

能会很多t4．s]奥地利的诺伊齐德勒湖是～富营养型浅水湖泊，鲤科鱼类欧飘 Pelecus cultratus 

和欧白鱼Alburnus n舾“ 螂是敞水区的两优势种，主要捕食浮游动物和湖面栖息的昆虫 ． 

在该研究中，作者力图揭示欧飘和欧白鱼之间的食物资源分配，以增加人们对生态习性相 

似、生活在单一的敝水区的鱼类共存机制的认识． 

1 材料和方法 

欧飘和欧自鱼标本是利用两条刺网在诺伊齐德勒湖敝水区采集 而得．刺 网的网 目分别为 

15ram和 20ram．采集时间从 1994年 6月到 l1月，每月采集 2—3次 ，共获得 欧飘 94尾．欧白 

鱼 147尾．标本采集后，迅速向体腔注射 4 的福尔马林溶液，用以阻止对消化管中食物的进 

一 步消化．测得鱼体长和体重后．取出消化管，洗出前肠的内含物．并保存于 4 的福尔马林溶 

液中．然后在室内用解剖镜进行分 析．肠道中的食物用干重的百分 比表示，干重是利用食料生 

物的体长和体重的关系式换算而来的 一 

鱼类的生态位宽度用 Lev[ns指数表示 一 

奥地刺环境 青年与家庇音li资助项 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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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位重叠用 Scheoner的 口指数_I 进行评价 

a一1—0．5∑I 一 I 
r— l 

其中 为食物的种数 ， 是食物 在鱼类肠道中的比例 ，B的范围为 1一一． 是食物 i被 ，种 

鱼利用的 比例 ，n 是食物 i被 种 鱼利用的比例，a的变化范围为 0—1．当 一0时，表明两种 

鱼的生态位完全不同(即没有重叠)； 一1时，表明两种鱼的生态位完全一样(即完垒重叠)+ 

2 结果 

诺 伊 齐德 勒 湖欧飘 和欧 白鱼 的食谱 相 似，主要 食物 包括 浮 游动 物—— 蒙 古 秀悻 垤 

Daphanos~na mongotianum、透明薄皮 强 Ixeptodora kindti和刺北镖水蚤 Aytodiapt~nnus spinosu．~ 

和 昆虫(主要 为双翅 目 Diptera)．欧飘偶尔也吞食小鱼．两种鱼类的食物组成都有明显的季节 

变化(图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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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 1 欧飘 [a)和欧 白鱼(b)臼物的百分 比组成(1 9 4年 6 11月) 

F'ig．1 Food percentage composition of PeJe*71s‘ fn (a)and Alburnus alburnus(h)(】Un Nov ，1994) 

在整个调查阶段 ，欧飘主食浮游动物．从 6月到 9月，蒙古秀体 强和透明溥皮 值在肠道内 

含物中占优势．在 10月和 l】月，莉北镖水蚤占优势．昆虫在 6月、10和 11月份占有一定的 比 

例．从 6到 9月，欧白鱼的食物组成与欧飘的极为相似．但 在 10月和 11月份差别 比较大 ，这主 

要是因为欧白鱼从主食浮游动物转变到主食昆虫．值得注意的是，在整个嘲查阶段，欧白鱼几 

乎不捕食 刺北 镖水 蚤．另外 ．除 9月份外 ．欧飘所捕食的透明薄皮 油都 比欧 白鱼所 捕食的多 

(图 1)．在 6、10和 11月份，欧飘的食物包括 了昆虫，而且刺北镖水蚤的比例也较高，所以欧飘 

的生态位宽度比其他月份大．欧白鱼的生态位宽度变化没有欧飘的大，而且欧白鱼的生态位宽 

度也小些．欧飘和欧 白鱼之间的生态位重叠在 6至 9月较 高．口值大于 O 6．但在 10月和 11 

月．生态位重叠下降，口值小于 0．5(图 2)． 

5 L 1￡ 

诺伊齐德勒湖敝水区的浮游动物密度和组成有明显 的季节变化 ，刺北镖水蚤是周年 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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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种类，冬季数量最少．蒙古秀体 7蚤出现在 3至 

11月间，数 量高峰在夏季．透 明薄皮 浯 出现在湖 

泊 的 期 限比 蒙 古秀 体 { 短 ，也是 夏 季 密 度 较 

高0 ．湖面昆虫的数量变化较大 

欧飘和欧白鱼的生态位宽度和它们之间的重 

叠有 明显的季节变化．优化摄食理论以为，随食物 

丰度的增加．摄食者更集中地摄食那些利盈(能量 

贡献 )较大的食物种类，这样必然导致生态位宽度 

的下降0 如果鱼类所喜 食的种类 不一 样，这种 

更加专 一的摄食会使鱼类 之问的生态位重 叠降 

低．如果鱼类喜贪的种类 一致的话 ，生态位的重叠 

就会增加．鱼类对某 一食物种 类喜好性 的高低取 

决于该鱼类寻找、捕食和消化这～食物的能力．欧 

目 咒 w 口 盘， 

罔 2 政飘和欧白仃【的生态位宽度 及 

其生 态位 重叠 (1994年 6至 11月) 

Fig．2 Niche width of and niche overlap 

betw~ert Pelecus c础 rd “5 and 

Alburn~s alburnus 

i】 

5釜 

飘和欧白鱼都适应于捕食 浮游动物和水面昆虫等食物．Herzig等人 的研究表明这两种鱼类 

都喜食大型棱角类．由于夏季食料生物的数量较多，这两种色类的食物都以枝角类(蒙古秀体 

f蚤和透明溥皮f蚤)为主，它们之间的生态位重叠较高．在食物丰度较低的季节 (春、秋季)，欧飘 

食物中刺北镖水蚤和 昆虫 的比例较高 ，生态位宽度较大．然而．欧 白鱼在 10月和 l1月几乎只 

捕食昆虫．或许因为欧白鱼摄食选跑能力较强的种类，如镖水蚤，成本(costs)较高，而捕食栖息 

于湖面的昆虫更经济，尽管刺北镖水蚤的密度高．相反 ．欧飘可能捕食刺北 镖水蚤的能力较 

强．因而对欧飘来说，湖面昆虫和水体内刺北镊水蚤的利盈(Profitability J相差较小，这样．欧飘 

是捕食湖面昆虫还是刺北镖水蚤主要取决于它们的相对密度．Kotrschal等人 {_的研究表明欧 

飘 的视觉和侧线 系统发达，这也许能解释欧飘能捕食较多的身体极为透明的透明薄皮 浯的原 

囡．因此，欧飘和欧自鱼在捕食不同食料生物种类能力上的差异、食物资源丰度和组成 的季节 

变化是引起这两种鱼类之间资源分配季节变化的主要因素． 

不同种类的动物在个体大小上存在差异被认 为是取得共存的途径之一，因为个体大小不 

一 所摄食的食物大小也不同，降低了竞争强度．然而 欧飘和欧自鱼虽然个体大小不一样．但它 

们所捕食 的食物在 个体 上没有 差异，这 主要 是 因为这两种 鱼类都 远远 大于 它们 的猎物． 

Schoener 也认为，当猎物相对捕食者较大时．通过利用不同大小的食物在捕食者之间进行资 

源分配，减小竞争强度 的途径才显得很重要．不过，捕食者捕食时所花的能量成本是与其 自身 

的个体大小成正比的，所 以欧白鱼在捕食逃跑能力差、可见性高的猎物 (如秀体浯和双翅 目昆 

虫)比欧飘有优势(因为欧自鱼比欧飘个体小) 

食物丰度的季节变化常常导致鱼类之间竞争强度的季节变化．如果说鱼类之间竞争强度 

是导致它们生态位分离的动力的话．那么明显的食物分配或划分银可能只出现在食物贫乏的 

季节 ，而不是食物丰富的季节．而且 ，这种阶段性的生态位分离可能就是鱼类共存的原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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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u Zhengw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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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Pelecus cMtratus and Alburnus alburnu．~are two dominant eyprinid fishes in the open lake of 

Neusiedler See (Austria)．Feed resource part Joning between two species was studied through 

June to November，1994．From June to Septemher，Pelecus and Alburnus preferred cladocerans 

Diapha~to$oma mongol[&hUm and Leptodora kindti，resulting in a high degree of dietary overhp． 

In October and November，Pelecus fed mainly on eopepod At t{矗 社{"nus sphu~st~s and insects 

drifting at the water surface，while Alburnus exclusively consumed insects，and the overlap be— 

came minima1．The observed changes in the diet of and overlap between these species were caused 

by seasonal variation in food abundance and composition，combined with the divergence in forag 

ing profitability of{he fishes．Niche segregation was profound in lean food seasons，and this may 

be a responsible process of the fishes coexistence． 

Key Words Pelecus cuttratus， Alburnus alburnus，resource partioning， niche overlap， 

species coexistence 

6  7  8  

¨ “ ¨ H 

维普资讯 http://www.cqvip.com 

http://www.cqvip.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