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鄱阳湖物理生境特征及其对鱼类群落结构的影响

李敬鸿１,２,林鹏程２,黎明政２,刘焕章２,袁春营１

(１．天津科技大学 海洋与环境学院,天津　３００４５７;

２．中国科学院水生生物研究所 水生生物多样性与保护重点实验室,湖北 武汉　４３００７２)

摘要:湖泊鱼类群落结构与物理生境特征密切相关.为了探究鱼类群落结构与物理生境特征之间的关系,在鄱阳

湖设立１７个采样点,通过采集鱼类样本研究其群落结构,并利用遥感技术分析样点物理生境特征(包括岸线分形

维数、距离指数和高程值)及其空间区域差异.结果表明,依据１７个采样位点的物理生境特征,鄱阳湖丰水期物

理生境空间上可以划分为３个区域,分别为北方区、南方区和主湖区,但枯水期鄱阳湖生境没有显著的区域划分

规律.丰水期鄱阳湖鱼类可以分为北方群、南方群和主湖区群３个类群,而枯水期鱼类组成没有明显规律.从功

能类群上看,鄱阳湖鱼类以杂食性、湖泊定居性和偏好于底层以及中下层栖息的中小型鱼类为主.不同区域的鱼

类功能群之间存在时间和空间上的变化,北方区和南方区鱼类功能群组成相似,主湖区与北方区和南方区存在差

异.总体上,鱼类群落结构的时空变化和差异与物理生境特征具有良好的一致性;未来鄱阳湖鱼类的保护工作需

要关注湖泊物理生境特征,不同区域应制定不同的保护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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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鄱阳湖是我国第一大淡水湖,位于江西省北部

(２８°２２′~２９°４５′N,１１５°４７′~１１６°４５′E),也是长江

中下游最大的通江湖泊(朱海虹,１９９７;徐德龙等,

２００１).湖盆由南向北倾斜,具有明显的季节变化与

洪泛平原变化节律,洪泛平原具有丰富的生物多样

性和较高的生产力.有研究表明,鄱阳湖共有鱼类

１３９种、鸟类３１０种、两栖爬行动物７８种、浮游动物

２０７种、浮游植物１５４种、维管植物１０２种、沼生植

物７４种(吴申浩,２０２０);同时,鄱阳湖作为长江中下

游目前仅存的３个大型通江湖泊之一,是江河湖复

合生态系统的典型代表,其鱼类群落结构特征具有

重要的研究价值(黄金国和郭志永,２００７).
湖泊鱼类群落结构组成受湖泊物理生境特征的

影响极大.描述湖泊物理生境特征的主要参数有湖

泊面积、容积、长度、宽度、岸线发展系数和平均深度

等,这些形态特征影响着湖泊的理化性质和水生生

物分布规律(邬红娟和李俊辉,２０１４).许小华等

(２０１４)根据高程数据计算发现,鄱阳湖水下地势整

体平缓,地形坡度起伏小于１．６５m 的面积占鄱阳湖

总面积的９０．６９％;霍雨(２０１５)根据分形理论对鄱阳

湖岸线进行研究,发现１９７５ ２０１０年鄱阳湖岸线逐

渐变短、变直、趋于规则化;张范平等(２０２０)通过研

究长时间系列监测数据和现有成果,发现鄱阳湖水

文节律在过去十几年发生了重大变化,主要表现为

受江湖关系的变化影响,秋季水位快速变化,并直接

影响了鄱阳湖湿地生境.
遥感技术是一种非接触的远距离探测技术,具

有多时相、大范围、光谱信息丰富等特点.遥感技术

兴起于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不仅其本身成为许多行业

跨入高新技术门槛的有力手段,也大大促进了遥感

学科的相关研究(李博等,２００７;雷声等,２０１１);朱鹤

等(２０１９)通过分析鄱阳湖近５０年的遥感影像发现,

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以前,鄱阳湖水面变化受人类开发

利用活动影响明显;张矿(１９９３)通过遥感影像提取

河道岸线并计算分形维数,结合实地考察发现分维

值与河道形态的实际情况具有相关性;孙芳蒂和马

荣华(２０２０)通过遥感反演鄱阳湖水位数据,提出了

一种适用于高时频遥感数据的水体快速识别方法;
翟俊等(２０１９)基于多元卫星遥感数据对鄱阳湖岸线

及湿地进行监测与分析,认为自２０１３年以来鄱阳湖

湿地面积有所增加.



在面对复杂的生境和面积较大的区域时,人工

调查存在明显的局限性.如流域调查工作中遇到地

形复杂危险的区域,人工调查难以开展,其调查结果

可能不能满足科研需要;而遥感技术可以高效完成

复杂生境的调查工作,在流域生境调查中可发挥重

要的作用.为了能够能在较为宏观的尺度上对鄱阳

湖鱼类群落结构特征有深刻认识,本文利用遥感技

术对鄱阳湖湖区生境进行分类,并探讨不同生境下

鱼类群落物种组成以及功能群的差异.

１　材料与方法

１．１　研究区域及样点设置

本研究在鄱阳湖湖区设置采样位点共计１７个,
以此获得较为完整的渔获物数据和具有代表性的生

境参数.采样位点分别为:S１．湖口、S２．星子县、S３．
蚌湖、S４．老爷庙、S５．吴城镇、S６．伍湖分厂、S７．都昌、

S８．南矶山、S９．西源乡、S１０．白沙洲、S１１．莲湖、S１２．
大莲湖、S１３．三江口、S１４．瑞洪镇、S１５．金溪湖、S１６．

青岚湖、S１７．塔城乡,详见图１.

１．２　数据获取与鱼类鉴定

本文选取２景LandsatTM 影像用以提取分析

水体边界(李生生等,２０１８),对应采样时间２０１８年

枯水期(１月)和２０１８年丰水期(７月和８月),均选

取无云层干扰且仪器误差较小的影像;另取一景分

辨率３０m 的数字高程影像,用以计算鄱阳湖湖底

地形数据.遥感数据基于 GoogleEarthEngine云

平台和 ArcGIS进行计算和校对.
本研究设置的１７个采样位点,在丰水期和枯水

期分别进行１次采样调查,每个位点进行４次采样.
渔获物数据获取的主要方式为人工捕捞,所用渔具

主要为流刺网、虾笼和箱式脉冲捕鱼机.对采集到

的鱼类样本现场进行物种鉴定和生物学指标的测

量,标本使用１０％的福尔马林溶液固定.鱼类物种

鉴定参考相关文献(陈宜瑜,１９９８;褚新洛等,１９９９;
乐佩琦,２０００;张世义,２００１;伍汉霖和钟俊生,２００７;
张春光和赵亚辉,２０１６).

(A)枯水期,１月;(B)丰水期,７ ８月

图１　鄱阳湖采样位点及区域划分

(A)Dryseason,January;(B)Rainyseason,JulyandAugust

Fig．１　LocationofthesamplingsitesandregionaldivisioninthePoyangLake

１．３　生境指标计算

用边长为１０km 的网格对鄱阳湖湖区生境进

行网格化,并分别计算每一网格内的物理生境特征

参数,包括分形维数(Fractaldimension)、距离指数

和高程值.以每一个网格特定的数值描述生境,再
根据该值对生境进行聚类分析,得到区域划分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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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形维数是描述不规则形状特征的良好参数,
分形维数值是大于１小于２的常数,其数值越大,则
表明其形状越不规整;相反,分形维数值越小,则表

明目标物形状越规整.本文采用盒计法计算鄱阳湖

岸线分形维数(Grassberger& Procaccia,１９８３;孙
博玲,２００４;陈颙和陈凌,２００５;刘健等,２００９;江齐英

和牛瑞卿,２０１０).
距离指数是以高程数据和水位遥感影像为基

础,通过计算分析得出的最低水位线与采样季节现

场水位之间的距离,距离指数值表征的是该区域水

面延展性的高低;值越高,说明其水面延展性越好.
高程值是描述湖底地形的优质参数,其值的高

低直接反映区域地形地势.分形维数、距离指数和

高程数据计算均在 ArcGIS中完成计算,并根据计

算结果进行区域划分.

１．４　鱼类群落聚类分析

聚类分析在鱼类群落划分中应用广泛,一般根

据其出现与否计算其等价矩阵(杨严鸥,１９９９;张大

治和牛永强;２００５).根据丰枯水两个时期的渔获物

采样结果,建立１/０(出现/不出现)矩阵.使用 R软

件中的 Vegan包,根据Jaccard相似性系数计算不

同位点的距离矩阵,最后采用 Ward法进行聚类,得
到两个时期鄱阳湖的鱼类层次聚类结果(Singhet
al,２００５;Oksanenetal,２００９).

１．５　鱼类分组与生境聚类相似性计算

相似性度量(Similaritymeasurement)可综合

评定两个事物之间的相近程度,在生物学中也叫

Ochiai系数,或 OchiaiＧBarkman系数(K).

K＝
n(A∩B)

n(A)×n(B)
①

式中:A 和B 是集合,n(A)是A 的元素个数;n
(B)是B 的元素个数.两种事物越接近,其相似性

度量越大;两个事物越疏远,则其相似性度量越小

(郑家亨,１９９５;陈大力等,２０１４).

１．６　鱼类功能群划分

本文根据鱼类的营养类型、栖息水层、生态类

群、水流偏好和个体大小,将鄱阳湖湖区鱼类进行功

能群划分(LeRoyPoff& DavidAllan,１９９５),探究

不同鱼类功能群组成和差异.
营养功能群按鱼类食性划分,包括草食性、底栖

无脊椎动物食性、浮游动物食性、浮游植物食性、肉
食性、软体动物食性和杂食性.

栖息水层功能群划分为底层、中上层和中下层;
生态类型群功能群划分按河海洄游鱼类、河流鱼类、
湖泊定居性鱼类、江河洄游鱼类、江湖洄游鱼类和江

湖洄游/湖泊定居性鱼类进行分类.
水流偏好功能群划分为亲流型、静水缓流型和

广适型;个体大小功能群划分为大型鱼类、中小型鱼

类和小型鱼类３个类别.

２　结果

２．１　鄱阳湖湖区物理生境特征

依据１７个采样位点所在网格的岸线分形维数、
距离指数和高程值进行聚类分析,２０１８年枯水期在

聚类距离为１．５的水平上,１７个采样位点可以划分

为３个组群.因枯水期鄱阳湖退水,湖区内的生境

较为复杂零散,因此这３个组群没有明显的空间分

布规律.

２０１８年丰水期在聚类距离为１．２的水平上,１７
个采样位点可划分为３个区域,其空间分布规律明

显,分别为与长江连通的通江水道区域,记为北方区

(S１、S２、S３、S４、S７).其岸线平缓,岸线分形维数均

低于１．２;地势相对较高,平均高程值在１５m 左右

(以D_WGS_１９８４为基准面作为参考,下同);且水

面狭窄,距离指数小于２km.
第二个组群为南方区(S５、S８、S１１、S１５、S１３、

S１４、S１６、S１７),以大型封闭的子湖泊为主,如金溪

湖、青岚湖等.其岸线曲折,大多数位点的岸线分形

维数在１．３~１．４;水面相对较宽,距离指数值约为

５km;且南方区地势起伏较大,高程值一般在３．７０
~２０．１４m.

第三个组群为主湖区(S６、S９、S１０、S１２),位于

鄱阳湖湖区中心地带.其岸线蜿蜒,岸线分形维数

值在 １．３ 左 右;水 面 开 阔,距 离 指 数 值 在 １０~
２０km;地势低矮,高程值均在０~１０m.生境区域

划分的聚类结果见图２.

２．２　鱼类群落组成

鱼类群落组成研究使用２０１８年枯水期(１月,
湖口水位７．６９m)和２０１８年丰水期(７月和８月,

１３．７１m 和１６．０９m)渔获物采样数据.累计采集鱼

类样本２８６８６尾,共计１６２３．２５kg,包括７目、２０
科、６１属、９０种;其中,鲤形目６０种,鲈形目１３种,
鲇形目１２种,鲱形目２种,合鳃目、鳉形目、鳗鲡目

各１种,鄱阳湖鱼类功能群划分详见表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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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２　鄱阳湖１７个采样点枯水期(a)和丰水期(b)生境聚类

Fig．２　Habitatclusteringofthe１７samplingpointsinPoyangLakduringdryseason(a)andrainyseason(b)

表１　鄱阳湖鱼类功能群划分 ％

Tab．１　ClassificationoffishfunctionalgroupsinPoyangLake

功能群
时　　间 空　　间

枯水期 丰水期 北方区 南方区 主湖区

营

养

类

型

草食性 ６．５６ ４．８８ ４．５５ ５．８８ ５．７７
底栖无脊椎动物食性 １．６４ １．２２ ０．００ １．４７ １．９２

浮游动物食性 ８．２０ ８．５４ ６．０６ ７．３５ １１．５４
浮游植物食性 １４．７５ １３．４１ １３．６４ １３．２４ １５．３８

肉食性 １６．３９ １３．４１ １５．１５ １４．７１ １７．３１
杂食性 ５２．４６ ５８．５４ ６０．６１ ５７．３５ ４８．０８

栖息

水层

底层 ４０．９８ ４８．７８ ４８．４８ ４８．５３ ４２．３１
中上层 ２２．９５ １９．５１ １８．１８ ２２．０６ ２６．９２
中下层 ３６．０７ ３１．７１ ３３．３３ ２９．４１ ３０．７７

生态

类群

河海洄游鱼类 １．６４ １．２２ ０．００ １．４７ １．９２
河流鱼类 １９．６７ ３５．３７ ３０．３０ ２９．４１ １７．３１

湖泊定居性鱼类 ５７．３８ ４５．１２ ４８．４８ ４８．５３ ５５．７７
江湖洄游鱼类 ２１．３１ １８．２９ ２１．２２ ２０．５９ ２５．００

水流

偏好

广适型 ２９．５１ ２４．３９ ２７．２７ ２７．９４ ３２．６９
静水缓流型 ５２．４６ ４１．４６ ４３．９４ ４４．１２ ５０．００

亲流型 １８．０３ ３４．１５ ２８．７９ ２７．９４ ３２．６９

个体

大小

小型鱼类 ３６．０７ ３１．７１ ２８．７９ ２７．９４ ３２．６９
中小型鱼类 ３９．３４ ４２．６８ ４２．４２ ４８．５３ ４０．３８
大型鱼类 ２４．５９ ２５．６１ ２８．７９ ２３．５３ ２６．９２

　　注:“枯水期”和“丰水期”分别表示１７个采样位点所有鱼类功能群枯水期和丰水期的组成情况;“北方区”、“南方区”和“主湖区”分别表示

丰水期３个区域鱼类功能群的组成情况.

Note:“Dryseason”and“Rainyseason”respectivelyindicatethecompositionofallfishfunctionalgroupsindryseasonandrainyseasonat

the１７samplingsites;“Northernzone”,“Southernzone”and“Mainlakezone”respectivelyindicatethecompositionoffishfunctionalgroupsin

rainyseasonofeachzone．

　　鄱阳湖鱼类聚类分析表明,２０１８年枯水期鄱阳

湖鱼类在聚类距离为０．８２的水平上,１７个样点采集

的所有鱼类分为３个类群(图３),聚类结果与生境

聚类结果类似,未见明显的空间规律.２０１８年丰水

期鄱阳湖１７个样点的鱼类聚类结果表明,样点S３、

S９和S１７与整体偏离,其余１４个位点可分为３个

类群,根据其空间所在位置记为北方群(S１、S４、S５、

S７)、南方群(S２、S６、S８、S１３、S１５、S１６)和主湖区群

(S１０、S１１、S１２、S１４).
相似度计算结果表明,鱼类分组和生境聚类结

果存在较高的相似度.其中,根据物理生境特征划

分的北方区与鱼类分组的北方区相似度为７５．０％,
南方区与南方群的相似度为６１．７％,主湖区与鱼类

分组的主湖区群相似度为５０．０％.

２．３　鄱阳湖鱼类功能群划分

２０１８年鄱阳湖丰水期和枯水期在本研究所设

置的１７个样点共采集鱼类９０种,将鱼类进行功能

群划分.结果表明,从营养类型上看,鄱阳湖鱼类以

杂食性为主,枯水期和丰水期杂食性鱼类占比均超

过５０．０％;从栖息水层上看,以底层和中下层鱼类为

主,两者占比在７０．０％以上;从生态类群上看,湖泊

定居性鱼类是鄱阳湖的主要类群,枯水期占比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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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７４％,而丰水期湖泊定居 性 鱼 类 占 比 降 低,为

４５１％;从水流偏好功能群上看,鄱阳湖以偏好静水

缓流的鱼类为主,其次是河流鱼类;鄱阳湖鱼类个体

大小功能群划分结果表明,鄱阳湖以小型和中小型

鱼类为主,枯水期和丰水期大型鱼类均占２５．０％左

右(表１).

图３　鄱阳湖１７个采样点枯水期(a)和丰水期(b)鱼类聚类

Fig．３　Fishfunctionalgroupclusteringofthe１７samplingsitesinPoyangLakeduringdryseason(a)andrainyseason(b)

３　讨论

３．１　鄱阳湖物理生境与季节变化

鄱阳湖是我国长江中下游仅存的３个通江湖泊

之一,具有“丰水一片、枯水一线”的特征,是洪泛平

原的典型代表.本研究发现,鄱阳湖物理生境在“枯
水一线”时期(１月)表现出较为零散复杂的特点,其

１７个采样位点生境在空间上未见明显的区域聚集

规律;而在“丰水一片”时期(７月和８月),鄱阳湖生

境表现出区域聚集的规律,１７个采样位点可分为北

方区、南方区和主湖区;其中,北方区为与长江连通

的通江水道区域,南方区生境主要为抚河信江的支

流尾闾和大型封闭子湖泊,主湖区生境位于鄱阳湖

流域中心位置,是鄱阳湖主要蓄水区域.

３．２　鄱阳湖鱼类群落组成与季节变化

本研究设置１７个采样位点共采集鱼类９０种,
其中枯水期共采集鱼类６１种,丰水期８２种.丰水

期鄱阳湖水面面积广阔,枯水期裸露的滩涂区域重

新被水面覆盖,形成鱼类良好的索饵场,因此丰水期

鄱阳湖鱼类物种数相较于枯水期有明显升高.在采

集的所有鱼类中,主要是鲤形目,共６０种,占全部物

种的２/３;除此之外,鲈形目有１３种,鲇形目有１２
种.鲤形目中,鲤科鱼类最多,共计５３种.总体上

看,鄱阳湖鱼类主要以鲤形目、鲤科鱼类为主,具有

典型东亚特有的江湖鱼类特点.
本次采集到的鱼类物种数相较于之前几次鄱阳

湖鱼类资源调查,物种丰富度有所降低.２０世纪５０
年代中期,记录到鱼类１０８种;９０年代初期,记录到

鱼类１０５种;２１世纪初期,记录到鱼类１０１种(郭治

之等,１９６４;郭治之和刘瑞兰,１９９５;张堂林和李钟

杰,２００７),但与２０１０年调查记录的７２种相比,有明

显的上升(常剑波和曹文宣,１９９９).可能的原因是

三峡大坝修建以前,长江流域自然生态环境有利于

鱼类生存繁衍,因此鱼类物种数明显较高.自１９９４
年三峡大坝开始修建,２０１０年鄱阳湖鱼类物种数降

低为７２种,随着长江流域全面禁渔工作的开展,鄱
阳湖鱼类物种数有所恢复,但远没有达到历史资料

记载的数量.因此,本研究调查结果与历史资料记

载相差较大.
鱼类群落聚类结果表明,枯水期鄱阳湖鱼类群

落物种组成未有明显规律,丰水期鄱阳湖鱼类则可

分为３个类群,根据其空间位置可记为北方群、南方

群和主湖区群.张旭等(２０２０)分析了鄱阳湖和修水

丰水期２４个采样位点的鱼类系统发育群落结构,发
现２４个采样位点可以分为修水类群和鄱阳湖湖区

类群,其中湖区类群鱼类组成可进一步分为北方群、
南方群和东部群;本研究结果与此高度一致.

丰水期生境可以在空间上划分北方区、南方区

和主湖区,鱼类群落的分布与之具有一致性.枯水

期生境复杂,没有空间位置上的划分规律,鱼类群落

组成也未能呈现类群划分的规律.通过计算丰水期

物理生境聚类结果与鱼类分组之间的相似度,发现

鱼类分组的北方群与生境聚类的北方区相似度为

７５．０％,鱼类分组的主湖区群与生境聚类的主湖区

相似 度 为 ５０．０％,南 方 群 与 南 方 区 的 相 似 度 为

６１７％.大量研究表明,鱼类群落结构以及空间分

布与生境因子有关(王晓刚和严忠民,２００８;张燕,

２０１９;邸琰茗等,２０２１);本研究结果支持此观点.

３．３　鱼类群落功能群组成与季节变化

３．３．１　营养类型　以往的研究表明,虽然鱼类群落

中的物种组成会发生显著变化,但鱼类利用食物的

方式以及营养功能群结构组成还是保持相对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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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nce,２０００;黎明政等,２０２１).因此,采用营养功

能群划分鱼类群落有至关重要的作用.整体上看,
鄱阳湖鱼类丰水期和枯水期杂食性鱼类都占绝对比

例,为总物种数的５０％以上.对比鄱阳湖丰水期

３个区域的营养类型功能群组成,发现北方区和南

方区的组成相似,主湖区与北方区和南方区的杂食

性鱼类占比有所降低,但依旧保持绝对占比.
鄱阳湖鱼类营养功能群组成存在季节性变化.

其中枯水期到丰水期,杂食性鱼类和浮游动物食性

鱼类所占比例都有所增加,草食性、底栖无脊椎动物

食性、浮游植物食性和肉食性鱼类其所占百分比均

呈现下降趋势.

３．３．２　栖息水层　从栖息水层上看,鄱阳湖主要以

底层和中下层鱼类为主,鱼类栖息水层功能群的季

节性差异不明显,变化在４％以内.
鄱阳湖丰水时期北方区和南方区的栖息水层功

能群组成相似,且区别于主湖区,主要体现在底层和

中上层鱼类占比的变化,中下层鱼类占比几乎没有

变化.主要原因是主湖区水面开阔,利于中上层鱼

类活动.与北方区和南方区相比,主湖区鱼类中的

中上层鱼类占总物种数的比例高,而中下层鱼类的

占比较低.

３．３．３　生态类群和水流偏好　大量研究表明,鱼类

会根据栖息生境变化进行迁徙,选择更适宜的生境

栖息繁衍(Fernandes,１９９７;石瑞花和徐士国,２００８;

Ru& Liu,２０１３).河流鱼类在丰水期存在由河流

向湖区迁移的行为,丰水期河流鱼类的组成比例会

升高;另一方面,河流鱼类的迁徙导致湖区鱼类总物

种数增加,而湖泊定居性鱼类主要以湖泊为栖息地,
理论上其物种数季节性变化不大.因此,丰水期湖

泊定居性鱼类站总物种数的比例低于枯水期.
丰水期南方区和北方区生态类群功能群组成相

似,主湖区与北方区和南方区之间存在差异.主湖

区的湖泊定居性鱼类明显高于其他两个区域,而河

流鱼类占比显著下降,主要原因是南方群和北方群

与河流的相对距离较近,而主湖区远离河流,受到河

流的影响相对较小.因此,总体上看,湖泊鱼类群落

结构会受到生境因素的影响.
鱼类水流偏好与其生态类群密切相关,因此其

生态类群的组成和季节变化与生态类群功能群相

似.以水流偏好为静水缓流的鱼类为主要类群,枯
水期静水缓流鱼类占总物种数的比例高于丰水期,
亲流型鱼类占总物种数的比例远低于丰水期.

志谢:感谢中国科学院南京地理湖泊研究所宋

春桥老师及其课题组对本文遥感数据分析的指导与

帮助;对协助鱼类采样的课题组和同学表示诚挚的

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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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ysicalHabitatCharacteristicsofPoyangLakeandTheirInfluence
onFishCommunityStructure

LIJingＧhong１,２,LINPengＧcheng２,LIMingＧzheng２,LIU HuanＧzhang２,YUANChunＧying１

(１．CollegeofMarineandEnvironmentalSciences,TianjinUniversityof
Science& Technology,Tianjin　３００４５７,P．R．China;

２．TheKeyLaboratoryofAquaticBiodiversityandConservation,InstituteofHydrobiology,

ChineseAcademyofSciences,Wuhan　４３００７２,P．R．China)

Abstract:PoyangLakeisthelargestfreshwaterlakeinChina,andoneofthethreelakesthatstillhavea
naturalconnectiontothemainstemofYangtzeRiver．ThefishcommunitystructureoflakesiscloselyreＧ
latedtoitsphysicalhabitat．Inthisstudy,basedonfishsurveydataandArcGISanalysis,weexploredthe
relationshipbetweenfishcommunitystructureandphysicalhabitatcharacteristicsinPoyangLake．We
thenexploreddifferencesincompositionandfunctionalgroupsoffishcommunitywithinthedifferenthabiＧ
tats．Thefishsurveywascarriedoutat１７representativesamplingsitesinJanuary(dryseason)andJuly
August(rainyseason)２０１８．Thefishcommunitystructurewasanalyzedbyclusteranalysisandremote
sensingtechnologywasusedtoanalyzethehabitatcharacteristicsofeachsamplingsite,includingfractal
dimension,distanceindex,elevationvalueandthespatialdifferenceoftheregions．BasedonphysicalhabiＧ
tatcharacteristicsatthe１７samplingsites,thephysicalhabitatofPoyangLakeinrainyseasonclustered
intothreezones:northern,southernandmainlake．However,thesamplingsitesclusteredirregularlyin
dryseason．Intherainyseason,thefishcommunityfellintothreegroupsthatcorrelatedsignificantlywith
thethreehabitatzones,butinthedryseasonnoregularityinfishcommunitycompositionwasdetected．
Fishfunctionalgroupsweredescribedasfollows:thecommunityisdominatedbyomnivorousfish(＞５０％
oftotalfishspecies);bottomandmiddlelayerfishwerethemaingroups(＞７０％ ofthetotalspecies);

limnophilicspecieswastheprimaryecologicalgroupandsmallandmediumＧsizedfishdominated．ThecomＧ
positionoffishfunctionalgroupspresentedobviousspatialandtemporaldifferences．Thefishfunctional
groupsofthenorthernandsouthernzonesweresimilaranddifferedfromthefunctionalgroupcomposition
ofthemainlake．Ourstudyrevealedtheextenttowhichfishcommunitystructureisshapedbyphysical
habitatinPoyangLake．Thiswillallowphysicalhabitatcharacteristicstobemoreeffectivelyusedtoguide
futurefishconservationefforts．
Keywords:PoyangLake;fishcommunity;physicalhabitatcharacteristics;functionalgrou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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