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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营养级是生态系统营养动力学的核心概念， 早用于反映食物网中生命体的位置。近年来，营养级广泛应用于群

落和生态系统研究中。作者在广泛收集国内外相关文献资料基础上，结合实际研究经验，分析了国内外营养级的研究

现状。研究结果显示，营养级耦合了生态系统的结构和功能，在海洋生态学研究中优势明显。随着研究的深入，营养级

概念的缺陷也逐渐显露，但新方法、新技术（稳定同位素方法）的产生可能为解决此问题带来帮助。在传统营养级研究

基础上，近年来群落平均营养级概念的提出，扩充了营养级概念的内涵。群落平均营养级不仅可以揭示系统或群落的

营养格局和结构组成特征，也能用于评估生态系统的资源利用状况和外界干扰程度，应作为群落营养动力学的主要发

展方向。基于营养级的生态系统营养控制机制是生态系统动力学研究内容，是揭示系统动态变化规律的重要途径。此

外，将群落大小结构和营养级相关联的新思路有效避免了营养级划分过程的局限性，是营养动力学的重要进展。 [中国

水产科学，2010，17（4）：878-8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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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监测和探索海洋生态系统的长期变化

趋势成为备受关注的世界性议题。全球范围内渔业

资源的持续衰退暗示海洋生态系统正面临严峻的考

验。大尺度环境条件的改变，全球气候的变化，以及

人类对海洋的不断开发都是造成这一现状的重要原

因
[1-4]

。现阶段， 根本和关键的问题是探讨自然环

境变化和人类活动胁迫如何作用于生态系统的各个

层面。其中，海洋生态系统营养动力变化机制是揭

示整个系统变化过程的至关重要的内容
[5]

。

营养级是营养动力学的核心概念，是揭示生态

系统结构和功能的基础
[6-8]

。从营养级入手研究生

态系统的动态变化规律也得到了普遍认可
[9-11]

。就

世界范围来看，中国在该领域的相关研究起步较晚，

研究基础也较为薄弱。近年来随着海洋生态系统研

究的深入，越来越多的国内学者开始关注海洋鱼类

营养级的重要作用。为此，本文系统介绍了国内外

营养级的研究现状，围绕营养级在生态系统研究中

的应用进行总结和评述，旨在提升对营养级研究重

要性的认识，以期对今后的研究工作有所启迪。

1 营养级概述

1.1 营养级的概念

营养级概念 早由Lindeman
[7]

提出，用来反映

食物网中生命体的位置。在典型海洋生态系统营养

级格局中，浮游植物位置为 低等，是初级生产者，

浮游动物是次级生产者，摄食浮游动物的小型鱼类

如鳀鱼（Engraulis japonicus）是初级消费者，凶猛的

肉食性鱼类如金枪鱼（Thunnus thynnus）、海洋哺乳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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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鸟类等是高级消费者。营养级既强调了系统内

各物种的功能地位，也反映了物质和能量在生态系

统中流动和传递的模式。

在早期的研究中，由于没有明确规定测量和计

算的方法，营养级在生态学中的应用受到了限制
[12]

。

直到Odum和Heald
[13]

利用消费者的食物组成及重

要性来计算营养级，并且定义了营养级的小数形式，

还规定初级生产者的营养级为1，才大大促进了营

养级研究的发展。近年来，稳定同位素方法的推广

使得营养级的表达和计算又有了新的进展。稳定同

位素方法与食性分析法相互补充，目前已成为营养

级研究的通用手段。

1.2 营养级概念的生态学意义

在生态系统研究中，营养级可以揭示系统或群

落的营养格局和结构组成特征，如以浮游动物为主

要摄食对象的鳀鱼，营养级一般为3级，而肉食性鱼

类如带鱼（Trichiurus japonicus）等属于高级消费者，

营养级为4级或更高。韦晟和姜卫民
[14]

研究了黄

海70种鱼类的营养级，发现黄海鱼类基本属于第

2至第4营养级（0 ～ 4级标准），而且低级肉食性鱼

类（2.0 ～ 2.8级）占优势。张雅芝等
[15]

发现，羽鳃鲐

（Rastrelliger kanagurta）、长蛇鲻（Saurida elongate）、白

姑鱼（Argyrosomus argentatus）等6种鱼类在渤海的

营养级普遍高于其在黄海、东山湾和闽南—台湾浅

滩渔场的营养级，并指出这种现象主要是由于不同

海域的群落结构差别导致鱼类摄食饵料发生变化所

致。张月平
[16]

对南海北部湾渔场的49种鱼类进行

食性分析和食物网构建，结果显示该海域内的鱼类

群落营养结构完全符合“金字塔”模型，49种鱼类

分别从属于3个营养层次，草食性和杂食性、低级肉

食性和高级肉食性，营养级分别为1 ～ 1.9、2 ～ 3.4、

3.5 ～ 4.0，且位于各营养级的鱼类种数依次递减。

营养级之间能量和生物量的积累和转移是维

持生态系统稳定的关键步骤
[6-7]

，营养级之间能量

与物质的定量关系，是构成生态系统的物质基础
[8]

。

Froese等
[17]

将不同营养级上的物种类别、数量、平均

大小等信息称为营养标签（trophic signature），用来描

述生态系统的结构特征。营养标签的变化可以反映

生态系统受到渔业捕捞作用的影响程度。

以鱼类营养级为例，高营养级的鱼类通常是重

要的渔业资源种类，这些鱼类的营养标签可以用来

反映该海域渔业资源的开发程度
[6]

。在过度开发的

水域，生活史较长的大型肉食性鱼类的生物量会明

显减少
[18-19]

，同时平均体长减小，个体性成熟提前。

位于营养等级中部的鱼类通常为中上层浮游习性，

在食物链中起着承上启下的连接作用。这些种类往

往是很多海洋生态系统的关键类群，而且多样性程

度更高
[20]

。在生态系统的动力调节过程中，这类生

物往往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其数量波动和种

类变化等营养标签信息是生态系统的结构和功能变

化的主要表现。以黄海生态系统为例，鳀鱼在20世

纪80年代中期是主要的饵料生物
[14，21]

，而2001年的

调查结果显示，鳀鱼的优势程度已逐渐消失，太平洋

磷虾（Euphausia pacifica）、脊腹褐虾（Crangon affinis）

等甲壳类成为主要的饵料种类
[22]

。这个结果暗示

了20年来黄海生态系统的结构和功能发生了明显

改变。

2 群落平均营养级及其影响因素

2.1 群落平均营养级

群落平均营养级是从群落的尺度对鱼类营养

级的综合评价， 早是以渔获物平均营养级的形式

提出。Pauly等
[23]

利用FAO数据发现，在1950-1994

年间全球渔获物（鱼类和无脊椎动物）平均营养级

呈现下降的趋势。随后，Pauly等
[24]

又进一步提出

渔获物的平均营养级可以作为多种类渔业承受力的

指标，用来评价渔业发展水平。其可靠性依赖于数

据的质量和用于分析的时间序列的长度。Pinnegar

等
[25]

使用稳定氮同位素分析的方法，评估了凯尔

特海域的渔业捕获量和独立渔业资源调查数据，证

实了该海域渔获量和鱼类群落营养级水平呈下降

趋势。

在生态系统研究中，对渔获物的调查是研究鱼类

群落的主要途径。因此，渔获物的平均营养级可以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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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鱼类群落的平均营养级。群落或渔获物的平均营

养级（MTL）可以用来说明该系统内物种的生物学特

征（如鱼类的食性）
[22]

以及群落格局的变动
[26]

。2004

年，在《生物多样性公约》部长级会议（Conference of 

the Parties to the Convention of Biological Diversity）中，海

洋渔获物的平均营养级（会议称海洋营养指数Marine 

Trophic Index）被确立为能够直接用来衡量生物多样

性水平的8个多样性指标之一
[9]

。

群落平均营养级水平与作用于群落或生态系统

范围内的外界干扰直接相关，因此可以应用在很多研

究中，如：用于判断人类捕捞行为对海洋食物网的影

响
[23]

；评价不同捕捞程度对群落或生态系统营养结构

的影响；用于其他群落参数的评估，如估算能够用于

支持渔业可持续发展的初级生产力水平
[18，27]

等。

2.2 群落营养级的影响因素

2.2.1　鱼类的个体大小  鱼类的营养级地位取决于

食性和食物组成，一般来说，高营养级的肉食性鱼类

往往个体较大，因此，当群落中大个体的种类占多数

时，平均营养级水平也会相应提高。

对海洋鱼类而言，由于发育水平或栖息生境的

不同，同一物种的不同个体间也会出现明显的大小

差异
[28]

，从而引起营养级的变化。有时同种鱼类个

体的营养级差异比鱼类的种间营养级差异更为显

著
[29]

。许多种类生长增加4 ～ 5个数量级时，会从浮

游生物食性向肉食性转变 [30]
，营养级可能会出现3

次重要的转折点
[31]

。

近年来，利用稳定同位素方法同样证实，鱼类营

养级与鱼类的个体大小密切相关。Jennings等
[32]

用

稳定氮同位素方法分析英国北海底层鱼类和无脊椎

动物的营养级，结果表明，大约60%的鱼类个体体长

和其δ15N值之间有着显著的相关性。一般情况下，

随着个体生长，鱼类体内δ 15N值不断富集，营养级也

会相应增加
[33-34]

。也有研究显示某些特殊鱼类的δ
15N值会随着个体生长而下降。Power等

[35]
对一种鲑

鱼（Salvelinus spp.）的研究中发现，在某些水域中，当

这种鱼体长增大时，体内的δ15N值反而减少，营养级

也随之降低。这种现象是因为该种鱼类体型增大时

伴随着口器变化，可能会更多地摄食一些个体较大

而营养级却较低的食物。

但是有学者指出，并非所有系统的鱼类都适用这

个规律。Layman等
[36]

对一个热带漫滩食物网中的31

种捕食鱼类的研究表明，由于区域的特殊性，该地区

的消费者摄食的选择性不高，因此体长在7 ～ 45 cm

的鱼类个体大小并不是影响营养级的关键因素。在

这种情况下稳定同位素法所得结果有时也会与食性

分析的结果不一致，例如有文献曾证实美国佛罗里达

州阿巴拉契克拉海湾（Apalachicola Bay）的鱼类和蟹类

会随着个体增大发生食性转变，而Wilson等
[35]

利用稳

定同位素方法研究的结果却显示消费者δ15N值随个

体的大小并没有发生显著变化。

正是由于鱼类具有如此复杂多变的生态特征，

很多研究者都强调，要清楚了解鱼类的营养级，就应

该掌握营养级在种间和种内的变化规律，包括捕食

者与食物之间相对或绝对大小关系
[38-39]

，捕食者个

体大小与其营养级的关系
[32]

等。

2.2.2　外力干扰作用  外界干扰使鱼类群落在较短

的时间内发生较大的变化，从而引起鱼类食物组成

和种群结构的变化， 终表现为平均营养级的变动。

Pauly等
[23]

提出了著名的 “捕捞降低海洋食物

网”（fishing down marine food webs）的观点，即在捕

捞的影响下，海洋生态系统高营养级的捕食者（通常

是个体较大、经济价值较高的种类）持续减少，导致

渔获物组成向个体较小、营养层次较低、经济价值不

高的种类转变。通常情况下，大个体的鱼类所受的

影响明显大于小个体的鱼类。这种影响又通过一些

生态学过程进一步放大， 终对群落产生影响
[40-41]

。

很多研究都证实了捕捞对生态系统的结构和功

能的影响
[3-4，42-44]

，但是，近年来全球气候变化的影响

效应也日益凸显。气候变化使海洋的物理和环境条

件发生了较大变动，如水温上升，营养盐水平增高导

致近海营养富集等。Caddy等
[31]

指出，“捕捞降低海

洋食物网”的观点未必适用于食物链底层的种类。

在海洋生态系统中，小型的浮游种类受环境的影响可

能更为明显，其数量的波动也可能会对系统的平均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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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级产生影响，因此，除了顶级捕食者的减少，低营养

级种类数量增多也可能造成食物网营养层次的下降。

海洋生态系统平均营养级的降低在很大程度上应该

是环境因素和捕捞因素的共同作用结果
[45-46]

。

实际上，在海洋生态系统已经发生了巨大变化

的今天，过分强调任何一个因素的影响都不利于海

洋科学的研究，我们应该做的是清醒认识各种外界

干扰的影响效果，并寻找能够有效预测生态系统变

化的措施
[47]

。

3 基于营养级的群落和生态系统控制机制

3.1 生物量调节机制

营养级之间的相互作用是影响生态系统动态变

化的主要动力。这些变化主要体现在不同营养层次

生物量的变化，各营养级生物的数量和种类组成以

及年龄大小等多方面
[8]

。

Menge-Sutherland假说以海洋生态系统为研究

对象，解释了食物网中的各个营养级的生物量调节

规律。该假说认为在一个食物关系和营养级复杂的

系统中，低营养级生物被高级消费者捕食的危险远

远大于同类间的食物竞争，因此，捕食作用是调控低

营养级生物量的主要手段。相反，尽管高营养级生

物之间也存在一定的捕食行为，但是食物竞争应视

为更主要的种间关系，食物竞争是高营养级生物量

变动的重要原因。

3.2 营养控制机制

营养关系是生态系统的基础，也是调节和控制

系统演替的动力。早期的营养控制研究多将重点放

在生态系统的营养结构和能流模式上
[7，48-49]

，后来越

来越多的研究开始聚焦到资源利用限制（上行控制）

和捕食作用（下行控制）在生态系统调节和构建方

面的作用 
[50-52]

。近年来，上行、下行机制的交互作用

也受到关注
[53-55]

。此外，在上升流生态系统中，一些

处于中等营养级位置的小型种类在能流传递中起到

关键作用，第三种种群控制机制—“蜂腰”控制
[20，56]

正是由此提出。

3.2.1　上行控制和下行控制  上行控制（bottom-up 

control）强调的是生产者所摄取的营养和能量作为

生态系统的基础，能够影响其他营养级间的能量传

递，即海洋生态系统中的浮游植物掌控着其他营养

级的生产力和生物量变化 
[30，57]

。实验证据显示，提

高初级生产力可以显著提高其他各营养级的生物

量。而全球范围内初级生产力水平一般可以通过非

生物因子的变化来衡量，包括光照、温度、水质等环

境条件，这样的预测手段大大增强了上行控制效应

在生态系统水平的利用程度。

下行控制（Top-down control）突出了捕食作用在

能量和物质传递中的重要性。不同营养级的消费者

通过捕食作用发生联系，捕食行为决定了被捕食者

的数量和组成，食物竞争又决定了捕食者的数量和

组成。有学者认为下行控制作用在近岸和潮间带生

态系统中更为明显，因为深海大陆架或大洋生态系

统中，空间的广阔性决定了物种多样性更为丰富，食

物网的组成也更为复杂。

3.2.2　“蜂腰”控制  2004年10月，PICES（the North 

Pacific Marine Science Organization）发起一个题为“北

太平洋生态系统控制机制：上行效应，下行效应还是

其他效应？”的研讨会，旨在探讨海洋生物种群尤其

是中高营养级种类和中上层游泳动物间的能流途径

和机制。随后，“蜂腰”控制（Wasp-waist control）逐

渐被广泛接受。海洋生态系统中的“蜂腰”控制主

要存在于一些典型的沿岸海域、食物链长度较短且

生产力水平较高的系统，在这些系统中，位于中等营

养级上的一个或少数几个种类在能量传递中可以

起到稳定的关键作用。“蜂腰”控制的概念目前频

繁地应用于描述海洋小型上层鱼类的营养地位。捕

食者能控制这些饵料鱼类的种群增长，使其既能充

分满足捕食者的食物需求又不至于威胁自身生存状

态。生态系统的稳定性正是通过这些种类能否有效

抵御捕食压力来体现。因此小型鱼类“捕食临界点”

（Predator pit）的存在是辨别“蜂腰”控制机制的重要

信息
[56]

。进入“捕食临界点”的生态系统可以认为

是经历了长期恶劣环境的影响（上行效应）或是过

度捕捞等人为因素造成了结构和功能的严重破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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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3　营养级联效应  营 养 级 联 效 应（Trophic 

cascades）是一种具体形式的下行控制，通过特殊的

生物类群的变化反映食物网的营养控制效应。营养

级联是指食物网中顶级捕食者的捕食作用使捕食对

象的数量减少，从而引起较低营养级的数量增多，并

终对初级生产力产生大的影响
[57]

。不同的生态系

统所表现的营养级联效应是不同的。多数研究认为，

水生生态系统较陆地生态系统更为明显
[58]

。人类活

动对海洋生态系统的影响往往集中在特殊的营养级

类群，但是由于食物网的连续性和相互作用， 终整

个生态系统都会表现出相应的变化。Daskalov
[59]

认

为海洋食物网的营养级联效应是海洋生态系统结构

和功能改变的重要推动因素，该学者以黑海生态系

统为例进行了说明。黑海的工业捕捞自20世纪70

年代迅速发展后，高营养层次捕食动物，如海豚、鲣

（Katsuwonus）、鲭（Scombridae）等鱼类数量急剧减少，

由此所引发的营养级联效应使得黑海海域浮游植物

和水母频繁暴发，海水富营养化严重，黑海生态系统

的稳定性遭到了严重破坏。

4 营养级应用的优势

描述生态系统中鱼类群落结构的途径主要有以

下几种：根据鱼类的地理分布情况，划分鱼类群落的

空间格局
[60-61]

；将自然群落划分为一系列具有不同

功能的同资源集团或功能群
[62]

；按照营养级、食物

关系划分生产者、消费者、分解者，确定群落的营养

结构
[61]

。

鱼类的空间格局是以鱼类的地理分布为主要

依据，将具有相对同质的和持续的生物组成的地理

区域作为种类群聚区域。而这些空间上相对稳定

的群落单元被称为群聚生产单元（APU，Assemblage 

Production Unit）
[63]

。如多数大陆架及斜坡的鱼类群

落的空间格局划分，一般根据群落内种类的主要栖

息区域的环境特征，如水深、底质类型等。群落的空

间结构反映了生物在群落和生态系统中的结构有机

性，也揭示出环境因素尤其是理化条件对群落的影

响。但是鱼类的生活习性决定了群落空间格局的相

对性，在繁殖或摄食阶段的鱼类群落结构往往发生

较大的变化。

运用同资源集团概念是分析生态系统结构的另

一个方法，同资源集团（Guild）是指以相似方式，利

用同样环境资源的物种集合体
[62]

。经常通过食性

分析的方法来鉴别鱼类所属的不同集团
[65-66]

。同资

源集团所揭示出的物种竞争、共存的种间关系，是研

究系统稳定性的重要途径
[67-68]

。集团内物种的多样

性水平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系统的冗余性
[67，69-70]

，

与系统的抗压恢复性密切相关。按照同资源集团来

划分群落结构，实际上是将群落简化为一系列具有

特化功能的特化类群
[62]

，因此在研究中更有针对性。

然而，除了在划分方法上仍存在较大争议以外
[71-73]

，

同资源集团的应用也未能考虑食物网的连续性和有

机性。虽然同资源集团的划分大大简化了生态系统

研究的难度，但是也正是由于这种简化而忽视了集

团之间的联系，弱化了生态系统的统一性。

根据营养级将生态系统中的所有生物划分为生

产者、消费者和分解者，不仅在一定程度上简化了食

物网，表明了生态系统中生物量和能量的流动途径，

同时将生态系统的组成结构和物种间的营养关系相

关联，从而体现了系统的统一性，是系统结构和功能

的有机结合，也有利于深入探讨生态系统的内在组

成机制和变化原因。

应用营养级研究群落结构与其他方法并不冲

突，实际上，由于生态系统的错综复杂，任何单一的

研究方法都会由于侧重点的不同而导致研究的片面

性。将这些方法有机地结合起来，从现象到本质逐

层深入研究才是解决生态学问题的有效途径。例如

Zambrano等
[74]

对英国东部28个湖泊的研究显示，这

些湖泊都受到了严重的人为影响，他们首先将鱼类

群落划分为3个同资源集团，肉食性、浮游动物食性

和底栖动物食性，分别探讨这些鱼类与湖泊中的大

型沉水植物、浮游动物等其他营养级的联系。结果

表明肉食性鱼类和浮游动物食性的鱼类能够与沉水

植物共存。而底栖食性的鱼类与其他营养级之间不

存在显著的联系，也会造成沉水植物的减少。因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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底栖食性鱼类的大量存在不利于湖泊营养结构的完

整性和连续性，从而可以推断在富营养化严重和人

为干扰剧烈的湖泊，减少底栖食性鱼种的数量和入

侵是湖泊生态恢复的关键手段。

5 营养级应用的局限性和发展趋势

大多数海洋鱼类普遍具有杂食性
[75-77]

。从这个

意义上来说，鱼类群落的营养格局应该是连续的，有

时甚至是重叠的。而营养级的概念却在无形中对群

落进行了划分隔离，因此在描述复杂的生态系统时

具有一定的局限性。

近年来，一些学者提出，描述生态系统营养结构

时，如果忽略系统内个体的分类地位，只考虑系统的

大小结构，并按照大小结构的营养级归属来讨论营

养关系的格局，可以更清楚地表达生态系统的营养

结构
[32，78]

。这种思路既充分考虑了种内个体的差异

对物种营养级的影响，也避免了杂食性在描述营养

结构时的干扰作用。

营养结构的生物量“金字塔”模型显示，生产者

到消费者的生物量是逐级减少的。由粒径谱模型可

知，随着个体质量等级的增加，总生物量是逐渐减少

的，这就证实了较大个体质量的生物一般位于较高

的营养级。众所周知，除了寄生虫以外，多数捕食者

比其食物个头大。Pahl-Wostl
[79]

在研究生态系统食

物网的时空格局时发现，食物网中生物量的分布及

随之变动的营养格局可以作为说明食物网内部动态

结构的指标，并且用于不同系统间的比较。Gaedke

等
[80]

也发现在中上层游泳动物食物网中，个体大小

和营养位置之间的相关关系是确实存在的。

稳定同位素方法的应用，使营养级可以直接

以同位素水平反映，而不用完全根据食物组成计

算。这就为上述研究思路提供了重要的技术保障。

France等
[78]

利用稳定同位素方法对安大略湖东北

部的几个贫营养湖泊和波士顿外海港海草场的底

层食物网进行研究，结果验证了群落营养结构的

“金字塔”模式。也表明利用个体大小和δ15N值的

关系来分析群落营养结构的方法是可行且便利的。

Jennings等
[81]

对英国北海的鱼类群落进行研究并发

现，在不考虑物种差异的前提下，群落水平上的个体

大小和其相对应的营养级之间有着显著的相关性。

并指出，群落营养层次的组成是按照群落大小结构

的组成状况来分配的。在相似的生态系统中，不同

等级的营养级（δ15N值）和体质量之间的线性关系可

以用来预测群落营养结构的变动情况。

生态系统大小结构和营养级的研究，打破了传

统的以物种为单位进行营养级划分的思路，并且避

免了营养级分析方法的局限性，同时将系统的生物

量分布格局和营养结构密切相关，是生态系统动力

学的重要进展。

6 结语

尽管营养级概念在海洋生态学研究中的应用还

需要进一步的完善，然而不可否认的是营养级研究

已成为现代渔业生态学领域和海洋生态系统动力学

的重要内容。中国海洋生态系统的营养级研究虽然

起步较早，但是由于种种客观条件的制约，近年来发

展较为缓慢。与国外研究水平相比，国内在研究方

法、研究内容等各方面都急需改进和加强。

营养级的 初功能是构建生态系统的食物网，

随着研究的深入，营养级更多是作为衡量系统稳定

性和资源开发水平的指标被人们使用。国外在这方

面的相关研究已经开展了数十年，并取得了丰硕的

成果。群落范围内营养级的分布模式、群落营养结

构和大小结构的关系、消费者群体内营养级的变异

情况、营养级控制效应在海洋生态学中的应用等方

面都是该学科的重点关注领域，同时也为海洋科学

的发展提供了新的方向，这些先进的经验和思路都

值得我们借鉴和学习。

营养级概念是不断发展深化的，随着各种新方

法、新理论的出现，营养级研究也在逐渐突破传统，

完善更新。中国海区内此类研究也是如此，相关研

究专家在今后工作中，应该把握学科发展的方向，不

但要巩固中国海域内鱼类的营养级研究基础，也要

积极探讨更为前沿和深入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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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几十年来，人类活动对海洋的影响不断增强，

海洋生态环境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积极开展营养

级研究有利于人们掌握海洋生态系统在现阶段的动

态变化规律，为人类利用海洋资源，保护海洋环境提

供重要的科学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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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lication of fish trophic level in marine ecosystem 

JI Weiwei 1，2，3 ，LI Shengfa 1 ，CHEN Xuezhong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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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rophic level （TL），as a fundamental concept in ecology study，originally represents the location of 

organism in the food web. The present paper reviews current situation of TL research based on extensively collected 

related literatures at home and abroad and author’s own work experience. Analyses show that the concept of TL 

has been widely used due to its unique advantage of combining the two parts in marine ecosystem （structure and 

function）. However，limitations of the application of TL arise along with its widely using. New study methods，such 

as the application of stable isotope，will probably put new light on these problems. Mean TL，an important concept 

proposed in recent years in marine ecology，redefines the TL meaning and can be considered to lead the progress 

of the trophic dynamics study for it is used not only to reveal the composition patterns and nutrition characters，but 

also to evaluate the utilization of marine resources and the degree of external disturbances in marine ecosystem. 

Mechanisms based on TL serve as an important part and useful tool in understanding in trophodynamics study. 

Besides，due to the omnivorous character of fish，focusing on the size structure associated with TL in community 

research may be more effective. [Journal of Fishery Sciences of China，2010，17（4）：878-8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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