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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太平洋头足类资源现状与开发前景
’

董 正 之

(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 )

提 要

本文专题综述西太平洋头足类钓资源现状与开发前景
。

内容包括开发中的资源 :特 点和问

题 ; 年渔获量超过一万吨的 工。种霍要经济种类的生物学简况 ; 资源结构与渔获量变动等 ; 最

后
,

作者根据食饵— 捕食者关系
,

对西太平洋头足类的潜在资源最作了初步估计
.

在全世界海域 6 00 种现存的头足类中
,

主要和次要的经济种类共约 70 种
,

西太平洋

海域约占 40 种 ,而年渔获量超过 10 万吨的太平洋柔鱼
、

枪柔鱼和新西兰柔鱼三种最重要

的捕捞对象又集中于此
,

从而使西太平洋成为世界头足类的捕捞中心
。

目前
,

西太平洋头

足类的渔获量已达 10 。 万吨
,

约占世界头足类总渔获量的 85 拓
。

日本
、

朝鲜和中国捕捞

头足类的历史很久
,

年渔获量分别为 50 万吨
,

12 万吨 (1 )和 8 万吨 , 只本和朝鲜以捕捞大

洋性的柔鱼科 (口饥、 。 豁邝夕从由
召

)资源为主
,

我国以捕捞浅海性的乌贼科 (及夕“ d郎 ) 资源

为主
。

近几年
,

泰国大力开发浅海性的枪乌贼科 ( Lo 乙印认云斑那 )资源
,

渔获量急剧增加
。

1 9 6 5 年仅捕捞 1
.

2 万吨
,

目前己达 6 万吨
,

其中枪乌贼约占 4 万吨 〔’ 月 。

资源开发中的特点与问题

( 1) 新资源不断增加
。

如柔鱼科中的枪柔鱼
、

新西兰柔鱼
,

黯乌贼科 ( G 。。 t记二 )中

的北方拟璐乌贼
,

爪乌贼科 (侃笋加招
企赫几坛叱必右 )中的日本爪乌贼等

。

在深水区系中也出现有

待开发的新资源
,

如在 日本海大和堆 3 D0 米深水拖网调查中
,

头足类为优势类群之一
,

其

中路乌贼科中的贝乌贼单位努力量渔获量 ( C卫U E )达 1
.

3 吨
〔
明

。

( 2) 老资源的新渔场相继发现
。

如 日本海中央部极锋区 ( p ol 、 fr o u t 。

姗 )的太平洋

柔鱼渔场
,

黄海冷水团附近的太平洋柔鱼渔场 ,黄海济州岛西北的金乌贼渔场
,

台湾海峡

的莺乌贼渔场
,

东海和南海的剑尖枪乌贼渔场等
。

在黄海太平洋柔鱼渔场中单位努力量渔

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调查研究报告第 6鸽 号
。

承王兴皮同志绘制插图
,

特致谢意
。

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为 5万吨
,

南朝鲜为 7万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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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量
一

( Cp U E )( 1 )为 2 0一 0 5〔Z T J尾
,

反映出较高的资源密度 ( 2 )
。

(3 ) 开发了种内不同繁殖群的资源
。 1 9 6 5 年 日本海东侧太平洋柔鱼秋生群 的渔获

量仅为 8千吨
,

冬生群的渔获量为 10 万吨 , 1 9 7 4年秋生群的渔获髦猛升到 18 万吨
,

而冬

生群的渔获量仍为 10 万吨左右
「
卿

。

目前
,

日本海东侧太平洋柔鱼的秋生群资源量
,

已经

接近资源量最大的 日本太平洋侧的冬生群
。

( 4) 捕捞对资源的影响增大
。

如讯前迎浦接近产卵场的繁殖群
,

人 为地
·

伤
.

害乌贼

卵阁
,

密眼定置网具大量捕获小乌贼
,

以及越冬场的捕捞等
。

此外
,

柔鱼钓船总吨加大
,

作

业时间延长
,

光诱渔法改进等
,

使某些海域 O P U E 和总渔获量下 降
。

O k u协川 ( 1 9 7 7 ) 〔绷

认为
,

日本太平洋侧太平洋柔鱼冬生群资源的衰退
,

看来系因沉重捕捞所致
。

在资源的开发中
,

有两个间题值得注意
:

1
.

新渔场的时
、

空变化颇大
。

1 9 74 年 11 一 12 月
,

日本柔鱼钓船从黄海钓获太平洋

柔鱼 4
,

40 0 吨 ( 1 9 7 6 年 日本 《水产年鉴 》 )
,

每船平均单产为日本海同期 同 类铃船的两

倍〔 1几; 可是
,

1 9 7 5 年的单产和总产仅及 1 97 4 年的 5 0拓
。

笠原 ( 1 0 7 5
, 2 9 7 6 ) 亡

, 7
,
名8〕
推测

,

黄

海分布的太平洋柔鱼资源为东中国海的一部分太平洋柔鱼从稚仔世代时就向黄海补充的

结果
。

目前所积累的资料尚不足以阐明资源与生态环境之间的复杂关系
。

在新西兰柔鱼

资源的开发中
,

也出现了类似情况
: 1 9 7 7一 1 9 78 年

,

苏联
、

日本和南朝鲜的渔船从新西兰

海域捕获柔鱼近 10 万吨
,

而 1 9 7 8一 1 9 7 9 年的渔获量减少了 50 %闭
〕 ,

原因不明
。

2
.

捕捞技术跟不上去
。

日本
、

朝鲜的柔鱼钓和我 国的鱿鱼钓都是独特的爪 型钓 渔

具 , 开发中各船 C P U E 的相差悬殊
,

反映出这种渔具和捕捞技术对新资源
、

新渔场一时也

难以适应 。 况且开发中的渔场多处于极锋区
、

辐合区 ( 。。 n v er g
enc

e ,

noe )
、

涡流区和上

升流区
,

海况条件复杂
,

温跃层也常影响渔场的变动
。

不仅柔鱼
、

枪乌贼
、

乌贼和章鱼各个

类群的生态习性差别很大
,

而且同一属中的太平洋柔鱼和枪柔鱼
,

在适温范甸
、

垂直移动

和抓钩行为上也有所不同
; 因此

,

渔获量的陡然下降
,

不宜认为全系资源的不稳定所致
,

捕

捞技术也是不可忽视的重要因素
。

重要经济种类简况

据 8二、 k i ( 1 9 2 9 )
「̀ 1 , ,

浅岩 ( 1 9 7 1 ) 〔
, . 习,

Ok
u t a n i ( 1 9 7 7 ) 〔

. 8」,

董正之 ( 1 9 6 3
,

1 9 6 8 ) 仁
1 , , , 容 j

和 。 、 ( 1 9 7 3 ) 〔“ 1的工作
,

西太平洋中年渔获量超过一万吨的重要经济种类共 10 种
,

它们

的渔获量总和约占西太平洋总渔获量的 90 %
。

( 1 ) 太平洋柔 鱼 0 阴。 a st 犷召, 腼
s乙。 “ 。名夕 a。汀仓` s ( S t e e n就 r u p ) = 全。由卿翻 夕a。

价姗
傲咖

就 ur p 本种是西太平洋头足类中资源量最大的一种
,

从鄂霍次克海至我国粤东外

海均有分布
,

主要渔场在日本海和北海道东南海域
。

一般年渔获量为四
、

五十万吨
,

主要

( 1 ) 指一台柔鱼钓机一小时内的平均钓获尾数
。

( 2 ) 作者赞同费鸿年
、

郑修信 ( 1。肠 )
亡” 落关于 C P u E 可作为某一海区渔业资源密度指 数亡I n d o x of d 。 。 日 i t y )

的意见
。

( 3 ) 墨鱼笼是乌贼卵最适合的附着物
,

其附卵率高于树枝
、

竹枝和稻草川
,

如采取护卵措施和人工放流
,

反可化

害为利
,

有益增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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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 日本捕获
,

国际市场称为
·

“
日本鱿鱼

” 。

本世纪初
,

太平洋柔鱼的渔获量仅为 3 万吨
,

1 9 6 8 年高达 80 万吨
, 虽然有的海域捕捞强度很大

,

但由于种内不同繁殖群的补充
,

总的

渔获童仍维持四
、

五十万吨的水平
, 因分布广

,

对分布类型有不同意见
,

如沿岸性种。 , ’

川
,

亚沿岸性种仁.oI
,

浅海一大洋性种〔,aj 等 , 生态类型为中间水系种卿 1 ,

暖水性种助 1 ,

亚暖水

性种【州等
。

相对紧殖力为 3一 5 0 万粒『均
。

生活适温为 5一 2 7
。

以 1 )
,

北上交配 时适温 为

1口一1 o7 C
,

南下产卵时为 15 一 2少伪卵子发育的适温为 1 2一 1 8℃
。

多活动于中上层
,

有明

显的日节律 ( da 主yl r h yt 五。 i “ )
,

垂直移动范围从表层至 3 00 米左右
,

C P U E 高峰时水温为

1 2
o

C 〔 ,

一
o

·
, a 〕。

(幻 枪柔鱼 。仇。娜娜加 : 如忖。 , ` ( L o ue )r 丫泛分布于太平洋
、

印度洋和大西

洋暖水和温水海域
,

主要渔场在 日本北海道东南海域
。

日本在 1 9 7 4 年正式开发枪柔鱼资

源
,

当年渔获量为一万余吨
, 1 9 76 年达到 8一万吨

,
1 9? 7 年再增至 12 万吨

,

显示出资源

量丰厚
。 〔“

·

均多活动子中上层
,

也有明显的垂直移动
,
范围从表层至千余米 ()z

。

渔获水温

为 1 7一 2 0
,

C
,

C P U E 高峰时水温为 Z o
o

C 〔 ’ . 二.

( 3 ) 新西兰柔 鱼 口明
.

二你品俨己夕触 5 5了o a 。石该。 r a y 二 万` ` 砒
“ 犷呱 璐oa 、 “ ( G r a y ) = 刃“ 魂决

血“ ” 对。 耐 对oa 丽 (G ar y) 狭分布种
,

目前仅见于新西兰海域
。

本种在亚热带辐合区浓

密集群
,

在南岛周围索饵成长
,

北岛周围产卵发生 〔盛叼 ,

主要渔场在南岛周围
。

日本在 1 9 7 2

年正式开发新西兰柔鱼资源
,

七
、

八年来
,

日本钓船总渔获量变动于 1
,

3一 3
.

8 万吨之间屯

( 4) 袭方拟瀚乌绒 G二Pot 就: b0 。 不菇 惑。 ki 分布于 日本北海道东北
,

千岛群岛
,

鄂霍次克海
,

白令海和 阿拉斯加湾一带 , 主要渔场在 45
。
一 50

O

N 之间
。

本种一生 中均在亚

寒带海域度过
,

是典型的亚寒带大洋性种
,

分布水温在 10
O

c 以下
,

C P U E 高峰时水温 为

7℃
。

多在中上层活动 〔明
。
日本在 1 9 7 6 年正式开发这一种资源

,

1 9 7 6 年渔获量达 7 万

吨
。

( s ) 中国枪 乌城 L o 乙̀卯 硫佩
。。 : 落s G r a y 二 OL 不匆。 f 。犷,

o拟、 S
, 熟k主 (台湾枪乌绒 )

分布于南海
,

北部湾
,

退罗湾
,

荞律宾群岛和印度尼西亚海域
。

我国和越南捕捞这一资源

已经多年
,

国标市场称为.a中国鱿鱼
” 。

我国年渔获量约 i一 1
.

5 万吨 ( 3 )
,

泰国约 3一 3
.

5 万

吨
,

菲律宾约 工一 2 万吨
。

』

中国枪乌贼为典型的暖水种
,

我国广东汕头南部密集海域八月

高产月底温为 2 1
.

5 5一2通
.

0 1
’

o
,

底舞为 3 4
.

5 4一 3 4 .-万尽肠 ( 4 )
。

(6 ) 剑 尖枪 乌贼 L时goj
。面乙血 丑叮 l e

.

分布于 日本北海道以南的 日
.

本海侧和太平 洋

侧
,

朝鲜半岛南部
,

东海
、

南海
,

菲律宾群岛海域 , 主要渔场在日本九州西部五岛列岛周围
,

位于沿岸水系与暖流水系交混的涡流区
,

从表层至底层周年分布
,

多在中下层活动
。

生活

适温为 12 一 27
,

C
,

适盐为 3 2 ; 00 一 34
.

7 0筋
。

一尾成熟雌体产卵量约为 1一 2 万
’

释调
。

主
·

渔场的年渔获量为 0
.

6一 1
.

2 万吨
,

西太平洋的总渔获量为 l一 1
.

5 万吨
。

( 7) 日 本枪乌贱 劲乙勿。
_

j a 夕印飞叫“ 纵呜e 习习t r u p 分布于 日本群岛
,

朝鲜半岛
,

黄海
、

渤

海 ,主要渔场在黄海
,

年渔获橄约一万吨左右
。

机轮拖网在春季捕捞产卵群
,

冬季捕捞越
:

( 1 ) 以下未注明层次的水温均为表层水温
。

(幻 大西洋的记录
￡“ 几

(幻 包括台湾省等渔获最 5 于吨
。

(4 ) 广东省水产研究所资源室资料组
,

1 9 76
。

南海鱿鱼资源概述
。

鱿鱼资源初步调查参考资料
,

1 , 书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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冬群
。

暖温带种
,

五
、

六月产卵集群
,

五月份产卵场表温为 13 一 1 6 Co
,

二月份越冬场表温

为 4一 7
O

C
。

(幻 金乌绒 习印沁 ~
不e耐。 H yo el 分布于 日本群岛

,

朝鲜半岛
,

中国近海
,

菲律宾

群岛海域 ; 主要渔场在日本的漱户内海和熊野滩
,

年渔获量约 1 万吨 , 也为日本以西拖网

中的主要渔获物
,

年渔获量 i一 2 万吨
,

产量稳定上升
。

我国金乌贼的渔获量约为 1一 2 千

吨
,

主要捕自黄海南部
。

金乌贼为暖温带种
,

五
、

六月份产卵集群
,

其时水温与日本枪乌贼

相近
。

据李嘉咏等 ( 1 9 65 ) 仁们报告
,

金乌贼的个体产卵量约为 2 千个 ,卵子在室内的孵化水

温为 15 一 26 ℃
,

孵化速度随水温增高而加快
,

从 4 3一 48 天减少到 2 4一 2 7 天
。

( 9) 受氏无针乌贼
.

& , 白乙玩 壳
。

漏咖` d e R , 五be
r

~
一 & 夕翻。她 扣, 而叙筋 s

。。 kj

印度西太平洋暖水种
,

’

分布中心在中国海
,

我国近海均有渔场
,

最主要的产卵场在东海

北部岛屿架附近
、

、

本种的资源量很大
,

一般年渔获量从 4 万至 6 万吨
,

最高到过 8 万吨

(1 肠 9 )
,

为我国最重要的海洋渔业资源之一
。

每年五
、

六月在东海北部产卵集群时
,

适温

为 18 一 22
O

C左右
,

栖息水深数十米
,

但也有明显的日节律
。

卵子分批成熟
,

分批产出
,

个

体产卵量约为 1 千至 2 千粒 (幼
。

据林书颜 ( 1 9 3 5 )t ,] 在嫌泅列岛的实验
,

本种卵子的孵化

适温为 2 0一 2 6
O

C
,

孵化期为 2名一 30 天
。

( 10 ) 水峭 伽
。 , 哪 d叮化侃` (W试 k。 ) 分布于 日本北海道

,

萨哈林岛
,

阿留申群岛

和柯拉斯加湾
; 主渔场在日本北海道周围

,

年渔获量约 2 万吨
、
本种全长可达 3 米

,

种群

稠密
,

是西太平洋个体最大
、

产量最高的章鱼
.

资源结构与渔获量变动

这 10 种重要经济头足类除水峭外
,

均属中
、

小型种类
,

它们成熟早
,

生长快
,

一生中只

繁殖一次
,

亲体在交配
、

产卵后死亡
,

大多数的寿命只有一年
「“ , , .

切一
了

,

“
·` 们 。

因此
,

中
、

小型头足类资源的基本结构是
,
种群组成年年更新

,

剩余群
= 。 ,

补充群 =

产卵群 , 补充数量增加较快
,

资源恢复较易
。

资源恢复的关键在于卵子的保护和稚存的成
’

活率 ,稚仔的存活数量决定翌年的亲体资源量
,

从而直接影响翌年的渔获量
。

一次繁殖类型的数量变动通常很大
,

但也各有特点
。

如 日本海域的太 平洋 柔 鱼在

1 95 1一 1 9汤 年 2 5 年间
,

多数年份渔获量的变动幅度约为 3 0%左右
,

工9 5 9一 1 9以年相对

稳定
,

仅于 1 9 6 4年从 1, 6 3年的 7 3 1
, 0 2通吨

、

,

降至 3 96
, 5 4。 吨

,

1 96 5 年又 回升到
、

5 7 7
,

4 2 4

吨
,

迄今总的渔获量未有显著升降
。

我国浙江海域曼氏无针乌贼在 1 9 5 2一 1 9 7 9 的 28 年

间
,

渔获量的变动幅度 比太平洋柔鱼大
,

但资源的恢复很快
,

如 1 9 5 7年渔获量从 1 95 6 年

的 4 0
,

5 00 吨
,

猛降到 7
,

5 0 0 吨
,

翌年又猛升到 3 7
,

5 00 吨
,

1 95 9年再升到 6 2
,

0 0 0 吨 ( 2 )
。

七

十年代初
、

中期
,

大体维持 20
, 0 00 余吨低水平

,
1 9 78 年升到 43

,

5D0 吨
, 19 7 9 年再升到

6。 ,

D0 0吨
,

已接近最高产量的 1 9 5 9年
。

1 9 8。年作者根据浙江省气象资料 ( 3 )
,

初步作了浙

江省台风情况与曼氏无针乌贼渔获情况的对比
,

发现两者之间基本 上为 负相关 , 其 中

(l ) 趁正之
,

1 9 6 0一 1 0 80
。

中国海头足类的生物学资料 (手稿本 )
。

(幻 浙江省海洋水产研究所
,
1盯 9

。

浙江渔业资源利用问尾探讨
。

海洋水产科技 2 : 1一 1.1

(扮 浙江省气象局
,
1盯氏 浙江台风倩况 ( 1涎 9一1的 8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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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9 6 5年 7月 2 5日至 8月 5日在象山登陆的强台风
,

中心气压为 92 3 毫 巴
,

是 1 9 4 9一 9] 78

年间的 9 次 12 级强台风中最低的
,

说明风力最强 , 这段时间正是小乌贼在岛屿周围的停

留期
。

这一事实证明
: 渔民群众关于

“

台风刮死小 目鱼
,

的经验
,

对资源的评估具有重要

的参考价值
。

在太平洋柔鱼渔获量的变动周期与海况的关系上
,

却存在相反的看法
。

宇田 ( 1 9 6 0) 〔州

报告
,

日本海东侧太平洋柔鱼的丰渔年发生于寒流势盛
、

比较低温的年代
,

如比较低温的
1 95 2 年渔获量为 37 万吨

,

而比较温暖的 1 9 5 5 年降到 22 万吨
。

而据洪一石等 ( 1 9“ ) 〔幻

推告
,

日本海西侧太平洋柔鱼的丰渔年发生于暖流势盛的温暖年代
,

如温暖的 1 9 6 1 年渔

获童为 5 万吨
,

而寒冷的 1 9 6 2 年降到 1
.

5 万吨
。

安井 ( 1 9 72 )
〔 ’ 月则报告

,

北海道海域太平

洋柔鱼的丰渔年发生于黑潮势盛的年份
,

歉产年发生于黑潮势弱的年份
。

由于不同海域

的渔况差异 日益明显
, “

总的渔获量几年就有一个周期变动
”

的说法
,

在日本近来已很少提

及或予否认
。

欧瑞木 ( 1 9 7 8) 〔. 习则根据太阳黑子数高低值的变动
,

提出南海北部中国枪乌

贼的丰渔年和歉渔年每隔 9一 10 年一个周期
。

物种与生态环境的关系是极其复杂的
,

更

何况其中还有物种本身对数量反馈机制的调节
。

在西太平洋
,

关于头足类数量变动的专

题研究还不多
,

有必要在理论基础方面开展工作
,

为资源预报提供科学资料
。

潜在资源量与开发前景

关于用数学方法推算局部海域头足类的资源量指数和 可 捕 量
,

木部 崎 ( 1 9 6 3) 〔, 1 ,

o k u t a n i ( 1 9, 7 ) t. s口,

安达 ( 1 9 7 9 ) [卫. 〕和 吕荣书等 ( 1 98 0 ) ( 1 )均取得了一定成果 ; 本节仅以生

物学方法对西太平洋头足类的潜在资源量作一初步推算
。

头足类的自然死亡量很高
,

并留有证据
:

如抹香鲸胃中存留的成千上万的头足类角质

硕
,

大洋沉积物中的大量头足类角质额 (在 日本群岛东部外海区的分布密度为 1 ,
9 41 个 /

平方米 )
,

近海表层漂浮的大量海螺峭 (乌贼内壳 )
,

浅海底部枪乌贼角质壳的堆积层等 ; 其

中大洋性头足类与抹香鲸之间的食饵— 捕食者关系 ( Pr ye
一p er d at er r 目at jon 劝 iP)

,

已

成为各国头足类资源学者公认的估计大洋性头足类潜在资源量的重要依据
。

这种捕食关系不仅普遍发现于世界各海域
,

而且几乎不存在时间因素的特定差异 (见

附图 )
,

C al r k e( 19 8 0 ) 【.’ 1报告
,

这些角质顺的平均重量在抹香鲸胃中为 0
.

6一8
.

0 公斤
,

而

在适于捕捞头足类的中层拖网中仅约为 0
.

1 公斤 ,证明抹香鲸确是天然海域中
,

最适合捕

捞头足类的
、

能定性和定量的大 口径
“

渔网
” 。

一头抹香鲸一昼夜的捕食量约为其体重的 5环
,

根据平均体重折中计算
,

一头中型的

抹香鲸一昼夜的捕食量约为 1
,

5一 2 吨
,

其中头足类所 占的食物总容积常达 60 一70 拓 , 因

此
,

一头中型的抹香鲸一昼夜约捕食头足类 l一 1
,

5 吨
。

按月前西太平洋实际捕获抹香鲸

1 万 2 千头计算
,

则每年仅被抹香鲸捕食的头足类即达 4 50 一 6 50 万 吨
,

相当 目前总渔获

量的 4
.

6一6
,

5 倍
。

金枪鱼类也是头足类的大量消耗者
:

在太平洋
,

长鳍金枪鱼 少无倪饰恻。

心以绝机夕。 ( B位u l a t er er ) 胃中头足类的出现率为 62 %
,

肥壮金枪鱼 望
.

。加: 瀚 ( L o w e) 胃中头

(劝 吕荣书
、

李永明
,

1佣。
。

南海北部外海区头足类资源调查报告 (摘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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杂的海洋经济鱼类相 比
,

头足类似有
“

一支独秀
” .

的趋势
,

开发前景 良好 ; 但这绝非意味可

以对一年生
、

资源恢复能力较强的头足类
,

无限制地加大捕捞强度 , 相反
,

头足类孵化放流

的人工增殖工作
,

倒确是应该提上日程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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