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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 r
即 )的年产量

,

在八十年代高达四
、

五十万吨
,

占目前

世界头足类年产量的三分之一左右
,

是世界最重要的头足类资源
。

丛柔鱼的分布区局限于太平洋
,

主要

分布在 日本群岛周围海域
,

其群体密度最高 ;在黄海北部和东海外海的分布区
,

也有一定产量
,

主要为流

网和底拖网所兼捕
。

本文论述东海长江口渔场
、

舟山渔场内太平洋从柔渔资源的分布密度以及它 与 不

同水系交汇形成流隔的密切关系 ;五
、

六月份柔鱼鱼发适温为 1冬一 1a7 C
,

柔鱼群体栖息活动水层与浮游

动物分布有密切的关系
。

柔鱼生长迅速
,

月平均增长 24
.

5 毫米
,

增重 31
.

9 克
。

分析表明柔鱼资源丰

富
,

群体补充速度快
,

具有良好的捕捞前景
。

材 料 与 方 法

本文根据 19明 年 5
、
6 月份

,

在北纬 2扩至 32
“ ,

沿禁渔区线外 加海里的水域
,

以大面定点方式进行

了两个航次的试捕调查
。

对每站位进行渔场水文观测
、

采集饵料生物及渔获群体的生物学资料
,

并从高

产柔鱼的几个站位中
,

随机取得 6叨 尾柔鱼样品
,

按常规进行测定
,

参考有关历史资料进行综合分析
。

调

查船由上海水产大学两艘 6 00 匹马力实习渔轮实施
。

试捕网具为 10 48 目 x
12 厘米和 7 6 0 目

x

12 厘米

底拖网
,

前后作业站位共 20 个 (其中 4 个站位重复观测 )
,

平均作业水深为 6 0 米左右 (图 1 为试捕站位

图 )
。

结 果 与 讨 论

(一 ) 五
、

六月份渔场水温分布

当年 6月份 10 米层水温
,

16 一湘℃等温线分布较为密集
,

水平温度梯度大
。

北纬 即
.

肠
尹

以南水舌

十分明显
,

呈东南— 西北走向
。

北上的黑潮暖流势力较强
,

与北纬 80
’

一 31
.

东西向的水势相峙
,

在北纬

收稿年月
: 了以沁 年 5 月 ;同年 o1 修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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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
.

3。 ,附近水域形成流隔
,

调查海区内的水温变化幅度在 拐一即℃之间 (见图 2 )
。

肠 米层水温
,

南面北

上的黑潮暖流 15 一 16 ℃等温线的前峰
,

与北面南下的黄海冷水前峰在北纬加
。

30’ 附近交汇
,

峰舌明显

(见图 3 )
。

6 月份 10 米层水温
,

北纬 81
.

即 ,附近是黄海冷水团和黑潮暖流交汇处
,

和 6 月份相比向北推移了

一个纬度左右
,

而且北纬 31
。

附近出现 2 3
o

C的高温中心
。

北侧冷水系相应退缩近一个纬度
,

水温提高封

16 一 17℃
。

整个海区水温变化幅度在 16 一2 3
O

C之间
,

与 5 月份水温相比明显提高 (见图 连 )
。

3 5 米层水

温
,

由于受海床温度影响
,

长江冲入淡水较为明显
,

使黑潮暖流向北趋势增强
,

同 5 月份相比较
,

16 一

17 oc 等温线向北推移了 助 多海里
,

与冷水峰舌在 灯 8
、

17 9 海区相遇
。

所以在东径 1 23一1 2在
.

间的海

区
,

东西向的温度梯度较大(见图 6 )
。

(二 ) 五
、

六月份饵料生物的分布

1
.

浮 游动物种类组成

在 6
、
6 月份试捕海域范围内

,

浮游动物种类经分析计有 29 种
,

隶属 9 目 U 科 趾 属
,

其中哲水蚤日

的种类 5 科 10 属 灯 种
,

占种数的 6 9澎
。

端足类 2科 2 属 2 种
,

糠虾类 1科 2 属 2 种
,

各占种数的 6
.

9落
,

十足目 2科 2 属 3 种
,

占种数的 10
.

3络
。

毛额类及其他浮游动物一般在 3
,

4 万以下
。

2
.

浮游动物生物 t 和优势种的密度分布

试捕海区的内侧生物量较高
,

最高为 器 9
·

4m g /m
,

评均为 1 60
,

S ln g /二愁试捕海区的外侧 牛物量偏

低
,

最高只有 1 18
.

gm g /澎
,

平均为 6 9
.

4 m g了nI
, 。

优势种主要由挠足类
、

毛额类的箭虫
、

萤虾及端足类等

组成
,

以挠足类为主体
,

其最高密度为 6生
.

3 个了垃
. , 平均密度为 19

.

2个 /。
. 。

从密度分布看
,

整个试捕海

区浮游动物的密度垂直分布呈现从北向南
,

从西向东逐渐减少 (见图 6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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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试捕站位

圈 2 5 月份 10 米层水温分布

困 8 6 月份浙 米层水温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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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 渔场水温
、

生物与柔鱼分布的关系

从 6
、
6 月份试抽海区的水温与生物 t 分布可以看出

,

两种不同性质的海流或水系
,

因运动方 向 和



1期 杨德康 :东海渔场环境与太平洋丛柔鱼的分布

!!!!!!!!!
一一

’

{
一 ””””

··

丫丫多灸灸灸灸
吃吃吃吃吃吃二二了~ .

188888888888888888 :::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
三 OOOOO

认认认一二二
`

:::::::

:::

贷贷

裁裁裁裁 ;;;
JJJJJ吕吕

{{{`̀̀̀ 2 3;;;;;

{{{{{厂
`

扮扮 iii {{{
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

一

444

丫丫丫丫丫丫丫
\\\\\\\\\\\\\

买买买买
孰

一一一一

一一 {{{{
一

二二二二二
lllllll

潍潍
.

1 66666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7777777 1
一一 一~ r ... -一~ 一一一 一

l 吕一一一
..........,

199999.......... 一
200000

.......... , 今 11111

口口口.........

{{{{{ /才 /// } 555

{{{ ///////

\\\
一一一 黔嘿嘿

!!!!!!!!!!!公泛刁刁
IIIIIII G「卜 2弓000

阵阵阵阵阵阵阵阵阵阵阵阵阵三马马

……戛戛
敲

··

5 0 一 10000

片片片片片片片片片片片二
:
士---qqq

}}}}}}} 佗
一
少竺叹梦梦

--- -

一畏
-

一一

暑暑
一

{
一一

,,,,,

;;;;;;;;;

··

…
{
’

渗渗氰
一一

_ _ _ _ _

}
_ ___

{{{{{{{
666

图 4 6 月份 10 米层水温分布

图 6 6 月份 35 米层水温分布

图 6 浮游动物生物量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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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速的不同
,

导致了海水的涡动和混合作用
,

结果把具有丰富营养盐类的下层海水带到上层
,

使浮游生

物得以大量繁殖
,

同时又把具有充足饵料生物的海水带到下层
,

因而在不同水系交汇形成的涡流或流隔

区
,

水质肥沃
,

饵料丰富
,

往往是柔鱼和其他经济鱼类聚集的良好场所
。

同时
,

在流隔处因各种环境因子

变化激剧
,

限制了鱼类水平方向的活动范围
,

导致鱼群密度增大
。

所以流隔区域总是处于高生产力状

态
。

拖网兼捕的柔鱼渔获量
,

主要分布在长江口渔场和舟山渔场
,

尤其内侧渔区柔鱼可占渔获物比重的

即络左右
。

在 6 月下旬
,

个别海区网次渔获中柔鱼量可超过 3 00 多公斤
。

这些鱼发海区处在暖流水系

和寒流水系
,

或处于海水系与沿岸水系交替所形成的涡流和上升流水域
,

所以柔鱼集群的停留时 间较

长
,

并随着不同水系的消长
,

鱼群的聚散发生着变化
。

特别是 6 月份气温逐渐上升
,

黑潮暖流势力增强
,

16
、

17 度等温线随之向北推移
,

成为柔鱼栖息的场所
。

这与柔鱼旺发的 6
、

7 月份
,

在长江口渔场的水温

为 14一17 ℃
,

最适温度为 仍 度左右是一致的
。

(四 ) 东海太平洋丛柔鱼生物学

1
.

体长
、

体重组成

经侧定
, 6 月份柔鱼洞长范围为 60 一 220 毫米

,

而且有两个明显的优势腼长组
。

一为 6 。一 130 毫米

的嗣长
,

占渔获物组成的 62
.

5 侣
,

平均体重为 50
.

2 克
。

二为 13 1一 2即 毫米嗣长的个体占盯
.

5劣
,

平均

体重为 驼 克
。

5 月份柔鱼平均体长则为 1能
,

9 毫米
,

平均体重为 7 4
.

1 克 (见图 7 )
。

e 月份柔鱼胭
一

长范围为 姆。一 2 00 毫米
,

优势体长范围为 146一17 。毫米
,

占总渔获物的 77
.

5粥
。

6

月份柔鱼平均体长为 15 7
.

4 毫米
,

平均体重为 10 6 克 (见图 8 )
。

6
、

6 月份柔鱼索饵群体的体长与纯体重的关系为幕函数关系
,

其通式为 评 = a沙
,

按个体的服长 ( L )

与纯重 (万 )求得的关系式为 :

邢 二 3
,

O韶
x

10
一 `

刀
, “ ., ( r 二 .0 8匆 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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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 5月份柔鱼桐长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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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

柔鱼的生长速度

柔鱼为凶猛肉食性动物
,
肠腺能分泌较多消化酶

,

食谱很大
。

经对 印 个胃样品测定发现
,

柔鱼主要

猎取磷虾
、

峨等大型浮游动物
,

此外是沙丁鱼
、

够
、

始等中上层鱼类的动体
,

甚至种内也有相残食的现象
,

因此柔鱼生长很快
。

据分析结果东海柔鱼从 5 月到 6 月的一个月时间内
,

平均体长可增加 2魂
.

6 毫 米
,

平均体重增加 31
.

9 克
.

据文献记载
「忘J ,孵化后三个月的柔鱼稚鱼胸长为 招。 奄米

,

6个月后
,

洞长达 190 毫米左右
。

说明稚

鱼阶段生长迅速
,

可减少敌害的袭击
,

有利于柔鱼资源群体数里的不断补充
.

6
、
6 月份的东海柔鱼

,

其性

腺处于刚发育阶段
,

肉眼无祛鉴定其性别
.

结 语

1
.

太平洋丛柔鱼广泛分布于里洲
、

调查海区
,

长江口渔场以及舟山渔场的群体较为密集
。

其分布特

点与不同水系交汇所形成的流隔有着密切关系
。

一般情况是集群于暖流与寒流所形成流隔的暖水一侧
,

春末夏汛随暖流向北向内徊游
,

移动速度取决于暖流强弱
。

2
.

5
、
6 月份柔鱼鱼发适温为 16 一 17 ℃

,

栖息活动水层与浮游动物生物盆分布中心相一致
。

柔鱼个

体偏小
,

胭长 60 一 170 毫米占 70 男左右
,

性未成熟
。

说明 6
、

6 月份柔鱼群体向北移动
,

主要以索饵活动

为目的
。

3
,

柔鱼生长迅速
,

月平均长度生长为 2住
.

6 毫米
,

平均增重为 31
.

9 克
。

这与长江 口渔场和舟山渔

场内饵料生物丰盛
,

近海渔业资源衰退
,

经济鱼类数量减少有关
。

柔鱼具有生命周期短
,

世代交替快
,

资

源恢复快和补充迅度快等特点
。

4
.

继曼氏无针乌贼
、

拟目乌贼等大型头足类资源利用过度之后
,

研究和开发近海乃至外海太平洋

丛柔鱼资源已成为现实间题
。

目前靠底拖网或流网兼捕
,

产盈不高
,

个体偏小
,

经济效益低下
,

也不利于

资源保护
。

所以适当控制拖网兼捕
,

防止柔鱼幼鱼素饵场的资源利用过度
,

进一步开展专门光诱捕捞柔

鱼的渔具
、

渔法的研究
,

已势在必行
.

石
.

太平洋丛柔鱼资源具有良好的捕捞前景
,

因此对东海柔鱼的群体结构
、

徊游分布与环境的相互

关系
,

柔鱼的繁殖习性等方面
,

还需作进一步的探索和研究
,

为合理利甩柔鱼资源提供科学依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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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海胆对盐度的适应能力比幼体期强
。

由于受其幼体期适盐范围较窄加之成海胆期移动能力不

强等因素所限
,

自然海区大连紫海胆一般仅分布在 27 乐以上的高盐水域
。

连
.

大连紫海胆对高盐海水的耐受力较强而对低盐海水的耐受力较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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