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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中国海洋中上层鱼类的种类繁多!近几年来!其总产量占全国海洋捕捞总产量的 43L左

右# 日本鲭"蓝圆
!

和
"

等中上层鱼类生活史大多为 3选择型!资源更新速度一般比底层和近

底层鱼类较快!因此其资源可持续利用的前景更为广阔# 本文综述了中国重要海洋中上层鱼

类渔业的发展概况!主要介绍了年产量位于前列的日本鲭"蓝圆
!

"蓝点马鲛"银鲳和
"

等 8 种

鱼类生物学的研究进展!阐明了这些种类的种群鉴别和划分"洄游分布"越冬场"产卵场和产卵

期"年龄和生长"摄食习性"生殖力和群体结构变化等资源生物学的研究现状!以及其资源量和

可捕量的评估结果!并展望了其资源生物学研究的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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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中国海洋中上层鱼类的种类繁多"但在 23 世

纪 83 年代其产量却很低& 为了提高中上层鱼类

的捕捞量"中国鱼类资源生物学工作者自那时起

就从事沿岸和近海中上层经济鱼类资源调查和开

发工作"并且进行了资源理论基础和应用资源生

物学的专题研究& 这些研究工作促使中国的机轮

灯光围网渔业从无到有"灯诱技术显著提高"渔场

范围逐渐扩大"机帆船灯光围网渔业规模迅速发

展"从而促进了中上层鱼类渔业逐渐现代化"并获

得了颇多的科研成果&

日 本 鲭 # B5142-3 D/61:95=;$) 蓝 圆
"

#"-5/6%-3=;4/3=/@;9$和
(

#F:.3/=09;D/61:95=;$

等中上层鱼类生活史大多数为 3选择型
'1 6/(

"其

种群数量变动规律与底层鱼类有所不同"世代更

替较快"资源如果遭受破坏"只要及时加强海洋渔

业科学管理"资源就有望得到较快恢复"其可持续

发展的前景较为广阔& 所以"综述中国重要海洋

中上层鱼类资源生物学研究进展"对于中国渔业

管理和资源的可持续利用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和

指导作用&

15中国中上层鱼类渔业发展概况

中上层鱼类渔业在中国海洋捕捞业中的地

位"随着底层和近底层鱼类资源的逐渐衰退"愈加

显示其重要性& 根据中国渔业统计资料"1:04*

2332 年中上层鱼类的年产量为#12/ =910$ A13

4

H"占全国海洋捕捞总产量的 27181L#1:00 年$ =

83119L#1:08 年$"233/ 年以来的年产量大约为

833 A13

4

H"约占全国海洋捕捞总产量的 43L& 在

中国中上层鱼类中
(

的年产量超过 133 A13

4

H

#1::0 年达 1/9 A13

4

H$%年产量达到#43 =73$ A

13

4

H的中上层鱼类有鲐鱼类)圆
"

鱼类)马鲛鱼

类和鲳鱼类等&

中国捕捞中上层鱼类的历史悠久"闽南)粤东

渔民早在 23 世纪 /3 年代已使用铁桶盛木柴烧火

诱捕鲐
"

鱼类"而后发展为汽灯和大光灯诱

捕
'4(

& 23 世纪 83 年代初期就开始试验围网作

业"到 73 年代中期群众灯光敷网)灯光围网和机

轮灯光围网作业先后获得成功& 1:7: 年中国自

行设计建造的灯光围网船投入使用"为灯光围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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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东海水产研究所"黄海水产研究所1黄海东海渔业资源状况'$(1油印本11:9/1

/

5农林部水产组编1东)黄)渤海渔业资源调查总结#一九七一年$'$(11:921

渔业发展打下基础"1:9/*1:94 年投产船数 88 =

78 组
'8(

*

& 群众灯光围网船在 23 世纪 93 年代初

期也获得了快速发展"1:91 年福建投产群众灯光

围网船 2/0 组"年产量突破 8 A13

4

H

/

& 据中国渔

业统计资料"以捕捞中上层鱼类为主的围网)流刺

网和钓业的总渔船数由 233/ 年的 131/ A13

4

余艘

增至 2311 年的 1211 A13

4

余艘"以这 / 种渔具作

业的渔船数占全国海洋捕捞总船数的比例由

233/ 年的 481:0L上升至 2311 年的 73110L"总

功率由 233/ 年的 /83 A13

4

GW 增至 2311 年的

4:8 A13

4

GW"占全国海洋捕捞渔船总功率的比例

由 233/ 年的 2012/L增至 2311 年的/91/8L"其

中以流刺网总功率的比例为最高& 1:90*2311

年这 / 种作业的年产量中"围网年产量由 1:90 年

的 4317 A13

4

H升至 2311 年的 0010 A13

4

H%流刺

网年产量从 1:90 年的 1/1: A13

4

H上升至 2337

年的 2781/ A13

4

H"2339*2311 年仍保持在 27313

A13

4

H的高位%钓业年产量在 1:90*1::1 年为

#2 =13$ A13

4

H"1::2*2334 年稳步增长"2334 年

高达 0012 A13

4

H#含远洋的钓业产量$"2330*

2311 年为 /3 A13

4

H#不含远洋的钓业产量$& 近

年来这 / 种作业的年产量合计约为 433 A13

4

H"大

致占全国海洋捕捞总产量的 15/"占中上层鱼类

捕捞总产量达 03L& 此外"变水层拖网也有一定

的中上层鱼类产量"双船和单船底拖网也有所

兼捕&

25中国重要海洋中上层经济鱼类资源生

物学研究概况

现就中国海洋中上层鱼类中具有较高经济价

值和最高年产量达到 /3 A13

4

H以上的种类分述

如下!

8"!#日本鲭

日本鲭在中国近海均有分布"属于大洋暖水

性中上层鱼类"是中国东)黄海最重要的中上层经

济鱼类之一& 随着中上层鱼类捕捞规模的扩大和

作业渔场的拓展"自 23 世纪 03 年代以来"中国日

本鲭#含少量澳洲鲐等$的年渔获量呈现逐渐上

升的趋势"03 年代末期仅有 23 A13

4

H左右"而

2332 年以来的年产量大多数达到 43 A13

4

H以上"

其中 2330 年和 2311 年的产量分别达到了 8:1/ A

13

4

H和 871/ A13

4

H& 主要的捕捞方式为灯光围

网和变水层拖网"底拖网也有少量兼捕&

国内多数学者将中国海域的日本鲭划分为 /

个种群!东海西部种群 #黄海至闽中渔场$)五岛

西部种群和闽南 6粤东种群
'7 69(

& 然而"也有中

国学者将五岛西部种群和东海西部种群都归属于

东海种群
'0 6:(

& 张丽艳等
'13(

采用 &('6分子标

记对闽东渔场和闽南渔场日本鲭种群进行遗传变

异分析"结果表明闽东和闽南种群间无明显的遗

传差异和分化"显示其种群间基因交流频繁&

9C3? 等
'11(

根据微卫星分析把东海和南海的日本

鲭种群划分为 2 个种群"分别为从东海到南海的

海南省东部沿海种群和南海的海南省南部近海种

群& 这个种群的划分结果可能由于采样点少或者

微卫星标记选取的原因导致和传统的划分结果有

较大的差别"其结果的可靠性有待检验&

中国沿海日本鲭摄食的种类广泛"饵料生物

包括 24 个类群 83 多种& 因海域和饵料基础的不

同"日本鲭的食物组成也有所差异& 黄海区叉长

/8 <<以上的当年生日本鲭幼鱼的饵料生物以

鱼类)头足类和甲壳类为主"成鱼的摄食对象以太

平洋磷虾 #F=67/=;9/ 6/59<95/$和
(

为主%福建近

海的日本鲭对饵料生物无明显的选择性"以浮游

甲壳类和稚幼鱼为主%而南海北部日本鲭的胃含

物则以浮游动物和海底沉积物中的有孔虫类和翼

足类为主
'9(

&

王为祥
'9(

研究认为日本鲭鳞片较小而且容

易脱落"难于采集%其高龄鱼的耳石边缘轮带经常

愈合"鉴定年轮时约有 8L以上的耳石无法判读"

但脊椎骨轮纹清晰"尤其是第
&

节脊椎骨的轮纹

清晰而且稳定"便于测量和比较& 刘勇等
'12(

也采

用耳石研究了东海北部和黄海南部日本鲭的年龄

和生长& 黄海北部的日本鲭生长较快"各年龄组

叉长都比东海南部的大& 黄)东海日本鲭性成熟

年龄一般为 2 龄"少数个体在 1 龄鱼就达到性成

熟& 黄海的日本鲭初次性成熟叉长为 283 <<"东

海南部雌性初次性成熟的最小叉长为 223 =2/3

<<"雄性为 213 =223 <<& 23 世纪 93 年代"在

东海南部已发现叉长 1:3 <<就已达到初次性成

熟的日本鲭个体
'9(

& 从 23 世纪 73 年代起至 21

世纪初"东海区日本鲭种群低龄化)小型化现象明

3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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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平均叉长从 /4/114 <<下降到 1:/177 <<"

平均体质量从 80019: ? 下降到 :710: ?%种群的

个体生长内禀动力发生了较大变化"生长参数 K

从 3122 提高到 3101"渐近叉长 +

W

从 407104 <<

减小到 /79183 <<"体质量的生长拐点从4140龄

逐渐减小到 1129 龄
'1/(

& 刘勇等
'14(

认为 21 世纪

初期东海北部和黄海南部日本鲭个体平均叉长都

比 23 世纪 03 年代小&

23 世纪 83 年代"黄海日本鲭个体生殖力为

#23 =113 $ A13

4

粒"平均 93 A13

4

粒
'9(

& 刘松

等
'18(

根据山东近海日本鲭渔获物样品"计算出其

个体绝对生殖力的变动范围为#1: =:3$ A13

4

粒"

平均为 8/ A13

4

粒%而根据王为祥
'9(

的报道"东海

南部的日本鲭生殖力为#81/ =/818$ A13

4

粒"福

建南部沿海叉长为 2/8 <<日本鲭的生殖力为

181: A13

4

粒& 据颜尤明
'17(

报道"闽中 6闽东渔

场日本鲭生殖力范围为#812: =/8147$ A13

4

粒"

平均为 1818: A13

4

粒& 可见"黄海日本鲭产卵群

体的生殖力比东海的高&

陈卫忠等
'19 610(

利用实际种群分析法评估"认

为 23 世纪末期东海日本鲭的现存资源量为

#1/12 =2/18$ A13

4

H& 王凯等
'1:(

利用体长结构

实际种群分析法评估 23 世纪 :3 年代东海区日本

鲭的年平均资源量为 #9/1/4 =117100$ A13

4

H&

严利平等
'23(

应用体长结构 .6&评估日本鲭东海

种群的现存资源量为 /:188 A13

4

H"最大可持续产

量#N*8$为 24130 A13

4

H"目前的开发利用程度

处于中度偏低状态& 周永东等
'21(

用体长股分析

法估算东海区日本鲭平均资源尾数为 /119/ A13

0

尾"平均资源量为 10129 A03

4

H"最大持续产量为

12129 A13

4

H%初始资源尾数为 93109 A13

0

尾"初

始资源量为 43101 A13

4

H& 上述作者都用体长股

分析法评估日本鲭资源量"但其结果相差较大"可

能是由于不同年代资源量发生了变化"而且各作

者所获得的体长资料有所不同"尤其是高龄鱼的

比例差异较大所致&

8"8#蓝圆
!

蓝圆
"

在中国分布于黄海至南海"以东海南

部至南海北部的数量较多"系近海暖水性)喜集

群)具有趋光性的中上层鱼类"有时也栖息于近底

层& 它既是灯光围网和变水层拖网的主要捕捞对

象之*"也是底拖网作业的兼捕渔获物& 1:0:*

1::4 年全国蓝圆
"

#含少量其他
"

类$年产量为

#/3 =43 $ A13

4

H"1::8*2311 年为 #83 =73 $ A

13

4

H"其中 233/ 年达到 7912 A13

4

H"为历年最高&

蓝圆
"

的种群可分为东海西部种群)闽南 6

粤东 种 群) 九 州 西 部 种 群 以 及 南 海 北 部 种

群
'4"22 628(

& 但是"张丽艳等
'27(

和牛素芳等
'29(

分

别用线粒体 4%&和 &('6方法分析闽东和闽南

各一批样品"均认为两批样品不存在显著的遗传

分化#或差异$"可划归同一个管理保护单元 #即

同一种群$"这和上述多数学者的观点不同& 九

州西部种群洄游于东海中北部外海至日本九州西

海岸& 闽南 6粤东种群和南海北部种群基本上没

有固定的洄游路线"移动距离也不长"只是进行深

浅水之间的移动"表现出地域性分布的特点& 东

海西部种群分布于台湾海峡中南部到济州岛附

近"最东可达 129\/3T,海域"个体较大"具有台湾

海峡中南部和台湾以北水深 133 =183 <海区两

个越冬场& 台湾以北越冬场的鱼群有部分个体于

2*/ 月在越冬场附近海区产卵"大部分群体于

/*4 月分批向闽东和浙江近海作生殖洄游"产卵

期为 4*: 月"由南到北逐渐推迟"盛期为 8*7

月"产过卵的亲鱼和幼鱼自南而北索饵直到长江

口海区"13*11 月陆续返回越冬场& 在台湾海峡

中南部越冬的鱼群于 / 月初向闽中和闽东渔场沿

岸海区作生殖洄游"产卵期为 4*9 月"盛期也是

8*7 月& 产过卵的亲鱼和当年生幼鱼向北洄游

索饵"13*11 月陆续返回越冬场"其洄游路线较

长& 对南海区经一年四季的调查和性腺成熟度组

成的分析"表明南海北部蓝圆
"

的主要产卵场分

布于海南岛东部近海)粤西海域和北部湾湾口海

区"而珠江口和粤东海域只有少量产卵亲鱼分布%

产卵期主要集中在春季"到了夏季产卵基本结束"

产卵适宜的底层水温为 1: =22 R)盐度为 /4 =

/8%与历史资料相比"其产卵期明显缩短"产卵场

水深增大"产卵群体有外移趋向
'20(

&

东海蓝圆
"

的食物种类有 03 余种"浮游甲壳

类和小型鱼类为其主要饵料生物类群"饵料优势

种依次为七星底灯鱼 #C-:%71;-4/ 6%-31%=4$)口

虾蛄#)3/%1;I=900/ 13/%139/$幼体和太平洋磷虾&

摄食强度春季最高"秋季居次"冬季最低& 周年摄

食强度呈双峰型"摄食高峰期比产卵期约迟 1 个

月"说明蓝圆
"

生殖后索饵活动增强& 叉长 233

<<为摄食取向的拐点"叉长小于 233 <<的个体

以捕食浮游甲壳类为主"叉长大于 233 <<的则

1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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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捕食小型鱼类为主
'2: 6/3(

& 蓝圆
"

在不同海区

和不同时间"饵料组成有所不同"常随着海区饵料

生物优势种类的变动而变化
'4(

&

张杰等
'/1(

以 1:02*1:0/ 年闽南 6台湾浅滩

渔场蓝圆
"

的鳞片来鉴定年龄"年轮形成时间从

13 月至翌年 7 月"主要形成时期为 /*4 月%渔获

物由 3 =: 龄组成"以 1 龄为主#491::L$"2 龄次

之#28100L$"3 龄位居第三#11137L$%提出了最

小捕捞叉长为 173 <<)体质量为 80 ? 的建议&

颜尤明等
'/2(

于 1:04 年 4*7 月以取自闽中至闽

东渔场的蓝圆
"

样品"进行不同海区生长特征值

的比较"认为该样品的特征值与浙江近海较为相

似"与闽南 6台湾浅滩和南海北部的相差较大&

这从另一侧面说明闽中渔场至浙江沿海的蓝圆
"

为同一种群"闽南 6台湾浅滩则为另一种群& 陈

国宝等
'//(

根据 1::9*1::: 年南海北部陆架区的

蓝圆
"

叉长测定资料"利用 ()*&K软件估算南海

北部蓝圆
"

生长和死亡参数"并提出最佳可捕叉

长为 149 <<&

徐旭才等
'/4(

以 1:91*1:09 年蓝圆
"

叉长组

成资料"应用体长股分析法评估了闽南 6台湾浅

滩渔场蓝圆
"

资源量"1:91*1:03 年为 :14: A

13

4

H"1:01*1:09 年为 1/181 A13

4

H"持续产量为

:180 A13

4

H"最小捕捞叉长为 1/8 <<& 张秋华

等
'24(

应用 *HCC0C模型"分别评估求得台湾海峡中

北部和闽南 6台湾浅滩渔场蓝圆
"

资源量为

/31/: A13

4

H和 23118 A13

4

H"最大持续渔获量为

#1112/ =12101$ A13

4

H&

23 世纪 03 年代初期至 :3 年代末期"东海西

部种群蓝圆
"

的瞬时自然死亡系数 ,较为稳定"

但瞬时捕捞死亡系数 L和资源开发率 F增长较

为明显"叉长生长渐近值 +

W

和体质量生长渐近值

R

W

下降"表明该种群资源已达到充分开发& 而闽

南 6粤东近海种群蓝圆
"

的死亡参数较为稳定"

当年的资源开发率尚不足 318"仍具有较大的开

发利用潜力
'24(

&

8"9#蓝点马鲛$>:&)'"(&)&(709/65&9/70%

蓝点马鲛在中国沿海均有分布"为暖水性中

上层鱼类& 蓝点马鲛从 23 世纪 83 年代起就是

东)黄海流刺网的主要捕捞对象和拖网渔业的兼

捕对象之*& 中国蓝点马鲛#含少量其他马鲛鱼

类$的年产量在 23 世纪 73*93 年代为#1 =4$ A

13

4

H"03 年代迅速上升至#8 =18$ A13

4

H":3 年代

初)中期为#18 =/3$ A13

4

H":3 年代末期为#43 =

83$ A13

4

H"而 1::: 年已达到 87180 A13

4

H"为历

年最高"近年来为 48 A13

4

H左右&

韦晟等
'/8(

认为渤海)黄海北部)中部和南部

蓝点马鲛的产卵群体均属于同一种群"而黄海南

部的群体可视为同一种群的不同群体& 黄克勤

等
'/7(

认为东海北部)中部和南部的群体同属于一

个种群"东海北部外侧的群体可视为同一种群的

另一个小群体& 水柏年等
'/9(

于 2337*2330 年在

黄海的东营)威海和东海的宁波)舟山以及温州等

沿海采集样品"用方差分析)主成分分析和聚类分

析的方法分析 9 项计数性状和 14 项量度性状&

聚类分析结果显示"东海 / 批样品为一支"其欧氏

距离差异为 31/:4 =31017"黄海区 2 批样品为另

一支"其欧氏距离差异为 31991"而东海 / 批样品

与黄海 2 批样品的欧氏距离差异达到 1149 =

1173& 由此认为"东营和威海的样品即为黄海种

群%宁波)舟山和温州的样品即为东海种群& 姜艳

艳等
'/0(

采用聚合酶链式反应 #6-$$技术对山东

半岛南岸水域蓝点马鲛群体的 <H4%&470//J 序

列进行扩增"获得了大小约为 833 MJ 的扩增产

物& 经测定和分析认为"蓝点马鲛的 <H4%&47

0//J 基因个体变异程度较大"适合于群体内和群

体间不同个体的遗传多样性分析"并指出更好的

方法是将线粒体 4%&序列数据与核基因组多样

性数据#如 &('6$相结合"更能客观)全面地揭示

蓝点马鲛的遗传多样性水平及其群体分化程度&

同时"*@B=等
'/:(

利用线粒体 4%&分析认为东黄

海的 0 个群体之间没有明显的种群遗传结构"而

*@B=等
'43(

利用 &('6方法对东黄海的 7 个点的

样品分析结果显示"蓝点马鲛有显著的地理种群

结构&

从上述文献的样品来看"黄克勤等
'/7(

的样品

只有东海北部 / 批是生殖群体"其余 9 批样品均

为秋季索饵群体"个体可能有混群现象%姜艳艳

等
'/0(

采用了分子生物学方法"但仅分析了山东南

部海域的样品& 值得注意的是"根据蓝点马鲛洄

游分布状况"1:74 年秋季在烟威渔场标志放流的

蓝点马鲛"于 1:78 年 2 月 1: 日在福建东山岛附

近海域被捕获
'41(

"这就表明东海南部#包括台湾

海峡$与黄海北部的蓝点马鲛群体是有联系的&

因此"关于渤)黄)东海区蓝点马鲛的种群问题"尚

需全面采集渤)黄)东海和南海不同产卵场的产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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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体样品"而且应当采用形态学)生态学和分子生

物学等多种方法综合分析其种群的归属问题&

黄渤海蓝点马鲛成鱼的饵料生物有 19 种"主

要饵料种类的重量组成为
(

78194L#为最高$"

远东拟沙丁鱼# B/3@9:16;4-0/:1;%95%=;$913L"日

本枪 乌 贼 # +109.1 D/61:95=;$ 8172L" 玉 筋 鱼

# &441@$%-; 6-3;1:/%=;$ 81 13L" 鹰 爪 虾

# '3/57$6-:/-=; 5=3?931;%39;$ 41 94L" 黄 鲫

# B-%969::/ %/%$$ /104L 和 日 本 鼓 虾 # &067-=;

D/61:95=;$/113L& 摄食等级组成以秋季为最高"

夏季次之"春季最低
'42(

&

黄)渤海蓝点马鲛的年轮是在产卵后的 7*0

月形成"各龄鱼出现年轮的时期都很一致"1:9/*

1:90 年的产卵群体由 7 个年龄组所组成"2 龄鱼

是产 卵 群 体 的 优 势 年 龄 组" 占 年 龄 组 成 的

9918L

'4/(

& 根据 23 世纪 73*93 年代流刺网和

拖网渔获物的生物学测定资料"黄)渤海蓝点马鲛

1 龄鱼的体长和体质量可达到 833 <<和 1 333

?"7*0 月体长增长最快"而体质量增长最快的是

0*11 月& 各龄鱼的平均叉长!1 龄鱼为 424 <<)

2 龄鱼 849 <<)/ 龄鱼 8:/ <<)4 龄鱼 784 <<)8

龄鱼 7:7 <<) 7 龄鱼 911 <<

'44(

& 韦晟
'42(

对

1:9/*1:01 年生殖期蓝点马鲛年龄和生长的研

究结果也基本相似& 邱盛尧等
'48(

根据 1:7/*

1::1 年收集的 0729 尾幼鱼样品"以旬为单位"计

算各旬的平均体长和体质量"以产卵盛期 7 月 1

日作为生长起点"研究了当年生幼鱼的生长特点"

结果同样得出 0 月至 11 月初为体质量主要生长

期"幼鱼的生长存在着年间差异%+

W

和 R

W

由

1:7/*1:7: 年的 4/0133 <<和 798102 ? 下降到

1::3*1::1 年的 /::137 <<和 812117 ?"生长参

数 K由 311/7 上升至 312/3 9%该文分析了

1:03*1::1 年幼鱼生长比 1:7/*1:9: 年较快的

原因"主要是由于 23 世纪 93 年代后期起"蓝点马

鲛主汛期由春汛转为秋汛"捕捞强度逐年增大"资

源密度出现稀疏"并随着黄渤海传统经济鱼类资

源逐渐衰退"减少了食物竞争对象"从而丰富了饵

料基础"促使蓝点马鲛个体生长加快"体质量生长

拐点提前"而且体质量主要生长期缩短&

李明云等
'47(

于 1:07 年采集浙江省三门湾

#东海$)邱盛尧等
'49(

在 1::2*1::/ 年采集黄渤

海蓝点马鲛生殖群体样品"先后进行了个体生殖

力的研究"结果都认为蓝点马鲛在一个产卵期中

分为 2 =/ 次排卵& 个体绝对生殖力三门湾为

#12190 =/101/7 $ A13

4

粒"黄渤海为 # 418 =

82819$ A13

4

粒%相对生殖力东海三门湾 AS+为

2 739 =/ 88/ 粒5<<"平均 1 214 粒5<<"ASR为

17217 =91/1/ 粒5?"平均 43013 粒5?%黄渤海 AS+

为 :9 =40:/ 粒5<<"ASR为 72 =993 粒5?& 可

见"黄渤海个体生殖力的变幅比东海的较大& 性

成熟最小叉长和体质量"东海三门湾 1:07 年雄性

为 413 <<和 834 ?%雌性为 493 <<和 7:3 ?&

中国马鲛鱼类的产量虽然近年来仍在 48 A

13

4

H的高位上波动& 但是"其生物学特征和单位

产量的变动趋势"表明其资源已处于衰退状态&

例如黄渤海蓝点马鲛资源已从 1:72 年以前的丰

富阶段"转入 1::3 年的衰退阶段"渔获物优势年

龄组成从 / 龄和 2 龄组变为 1 龄和 2 龄组%平均

年龄从 210/ 龄降为 2178 龄%平均叉长从 80/ <<

降至 894 <<"平均体质量从 1 839 ? 下降到 1 /8:

?%全部性成熟年龄从 4 龄组降至 2 龄组"初次性

成熟年龄从 2 龄组演变为 1 龄组"初次性成熟的

叉长和体质量由 82: <<和 1 141 ? 降为 413 <<

和 88 1?%而平均生殖力却从 41 A13

4

粒上升到

73 A13

4

粒& 春汛流刺网平均单片产量从 1:7/*

1:97 年的 92 G? 下降到 1::3 年以后的 1/ G?"秋

汛拖网平均网产也相应地从 1 :1: G? 降为 1 974

G?

'40(

& 黄渤海蓝点马鲛产卵群体的资源量由

1:00 年的 11 784 A13

4

尾"逐年下降"到 1::4 年仅

为 / 011 A13

4

尾"下降了 791/3L"1:00*1:0: 年

有#4 934 =8 780$ A13

4

尾亲鱼参加产卵"至 1::/

和 1::4 年已降低到#1 334 =1 414$ A13

4

尾
'4:(

&

8":#银鲳$,$)670679:2$2/00/)70%

银鲳即为 1江苏鱼类志 2中的 ,北鲳 -

'83(

和

1东海)黄海鱼类名称和图解 6新版2中的 ,翎

鲳-

'81(

"为近海暖温性中上层鱼类"分布于黄海和

东海"以黄海南部和东海北部的数量较多& 23 世

纪 73 年代中期以前银鲳的产量很少"1:77 年流

刺网捕捞鲳鱼在江苏吕泗渔场试验成功"使银鲳

生产从兼捕转为专业捕捞"产量迅速提高& 银鲳

的主要捕捞渔具为流刺网和张网"拖网也有少量

兼捕& 中国海洋捕捞产量统计中只有鲳鱼类的年

产量"在 1:99*1::2 年仅#/ =13$ A13

4

H"从 1::/

年起产量迅速增长"1::8 年超过 23 A13

4

H"1::0

年以来在#/3 =43$ A13

4

H中波动"其中 2338 年

达到 4112 A13

4

H"为历年最高纪录& 东海区银鲳

/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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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产量约占鲳鱼类产量的 08L=:3L

'82(

&

渤)黄)东海银鲳种群分为黄渤海和东海两个

种群
'8/(

& 但是"赵峰等
'84(

采集了河北黄骅)江苏

连云港)浙江舟山和洞头)福建霞浦等 8 处共 224

个样品"使用多变量形态度量学方法#框架法$进

行研究"结果认为渤)黄)东海的银鲳可分为黄渤

海种群)东海北部种群和东海南部种群& 赵峰

等
'88(

又采用线粒体 4%&细胞色素 M 基因片段作

为遗传标记"对黄海南部和东海银鲳群体的遗传

结构进行了分析"结果表明黄海南部和东海银鲳

群体间具有高度的基因交流"是一个随机交配的

群体"但作者同时指出仅依据线粒体 #$%M 基因

序列的分析结果还不能简单地认为可以将黄海南

部)东海区银鲳作为一个单一的种群进行管理"必

须结合其他标记技术如 **$)&('6)*%6等全面

检测银鲳群体的遗传结构"为渔业管理提供科学

依据& 彭士明等
'87(

依据银鲳线粒体 #)

#

基因的

序列分析"单倍型多样性以东海群体为最高

#31033 :$"渤海群体次之#31933 3$"南海群体为

最低#31233 3$"而且这 / 个群体核苷酸多样性均

较低# B31338$"分子变异分析未检测出这 / 个

野生银鲳群体间存在遗传分化现象& 由此可见"

渤)黄)东)南海银鲳种群鉴别和划分的分歧还比

较大"即使同一作者采用不同的研究方法"其结果

也不一样& 因此"银鲳种群鉴别问题"尤其是南海

银鲳是否与东)黄海的群体都属于同*个种群还

有待今后更深入地开展研究&

黄渤海种群的主要越冬场在济州岛附近海

域"即 /2\33T=/4\33T%"124\33T,以东水深 03 =

133 <海区"在黄海中部黄海洼地西部 73 <附近

海区也有部分银鲳越冬鱼群
'2/(

& 早春时节"在济

州岛附近海区的部分越冬鱼群向朝鲜半岛西南海

区洄游"部分鱼群沿黄海暖流北上"到达 //\33T=

/4\33T%)12/\=124\,时"有一路鱼群向海州湾

作产卵洄游"少数鱼群可进入吕泗渔场产卵%另一

路北上至山东半岛成山头附近海域"又分别向烟

威渔场)渤海和海洋岛渔场洄游& 主要产卵场在

海州湾)莱州湾和辽东湾河口海区"其主要产卵期

为 8*9 月& 产卵后鱼群分散索饵"秋末随着水温

下降"索饵鱼群沿黄海暖流返回越冬场&

东海种群的越冬场有两个"一个是在东海北

部外海 2:\33T=/2\33T%)128\/3T=129\/3T,的

03 =133 <海区%另一个是在东海中南部外海"即

27\/3T=20\/3T%) 122\/3T=128\/3T,海区&

1::9*2333 年东海区渔业资源补充调查时发现"

在 2:\33T=/2\33T%"128\/3T,以西海区是小个体

银鲳相对集中的越冬场"即补充群体的主要越冬

场分布于成体越冬场的西侧
'89(

& 在东海北部越

冬的鱼群约在 4 月开始向西至西北方向洄游"4

月上中旬到达舟山和长江口渔场"然后迅速进入

大戢洋和吕泗渔场产卵& 吕泗渔场是全国最大的

银鲳产卵场"产卵期为 4 月下旬至 7 月下旬& 标

志放流资料证实"吕泗渔场的产卵亲鱼可到海州

湾南部近海索饵
'8/(

& 在东海中南部越冬的鱼群

于 / 月开始向福建)浙江沿岸河口产卵场洄游"其

产卵期自南而北逐渐推迟"闽东渔场为 /*9 月"4

月初至 8 月下旬为产卵盛期%浙江中北部为 8*9

月"8*7 月为其产卵盛期& 产卵后的亲鱼以及当

年生幼鱼均在产卵场附近索饵"秋末冬初索饵鱼

群向其各自越冬场洄游&

东)黄海银鲳的摄食强度较弱& 东海银鲳在

产卵期间空胃率达到 :914L

'82(

"黄海在越冬期和

产卵期"其空胃率也达到 :3L以上"春季的摄食

率为 271:L"秋季的摄食最为旺盛"但其摄食率

仅 2:13L

'80(

& 东海银鲳为浮游动物食性"其中水

母类)涟虫类)小拟哲水蚤和真刺唇角水蚤占饵料

重量的 13L=23L%细螯虾)短尾类幼体)多毛类

幼体)大眼剑水蚤)长尾类幼体)腹足类幼体和仔

稚鱼等占 1L=13L

'82(

& 黄海银鲳摄食的主要种

类为海链藻)根管藻和小拟哲水蚤"其次为太平洋

纺锤水蚤)真刺唇角水蚤等
'80(

& 由此可见"黄)东

海两海区银鲳的饵料组成均以浮游生物为主"但

其种类组成有所差异"可能与两海区浮游生物种

类组成差异有关&

钱世勤等
'8:(

以耳石鉴定银鲳年龄"指出年轮

形成期为 1*8 月"以 2*4 月为主要形成期& 各

龄实测叉长!1 龄 18410 <<)2 龄 10810 <<)/ 龄

21219 <<)4 龄 2/911 <<)8 龄 28911 <<和 7 龄

20118 <<& 银鲳以 1 =/ 龄生长速度较快"而且

雌鱼比雄性生长快"雌鱼寿命也比雄鱼长"这与宓

崇道等
'73(

的研究结果相吻合& 银鲳 193 <<以

下的叉长组"雄鱼数量多于雌鱼%193 <<以上的

叉长组"雌鱼的比例随着叉长组的增长而提高%

273 <<以上的叉长组"几乎全为雌鱼
'73(

&

崔青曼等
'71(

应用鳞片研究了渤海湾银鲳的

年龄与生长"结果表明疏密切割为年轮形成的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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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年轮形成时期为 /*7 月"据鳞径与叉长关系

式和生长方程式计算"其叉长与实测叉长有较好

的拟合性"各龄鱼实测叉长!3 龄 :818 <<)1 龄

18914 <<)2 龄 1::14 <<)/ 龄 21910 <<和 4 龄

2/:13 <<& 可见渤海湾银鲳年轮的形成时期比

东海和南黄海的略迟"同龄组的叉长也是渤海湾

的略大"这是符合高纬度同种鱼体一般较低纬度

稍大的客观规律&

关于银鲳的生殖力"已有多篇研究报道"其结

果有所差异& 宓崇道等
'73(

于 1:9:*1:03 年取自

吕泗和长江口渔场张网的银鲳样品"其绝对生殖

力为#1102 =2/17:$ A13

4

粒"一般为#8 =:$ A13

4

粒"叉长相对生殖力 AS+为 #:4 =1178$粒5<<"

体质量相对生殖力 ASR为#:2 =:08$粒5?"排卵

量为#3124 =4108$ A13

4

粒"排卵率仅为 13L=

/7L"平均 27L"属于生殖力较低的鱼类& 倪海

儿等
'72(

也对东海 1:08*1:09 年的银鲳生殖力进

行了研究"个体绝对生殖力为 #/1/9 =14119$ A

13

4

粒"平均 0173 A13

4

粒%叉长相对生殖力AS+为

#179 =72:$粒5<<"平均为 411 粒5<<"体质量

相对生殖力 ASR为#11/ =/38$粒5?& 曾玲等
'7/(

研究黄海南部银鲳个体绝对生殖力为 #3143 =

1:173$ A13

4

粒"平均#4199 C3143$ A13

4

粒"叉长

相对生殖力 AS+为 # /2 =039 $ 粒5<<"平均为

#27/ C19$粒5<<"纯体质量相对生殖力 ASR为

#13: =8//$粒5?"平均为#/// C:$粒5?& 2334 年

与 23 世纪 93 年代相比"两者相同海区)相同叉长

组的个体绝对生殖力变化不显著#(@3138$"但

2334 年相对生殖力 AS+增大显著#(B3138$%两

者相同纯体质量的个体绝对生殖力变化不显著

#(@3138$"但 2334 年个体相对生殖力 ASR却

显著变小#(B3131$& 因此认为"单位叉长相对

生殖力增大是性成熟叉长缩小的表征"而单位纯

体质量相对生殖力减少"这是资源量衰退)资源密

度降低和生长加速的结果& 龚启祥等
'74(

对东海

银鲳卵巢发育周期的组织学进行研究"结果表明

东海银鲳主要产卵期为 8*7 月"其生殖方式为分

批产卵类型&

运用体长股分析法 #'-&$求得东海区银鲳

现存资源量为 /1177 A13

4

H"可捕资源量为

1:140 A13

4

H

'82(

& 周永东等
'78(

应用体长股分析法

和最大持续渔获量模型 #*E@2CQCI模型和 (/X 模

型$对东海区银鲳资源量和最大持续渔获量

#N*8$进行估算"结果表明 2338*2337 年东海

区银鲳平均资源量为 1 /94199 A13

7

尾"1:1/0 A

13

4

H%初始资源量为 2 73:123 A13

7

尾"/719: A13

4

H%最大持续渔获量为 1414 A13

4

H& 应用水声学评

估表明"春)夏)秋)冬各季节银鲳的资源量为

#1109 =43131$ A13

4

H"秋季最高"冬季最低
'89(

"

当年东海区鲳鱼类#含灰鲳等$的产量为 2112/ A

13

4

H"可见"秋季水声学的资源量评估结果比较接

近客观情况&

近年来东海区鲳鱼类年产量仍维持在较高水

平"但是已经明显地小型化"渔获物平均年龄从

1:9: 年的 1171 龄降至 1::0 年的 3108 龄"当前的

渔获物 :3L以上均为 1 龄鱼& 吕泗渔场春夏汛平

均叉长从 1:00 年的 1031/ <<降至 233/ 年的

18:10 <<"平 均 体 质 量 也 从 17017 ? 下 降 到

12:19 ?& 黄海南部最小性成熟叉长也从 1:08 年的

12: <<降低到 2334 年的 134 <<

'7/(

& 珠江口海

域 23 世 :3 年代银鲳的捕捞死亡系数为 31:44"比

23 世纪 03 年代增加近 2 倍
'77(

& 种种迹像表明"目

前银鲳的高产量是由于增大捕捞强度的结果"实际

上银鲳资源已经衰退"急需合理利用和保护&

8">#

"

(

为暖温性小型中上层鱼类"在中国沿海均

有分布"以黄海的数量最多&

中国捕捞
(

的主要渔具有小围网)流刺网)底

拖网和定置网& 在 23 世纪 03 年代以前中国
(

一

般年产量为#/ =8$ A13

4

H"1:04 年起",北斗-号

资源调查船连续 8 年调查了黄海和东海
(

资源"

应用水声学积分法评估其资源量达到 # 233 =

202$ A13

4

H"年平均为 248 A13

4

H"年可捕量为

83 A13

4

H

'79(

& 但是"

(

脂肪含量对资源丰度进行

声学评估具有潜在的影响"如果不考虑脂肪含量

对诱导目标强度的变化"其偏差可能达到 /3L=

43L

'70(

& 经试验"变水层拖网成为捕捞
(

的有效

网具
'7:(

& 因此"年产量也从 1::3 年的 814 A13

4

H"上升到 1::/*1::7 年的 83 A13

4

H左右"1::9*

2338 年连续 : 年达到 133 A13

4

H以上"其中 1::0

年高达 1/91// A13

4

H"成为中国主要海洋中上层

鱼类之中产量最高的鱼种& 但 2337 年以来"年产

量迅速下降"2330*2311 年仅为#8212 =9719$ A

13

4

H"资源已经明显衰退&

关于
(

的种群鉴别和划分"目前专题文献

少& 唐启升
'93(

认为黄)东海
(

在分布上相连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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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互有消长"除了 2 月以外"一年中的数量分布

均以黄海居多"

(

的越冬场主要在黄海区内"但

冬季有部分进入对马海峡和东海海域"由于其

分布区相连"因此很难说黄海)东海的
(

和对马

水域)日本近海的
(

是属于不同的种群& 8B

等
'91(

利用 #$%M 和#)

#

基因对东黄海的
(

进行

聚合酶链反应和测序发现"东海和黄海的
(

没

有明显的种群间差异"所有的遗传变异都分布

在种群内& 有关黄)东海及其周边海域
(

种群

问题尚待深入研究&

(

幼鱼的饵料生物组成约有 /3 多种"以甲壳

类浮游动物为主"占饵料重量的 88L以上"其次

为箭虫)双壳类幼体和圆筛藻等&

(

成鱼的饵料

约有 83 多种"也是以浮游甲壳类为主"占饵料重

量的 9211L"其次是箭虫"占 27L"其他种类仅占

217L

'92(

& 在产卵盛期的 7 月"其摄食强度大"平

均摄食强度达到 217 级"与临产卵期的 4 月相当&

饵料生物组成具有明显的区域性和季节性变化"

突出表现在
(

饵料生物组成与
(

栖息海域的浮游

生物组成相一致
'93(

&

(

的产卵期南早北迟"浙江近海为 2*8

月
'82(

& 长江口区
(

产卵期始于 4 月中旬"产卵盛

期为 8*7 月& 黄海
(

产卵期为 4 月底至 13 月中

旬"8 月中旬至 7 月下旬为产卵盛期
'93(

& 一个生

殖季节为多次排卵
'79(

& 据陈介康等
'9/(

研究"

(

绝对生殖力为 # 3198 =1140 $ A13

4

粒"平均为

1113 A13

4

粒%而李富国
'94(

对黄海中南部
(

的研

究为#3137 =11/7$ A13

4

粒"平均为 3188 A13

4

粒&

黄海和东海
(

1 龄鱼即达到性成熟"其最小性成

熟个体叉长为 73 <<"纯体质量为 110 ?

'94(

&

越冬洄游全长为 78 =178 <<的
(

"其最高年

龄为 4 龄组
'79(

& 在 1::2*2331 年中的 0 年期间

#缺 1::9 和 1::0 年资料$"黄)东海
(

3 龄组至 /

龄组的比例#0 年平均值$"分别为 4111L)/710L)

101:L和 /11L"各龄组尾数百分比的年变化不显

著"仅高龄组在后 / 年有所降低"其中有 8 年的最

高年龄为 / 龄组"表明自然和人为因素对于生命周

期短的
(

年龄组成影响不大&

(

最大全长 193

<<"最大体质量 47 ?#怀卵雌鱼$"优势叉长组随

季节有所变化"春季为 123 <<左右"夏)秋季约为

133 <<"年际变化不显著
'93(

&

(

3 龄组和 1 龄组

的百分比高达 991:L"多数年份的最高年龄均为 /

龄组"由此可见"

(

的生活史选择型系属于 3选择

的典型鱼种之一&

/5中国海洋重要中上层经济鱼类资源生

物学研究的发展前景

9"!#加强海洋中上层鱼类资源生物学研究具有

重要的现实意义和积极作用

目前中国海洋中上层鱼类的年产量约占全国

海洋捕捞总产量的 43L"与底层鱼类资源相比

较"中上层鱼类资源量相对较为稳定"而且中国海

洋底层和近底层鱼类资源正在日趋衰退"海洋捕

捞业所面临的形势日趋严峻"中上层鱼类渔业将

日显重要& 鱼类资源生物学又是渔业生产和管理

不可或缺的科学依据& 因此"加强中国海洋中上

层鱼类资源生物学研究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

义& 合理利用重要中上层经济鱼类资源比修复衰

退了的主要底层经济鱼类资源更为省事而且省

力"应当先行而务实地做好该项工作&

9"8#强化渔业资源生物学研究的全国协作和统

筹工作

历史经验告诉我们"半个多世纪以来"中国海

洋渔业几次开展全国协作统一调查和研究都取得

了显著成效"如 23 世纪 73 年代初的,全国海洋普

查-项目#渔业资源调查是其组成部份$),东)黄

海鲐
"

渔场的探查和光诱围网的捕捞试验-)93

年代的,东海外海底层鱼类资源季节性调查-和

,东海区中上层鱼类资源调查-项目)03 年代的

,全国渔业自然资源调查和区划-项目以及 :3 年

代末到 21 世纪初的,海洋生物资源补充调查及资

源评价- 等项目"这些调查资料和研究成果均为

后人经常引用"并在渔业生产和管理中发挥了重

大的作用& 可是"令人遗憾的是还有不少渔业上

很重要的项目尚未开展全国性的统一调查和研

究"如中国重要经济鱼类的种群鉴别和划分)产卵

场和资源补充机制的调查研究)东黄海主要经济

鱼类越冬场的调查和研究)环境因子和饵料基础

与鱼类资源补充量和资源量的关系等项目"虽然

有些课题已开展研究"并发表了一些相关的论文"

但还缺乏全国性的协作和统筹& 建议将上述项目

列为全国专项"在全国范围内进行分工)协作和统

筹"尤其是要对所获取的研究素材的真实性和代

表性问题进行统一规范"例如鱼类种群研究的样

品一定要取自不同产卵群体的亲鱼"样品数量至

少要达到统计学上的最低标准"取样的地点和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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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必须准确无疑& 其研究方法应采用形态学)生

态学和分子生物学等多学科综合分析方法开展研

究& 以往研究渔获物年龄组成的样品时常缺少高

龄鱼或高龄鱼的比例很低"所以开展产卵场和越

冬场调查时应同时使用底拖网)变水层拖网和不

同网目尺寸的流刺网"以便获得较大个体的高龄

鱼"使研究的样品能较为客观地反映自然群体的

结构组成& 研究项目要留有足够的时间和充分的

人力进行细致地分析和总结"尽量发挥调查研究

素材的潜在性能及其应有的作用&

9"9#积极扶持前瞻性研究项目#对重大的基础性

和常规性课题要持续性地开展研究

前瞻性项目对渔业具有重大的指导意义"并

将产生巨大的作用& 例如全球气候变暖)人类活

动和环境污染对渔业影响及其对策"对重大渔业

政策和管理措施作用的评价等都是具有前瞻性的

项目"应当给予积极的扶持& 对于主要捕捞对象

种群鉴别和资源补充机制等基础性研究项目也要

做深)做细& 对于渔业资源和环境动态监测以及

人工增殖放流等常规性课题都必需坚持长期地进

行& 这些渔业常规工作正如气象监测一样"时间

长久就会显现其重要功效& 中上层经济鱼类增殖

放流工作以往做得很少"今后更应积极开展"如增

殖放流名贵的卵形鲳
"

"目前它已经能够做到大

批量育苗& 黄斑蓝子鱼# B9./:=;13/49:$也已突

破育苗关"并且投入了育苗生产"可供小批量增殖

放流& 还有银鲳)灰鲳)乌鲳和蓝点马鲛等中上层

经济鱼类都可以陆续开展人工繁育"为今后开展

增殖放流工作打下基础&

9":#制订和实施切合中国国情的渔业管理措施

中国目前的渔业管理措施不少"但是有些措施

如网具的最小网目尺寸)渔获物幼鱼比例和渔船功

率控制指标等尚未能如实地实施"给渔业资源造成

超强的捕捞压力& 中国伏季休渔效果显著"人工鱼

礁也已初显成效& 应当全面总结渔业资源养护和

管理的经验和教训"深入制订和实施切合中国国情

的渔业管理措施"如严格执行和进一步完善伏季休

渔制度"全面规划人工鱼礁建设等& 渔业资源生物

学资料是做好渔业管理重要的科学依据之一"所以

在制订和实施切合中国国情的渔业管理措施的同

时"也要做好渔业资源生物学的研究工作&

9">#提高海洋国土意识#维护中国海洋权益

随着世界人口的不断增加"陆地资源变得更

加紧缺"海洋资源也就越来越受到重视"因此"争

夺海洋权益是当今世界的热点问题之*& 中国正

面临着钓鱼岛海洋权益的争议和南沙海域海洋权

益受到侵犯的局面"必须坚决维护中国固有领土

及其领海的海洋权益& 在海洋权益的斗争中"渔

业成为,前沿阵地-"巩固好这个,前沿阵地-"这

是海洋权益斗争必需首先思考的问题& 钓鱼岛和

南沙海域中上层鱼类资源丰富"深入持久地调查

清楚该海域的渔业资源"开展基础渔业生物学等

研究"并且维护好该海域渔业生产是当务之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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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孙希福"韩志强"等1东海蓝点马鲛群体的形态

特征分析1水产学报"233:"//#/$!448 64811(

'/0(5!=23? 88" Y/3? S 8" 8B 9 %" -%/01FC3CH=E

: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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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VCIO=HP /QB5142-31413=;:9671:9=;=3 H@C8C00/>

*C2ICVC20CD MP <H4%& 470//J OCUBC3EC' !(1

!/BI320/Q(=O@CIP *E=C3ECO/Q-@=32"233/"13 #/$!

199 610/1'姜艳艳"孔晓瑜"喻子牛"等1黄海蓝点

马鲛 <H4%&460//J 序列变异分析1中国水产科

学"233/"13#/$!199 610/1(

'/:(5*@B=:%"+23 9;"F2/ KS"-%/08N=H/E@/3DI=20

4%&V2I=2H=/3 =3 H@C,2OH-@=32*C223D 8C00/>*C2

J/JB02H=/3O /Q !2J23COC *J23=O@ <2EGCIC0

B5142-31413=;:9671:9=;' !(1(=O@CI=CO*E=C3EC"

233:"98#/$!8:/ 67331

'43(5*@B=:%"+23 9;"F2/ KS"-%/08FC3CH=EOHIBEHBIC

/Q !2J23COC *J23=O@ <2EGCIC0# B5142-31413=;

:9671:9=;$ =3 H@C,2OH-@=32*C223D 8C00/> *C2

=3QCIICD QI/< &('6 D2H2' !(1&QI=E23 !/BI320/Q

:=/HCE@3/0/?P"2330"9#21$!/073 6/0781

'41(5N2/ S'"-@C3 8("+B 89"-%/01B5142-31413=;

:9671:9=;> (=O@CIP ICO/BIEC OH2HBO23D IC?=/320

D=V=O=/3 =3 ,2OH-@=32*C2&IC2'N(1*@23?@2=!,2OH

-@=32%/I<20#3=VCIO=HP JICOO"1:09!472 64931'毛

锡林"陈永法"胡雅竹"等1蓝点马鲛>东海区渔业

资源调查和区划1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1:09!472 64931(

'42(5WC=*1B5142-31413=;:9671:9=;>N2I=3CQ=O@CI=CO

M=/0/?P ' N(1:C=Z=3?! -@=3COC&?I=EB0HBIC6ICOO"

1::1!/89 64121'韦晟1蓝点马鲛>海洋渔业生物

学1北京!农业出版社"1::1!/89 64121(

'4/(5'=B -S1K@C OHBDP /Q 2?C /Q B5142-31413=;

:9671:9=; =3 8C00/> *C2 23D :/@2= *C2

!

)E@H@P/0/?=E20J2JCIO# 23D CD $1:C=Z=3?! *E=C3EC

6ICOO"1:01!12: 61/71'刘蝉馨1黄渤海蓝点马鲛

年龄的研究
!

鱼类学论文集#第二辑$1北京!科学

出版社"1:01!12: 61/71(

'44(5'=B -S"9@23? S"823? YW1*HBD=CO/3 H@C?I/>H@

/QOJ23=O@ <2EGCIC0"B5142-31413=;:9671:9=;=3 H@C

+B23?@2=*C223D :/@2=OC2' !(1"EC23/0/?=2,H

'=<3/0/?=2*=3=E2"1:02"1/ #2$!193 61901'刘蝉

馨"张旭"杨开文1黄海和渤海蓝点马鲛生长的研

究1海洋与湖沼"1:02"1/#2$!193 61901(

'48(5;=B *8"8CN 91K@CE@2I2EHCI=OH=EO/Q?I/>H@ Q/I

OJ23=O@ <2EGCIC0B3DCIPC2I=3? =3 H@C8C00/>*C223D

:/@2=*C2'!(1!/BI320/Q(=O@CI=CO/Q-@=32"1::/"

19#1$!14 62/1'邱盛尧"叶懋中1黄渤海蓝点马鲛

当年幼鱼的生长特性1水产学报"1::/"19 # 1 $!

14 62/1(

'47(5'=N 8" '=3 $ -" +/3? ' 91-/<J/O=H=/3 /Q

OJ2>3=3? OH/EG 23D =3D=V=DB20QCEB3D=HP /QOJ23=O@

<2EGCIC0=3 *23<C3 :2P"9@CZ=23? '!(1!/BI320/Q

"EC23/?I2J@P )3 K2=>23 *HI2=H"1::3": #4 $!/77 6

/941'李明云"林瑞才"洪良赠1三门湾蓝点马鲛产

卵群体结构和个体生殖力1台湾海峡"1::3":#4$!

/77 6/941(

'49(5;=B *8"8CN 91*HBDP /3 H@C=3D=V=DB20QCEB3D=HP

/Q<2EGCIC0=3 H@C8C00/> *C223D :/@2=*C2'!(1

!/BI320/Q*@23?@2=(=O@CI=CO#3=VCIO=HP" 1::4" /

#1 62$!21 6271'邱盛尧"叶懋中1黄渤海蓝点马

鲛个体生殖力的研究1上海水产大学学报"1::4"/

#1 62$!21 6271(

'40(5;=B *81*J23=O@ <2EGCIC0ICO/BIEC E@23?C 23D

Q=O@CI=CO<232?C<C3HICOC2IE@ =3 8C00/> *C223D

:/@2=*C2

!

K@CE/3QCIC3ECJI/ECCD=3?O/QH@C/3

233=VCIO2IP /QH@CCOH2M0=O@<C3H/Q-@=3COC(=O@CI=CO

*/E=CHP! *JCE=20Z/BI320/Q QICO@>2HCI Q=O@CI=CO1

:C=Z=3?!-@=3COC&?I=EB0HBIC6ICOO" 1::4! /4 6/:1

'邱盛尧1黄渤海鲅鱼资源变动与渔业管理研究
!

纪念中国水产学会成立 /3 周年学术会议论文集!

淡水渔业特刊1北京!农业出版社"1::4!/4 6/:1(

'4:(5;=B *81 B5142-31413=; :9671:9=;# -BV=CI CH

.20C3E=C33CO$ ' !(1N/DCI3 (=O@CI=CO)3Q/I<2H=/3"

1::8"13#/$!17 61:1'邱盛尧1黄渤海蓝点马鲛

B5142-31413=;:9671:9=;#-BV=CICH.20C3E=C33CO$

资源数量变动的研究1现代渔业信息" 1::8" 13

#/$!17 61:1(

'83(5%=8"WB + '1(=O@CO/Q!=23?OB ' N(1:C=Z=3?!

-@=3COC&?I=EB0HBIC6ICOO"2337!9/2 69/41'倪勇"

伍汉霖1江苏鱼类志1北京!农业出版社"2337!9/2

69/4(

'81(5*@23 KN ("4C3? *N"!=3 8 +" -%/01K@C,2OH

-@=32*C2"H@C8C00/> *C2Q=O@ 32<CO23D ?I2J@=E7

3C>CD=H=/3'N(1%2?2O2G=!!2J23 62JCI6I=3H=3? -/1

'HD1"233:!4/71'山田梅芳"邓思明"金英燮"等1东

海)黄海鱼类名称和图解 6新版1长崎!日本纸工

印刷株式会社"233:!4/7(

'82(59@23? ;+"-@C3? !+"SB + S"-%/01,2OH-@=32

*C2Q=O@CIP ICO/BIECO23D =HOOBOH2=32M0CBH=0=A2H=/3

'N(1*@23?@2=!(BD23 #3=VCIO=HP 6ICOO"2339!10/ 6

2331'张秋华"程家骅"徐汉祥"等1东海区渔业资

源及其可持续利用1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339!

10/ 62331(

'8/(5N2/ S'"-@C3 8(";=23 *;"-%/01*=0VCIP J/<QICH

>(=O@CIP ICO/BIECOH2HBO23D IC?=/320D=V=O=/3 =3

,2OH-@=32*C2&IC2' N(1*@23?@2=! ,2OH-@=32

%/I<20#3=VCIO=HP JICOO"1:09!41: 64/91'毛锡林"

陈永法"钱世勤"等1银鲳1东海区渔业资源调查和

区 划1上 海! 华 东 师 范 大 学 出 版 社" 1:09!

41: 64/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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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4(59@2/ ("9@B23? 6"9@23? '9"-%/01N/IJ@/0/?=E20

V2I=2H=/3 /Q62<JBO2I?C3HCBO2</3? Q=VCO2<J0CO

3C2IH@CE/2OH202IC2/QH@C:/@2=*C2"+B23?@2=*C2

23D ,2OH-@=32*C2'!(1&EH2"EC23/0/?=E2*=3=E2"

2311"//#1$!134 61131'赵峰"庄平"章龙珍"等1

渤海)黄海及东海近海五个银鲳地理群体的形态

变异1海洋学报"2311"//#1$!134 61131(

'88(59@2/ (" 9@B23? 6" 9@23? ' 9" -%/016/JB02H=/3

?C3CH=EOHIBEHBIC/QJ2<JBO2I?C3HCBO=3 H@C*/BH@

8C00/> *C2 23D ,2OH-@=32 *C2 M2OCD /3 H@C

<=H/E@/3DI=20 -PH M OCUBC3EC ' !(1 &EH2

+PDI/M=/0/?=E2*=3=E2"2311"/8 #8$!948 69821'赵

峰"庄平"章龙珍"等1基于线粒体 -PHM 基因的黄

海南部和东海银鲳群体遗传结构分析1水生生物

学报"2311"/8#8$!948 69821(

'87(56C3? *N"*@=9+"+/B !'"-%/01FC3CH=ED=VCIO=HP

/QH@ICC>=0D O=0VCIJ/<QICH# 62<JBO2I?C3HCBO$

J/JB02H=/3OM2OCD /3 -"

#

?C3COCUBC3ECO' !(1

!/BI320/Q*@23?@2="EC23 #3=VCIO=HP"233:"10#4$!

/:0 64321'彭士明"施兆鸿"侯俊利"等1银鲳 / 个

野生群体线粒体 #)

#

基因的序列差异分析1上海

海洋大学学报"233:"10#4$!/:0 64321(

'89(5'=-*1 6/<QICH> :=/0/?=E20 ICO/BIECO 23D

C3V=I/3<C3H/3 H@CE/3H=3C3H20O@C0Q/QH@C,2OH

-@=32*C2' N(1*@23?@2=! *@23?@2=*E=C3EC23D

KCE@3/0/?P 6ICOO"233/!/9: 6/001'李长松1鲳类>

东海大陆架生物资源与环境1上海!上海科学技术

出版社"233/!/9: 6/001(

'80(5'=S*1 *=0VCI J/<QICH1 -@=32 IC?=/320

"EC23/?I2J@P*(=O@CI=CO "EC23/?I2J@P ' N (1

:C=Z=3?!N2I=H=<C6ICOO"2312!17: 61921'李显森1

银鲳1中国区域海洋学*渔业海洋学1北京!海洋

出版社"2312!17: 61921(

'8:(5;=23 *;"+B 891&?C23D ?I/>H@ /QO=0VCIJ/<QICH

'!(1(=O@CI=CO*=EC3EC[KCE@3/0/?P )3Q/I<2H=/3"

1:08#8$!/ 691'钱世勤"胡雅竹1银鲳年龄和生长

的研究1水产科技情报"1:08#8$!/ 691(

'73(5:=-4";=23 *;";=3 8;1&JIC0=<=32IP OHBDP /3

ICJI/DBEH=VCE@2I2EHCI=OH=EO23D QCEB3D=HP /QO=0VCI

J/<QICH'$(1*@23?@2=!$COC2IE@ ICJ/IH/Q,2OH-@=32

*C2(=O@CI=CO$COC2IE@ )3OH=HBHC# 3/ 19$"1:02!1 6

111'宓崇道"钱世勤"秦忆芹1银鲳繁殖力与生殖

特性的初步研究1上海!东海水产研究所研究报告

#第 19 号$"1:02!1 6111(

'71(5-B=;N"8B23 - 8" 4/3? !F" -%/01&?C23D

FI/>H@ /QH@C*=0VCI6/<QICH62<JBO2I?C3HCBO=3

H@C:/@2=:2P '!(1!/BI320/QK=23Z=3 #3=VCIO=HP /Q

*E=C3EC[KCE@3/0/?P"2330"2/#/$!/3 6/21'崔青

曼"袁春营"董景岗"等1渤海湾银鲳年龄与生长的

初步研 究1天 津 科 技 大 学 学 报" 2330" 2/ # / $!

/3 6/21(

'72(5%=+,"S=;S1&OHBDP /Q=3D=V=DB20QCEB3D=HP /Q

O=0VCIJ/<QICHB%314/%-10@-;/3.-:%-=;QI/<H@C,2OH

-@=32*C2' !(1!/BI320/Q9@CZ=23? -/00C?C /Q

(=O@CI=CO"1::8"14 #2$!110 61221'倪海儿"袭启

祥1东海银鲳个体生殖力的研究1浙江水产学院学

报"1::8"14#2$!110 61221(

'7/(59C3? '"!=3 S*"'=(F1(CEB3D=HP /QO=0VCJ/<QICH

23D =HOV2I=2H=/3O=3 H@CO/BH@CI3 >2HCIO/QH@C

8C00/>*C2'!(1N2I=3C(=O@CI=CO$COC2IE@"2338"27

#7$!1 681'曾玲"金显仕"李富国1黄海南部银鲳

的生殖力及其变化1海洋水产研究"2338"27#7$!1

681(

'74(5F/3? ;S"%=+,"'='6"-%/01"3 H@CE@23?C/Q

H@C /V2IP =3 233B20 EPE0C /Q O=0VCI J/<QICH

B%314/%-19@-;/3.-:%-=;QI/< H@C,2OH-@=32*C2

'!(1!/BI320/Q(=O@CI=CO/Q-@=32"1:0:"1/#4$!/19

6/281'龚启祥"倪海儿"李伦平"等1东海银鲳卵

巢周年变化的组织学观察1水产学报" 1:0:" 1/

#4$!/19 6/281(

'78(59@/B 84" SB + S" 623 F '" -%/01:=/<2OO

,OH=<2HCO 23D N*8 /Q *=0VCIP 6/<QICH" *<200

8C00/> -I/2GCI-20EB02HCD =3 H@C,2OH-@=32*C2

'!(1!/BI320/Q9@CZ=23? "EC23 #3=VCIO=HP!%2HBI20

*E=C3EC"231/"/2#1$!1 681'周永东"徐汉祥"潘国

良"等1东海区鲳鱼)小黄鱼资源量及其持续渔获

量的估算1浙江海洋学院学报!自然科学版"231/"

/2#1$!1 681(

'77(5*@B 'N" ;=B 8 *1,OH=<2H=/3 /Q ?I/>H@ 23D

</IH20=HP J2I2<CHCIOQ/I(/46=;/3.-:%-=;=3 6C2I0

$=VCI,OHB2IP 23D 2DZ2EC3H>2HCIO' !(1!/BI320/Q

(=O@CI=CO/Q-@=32"2338"2: # 2 $!1:/ 61:91'舒黎

明"邱永松1珠江口及其附近水域银鲳生长与死亡

参数估计1水产学报"2338"2:#2$!1:/ 61:91(

'79(59@B 4*1F:.3/=09; D/61:9=;> N2I=3C Q=O@CI=CO

M=/0/?P ' N(1:C=Z=3?! -@=3COC&?I=EB0HBIC6ICOO"

1::1!48/ 64041'朱德山1日本
(

>海洋渔业生物

学1北京!农业出版社"1::1!48/ 64041(

'70(59@23? :"92/ S8"42=(;1N/3H@0P V2I=2H=/3 =3 H@C

Q2HE/3HC3H/Q23E@/VP #F:.3/=09;D/61:95=;$ =3 H@C

8C00/> *C2! =<J0=E2H=/3OQ/I2E/BOH=E 2MB3D23EC

COH=<2H=/3'!(1-@=3COC!/BI320/Q"EC23/0/?P 23D

'=<3/0/?P"2311"2:#/$!887 687/1

'7:(58C00/> *C2 (=O@CI=CO$COC2IE@ )3OH=HBHC" %/I>2P

)3OH=HBHC/Q"EC23/?I2J@P1&E/BOH=E2OOCOO<C3H/Q

23E@/VP 23D E/<<CIE=20Q=O@ ICO/BIECO=3 8C00/>

1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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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223D ,2OH-@=32 *C2' !(1N2I=3C (=O@CI=CO

$COC2IE@"1::3#11$!1 614/1'中国水产科学研究

院黄海水产研究所"挪威海洋研究所1黄)东海
(

及其他经济鱼类资源声学评估的调查研究1海洋

水产研究"1::3#11$!1 614/1(

'93(5K23? ;*1K@C<2I=3C0=V=3? ICO/BIEC=3 -@=3COC

CXE0BO=VC CE/3/<=E A/3C' N (1:C=Z=3?! *E=C3EC

6ICOO"2337!899 68001'唐启升1中国专属经济区

海洋生物资源与栖息环境1北京!科学出版社"

2337!899 68001(

'91(58B 9%"Y/3? S 8"FB/ K+"-%/08N=H/E@/3DI=20

4%& OCUBC3EC V2I=2H=/3 /Q !2J23COC 23E@/VP

F:.3/=09;D/61:95=;QI/< H@C8C00/> *C223D ,2OH

-@=32*C2'!(1(=O@CI=CO*E=C3EC"2338"91#2$!2:: 6

/391

'92(5-@C3 !Y" 4/B 9 81$COC2IE@ /Q QCCD=3? /Q

F:.3/=09;D/61:9=;=3 %/IH@CI3 8C00/> *C2' $(1

420=23! $CJ/IH/Q'=2/3=3? "EC23 23D (=O@CI=CO

*E=C3EC$COC2IE@ )3OH=HBHC"1:90!1 6111'陈介康"窦

筱玉1黄海北部日本
(

食性的研究1大连!辽宁省

海洋水产研究所调查研究报告"1:90!1 6111(

'9/(5-@C3 !Y";=3 8!"'=6!"-%/01&JIC0=<=32IP OHBDP

/3 H@CICJI/DBEH=VC@2M=H/QF:.3/=09;D/61:9=;0=V=3?

=3 %/IH@CI3 8C00/> *C2' !(1(=O@CI=CO*=EC3EC[

KCE@3/0/?P )3Q/I<2H=/3"1:90#13$!1 671'陈介康"

秦玉江"李培军"等1黄海北部日本
(

生殖习性的

初步研究1水产科技情报"1:90#13$!1 671(

'94(5'=(F1& JIC0=<=32IP OHBDP /3 H@CICJI/DBEH=VC

@2M=H/Q23E@/VP =3 N=DD0C23D */BH@CI3 8C00/>*C2

'!(1N2I=3C(=O@CI=CO$COC2IE@"1:09 #0$!41 6831

'李富国1黄海中南部
(

生殖习性的研究1海洋水

产研究"1:09#0$!41 6831(

;+,+%(361(07(+,,+,0/(+,0-(3+&)0207J 0/)*10(4%54*%()5+

1+2%7)3/00./),6+,)5G6)5%

9+,%F8B23Z=2

1

" ')!=23O@C3?

1

"

" 9+&%F;=P/3?

2

" +"%FW23O@B

2

"

#1!;&51?=-2& F#& <-5=#,-#58#5#&,.= J251-1/1#"?=-2#5#*.&7#3$()<-5=#,$F.-#2.#5"F=&2+=&-52333:3"?=-2&%

2!?(00#+#()I.#&2 &27 ;&,1= F.-#2.#5"G-&3#2 B2-C#,5-1$"G-&3#25/71338"?=-2&$

=&,4(%34! &02I?C3B<MCI/Q<2I=3CJC02?=EQ=O@CO=3@2M=H-@=32+OOC2>2HCIO1)3 H@CJ2OHQC>PC2IO"H@C=I

H/H20E2JHBICJI/DBEH=/3 2EE/B3HCD Q/I43L /QH/H20<2I=3CE2HE@CO=3 H@CE/B3HIP1N2I=3CJC02?=EQ=O@CO/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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