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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渤海区鳃焦的分布
、

泪游和探察方法

山东省 每洋水产研究 所

叶 愚 中 章 年

日本艇焦 刃二 , 、。 ‘。 尹。, ‘。、 , 以下筒称膜焦 是黄
、

渤海的一

种重要小 型上层握济焦类
,

介源 丰富
,

在我国有悠久瘾业历史
。

为 了进一步开发利用这种资

源
,

旅大水产公 司在 年进行了机动晚输灯光锈捕醒焦的试输
,  年 中央水产部黄海水

产研究所在烟台 一威海嫩堪进行了能焦资源拥查
、

捕 扮技术和加工 方法的拭脆
。

。年山东

省海洋水产研究所在烟台外海进行集角大辨捕脱焦 试输
,

在资源调查和捕捞 技术方面
,

初步

取得 了一定的成履和艇膝
。

我俐还进行 了群众庶业的动 尚润查
,

在总 桔群众握旅的基础上
,

桔合上 面所提及的资源洲查查料
,

再参考一些国内外资料
,

对这种焦类的 分布
、

行动以及探

察方法
,

写成本文
,

供生产上参考
。

为 了简括起兄
,

没 有把原始数据多加罗列
。

这种 兄解是

否符合客观具体情况
,

耍求生 产单位加以检嗽
,

提出意兑
,

以便修改补充
,

并希圃者指正
。

」

一
、

分布和徊游

跷焦是温水性的上层握济 焦类
,

它 广泛分布于太乎洋西北 部
,

如苏联宾海省的 沿岸
,

库

真岛的西岸
,

日水和朝解的东 西 两岸
,

以及我国辽宁
、

河北
、

山东
、

江苏
、

浙江
、

福建等省

海岸
、

岛屿附近 水色澄清的水 域
。

形成以姆角为对象的滋业
,

有苏联磋哈林省的亚 力山大罗

夫斯克附近的 圆雄网光诱晚业
,

朝解和 日本的东西两 岸的小型 围网
、

建网
、

捧受网等晚业
,

我国山东半岛北 部的 地曳网漱业
,

浙江 中南部的 小对 网淤 业及光诱糟网像业等
。

目前以 日木

和 朝解东西两岸的能晚业为 最盛
。

黄
、

渤海区健 热生殖热群的徊 游路径
,

大致从越冬踢游到北林 一
。 ,

东握  
。

附近

时
,

即分 出一支
,

在 月下 旬向江苏 省
、

山东省南部沿 海峋建云港
、

青岛
、

石岛近岸产卵爆

进行产卵泅游
。

其主群则 由黄海 中南 部道接北上
,

在 月
, 、

中句握山东高角向西
,

在 月

中
、

下旬游向烟台一威 海近岸产卵踢
。

月
,

上旬
,

到达渤海分三支分 别进入莱州湾
、

渤海湾
、

辽东湾沿岸产卯踢
。

当主群在 山东高角附近时
,

则 又分 出一支北上
,

句黄海北部泅游
,

月

中
、

下旬到达辽东牛 岛东部沿海的大洋河
、

庄河 口产卵踢
。

每年大批溉群到达各产卵踢时简

的早迟
,

依各产 卵踢地理环境的不 同而有差异
。

一般南部早
,

北部晚 水温升高时阴校早的

年份角来得早
,

水温升高时周较晚的年份
,

角来得晚
。

根据历年海上稠查资料表明
,

荧
、

渤海区墟焦沿岸产卵爆有下列 六处

海州湾沿岸产卵堪
,

水深在 一 米

石岛一苏山 岛
一青岛沿岸产卵踢

,

水深 一 。米

烟 台一威 海沿岸产卵踢
,

即芝呆岛正北一出岛正北
,

水深 一 米

黄海北部
、

庄河
、

大洋河 口一海洋岛产卵踢
,

水深 一 。米及 一 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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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黄渤海区蟋焦洞游路移示意图

至
,

,  了  

豆

图例
,

畜合岸产梦堪 。 。

近海产梦 坍 , 。 , 。主。 ”。

《办推定越冬锡 二 、 , 。 。 。
,

今 洞游路箱 一 月 。  
,

莱州湾 内产卵踢
,

即芙蓉 岛
一龙 日高角 屺峰 岛高角 一带

,

水深 米左右

辽东湾中部产卵堤
,

水深 一 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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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中
、

下旬
,

随着 合岸水温的急居 升高
,

水乎和垂道梯度也随之减小
,

已不利于脸焦

的生殖和栖息活动
。

所以分布 在沿岸产卵踢的能群
,

就逐步向深水 移动
,

麒擅进行产卵成索

鲜活动
。

这种分布区
,

一般均处于原产卵爆的 外围
,

较明显的有

渤海中部
、

渤海海 峡以西产卵场
,

水深 一 米

黄海北部
、

圆 岛一
海洋岛以南

,

山东高角东北产卵踢
,

水深 米以上

黄海 中部
、

石岛似 南一千里岛东
,

青岛东南产卵踢
,

水深 一肠米
。

溉焦游离上述各海区的时简
,

因各海区的水温变化的迟早而异
。

一般栖息分布于渤海的

能群
,

于 一 月
,

即 大批 向黄海北部移动
,

与原栖息在黄海北部的能群混栖
,

于月份开始

南下
,

沿途再与 分布在黄海中部的鳃群精群
,

并罐箱南下
,

向越冬堪洞游
。

估补其越冬爆在

北律
“

以南东趣  
。

以 东的海区
。

一 、

雌群的移动趋势

疑群在各产卵踢的移动情况
,

大致如下

一 海州湾一青一
海澈塌

春季
,

随着黑潮暖流西分支 开始 向北伸 展
,

黄
、

渤海区的水温也就 由南向北趣步上升
。

溉群即 由越冬踢北上
,

进行产卵索解徊游
。

月下旬
,

近岸水温升高较快
,

首先发现从外海

游来的解焦先锋部 分
。

月上旬
,

表层 水温上升到 且一 左右
,

即有大批 解群涌进沿岸

橇爆
,

分布比蚊靠岸
,

是挂子网
、

坛子网淤 业在小梅市 流获物粗成 的主要部分
。

根据历年漱

踢稠查资料征明
,

每年 月上句
,

在海州湾西 部及青一海 澹堪的近岸 水域
,

已有一定 数量的

能蕉 卵出现
。

月 中
、

下句
,

大批蜡群进入 产卵盛期
,

当时表层 水温在扭一 ℃
。

月下旬

至 月上旬
,

能群开始向深水移动
。

在海州湾晚踢的疑群
,

一般向东及东北方向移动至深水

区
。

在青
一海徽踢北部近岸的棍群

,

刻 自北 句南移至苏 山以 南和千 甩岩以 东水域
。

上述解群

在外移过程中
,

仍霭精进行产卵
。

秋 季艇群分 布在北排
‘

一 。
’ ,

东翘
“

。
『

一

。
’

的海区内
,

月份
,

蟋群道接 由孩 海区南下越冬
。

至于娱群历年进入沿岸晚踢后排卵的迟毕
,

赣群逗留叶圈的久 暂和移动情况
,

还应砚当

年水温的变化特 点而 定
。

例如  年春汛
,

海州湾
—

青 一 海嫩踢在 月 一 日的海 稠

查中
,

肯未有疑角卵发现
,

至 月 。一 日的稠查 中
,

始发现解卵密集分布 区
。

由此推测
,

其产卵期在 月 中旬
,

已比往年推迟一旬左右
。

这主耍由于 年沿岸增温附简开始迟
,

活

温速度在 月校往年援慢
,

相应 地延迟了毓焦的性腺发 育
,

往年棍群 由西南方向进入乳山晚

踢沿岸
,

能卵分 布 于海 阳县沿海
,

而  年
,

由于冷水势 力较往年强
,

能群即改 由东南方向

进入徽坍
,

分布 于文登与乳山两县沿海之固
,

以后 又向东南方 句外移
,

显示了 “年棍焦在

款徽踢的分布和移动的特点
。

二 烟合
一
威海

一
海洋岛撤塌

黄
、

渤海区的绘群每年 月上
、

中旬翘山东高角分别游抵烟台一威海渝踢及海洋岛挽踢
。

在烟台一 威 海橄踢 月上旬首先发现鳗群的海区是烟台 一威海沿岸水 色澄清的水域
。

当时沿岸

表层水温为 一  
。

月 中旬
,

在海洋岛嫩爆首先发现脆群的海 区是庄河一
大洋河 口近岸

。

当时沿岸表层 水温为 一 飞
。

根据稠查食料蔽明
,

艇焦开始进入产卵索鲜踢时
,

即有部分

达性成熟的解角进 行产卵
。

至 月中下旬时
,

进入产卵盛期
,

这时表层水温为 一  
。

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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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一威海流踢的篮 焦产卵踢一般均处于 米等深箱 以 内
,

焦卵密集中心分布于芝呆 岛至出岛

之尚
。

海洋岛能焦 中心产卵爆分 布 于辽东半 岛东岸的 庄 河 口 附近海区
,

月中
、

下 句
,

表层

水温增至 一
。

 转移至海洋岛的东 南方水深 米左右海域内
。

在烟台 一威海流踢产卵的

解角
,

后期移功的 趋势
,

大致是先 向深水区移 出
,

然后再分东北
,

西北两 个不同的方 向移动
。

向东北方向移功的溉群
,

主要分布 在威 海东北
,

成山头 正北近海 , 向西北方向移动的税群
,

主要分布在隆城岛以东
,

遇粉 以南的水域
。

一 月
,

海洋岛晚塔的脸群由北向南移功
,

与

山烟台一威海晚蜡 旬东北方向移动和 由山东高角东南北上的棍群相汇合
,

混栖于北释
口 ’

一
『 ,

东握
‘

一带
。

溉群主要分布 区的移动与 黄海北 部冷水 团中心位 置移动的趋

势相一致
。

一 月
,

在黄海北部
,

水温处于降温期周
,

希水团开始呈逆 时 针方向 移动
,

并

拯步分离成 东
、

西 两个 主要分布区
,

一在遇岩 至圆 岛以 南
,

一在成 山关北
,

东北水深 一肠

米范 围内
。

一 月 份
,

黄海北 部海区 已处 于念剧降温过程中
,

冷水块 逐浙消失
。

垂道等温

现象已十分 明显
,

献群活动的 范围也扩
‘

大 了
,

嗣后
,

待水温下降至 一 时
,

大批服群向

南移动
,

进行越冬徊游
。

三 渤海撤塌

每年赊群进入渤海澈踢的时固一般在 月 中
、

下旬
。

由烟台一威海涤锡 , 部穿过 渤海海

峡后
,

大致分为 三 支向莱州湾
、

渤海湾
一 淤河 门

、

辽东湾嫩踢 网游
。

健群在 上远产 卵索饵踢

内的 初期分布位置是在龙 口正北及 以西 匀近岸水域 渤海湾
一潍河 口 近岸一带

,

辽东 湾的长

兴岛以西 及湾 附近
。

月 , 卜
、

下句
,

渤海沿岸表 层水温已 仁升至 以 上
,

溉群即 大批向

渤海海峡以西
,

渤海 中部的深水区移动
。

但在辽东湾 口还有大量能群分 布
,

由此可兄
,

辽东

湾溉群移向渤海 中部 海区的 囚
一

固
,

上匕莱州湾
、

渤海湾
一藻河 口晚

。

一 月份
,

醚群移向渤海

的东部及海峡附 近
,

乒「撇箱进行 产卵和索饵活 动
。

一 月份
,

随着冶 空气的南下
,

渤海水

温显著下降
,

雌群即 开始向黄海北部海区汇集
。

上述能热分布 和洞 游情况
,

仅限于东理
“

似西的海区
。

至于东翘
。

以东海区
,

因掌

握资料不全
,

肯 不能窥其全 貌
。

三
、

鱿群行动与海洋环境的关系

一 鳃群行动与风流的关系

鳃群游向沿岸产卵堪
,

通 常情况下
,

在山东高角以南
,

具有顺风移动的 习性
,

游达山

东高角以北附
,

 具有逆风移动的 习性
。

因此
,

春季期尚
,

在山东南部
,

如果偏南风 频吹时
,

焦来得早
,

并且弃岸
,

如 年春汛
,

山东 南部
,

偏南风较往年频繁
,

赣角不祖来得早
,

而

且十分近岸
,

月上 旬在 两次较大的 偏南大风吹送影响下
,

风后在乳山县南法近岸水域
,

即

出现较大的棍群
,

靠岸密集
,

此  巍民在岸边或海上
,

徒手就能捞获一定 数量 的魁焦
。

此外
,

醚群在沿岸产卵期 简
,

白天 喜集群游动于海 面
。

集群的特征
,

与风 力的 大小及风向的关系极

为密切
。

一般都是 在天气稳定
,

无风或微风附开始起群
,

桔集成数
一

百尾 或数千尾的 小群
,

游

动方 向不一 致
,

若海而刮起 一 机的偏 南风日
一

,

赣群游 向与风向一致
,

并能促使这些单独小

群桔集戍大群
,

海面的水色
,

因脆群高度 密集而 垦现耗色
,

甚至紫 杠色
。

如果风力摧擅增强

到 极以上
,

或突然嘛换 一 极的偏北风时
,

刻醒群很快地被驱散
,

井迅速十
‘

降至 中下层
,

分散栖息
。

因此风向
、

风加勺变化可以作为现锡探察能群行动和预 测脍群行动趋势的重要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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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之 一
。

潮 流的强弱和方向的 不同
,

可以影响到链焦集群的疏 密
,

栖息 水层 的改变以及 游泳速度

的改变等行 动特点起变化
。

每年春季
,

黄渤海沿岸在起汛潮时
,

能群往往分批涌进沿岸产卵

踢
,

这时
,

沿岸定 胃张网类及定置 小型刺网类挽县的流获物粗成 中
,

溉焦所 占比重就有增大

的趋势
。

如  !年 月
,

山东省寿光县
,

羊 口生产队
,

在黄河 口北烂泥作业的 挂子 网
,

生产

到 余万公 斤姐角
,

即是在起汛反大汛潮期周 捕获的
。

因此充分了解潮流的变化特点
,

对姆

焦的分布 和行动的 探察
,

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

二 鳃群行动与水温
、

盐度的关系

鳃焦虽属喜温性的上层焦类
,

但在黄
、

渤海进行产卵
、

索饵以及越冬 前期的成长墟焦和

在沿岸栖息活动 幼脸
,

其适温范 围是 不同的
,

一般能焦在产卵初期的 表层 水 温为 飞二左

右
,

产卵嫩期的表层 水温在 一
“

“ 在离开 沿岸产卵踢到达近海产卵索饵踢
、

一

,

表层 水温

一
。

。 ,

都是媲徽 的适 黯范 围
。

冬季 当水温 下降至 拍一 飞 叶
,

膜焦即开始进行越冬徊

游
。

幼能在沿岸索江期 简的最适水温是 一
。

溉 热的水平和垂匠移动
,

也取 决于水温灼水平和垂直的分布特征
。

例如
,

烟 台近海产卵

的脍角
,

月至 月上旬
,

主要分布于沿岸浅水区 域进行产卵
,

月中
、

一

卜旬
,

随着近岸水

温发生显著的变化 居 烈的冷温
、

水平梯度的 减小等
,

已 不适宜于橇角的产卵活动
,

溉群就

离开沿岸
,

游至 有利于腮焦产卵
、

索解活功的 水域

—
温跃层 的上而

。

夏季
,

书温跃层 下沉

时
,

能 焦乖匠活动 的幅度
一

也随之而 加大
,

秋
、

冬季
,

随着温跃层 的减弱
、

沽失
,

鳃 群则栖息

于底层
。

因此
,

掌握水文均特征
,

可以作为侦察鳃群分布 和移动的 有效指标
。

解焦在不同的生活阶段中
,

对捻度的适应也有差异
。

通 常栖息于盐度校高的海区
,

尤其

在越冬踢时
,

其适盐范围在 一 筋
,

到达沿岸产卵堪时
,

共适盆范围  有所降低
,

通常在

一 沁 范围内
,

在近河 日 入海处 如莱州 湾西 杏阶 最低为
。 ,

盐度低于 编的海区
,

迄今街未发现有雌焦分布
。

三 鳃群行动与朗料生物的关系

从近几年来海 仁的生物稠查
,

桔合解焦胃合物的分析枯果表明
,

生殖索解鳃群的行功与

不同海区的 优势大型 浮游动物种类 的季节分布 和变动的关系很密切
。

例 如
,

春汛乳山
、

石岛
、

烟威漱踢大塑浮游动物的种类大都是外海 高盐性 的中华哲 镖 搔 “ 协、 , 。落而。姗
、

太平洋

嶙虾 皿。尹入。,‘。￡。 ’
。￡艺。。 、

糊脚吠 少几。明 落活 、。‘乙坛夕。 、

及近岸低盐性 的强壮箭虫 名姗‘￡￡

。。 二
、

小型拟镖遥 凡。。 姗、)
,

其
, 卜优势利

t
则 为 中华哲镖淡和 强壮箭虫

,

能焦就主盒 巾

华哲镖搔
,

帷焦就密集分布于 中华哲镖涩密集分布区的边椽
,

而
_
且帷卵的密集分 布区 和 中华哲

镖搔的 高生物量分 布趋势相一致 (图 2 )
。

莱州湾和辽 东湾嫩 踢则多数为近岸性低钦种的大型

浮游动物
,

如小型拟镖攫等
。

当外海高盐水伸向渤海时
,

在谷徽爆外国就 出现外海性高盐种
,

如

糊脚蛾和 中华哲镖 搔
,

这时正他溉焦进入渤海附期
,

能焦就主盒 中华析镖搔
。

以 后随着沿岸淡

水势 力的 呀强
,

中华哲镖搔向 渤海中部移动
,

索爵产卵盟 群也随之向外移至渤海中部
。

因此
,

根据 不同海区的主要鲜料生物的种类和移动特征
,

可作为探察能群分布
、

移动 的重要指标
。

( 四) 鳗焦与大型焦类
、

海兽类和 海禽等的关系

棍角往才}是 中型和 大型 中
、

_

L 层 角类的追 众对 象
,

在黄
、

渤海区
,

特别在产卵期前后的

胎
、

膝胃含物分析中
,

大都鲍盒摇焦
,

就表 明 了这一 点
。

同日寸
,

账角 也是带角的优质鲜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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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 现象
,

特别 在春 汛海 州湾一青一海挽

踢
,

秋汛在烟台 一石岛东南撇堪
,

表况的最

为明显
,

有的 I[寸期
,

在袍良的带焦胃 中
,

全部是稍 化或肯未消 化的麟焦
。

在 青
一海

滚踢
,

解焦在挂子网淤 获中出现时期的迟

早
,

数量的多寡
,

溉群游得近岸与 否等
,

均已 有效地成为预测 和分析春讯带焦挽情

的重要依据
。

每年春
、

夏之 尚
,

海洋岛东 南焦踢
,

单独行 动或成群游动的大型蒲角
、

小谧鲸
、

长 髦鲸等追众起群的醒群的现象
,

屡兄不

鲜
。

集精 成群游动于海表面的脱群
,

往往

因被追逐而 时起时沉
,

时集11寸散 ; 在无海

兽追逐时的平静海面
,

如有大群脸焦桔集

洞游
,

8l] 上空有海鸥
,

有时甚至 成群地盘

旋于 水面
,

呈时起时落状
。

所以 在这时期

内出现上述现象均是进行棍焦 值 察 的 指

标
。

( 五 ) 鳃焦与海洋发光生物的关系

春
、

秋二季
,

是海洋浮游生物滋长繁

殖的 强盛时期
,

在海洋中具有发光性的浮

游生物 (如夜光虫 N o。￡落乙。。a 尽。‘。艺‘22。。。
等)

的 数最就显著地增加
,

即能使海水在无 月

的夜晚
,

因生物或海洋漂流物的冲击而发

光
,

我们就可利 用这一现象来作为探察溉

群是否存在的标志
。

因 为 当溉焦游动时
,

其周围的海水就产生波动
,

能促使发光 生物冲撞 发光
,

海面就产生粼粼海火
。

! l-l 东半岛北部

的牟平
、

烟台等地沿岸的地 曳网嫩民
,

早就积果了很丰富的怒输
,

如在海火 本身看不清时
,

撼民就用 木棒螺袒打击甲板或用 格
、

桨打击水面
,

以便刺激角群扰动后引起蛟 明亮 的海火
,

并可按发光范 围的大小 和强度
,

活言1
、

溉群的密度和溉群行动方向
,

指捧下网围捕
。

至于对在

外海游动的成能利 用海火来进行 值察是否有效
,

因 目前捕捞 尚未正式开 展
,

有待今 后进一步

研究和探对
。

四
、

矍焦的探察

除了运 用上述墟角与海洋环境等关系的有关指标进行探察外
,

掌握服焦在不同生活阶段

中的乖道 移动特 点
,

进行探察也 有共实际意义
。

根据浏查资料表明
,

棍焦不输在越冬
、

产卵及索鲜期周
,

均具有一显著的行动特 点
,

那

垂道移动现象
。

能角在越冬期简垂值移动现象表现的最为 明显
,

从探焦仪映象中
,

就很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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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 看到殷群随着昼夜的交替而改变其栖息水层
。

晚上上升到上层
,

早晨下降至中
、

下层 或底
。

到能角游至沿岸产卵踢日于
,

垂遭移动的 叶周就改变 了
,

这时娱群通常 在 自天 有 两 次 上

到 表层
,

上升的时 朋一是在 上午的 5 一 91 卜少
,

一是在下 午的 16 一20 时
,

这一况 象只有

层升

图 3

F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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跃层的永域 中
,

这 }T=l 棍群 因

受到温跃层 的限 制
,

使醒群垂

区移动的 幅 度大为戒小
,

一般

栖息在 20一 20米层 (图 4 )
,

夜

周有时上升到表层
。

秋季随着

温跃层的 下沉以及逐浙扮 失
,

能群的 垂连活动幅度也随之加

大
。

根据媛群在夏
、

秋季垂 吐

移动的特点桔合涟角在索饵期

周具有强烈的趋光习性
,

HlJ 在

夜周采 用灯光诱捕
,

自天配合

探焦仪采用中层拖网
,

阶杯式

的小 型流刺网进行探察试捕
,

可望获得成功
:〕

从上述有关服 角行功与海

洋环砚关系以及溉群垂 道移动

Zlrn
.

,

1 3 b O O 坦 to 1 5 .C O 用

1 5
、

1 9 3 3

.

在正常的天气情况 下出现
,

在天气不良的士市兄下有所例

外
。

由于能焦在 自天有起群

行动的特点
,

使用围网进行

探察性截捕是有效的
,

当白

天不起群而栖息在 中下层的

艇热 (图 3 )
,

利用探角仪枯

合采用 中层拖网进行探察
,

也是能收效的
。

夏季素鲜期

圃的能群
,

大都分 布于其有

冈 理 1 9 6 3年 7 月海洋岛附近分布在温跃层以上的 姆群映象
F i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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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性
,

使我佣能够 对黄
、

渤海区的溉焦
,

在其不同生活阶段
,

依据有关指标进行推断缎角可

能栖息的爆所和醚群的行动特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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