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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海舵鲤的早期发育和生殖习性

赵 传 姻 陈 莲 芳 减 增 嘉

(东海水产研究所 )

提 要

根据主要外部形态
,

如尾柄上色素的分布和身体各部位的比例值
,

我们鉴定在东海区的舱

鲤属 ( A 。蕊。 C o ie r
18 29 )鱼类的仔稚鱼有扁舵鲤 ( A 。蕊

:
幼。 。哟圆舵鲤 (五

“ 丽 : t叩面肋
。-o

, 的和一种 目前还未定到种
,

暂定为舵蝗 ( A “ 抓 ” 印
,

)三种
。

根据其性腺成熟度及仔稚鱼出现的

时间来推断
,

在东海的产卵期为 3一 9 月
,

盛期为 7
、

8 月
。

较南海区的产卵期迟一些
。

产卵范

围在北纬 2 6
O

30’ 一32
。
。0’

,

东经 1250 以西海区
。

舵鲤鱼类仔稚鱼在东海的分布面很广
,

但多靠

近陆岸和岛屿附近
,

一般分布在东经 12 5
“

以西海区
,

水深一般为 60 一 I co 米
。

栖息海区水温一

般为 27 一 29
。

仇 盐度为 3 3
,

oo 一共
,

00 编
。

仔鱼分布与台湾暖流和长江冲淡水有关
,

一般在 长

江冲淡水水舌边缘或台湾暖流和冲淡水的交汇区
。

台湾暖流向北移动
,

仔鱼的分布区也相 应

北移
。

7 月以前分布在北纬 2 8
“

以南
,

8 月份分布在北纬 2 8
。

以北
。

目lJ 言

舵鲤属鱼类 (加
二侮 C vu i er 1 8 2 9) 是金枪鱼类中较小型的一类

。

广泛分布于热带和亚

热带区域
,

是一种繁殖力强
,

有较高经济价值的鱼类
。

目前世界许多沿海国家都在积极发

展金枪鱼类渔业
,

其中舵鲤属鱼类是重点开发的对象
。

当前各国普遍认为较大型的金枪鱼类 (如黄鳍金枪鱼 hT
肠。 琳 ` 石a郎仰。 、

长鳍金枪

鱼 T h 。 。 。 。 耐心二 , 尹 等六种 )资源已充份开发利用 1)<
,

而对小型的金枪鱼类 (如舵鲤属鱼

类和白 卜鲸 刀“ `几哪
九哪 气厅艺丽

:
等 ) 都还没有很好开发利用

。
1 9 7 5 年 12 月联合国粮农组

织主持的专家委员会在美国夏威夷檀香山专门召开了讨论小型金枪鱼类生物学和资源状

况的会议
,

不少人认为舵鲤属鱼类可能是近期内金枪鱼类中资源量最丰富的种类
,

当时利

用量为 6一 10 万吨 (大西洋 1
.

5一 2 万吨
,

太平洋 3一 6万吨
,

印度洋 1
.

5一 2 万吨 )
,

此次会

议对舵鲤属鱼类的今后研究提出三方面意见
: ①应加强鱼种的鉴定工作

。

前一时期在鱼

种鉴定上比较混乱
,

不能很好地区分种类
,

以开发资源和正确估计资源量
。

但舵鲤属鱼类

可捕量很大
,

估计最近一段时期内不会遇到国际管理上的争议
。

②已发表和未发表的

舵鲤类仔鱼数量分布资料不少
,

需要全面综合分析研究
。

③需要解决加工问题
。

这对

我国今后开展这方面的研究工作也是很有启发的
。

( 1 ) 赵传烟
、

陈思行译
,

1 9印
。

金枪鱼类和金枪鱼渔虹第四章 )
。

养殖和增殖
,

海洋出版社(付印中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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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 日本在金枪鱼类人工繁殖和增殖工作方面都处于领先 地位
。

Kik aw a
( 工 9 53 )

和 Ku

m e( 1 9 6 2 )
`里 ,
在马绍尔群岛和印度洋分别做成了金枪鱼的人工授精工作

,

证明此项

工作的可能性
。

1 9 6 9 年日本水产厅拨款给各研究所和大学进行这项工作
,

自 1 9 7 0 年起对

黄鳍金枪鱼等鱼种做了人工授精
,

并孵出仔鱼
。

19 7 2 年 5一6 月近箭大学取得舵鲤属 鱼

类的人工授精试验成功
,

并孵出仔鱼
,

其中扁舵鲤仔鱼活了 41 天
,

圆舵鲤仔鱼活了 58 天
,

体长分别达到 12 厘米和 1 5
。

5 厘米
.

我国对舵鲤属鱼类的资源没有充份进行开发利用
。

东海区过去做过成鱼的分布和试

捕研究
。

两种舵隆 ( 即扁舵鲤 如嘛 跳二
a

而 和圆舵鲤 A二州: 协娜奋帕名

~
在东海 都有

,

其中以扁舵鲤较多
。

群体不 大
,

一般 3 0 0 0一 5 0 0 0 尾
,

最多万尾左右
,

分布面广
,

多靠近陆岸

和岛屿
。

浙江沿海周年可以进行捕捞生产
,

分春讯和秋冬讯
。

春讯 ( 4一 6 月 )捕捞随暖流

北上 的近岸泅游鱼群 ,秋冬讯 (9 一 12 月 )鱼群随冷空气南下徊游
,

福建省大围增习惯在秋

末冬初带鱼汛的间隙时间捕捞南下经浙江近海的舵鲤属鱼群
。

我国对南海区舵鲤属鱼类的产卵场
、

产卵期做过调查
「幻 ,

但对东海区情况就不甚了

解
。

我们从 19 7工年起连续几年进行的渔场调查中
,

拖获到一些舵鲤鱼类的仔稚鱼
。

本文

即利用这些年渔场调查中采集的仔稚鱼加以整理
,

分析其产卵场
、

产卵期
,

希望对今后东

海区新渔场
、

新捕捞对象的探捕工作提供线索
,

并作为本海区的产卵场
、

产卵期的补白资

料
。

材 料 和 方 法

1 9了1 年至 1 9 8 0 年共调查 4 8 个航次
,

共计 1 9 7 7 站
,

调查范围在北纬 2 5
0

3 0
`

一 3 2
0

0 0
, ,

东经 22 2
0

0 0
,

一 1 2 9
0

0 0
, ,

共采集到仔推鱼 4 2 8 尾
。

2 9 7 1 年仅 7一 1 2 月进行调查
,

1 9 7 2 年

1一 12 月都有调查
,

但这两年只调查了东经 125
。

以西海区
。

1 9 73 年调查面广
、

范围大
,

标

本较多
。 1 9 74 年调查面缩小

。
1 9 7 5 年仅做重点渔场调查

,

所以资料不够系统
。

1 9 7 9 年
,

1 9 8 0 年都是重点渔场调查
。

1 9 8。 年还增加 工00 一2 00 米等深线范围内的调查资料
。

各年调查均使用 网 口直径为 80 厘米
,

长 2 70 厘米
,

筛绢为 G G 38 的浮游动物网
,

在各

站从底层到表层垂直拖网一次
。

另外还增加网 日 为 9 0 x 5 5 厘米
2 ,

长 150 厘米
,

筛绢 为

G G 22 的方型网
,

在船舷或船尾表层水平挂网 10 分钟
。

采到的标本用 5 %福尔马林固定
,

然后进行种类鉴定
,

并绘制形态图及数量分布图
。

几年中调查用的船只
, 1 9 7工一 1 9 7 5 年

、
1 97 9 年都为 3的 匹马力的渔轮

,
1 9 8 0 年为东

海水产研究所 2 5 0 0 匹马力 的
“

东方号
”

调查船
。

形 态 特 征

我们进行舵鲤属仔稚鱼的形态鉴别时
,

主要参照水户敏
〔 . J ,

M a怕u

助 ot ( 1 95 8) 「, ,

r o p 6 y“ o ” ( 1 9 6 3
,

1 9 6 5 , 1 9 7 4 )
, 〔一

1 0二以及陈真然 「工二等的工作
,

进行的是外部形态鉴定
。

(幻 转引自
:
赵传烟

、

陈思行译
,

19 80
。

金枪鱼类和金枪鱼渔业
。

(第四章 )
。

养殖和 增殖
,

海洋出版社 (付印中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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舵鲤属的仔稚鱼具有金枪鱼仔稚鱼的一般形态特征
。

有 口大
、

鳃盖骨具棘
,

腹囊近似

葫芦形
,

肌节在 38 一红 之间等特点
,

但是色素排列上舵鲤仔稚鱼和其它金枪鱼类仔稚鱼

有明显的区别
。

舵鲤属仔鱼在尾部有 2一3 列黑色素出现
,

这一特征与其它几种金枪鱼仔

鱼可明显 区分开来
。

我们鉴定的舵鲤属鱼类仔稚鱼除扁舵鲤
、

圆舵鲤外
,

还有一部分标本一时难于鉴定到

种
,

暂定为舵鲤 ( A二戒: 即
甲

)
。

根据舵鲤属鱼类仔鱼在尾柄处色素排列的不同
,

分为两类
,

尾

柄部有三列黑色素的为扁舵鲤和圆舵鲤 ,而在尾柄处只有二列黑色素的为舵鲤 (图 1
、

图 2
、

图 3 )
。

人
.

体长 6
.

吓功功 ; B
,

体长 6
.

3 7 m m
; C

,

体长 7
.

7 5口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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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D体长 8
甲

3 7 m协 ; E
.

体长

扁舵鲤 A“ 丽
“
味公哪弓

仑
.

7 5I Dm
; F

.

体长 1 0
.

3 7, m ; G
一

体长 17
·

印 m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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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海舵鲤的早期发育和生殖习性2 6 7

图2 圆舵鲤 五 “ 劣沁 云a p“ 炸 s o o oa

人 体长 魂
.

3 了 m二 、B
.

体 长5
.

s m m; G
.

体长 6
.

招 边 m;D 体长11
.

3 7 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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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 体长 魂
.

3 了 m二 、 B
.

体 长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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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招 边 m;D体长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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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扁舵鲤和圆舵鲤仔鱼在外形上和色素排列上极相似
,

一般很难区分
,

我们在鉴定

时又对照了仔负 发育时期的不同
,

以及身体各部位比例值的不 同来区分 (表 1
、

表 2 )
。

1
.

扁舵鲤仔鱼在体长 5
.

7 5 毫米时
,

背鳍
、

臀鳍基底
,

腹鳍芽及尾鳍条已出现
。

而圆

舵鲤则体长达 6
.

12 毫米时才出现上述各鳍
。

2
.

扁舵鲤仔稚鱼在体长 王。
.

37 毫米时
,

身体各鳍都 已发育完全
,

鳍条亦全长齐
,

外形

已接近幼鱼
。

除尾部有三列色素外
,

体背面有一列较浓密的黑色素
。

而圆舵鲤稚鱼体长

达 1 1
.

37 毫米时
,

外形上仍和仔鱼阶段相似
,

胸鳍仍呈 圆扇形
。

体背面没有一列密集的黑

色素
,

色素仍仅分布在尾柄上呈三列
。

3
.

从身体各部位的比例值看
:

扁舵鲤仔稚鱼眼径占体长比例
、

臀鳍前体高占体长的

比例值较大
,

分别为 10
.

0一 13
.

3% 和 15
.

8一 28
.

1男
。

而圆舵鲤仔鱼的上述 比例较小
,

分

别为 8
.

0一 1 1
.

4% 和 11
.

3一 2 6
.

4%
。

表 1 扁舵鲤仔稚鱼身体各部位测量比例值

比比例 \ 休长长 4
.

7 555 6
.

0一一 6
.

0一一 7
甲

5一一 8
.

3 7一一 9 7石石 10
。

O一一 11
.

0 一一 14
.

邪邪 1 7
.

5 000

\\\
~

一
_

气% ’ \ (毫米 。。。 6
.

8 777 6
.

8777 7
甲

7555 8
`

766666 10
,

3 777 飞1 3 7777777

身身
I ;

,

一
_

\\\\\\\\\\\\\\\\\\\\\\\
滞滞测 ` 部位 \

一

气气气气气气气气气气气气
占占占 休 长长

头头 长长 舰
.

111 30
甲

4一一 20
.

4 一一 33
`

8一一 33
`

2一一 2 日 444 33
.

7一一 36 2一一 污7
,

硬考考 3 1
.

444

头头 高高 3 1
甲

555 触
.

888 4 1
,

777 如
甲

OOO 40
.

222 邓
。

888 3 7
甲

333 37
,

444 2 4
。

555 加
甲

666

眼眼 径径 1 3
,

000 1 9
。

0一一 盯
.

0一一 2 9
甲

0一一 2 6
甲

1一一 1 0
甲

222 2 7 5一一 幼
甲

O一一 0
甲

666 9
`

222

肚肚 前 距距 B 4
`

111 4 2
。

888 5 2
。

000 33
.

333 蛇
.

333 5 1
.

222 26 尽尽 2 5
`

555 5 8 777 6 0
。

000

臀臀 鳍 前 体 高高 1 8
.

333 10
、

2一一 1 0
.

3一一 1 1
`

2一一 工1
.

6一一 匆
甲

333 1 0
,

8一一 」0
.

9 一一 丝
。

888 20
甲

右右

第第一背鳍前距距距 12
.

444 又3
。

333 13
。

333 1 1
.

999 3 3
.

333 1 1
甲

222 1 1
甲

333 3 6
甲

888 34
.

仑仑

第第二背鳍前距距距 42
.

4一一 3 4
`

6一一 6 0
.

7一一 3 9
甲

0一一 6 2
.

777 5 3
甲

7一一 昭
,

3一一 3 6
,

888 阳
。

888

臂臂 鳍 前 距距距 6 0
.

〔))) 昭
甲

666 5 4
甲

999 筋
.

000 6 4
。

111 55 444 6 7
.

111 6 2
.

222 6 2
.

888

11111115
,

8一一 1 6
,

6一一 2 4
,

5一一 2 7
,

4一一一 2 1
,

2一一 2 2
,

7一一一一

即即即即
。

OOO 邓
甲

555 邪
.

888 25
.

33333 28
.

111 2 6
.

2222222

33333337
,

2一一 2 4
,

5一一 3 6
.

0一一 22
+

3一一一 3 9
`

7一一 38
.

4 一一一一

4444444 0
.

999 始
.

666 4 3
。

333 器
,

22222 4 1
.

222 4 0
.

9999999

5555555 7
,

4一一 5 0
.

9一一 6 2
`

3一一 6 2
.

2一一一 6 3
.

8一一 64 6一一一一
邸邸邸邸 111 6 9

。

111 64 999 筋
甲

77777 筋
,

OOO 肠
,

9999999

66666664
。

1一一 6 5
。

0一一 6 3
.

3一一 6 3
甲

5一一一 6 3
。

8一一 6 6
。

巧一一一一
7777777 0

.

000 6 6
甲

666 67
.

111 6万
,

了了了 6 8
,

777 6 8
_

OOOOOOO

占占占 头 长长

旧旧民 径径 邹
.

222 8 1
,

0 一一 3 0
,

3weee 加
。

3一一 2 9
甲

6 weee 3 4
.

888 28
,

生卜一一 3 0
。

333 2 5
,

666 2 9
.

444

吻吻 长长 38
`

222 38
。

222 60
.

000 33
.

333 34
.

888 料
。

888 33
`

222 只6
.

444 3 0
甲

111 3 1
`

333

头头 高高 9 2
甲

555 33
,

1一一 胎
.

3一一 3 9
,

0一一 翁
。

O一一 9 1
。

222 肠
.

4一一 6 6
.

7一一 6 5
,

111 6石
。

888

4444444 0
.

111 6 9
甲

666 45
.

666 3 9
.

00000 4 0
,

666 6 9
.

6666666

6666666 6
,

O一一 7 8
。

3一一 饱
。

3一一 7 0
,

3一一一 7 1
.

0一一一一一
1111111 2 0

`

333 14 0
,

OOO 8 5
.

888 78
,

aaaaa 8 1
。

666666666

占占占 眼 径径

III IX I
.

000 10 0
.

D一一 1 0 0
`

O一一 1 2 8
。

7一一 1 1 2
甲

0一一 1 〔月J
,

OOO 1至挖
。

333 1 2 0
.

000 1 〕8 222

11111 3 〕
,

999 14 9
.

333 1昨
.

000 1 2石
。

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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圆舵鲤仔稚鱼身体各部测量比例值

4
.

即一 4
`

6 215
`

1 2ee与
.

石 1 6
.

1 2一 6
甲

6 21 7
.

0 1 8
甲

75 19
.

25

里 .a 8 s

占 体 民

4 7R一
39 8

. 1占呀占
.卜 .` .

…
洲犯 0 1肚拐豹 66哪 6540 850 6肠郎 11淞加朋价腮 s

d止 8504 80 2OJ O曰 361,月峥
.

6性no631
几D6

…
一头

头 长

头 高

眼 径

肛 前 距

臀 鳍 前 体 高

第一背鳍前距

第二背鳍前距

臀 色誉 前 距

::::
2 9

2了

.

7一 3 4
.

3

.

1一 3生
.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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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 卵 场 和 产 卵 期

国外过去对舵鲤属鱼类的产卵场
、

产卵期有过不少报导
。

今井贞彦 ( 1 9 5 8) 闭报导在

日本四国
、

九州南部 6一 8月采到 3一 5毫米的圆舵鲤仔鱼
,

以 7 月份最多
。

8一 11 月在九

州西南海域曾发现有少量的鲤和扁舵鲤仔稚鱼
。

松原喜代松等 ( 1 9 6 5 )
〔们报导

,

圆舵鳗稚

鱼在 日本海出现时间为 5一 7 月
,

产卵盛期为 6一 7 月
。

在日本南部海域
, 3一 4 月仔稚鱼

就出现
,

说明在南部产卵期更早
。

Q
a s lm ( 1 9 7 3 ) 闭 以性腺成熟度测定推断南海扁舵鲤产

卵期为 4一 9 月
。

W ad
e ( 19 熨 ) 〔

了〕
报导菲律宾海区舵鲤属仔鱼在 1一 3 月

。
1 9 6 6 年南海水

产研究所调查珠江口偏东海区采到的少量舵鲤仔鱼推断产卵期为 5 一 7月
。

陈真然 ( 19 8。 ) 〔幻

调查西沙
、

中沙群岛的鱼卵
、

仔鱼
,

认为 3一10 月都有舵鲤属仔稚鱼出现
,

而 4一 6 月则是

主要的产卵季节
。

东海区舵鲤属鱼类的产卵情况
, 1 9 6 3 年东海水产研究所探捕调查中上层鱼类时

,

4 月

(在北纬 2 8
0

3 0 尹一 2 9
“

0 0 ` ,

东经 1 2 3 0 3 0 ,

一 1 2 4
0

3 0
产

)
、

1 1 月 (在北纬 3 0
0

0 0尹一 3 0
“

3 0
, ,

东经

12 5
0

3 0
,

一 1 2 6 “ 0 0产 ;北纬 5 0
“

3 0
产

一 3 1
“

0 0
尹 ,

东经 12 4
0 0 0 ,

一 12 4
“

5 0
产

)都捕到优势叉长为 3 1 0

一 3 30 毫米的成鱼
,

均为已产过卵
,

性腺进入恢复阶段的第 11 期
。

浙江省海洋水产研究所
1 0 6 4 年在浙江近海一带探察时

,
6 月下旬在北纬 2。

。

5 0
`

一 3 0
0

0 0产 ,

东经 12 2
· 5 0 `

一 1 2 3
0

0 0 `

的东卒和 巨港 口一带捕到性腺发育为第 V 期
,

接近产卵 的鱼群 (优势叉长 为 3 50 一 4 00 毫

米 )
。

1 9了1 年我所调查时
,

见到鱼群较多
,

几次生物学测定结果
,

7 月 中旬在北纬 2 8
0

3 0 `

一

2 9
0

0 0
` ,

东经 1 2 3 0

0 0
`

一 2 2 3
0

3 0
,

捕获的成鱼性腺发育以 11
、

111 期为主
,

部分区在产卵
、

排



3期 赵传姻
、

陈莲芳
、

减增嘉
:

东海舵鲤的早期发育和生殖习性 26 1

阅 御

. 匕 舟 山 二、

…t
合

鱼[ 助

合. 志. ▲. 血 应

… 夯奋▲鑫 `.

△△ △△

巧

今 1沙了附 万一
泞

. 击公

`̀ 扮翔 年 六 19 7月卜卜

盛盛9 7 3 1年 口9 1吕U 年年

只 明岛

花鸟岛 ★

.

:
O O

,
. `

二
鑫 。 * . 0

气
. “

..

鱼 山
砂

* ▲

“

大陈岛 . 血

么 血 血 璐

:
▲*O

19 7 1年
1盯 2年

1盯 3年

1 9了丢年

1 0了舀年

图 生 扮了1一 1 9印 年 在月一 9 月舵鳄仔鱼分布图

A
,

4 月份 ; B
,

6 月份 ;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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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月份 ;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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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1 97 1一 7 1 9 5年舵鲤属仔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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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毫米 )

扁 舵 鲤 1 1 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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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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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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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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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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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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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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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月上
、

中
、

下旬分别测定了北纬 2 8
0 0 0

`

一2 8
0 3 0 ` ,

东经 1 2 3 ’ 0 0 `

一 1 2 3
’

3 0 ` ;北纬 3 1
0

0 0
`

一 3 1
0 3 0 , ,

东经 12 5
0

3 0
尹

一 1 2 6
0

0 0
, ,北纬 3 0

“

3 0
,

一 3 1
0 0 0 产 ,

东经 1 2 5 0 5 0 户一 1 2 4
0

0 0 ,

的成鱼
。

仅

8 月中旬在北纬 3 1
“

0 0
`

一 3 1
0

3 0 ` ,

东经 1 2 5
0

3 0 `一 1 2 6
0

0 0
`
的性腺 以 I V 期为主

,

111 期次之
,

其余均为 I 期
。

从而看出正在产卵或接近产卵的鱼分布在北纬 28
’
。。 ,

一 3 1
“

。0,
,

东经 12 5
’

以西的舟山
、

鱼山渔场靠近大陆和岛屿附近
,

北部较外的北纬 3 1 “ 0 0’ 一 32
0

0 0
` ,

东经 1 2 5
“

以东的鱼群性腺多为 W期
,

接近成熟
。

我们整理的 42 3 尾仔稚鱼中
,

扁舵鲤 5 5 尾
,

圆舵鲤 24 尾
,

舵鲤 34 4 尾 (表 3 )
。

仔鱼出

现最早在 3 月
,

最迟在 9月
。

从采到的仔稚鱼标本看
,

3一 7 月主要分布在北纬 28
。

以南
,

东经 12 5
。

以西海区
,

8一 9 月分布在北纬 28
。

以北海区
。

仔稚鱼出现数量 以 7
、

8 月最多 (图

4 )
。

根据舵鲤属鱼类性腺成熟度及仔稚鱼 出现时间来推测
,

东海区 3一 9 月都有舵鲤属鱼

类产卵
, 7

、
8 月是产卵盛期

。

结合南海情况来看
,

东海区产卵盛期要比南海区晚
,

这说明

越往南 的海区产卵期越早
。

我们在东海南部 (北纬 26
0

30
产 ,

东经 124
0

30
`

)早在 3 月即出

现仔鱼
,

也是完全符合实际情况的
。

另外
,

从仔稚鱼的分布区域来看
,

具有多分布在靠近

陆岸和岛屿的特点
,

主要都出现在东经 1 2 5
“

以西区域
。 1 9 8 0 年调查钓鱼岛周围海域时

,

有更多的仔稚鱼都出现在钓鱼岛周围
。

2 9 7 1 年 8 月 2 2 日东海进行渔场调查时
,

在北纬 3 1 0

0 0
,

一 3 1
“

3 0
, ,

东经 1 2 3
0

0 0
,

一 1卫3
。

3 0 `
至北纬 3 1

0

0 0
`

一 3 2
“

3 0
` ,

东经 12 3
0

3 0 `一 1 2 4
0 0 0 `航行中见到海面有成群的小鱼

,

用小抄

网捕到一些
,

经鉴定为扁舵鲤稚鱼
,

体长为 18 一 44 毫米
。

日本近哉大学做的人工授精试

验
,

扁舵鲤 41 天可以长到 120 毫米
,

以此我们推断认为这批扁舵鲤稚鱼可能是当月产卵

孵化的
。

产 卵 场 和 环 境 的 关 系

舵鲤属鱼类是热带和亚热带暖水性的上层鱼类
,

它的分布泪游与暖流有着密切的关



3期 赵传烟
、

陈莲芳
、

减增嘉
、

东海舵鲤的早期发育和生殖习性

鱼种类
、

数量和体长范围

9 1117 3年年 197 4年年 1盯 6年年 1盯 g年年 19 80年年

666月月 7月月 8月月 日月月 6月月 8月月 8月月 4月月 6月月 4月月 7月月

数数数 体长长 数数 体长长 数数 体长长 数数 体长长 数数 体长长 数数 体长长长 体长长 数数 体长长 数数 体长长 数数 体长长 数星星 体长长
量量量 (毫米 )))量量 毛毫米米 量量吸毫米 夕夕量量 (毫米 )))量量 ( 毫米 )))最最 (毫米 )))))吃毫米夕夕量量 (毫米夕夕量量 〔毫米 )))量量 〔毫米 ( )))尾 ( )))毫米 )))

尾尾尾尾 尾尾尾 尾尾尾 尾尾尾 尾尾尾 尾尾尾尾尾 尾尾尾 尾尾尾 尾尾尾尾尾

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2222222222222 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 1111111111111 3333333333333 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111 1
。

00000 6
.

石石 444 5
甲

1222 222 6
。

OOOOO g
。

汤汤 222 3
。

22222 15
,

OOO 1 OOO 6
。

幼幼 222 8
一

666 444 5
。

盯盯 1 777 5
甲

O一一

一一 17
.

66666 一9
。

1222 2 111 一7
.

000000000 4
,

1222 111 一 6
.

3 77777 一1 0
。

00000 一7
甲

OOO 111 6
.

6 22222 4
.

7666 222 10
.

2石石

111 1
。

2石石石 5
。

666 贺贺 5
.

1 222222222 一7
.

邪邪 111 9
_

筋筋筋 4 6 22222 4
`

黔黔 444— 6
甲

877777 一 8
。

OOO 1 1 222 5
`

OOO

一一 1 1
.

8 77777 2
`

8 33333 一 6
.

1 2222222222222 5
.

00000 一5
.

266666 一七
.

722222 4
。

8 777777777 一 6
,

1 222

一一一一芍
.

3 77777 3
.

能能能能能能能能能 4
.

55555555555555555 2
.

8 777

一一一一一一7
。

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 一 7
甲

1 222

1111111111111 333333333 77777 13 11111

系
。

从我们几年采到仔稚鱼的现场水温来看
,

几年来表层温度均相一致
,

一般 为 2 7
。

一

2 9
“

C (少数仔鱼出现在表温 3 0 。

一 2 4
O

C )
、

盐度为 3 3
.

0 0一 3 4
.

0 0编
,

水深一般为 6 0一 1 0 0米
,

少数仔鱼出现在水深大于 2 00 米的海区中
。

东海的暖流具有高温
、

高盐的特性
、

温盐度垂直分布较均匀
,

温度最低值一般出现在 2

月
,

为 15
.

7
O

C ;最高值一般在 8 月
,

为 28
.

5
O

C
。

每年 3 月开始增温
, 4一 5 月增温最快

,

9 月

开始降温
。

台湾暖流向岸向北扩展势力具有明显的季节变化
,

夏秋势强
,

冬春势弱
。

从东

海舵缝属仔鱼的出现来看
,

基本与暖流的季节变化相符
。

7 月 以前暖流势弱
,

还没有向北

伸展
,

所以仔鱼主要分布在北纬 28
。

以南海域
。

7 月以后暖流势力增强
,

随着暖流的向北

伸展
,

仔鱼分布也扩展到北纬 3 1 “

海域
,

个别年份 ( 1 9 7 5 年 )到达北纬 32
。 。

尸
俨一 口

,. 护 北 虎山

口

夕大陈岛

、 、 户 沪 、 、 ~

盐度 %
。

温度 ℃

. 出现仔 鱼站位

图 5 19 7 1年 7月仔鱼分布与温盐度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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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 1 9 7住年 8月仔鱼分布与温盐度关系

仔鱼分布与长江冲淡水的流向也有一定的关系
。

仔鱼一般都分布在冲淡水水舌边缘

或暖流与冲淡水的交界处
,

随着冲淡水的移动
,

仔鱼分布的区域也有变化 ( 图 5一 8 )
。

上述情况看出
,

舵鲤属鱼类夏秋季随台湾暖流向岸向北涸游
,

在浙江近海的沿岸水和

暖流交汇区形成渔场
,

随后在此一带产卵
,

产卵期主要在 7
、

8 月
。

冬
、

春季随台湾暖流南

移离岸向外游时
,

舵鲤属成鱼在产卵后也有群聚海面现象
。

舵鲤属鱼类的产卵期长
,

产卵

范围广
,

这个特点是和台湾暖流的季节变化有关
,

因而今后在组织捕捞舵鲤属鱼类时必须

密切注意台湾暖流的变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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