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粤东外海饵料生物的基本特点

与竹荚鱼索饵徊游的关系

章 淑 珍

(南海水产研究所 )

提 要

本文分析了粤东外海鱼类的饵料生物的数最
、

分布
、

季节变化
,

似及它们同高盐水体的关

系
。

并在此基础上
,

研究了它们对竹笑鱼索饵徊游的影响
。

粤东外海的饵料生物量的年平均在

86 一 10 。 毫克 /米
.
之间

,

一年中一般有两个高峰期
,

它们分别出现在冬末春初和盛夏
。

最高生物

量达到 2 00 毫克 /米
.

左右 ; 最长持续时间可延续 2一 3个月
。

生物量的分布主要受南海表层水

和高盐的上层水的影响
,

高盐水体的消长制约生物量的季节变化和分布
。

竹荚鱼的索饵鱼群

徊游同饵料生物密集区位置移动的方向一致
。

鱼群逐月移动的方向和途径
,

大体上 是 2 月份

从东径 11 6
0

30
尹

北纬 20
.

3 0, 向北移动
,

s 月份后折向东北方向
,

6 月份后又折向西南
,

8 月份

转向东南 (见图 6 )
。

近年来
,

粤东围网渔汛中竹笑鱼的产量明显上升
。 “

南海北部大陆架外海 ( 90 一 2 00

米等深线 )底拖网鱼类调查
”

( 1 9 7 8) 表明
,

竹笑鱼在渔获物组成中居于首位
。

不但群体大
、

密集程度高
,

而且集群时间长
,

其渔获量 占试捕总渔获量的 32
.

72 %
。

据竹笑鱼群体分析和胃含物分析
( 1 ,的结果表明

,

粤东外海的竹笑鱼主要以挠足类
、

介

形类
、

磷虾和端足类等浮游动物为饵料
。

在调查海区内的竹笑鱼属于索饵群体
。

竹笑鱼

群体的分布
、

移动显然同其饵料生物的分布的关系密切
。

本文的目的在于了解粤东外海

饵料生物量的季节变化和分布的基本特点
,

以及它与竹笑鱼索饵洞游的关系
,

并对水文因

子一饵料生物一鱼群三者间的内在联系进行探讨
,

以期了解调查海区内竹笑鱼索饵群体

的分布移动规律
。

材 料 与 方 法

本文所应用的饵料浮游动物资料
,

是根据 1 9 7 8 年 2 月至 1 9 8 0 年 1 月在南海北部大

陆架外海底拖网鱼类资源调查时
,

在东经 1 1 5
。

一 l l7
O 3 0’

,

90 一 2 00 米等深线水域范围 内

所获得的资料
。

海上样品的采集和室内资料的整理方法
,

均按《全国海洋调查规范》的规

〔劝 国家水产总局南海水产研究所
, 10 7。 。

南海北部大陆架外海底拖网鱼类资源调查报告盯摘要 )汇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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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进行
。

有关竹笑鱼的资料也同样以该次调查所获得的渔获物统计资料为依据
。

粤东外海饵料生物的基本特点

有关粤东外海的饵料生物的基础状况
,

至今未见系统的报导
。 19 7 8 年外海调查中发

该水域的竹笑鱼索饵鱼群不但群体大
,

而且集群时间长
,

是鱼类索饵育肥的优良场

为此对该海区的饵料生物基本特点及其对于鱼群的分布和移动的影响作了调查与研

现所究

!
.

饵料生物量和季节变化

南海北部地处热带海区
,

浮游动物的生物量 (指饵料浮游动物生物量下同 )较低
,

(超

过 25 0 毫克 /米
公 的生物量的海区范围很小 )

。

因此
,

通常把每立方米水体 中高于 10 0 毫

克的生物量作为高生物量海区
。

1 9 7 8及 1 9 7 9 年整个粤东外海的年平均生物量分别是 86

毫克 /米
g

和 1 00 毫克 /米
妞 ,

它比 1 00 米水深以内的近海区低三分之一左右
,

但比邻近的珠

江口 和粤西的外海区要高 ( 1 9 78
、

1 9 7 9 年珠江口外海的生物量均在 75 毫克 /米
.

左右
,

而粤

西外海只 65 毫克 /米
.

)
。

整个调查海区
,

1 9 7 8 年的最高月平均生物量达到 1 31 毫克 /米
. ,

1 9 7 9 年则高达 2 04 毫克 /米
“ ,

并且高于 1 00 毫克 /米
.

的高生物量出现的时间
,

持续 2一 3

个月之久
,

例如 1 9 78 年的 2
、

3 月份
,

生物量分别为 1 31 和 1 16 毫克 /米
. 。 1 9 7 9 年的 7一 9

月份
,

生物量连续三个月高于 1 00 毫克 /米
. ,

分别达 13 8
、

20 3 和 13 5 毫克 /米
’ 。

紧接着从

11 月至翌年 1 月份又连续出现三个月的高生物量期
,

分别为 1 08
、

1 58 和 18 0 毫克 /米
农。 以

上资料都表明外海区仍然具有较丰富的饵料基础
。

外海区饵料尘物量也呈现较明显的季节变化
,

其变化趋势与近海区基本一致
。

1 9 7 8年

、、、、

\

八

/ \

甘000邓8]场14

0oUn钊208
户h.1.1

八。兴\祝带à喇季州潭得盆处

1 0

2 〔)

另 3 丢 5 6

月份
5 9 1 0 1 1 12

图 1 197 8 年和 1盯 9 年饵料生物量的季节变化

的 2 月和 3 月出现全年的最高峰 扩其生物量

分别为 13 1
、

1 16 毫克 /米
吕 , 4 月和 5 月

,

生物

量下降为 69 毫克 /米
. , 7月和 8 月又开始上

升
,

形成夏季高峰 , g 月至 11 月为全年生物

量最低的季节
,

平均仅 50 毫克 /米
“ 。 1 9 7 9 年

又重现上述的变化趋势
,

但冬季一初春的季

峰不明显〔 3 月份生物量为 84 毫克 /米
“

)
,

而

且上半年逐月的生物量均低 于 1 97 8 年 的 同

期生物量
。

1一 6 月份生物量的波动范围为 60

一 88 毫克 /米
. , 直到 7 月份生物量才开始上

升 , 8月份高达 2 04 毫克 /米
3 ,

为全年 最高

峰 , 9 月开始下降
,

10 月降至最低
,

仅 47 毫

克 /米
g

( 图 1 )
。

从上述的情况看
,

粤东外海饵料生物的季节变化具有如下 的 特点
: ( 1)

外海饵料生物量的年季节变化
,

一般出现两个高峰期
,

时间分别在冬末春初和盛夏 , ( 2)

1 9 7 8 年和 1 97 9年最高峰和次高峰的出现季节不同
。

1 9 7 8 年最高峰出现于冬季一初 春
,

而 1 9 7 9 年却出现于夏季
。

两年次高峰出现的季节也正好相反 ( 图 1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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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

饵料生物盆的分布

从调查资料的分析表明
,

调查海区饵料生物的分布特点
:
是具有显著的区域性 , 高

生物量区的范围广
,

密集持续的时间长
。

调查海区在 的 米以深的外海
,

不受沿岸河流径流量的影响
,
其所以能具有较丰富的

饵料基础
,

是由于其特定的环境条件所形成的
。

在所调查的海区中主要受两股性质不同

的外海水所控制
。

一股是南海表层水 (南海暖水 )

— 为暖性水
,

存在于海区上层
,

有时也

出现于较浅水域的底层
。

温盐的范围分别为 24
。

一 3 10 0
,

33
.

5一 34
.

5荡
。

另一股 是南海

上层水— 具低温高盐的特性
,

一般位于 5 0一 3 00 米水层
,

在陆架区则位于底层
。

在这两

股水强盛的月份
,

调查海区内常形成大片的交汇区
,

在交汇区及其邻近水域
,

饵料生物较

1 1石
.

11 6 d

1 6劲 1 1 e .

砰//l

图 2 197 8 年饵料生物量的分布与高盐水体的关系 〔有密点的为高盐水体
,

标有数字

的为饵料生物量的等值线
,

数字为饵料生物量 (毫克尹米
.

)
。

下同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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丰富
。

两股水中
,

上层水是影响调查区势力最强的外海水
,

当其入侵时
,

带米了下层丰富

的营养盐
,

这是造成这个海区内饵料生物较为丰富的主要条件
。

因此
,

上层水势的强弱

和消长
,

直接影响到饵料生物的丰度和分布
。

由于上层水的盐度在 34
.

5荡 以上
,

核心层

最高盐度为 34
.

6一 35 编
。

经调查分析
,

我们确定 以南北走向大于 34
.

6编的高盐水体作为

上层水
。

就饵料生物量的分布与高盐水体的关系进行初步的探讨
。

19 7 8 年是上层水较强盛的年份
, 2 月份高盐水体已由海区南面向北面切入

,

直达水

深 60 米以内的近海
, 3 月份入侵的范围继续扩张

,

在东经 11 5
。

一 11 6
. , 北纬 20

0

30
产

以北

的水域为 34
.

7荡的高盐水体所控制
,

在这一带水域
,

形成了大片生物量高于工00 毫克 /米
.

的饵料生物密集区 (图 2
.

刁》
。 4 月开始高盐水体逐渐向东北退缩

,

至 5 月份 已退到调 查

海区北部边缘的局部水域
,

这一期间饵料生物密集区的范围相应缩小
,

位置移至东北面水

1 1p U 6 0 1 1介 左场
. 1 1宁

/ 褚乳 飞} / / /
一

100 伴

督 …片火步 洲 }

图 3 1 97 9 年饵料生物量的分布和高盐水体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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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 (图 2
.

B )
。

6一 7月
,

高盐水体的势力又开始增强
,

并伸向西北面
, 7月一 8 月 中旬出 现

于东经 1 1 5
。

一 1 1 6
“

3 0 ` ,北纬 2 2
0

3 0 `

一 2 0 0

5 0
,

的水域
。

由于高盐水体势力的增强
,

饵料生

物量激增
,

并形成大片的饵料生物密集区 (图 2
·

C )
。

8 月下旬
,

高盐水开始向东南外海退

却
,

至 9 月已完全退离调查区
。

饵料生物密集区也随着高盐水体向同一方向退缩
,

到 9 月

份调查区内的饵料生物密集区消失
,

平均生物量降为 50 毫克 /米
“

( 图 2
.

D )
。

1 9 7 9 年上层水的势力较 1 9 7 8 年弱
,

尤其 2 至 4 月间
,

不但入侵调查区的范围小
,

而

且位置偏向离岸较远 ( 图 3
.

A )
,

直到 6 月份其势力才开始增强 ( 图 3
、

B )
。

7
,

8 月份已达

到与 1 9 7 8 年相当的程度 ( 图 3
、

C )
。

然而
,

其退离海区的时间却推迟至 10 月
,

比 1 9 7 8 年

约迟了一个多月 ( 图 3
、

D )
。

随着上层水入侵势力的变化
,

饵料生物的数量和分布也发生

相应的变化
。 2 至 4 月份的生物量较 7 8 年同期明显偏低

,

尤其是冬末
、

春初的高峰不明

显
,

而且调查区内未出现饵料密集区
。

而 6 月份以后
,

由于上层水的势力增强
,

并与表层

水形成大片交汇区
,
所以调查区的饵料生物量骤增

,

并于 8 月份形成全年最高峰
,

在 6一 9

月份中
,

海区出现大范围的生物量高于 2 00 毫克 /米
.

的饵料生物密集区 (图 3 )
,

并一直延

续到 10 月份才消失
。

上述情况表明
,

调查 区内高盐水体在时
、

空上的变化对饵料生物的

季节变化和离合集散起着一定的制约作用
。

饵料生物密集区随高盐水体的消长 而变化
。

从两年的资料来看
,

调查区高盐水体的入侵范围虽有年际变化
,

但逐月的分布概位却较为

稳定
,

即由调查区西南面 向西北面扩张
,

然后向东北面移动
,

再折向西南面
,

最终退至东

南深海
。

而饵料生物密集区也相应地呈现同样的分布移动趋向
。

调查区饵料生物 的这一

分布特点
,

对于掌握竹笋色索饵鱼群的分布移动趋势具有一定的实际意义
。

饵料生物量的季节变化和分布同竹笑鱼渔汛的关系

过去
,

在调查区的竹笑鱼捕捞量很少
,

但在 1 9 7 8 年的调查中
,

其渔获量却居首位
,

不

但出现的群体多
,

而且集群的密度高
。

竹笑鱼属外海性鱼类
,

其分布移动受海洋环境条件

的影响较大
。

因此
,

分析渔场的环境条件与鱼群分布
、

移动的关系是很有必要的
。

过去对

粤东外海区尚未进行过这方面的研究
,

现仅就外海区的竹笑鱼索饵群与饵料生物的关系

作初步的分析 ,

l
,

饵料生物量的季节变化与渔期

调查区内竹笑鱼的汛期始子初春而终于初秋
,

即竹笑鱼于饵料生物较丰富的 2 月份

饵料生物 t

图 4 几9 7 8 年饵料生物

量同竹笑鱼渔获量的关系

人盆
`
夕、上令à润书侧抑卿100

的创佣
、、、、认

、 、

、

渔获甘
\ ~ J

140120100加印40邻夕兴\帜姗é娜以妞渡尽

,

一
, 毛 .

-
少

3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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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调查区
,

以后
,

随着饵料生物的增长
,

补充群体继续进入调查区
,

并于春季 3 月份饵料

生物的高峰期
,

首次形成集群旺汛
,

此时每小时的平均渔获量达 1 07
·

64 公斤
。

4一 6 月份

随着饵料生物的减少
,

鱼群分散
,

每小时的平均渔获量下降为 5欢公斤
。

到 7
、

8 月份
,

饵

料生物形成夏季高峰时
,

鱼群又高度密集
,

出现第二次旺汛
,

拖网每小时的渔获量高达

18 9
.

13 公斤
。

9 月份由于生物量明显下降
,

密集区消失
,

相应鱼群逸散
,

拖网渔获量骤降

为 43 公斤 /小时
,

竹笑鱼的主群已离开调查区游向深海
,

渔汛结束
。

上述情况表明
,

饵料

生物的季节变化同竹笑鱼的渔讯期以及两次旺发期出现的时间是一致的 (图 4 )
。

2
.

饵料生物的分布与鱼群移动的关系

从 1 97 8 年的调查资料可以看出
,

竹笑鱼的中心渔场一般均位于饵料生物密 集 的水

域
,

渔汛期间
,

首次旺发的中心渔场位于海区西南面北纬 2 0
0

3 0
,-- 22

“ ,

东 经 I工5
。

一 1 16
’

的范围内
。

而第二次又于北纬 2 1。

一 2 2
“ ,

东经 1 1 5
。

一 1 16
“ 3 0’ 处形成旺发

。

两次旺发的中

心渔场内饵料生物量均达 100 一 1 50 毫克 /米
.

的高量 (图 5 )
。

1 1宁 1 1 6
,

1 1 r

图 5 19 7 8 年饵料生物量
、

高盐水体和中心渔场位置 (斜线区为中心渔场
,

其余同图 幻

渔汛期间
,

竹笑鱼主群随饵料生物密集区的逐月分布移动而移动
,

据
“

竹笑鱼主要鱼

群徊游趋势分析
分
结果 (l) 指出 , 汛初

,

竹笑鱼主群是从调查区的西南面外海进入海区的
,

之

后
,

补充群体不断向西北方向扩张
,

渔汛中期逐渐向东北方向移动
,

后又折回西南面水域
,

汛末游向东南外海
,

并由此游离调查区进入深海
” 。

鱼群的这一泅游途径
,

与上节描述的

饵料生物密集区随高盐水体而移动的趋势是一致 的 (图 2 )
。

即 高盐水体— 饵料生

物
— 鱼群三者在调查区内的移动方向完全一致

,

其具体的移动方向和途径是 ; 调查 区西

南 (水域 )

一
西北面 (水域 )

一
东北面 (水域 )

一
西南面 (水域 )

一
东南面深海 ( 图

( 2少 同 3肠 页脚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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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6
.

1 1扩

厂浏扮
,

④!

图 6 高盐水体
、

饵料生物和鱼群逐月移动示意图

6 )
。

三者如此一致的移动方向
,

并非是偶然的
,

而是反映了它们之间存在着一种密切的内

在关系
。

为了进一步了解上述三者之间的关系
,

继而分析了 19 7 9 年的调查资料
。

1 9 7 9 年

的特点是竹笑鱼的渔获量较 1 9了8 年大幅度下降
。

其原因主要是 由于环境因子的 变化所

致
。

上面曾提及
,

1 9 7 9 年上半年粤东外海上层水的势力较弱
,

冬末春初正当竹笑鱼即将

韭上索饵徊游之际
,

调查区内没有出现高盐水体
,

相应地饵料生物量低 (平均生物量仅 50

毫克 /米
,

)
,

未出现密集区
,

因此
,

鱼群比较分散
,

拖网每小时平均渔获量为 20 公斤
,

较

1 9 7 8年同期约降低 朽环
,

而且渔获物的个体偏大
,

未发现叉长为 1 4一 15 厘米的补充群体

进入渔场
,

所 以没有出现汛期的迹象
。

6 月份以后
,

上层水的势力开始增强
,

高盐水体逐月

向调查区内扩张
, 8月代入侵势力最强

,

饵料生物量随之也从 6 月开始逐月增高
,

至 8 月

达最高峰
,

海区的生物量普遍高达 1 00 一 2 00 毫克 /米
. ,

在生物量大于 2 00 毫克 /米
扭 的密

集区
,

出现鱼群聚集
,

渔获量为全年的最高值 (但渔获物组成仍以 2 龄鱼的剩余群体为主
,

故渔获量虽达全年的最高值
,

但还是较 1 9 7 8 年同期低 77 拓左右 )
。

上述两年的情况表明
,

在上层水势力较强
,

高盐水体入侵调查区内的范围较大的年份

(或月份 )
,

饵料生物丰富
,

密集区的范围大
,

索饵鱼群聚集
,

渔获量高 (图 5 )
。

相反地
,

在上

层水势力较弱的年份 (或月份 )
,

调查区的饵料生物量较低
,

相应地鱼群分散
,

渔获量就低
。

并且随着调查海区内高盐水体逐月扩张范围的变化
,

饵料生物和索饵鱼群的分布
、

移动趋

势也相应发生变化
。

高盐水体— 饵料生物— 鱼群三者间的关系是如此密切
,

因此
,

这

种关系可以作为探察竹笑鱼鱼群的指标
。

但是
,

鱼类的行动与海洋环境的关系是错综复

杂的
。

因此
,

要在其他环境因素适宜的情况下
,

饵料生物可 以作为指标
,

但当其他环境因

素发生变化时
,

其指标作用就不明显
,

而由其他环境因素所代替
。

例如 1 97 9 年逛汛初期

( 2一 3 月 )竹笑鱼的补充群体没有进入调查区索饵
,

分析其原因
,

当时虽然渔场的饵料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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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量偏低
,

没有具备适宜于竹笑鱼索饵徊游的饵料条件
。

但自 6 月份开始
,

渔场饵料生物

逐月增多
,

一

也没发现补充群体推迟进入的迹象
。

可见
,

当时饵料生物不是影响竹笑鱼进行

索饵徊游的主要因素
。

从比较 1 9 78
、

1 9 7 9 两年的资料发现
, 1 9 7 9 年整个渔汛期间 ( 2一 9

表 1 15 7 8年渔场一般水温和捕捞现场水温

月月 份份 渔场一般水温 (℃ ))) 捕 捞 现 场 水 温 范 围围

高高高高密集区 ( ℃ ))) 次高密集区 ( ℃少少

22222 加
.

印印 1 8
.

6 8一盼
.

7 000 19
`

加一加
,

7 000

33333 2 1
.

1555 1 8
。

3 -9 es 1 9
。

3 222 助
甲

6 6一 2 1
,

阳阳

44444 拍
,

6000 17
,

8 5 se 一

均
.

9 666 1 6
.

4 1一 2 1
.

0 111

55555 加
.

动动动 1 7
.

9 4一
-

2 1
.

0555
仃仃仃 即

.

必必必 1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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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1
.

1 888

77777 1 9
.

X())))) 加
.

砚一 2 1
。

1 888

容容容 2 2
。

X())))) 场
。

3见一
-

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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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99999999 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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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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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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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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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涂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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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 底层水温分布图

( A
,

1盯8 年 2 月 ; B
,

1盯8 年 3 月 ; 0
.

1留 9 年 2 月书 D
甲

1留9 年 3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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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份 ) 渔场的水温较 1 7 8 9年明显偏低
。

1 7 8 9年渔场底层的水温一般为 Z o
.

S
O

C
,

而鱼群密

集中心的水温一般在 1 8
O

C一 i goC
,

即水温 1 8a C一 2 0
.

5℃是竹笑鱼索饵鱼群的适温范 围
,

在水温高于 2 a1 C
,

或低于 1 7
O

C的水域
,

渔获量明显较低 (见表 1 》
。 1 9 7 8 年汛初的 2一 3 月

份
,

补充群体开始进入海区
,

并且主要密集子 150 米一 2 00 米等深线的水域范围内
,

当时

的水温为 1 9
0

0一 2 0
o

C
。

而 1 9 7 9 年这一带水域的水温只为 16
O

C一 1 7
O

C
,

较 1 9 7 5 年同期偏

低 2一 3 度 (见图 7 )
。

尤其是在 2 00 米等深线边缘一带
,

水温更加偏低
,

形成了温度水乎

梯度较大的等温线密集带
,

很可能由于这些密集带所形成的屏障
,

阻碍了竹笑鱼的补充群

体进行北上索饵洞游
。

这样一来
,

使进入渔场的鱼群数量大大减少
,

以致 1 9 7 9年的渔获

量明显下降
。

上述情况表明
,

由于竹荚鱼对外界环境条件的变化比较敏感
,

所以在 以饵料生物作为

探察竹笑鱼索饵群体的分布
、

移动的指标时
,

还必须了解渔汛期间渔场的其他环境情况
,

如沙度
、

盐度的限界范围等
。

讨 论

两年调查中
,

粤东外海的饵料生物量分别达 86 毫克 /米
.

和 1 0 3 毫克 /米
界。

高生物量

的月份则均在 1 00 毫克 /米
.

以上
,

最高者达 20 。 毫克 /米
.

左右
,

而且高生物量出现的时

间常连续达 2一 3 个月之久
,

反映了该海域具有较丰富的饵料基础
。

这是由于特定的环境

条件所形成的
。

调查区主要受南海表层水和南海上层水所控制
,

在两股水系的交汇区
,

饵

料生物较为丰富
。

南海上层水是影响调查区势力最强的外海高盐水
,

高盐水体在调查区

内的逐月消长情况制约着饵料生物量的季节变化和分布
。

粤东外海的竹笑鱼以挠足类
、

介形类
、

磷虾等浮游动物为食
,

在该海区为追食饵料而

聚集成群
,

属索饵群体
,

与饵料生物有密切的关系
。

表现在饵料生物量的季节变化和分布

与竹笑鱼的讯期和鱼群的分布
、

移动相一致
。

在综合分析高盐水体
、

饵料生物和竹笑鱼三

者的关系时看出
,

它们在时间和分布上的变化也相吻合
。

在高盐水体势力强盛
,

入侵调查

区的范围大的月份
,

饵料生物丰富
,

并出现大片密集区
,

在密集 区及其邻近水域鱼群聚集
。

高盐水体势力较弱的月份
,

海区的饵料生物量低
,

没有出现密集区
,

相应地鱼群分散
。

另

外
,

在渔汛期间
,

高盐水体一饵料生物一鱼群三者呈现了一致的移动趋势
,

即由海区的西

南面 (水域 )一分西北面 (水域 )

一
东北面 (水域 )

一
西南面 (水域 )

一
东南深海

。

三者

间的关系如此密切
,

因此
,

这种关系可以作为探索外海竹笑鱼鱼群的指标
。

由于资料所限
,

以上所提的仅是初步的探讨
。

由于竹荚鱼对环境变化较敏感
,

要掌握它的分布移动规律
,

今后还应当连续收集与其行动有关的环境因子的资料
,

以综合分析方法寻找出它们之间

的规律联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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