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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近海三种主要经济鱼类的

生物学特性与资源现状

林 新 灌

(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东海水产研究所)

提要 大黄鱼
、

小黄鱼和带鱼
,

是中国近海最重要的三种传统经济鱼类
。

本文主要论述

了它们的分布
,

徊游和生物学特性
,

以及 1 9 5 6~ 1 9 8 4 年期间的开发利用经过和产量
、

资源变

化
。

作者认为 : 近期这三种鱼产量的剧烈波动和种群年龄结构的显著变化
,

主要是由于过 去

20 一30 年捕捞过度引起的
。

根据实践经验
,

把长寿命鱼种的最适年可捕量定为 I Z3
.

M
,

P : (种

群可捕资源)或 1 侣
.

5
·

M
·

B 。

更为妥当
。

如果期望本海区渔业资源状况得到根木好转
,

必须对

目前的捕捞强度作大幅度压缩
。

而要实现这一点
,

前面还有大量的社会
、

经济和立法问题疏待

解决
,

且需国际上更广泛的协作
。

主题词 大黄鱼
,

小黄鱼
,

带鱼
,

渔业生物学
,

鱼类资源

大黄鱼 (乃
。

毗娜落酬憾 盯
~

)
、

小黄鱼 (尸邵。do 即落琳。“ 卿Z岁姗才伪)和带鱼 (介‘ch 感”r 哪

加州。。)
,

历来是中国近海特别是东黄海三种产量很高
、

肉味鲜关
、

深受群众喜爱的经济

底层鱼类
。

前两种同属石首鱼科 (s e主‘n id“ )
,

黄鱼属 (p * u d“。iae 。的
。

鱼体都呈金黄

色 (在浑水中时 )
,

但内
、

外部形态均有一系列可资识别的特点
。

如椎骨数
,

大黄鱼为 26

(25 ~ 2 7 )
,

小黄鱼为 2 9 (2 8一3 。) ;侧线至背鳍起点鳞的行数
,

大黄鱼为 8 ~ 9 行
,

小黄鱼为
5一6 行 ; 最大体长

,

大黄鱼通常约为 5。厘米 (重 :
.

5 公斤 )
,

小黄鱼药为
: 5 厘米 (重 。

.

7公

斤 )
。

带鱼属带鱼科 (T r 允h iu ri d ae )
。

体呈带状
,

银白色 (低龄鱼 )
,

尾部逐渐尖细
,

头顶扁

平
,

臀鳍棘不明显露出 , 最大肛长通常为 50 厘米 (重 1
.

3 公斤 )
。

过去大黄鱼
、

小黄鱼的最高总年产量均曾超过 20 万 吨
。

其中大黄鱼主要为中国所利

用(据历史记载中国自三国时代开始即已捕捞大黄鱼 )
,

南朝鲜也有一定产量
。

小黄鱼则

中国
、

日本
、

南朝鲜都有较高产量
。

带鱼最高总年产量约为 80 万吨
,

主要为中国所利用
,

其次是南朝鲜和 日本
。

近 3 。年来
,

由于中国
、

南朝鲜和 日本在东黄海捕鱼都有了很大的发展与提高
,

致使小

黄鱼早在六十年代
,

大黄鱼和带鱼则在七十年代
,

先后出现了产量的剧烈波动现象与鱼体

趋向小型化
。

在此期间
,

中国的渔业科学工作者对该三种鱼的渔业生物学
,

曾作了较为系

统全面的调查研究
。

三种鱼的分布
、

洞游与生物学特性

大黄鱼是一种分布于黄海南部
、

东海及南海北部 (雷州海峡以东 )的暖水性浅海土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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鱼类
。

分布水深
,

越冬场约为 30 一 6 。米
,

产卵场约为 5一20 米
。

产卵适温约为

一
2 3

“

C
。

据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川和作者六十年代以来用生物测定学对其种群所作的调查
,

据

以判断大黄鱼可 以分为¹ 朝鲜半岛西南岸
、

º吕泅
、

À 岱衡
、

¼ 大目一猫头
、

½ 官井
、

¾ 牛

山
、

¿ 闽南
、

À 南沃
、

Á 汕尾
、

 粤西等 10 个种群
。

各个种群背鳍软条数的频率分布与平

均值均有明显特点
。

种群数量以吕泅
、

岱衡两群为最大
。

各种群年间南北或东西的移动

距离一般只有 300 一5 00 公里 (图 1 ,

表 1 )
。

坦
. 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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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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户
图 1 大黄鱼种群的分布和徊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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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大黄鱼种群背鳍软条数的频率分布和平均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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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黄鱼是一种分布 于 黄 海 和 东 海

(台湾海峡以北 ) 的温水性近海 土 著 鱼

类
。

分布水深
,

越冬场约为 50 ~ 80 米
,

产卵场约为 6一 30 米
。

产卵适温约为 10

~ 1 6℃
。

据作者等六十年代初用生物测

定学的调查阁
,

以及参照以后的产量变

动情况
,

看来小黄鱼可以分为¹ 黄渤海
、

º黄海 (朝鲜西岸 )
、

» 南黄海
、

¼ 东海等

4 个种群
,

数量 以南黄海群及黄海群为

大
。

各种群年间的南北徊游距离约为500

一 8 0 0 公里 (图 2 、

表 2 )
。

带鱼是一种广泛分 布于 中 国 近海

(还有印度洋
、

大西洋 )的暖温性鱼类
。

分

布水深
,

越冬场约为 60 ~ 100 米
,

产卵场

约为 10 ~ 3 0( 黄渤海 ) 或 40 ~ 70 (东海 )

米
。

产卵适温为 17 ~ 23 ℃
。

据作者等六

十年代调查〔句 ,

中国近海的带鱼可以分

为¹ 黄渤海
、

º东海一粤东
、

» 粤西
、

¼

北部湾近岸
、

½ 北部湾外海等 5 个种群

(表 3)
。

数量以东海一粤东群最大
。

种

群的年间泪游距离最大可超过 1 , 。00 公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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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小黄鱼种群的分布和徊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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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中国近海的浮游动物比较丰富
,

平均为 100 ~ 150 毫克 / 米
. ,

而底栖生物十分贫

痔
,

平均只有 2。一30 克 /米 , ,

故该三种鱼特别是低龄阶段均以食浮岭甲壳类为主
,

且在不

同程度上都有明显的昼夜垂直移动习性
。

大黄鱼和小黄鱼产卵时都能发 出鸣声
。

大黄鱼的产卵期分春夏
、

秋冬两季
,

东海以

4一 6 月的春夏季为主
,

南海以 11 ~ 1月的秋冬季为主
。

初次性成熟体长约 为 20 ~ 25 厘

米 (重 20 0一 250 克 ; 2一 3 龄 )
。

个体怀卵量约为 10 ~ 10 0 万粒
。

卵浮性
,

成熟卵卵径为

1
.

2~ 1
.

4 毫米
。

受精卵在 20 ℃海水中约 1 .

7 天即可孵化
。

小黄鱼的产卵期在春季的3一

5 月
,

南早北晚
。

初次性成熟体长约为 18 厘米 (重 80 克 ; 1一2 龄 )
。

个体怀卵量约为 2一

30 万粒
。

卵浮性
,

成熟卵卵径为 1
.

3~ 1
.

6 毫米
。

受精卵在 1尔C 海水中需 6 天才能孵化
。

带鱼的产卵期
,

黄渤海为 5 ~ 6 月
,

东海为 2~ n 月
,

但亦以 5一 6 月为主
。

初次性成

熟肛长
,

在黄渤海约为 28 厘米
,

东海约为 24 厘米 (重 20 0 克 ; 1
,

5 龄 )
。

个体怀卵量约为

l一40 万粒
。

卵浮性
,

成熟卵卵径为 1
.

8一 2
.

2 毫米
。

在 20 ao 海水中约 3
.

5 天可以孵化
。

大黄鱼原始种群每 千尾样品的最大年龄
,

在南黄海和东海北部约为 2 7 龄 (1 龄鱼约

重 5 0 克
, 2 龄约 150 克

, 3 龄约 275 克
, 4 龄约 3 75 克 )

,

东海南部约为 18 龄
,

粤西约为 9

龄「.] ,

可见其平均年自然死亡率分别约为 。
,

2 、

。
.

3 和 0
.

肠〔幻
。

小黄鱼原始种群的最大年

龄在黄渤海约为 13 龄 (l 龄鱼约重 50 克
, 2 龄 13 0 克 )

,

南黄海约为 18 龄
,

东海约为 8 龄
,

可见其平均年自然死亡率分别约为 。
.

4
、

。
,

3 和 。
.

6
。

带负原始种群的最大年龄约为 7 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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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小黄鱼种群各项计数特征的平均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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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带鱼种群的计数和解剖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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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龄鱼约重 1 00 克
,

2 龄 30 0 克〔‘二)
,

其平均年自然死亡率约为 0
.

6民

1 9 5 5一 1 9 8 4 年间的开发利用经过与资源现状

由于大黄鱼越冬鱼群不完全栖息在海底
,

故机轮拖网产量不高
,

用小型有囊围网和机

轮围网却可获得较高产量
。

产卵鱼群过去主要用小型渔船张网和有囊围网捕捞
,

索饵鱼

群多用流网和钓捕捞
。

五十至六十年代 曾出现过敲脑作业
,

因伤害资源而被中国政府禁

止
。

小黄鱼越冬鱼群可用机轮拖 网捕捞
,

产卵鱼群则小型渔船张网
、

小型围网和机轮拖网

均可捕捞
。

带鱼产卵鱼群可用机轮拖网捕捞
,

过去在黄海也有用小型无囊围网捕捞的
。

但

在东海
、

用小型有囊围网捕捞越冬徊游鱼群的产量约占带鱼总产量的 4 / 5
。

因冬季在 东

海北部沿海
,

风暴后海水被搅浑
,

鱼群往往被迫聚集在海洋的近表层
,

围捕最易
。

东黄海自五十年代中期加大捕捞强度以后
,

小黄鱼的总产
、

单产逐渐下降
,

至六十年

代中期
,

传统渔场已基本趋于荒废 (除南朝鲜西海岸外 )
。

吕泅群大黄鱼
,

是在六十年代中

期被最后开发的
,

但至七十年代中期
,

大量利用越冬鱼群后
,

同早 己开发的岱衡群一样
,

产

量亦大幅度下降
。

带鱼是五十年代 (黄渤海 )
、

六十年代 (东海 )才大量利用的
,

七十年代黄

渤海渔场 已荒废
,

但东海带鱼现仍维持较高产量(表 4 )
,

只是单产已 明显下降
。

与此同时
,

三种鱼的种群年 龄结构和生物学特性也起了显著变化
。

如千尾样品的最

大年龄
,

大黄鱼已减至 或~ 7 龄
,

小黄鱼 已减至 3 ~ 建龄
,

带鱼在六十年代后期 已减至 4 龄
。

因此 目前三种鱼的平均年总死亡率分别约为 0
.

7 ~ 0
.

9
、

。
.

9一。
.

97 和 。
,

9
。

其次三种 鱼

的生长均有所加快
,

性成熟已明显提前
,

如东海带鱼肛长 18 厘米大部已达性成熟
。

讨 论 与 结 论

中国近海这三种鱼的原始资源量都相当雄厚
。

据作者估算
,

吕泅群大黄鱼的可捕资

源量即有 60 ~ 80 万吨
〔, ’ ,

整个大黄鱼的可捕资源量约为 1 50 一2 00 万吨(另有幼鱼约 20 万

吨 )
。

估算小黄鱼的原始资源量约为 10 0一 13 。万吨 (另有幼鱼约 30 万吨 )
。

带鱼的原始

资源量亦约为 10 0 ~ 13 0 万吨(另有幼鱼约 50 万吨)
。

而三种鱼的饵料基础均较好
,

发生

量也较稳定
,

资源变化受环境的影响较小
。

因此
,

近 20 一30 年来这些鱼类出现的产量剧

烈波动和种群年龄结构的显著变化
,

只能从人为的捕捞括动去寻找原因
。

根据三种鱼的

平均年自然死亡率和 目前的总死亡率
,

由此可估算出它们的平均年捕捞死亡 率 已 高达

0
.

6 ~ 0
.

8 ,

处于毁灭性的过度捕捞状态
。

19 5 4 年 M
·

B. s e h盼f。 对低纬度短寿命鱼种的最大年可捕量 曾提 出 过 l/ 2. M
·

Bo

的模式
「司 ,

但它并不适用于中
、

高纬度的长寿命鱼种
。

根据我们的实践经验
,

中国近海这

三种鱼的最适年可捕量应为 1 / 3. M
·

P , (可捕资源量 )或 1 / 3
.

5
·

M
·

B
。 ,

分析其根本原因
,

估计与这些鱼的原始资源积累量较大
,

开发利用后种群仍保持较高的死亡量有很大联系
。

正如 卫
.

H ei 二c k e
所早 已正确指出的

,

捕捞只能从中索取定额利息
,

而不能动摇资源这个

(功 林新泄
, 1匀81

。

东黄海渔业资源今昔
。

东海水产研究所研究报告第一集
,

盯一石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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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期 林新耀: 中国近海三种主要经济鱼类的生物学特性与资源现状

固定本金川
。

近年来
,

中国的水产养殖业取得了很大进展
,

如 1 9 7 9 ~ 1 9 8 4 年水产养殖业的年产量

平均每年约递增 15 %
。

海洋捕捞业虽仍徒劳地大量增加渔船渔具等生产能力
,

但产量始

终停滞不前
,

渔获质量继续下降
,

已给渔业的生态
、

经济造成了很大的破坏与影响
。

目前

渤
、

黄
、

东
、

南海的捕捞强度 已比美国的东西两岸高 4~ 6 倍
(1 , 。

’

如果期望这几个海区的渔

业资源状况能在本世纪内得到根本改善
,

则大幅度压缩各类作业的捕捞强度乃是一项刻

不容缓的任务
。

而要实现这一点
,

须将大量劳动力向增养殖和第二
、

第三产业转移
,

则前

面还有大量的社会
、

经济与立法问题需要解决
。

至于对在东黄海从事捕鱼生产的几个国

家和地区的共同作业区
,

与对徊游性较强的鱼类
,

无疑应需通过国际间更广泛的协作
,

以

期共同维护和合理地利用这些海区的天然鱼类资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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