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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江径流对河口及邻近海区

渔业影响的初步研究
‘

赵传姻 陈渊泉 邵泽民 王幼槐 沈新强

(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东海水产研究所)

提 要 根据对近年调查资料的分析
,

本文试就长江径流变化对邻近海区理化环 境 的

彭响
、

对河口及邻近海区的浮游动物的数量分布以及渔业的影响等方面进行了讨论
。

长江径流

的变化关系到邻近海 区温
、

盐度和冲淡水的分布
,

并且存在着较强的相关 子 不少经济鱼类的渔

场正位于浮游动物总生物量高区
,

而近海浮游动物总生物量与长江径流蚤之间有着显著 的 正

相关关系 , 径流里的变化不仅改变渔场位置
,

而且影 响海区渔获量的变化
。

文中着重讨论了长

江口
、

舟山和鱼山渔场的带鱼
、

贻够鱼的分布
,

渔场形成
,

渔获量的大小与径流且关系
。

主题词 长江径流量
,

温度
,

盐度
,

浮游动物生物量
,

渔场分布
,

渔获量

1 9 7 1 一 1 9 8 1 年长江入海平均年总径流量为 8 5 4。亿立方米
,

约占流入东海年径流总

量的 8 7环
。

如 以其平展于东海
,

可形成厚度大于 1
.

1米的水层 ; 如平展于北纬 29
“

一33
“ 、

东经 1 2 2
。

一1 2 5
“

海域
,

水层厚度可达 5
‘

7 米
。

可见
,

巨量的长江径流入海后对近海海水

理化性质的影响是极为显著的
。

随着长江流域水利工程的大最兴建
,

工农业生产和人氏

生活用水量日益增长
,

径流量受到人为调节影响
。 一

长它l
一

注入的东海是我 国主要海洋渔 区
,

渔业资源丰富
,

作业方式多种多样
,

均会受到一定的毖响
。

实践证明
,

渔业生产的基础主

要是渔业资源和水域环境
。

目前三者都遭到不同程度的破坏
,

我们有责任把这些情况如

实反映
。

木文试就长江往流量变化对河 日及邻近海区的理
、

化
、

生物环境及渔业的影响等

提出肤浅看法
。

长江径流量变化对邻近海区理化环境的影响

长江 口及邻近海区水文状况主要取决于江浙沿岸水团和东海外海水团的相互配置和

消长变化
,

此外
,

还受苏北沿岸水团和黄海水团的影响
。

江浙沿岸水团主要是长江淡水入

海后形成的
,

分布在长江 口和江浙沿岸一带
,

具低盐特性
。

夏季偏南季风时期
,

长江径流

剧增
,

江浙沿岸水团势力强盛
,

形成一个巨大的冲淡水低盐水舌
,

自河 口 向东和东北方向

扩展
。

在径流较强年份
,

低盐水舌可伸展到济州岛附近
。

冬季枯水期
,

长江径流量大减
,

在

偏北风作用下
,

它紧靠浙江沿岸向南流动
,

势力较夏季显著减弱
。

长江径流量的变化对长

江 口及邻近海区理化环境的影响主要有
:

本文承李冠国教授审阅和指正
,

谨致谢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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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对河口及邻近海区温
、

盐分布的影响

东黄海近海水温预报研究结果表明
,

长江径流是缪响东黄海近海水温变化的因素之
。

表 1 是 1 9 7 7 年至 1 9 8。年长江 口和舟山渔场西部海区水温与长江径流水温度相关分

析
。

表 1 长江径流水温与长江口和舟山渔场西部海区表层月平均水温的相关分析

T叻le 1 T h e e o r r e l毗io n
an

alys触 b旧tw ee n th e w a te r t e 功Pe r at u r . of c h a n g jia u g

R iv e r r u n of f a n d th e

咖毗U y a v e r a g e su d ac e 七em pe r a tu r e of we
ste r n

a

慨
o f bo t h c han g jia n g E st

uar
y an d z h o u s h a 公 r 加h恤9 e r o u n d

叹叹 和回归方程程 长江 l
一

i渔场西部部
RRR & R e 劣r o ss io n e q n a t主o nnn W

e s t 。竺n 吕丁昭
。主 C五a 了1 9

---

jjjjji跳g E 。七u a
汀 F豆sh it iggg

GGGGG 士ou t 、ddd

全全
_ _

年年 相关系数 !乙乙 O
甲

8888 0
.

盯盯
WWW h o 1O ye

arrr C o l, r e l肠土勿 n 电瓜玲fi沁豆e时时时时

回回回归方程程 T = 8
.

汉
十 0

.

饰1 2ttt T = 6
.

帕
十 0

.

肠 5 1 ttt

RRRRR eg re 日妇沁n 仑 q u a t宜o nnnnnnn

增增温期(3~ 8 月 ))) 相关系数 RRR O
甲

沈沈 O
甲

驯333

卫卫. r lo d 蛋o r t .功Po ra 毛u r。。 Co r r e协t沁n c o 。王f此i。立心心心心

朋朋吻
d垃 g 〔M盯 协 人u g

.

))))))))))))))))))))))))))))))))))))))))))))))))))))))))))))))))))))))))))))))))))))))))) 回回回归方程程 T = 一 B
甲

邵 十0
.

9 1尧打 DDD T = 一 1
,

驯) + 0
.

9石石承承
11111之e g r e 日日io 几 。qu at lo nnnnnnn

hhh 对

器璧盆粼~~~ 相关系数 RRR 0
.

俄俄 0
.

邻邻
ddd 钊契 en d in g (S

ep t
.

t o Fo b
一

))) C o r r e加龙宜OT I eo 吐f允ie 士1亡亡亡亡

回回回归方程程 T = 4
甲

08
+ 0

.

88 泌七七 T = 6
,

80 + 0
.

7 8生7 ttt

RRRRR e g r os 吕孟。n c q u a 七匆nnnnnnn

备备 注注 劝 西部系指东经 1 2 3
“
3了以西(下同 ) ;;;

EEE二pla n . t fo nnn 幻 r 为渔场表层月平均水温
,
t 为长江径流月平均水温;;;

韵韵韵 以上各 R 值均在 “ 二 0
.

因1 相关显著
。。

11111 ) 士助 w “s te 二
a

~
i: 昌五。 w n in 七h o w 明t o 主 1器 3 0 , R (邻m e 恤 毛h e 助划 )书书

22222 ) T i日 sh o w n the m 皿t五珍 av o r皿9 0
阴

r fac
e t帅Pe 龙t u 玲 吐 t加 f妇U n ggg

ggggg
rou nd

吕,
t 15 sh

o w n t h e m 恤乞班y 昨
e r

鲍e te rn p e ra t u拍
。主C L丑 n g ji肠ggg

RRRRR 沈e r r

皿
。生f;;;

33333 ) It 油 w it h 训t日ta n d in g o o r r . h 龙io n w h en a ll o蛋七h e R v al u 。 加ted
a b时...

aaaaa
加 in “ 二 0

.

COI
...

径流变化对河 口及邻近海 区渔场盐度的影响要比温度更为显著
。

径流减少
,

沿岸低

盐水势力减弱
,

外海高盐水入侵
,

河 曰及邻近海区恤场盆度增 高
。

从图 1 可见
, 5一9 月长

江径流剧增
,

渔场月平均盐度显著减小
; 12 月至翌年 4 月径流量大减

,

月平均盐度明显增

大
。

同时
,

随着水深加大
,

月平均盐度受径流影响减弱
。

另外
,

对于相同月份
,

由于各年

径流量 的差异
,

冲淡作用各不相同
,

平均盐度有较大的差异
。

以 6 月为例 (表2 )
,

1 9 7 9 年6

月长江径流量 比 1 9 7 7 年 同期减少约 6 00 亿立方米
,

该年 6 月长江 口
、

舟山渔场西部海区

月平均盐度分别比 1 97 7 年增大 5
.

68 编和 4
.

31 编
。

相关分析表明
,

上述海区各代表水层

的平均盐度与径流有着显著负相关
,

可见径流变化对邻近海区盐度有直接影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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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对冲淡水分布的影响

图 2 表示长江冲淡水面积与径流量的对应关系
。

它们在表层
、

10 米层的 相 关 系数

凡
, 、

Rl
。

和回归方程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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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

W0
、

万
1 。

分别表示表层
、

10 米层 31 编等盐线所围面积 ; Q 表示长江月径 流量

值
。

表明冲淡水面积 随径流量呈
。指数变化

,

并且随着深度增大
,

相关迅速减弱
,

15 米

以下相关就不明显
,

到近底层相关系数 R 近似为零
。

可见
,

径流对冲淡水扩展范围的影

响主要在上层
。

1 9 7 8 年系百年少遇大旱年
,

长江年径流量仅为常年的 7 2
.

5%
,

比常年减少约 2 6 0 0 亿

立方米
。

加上该年长江中下游抗旱也抽调 了不少江水
,

据估计仅安徽
、

江苏两省抽引江水

总量约 3 00 多亿立方米 (据沈焕庭等
, 1 9 8 5 )

,

因而入海径流量更少
,

长江 口盐水入侵之严

重程度为数十年来所罕见
。

该年冲淡水扩展范围即使在洪水期也局限于 东 经 1 2 3
’

30
‘

以

西 , 而正常年份
,

6一8 月 冲淡水越过东经 1 2 3
0

30
‘

线
,

向外海扩展 ; 丰水年 (如 1 9 73 年 )甚

至越过东经 1 27
“ ,

影响到济州岛附近海 区
。

(三 ) 河 口及邻近海区水质发生变化 妇
1 ‘

据报道
,

长江每年输入海中的营养盐硝酸氮的量估计可达些J乙吨以上
。

河水挟带

大量泥沙中有相当数量是各种有机质
,

有机质的分解是河水中天基无机营养盐的重要补

充来源
。

另外
,

河水悬浮物中含有大量与水生经济动物幼体发育成长有密切关系的胶体
。

因此
,

长江径流钻减少
,

就可能引起入海西养盐总量的减少
。

此外
,

长江入海径流量减少
,

污染物质将集中分布在河 口及邻近岸区
,

影响其稀释
、

扩散
,

延长污染物滞留时 rkJ
,

使污染

物浓度增大
,

因此
,

使这一带水体污染加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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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江径流与浮游动物的关系

浮游动物全凭水流摆布
,

受水流的方向
、

流速和分布范围的影响
,

其数量变化与海水

理化因素有密切关系
。

据对北纬 27
’

一32
。 ,

东经 12 7
。

以西海 区 3 5 个航次 1 5 7 7 个测站的

调查结果表明
,

我国近海浮游动物生物量以舟山渔场最为突出
,

最高达 1 58 毫克/ 米
皿 ,

通

常最高峰出现在 6一8 月
,

这和东海的水系结构有密切关系
。

长江径流带来了大童营养物

质
,

是河 口及邻近海区生物营养补充的主要来源
。

径流减少
,

水体含盐量高
,

影响到淡水

和咸淡水浮游植物和浮游动物种类租数量的减少
,

高盐种类及其数量的增加
,

直接影响到

摄食者(鱼虾)的数量分布和种类变化
。

统计表明
,
1 9 5 8 年 4 月至 1 9 5 9 年 3 月东海近海浮游动物总生物量

,

及 1 9 7 1 年 了月

至 1 9了4 年 6 月北纬 27
。

一32
“ 、

东经 1 2 7
“

以西海区的浮游动物总生物量与长江径流量之

间存在着较好的相关
,

相关系数 R 分别为 。
·

8 2 1( N = 16 )和 。
.

4 1 8( N 二 3句
,

均属相关显

著
。

图 3’表明它们的对应关系
。

一般总生物量随着入海径流量的增大而上升
,
6一8 月达

到高峰
,

10 月 以后随着径流的减少而下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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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东海近海浮游动物总生物量与长江径流量季节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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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海高生物量区经常出现在受长江径流影响显著的长江口外
、

舟山群岛附近
、

浙江沿

岸和大沙渔场西部
。

浮游生物蕴藏童和生产力的大小
,

直接或间接影响海区渔业资源的波

动
,

其生物量高低决定鱼群在渔场停留时间
,

其数量分布与经济鱼类的幼鱼或成鱼的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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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分布有密切关系
。

生产实践和调查研究表明
,

不少经济鱼类的渔场正位于浮游动物总生物量高区
。

如
,

1 9 7 2年 5 月
、

7 月和 1 97 3 年 4 月机轮围网和机轮拖网生产作业渔场基本上位于浮游动物

总生物量高区 (图 4 )
。

爵爵爵舞舞舞啄啄啄
图 4 机轮生产作业渔场与浮游动物总生物量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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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江径流变化对河 口及邻近海区渔业的影响

目前
,

我国在东海区的海洋捕捞年产量 (不包括台湾省产址 )约 1拓 万吨
,

约占全国海

洋捕捞年产量的 50 万 ; 并且渔业生产主要还是在 1 00 米等深线以 内的近海
。

近海渔场是

经济水产品产量最大的区域
,

与长江淡水关系极为密切
。

(一) 对长江口及邻近近海影响的生态经济价值

长江 口及邻近近海受长江来水来沙的直接响影
,

这一带水域既是多种经 济鱼
、

虾
、

蟹

类繁殖
、

孵育场所
,

又是多种经济鱼虾类的重要发源地和重要入海进江通道 , 既有重要经

济鱼种和珍贵品种
,

又有许多养殖苗种资源
。

舟山渔场受长江淡水影响显著
,

是我国海洋

渔业生产力高水域和重要生产作业渔场
。

另外
,

沿岸滩涂和湿地又是发展养殖业的重要

基地
。

因此
,

这一带在渔业上具有特殊的生态经济价值
。

长江对这一带的影 响就不能单

纯 以渔获产量来计算
,

而应考虑其生态经济价值
。

(二) 改变渔场位置

径流影响河 口区盐度的分布 ,盐度与一些溯河性鱼类
、

甲壳类或河口附近栖息的鱼类

分布有密切关系
。

如
,

凤鱿和前领间银鱼平时栖于河 口或沿岸海域
,

春季均喜在咸淡水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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汇区产卵
。

交汇 区的范围和位置的变化直接影响到这两种鱼的渔场变动
。

在本世纪六十

年代前
,

长江 口北支凤跻和前领 1h] 银鱼渔业颇盛
,

六十年代以后
,

由于北支 日益 淤 浅
,

渔业大衰
。

河蟹每年秋冬之交到河 口 浅海繁殖
,

幼
一

苗至米年初夏再溯江而上
,

到淡水中生 长发

育
。

调查和生产实践说明
,

长江 口河蟹产卵场离河 口 浅海的远近
,

深受当年长江径流的影

响
。

一般
,

径流最大
,

河蟹产卵场向外海推移
;径流丛小

,

产卵场离陆岸近
,

蟹苗分布 仄域

向江河上游推移
,

蟹苗亦较集中
,

利于捕捞
。

在近海
,

不同水团的交汇 区其有形成 良好迅场的条件
。

长江径流丝变化影响水团交

江 区的分布
,

关系到鱼类的分布
。

如
, 1 9 7 3 年 4 月和 10 月径流量比 ]9 72 年同期大

,

给鳞

渔场位置比 1 9 7 2 年偏东
,

范围亦较大 (图 5)
。

同样
, 1 97 7 年 4 月 和 10 月径流量比 1 9 7 8年

同期大
,

渔场位置较 1 9 7 8 年偏东
,

范围较广 (图 6)
。

沿岸冲淡水在底层的扩展
,

缪响到底层鱼类的分布
。

如
, 19 73 年 5

、

6 月长江冲淡水

势力较 1 97 2 年同期强
,

海礁附近以带鱼为主的拖网渔场比 1 9 7 2 年同期偏东
,

范围亦广

(图 7 )
。

7
、

8力长江径流量急增
,

冲淡水向东北方 向扩展
,

带负渔场相应向北移动
。

同样
,

1 9了3年 7
、

8 月渔场位置仍然比 19 7 2 年同期偏东
、

偏北
,

并且拖网总产量和平均网产量均

较高
。

如
,

某海洋渔业公司 1 9 7 3 年 8 月比 1 9 7 2 年同期总产量高 8 10 吨
,

平均网产量高

2 1 0 公斤 /网
。

渺渺渺
图 7 1 97 2年和1 973年5一6 月拖 网渔场

F褚
.

7 T he t

ratt.
1 fio bj」〕9 9

~ 时
。 fro m 乌如J 切 J u 。 。 10 19 7 2 a

屺 1 97 3

二
.

渔场 Fi sh 她9 9 切
”

TLd b
.

盐度 经缸10 1 : y

(三 ) 影响海区渔获量的变化

径流的变化直接或间接地影响渔获量的变化
。

鳃鱼和刀鱿每年春季经沿岸海域与河

们 区溯江产卵
,

此时径流对它们的生殖洞游起到刺激诱导作用
。

在一定径流范围内
,

径流

大
, _

匕溯产卵的鱼群群体数量大
,

渔获量较高
。

当然
,

径流过份大
,

水流太急
,

也不利于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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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 卜溯
。

在我国
,

由于河流径流降低
,

影响到河 口渔业严重减产的事例过去也 曾有发生
。

如
,

五

十年代末期
,

由于黄河治理和工农业生产发展
,

黄河秘流量不断下降
, 1 9 5 9 年径流量仅

及多年平均年径流量的 60 %
,

1 96 0 年仅及 20 % 左右
,

因而导致了这两年河 口渔业的严重

减产
‘1 )。

在不考虑鱼类资源量的变化和人为的捕捞因素或其他环境因素影响的情况下
,

试就

入海径流量与近海渔场的渔获量的关系比较分析
,

可以看到
,

东海区主要鱼神的带鱼和

贻
、

鳞鱼等的生产都受到径流量的影响
。

表 3 1盯弓- 19 81年浙江渔场冬季带鱼汛产里与长江径流量相关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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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

浙江渔场冬季带鱼汛 浙钱渔场 (包括睐山渔场)冬季带鱼汛是我国海洋渔业生

产中规模最大
、

产量最高和渔汛期持续时间最长的渔汛
,

其带鱼产量 占东海区带鱼产量

的 60 多左右 , 因此
,

浙江渔场冬季带鱼汛生产年景好坏
,

对东海区及全国带鱼产量的影响

都很大
。

从表 4 可见
,

浙江渔场冬季带鱼汛产量与 10 月长江径流量相关最好
,

与 9 月
、

2 月及

某些月份径流量积累也存在着相关
。

因为此时正是长江冲淡水顺岸南下时期
,

冲淡水强

弱对浙江渔场海况有明显影响
。

同时
,

这个时期带鱼进入浙江渔场作越冬泅游
,

所以此

时长江径流量变化与浙江渔场的形成
,

资源变化
,

以及冬汛生产等都有密切关系
。

以10 月

份为例
,

有如下关系式
:

乙
。二 2弘

.

4盯 + O
,

4 3 1 5 7Q

式中
,

乙
。

为浙江渔场冬季带鱼汛产量 (万担) , Q为 10 月长江径流量 (亿米
. )

。

2
.

秋汛索坏带鱼群体 在有些年份
,

东海秋汛带鱼索饵群体北上数量与 7 月长江

表 4 19 70一1日75年32
0

00
1

一 34
0

0 0 , 班带鱼产里和长江径流盆的相关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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径流量相关淘
。

表 4 的计算结果进一步说明这一关系
。

7we g 月径流量较大的年份
,

长江

冲淡水势力较强
,

运动方向偏北
,

对北上鱼群起了向北推送作用
,

因而北上索饵群体数量

较多
。

如 1 9 7 3 年和 1 9 7 4 年是数量较多的两年
。

3
.

长江 口 、

舟山
、

鱼山渔场机轮 围网年 总产量 我国机轮围网产量波动较大
.

如

1 9 7 2一 1 9 7 9年机轮在长江 口
、

舟山
、

鱼山三渔场产量的季节和年际变化都较大
。

尽管如此
,

1 9 了2一 1 9 7 9年长江径流量与三渔场机轮围网年总产量间却存在着相关 (表 5 )
。

这是由于

径流量大的年份
,

冲淡水势力较强
,

与外海高盐水形成较强交汇区
,

加上径流带来的丰富

营养盐类和适宜海况条件
,

有利于渔场形成
。

(四) 影响海区鱼种组成的变化

渔业资源种的组成与环境条件 (如水温
、

河川径流
、

海流等 )大的变动有密切关系
。

河

口生物由于受盐度支配作用大
,

所以多属海洋性
,

如鱼类多为海洋鱼类
、

咸淡水鱼类
、

溯河

性鱼类
,

淡水鱼类极少
。

受地理及径流影响
,

东海区近海鱼类温水性种类占优势
,

暖水性

种类栖息分布的时 间也很长
。

当然
,

径流的异常变化有可能引起渔业资源种的组成的改

变和周期性波动
。

1 9 7 4 年夏季长江径流较小
,

有些海洋鱼类曾进入长江
,

该年在南京捕获

到蒲氏粘盲鳗
,

在镇江捕到马鱿鱼
,

曾引为奇谈
。

长江径流量的变化对渔业的影响是多方面的
,

上面仅是其中的几个侧面
。

塔响有些

是直接的
,

它在短时间内可 以显著地反映出来 ;而更多的却是通过长期的作用
,

缓慢地得

到反映
,

尤其是对属于生物性的渔业的影响更是这样
,

需长期的观察和监测
,

以摸清规律
,

寻找各影响因素间的关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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