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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东湾中国对虾标志放流

及其增殖效果的研究
’

薛洪法 吕桂荣

(渤梅水产增殖科学实验基地
,

孙迪杰

营口增殖实验站 )

提 要 本文根据辽东湾中国对虾标志放流实验与重捕资料
,

对辽东湾中国对虾 放 流

场的选择
、

种苗的放流规格和放流增殖效果进行了研究
。

根据上述实脸分析表明
,

在辽河 口海

区进行对虾放流增殖是较理想的场所
,

在秋汛生产期洞游分布遍及辽东湾传统的中心 渔 场 ;

放流种苗的适宜体长规格为 5恤 以上
,

回捕率较高
,

最高达 3
.

31港
。

这将对辽东湾生产性对

虾放流提供科学的依据
。

主题词 对虾
,

辽东湾
,

标志放流
,

增殖
。

辽东湾是渤海北部的一个内湾
,

在地理位置上指河北省大清河 门 至老铁山连线以北

海区
,

约 占渤海面积的 60 %
,

是渤海的主要对虾渔场之一
。

特别是辽河口 海区饵料生物

丰富
,

是对虾产卵
、

繁殖
、

生长的优 良场所
。

由于海区 自然地理和环境条件的变化
,

使对虾

资源量波动剧烈
。

为了增加渤海海域的对虾资源
,

根据渤海增殖基地下达的科研项目
,

于

1 98 3~ 19 85 年我们进行了辽东湾对虾苗种标志放流及增殖效果的研究
。

三年来共标志放

流对虾 123
, 5 72 尾

,

重捕对虾 1
,

2 33 尾
。

实验结果表明
,

在辽东湾辽河口海区进行对虾标

志放流是较理想的场所
。

放流对虾的分布及秋汛渔场与自然对虾相同
,

而且在越冬场和

产卵场均捕获放流标志虾
,

回捕率也较高
,

最高达 3
.

31 拓
。

这将对今后大规模生产性放流

增殖对虾资源提供了基本依据
。

材 料 和 方 法

1 苗种 来源 标志放流使用的对虾苗种为 5 月下旬至 6 月中旬出池的虾苗
,

经中间育成 休 长 达

3呱 以上后进行放流
。

见表 1
。

2 标志方法 一九八三年采用挂牌标志和剪尾扇标志两种方法 ; 剪尾扇由于再生短厚小尾
,

而且

不易发现
,

效果不好 , 19触
、

19肠 两年全部采用挂牌标志
。

标志牌为长方形塑料薄片
,

两端椭圆
,

其规格
,

长 12 。 。
、

宽 s m m
、

一面为号码 (如 851
、

8印
、

日昭等 )
,

另一面刻有
“

营口 站
”

字样
,

颜色分别为红
、

粉红
、

浅

绿
、

浅黄色四种 操作方法
:

用涤纶线 ( 6帅 )先将牌系好
,

然后穿过对虾背部第一
、

二节间 (略偏上 )
,

系上

两个扣
,

以防脱落
。

3 标志放流 的时间
、

数 1 及规格 根招苗种来源及中间育成期生长速度
,

若放流 3 c m 以上的对虾
,

最早时期为 6 月末
,

我们本着苗种规格达到放流要求规格后应尽早放流的原则
,

把放流时期定为6月末至

本文曾提交给中国水产学会第四次全国会员代表大会赞学术年会 ( 1 087 年 11 月 石一 10 日 )
。

并在学术讨论的

分组会上宣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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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9 3 1 1 8一 9 1 8 5年放流对虾中间育成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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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流数量以每次不少于一万为基准
。

因为一次放流数量过少
,

难以说明间题
。

苗种放流的规格

确定为 3~ 7二
,

目的是为了弄清放流规格同回捕率的关系
。

如表 2

表 2 标志放流的时间
、

地点
、

规格及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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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流场的选样 根据辽东湾白然海 这对虾幼体密集点之
一 ,

是在辽河口东西两侧的浅水区 域
,

我们选择辽河口东侧西炮台南潮间带区进行放流
。

放流场的理化因子同中间培育池基木相 同
,

选择 该

场所
,

能够提高放流后的成活率
。

放流在落潮时进行
,

因为沿岸芦苇生长茂盛
,

防止挂牌虾挂在芦苇上
。

见表 3

5
.

放流方法 将挂好牌的对虾
,

放入尼龙纱窗网箱中 (规格 1
.

5 、 1
.

2 ` 1
.

0米 )暂养
。

暂养密度1 500

尾 一 2 00 。 尾 /个
,

成活率 9。一肠男
,

经 12一触小时暂养后移入舶板船舱或竹筐中
,

在落潮后运到水深l se 牙

米处
,

倒入海中
。

放流场为平坦软泥底
,

水混浊
,

对虾饵料丰富
,

水质条件适宜
,

如生产性放流
,

可直接开

闸放流入海
。



4 期 薛洪法 吕桂荣等
:

辽东湾中国对虾标志放流及其增殖效果的研究

表3 放流场同培育池理化因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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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 究 结 果

1
。

标志放流的对虾的涸游分布

(l ) 放流后 早期幼甘灯的移动分布 从放流

后早期对虾的重捕资料看
,

放流后至 8月中旬幼对

虾在辽河口沿岸浅水区栖息
,

摄食成长 (见图 1 )
。

该区饵料较丰富
,

理化因子适宜
,

适合幼对虾的生

长 ,且水质混浊
,

有利于逃避害鱼的捕食
。 8 月下

旬至 9 月初沿岸浅水区没有捕到标 志 虾
,

说明对

虾随着水温的变化 已向深水区移动
。

由于该时期

为禁渔期
,

深水区没有渔船作业
,

所以 8 月下旬至

。 月初没有捕到标志虾
; 9 月 5 日对虾开捕后标

志对虾被大量重捕
。

(2 ) 对灯秋汛渔场的淘游分布 9 月 5 日 对

虾开捕后
,

标志对虾在渤海的大部分秋汛对虾渔

场被重捕
。 1 984 年放流对虾的主要重捕渔区见图

2
。

1 9 8 5 年标志放流的对虾的主要秋讯渔场见图

3
。

以上结果说明
,

在辽河口海区进行对虾放流
,

秋汛开捕前已进入辽东湾的主要对虾渔场
。

:岁)
, 告口增班淆

{
`

: :

式.

了宁
·

二二J

.

图 1 辽东湾 19 83一 1 9防 年对虾标志

放流早期幼对虾分布 (放流后一 8 月中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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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辽东湾9 14 8年标志放流对虾徊游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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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辽东湾 19 85年标志放流对虾徊游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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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 越冬淘游分布 从 11 月份开始随着水温的下降
,

标志放流对虾逐步开始进入越

冬场作越冬徊游
。

从回捕资料看
,

放流对虾同自然对虾同样进入黄海对虾越冬场
。

<4) 越冬对虾春汛产卵泪游分布 从重捕资料看
,

放流对虾越年进行产卵繁殖
,

而且

产卵后又进入越冬场
。

这就说明放流增殖法对渤海对虾资源的恢 复是很有利的 (见 图 2 、

图 3 )
。

实验结果表明
:

标志放流对虾的徊游分布与自然海区的对虾徊游分布和渔场渔期基

本一致
。

2
.

标志放流对虾的生长

根据回捕资料分析
,

、

放流对虾的生长速度基本和 自然对虾相 同
。

1 9息4 年回捕的对虾

最大体长为 20 `
、

最小体长为 14 c m
。

1 9 85 年回捕的对虾
、

最大体长为 2 1
·

5“功
、

最小体

长为 14 姻
,

见表 4

3
.

标志放流对虾的回捕率

1 9 83 年由于剪尾扇法不易发现
,

而且回收的宣传工作做得不够深入
,

回捕率较 低
。

剪尾扇只回收一尾
,

挂牌回收 4 尾
,

挂牌标志回捕率为 0
.

2澎
。 19 8 4 年平均 回 捕 率 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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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咚 标志放流对虾的生长 (为少量重捕虾所得
,

自然对虾为同时测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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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0 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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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石

0
.

7 9肠
,

以 7 月 1 0 日一 7 月 15 日放流对虾 (平均体长 5
·

Z cm ) 回捕率最高为 1
.

16 %
。

85

年平均回捕率为 1
.

6 5%
,

以 7 月 1 5 日一 7 月 16 日放流对虾 (平均体长 6
·

3 cln )回捕率最

高为 5 . 3 1%
。

讨 论 与 结 论

1
.

以辽河口东侧营口增殖实验站附近海域作为对虾放流增殖基地所放流的标志虾
,

在秋汛对虾生产期间分布遍及整个辽东湾自然海区的主要对虾渔场
。

这对增殖辽东湾对

虾资源是非常有利的
。

三年来的实验结果表明
,

辽河口 海区作为增殖放流对虾资源是适

宜的放流海 区
。

标志放流回捕率较高
,

达 1
,

16 一3
.

31 拓
。

实践证明
,

放流增殖对虾资源的

效果是显著的
。

2
.

检验对虾放流增殖效果问题比较复杂
。

我们认为
,

目前较科学的方法为标志牌法
。

三年来的实验
,

标志牌法能较科学地检验出辽东湾对虾增殖放流的效果
,

初步摸清了放流

对虾的洞游分布规律和回捕率
。

但实际增殖放流的回捕率还要有所提高
,

因为被重捕的

放流标志对虾不可能被全部回收
,

有很大部分未被发现或被丢失
,

而且还涉及国际越冬场

的捕捞
。

若正确评估生产性放流增殖效果
,

建议在生产性放流时也作少量的标志
,

以便准

确地评估增殖效果
。

3
.

三年来实验证明
,
合适放流的对虾

,

其体长应在 5二 以上
,

其回捕率较高
。

合适

的放流时间为 7 月中旬
。

4
.

在放流增殖的同时
,

必须严格繁殖保护的措施
,
7一8 月要严禁在放流场附近的浅

海区使用各种网具进行作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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