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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剩余产量模型专家系统 (CL IMPR O D )

评估东海始参鱼类最大持续产量

陈卫忠 李长松 俞连福
(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东海水产研究所

,

上海 2(X 众刃

摘 要 根据统计资料
,

利用剩余产量模型专家系统(C U伍任叹O D )对东海贻鳍鱼类最大持续

产量 (M SY )作了评估分析
。

结果表明
:
东海始鳍鱼类合计分析时的 M SY 在 34

.

5 一 44
.

2 万吨之间
,

按种类分别评估时
,

始鱼的 MSY 为 16
.

1 万吨
,

蓝圆鳍为刀
.

2 万吨 ; 按区域分析时
,

始鳍鱼东海北部

群的 M SY 为 12
.

5 一 13
.

2 万吨
,

福建沿海群为 20
.

1 万吨
。

关键词 东海
,

始鳝鱼
,

最大持续产量
,

剩余产量模型
,

专家系统

蛤鳝鱼类主要是指始鱼 (&
。m 加 r j匀刃n

灿 )
、

蓝圆鳝(及呷
犯。 砌

n招山i) 等中上层鱼类
,

是

东海区重要的经济鱼类
,

随着近海底层鱼类资源的不断衰退
,

而始鳝鱼类资源相对稳定【陈阿

毛和丁天明 1995 ]
,

始参鱼类在渔业中的地位越显重要
。

有关东海始鳝鱼类资源数量的研究

目前还不多
,

宋海棠和丁天明〔1995 」曾对浙江渔场的始鱼和蓝圆鳝不 同群体的组成及分布作

了研究
,

徐旭才和丘书院【19 9幻对闽南
一
台湾浅滩渔场蓝圆鳍资源作了评估

。

本文利用联合

国粮农组织 (FA O )开发的剩余产量模型专家系统 (C L】N [P R O D )对东海蛤鳝鱼类 的最大持续产

量 (MSY )作了评估分析
。

1 材料与方法

1
.

1 材料

历年的产量和捕捞努力量数据从东海区渔政局提供的东海区海洋渔业统计资料 中提取
。

为便于评估分析
,

根据东海始鳝鱼类的分布特点
,

将始鳝鱼产量数据分成始鳍鱼合计
、

始鱼
、

蓝

圆鳍
、

始鳝鱼东海北部群 (包括江苏省
、

上海市和浙江省的产量
,

组成 以始鱼为主 )和始鳝鱼福

建沿海群 (福建省产量
,

以蓝 圆鳝为主 )(表 l)
。

由于没有现存的从事始鳍鱼作业的捕捞努力

量的统计资料
,

而且
,

近几年来
,

许多拖网渔船也从事始鳍鱼类的兼捕作业
。

因此
,

要得到始鳍

鱼渔业捕捞努力量的统计数字是困难的
,

由于 目前始鳝拖网产量已 占有较大 比例 [丁天明和宋

海棠 1995 〕
,

始鳝鱼渔业的捕捞努力量变化与东海 区总海洋捕捞努力量 的变化密切有关
。

因

此
,

采用了东海区海洋机动渔船总功率千瓦数和其中生产渔轮的千瓦数分别作为捕捞努力量

进行分析
。

温度数 据利用东海 区渔业情报服务站历年海 渔况速报资料 经处理所 得
,

1 985 -

198 7 年的黑潮表温是根据与蛤鱼产量相关关系逆算所得(表 2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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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

2 方法

本研究采用联合国粮农组织开发的资源评估专家系统【F吃
o n
等 19 93 〕

,

该系统 的全称为
“

包括 环 境参数的 剩余产 量模 型 的选 择和 拟 合实验性交互式软件
” ,

该系统包含 了传统的

女坛沈免
r
模型

、

Fb x
模型等在内的 31 个模型

,

与传统 的 Sc ha efe r 、

Fo x
等 剩余产量模型不同的

是
,

它的许多模型包含有一个环境参数 V
,

该系统要求输人连续 12 年以上的产量
、

捕捞努力量

数据以及环境参数
。

系统利用内部的专家知识
,

通过交互式问答的方式
,

帮助用户选择一个最

佳的模型进行拟合分析
,

当然
,

也可由用户直接选择模型进行拟合分析
。

表 1 东海区始鲜鱼类历年产盆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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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东海区海洋机动渔船总功率
、

其中生产渔轮总功率和黑潮主千 7 月平均表温历年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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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结果与分析

2
.

1 以全部海洋机动渔船总功率为捕捞努力量进行剩余产量模型拟合

以全部海洋机动渔船总功率为捕捞努力量
,

用剩余产量模型拟合的结果 (表 3 )表明东海

始鳍鱼的 MSY 为 44
.

2 万吨
,

始鱼的 M SY 为 16
.

1 万吨
,

始鳍鱼东海北部群的 MSY 为 12
.

5 万

吨
,

蓝圆鳍和始鳝鱼福建沿海群的情况模型拟合很差 (决定系数扩 都为零)
。

表 3 捕捞努力且采用全部海洋机动渔船总功率时
,

拟合的模型参数
、

决定系数 Rz 和 MS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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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以生产渔轮总功率为捕捞努力量进行剩余产量模型拟合

以生产渔轮总功率为捕捞努力量
,

进行剩余产量模型分析的结果 (表 4 )可见
,

东海始鳝鱼

的 MSY 为 34
.

5 万吨
,

始鱼的M SY 也是 16
.

1 万吨
,

始鳝鱼东海北部群的 M SY 为 13
.

2 万吨
,

蓝

圆鳝的 M SY 为 22
.

2 万吨
,

始鳍鱼福建沿海群的 MSY 为 20
.

1 万吨
。

表 4 捕捞努力 . 采用生产渔轮总功率时
,

拟合的模型参数
、

决定系数 (梦 )和 N份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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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包括环境因子一黑潮主干 7 月份平均表温的剩余产量模型分析

由于始鱼产量与黑潮主干区域 (26
一 2 7o N

,

125
一 126 oE ) 7 月份平均表温有关 ( Y = 3 VI

”
·

溯/

10
“ ’“ , r = 0

.

81 73 )
,

在进行始鱼剩余产量模型分析时
,

包括 了该环境因子
,

分析结果见表 3
、

表 4

中始鱼 的模型和图 1
。

实际上
,

模型 CptJE = (av
+ b俨 ) e (cE) 是一个带有环境参数的 Fb x 剩余产

量模型
,

当括号中的环境参数为常数时
,

该模型就是一个传统的 Fb x 剩余产量模型
。

由于 Fb x

模型的 MSY 与该常数有关
,

当括号 中的环境参数变化 时
,

就有一个不 同的 MSY 相对应 ( 图

1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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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

4 分析与概括

结果表明
,

以全部海洋机动渔船为捕捞努力量进行各群体的剩余产量模型拟合时
,

拟合模

型的的决定系数 扩 相对较小
,

而以生产渔轮总功率为捕捞努力量进行拟合时的决定系数 扩

相对较大
,

因此
,

从模型拟合的情况来看
,

生产渔轮总功率更适合作为捕捞努力量
,

进行剩余

产量模型的拟合
。

综上所述
,

将始鳍鱼合计分析时
,

其 M SY 分别为 44
.

2 和 共
.

5 万吨
,

分成始鱼和蓝圆鳍分

别评估时
,

始鱼 的 N侣Y 为 16
.

1 万吨 (V 为多年平均值时 )
,

且与黑潮主干 7 月份平均表温有

关
,

蓝圆鳍的 MSY 为 22
.

2 万吨
,

两者合计为 38
.

3 万吨
,

分成东海北部群和福建沿海群分别分

析时
,

始鳝鱼东海北部群的 MSY 为 12
.

5 万 吨和 13
.

2 万吨
,

福建沿海群的 MSY 为印
.

1 万吨
,

两者合计为 32
.

6 万吨和 33
.

3 万吨
。

2 74叭刃

一夕�侧履

29
.

7 ℃
2 8

.

9 ℃

2 8
.

, ℃ {{{{{{{{{{{)))!!!{{{
圳塔恻只朝欲招絮划斗

2 ,
.

7℃
2 8

.

9 ℃
2 8

.

1℃

�己化圳

6 72 2 0

捕 捞 努 力量 捕捞努力量 捕捞努力量

图 l 典型的包括环境参数的剩余产量模型分析图

Fig
.

I A 帅ic ai s加w in g of 此 盯目ysi s of s

Urp lu s ps 团佣ti m m 6允坛 i仗lu山呜 the e 即油ro n tr 比n tal Van
a bl e s

a) 产量 ( Y )和环境参数( v )及捕捞努力量 (E )的关系 ; b )C护UE 和 v 及 E 的关系 ; c) 产量 ( Y )等值线图

3 讨论

关于东海区始鳝鱼类的资源量
,

目前尚无系统的评估数据
,

许多学者根据近几年的生产及

调查情况
,

认为始鳝鱼资源稳定在较高水平
,

且还有一定的开发潜力 [陈卫忠等 199 7
,

宋海棠

等 199 5」(汪伟洋和张壮丽 199 7 )
。

据笔者的研究
,

1性熟魏5年实际的捕捞产量
,

始鳍鱼合计为 42
.

7 万吨
,

始鱼为 17 4 万吨
,

蓝圆

鳍为 2 5
.

3 万吨
,

始终鱼东海北部群为 13
.

4 万吨
,

福建沿海群为 29
.

4 万吨
。

除贻鳍鱼福建沿

海群的产量超出其 MSY (20
.

1 万吨 )较多外
,

其它几种情况的产量均接近或略超过其 M SY
,

说

明 目前东海贻鳝鱼资源的利用基本是合理的
,

近海资源已得到充分利用
,

特别是福建沿海始鳝

(l) 汪伟洋
,

张壮丽
.

1卯7
.

闽南
、

台湾浅滩渔场中上层鱼类资源现状
.

东海区渔业资源动态监测网
、

东海区渔业资源管理

咨询委员会十周年专辑
.

85
一
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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鱼资源
。

但 由于 目前始鳍鱼的产量主要来 自近海
,

再加上本研究的产量数据不包括周边国家

和地区的产量
,

由此估算的 MSY 将 比群体实际的 M SY 小
。

因此
,

我们认为
,

东海 的始鳍鱼类

还有一定的开发利用潜力
。

但主要是外海的资源及与周边国家和地 区的捕捞情况有关
。

此外
,

始鳍鱼类的资源变化除了受捕捞影响外
,

还将受环境 因子的影响 (如黑潮主干区域

的表面温度 )
。

本研究为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合同项 目的主要内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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