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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渔业资源评估专家系统

预测东海蛤年产量

胡 芬
,

陈卫忠

(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东海水产研究所
,

上海 2《XX) 9( 〕

摘要 : 利用渔业资源评估专家系统估算和预测了东海始年产量
,

实际的应用和对过去年产量的回顾预测都表

明
,

该专家系统具一定的实用性
,

其预测产量与实际产量比较接近
,

平均预测精度为 87
.

8 %
,

预测结果可供渔

业生产和管理部门参考
。

从近十多年给的渔业生产和资源状况来看
,

始实际捕捞产量已接近我们所评估的现

存资源量
。

同时
,

渔获物的组成以当龄鱼为绝对多数
,

小型化
、

低龄化现象明显
,

说明东海始资源 已得到充分

利用
,

并开始出现过度利用的迹象
,

资源前景并不乐观
。

关键词 :资源评估 ;专家系统 ; 预测 ;始 ;年产量 ; 东海区

中图分类号
:

59 34 文献标识码 : A

C a tc h Pr e由c ti o n o f c h u b m a c
ke

r el in th e E a st C hi na S ea

by us in g fi sh sto c k a sse ssm e nt e x Pe r t system

H IJ Fe
n ,

Cl任如 W
ei

一

山的g

(五泊
3 t G从nO 腼 万钻爪沂沙 几比氏训先 Ins ~

尸弘
d 刀

动成 2仪麒刃
,

乙陇矛砚

A bS 奴习c t : 丁he ca te h of c hu b m aC k ere l in the 〔泊st Ch由a Sea was Pre di c ted by
u sin g fi sh stoc k as se ssm en t eX pe rt

sy ste] 吐 Tb e re su lt sho w ed th at the Pred lcted
。致che s 认吧re cl o se to ac tU al c al上hes

.

丁be a ve 狡Ig e Pred ic ti on
ac c u m cywas 87

.

8 %
.

Jb e Pre di e ted 以lte he s w o u ld be
u se fu l to fi shi n g c o找lP耐es an d fi sheri e s m an 铭em en t

deP

~
ts

.

F的w e v er ,

by
c o m Pan

n g the
a n n u al 以血沮e s

wi th the
e stin u ted stoc k s

泳
,

We fo Un d th ey

~
m 山 e r

d o se
.

M ean 认七ile
,

朋叮甲助9 stu dy 由o w ed an in C氏笼巧in g tn 组d of the lo w ag e an d sm al l s让” in d iv idu als in ca tch e s

of the
n x ℃n t ye 田落

.

e 汕土es w er e ab s0 1u te ly d ol 五泊at ed 勿 the
u n d ery 彭回in g n ow

.

从 山e se sho w ed th at the ch ub

~
k ere l had b 沈n

fu] ly 。甲10 1阎
,

~
。vel 切rp 10 1让d

.

丁here w o u ld be no bis sP ace for fu ri五er 。甲lo ita ti o n of

面
5 slx 沈le s

.

K郡 , 心n 如 : st以火 as ses
sm en t ; e x pe lt syste m ; pre di c ti o n ; 比u b m aC ke 代1; 阴加沮

cat ch ; 1劫s t C hj n a Sea

专家系统技术作为人工智能研究的一个重要分支
,

随着计算机技术的普及而在世界各国竞相发展

起来
,

以专家系统为核心的知识工程等研究在二十世纪 80 年代末扩展到海洋渔业领域 ; 如日本学者曾

把专家系统应用于鳗鱼渔况的预报〔
’」

。

我国专家系统在医学
、

气象等行业的应用研究发展较快[z, 3〕
,

但

在海洋渔业领域的应用研究则起步较晚
。

199 7 年
,

在国家 863 计划支持下
,

我们开展了
“

海洋渔业遥感

信息与资源评估服务系统
”

课题的研究工作
,

经过三年 的努力
,

初步建立了集当今世界先进 的 3S 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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渔业资源评估专家系统的数据是 以标准数

据化格式存储在基础背景数据库中
,

遵照 了
“

海

洋渔业遥感信息服务系统
”

的数据标准
、

数据编

码
、

数据转换
、

数据质量
、

数据文档等标准
,

并利

用开放式数据库连接技术
,

解决了不同操作系统

间的数据通信和数据转换技术
,

并提供了对数据

库和调用外部程序模块 的支持
。

专家系统对模

型的调用则通过动态连接库这一标准形式实现
,

专家系统
、

模型及数据库相互调用关系见图 2
。

1
.

2 数据

有关蛤的统计数据和生物学数据主要有历

年的产量
、

捕捞努力量和渔获物的年龄组成
、

各

年龄平均体长
、

平均体重
、

捕捞死亡系数
、

自然死

亡系数
、

历年蛤栖息区域的环境水温等
,

这些数

据存储于海洋渔业地理信息系统 (GI S) 的数据库

中
,

应 用 时 可 快 速 地从 服 务器 的 基 础 M S

SQI另

~
数据库中提取

。

本次评估预测 中
,

应

用到的始数据见表 1
、

表 2
。

渔渔业资源评估专家系统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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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专家系统
、

模型及数据库相互调用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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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结果与讨论

渔业资源评估专家系统评估及预测的结果如表 3 所示
。

对 19如 一 199 8 年的预测产量采用了 回顾

预测的方法
,

即在假设该年份实际产量未知的情况下
,

利用该年份之前的资料对该年产量进行预测
,

例

如预测 1卯6 年的产量
,

则假设 199 6 年及以后 的产量均未知
,

利用 1990
一 199 5 年的 的资料进行拟合计

算
,

得出 199 6 年预测产量
。

19 9 9 年和 双众)年 的预测产量则是
“

海洋渔业遥感信息与资源评估服务系

统
”

建立之后的正式预报结果
。

表 1 东海区蛤历年产量
、

渔获年龄组成及生产渔轮总功率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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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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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表 3 的预测结果看
,

预测产量与实际产量较接 近
,

其预测平均精度可达 87
.

8 %
,

预测结果可供渔

业生产和管理部门参考
。

对东海蛤的捕捞利用
,

除我国大陆地 区外
,

还有 日本 的以西围网
、

我国台湾省等
,

日本以西围网近年

来 的产量和围网船数见表 4
,

此外
,

我国台湾省每年也有数万吨的产量
。

本文讨论的是以我国大陆地区

捕捞的蛤产量为依据
,

进行资源量的评估 和产量预测
,

评估和预测结果仅指我国大陆所捕捞利用部分
。

表 4 日本以西围网在东海区捕捞的始产量和捕捞努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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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 E as t C为ina s 汾 丘伪n J纯曰l

年份 19 86 198 7 19 8 8 19 89 1卯2 1卯 3 19少落

渔获量 (
x 104 t )

围网船组数 (组 )

13 8

7 6

19卯)

9
.

3

76 7 8 7 8

10
.

3

62

1卯5

10
.

9

l卯7

14
.

8

54 5 1 36 3 6 32

与实际产量相 比
,

本研究评估得出的东海贻现存资源量 (我国大陆利用部分 )近年来波动在 20
x l了

t左右
,

资源量并不高
,

这主要是由于近年来
,

始的捕捞利用以 当龄鱼为主
,

群体中 1
十

龄以上的个体很

少
。

资源类型由 50 年代的剩余群体大于补充群体转化为补充群体大 于剩余群体
,

因此
,

尽管近年来始

产量较高
,

但其资源基础并不太好
,

资源已处于充分利用状态
。

这种类似于以一年生生物资源为基础的

渔业
,

一旦遭受破坏
,

资源很容易急剧下降
,

甚至崩溃
,

19 80 年代末 19 男〕年代初的绿鳍马面纯渔业就是

一个例子
,

绿鳍马面鱿 自 1974 年起开发利用
,

经过十多年的高强度捕捞
,

渔业资源遭受 了严重破坏
,

渔

获物低龄化
、

小型化现象 日趋 明显
,

由 19 7 0 年代末的 2 一 4 龄为主
,

到 19 80 年代末 的 1 一 3 龄为主
,

到

19驯〕年代初时
,

渔获物基本上以 1 龄鱼为主 ;渔获产量也 由 19 80 年代末最高年产量 30 多万吨跌至 19喇〕

年代中期的仅数千吨的最低水平
,

绿鳍马面纯资源从此一撅不振以
”,

。

因此
,

应引起有关方面的注意
,

积极采取合理利用和保护资源的措施
,

防止类似的情况再次发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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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联留作报销凭证(不再另开收据 )
,

第二联寄回本编辑部作为发刊凭证
。

银行汇款 开户行
:
北京工商行永定路分理处 ; 帐号

: 1伞抖2 8 一 28; 收款单位
:
中国水产

科学研究院
。

邮局汇款 编辑部地址
: 北京市丰台区永定路南 口青塔村 150 号《中国渔业经济》编辑

部 ;邮政编码
: 1以X !39; 联系电话

:
(0 10) 68 67 3921 :

联系人
:冯庚菲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