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闽南、台湾浅滩渔场二长棘鲷的生长特性

叶孙忠
(福建省水产研究所,福建 厦门 361012)

摘要 :根据 1998 年 7月至 2000年 6 月闽南、台湾浅滩渔场二长棘鲷的生物学资料,研究其年龄组成和生长特

性。二长棘鲷捕捞群体由 0~ 龄组 7个世代组成, 以 0龄组为主, I龄组次之,平均年龄为 0. 71龄。应用 von

Bertalanffy生长方程拟合的生长参数 L = 244. 56mm , K = 0. 2313, t 0= - 1. 1817, 体重的生长拐点为 3. 71 龄。

与上世纪 80年代初相比, 二长棘鲷群体结构已发生很大的变化, 个体早熟化, 生长速度加快, 捕捞群体小型

化、低龄化, 二长棘鲷幼鱼损害情况严重,资源处于过度利用状态。根据渔获组成、资源现状及生长特性, 建议

加强对二长棘鲷幼鱼的保护和管理,合理利用其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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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rowth characteristics of golden- skin porgy, Parargyrops edita,

in the south Fujian and Taiwan bank fishing ground

YE Sun-zhong

( Fuj ian Fisheries Research Institute, Xiamen 361012, China)

Abstract: According to the biological data published, the age composit ion and growth characteristics of crimson tai

( Parargyrops edita Tanaka) grown in the south Fujian and Taiwan bank fishing ground in the period of July 1998

through June 2000 were studied. It was found that the catch consisted of 7 year-classes from 0 to 6 age in which

0 age was dominant. The average age was 0. 71, being smaller than 1. 08 in 1976 and 0. 99 in 1994. On the

basis of their actual length and weight of each age class, the relative growth rate, instaneous growth rate and

growth target were computed. It could be seen that crimson tai grew quickly prior to 2 age, stably in the stage of

2 to 4 age, and doated after 4 age. The parameters of von Bertalanffy s growth equation were: L = 244. 56

mm, K= 0. 2313 and t 0= - 1. 1817. The infexion point on the body weight growth curve of stock was 3. 71,

being lower than 5. 38 in the early 1980s. As compared with the population structure of f ish, a tangible variation

occurred, in which the adults were early matured and their growth speed increased, while the individuals of catch

stock were smaller and in low-aged size. The fork length of maturing female individuals was 117mm seen for the

f irst time and the individuals of the same generation all possibly matured which were born before one year. In

recent years, the yield of crimson tai in the area of the south Fujian and Taiwan bank fishing ground possibly

remained in high level, the main reason of which was overf ishing of immaturing population. Now the resources

of crimson tai seems in a state of overexplo itation with high intensive utilization. Therefore, based on the catch



composition, stock status and growth characterist ics, it is suggested that the young stage of crimson tai should be

well protected and managed as well as reasonably utiliz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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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长棘鲷( Parargyrops edita Tanaka)属于鲈形

目( Perciformes)、鲷科 ( Sparidae )、二长棘鲷属

( Parargyrops ) ,为近海暖水性近底层鱼类,广泛分

布于日本南部、东海、台湾海峡、南海北部以及印

度尼西亚沿海。栖息于水深 20~ 100m, 底质为

泥、泥沙间有石砾的海域,生殖季节常集群游向近

岸水域。二长棘鲷为福建省重要经济鱼类资源,

全省沿海均有分布, 而以闽南、台湾浅滩渔场数量

居多, 是台湾海峡南部底拖网最主要的捕捞对象

之一。

对闽南、台湾浅滩渔场二长棘鲷的年龄与生

长,张其永等做了比较细致的年龄鉴定和分析[ 1] ,

对其食性及在食物网中的作用也进行了研究[ 2] ;

但这些研究都是上世纪 80 年代初进行的, 20多

年来其种群结构及资源状况均发生很大的变化。

因此有必要对二长棘鲷年龄组成和生长特性的变

化进行再研究, 为二长棘鲷资源的合理利用及保

护提供依据。

1 材料与方法

二长棘鲷种群年龄结构样本采自 1998 年 7

月至 2000年 6月闽南、台湾浅滩渔场单船底拖网

作业渔获物,逐月随机取样共 1017尾鳞片样本作

为年龄鉴定材料,鳞片采自侧线上方胸鳍基部,清

水洗净后放入载玻片, 用解剖镜观察。鳞长和各

年轮轮径用目微尺测量, 将格数换算成毫米。鳞

长为鳞片中心测量至鳞片前区边缘, 轮径为鳞片

中心测定至该年轮前区边缘的中央。生长参数采

用 von Bertalanffy 生长方程拟合。

2 结果

2. 1 叉长与鳞长的关系

二长棘鲷叉长与其鳞长呈线性相关, 即其鳞

长是随着叉长的增长而逐渐增长的, 可用直线回

归方程 L = a+ bR 表示, L 为叉长( mm) , R 为鳞

长( mm)。根据各年龄组的平均叉长及其相应的

平均鳞长求得: L = 40. 847 + 39. 792R ( r 2 =

0. 9916, n= 127) ,由各年轮的平均轮径,求得各年

龄的逆算平均叉长与实测值颇为相近(表1)。

2. 2 叉长与体重的关系

二长棘鲷叉长 L ( mm)与总体重 W ( g)呈幂函

数增长关系 (图 1) , 其关系式为: W = 1. 5803

10
- 5
L

3. 0986
( R

2
= 0. 9779) ,表明二长棘鲷属于匀速

生长的鱼类,其生长过程中体型基本保持不变。

图 1 二长棘鲷叉长与体重关系曲线

Fig . 1 The relation curve between fork length

and body weight of P . edita

表 1 二长棘鲷各年龄组的逆算叉长及其实测值

Tab. 1 The inverted calculate and actual value of fork length of P. edita mm

年龄组 age group  ! ∀ #

逆算值 calculate value 130. 6 156. 5 168. 5 187. 3 197. 4 206. 1

实测值 actual value 133. 8 156. 2 172. 9 189. 5 200. 7 207. 3

2. 3 渔获年龄组成

二长棘鲷捕捞群体由 0- 龄组 7个世代组

成。在单拖作业中主要捕捞 0龄组和 龄组世

代。其渔获年龄组成: 0龄组占 45. 4% , 龄组占

32. 2% , 龄组占 10. 5%, 龄组占 7. 3% , 龄

组占 3. 4%, 龄组和 龄组分别只占 0. 9%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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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3%(表 2) , 渔获平均年龄为 0. 71龄。在 1- 3

月二长棘鲷生殖季节单拖作业所渔获的群体主要

由 龄组、 龄组和 龄组所组成,到 4月份拖捕

的全是当年生的世代, 5- 9月拖捕的也以当龄鱼

为主。

表 2 二长棘鲷各月渔获物的年龄组成

Tab. 2 The age composition of each month catch of P. edita %

年龄组

age group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0 0 0 100 65. 0 72. 7 88. 6 69. 5 85. 7 24. 8 24. 2 59. 0

39. 2 68. 0 76. 3 33. 3 7. 3 11. 4 19. 5 14. 3 34. 3 38. 3 39. 0

9. 2 32. 0 20. 0 1. 7 12. 7 9. 8 26. 7 10. 8 2. 0

25. 0 3. 7 3. 6 1. 2 11. 4 20. 0

18. 3 3. 6 2. 9 5. 0

6. 7 0. 8

1. 7 0. 8

2. 4 相对增长率、瞬时增长率和生长指标

为了反映二长棘鲷在不同生长阶段的生长特

点,根据各年龄组实测叉长和体重,计算出叉长和

体重的相对增长率及生长指标,其计算式为:

叉长相对增长率HL= ( Ln- Ln- 1) / L n- 1 100

叉长瞬时增长率 GL= Ln( Ln/ Ln- 1)

体重相对增长率 HW= ( Wn- Wn- 1) / Wn- 1

100

体重瞬时增长率 GW= Ln( Wn / Wn- 1)

生长指标= (LnLn- LnLn- 1)/ ( tn- t n- 1) Ln- 1

式中: Ln 为n 龄组实测叉长; Ln- 1为 n - 1龄组实

测叉长; Wn 为n 龄组实测体重; Wn- 1为 n - 1龄

组实测体重; tn 为 n龄; tn- 1为 n- 1龄。

从表 3可以看出二长棘鲷 0- 年龄组为其

快速生长阶段,叉长和体重相对增长率最大,生长

指标也最高。 - 龄组为其稳定生长阶段,叉

长和体重生长速度都相应变缓。 龄组以后已进

入生长衰老阶段,其叉长和体重相对增长率最小,

生长指标也最低,鱼体明显处于衰老状态,生长缓

慢。

表 3 二长棘鲷的相对增长率、瞬时增长率和生长指标

Tab. 3 Relative growth rate, instantaneous growth rate and growth target of P. edita

年龄组

age group
H L( % ) GL H W( % ) GW

生长指标

growth target

生长阶段

growth phase

0 32. 41 0. 2807 118. 83 0. 7831 27. 16 快速生长

 20. 10 0. 1831 68. 29 0. 5205 23. 46 rapid growth

 10. 56 0. 1004 34. 69 0. 2978 15. 45 稳定生长

 9. 46 0. 0904 34. 58 0. 2970 15. 37 stable growth

 6. 04 0. 0587 19. 28 0. 1763 10. 92 衰老

 5. 00 0. 0488 14. 40 0. 1345 9. 63 senility

2. 5 生长参数和生长曲线

根据各年龄组平均叉长的实测值,用代数法

由直线回归方程: L t+ 1 = L ( 1- e
- k
) + e

- k
L t

( L t+ 1和 L t分别为第 t+ 1年龄组和 t 年龄组的平

均叉长的实测值, k 为生长曲线的平均曲率) , 求

得其渐近叉长 L = 244. 56mm, K= 0. 2313。由于

年龄组的确定是根据年轮的数目划分的,二长棘

鲷生殖期主要在 1- 3月,按照张其永等研究认为

其早生群于次年 3- 4月出现第一年轮,晚生群于

次年 5- 6月形成, 因此当年生的 0龄组幼鱼生长

到其鳞片上第一轮形成时, 其实足年龄已接近 1

龄,因此各年龄组换算为年龄时,应将各年龄组数

加 1
[ 1]
。由 von Bertalanffy 生长方程通过对数变

换可得方程: Ln( L - L t ) = Ln L + kt 0 - kt ( t 0

为理论上叉长和体重等于零时的年龄, t 为年

龄) , 求得 t 0= - 1. 1817。拐点年龄 tr= t 0+ Lnb/

k= 3. 71龄( b 为叉长与体重关系系数) 。

二长棘鲷的叉长与体重生长方程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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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t= 244. 56(1- e- 0. 2313( t+ 1. 1817)
)

W t= 397. 55(1- e- 0. 2313( t+ 1. 1817)
)

3. 0986

L t 为 t龄的平均叉长计算值

W t为 t 龄的平均体重计算值

二长棘鲷的叉长生长曲线开始时生长较快,

随着年龄的增长, 逐渐趋向渐近叉长(图 2)。而

体重生长曲线则为向左 S型, 开始时徐缓,逐渐加

快,随后又生长缓慢(图 3)。由其叉长与体重生

长方程计算出各年龄组的理论值与实测值基本相

近(表 4) , 表明拟合 von Bertalanffy 生长方程能体

现二长棘鲷的生长规律。

图 2 二长棘鲷叉长生长曲线

Fig. 2 The growth curve in the fork length of P. edita

图 3 二长棘鲷体重生长曲线

Fig. 3 The growth curve in the body weigth of P . edita

2. 6 生长速度和加速度

为了研究二长棘鲷生长过程中随年龄变化的

特点,将叉长生长方程和体重生长方程对年龄 t

求导数,用 dlt / dt、dw t / dt 和d
2
wt/ dt

2分别表示叉

长生长速度、体重生长速度和体重生长加速度的

变化率,可得:

dl t / dt = kL e
- k( t- t0)

dw t / dt= bkW [ 1- e
- k ( t- t

0
)
]
b- 1

e
- k ( t- t

0
)

d
2
w t / dt

2
= bk

2
W e

- k (t- t
0
)
[ 1- e

- k( t- t
0
)
]
b- 2

[ be- k ( t- t
0
)- 1]

表 4 二长棘鲷叉长和体重的计算值和实测值

Tab. 4 The calculate and actual value of fork length and body weight of P. edita

年龄组 age group 0  ! ∀ #

平均叉长( mm)
average length

计算值 calculate value 96. 9 127. 4 151. 6 170. 8 186. 0 198. 1 207. 7

实测值 actual value 96. 8 128. 1 153. 9 170. 1 186. 2 197. 5 207. 3

平均体重( g)

average weight

计算值 calculate value 22. 6 52. 7 90. 3 130. 7 170. 3 207. 0 239. 7

实测值 actual value 25. 5 55. 9 94. 1 126. 7 170. 5 203. 4 232. 7

从图 4、5和 6可看出:叉长生长速度随年龄

的增加而递减, 并逐渐趋向于零。当年 t < 3. 71

龄时,体重生长速度曲线上升,但体重生长加速度

曲线却下降且位于年龄 t轴上方,为正值,表明在

年龄3. 71龄以前,是其体重生长速度的递增阶段,

但递增速度逐渐下降; 当年龄 t> 3. 71龄时,体重

生长速度曲线下降, 而体重生长加速度曲线则位

于年龄 t 轴下方, 为负值, 表明在年龄3. 71龄以

后,是其体重生长速度的递减阶段,进入衰老期。
图 4 二长棘鲷叉长生长速度曲线

Fig. 4 Growth rate curve in the fork length of P . edi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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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二长棘鲷体重生长速度曲线

Fig. 5 Growth rate curve in the body weigth of P. edita

图 6 二长棘鲷体重生长加速度曲线

Fig. 6 The acceleration curve in the body weigth

of P . edita

3 结语与建议

二长棘鲷为生命周期较短,性成熟早,生长速

度较快的经济鱼类, 是台湾海峡南部底拖网作业

的主要捕捞对象之一。随着上世纪 80年代福建

省单拖作业的崛起, 特别是 90年代中后期单拖作

业的迅猛发展, 二长棘鲷渔获群体组成小型化、低

龄化日趋严重。本次调查渔获样品 0- 龄组虽

然均有出现,但高龄组所占比例很少,在单拖作业

中主要利用的是当龄鱼和 1龄鱼,其渔获平均年

龄仅 0. 71龄,分别比 1976年和 1994年小 0. 37龄

和0. 28龄[ 4]。二长棘鲷是一种分布较广的近底

层鱼类, 在闽南、台湾浅滩渔场近岸海区, 每年夏

季都有大量的幼鱼在索饵生长,然而长期以来,在

二长棘鲷幼鱼索饵期间也正是单拖作业捕捞该鱼

种的旺汛期, 虽然自 1999年以来闽南、台湾浅滩

渔场开始进行 2个半月(每年 6月 1日至 8月 15

日)伏季休渔,部分缓解了二长棘鲷资源的捕捞压

力,但在每年 4- 5月幼鱼大量索饵期间,近海数

量众多的定置网作业及底拖网作业大量捕捞二长

棘鲷幼鱼, 如 4月份单拖作业渔获的二长棘鲷平

均叉长仅 71. 3 mm, 明显低于规定的最小可捕标

准,二长棘鲷幼鱼损害情况严重。

从二长棘鲷生长速度看, 0- 龄为其快速生

长阶段,因此从生长角度看,应该在 龄以后利用

比较合理。二长棘鲷的生长拐点年龄 3. 71龄比

80年代初期的 5. 08 龄[ 1]降低, 鱼类生长拐点年

龄的减小是其小型化、早熟化的标志,即鱼类更早

进入生长衰老阶段。二长棘鲷生长拐点年龄的减

小是近年来随着单拖作业的迅猛发展对其资源过

度利用促使生长加快的结果。根据生物学测定资

料,二长棘鲷目测能分辨雌雄的最小叉长为

84mm,幼鱼从 4月开始,随着叉长的增长, 其雌雄

分辨率逐月提高,叉长113mm 以上的鱼体均能分

辨雌雄。以 期为性成熟标志, 雌性初次性成熟

的叉长为 119mm, 根据生物学及年龄鉴定资料,

相当部分当年生个体能达到初次性成熟。同一世

代在出生 1周年后, 全部达到性成熟[ 1]。近年来

闽南、台湾浅滩渔场二长棘鲷渔获量维持在较高

的水平,主要是由于捕捞大量的未性成熟群体,同

时在高强度的捕捞下,促进了二长棘鲷早熟化,加

上闽南、台湾浅滩渔场是良好的上升流渔场
[ 3]

,具

有丰富的饵料基础, 也为二长棘鲷生长提供了物

质保障。

随着近年来对二长棘鲷资源的高强度利用,

二长棘鲷群体早熟化、小型化、低龄化是不可避免

的趋势。二长棘鲷作为闽南、台湾浅滩渔场重要

经济鱼类资源,应避免其种群结构的继续恶化,合

理利用其资源,建议二长棘鲷以 1龄为开发利用

年龄,加强对二长棘鲷资源的动态变化研究,掌握

种群变动规律, 同时严格实施最小可捕标准及底

拖网作业禁渔区制度, 对二长棘鲷幼鱼加强保护

和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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