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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依据我国 %$ 多个主要渔业公司 %B>% ;%BO# 年共 %# 年的大黄鱼捕捞统计资料!从产量

分布#鱼群移动等方面!研究了东黄海大黄鱼的洄游路线" 结果显示!东黄海大黄鱼只有一个

种群!两处越冬场" 其中!外海越冬场主要位于 !$t$$ +̀W!#t$$ +̀!%#?t$$ 2̀W%#<t$$ 2̀水

域!近海越冬场位于浙江中南部和福建北部禁渔线外侧" 每年 ! ;? 月!外海越冬场鱼群向西

进入舟山渔场和长江口渔场'" 月!这部分鱼群部分向西北进入吕泗渔场沿海产卵!另一部分

向西进入舟山群岛沿海的岱衢洋#大衢洋#黄泽洋和大目洋等水域产卵'到了 < 月!在长江口和

吕泗渔场近海形成索饵群体'< ;O 月!索饵群体北上黄海南部近海索饵'B 月!索饵群体前锋到

达 !?t$$ +̀禁渔线外侧'%$ 月以后!随着冷空气南下!索饵场的大黄鱼向南做越冬洄游!并且

在 %$ 月回到长江口" 从这里!一部分群体游向外海越冬场!一部分群体继续南下回到东海中

南部近海的越冬场" 浙江中南部和福建北部禁渔线外侧近海越冬的大黄鱼群体!在春季产卵

洄游中!部分北上在舟山渔场与外海来的鱼群汇合!进一步游向吕泗渔场和舟山群岛沿海产

卵!部分就近游向沿岸的猫头洋#洞头洋#乐清湾#官井洋和东引岛等水域产卵!产卵后的群体

在产卵场附近索饵!冬季回到就近的越冬场"

关键词! 大黄鱼' 洄游' 种群' 东海' 黄海

中图分类号! 0B!#7O&&&&&&&文献标识码(,

&&大黄鱼"413.0.)*2*&#)3+)(1#!属于硬骨鱼

纲! 鲈 形 目 " AM:LEX5:DMU#! 石 首 鱼 科

"0LE9MIEN9M#!黄鱼属"413.0.)*2*&##) 主要栖息

在北纬 !?t以南的中国近海!为暖水性近海鱼

类) 早年大黄鱼曾与小黄鱼
#

带鱼
#

乌贼一

起!并称为东黄海的+四大海产,!而东黄海大黄

鱼资源占我国大黄鱼资源 B$]以上!是中国大

黄鱼资源的主要群体)

上世纪 >$ ;B$ 年代!由于敲 作业和对越冬

场鱼群的捕捞!东黄海大黄鱼资源遭到毁灭性的

破坏) 近年来野生大黄鱼资源稀少!每公斤价值

上千元!为此!渔业部门每年花巨资进行增殖放

流!试图恢复大黄鱼资源数量) 资源恢复过程缓

慢) 究其缘由!对大黄鱼洄游和生物学特征认知

不足是重要的因素之一) 近年来!我国对大黄鱼

自然生态的研究已经趋少!这与国家恢复其渔业

资源努力很不相称)

上世纪 <$ 年代!大黄鱼曾经是东黄海最重

要的渔业资源品种) 因此!中国科学院海洋研

究所曾对大黄鱼种群'% ;#(

!生殖力'! ;"( 和生

长'< ;>(进行了研究) 另外孔祥雨'O(曾对浙江近

海大黄鱼生长进行研究!洪港船等'B(对福建闽

中闽东渔场越冬大黄鱼资源状况进行了研究)

到目前为止!有关大黄鱼洄游的专门研究尚未

见到报道) 早年刘效舜'%$(和孔祥雨等'%%(在著

作中分别提出大黄鱼洄游路线图!由于受当时

调查资料的限制!这些著作没有提供其结论的

科学依据和分析过程!研究成果的依据略有缺

陷) 以后相关大黄鱼文献'%#( 是基于孔祥雨

等'%%(资料编写!洄游路线图相同!也没有提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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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结论和证据) 到目前为止!我国尚未对大黄

鱼洄游路线问题进行基于科学论证基础上的

研究)

随着我国近海渔业资源保护措施实施!自

%BB! 年起!小黄鱼渔业资源已经逐步恢复) 尽管

大黄鱼生物习性和渔场位置与小黄鱼相近!大黄

鱼资源恢复似乎遥遥无期) 到目前为止!科学界

仍然无法解释大黄鱼资源难以恢复的原因) 目前

渔民盼望昔日大黄鱼再有辉煌!政府需要制定有

利于恢复大黄鱼资源的措施) 这些都需要在数

据&事实和分析基础上!对大黄鱼生态习性!包括

洄游路线等科学问题进行研究)

%&材料与方法

分析中所采用的是东海水产研究所等早年收

集的大黄鱼捕捞统计资料) 这些资料来自当时我

国主要海洋渔业公司!分布在从大连!营口!秦皇

岛!天津!烟台!青岛!连云港!吕泗!上海!舟山!宁

波!温州和福建等主要渔港) 时间跨度从 %B>% 年

到 %BO# 年!捕捞地理范围为图 % 阴影所示!也就

是我国禁渔线以外的东黄海水域) 原始资料为各

渔业公司在 %B>% ;%BO# 年间上报的逐月&分渔区

捕捞统计资料) 内容包括总渔获量!投网次数!平

均网产!各鱼种产量) 数据容量涉及 %# 年!%??

个月!数千条渔船!%"<7B? 多万网次的作业资料)

能够较为全面地反映当时东黄海大黄鱼鱼群时间

和空间的变化)

图 !#捕捞水域范围

?7@"!#?79>7<@ -52- 0=:>2)>7<- R2-

&&渔获量数据首先换算到吨!然后按年&月和

渔区进行整理) 一个渔区为经纬度各半度所包

围的海域) 各渔业公司在该渔区合计产量为该

渔区的渔获量) 不同渔区产量资料用 UK:XM:软

件做图) 并与近年来的资料'%#(

!以及我国数次

大规模海洋渔业资源调查资料进行比对) 由于

国营海洋渔业公司机轮拖网在禁渔线以西无法

作业!而禁渔线以西水域是大黄鱼的主要产卵

场) 因此!对大黄鱼产卵场描述依据有关文献

'%$ ;%#(进行判断)

#&结果

$"!#!PM! a!PM$ 年大黄鱼产量的空间分布

从已有的资料看!受敲 作业的影响!早在

#$ 世纪 <$ 年代大黄鱼资源就开始衰退) %B<? 年

国务院发布禁止敲 作业规定!此后大黄鱼资源

有所恢复!直至 %B>! 年) %B>% 年和 %B># 年冬季

机轮开始对外海大黄鱼进行探捕!但是数量不大)

直到 %B>? 年数千对机帆船开始去外海越冬场捕

捞大黄鱼) 因此!%B>% 和 %B># 年的统计可以代

表早期大黄鱼产量分布的实际状况)

从图 # 可见!%B>% ;%B># 年的 % ;# 月间!东

黄海大黄鱼产量集中在 !$t$$ +̀ W!#t$$ +̀&%#?t

$$ 2̀ W%#<t$$ 2̀水域!东海中南部禁渔线外侧也

有一定的越冬鱼群存在) ! ;? 月鱼群在东海中

部逐渐集中!游向舟山近海渔场!? 月已经到达东

黄海禁渔线外侧) " 月!大黄鱼鱼群进入禁渔线

以西的沿岸水域产卵) < ;> 月!产卵后鱼群和幼

鱼开始在长江口&江苏南部近海禁渔线外侧集群

索饵) O ;B 月!向北在 !%t!$ +̀W!!t!$ +̀禁渔

线外侧集群索饵!此时索饵鱼群逐渐壮大!数量增

多) %$ 月!随着冷空气南下!索饵鱼群向南移动!

开始进入长江口嵊山附近海域) %% 月!一部分开

始游向东海中部的越冬场!另一部分向南进入浙

江中部和南部禁渔线外侧聚集越冬) %# 月!越冬

的鱼群到达各自越冬场)

$"$#!PN! a!PN$ 年大黄鱼产量的空间分布

%B>? 年起!我国在冬季展开对越冬场大黄鱼

鱼群大规模的捕捞!此后几年!越冬场大黄鱼产量

有一定的增加"图 !#) 因此!%BO% 年和 %BO# 年渔

捞资料能更好地代表对越冬场大黄鱼充分开发背

景下机轮的产量分布)

("#



! 期 徐兆礼!等$东黄海大黄鱼洄游路线的研究 &&

图 $#!PM! a!PM$ 年合计大黄鱼产量分布

?7@"$#/0<:>1; 3-:3>679:57.4:70<0=7"-(#-,% 7<!PM! a!PM$

图 +#!PM! a!PN$ 年历年 ! 月份大黄鱼产量

?7@"+#)-:3>0=7"-(#-,% 7<B-<"=50D!PM! :0 !PN$

&&从图 ? 看!%BO% 年 % 月和 # 月外海大黄鱼越

冬场的中心位置在江外渔场西部的 %<<!!%>!! 渔

区&舟外渔场西部的 %OB# 渔区) 而南部近海越冬

场的中心位置分别是洞头洋和南麂列岛外侧的

#%B!##$ 和 ##O 渔区!四馣列岛外侧的 #!<&#!> 和

#!O 渔区) %BO# 年 % 月外海越冬场的中心位置在

浙江岱山岛以东接近 %#?t$$ 2̀长江口渔场西部

的 %O> 渔区!江外渔场西部的 %<<#!%>!# 渔区!舟

外渔场西部 %#"t$$ Ẁ%#<t$$ 2̀之间的 %O%%!

%O%#!%OB% 和 %OB# 渔区) 到了 # 月!外海越冬场

位置向西移至舟山渔场东部!也就是 %#?t$$ 2̀东

侧的 %O$!%OO!%OB 渔区) %BO% ;%BO# 年 ! 月产量

下降明显!而且 ! ;? 月鱼群的集结位置偏南!越

冬鱼群集中后游向浙江北部近海) " 月在浙江中

部和北部禁渔线外侧形成很大的群体) < 月该群

体向北洄游!并且到达长江口!> 月和 O 月数量增

加!且继续向北索饵并分布在长江口的江苏南部

近海!B 月鱼群前锋可以到达江苏中部近海!这些

水域是东黄海大黄鱼夏汛"" ;B 月#的最主要渔

场) %$ 月!随着冷空气来临!水温下降!江苏近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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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索饵鱼群开始向南洄游!成为越冬洄游鱼群)

鱼群 %$ 月到达长江口以后!一部分游向外海!一

部分继续向南部近海洄游!向南洄游的鱼群在 %%

月到达浙江中部近海!次年 % 月到达浙江南部

近海)

图 H#!PN! a!PN$ 年合计大黄鱼产量分布

?7@"H#/0<:>1; 3-:3>679:57.4:70<0=7"-(#-,% 7<!PN! a!PN$

$"+#东黄海越冬期大黄鱼产量的年间变化

大黄鱼的越冬场位置需要引用更多的越冬期

大黄鱼捕捞统计资料来推断) 越冬场大黄鱼鱼群

的位置基本有两块"图 "#!外海越冬场大黄鱼鱼

群集中在 %O$!%O%!%O%%!%OO!%OB!%OB% 渔区!也

就是 !$t$$ Ẁ!%t$$ +̀&%#?t$$ Ẁ%#<t$$ 2̀之间

的海域) %B>O ;%BO% 年!浙江及其闽东近海禁渔

线外侧的越冬鱼群的比例越来越高!这 ? 年的 %

月中!鱼山渔场!温台渔场和闽东渔场合计产量已

经近似或超过外海越冬场大黄鱼的产量)

$"H#东黄海大黄鱼产卵洄游路径上的产量变化

相对小黄鱼等洄游性鱼类'%!(

!东黄海大黄鱼

越冬场位置离产卵场较近!因而产卵洄游路线较

短) 早期!? 月在江苏南部和长江口的 %"<&%">&

%"O&%<! 和 %<? 渔区!也就是 !%t!$ +̀ W!#t!$ +̀&

%##t!$ 2̀ W%#?t$$ 2̀之间水域有大黄鱼鱼群出

现"图 ##) %BO% ;%BO# 年大黄鱼产卵群体在 %B#

渔区!即浙江东亭山以东禁渔线附近水域大量出

现"图 ?#)

!&讨论

+"!#大黄鱼洄游路线以往观点的回顾

由于本文掌握的禁渔线以西大黄鱼渔捞统计

数据缺乏!而依据文献'%$ ;%#(!这些水域是大

黄鱼产卵的位置所在!因此对大黄鱼产卵场分析

主要依据这些文献)

!"#



! 期 徐兆礼!等$东黄海大黄鱼洄游路线的研究 &&

图 K#!PM! a!PN$ 每年 ! 月大黄鱼产量分布

?7@"K#)-:3>679:57.4:70<0=7"-(#-,% 7<B-<4-5; 0=!PM! a!PN$

&&刘效舜'%$(的著作表述了东黄海大黄鱼洄游

路线走向和洄游图!认为大黄鱼越冬场有三个部

分$大沙渔场越冬场位于 !#t!$ +̀ W!?t!$ +̀!

%#!t$$ 2̀W%#?t!$ 2̀水域) 该越冬场鱼群主群直

线往返与海州湾洄游!余下的往返于吕泗产卵场)

长江口和舟山群岛外海越冬场位于 !$t!$ +̀ W

!#t$$ +̀!%#?t$$ 2̀W%#<t$$ 2̀的水域!该越冬场

鱼群主群产卵时直线往返吕泗产卵场!部分游向

舟山渔场和海州湾渔场) 而整个浙江和福建禁渔

线外侧越冬场分别往返于就近的产卵场产卵) 刘

效舜'%$(没有提到索饵场的位置)

尽管孔祥雨等'%%(的洄游图与刘效舜'%$(的不

同!但是洄游路线走向的表述与其差别不大!而且

以后文献广泛地沿用这一结论'%#(

) 同时!孔祥雨

等'%%(提到!大沙渔场越冬场大黄鱼 #$ 世纪 <$ 年

代初期尚有一定的数量!至 >$ 年代!该越冬场大

黄鱼资源已经枯竭)

从以上表述可见!对大黄鱼洄游研究焦点主

要是越冬场&索饵场的位置!产卵&索饵和越冬洄

游的路线) 此外!刘效舜'%$(和孔祥雨等'%%(对大

黄鱼种群划分完全按照 <$ 年代田明诚等'%(和徐

恭昭等'#(结论!但从其洄游路线图和洄游路线表

述看!闽东渔场大黄鱼似乎与东黄海大黄鱼越冬

场重叠!因而存在混栖的可能)

依据本研究统计的资料!可以证实大沙渔场

大黄鱼越冬场已经消失!%B>% ;%BO# 年大黄鱼渔

获区最北端位于 %!$ 渔区!也就是 !!t!$ +̀ W

!?t$$ +̀!%##t$$ 2̀W%##t!$ 2̀海域!最北端渔获

仅仅是夏季的 O ;B 月而不是冬季) 冬季在

!#t!$ +̀以北海域均没有大黄鱼的渔获) 也就是

说!上世纪 >$ 年初代起!无论是大沙渔场越冬场!

还是该越冬场往返海州湾洄游的大黄鱼鱼群均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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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存在)

+"$#东黄海大黄鱼洄游路线

分析大黄鱼洄游路线!首先要确定其产卵场!

索饵场和越冬场) 有关文献详细地记载了大黄鱼

产卵场位置'%$ ;%%(

$主要是东黄海禁渔线以西的吕

泗洋&岱衢洋&大目洋&猫头洋&洞头洋和官井洋)

依据作者最近调查的结果!#$%$ 年 ? 月末!在江

苏如东沿海发现了大黄鱼鱼卵!同时!依据江苏海

洋水产研究所调查记录'%?(

!#$$< 年 " 月下旬在海

安到启东沿海 #? 个站位进行调查!其中 %# 个站

位出现了大黄鱼仔鱼) 依据作者于 #$%$ 年 < 月

对洞头洋! #$%$ 年 < 月对官井洋鱼卵仔鱼调查!

也都发现了大黄鱼的鱼卵或仔鱼) 从这些研究结

果可见!以往这些文献所提到的大黄鱼产卵场位

置'%$ ;%%(是正确的)

大黄鱼索饵场位于江苏南部大沙渔场到浙江

北部的长江渔场禁渔线的外侧"图 # 和图 ?#)

" ;< 月索饵群体首先在浙江北部和江苏南部近

海形成!逐渐向北移动! > ;O 月前锋移至江苏南

部近海!B 月!前锋移至江苏中部近海!%$ 月随着

冷空气开始南下)

大黄鱼越冬场位置变化较大) 主要位置有两

块!一块是长江口渔场和舟山渔场的东部!即

%O$&%O%&%O%%&%OO&%OB 和 %OB% 渔区"图 # 和图

"#!或江外和舟外渔场西部!也就是 %<<#&%>!#&

%<<!&%>!!&%O%%&%O%#&%OB% 和 %OB# 渔区"图 ? 和

图 "#) 因此!可以认为 !$t$$ +̀ W!#t$$ +̀!%#?t

$$ 2̀W%#<t$$ 2̀水域是外海大黄鱼主要越冬场)

另一块是位于浙江和福建近海的越冬场) 其中

%B>O 年前以东海外海越冬场为主) 由于数千对

渔船在外海越冬场捕捞!%B>O 年以后!近海越冬

场重要性日渐突出)

依据图 # 和图 ? 分析产卵洄游路线$首先!

? 月在外海越冬场的大黄鱼主群游向长江口和

舟山渔场水域!另有一部分直接游向吕泗渔场

"图 ##!这一点与以往文献提法略有不同'%$ ;%%(

!

也同小黄鱼的洄游路线不同'%!(

) " 月外海大黄

鱼陆续进入沿海吕泗洋!岱衢洋和大目洋产卵)

而浙江中南部和福建北部近海越冬的群体直接

进入邻近的大目洋&猫头洋&洞头洋和官井洋等

水域产卵"图 # 和图 ?#) 外海产卵洄游鱼群数

量偏少的年份!产卵鱼群洄游路线表现为从南

部!即浙江东亭山以东海域进入岱衢洋!吕泗洋

等产卵场"图 ?#) 而外海产卵洄游鱼群数量偏

多的年份!产卵鱼群从长江口渔场直接游向吕

泗产卵场"图 ##)

分析大黄鱼索饵群体洄游路线走向$< 月起!

索饵鱼群逐渐在长江口渔场&舟山渔场和吕泗渔

场禁渔线外侧集结!而后北上索饵) 在 B 月!其前

锋最终可以到达江苏中部近海) %$ 月以后!该索

饵群体南下成为越冬群体) 而浙江中南部和福建

北部沿海产卵群体在禁渔线内侧附近索饵) 早

期!洞头!北麂渔民以敲 作业捕捞大黄鱼!其中

幼体占 >$]

'%"(

!说明这一带水域是大黄鱼的索

饵场)

大黄鱼越冬洄游路线并不沿着产卵洄游路线

逆向移动) 产卵洄游时鱼群可以从长江口越冬场

西北向直线走吕泗渔场产卵"图 ##) 但在冷空气

作用下!江苏中南部近海索饵的鱼群开始首先向

南越冬洄游"图 # 和图 ?#!%$ 月到达长江口海域)

一部分鱼群在此继续南下!%% ;%# 月到达浙江中

部近海!% 月回到浙江南部近海越冬场) 另一部

分鱼群在此游向外海越冬场!这些洄游路线的轨

迹可以从图 # 和图 ? 中 %$ 月至次年 % 月产量分

布变化清楚的看见)

原来分散在从浙江到福建北部禁渔线内侧

附近索饵的鱼群在 %$ ;%% 月游向禁渔线外侧

深海越冬) 次年回到附近产卵场产卵!形成当

地水域较短的洄游路径) 例如!洪港船等 '%<(依

据生产统计和调查资料分析描述了闽东大黄

鱼洄游路线!认为在闽江口到四馣列岛禁渔线

外侧深水越冬的大黄鱼!一路于 ? 月下旬至 "

月中旬进入东引渔场产卵!另一路于 ? 月下旬

至 < 月中旬经白犬列岛&马祖岛等分 ! W? 批进

入三沙湾!于 " 月中旬至 < 月中旬每逢大潮在

官井洋产卵) 秋末冬初分散于各处索饵的鱼

群开始 <$ 米等深线暖水处越冬洄游!并在四

馣列岛一带!形成秋冬季大黄鱼汛) %BO% 年

% ;# 月在 #!<&#!< 和 #!O 海区捕获大量大黄

鱼也就支持这一结论)

基于上述分析!东黄海大黄鱼洄游可以总结

成图 <)

+"+#从洄游路线看大黄鱼的种群划分

上世纪 "$ 年代!中国科学院海洋所将中国大

黄鱼划分为两个种群!东黄海群和硇州群'%>(

) <$

年代田明诚等'%(和徐恭昭等'#(依据体形测量的

#"#



! 期 徐兆礼!等$东黄海大黄鱼洄游路线的研究 &&

结果修改了这一结论!他们将大黄鱼划分为三个

种群!即$岱衢群!闽 ;粤东群!硇洲群!一直沿用

至今)

图 L#东黄海大黄鱼的洄游路线

?7@"L#/7@5-:05; 504:7<20=7"-(#-,% 7<

:>2S-9:)>7<- R2- -<6e2110FR2-

&&然而田明诚等'%(和徐恭昭等'#(分析仅仅是

从形态学角度进行!尚未得到大黄鱼渔场学!海洋

水文动力学!遗传学等佐证) 即便都是形态学分

析!孔祥雨等'%%(依据 %B<< ;%BO% 年从吕泗到闽

南近海采集到的 ? "BB 尾大黄鱼样品分析!与田

明诚等'%(和徐恭昭等'#(的结果存在较大差异)

林新濯等'%O(发现!体形测量的结果受到多种因素

的影响!具有不确定性)

生态学上+种群,的划分!都将地理分布是否

隔离作为判定种群是否独立存在的最主要标准!

而不仅仅依靠体形指标) 例如!杨圣云等'%B(对台

湾海峡南部和浙江近海这两个不同水域金色小沙

丁"%13C.'(551 1/3.21#的种群进行分析!主要采用

了地理隔离这一重要的依据) 依据本研究结果!

图 #!? 和 "!江苏南部到福建北部大黄鱼群体并

不存在地理隔离) 毛锡林等(标志放流的事实也

证实这一点) 遗传学证据也难以支持官井洋和岱

衢洋大黄鱼分属不同的种群'#$(

) 因此!本文认为

中国科学院海洋所将大黄鱼划分 # 个种群的结

论'%>(是合理的)

+"H#从分布格局看大黄鱼适温属性

以往大部分文献都将大黄鱼归属为暖温种)

比较大&小黄鱼的地理分布$大黄鱼在北纬 !?t以

北没有出现!小黄鱼在渤海湾有较多的数量%大黄

鱼可以分布到南海雷州湾的硇洲岛!而小黄鱼在

台湾海峡以南没有出现) 比较他们的产卵时间$

小黄鱼大多春季产卵!形成捕捞上的小黄鱼+春

汛,) 但是大黄鱼主要是春夏之交产卵!形成捕

捞上的大黄鱼+夏汛,) 可见大黄鱼适宜较高的

水温环境!分布的主体是亚热带海域!因而是暖

水种)

+"K#东黄海大黄鱼洄游路线的海洋学分析

大黄鱼洄游路线与经过地的水文环境有密切

的联系$

首先!大黄鱼产卵洄游路线并非都是由外海

越冬场直线游向吕泗渔场) 当越冬场位于长江口

渔场东部!也就是 %#?t$$ 2̀附近时!外海大黄鱼

可以直接游向吕泗渔场产卵!例如 %B># 年"图 ##

就是如此) 而当越冬场位于江外渔场或舟外西

部!也就是 %#<t$$ 2̀附近时!从越冬场出发做产

卵洄游的鱼群首先向西进入长江口渔场和舟山渔

场!在 %#!t$$ 2̀W%#?t$$ 2̀分出一路游向吕泗渔

场!O$ 年代初期"图 ?#就是这样) 大黄鱼属于暖

水性!? 月!随着西北风减弱!黄海暖流已经退缩!

而黄海冷水团开始扩张) 此时如果大黄鱼直接由

外海向西经过黄海中南部进入吕泗渔场!势必经

过黄海冷水团控制的海域!沿途水温较低的) 而

外海大黄鱼沿着黄海冷水团南部边缘外侧向西方

向进入近海渔场!沿途所经海域水温较高'#% ;##(

)

这一走向符合大黄鱼的暖水属性!也与捕捞统计

资料显示的鱼群移动走向一致

其次!大黄鱼索饵场和索饵洄游位于饵料丰

富的海区) 大黄鱼索饵场在江苏中南部禁渔线外

侧"图 # W图 ?#) 夏季!长江径流转向东北方向)

羽状锋可达这一水域!长江径流带来丰富的营养

$"#

(

毛锡林!陈永法!俞积楚7吕泗渔场大黄鱼和大黄

鱼渔业'<(7江苏省海洋水产研究所"油印本#!"=>"7



&&& 水&产&学&报 !" 卷

盐!使得这些水域饵料丰富'#! ;#?(

!是经济鱼类天

然的索饵场) 因此!岱衢洋&吕泗洋和大目洋索饵

群体 < ;> 月在禁渔线外侧聚集!从 > 月起向北索

饵洄游!O ;B 月在江苏中南部禁渔线外侧)

最后有关大黄鱼的越冬洄游) %$ 月!随着冷

空气南下!大黄鱼越冬洄游并不是从大沙渔场直

接游向越冬场) 而是首先从江苏中部近海回到长

江口近海) 随着冷空气进一步南下!台湾暖流退

向外海和南部水域) 长江口的大黄鱼鱼群!一部

分游向外海越冬场!还有一部分南下回到中南部

近海的越冬场) 这从图 ? 的 %% ;%# 月大黄鱼产

量分布可以见到) 大黄鱼越冬洄游与此时台湾暖

流走向有密切的关系)

沈晓民先生在论文写作中给予很大的帮助#

胡剑#叶金清同学协助整理数据#谨致谢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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