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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海北部底层焦类群聚的研究

1
.

北部湾拖网嫩输滚获物祖成的变化”
’

费鸿 年 郑 修 信

(水产部南海水产研究所 )

一
、

储 砒

在 王9 3 1 ~ 1 9 3 8 年曾有 口本拖网挽翰在北部湾捕焦
,

当时我国只有拖网帆船在那里作业
,

1 9 5 4年我国在孩海区开始进行拖网嫩翰生产以来
,

逐年有了发展
。

拖网嫩翰嫩获物翘成
,

可

以提供了解作业海区底层焦类群聚枯构的概况
,

员子渺 ( 1 9 5 6 ) 〔 : , ’ 和真道重明 ( 19 5 7 ) 〔 ` ’ 曾

作过东海
、

黄海拖网晚端晚获物粗成及其变化的分析
,

后者指出了抗 日战争前后期简撇获物

粗成所起的变化
,

为进一步分析菠海区底层焦类瓷源提供 了初步资料
。

南海方面虽然柴田玉

成 ( 19 4。 ) 〔 序。对北部湾 (当时称
“

东京湾
”
) 拖网嫩端晚获量逐年变化作过分析

,

但没有从群

聚生态 学角度出发
,

去考察种类祖成季节变化和年变化等的分区比较
。

作为南海北部底层焦

类群聚的研究
,

关于北部湾部分
,

我们根据当地拖网嫩翰的生产靛录
,

进行了瘾获物祖成变

化的分析
,

着重研究在北部湾各不同区域嫩获物粗戍的季节变化和年变化
,

并探究其相互异

同的程度和产生这种差异的可能原因
。

南海水产公司在北部湾作业已有近十年的历史
,

我仍选择了 1 9 5 7~ 1 9 6 0 年四年双拖派翰

的生产鼠录作为分析的对象
,

是因为这一阶段所用的嫩蛤吨位和技术变动较小
,

听以就补资

料时可以减少一些毅差
。

本文按生产上的习惯把北部湾分为 1 3 个分 区
,

标以第 I ~ 第硕一 1 ,

第可
一 2~ 第皿区 (觅

图 1 和表 1 ) 各区的面积不完全相等
,

各区的水深
、

底质等生态学因子也有区别
,

这些方面

在本文中不拟群糊对榆
,

故未加汞明
。

关于
“
单位努力涤获量

”

(即 。 /f) 能不能代表焦的密度或多度阴题
,

曾有不同的兄解
,

我亨r马同意 G u l l a u d ( 19 5 5 ) 〔 , “
的意兄

,

起磷它可以作为焦在某一海区的
“

密度指数
”

( I n d e 、

o f d
e n , i t y ) 或可 靓是

“
相对 多度 指数

,, ( I n d e x o f r e l a t i v e a b u n d a n e e ) ( R o u n ` “ f ” 11 a n d

vE 。 俪 rt , 10 5幻『浮’ 。

因此
,

本文中所甜箫的渝获物祖成
,

就使用单位努力晚获量 ( , ` /。` )
,

夕为瘾获量
, g 为努力量 (在这一踢合是下网次数 )

, 乞指每一分区
。

实际上以 拖 网 溉 翰

来淤
,

就是在船舶吨位相同和技术条件相 同时
,

以单位 网次瘾获量来作比 较和 衬瑜
,

所

`
本文曾于 19 6 3 伞 12 月在北京召开中国水产学会学术年会上宣披

。

并在会后咯作修改
。

南海水产公司提供不少资料
,

作者等深表感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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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北部湾图表示本文所使用的分区 (罗 再字 ) 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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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本文所使用的北郁湾分区舟裤和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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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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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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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面用 “
单位网次嫩获量

” ,

也就是单位努力渝获量
。

晚获量单位用
“ 箱

” ,

每箱相 当 于 20

公厅
。

在比较流获物祖成时飞
,

是以两祖的流获物所合焦的种类
,

各按每种焦的单位网次漱获大

小排列顺位
,

爵算 T S P e a r 二 a u
的顺位相关系数值 诊 ( K e n d a l l , 1 9 5 5 ) 〔 ” ’ 。

口值是在 + 1 与 一 1

的范围内变动
。

把 p 值达显著水平 5 %以上的作为有相关
, 1 环以上的作为相关蛟显著

, 。
,

1%

以上的作为相关最显著
。

二
、

涌获物祖成总情况

根据 1 9 5 7~ 1 9 6 。 年四年双拖渝翰在北部湾作业
,

所下网的总次数来除实际总流获量的箱

数
,

可以得出四年总单位网次总流获量 (这个针算方法与各年单位网次总嫩获量的平均稍有差

异 )
。

本文只以有分类部分的凉获量和投网次数考虑
。

从四年的总情况来考察
,

以逐年分区分

季单位网次总滚获量而言
,

最高为 10 0
.

9 箱
,

最低为 2 1
.

9 箱
,

平均为 44
.

: 箱 , 以分区而箫
,

第履区单位网次总像获量为最高 ; 以季节而榆
,

最高单位网次总稳获量 出现于第四季度 , 四

年中以 1 9 6。 年单位网次总撇获量为最高
。

现就主要角类 22 种和钦体动物的岛贼类
,

依逐年

各分区各季度每一种类单位网次挽获量的变化
,

作如下的概括羡明
:

1
.

二长棘绷 ( p二 a 叮 , ,
叩

: 耐赫a T all ak 。 ) 在全海区中占 23 种渝获量的第 9 位
。

以逐

年各分区各季度单位网次流获量来靛
,

最高 8
.

0 箱
,

最低 0
.

1箱
。

全海区四年总平均单位网

次晚获量为 1
.

3箱
。

从海区而言
,

第 I 区和第 正区单位网次产量最高
,

第兀及第 l 区最低
,

爵明它的分布偏在中国大陆一面
,

即北部湾的东北面
。

从季节来靛
,

全海区总平均单位网次

产量
,

第三
、

四季多于第一
、

二两季
。

四年 内单位网次产量有下降的趋势
。

2
.

灰裸顶躺 ` , 。朋 。、 丽、 尹赫拟 :
(T

.

& S
,

) 占全海区 2 3 种中的第 I G 位
,

以逐年侮

一海区各季度单位网次挽获量来藐
,

最高为 4
.

6 箱
,

最低 0
.

1 箱以下
。

全海区四年总乎均单

位网次涤获量为 。
.

4 箱
。

以海区而言
,

以第 矶 一 2 区单位网次产量最大
,

从季节而言
,

以第二
、

三两季较多
。

四年内也有减少的倾向
。

3
.

蛇泌 (召a 。 “ 面 ) 本海区的蛇触焦属包括有长蛇昭 〔s a。 云d“ 创似。时 a( T
.

& 5
.

)〕
、

花斑蛇腮 召a , 。`泌。 。 。 d o s住。 。 * ` , ( R i e五a r d o o n )
、

多齿蛇鳍 ,
a 。 ,石d a 亡, 拼酥 z ( B

.

& 5
.

)〕
、

长条

蛇赌 ( S ” 浦而 iil
a 。 , 加“ o ig lb y ) 四种

。

在生产杭补上未作分别处理
,

所以只能作为一属

来考虑
。

逐年各海 区各季度单位网次嫩获量
,

最高为 12
.

5 箱
,

最低 0
.

3 箱
。

四年全海区总平

均单位网次滋获量为 4
.

3 箱
。

四年单位网次流获量 占 23 种中的第 5位
。

从海区而输
,

以第 I

及第 W区单位网次渝获量最高
,

其余各区差异不大
。

以季节而萧
,

多数海区以第一季度单位

网次礁获量最高
,

但四年总针 lHJ 以第四季度最高
。

体长 30 厘米以上 的大焦 多数出现于第一

季度
。

四年中前两年较后两年稍高
。

4
.

杠笛绷 〔L砒 J姗嘟
。理认。 州。 。 lB 。比 ) 占 23 种中的第 2 位

。

分区分季四年粽合补

算
,

单位网次渝获量最高 2 2 箱
,

最低 。
.

3 箱
。

全海区四年总乎均单位网次漱获量为 5
.

7箱
。

从海区来歌
,

以第 V及第 X 区单位网次渝获量最高
。

从季节而言
,

以第四季度最高
:。

四年中

以 1 9 5 8 年单位网次橇获量最高
。

5
.

金旗焦 ( N
。 , 墓夕`。 : 。 , ) 本属含有金释焦 〔N

.

。`付。 、̀ , ( H o u t t u y n )〕
,

口本金枝焦 〔N
.

产脚滋”
` ( lB “ “ h )〕,

及 N 酬如衍“ 。 P
.

三种
,
在生产就爵上未加糊分

,

所以只能作为一属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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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虑
。

但把黄肚金筱焦 ( y
.

li a7) ￡、 耐南 S : e i o d
.

) 却另箭
。

除黄肚金麟焦外几种金释焦在本

海区中单位网次淤获量 占首位
,

分区分季四年逐一比较
,

最高单位网次嫩获量为 32
.

5 箱
,

最

低为 。
.

4 箱
。

四年总平均单位网次涤获量为 9
.

9 箱
。

从海区来靛
,

第正区单位网次产显较高
,

其次是第 双 区和第 l
一

区
。

从季节来视
,

以第四季度单位产量最高
。

四年之中以 1 9 5 9 年单位

网次滚获量最高
。

6
.

麟鲤 (万尸。。 。 ` s ) 澎卜想属主要包括局六 甲解触 〔万尹。 , 。。 、 , 0 1。 。。。 。 s滋, ( B l e e k e r )〕,

黄

款麟触 ( U
.

, 。 丁夕 h。 、 。 , C
.

& V
.

)
,

条尾排鲤〔U
.

加。 、 对 ( T
.

& 5
.

)〕 ,

及 吕宋解鲤 ( U
.

Z, 。 -

耐。 Jo r d妞 & eS al 。 ) 等几种
。

麟鲤属在单位网次流获量上占 2 3 种中的第 4 位
,

分区分年

粽合衬算单位网次渝获量最高 3 4
.

4 箱
,

最低为 。
.

1 箱
,

乎均 4
.

8箱
。

从滚区来靛
,

以第 l 区

的单位网次撅获量最高
,

其次为第 W 区
、

第孤区及第 孩 区
,

从季节来视
,

第三季度单位网

次渝获虽最高
。

四年 中以 1 9 6 。年为最高
,

其次为 1 9 5 9 年
。

7
.

周拉巴裸胸胎 〔口a 、 。 。 ( C “ 、 l a )翔 a 乙a ba , 。̀。 s ( B l o e k & s c h n
.

)〕 占 2 3种 中的第 6位
。

四年粽合分区分季补算
,

最高单位网次流获量为 5
.

1箱
,

最低为 0
.

1 箱
。

全海区四年总平均

单位网次嫩获量为 2
.

1 箱
。

从海 区而
一

言
,

以第 V 及第皿区单位网次涤获 址最高
。

从季节来视
,

以第四季度最高
。

四年中 1 9 5 9 及 2 9 6 0 年比 19 5 7 及 2 9 5 5年产量低
。

8
.

大眼朋 ( p 而。 a 。肠砚 ) 占 2 3 种 中的第 3 位
。

四年总汁分区分季单位网次涤获量
,

最高为 1 7
.

5箱
,

最低为 0
.

2 箱
,

平均为 4
.

8 箱
。

从海区来靛
,

最高单位网次渝获量 出现于第

X 区
,

其次为第狐区
。

从季节来靛
,

最高是第四季度
。

四年 中以 1 9 5 9年单位网 次滚获量最

简
o

9
.

海捻 (由讯
,
) 占 2 3 种中的第 7 位

,

四年总舒分区分季舒算
,

最高单位网次撤获量

为 1 2
.

7 箱
,

最低为 。
.

1箱
,

平均为 王
,

8 箱
。

从海区来靛
,

最高单位网次流获量出现于第 W区
。

从季节来视
,

最高单位网次晚获 量在第三季度
。

四年中以 1 9 6 0 年单位网次徽获量最高
。

1 0
,

五棘银鳗 〔脚耐。夕而似 乙似 g蜘。 。 ( C。 。 t o r )〕 占海区单位网次晚获量的第 10 位
。

四

年分区分季补算
,

单位网次嫩获量最高为 6
.

8 箱
,

最低为 。
.

1 输
,

平均为 0
.

8 箱
。

从海区来

视
,

出现单位网次庶获量最高的海区为第 孤 区
,

其次为第 班 区
。

从季节来歌
,

最高单位网

次檄获量 出现于第一季度
。

四年中以 1 9 6 0 年产量最高
。

1 1
.

绷焦 (甲加二夕。 。 认。 、 尹、 C
.

& V
.

) 为 四年全海区单位网次嫩获量的第 n 位
。

四

年粽合分 区分季 .sI 算
,

最高网次澈获量为 1 4
.

9 箱
,

最低为 。
.

1 箱
,

平均为 0
.

7 箱
。

从海区来

靓
,

最高网次淤获量 出况于第硕区
。

从季节 来忿
,

最高 网次嫩 获量在 第三季度
。

四年中以

19 6。年产量最高
。

1 2
.

断斑石眼 〔尸。 。丽
。 勺: 入。 t。 ( 1B 。 。 h )〕 在四年全海区的单位网次流获量顺位上占第

12 位
。

四年分区分季爵算
,

最高网次嫩获量为 15
.

5 箱
,

最低为 0
.

1 箱
,

平均为 。
.

6 箱
。

从海

区来挽
,

最高单位网次滚获量 出现于第 丫区
。

从季节来靛
,

最高单位网次 i焦
卜

获量在第四季度
。

四年中以 19 6 0 年产量最高
。

其余种类单位网次淤获量在分年分区分季中变化幅度
,

及其 四年平均单位网次涌获量的

顺位列于表 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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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其余主要种类的单位网次渝获且数据

T a b l
e 2 D a t a o

f t h
e c a t e

h
e ,

P
e r

h 良
u l f

o r t h
e r e m a i n i n g

i m P
o r t a n七 。P e e i e ,

,

J
兮全
区的
顺位

剧 分区分季单位网次滤获量 {川 最 高 产 最
`了1

类 ( L }

最高 `诀)
.

最低 {` 〕 乎均洲
以区叮

扮〕

而流
以季 :̀)J

节而谕
以年王姻
分而靛

黄 J止金艇热 (万` 。娜川姻
` ,

f z浏`侧耐 ; 初 。 l o i n d
.

)

具烟 〔P叩附翻
只“ 娜 a

加叹 T
。

& 5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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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

各区巍获物粗成的相关分析

算出每一海区四年乎均单位网次总澈获量和每种焦的个 lZJ 单位网次嫩获量
,

然后算出各

种类在每一区所 占的百分率
,

可以看 出各区的流获种类祖成的数量比本
。

1 3个区和全海区的

种类祖成数且比率各以道方图来表示
,

制成图 2
。

从图 2 可以着出各分区四年总升的种类机成情况有类似的倾向
,

但扣致地此蚊起来
,

与

全海区最接近的是第 仪区
,

其次是第万区
,

另外第 1区与第 I 相类似
,

第 丫区与 其 他 各 区

的类似性最差
,

第议区也 比较 突出
,

而第硬
一 1 区与第可一 2 区义比较接近

。

第镬
、

第 l
、

第

X
、

第 I
、

第皿区的种类粗成也比较接近
。

但要用匠方图作这样的比较
,

是不容易看得清楚

的
。

为了进一步明确区与区之周种类祖成的数量比率的差异程度
,

也就是群聚拮构形态的差

异程度
,

我笼r巧使用了 S P o a r m a n 顺位相 关系数 。 值的爵算 ( K
e n

d
a
l l

,

1 , 55 )
亡’ 刀
所得 精 果列于

表 3
。

表中只列出对角换右上方的一牢数值
,

把这些数值象照镜那样翻投到左下方
,

就可得

全部数值
。

从这些 。 值中
,

可以见到一般是有正的相关
,

但相关的显著性到怎样程度
,

我们

按照 K o d al l ( 1 9 5 5 ) 的表上所列 约显著性 水平在 5 %
、

1 %和 0
.

1% 三种 , 币氢的限界
,

按 自

由度以 。 一 2 为标准
,

在本例中
, 为 23

,

白由度为 21
,

使用外推法算出 5 %
,

1 终
, 。

,

1 % 的

相关系数 。 的限界应当为 0
.

4 1
,

0
.

5 3 和 0
.

6 5
。

现在把 。多 0
.

4 1 算是有相关
, 。多 0

.

5 3 作为相

关较显著
, 户乡 。

.

6 5 作为相关最显著
。

各用符号把表 3 的数值斡绘成用符 号来表示 的示意图

( 图 3 )
,

就可以一 口丫然
,

更便于看清各区之简相关程度
。

这样就可以见到在第 联区与其

他 12 个区的相关系数 中
,

有 9 个区是相关最显著
, 3 个区较 显著

。

第 IV区 是与 9 个区有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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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关最显著的关系
, 2 个区有较显著的相关

,
1 个区有相关

。

第双及第 W这 两 个 区 是与其他

各区有最显著相关关系的区数最多
。

其次是第 飞区
,

与其他 1 2 个区有最 显著相关区数有 6

个区
。

第飞
、

第 X
、

第 皿也同样各有最显著相关的区 6个
。

第 M 一 2 区与其他区有最显著相关

的区数有 5 个
,

第 I
、

第 l
、

第 W区与其他区有最显著相关的区数有 3个
。

第 I 区与其他区

有最显著相关的区数只有两个
。

第 V区与其他区有最显著相关的只有 1 个区
。

第 I 区与第珊

区
、

第租区和第皿区之周
,

第硕 一 2 区与第 丫区及第硬区之周相关不到显著程度
。

四
、

种别晚获量和种类粗成的季节变化

种别嫩获量按季节而有变化
,

在大 多数区每一种类的季节变化是有相类似的倾向
,

但在

个别海区
,

却有突出的变化
,

是由于各种类的分布徊游等种种因素所决定
。

现将在本海区中

产量较高的几种
,

作扼要的陈述
,

其余可阴图 4 的模式图
。

13 个区 中由于第 1区的季度数据

不全
,

未予列出
。

1
.

金换焦 在整个海区来轰
,

单位网次像获量从第一季度到第四 季度逐步 增加
,

大多

数区也按照全海区同一的趋势而变化
,

例如第 l
、

W
、

了
、

砚一 1
、

顶区
。

第 l 区是本种产量

最高的一区
、

其第四季度漱获量达第一季度的 3倍
,

但第 皿区却以第三季度撇获量最高
,

达

第一季度的 3倍
,

第四季度的 4倍 , 第 I 区情况又不相同
,

以第一季度最高
,

为第二季度的

3 倍强
,

第三季度的两倍
,

第四季度的 5 倍强
。

2
.

杠笛期 以整个海区来靛
,

单位网次晚获量的 四季变化
,

也是从第一季度 到第四季

度逐步增加
。

第 W区和第矶一 1区
,

第砚 一 2区
,

表示了与全区同一的形式
,

但第 I 区
、

第 了区

以第三季度产量最高
,

而第 I 区以第二季度涤获量最高
,

第 X 区虽然第四季度产量达第一季

度和第二季度的 2 倍
,

但第三季度反而只达到第一季度或第二两季度的一半
。

靛明这一种角

的各区季节变异差别戟大
,

也靛明 它的季节移动可能比较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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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

大眼躺 从整个海区 单位网次嫩获 量来靛
,

第四季度为第一季度的 3 倍
,

第二及第
.

三季度为第一季度的 2
.

5倍
。

多数海区都有第四季度产量最高的倾向
,

但在第 X 区出现第一

季度比第二季度
、

第四季度多 1 倍
,

为第三季度的 4 倍余
。

第议区的第三季度特别少
,

只达

第一季度的 1厂了
,

第二季度 的 1厂9和第 四季度的 1 26
。

4
.

解组 全海区总的趋势
,

单位网次晚获量以 第三季度最高
,

其次是 第 四季度
,

再次

为第二季度
,

第一季度最小
。

第狠区完全 与全海 区的趋势相同
,

但产量最大的第皿 区及第证

区虽然也是第三季度穗获量最大
,

其他三个季节的瘾获量却不是全与全海区的变化趋势相一

致
。

鳞触在第 l
、

第 亚
、

第 W
、

第 丫
、

第矶
一 1

、

第矶
一 2

、

第 X 区各季嫩获量少
,

季节变化不

整齐
。

5
.

蛇翩 全海区单位 网次瘾获量以第四季度较高
,

其他 季节较少
,

差别 不大
。

而多数

海区以第一季度 的橇获量较大
。

第W区以第二季度橇获量校突出
。

第 I 区也是以第二季度晚

获量较高
。

第 l 区产量从第一季度起拯步向第四季度减少
。

6
.

局拉巴裸胸触 全海区单位网次晚获量在 四季中从第一季度 起逐步 增加
,

前后相差

达 4 倍
。

第 双和第 X
、

第皿三区是在一年中瘾获量两头高
,

中简低
。

而第 】区基本上与这三

区相似
,

但第一季度又稍低
。

第 万区基本上也是属于这一类型的变化
,

但第四季度豹为第一

季度的两倍
。

第砚区是以第三季度产量最高
,

而第一
、

第二季度澳获量极微
。

7
.

海就 在整个海区单位网次像获量较小
,

而第三季度接近 第一季度 的两倍
,

为第二

季度的 7 倍
,

第四季度的 3 倍
。

最大产量在 第珊区
,

第一
、

第四季度椒 获 量 相似
,

钓为第

二季度的 2
.

5 倍
,

为第三季度的 6倍强
。

第 仅
、

第 X 两区四季瘾获量相差幅度较小
,

第项区

lHJ 以第二季度 晚获量最高
,

第一季度稍次于第二季度
,

第三
、

四季度不及第二季度的一半
。

8
.

二长棘躺 整个海区的单位网次樵获量比较均匀
,

第一
、

二两季 度 相同
,

略少于第

三
、

第四季两季度
。

第 l 区四个季度基本上产量很接近
。

第 l 区以第 四季度橇获量最高
,

其

次为第一季度
,

再从第三及第四季度的顺序递减
。

第 W区 lHJ 从年初到年尾逐步递增
。

第 VI 一 1

区也是从第一季度增加到第三季度
,

但第四季度无产量
。

9
.

五棘捉姐 以全海区而言
,

单位网次晚获量以第一季度 较大
,

第三季度 稍少
,

第二

及第四季度相同
,

比第三季度豹少一半
,

为第一季度的 1 / 3
。

最大产 量出现于第珊区的第二

季度
,

为款区第一季度的 2
.

5 倍
,

第三季度的 4 倍
,

第四季度的 16 倍
。

第粗
、

第互
、

第 X 区

都以第一季度撇获量最高
,

而艳大多数海区数量都极小
,

变化也很不规别
。

1 0
.

喇焦 在整个海区来靛
,

单位 网次瘾获量以第三季度较高
,

其次是第二季度
,

第一

季度最低
。

流获量最高的海区为第 W
、

第孤
、

第现区
,

基本
_

L四季变化的趋势与全海区趋势

相似
。

多数是以第三季度晚获量蛟高
。

有很多区在某一季节汉有婀焦晚获量
。

第 l 区在第二

季度出现有突出的高单位网次晚获量
。

其他焦类的各季度数量较少
,

所以季节变化不显著
,

各区情况也较复杂
,

特别有个别的

种类在某一区的一 个季节有较高稳获量
,

例如断斑石棘在第 V 区第一季度有高滚获量
,

印度

双腊能在第 l 区的第四季度有高撇获量
。

未加静述的儿 种焦的情况
,

可在图 4 的模武 图按比

例尺窥兄其变化
。

要阴明各区种类祖成的季节变化
,

最好就每一区的 四个季度的种类祖成
,

按上面 爵过的

顺位相关法言r算各季度之简约 。 值
,

先把第一季度与四个季度的各相关系数值以季度为横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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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
,

以 。 到 1的 。 数值 (没有出现负值 ) 为撇座标
,

把 4 个点标出
,

第一点是第一季度与第

一季度的相关系数
,

其值为 1
.

00
,

然后把 4 点建成一条曲楼
,

为第一季度 的相关系数曲袋
。

再同样把第二季度与四个季度的相关系数值述成第 2 条曲袋
,

是第二季度的相关系数曲袋
。

这样
,

一个分区就有四条曲腾
,

这四条曲提绘在一个方格中
,

它所表现的四条曲腾总图形
,

就代表 了这分区种类粗成季节变化的特征
。

除第 1区及第双
一 2 区资料不全外

,

其他 11 个区

的图形表示于图 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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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各区和全海区种类粗成季节变化顺位相关系数曲推图

F i g
.

5 C
u r v e o o f r a n k o o r r e

l
a 琴i o n e o o f f i o i o n t o

f o P。 。 i
e o c o

m P o , i t i o 往 b o t w o e n

e a o h
o u

b
r e g i o n a n d w h

o
l

e r e g i o 立
.

( 1 ) 第一季度 l o t o e a o o n , u : , e ; ( 2 ) 第二季度 Z n d , e a 。 。 n o u : , 。 ;

( 3 ) 第三季变 3 r d 。 。 。 s o n e u r , e , ( 4 ) 第四季度 理 t h : e 。 。 。 n o u r , 。 .

3 e a 已o n 已 豆 n

从图 5 可以看出每一区四条顺位相关系数曲筷的曲折形状井不完全相同
,

而是有若干的

差异
。

现 以第双区为例
,

可作如下的汞明
: 它的第一季度的相关系数曲腾 与第四季度的相关

系数曲换形状近似
,

这一特征表示第一季度种类祖成与其他季度种类祖成的关系
,

是和第四

季度种类粗成与其他季度种类祖成的关系有类似的倾向
。

而第二季度曲换又接近于第三季度

曲棍的形状
,

也就是靛在这一分区的种类祖成从 3 月到 4 月有一个蒋变
,

另外由 9 月到 10 月

义有一个蚂变
,

但 6 月到 7 月之尚蟀变得较少
。

比较分析这 11 个分区种类粗成的季节相关系数曲袋形状的特征
,

可以把 这种曲腾 形状

分成四个类型
:

第一型是以第 双区为代表
,

包括第狐区和 第 l 区
,

是以第 1 曲袋和第 4 曲筱

相似
,

第 2 曲藕与第 3 曲找稍有相似的特征
。

这种曲擒都是陡度不大
。

第二型是以第皿区为

代表
,

井包括第 1 区
、

第硕
一 1区

,

其特征以第 2 曲筱和第 3 曲藕相似
,

但第 王曲袋及第 4 曲

换形状又各别
,

而且陡度都较大
,

这是视明从 3 月到 4 月
、

9 月到 10 月
、

以及 12 月到 1 月都

有种类祖成顺位上的较大蒋变
。

第 丫区曲模形状的特征接近于第二型
,

但第 1 曲履和第 2 曲

棍的陡度更大井互有交叉
,

即第一季度搏到第二季度种类顺位变化更大
。

第三型是以第皿区

为代表
,

第 主
、

2 两释 稍有类似
,

第 3
、

4 两释各 不相同
,

其中更极 端 的是第 X 区
,

第篮

区
,

靛 明种类祖成顺位每季有搏变
。

第万区的第 1
、

3 两袋相似
,

而共余曲栽形状不同
,

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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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第四型
,

又可祝为第一型与第二型之阴的中周型
。

全海区的种类祖成季节相关系数曲换

墓本上类似第一型
。

一般来爵
,

在湾的中央部分各区曲晓比较平坦
,

而沿岸海区曲膜较为曲

折
。

产生这些变化的可能原因
,

当在本文第六节中衬篇
。

五
、

利,另l]流获量和种类粗成的年变化

1 9 5 7~ 1 9 6。年 四年双拖呱翰每一种角的单位网次嫩获量的变化
,

在各区都不相同
,

兹用

图 6 横柱形图来表示
。

从图中可以着出整个海区的单位网次总涌获量
,

19 5 7年为 3 3
.

9 箱
, 1 9 5 8

年为 4 5
.

1 箱
, 1 9 5 9 年为 7 9

.

4 箱
,

1 9 6 。年为 8 4
.

1 箱
, `

已的变化幅度将近两倍
。

变化幅度最

大的为徘鲤
,

达 14 倍
,

黄肚金楼角及裸胸胳各为 10 倍
,

滋获量最大的其余几种金释焦年变化

1幅度达 5 倍
,

大眼嗣 4 倍
,

蛇皓
、

缸笛酬
、

海蛤为 2 倍
。

多数是 1 9 G。 年滤获量高
,

极 个 别

的种类别 1 9 6 。年挽获量低
。

每一种类在各敲种类的几个最高诚获量区
,

年度 变化基本上相

同
。

例如金腾热属 (黄肚金腾角除外 )在第 l
、

W
、

硬
、

皿
、

l 区都是在 1 9 5 9 年占四年中的

最高单位网次嫩获量 , 麟蜒在第硕
、

l
、

1 区产量最高
,

也同样在 19 5 9 年单位网次流获量最

高
。

多数种类在若干分区的年变化有类似情况
,

例如大眼酮在全区是从 1 9 5 7 到 1 9 6 0 年遂年

增加
,

而第 I
、

顶
、

双
、

X
、

1 区也是遂年熔加 ; 海捻在全海区的像获量高 低是以 1 9 6。年
、

19 59 年
、

19 5 7 年
、

1 9 5 8年这一顺序排列
,

而第 W
、

飞
、

1 区的逐年嫩获量变化也类似于这

一顺序
。 .

写拉巴裸胸修在全海区的单位网次点获量年变化中
,

前两年较后两年渝获量小
,

第

I
、

万
、

丫
、

狐
、

硬
、

正区也有与此同样的变化趋势
。

黄肚金精焦在全海区的单位网次滚获

量年变化
,

也是前两年渝获量比后两年低
,

而第 姐
、

双
、

笼 区墓本 L与 全海区 有同样的倾

向
。

其他各种类可从图 6 中兄到一般情况
。

各分区逐年种类粗成之固差异程度
,

可以用检查季节变化的相关关系那样方法来检查
。

例如把第 l 区的 1 9 5 7 年 与 1 9 5 8 年的种类顺位相关爵算起 来
,

其 系 数 p 为 0
.

8 1 ,
1 9 5 7年

与 1 9 5 9年的 p 值为 0
,

6 2
, 1 9 5 7 年与 z g G o 年的 夕值为 0

.

4 5 ,

而 1 9 5 7 与 1 9 5 7 年本身的 口值为

1
.

00
: 4 个数值以年分为横座标

, 。 值为撇座标
,

作 连 点绘成曲糙
,

得到由左到右逐步向下倾

斜曲袋
。

再把 1 9 5 8 年
、

1 9 5 9 年和 1 9 6 0年三年各与本身的年份和其他三年的 。 值同样建成曲

筱
,

由这四条曲释所形成的图形
,

表示出了这一分区的种类粗成年相关系数曲耪的特征
。

就

第 K 区而言
,

1 9 5 7 年 与其他年分和 19 5 8 年与其他年分的相关系数曲袋比蛟相似
,

其他两年

的曲筱各不相同
,

也就是 1 9 5 7年与 1 9 5 8 年种类舰成 lklj 位比较接近
,

而其余年分分岐较大
。

把 n 个分区 (第 I
、

硕一 2区数据不全
,

故未补算绘图 ) 这种年变化相关系数图形 (图 7 ) 互

相比较
,

就可以着出
,

几个分区图形比较类似的有
:

第 l 区与 第 又区
, ’

仑佣 的 4 条 曲换比

较平稳
,

陡度都不大
,

也就是四年的种类祖成顺位变化较少
,

特别是 1 9 5 7 年和 1 9 5 8 年的两

条曲释颇类似
,

这是第一类型
。

第 亚
、

l
、

丫
、

硕吸
、

X 各区又有共同的趋势
,

它们的特点

都是第一年和第二 年的曲模曲折率大而互有交叉
,

视明种类粗成顺位的年度变化较大
,

这是

第二种类型
。

第顶区虽然年分不全
,

但与第 皿区有类似趋势
,

这两区可作为第三类型
。

第万

区与第珊区又相似
,

特征在于 19 58
、

1 9 5 9 两年的曲筱比较曲折
, 1 9 5 7年接近于 1 9 5 8 年

,

而

1 9 5 9年接近于 1 9 6 0 年
,

可视为第四类型
。

而全海区的图形接近于第一类型
。

假如以 1 9 5 7 年为基础
,

观察其与逐年种类祖成相关关系系数
,

把各分区这种曲筱汇集于

一图
,

可得图 8
,

由图 8 可以看出各曲 楼 的 形 状
,

是第诬区与第 l
、

顶
、

W区相似 , 第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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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与第姐区相似 , 第 l 区墓木上与第岌区及第飞区相似 ; 第 X 区与第 I
、

可一 l
、

V 区相似 ;

全海区与第 I 区相同
。

这种情况与上面 图 7 所表现的情况大致相同
。

六
、

言寸 蒲

从 1 9 5 7~ 1 9 6。 年四年双拖滚翰在北部湾海区的单位网次流获量的各种分析
,

最明显可笼

着出各区的撇获量年变化和季节变化
,

以及它们的种类祖成顺位相关的季节变化和年变化
,

是比较复杂的
,

但是存在着一定的趋势
,

这种趋势的形成
,

反映出嫩踢的特点和角类本身些

态学上的特点
。

从表 3
、

图 4 `卜
,

所列北部湾各分区简
,

主要底层角类种类粗成顺位相关数值和相关蛋

著性程度
,

可以了解到各分区之阴种类祖成的异同程度
,

它与各分区相互位置关系有密切乡

系
,

大概邻近的分区
,

相关显著
,

也就是种类祖成更为近似
,

相反地距离较远或为其他分巨

所隔开的两分区之简
,

lHJ 相关不显著或没有相关
,

也就是种类祖戍有较大差别
。

例如
,

在士

迅第三节中提到 了顺位相关系数的显著性
,

第 W区及第 双区是与共他各区相关最显著的分巨

数最多
,

这就是 山于第 W区及第正区的地理位置在北部湾的中心
,

所以它犯,邻近的分区数青

多
。

第 W区与第 I
、

下
、

l
、

W
、

现
、

双相邻接
,

因此种类祖成就与这些区相关最显著
。

仁

第 V区虽也与第 W区相邻接
,

相关显著性稍差
,

这是由于第 丫区面积蛟小
,

而且作业船只不

多以及产量蛟低等原因产生了采样上的改差所致
。

第 l 区与第万
、

丫
、

矶一 1
、

顶
、

X
、

l 名

区相连接
,

所以种类祖成也就和这些分区有最显著的相关
。

但由于第 l 区与第 班区种类祖成

相类似
,

第项区与第孤区相类似
,

以及第 VI 一 1区与第班
一 2区相类似

,

因而又扩大到第班
一 2

、

顶
、

篮区
一

也与第 l 区相类似
。

相反地
,

距离很远而由其他分区相隔开的两区
,

往往种类祖成

相关不显著或无相关
,

例如
,

第 l 区与第工
、

M 一 1
、

可一 2
、

飞
、

顶
、

双
、

X
、

l
、

1 各区柞

隔救远
,

因此种类祖成也与这些分区相关不显著或无相关
,

而 只有邻近两个区 (第 I
、

一

VI 区 :

有最显著的相关
。

惟比蛟奇
~

特的是第 1 区与第 VI 一 2区虽也相距很远
,

但却有最显著的相关
,

可能是由于底质的相似等因子造成
,

有待于进一步研究
。

表 3 和图 3 中指出第 夏区与第姐
、

租
、

l 区完全无相关
,

即种类祖成差别最大
,

以及第丫区与第硕
一 2区

,

第硕
一 2区与第狐区蛇

种类差别最大
,

也都符合这一假定
。

从各分区种类祖成的季节变化来看
,

如上面图 5 所示
,

一般是在第二季度到第三季度种

类祖成变化小
,

而第一到第二季度或第三到第四季度 8lJ 变化校大
,

也有在第四季度到第一季度

有变化
。

这种情况是与多数底层焦类的生态习性有关
,

因为从第一到第二季度有一部分角是移

动到产卵踢的叶候
,

而在 第三季度到第四季度的时候又常有由近海移往深处的倾向
,

这就造成

了种类粗成上比较急剧的变化
。

但依各分区具体情况米分析
,

靠近中国大陆及海南岛方面 (即

北部湾 的东部 和东北部 ) 种类 祖成的 季节变化最大 (即第 I
、

五
、

皿
、

丫
、

VI
一 1

、

硕 一 2各

区 )
,

而在 湾的西 南算越南沿岸 海区及 中部 (如巧
、

征
、

l
、

X
、

五
、

篮各区 ) 则变化较

小
,

这部分第W区及第 X 区
、

1 区又与其他 3 区稍有区 slJ
。

最中心海区的第 W区和第 l
_

区则

是北部湾中的种类祖成最稳定区域
。

这种情况与种类的优势度 ( D o m i o a n o y ) 情况有关系
。

我

门叮曾翘把 19 5 9 年各区
r
卜若干捕捞点的数据进行 T 分岐指数 ( I n d o x o f d i v e r o i t y ) 的补算

,

现

把 2 月和 9 月两个月分的分岐指数曲耗图例示于图 9 ,

可以窥兑 两个月的分岐指数都是在沿

大陆各站
,

特别是第 I
、

I
、

l 区分岐指数小
,

而在北部湾中央及偏南各区刻分岐指数较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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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月与 9月比较起来
,

以同一区而箫
,

多数是 9 月分分岐指数大于 2 月
,

也就是 9 月分种类

祖成比 2 月分更为复杂
。

分岐指数小表示优势度大
,

种类比较 -ML 钝 ; 分岐指数大表示优势度

小
,

种类比较复杂
。

从分岐指数的分布情况
,

更有力视明种类粗成变化小的海区
,

一般也同

肘为优势度小的海区
。

真道 重明 ( 19 57 ) 〔月, ’
蒲远战后东海

、

黄海各海域拖网徽翰嫩获物季节

和逐年变动的时候
,

提及在款海区南部各海区的种类粗成季节变化比北部各海区来得平稳
,

归因于北部的优势度大而南部的优势度小
,

他指的北部海区为朝祥与山东角之尚和山东以南

近海的黄海北部
,

而南部指的是黄海南部和东海
。

这种情况与北部湾在按近天陆各区的优势

度大
,

和湾的中央及偏南各区的优势度小的这种差别情况有所类似
。

至于各分区种类祖成的年变化
,

也可以分成几种类型
,

这种年变化类型的分法与季节变

化类型的分法大致相符
。

例如在季节变化方面
,

第皿
、

双
、

卫区为一种类型
,

而在年变化方

面
一

也是第 l 和第 l 区成为一种类型
,

惟在季节变化方面
,

第班区也属于这一类型
,

而在 年变

化方面第硕区却与第万区成为一种类型
。

季节变化方面的第二型
,

包括第 1
、

l
、

丫
、

硒 一 1

各区
,

而在年变化方面除这几区以外
,

还有第 X 区也属于这一类型
。

季节变化方 面 的 第 三

类型有第议
、

X
、

韭区
,

年变化方面只有第皿和第兀区
。

季节变化的第四类型只有第兀区
,

而年变化方面则多一个第皿 区
。

可兑季节变化和年变化在 区与区之圈异同关系上墓本相同
,

也就袭明地理条件可能同样是这种区固年变化异同关系的主要因素
。

我们拭图在各区的底质方面找寻它是否对这些变化起作用
,

除个别区以外
,

还得不到一

般明确的关系
。

另外从深度的分布和水温及盐度分布方面
,

探索对种类粗成所起的影响
,

没

有得出可以忽为达到有悬义的相关
。

因 此还需要积果更多的资料
,

才能作出外界因子与种类

粗成变化究竟存在着何种关系的桔流
。

另外关千角类本身的生态学因子当然会在撅获物种类

粗成的变化上起重要的作用
,

!
一

}前还没有充分资料可以去衬流这些简题
。

七
、

总

1
·

根据南返水产公司 1” 5 7 ~ 1” “ 。年双拖漱翰在北部湾作业生产泥录
,

按照生产习惯人

为地把北部湾分为玲个分区
,

来补算各分区四年总舒的单位网次平均总漱获量
,

和单位网次每

一种类呱获量
,

以及各分区的分季
、

分年单位网次平均总庶获量和各种类涤获量
,

再使用顺

位相关法来考察区与区之尚种类祖成相关系数
,

每区四季相互之尚的种类粗成相关系数
,

侮

区四年逐年相互之简的种类粗成相关系数
,

来封流徽获物种类祖成的变化
。

2
.

派获物祖成总情况
,

是很据四年总单位网次滚获量
,

用政方图来表示各分区及全海区

四年总稳获物中各种类所 占的百分率
。

全海区的情况是
:
金换焦属 (黄肚金腾焦除外 ) 1 8

.

6 ,

耗笛酮 10
.

7 ; 大眼娴 8
.

1 ; 麟想 9
.

价 蛇鳍 8
.

功
.

思拉巴 裸 胸修 4
.

。 ; 海捻 3
.

4 ; 二长 棘嗣

2
.

4 , 五棘银娠 1
.

5 ; 喇焦 1
.

3 ; 断斑石皱 1
.

1 ; 鱿焦 。
.

矢 絮焦类 。
.

8 , 黄肚金藕热 0
.

断 灰

裸顶酮 0
.

8 ; 印度双储貂 。
.

6 , 荧绷 0
.

4 , 石斑焦 。
.

4 ; 带焦 。
,

2 , 真训
、

海汲类 极少量
,

共

他焦类 23
.

4
。

各区比例不同
,

兄道方图 (图 2 )
。

3
.

分区与分区之简种类粗成的顺位 相关系数
,

列成表及模式 图
,

一般来靛都是有正相

关
,

但第W区及第 叹区与各分区有最显著相关系数的区数最多
,

而第 丫区与各分区的相关显

著性较差
。

第 五区与第班
、

第硕
、

第 1 区
,

第 丫区与第 硬
一 2 区

,

以及第皿区与第 砚 一 2 区都

是相关不显著
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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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

用各区及全海区的主要种类单位 网次渝获量 变化的模式图 ( 图 4 )
,

再用季度 之简

以及年度之简种类祖成顺位相关系数
,

各绘成每分区和全海区中的季节变化相关系数曲换图

和年变化相关系数曲释图
,

来表示种类祖成的季节变化及年变化
。

季节变化方面
,

一般是在

第一季度搏入第二季度以及第三季度蒋入第四季度变化大
,

而第二季度蒋入第三季度及第四

季度搏入第一季度变化较小
。

根据各分区这种曲筏形状的类似程度
,

在季节变化方面分成四

种类型
:
第一型为第班

、

双
、

l 区和全海区 ; 第二型为第 I
、

l
、

班一 1
、

丫区 ; 第三型为第

砚
、

X
、

皿各区 ; 第四型为第 W区
。

年变化方面的各分区之 简差别
,

基本上与季节变化的各

分区差 lHJ 相似
,

但第顶及第 X 区的所属类型与季节变化不同
。

5
.

产生这种差异的原因
,

主要是由于地理条件所决定
,

、

一般是 邻近的区 种类粗成和变

化都相似
,

另外在本海湾的东北部
,

一般比中部种类的优势度大
,

因而季节变化和年变化也

特别显著
,

而中部及偏南部优势度较小
,

而季节变化及年变化也较稳定
,

使用了分岐指数来

表示优势度同样可以靓明这一简题
。

但是底质
、

水深以及底温
、

盐度等外界条件在各分区之

简的差异程度
,

与这些种类祖成变化之简还不能看出显著程度的相关关系
,

有待进一步的研

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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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 i f i e a n t e o r r e l a i o n f o u n d b o t w e e n o u b r e g i o n 11一 V l l , 11一 V l l l ,
11一 X l l

, V l 一 2一 V o r

V l一 2一 V l l
,

t h e i
r e o e f f i o i

e n t 户
’
i 。 <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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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 h e d i , 。 im i l a r i t i o s o f t h e o e a s o n a l a u d a n n u a l e h a n g e s
i n r e l a t i v o i n d i e e o o f

a
b u n一

d a 。 。 e o f s P o e i。 , e o m P o s i t i o n f o r d i f f e r e n t o u b r o g i o n a r e n o t i e e a b l o
.

几
e y a r e i l l u , -

t T a t e d 卜y d i a g r a m s
.

w i t h t五e h e 1P o f a 泣 u扭 b e r o f t e 、 t一 f i g u ` 。 5 t o , h o w t h e e u r v e ` o
f

r a 双 k o o r r e l a t i o n o o o f f i e i o n t , P l o t t e d b y e o e f f i o i e n t v a l u e , b o t w e e n o e a , o n s a o w o ll

a s
b e t w e e n y e a r 6 r e c i P r o c a l l y , t h e 丫 a r i a t i o n o a r e f o u n d t o L e m o r e e o u s P i c u o u , w h e n

t h “ s ” a , o n s t u r n i n g f : o m M a r c h t o A P: 11 a u d f r o m S e P t e m b e : t o o e t o b “ r , a n d t o 卜e

1
。 , 。 c o n o P i c o u s w h e u t h e 。 。 a 0 0 0 t u r u i n g f r o m D e e e m b e r t o J a n u a r

y a n d f r o m J u n e t o

、

了u l y
·

A e e o r d i n g t o t h e f i g u r e o f c u r v e s m e n t i o n e d a b o v e , f o u r t y P e o o f t r e n d o i n

s e a , o n a l , a r i a t主o n o o f s p e e i e , e o m P o o i t i o n f o r d i f f o r e n t : u b r e g i o n a u d t h e 吕u l f a 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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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n n u a l v a r i a t i o n w i t五 m i n o r d i f f e r e n e 。 。 , I n c o n t r a d i e t i o n t o s u b r e g i o n v 川 b o l o n g

t o t y P o Z , , u b r o g i o n X b
o l o n g t o t y P e 3 i n o e a s o n a l v a r i a t i o n , t h o y a r o e o n o i d o r e d

a 吕 t y P e 4 a n d t y P o 2 o f a n n u a l v a t i a t i o n r e , p e e t元v e l y
.

I t , e 仑m s P : o b a b l o t h a t r e l a t i o n o h i P o f g e o g
r a P h i 亡 a l P o s

i t i o n s o f t h
e o u b r e 吕i o n

i , o n e o f t h e e o s e n t i a l f a c t o r w h i c h m a k e 3 t h e , e a , o n a l a n d a n n u a l v a r i a t i o n o o f

已P e e i e s e 。 扭 P o 3 i t i o n m u e h a l i k e a m o n g s o m e s u L r e g i o 刀 o r d i f f e 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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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 t e i n t h e i

r t : e几 d 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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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 h e i n d e x o f d i v e r o i t y
a
f t e r M a g a l e 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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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 h i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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