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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海南部和东海浮游动物分布
与蛤掺渔场关系

`

陈 亚 翟 朱 启 琴
(东海水产研究所 )

陈 清潮
( 中国科学院南海海洋研究所 )

提 要

黄海南部和东海的 日本蛤鱼和蓝圆够以浮游动物为主食
,

并兼食纽鱼等小型鱼类
。

因此

浮游动物的分布及其季节变化同始
、

珍渔场的关系密切
。

本文报导了 19 72 一 197 6 年间
,

对黄

海南部和东海浮游生物组成和数量分布的调查结果
,

并据此对鱿
、

够渔场的位置
、

渔期
、

渔获

量以及徊游路线等进行了分析研究
。

不同季节
,

贻鳞鱼类的产卵群
、

索饵群和越冬群形成的渔

场位置及其变迁
,

都和浮动动物的分布
、

数量变化有密切的关系
,

前 言

日本始鱼 (几~
a

娜肋化
:
夕
口夕曲交琳 )和蓝圆缪 〔刀必疡翻邝

:

彻邝
“山` ) 是东黄海的主

要中上层鱼类
。

根据国内外一些报导
〔“ 一 魂

’
. , ’ . 〕 ,

始缪鱼类多以浮游动物为主食
,

因此其行

动和徊游常同浮游动物的数量分布有着密切的关系
。

以 1 9 7 2 年至 1 9 7 5 年期间东海区鱼类资源调查组对浮游动物的组成和数量分布
,

始
、

缪的渔场位置
、

渔期
、

渔获量和洞游路线等方面进行分析研究
,

可 以看到始
、

缪鱼的渔场位

置
,

常随浮游动物密集区位置的变化而移动
,

因此了解渔场饵料浮游生物的组成特征
,

掌

握浮游动物的数量分布和变动规律对确定渔场位置是很有意义的
。

本文试将黄海南部及

东海北部始
、

够渔场及不同季节浮游动物分布情况的关系作初步报导
。

材 料 与 方 法

我们的研究工作
,

主要是将始
、

够鱼类的摄食习性和饵料浮游生物的组成和数量变动

情况 同同期渔场的变动情况
,

进行了对比分析
。

对于始鱼及蓝圆够胃含物鉴定的标本
,

是 1 9 7 2 年 10 月至 1 9 7 4 年 6 月在东海西部渔

山
、

温台
、

舟山
、

及舟外等各机轮围网渔场采集的
,

其中贻鱼共 4 63 尾
,

蓝圆够 18 6 尾
。

标本

经用 5%福尔马林固定
,

剖胃后观察摄食情况
,

并以食物团重量与鱼体体重之比
,

算出饱

满系数
,

并分析饵料组成
。

本文所用标本系东海区海洋鱼类资源调查组出海同志协助来集
。

顾新根
、

陈莲芳等同志曾协同资料分析
。

本文承林新限
、

赵传姻 同志审阅
,

特此一并致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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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海区浮游动物数量和分布情况的资料
,

来自于 19 7 2 年 4 月至 19 7 5 年 9 月在黄

海南部及东海西部的调查
,

调查范围为东经 1 27
。

以西
,

北纬 2 7
,

一3 3
。

之间
。

浮游动物的采集方法
,

是按全国海洋调查规范所规定进行
,

用 80 公分直径
、

G 〔夏3 G (或

G G 3 s) 号筛绢缝制成的锥形浮游生物网
,

自底层到表面垂直拖网
,

在所获标本中除去水

母
、

被囊类及杂物后置于 波氏漏斗中进行抽气过滤
,

使标本水份抽至规定湿度
,

用 1 / 1。。

克感量的扭力天平秤重
,

从所秤得的总重量及采集时网具所滤过的水量
,

求得这一海区的

大型饵料浮游动物的生物量
。

标本经秤重后再行个体计数
,

以得出每立方米水体中各优

势种的个体数
。

结 果

〔一 ) 始
、

峥鱼的摄食习性

日本蛤 :
对 日本结胃含物分析结果由表 1所示

。

所发现的饵料种类 已达 30 余种
,

其

表 1 东海蛤鱼
,

蓝回鳞胃内出现饵料种类 ( 1 97 --2 倪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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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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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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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细鳌虾 及州cD玩玩 g。 ` “ , 等浮游甲壳类为主
,

它们约占胃含 物 的

72
.

9%左右 (表 2 )
。

在食物团中
,

小型鱼类占 18 多
,

头足类 C叩h幻。 p od
二
占 3

.

9%
,

浮游

腹足类 aP 玩ig
c G as tor po d。 占 3

.

4那
,

毛颗类 C五肋七̀〕g l l a伍 :
和被囊类 B山止。时 ,

占次要地

位
。

由于不同海区内饵料生物的组成不同
,

上述饵料组成与黄海北部的蛤鱼摄食组成比

较
,

显然广泛得多
。

东海各渔场始鱼饵料组成及摄食强度如下
:

渔山渔场 (参见表 3) :
春季 ( 3一 5 月 )本渔场所捕获的贻鱼为产卵群体

,

性腺大多趋

于成熟
,

部份产过卵
,

但摄食强度仍然较高
,

以 nI
、

VI 级为主
,

从而说明在生殖季节仍大量

摄食
,

表 3 表明渔山渔场始鱼摄食的种类也比较复杂
,

有 10 个生物类群
,

但仍以磷虾类及

挠足类为最重要
,

分别占 39
.

6拓及 30
.

7多
,

其次为端足类 1 8
.

0%
,

鱼类占 13
.

1多
,

其他都

是次要的
。

3 月份摄食等级 1 9 7 3 年由 0一VI 级组成
,

以 111
、

11级居多
,

分别 占 32
,

1郊
、

2 3
.

7多 ; 1 9 7 4 年无空胃出现
,

班
、

11 级 占绝对优势
,

分别占 68 %
、

24 %
,

二年内摄食种类单

纯
,

无明显差异
,

均 以太平洋磷虾和中华哲水蚤为主食
。

( 工) 即 几
r a 忿入。拼 f

s t o 夕加口心成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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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东海蛤鱼饵料种类出现频率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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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渔山渔场给鱼饵料种类及摄食等级百分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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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月份饵料组成除磷虾
、

挠足类外
,

又出现了鱼类
、

端足类
、

十足类
,

但主要摄食对象
,

仍以磷 虾类
,

挠足类为主
,

1 9 7 3 年出现频率分别为 39
.

0环
、

妇
.

9%
,

1 9 7 4 年为 4 2
.

6拓
、

40
,

9男
,

摄食强度都比 3 月份增加
,

这二年都 以 开 级 ( 1 9 73 年 占 36
.

7多
,

1 9跳 年 占

4 0% )
、

班 级 ( 1 9 7 3 年占 2 6
.

3环
, 1 9 7 4 年占 3 3

.

6% )为主
。

5 月份 ( 1 9 7 4 年 )饵料组成种类较 3
、

4 月广泛
,

甲壳类
、

鱼类
、

头足类等均是它的主要

饵料
。

磷虾类 ( 占 19
.

8拓 )及挠足类 (古 9
.

2另 )出现频率比 3
、

4 月份有显著下降
,

而头足

类
、

鱼类
、

十足类却有所增加
。

5 月份贻鱼摄食强度比 3
、

4 月份低
,

以 I 级 (占 3。
,

3% )
、

11

级 ( 占 2 9
。

6那 )为主
。

舟山渔场 (参见表 4)
:

舟山渔场既是春末时日本始鱼的产卵场
,

又是夏
、

秋季时的索

饵渔场
。

本渔场内日本贻鱼的饵料组成虽与渔山渔场有相似之处
,

但也有较大的差别
,

即

鱼类所占比例大 (占 44
.

1% )
,

其次为磷虾类 (占 33 终 )
,

挠足 类所 占比 例 明显下 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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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舟山渔场始鱼饵料种类出现频率及摄食等级百分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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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

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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摄食等级以 W 级为主 (占 3 4
.

2形 )
,

但不 同月份又有区别
。

5 月份舟山渔场所捕获 的始鱼绝大部份未产卵
,

性腺以 Vf 期为主
,

鱼体摄食 强 烈
,

1 9 7 3 和 1 9 7 4 年都以 vI 级为主
,

饵料组 成单纯
。

1 9 7 3 年磷虾类及鱼类各占 36
.

1%
,

其次

为端足类占 2 4
。

6拓
,

并包含少量的头足类及短尾类
。

1 974 年则以鱼类为主 要 食 物
,

占

7 6终
,

其次为磷虾类占 15
.

6拓
,

端足类及头足类所占比例很少
。

本渔场在 6一 8 月索饵期内没有收集到日本蛤鱼的胃含物标本
,

从 9一 11 月索饵后期

所捕获的标本来看
,

摄食强度以 n ee lll 级为主
,

但胃含物都已消化
,

消化程度大都是 3 级
,

说明鱼群摄食时间 已较长
。

东海外海渔场 ( 3 0
。

一 32
O

N
,
1 2 5

。

一 1 2 7E
。

)即舟外和江外渔场 (参见表 5 )
。

本渔场是

日本蛤鱼的重要索饵场
。

6月份 ( 1 9 7 4 年 ) 以小型鱼类及挠足类为主要饵料种类
,

出现频

率分别 占 53
.

0%
、

40
.

0终
,

磷虾类
、

毛颗类数量甚少
。

摄食等级以 111
、

vI 级为主
,

分别 占

4 8男及 18 终
。

从 6月底所捕获的蛤鱼来看
,

都饱食到使胃壁充分膨胀
,

饵料组成全部是

鳃鱼
。

一尾尾叉长 3 38 毫米
、

体重 5 80 克的给鱼
,

却吞 食 30 尾鳃鱼
,

饱 满系 数 高 达
1 52

.

4偏
,

可见 6 月底贻鱼在舟外渔场 以鳗鱼为摄食对象
,

因此鱼类于饵料组成中跃居首

位
。

然而经我们对日本鳗鱼 刀叼护“ Z抬必少必欲心叹 “ 的胃含物分析结果
,

发现 日本级鱼在这

一时期以中华哲水蚤为食
,

种类极为单纯
。

可见
,

由于中华哲水蚤的存在
,

引起了 日本提

日日 期期 饵 料 种 类 出 现 频 率 (万 ))) 摄 食 等 级 (万 )))

磷磷磷磷 挠挠 么么 端端 十十 口口 毛毛 短短 000 玉玉 五五 田
.

_

VVV

虾虾虾虾 足足 类类 足足 足足 足足 类类 尾尾尾尾尾 111
类类类类 类类类 类类 类类 类类类 类类类类类类

111 9 7 3 年 9 月月 1 7
.

555 1 0
.

000 1
。

333 42
.

巧巧 1 2
.

666 1 3
.

666 1
.

333 l
、

333 5
.

333 2 2
.

777 14
.

777 lll
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8

4

”

}
,

·

““

均均 74 年 6 月月 4
,

444 钓
.

000 石3
`

000000000 2
.

66666 1
.

000 1 2
。

OOO 二8
.

000 2 1
,

000 4 8
。

OOO

BBB l
.

888 1 7
。

444 5
.

111 石
.

666 2
。

111 0
.

555 4
.

111 9
.

111 1 8
.

333 邓
甲

888 39
。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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鱼对它的追索
、

摄食
,

继而又引起日本蛤鱼对 日本鳗鱼的追食
。

因而三者之间
,

存在着极

为密切的食物链关系
。

9 月份 ( 19 7 3 年 )
. 随着海区内饵料生物组成变化

,

饵料组成也明显转化
,

端足类成为

该渔场主要摄食对象 (占 4 2
.

5% )
,

其次为磷虾
,
口足类

、

十足类和毛颗类等
,

鱼类仅占

1
.

3万
。

摄食等级 以 111
、

IV 级为主
,

分别占 28 形
、

26 %
。

蓝圆鳞
:
根据对东海舟山

、

温台渔场蓝圆够胃含物分析结果表明
,

饵料生物种类也有

2。 余种 (表 工)
,

但较 日本始少
,

其种类仍 以浮游甲壳类占优势
,

约占总食物量的 5 2
.

6环

(表 6 )
,

毛颗类占 2 0环
,

鱼类 占 10 %
,

头足类占0
.

9%
。

蓝圆够所摄食的摄料生物种类虽

较多
,

但就一尾鱼来说仅能吃几种
,

其中又 以一种为主
。

蓝圆缪在东海各渔场不同月份的

饵料组成及摄食强度变化如下
:

温台渔场
:

春
、

夏季都未能采到标本
,

12 月份蓝圆够摄食饵料生物的种类仍较广
,

其

中以磷虾类
、

毛颗类
、

鱼类为主要摄食对象
,

都占 2 1
.

3形 (表 8)
。

所食的磷虾主要是太平

洋磷虾及中华假磷虾 ,鱼类 为小带鱼
。

摄食等级较高
,

VI 级竟达 1 00 男
,

从而表明蓝圆够

在越冬徊游过程中也强烈摄食
,

以增加营养
,

为越冬作好准备
。

舟山渔场
,

为蓝圆缪产卵场及索饵场
。

9 月
:

摄食种类较多
,

其中以中华假磷虾 sP 绷 d踢夕h乌哪标 s侃俪 为主食
,

其次为腹足

类 G a s t or P od
。 的笔帽螺 凸丫、 钻 即 p

,

挠足类的普通波水蚤 巩`叙娜。 二咖再
” 及端足类

表 6 东海蓝圈蜂饵料种类出现频率拓

饵 料 种 类 名 称 出 现 率 (络 )

肠
.

5

1 1
,

7

7
、

8

4
+

8

0
甲

习

0 9

5 2
,

G

频一

…
ù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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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

虾足足足类足

尾

侥磷端十短口

,

O

.

0

003约曰
,土

类类类他

…
一匹丘

毛鱼头其

表 7 舟山渔场
、

温台渔场蓝圆鳍摄食等级百分比

} } 摄 食 众参 级

渔 场 【 日 期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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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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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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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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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_
_ 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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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8 温台渔场
、

舟山渔场蓝圆缪饵料组成出现频率

渔渔
’

场场 日 期期 胃 含 物 出 现 频 率 (男 )))

磷磷磷磷磷 端端 拢拢 毛毛 翼翼 色色 头 } +++++ 口口

虾虾虾虾虾 足足 足足 歌歌 足足 类类 足 } 足足足 足足
类类类类类 类类 类类 类类 类类类 类 { 类类类 类类

舟舟 山 渔 场场 19 7 2年工0月月月 7 1
.

444 1 2
.

33333 2。
甲

6

!!! 一— .—
一一一一

lllllllllllllllll lllllll

}}}}}}}}}}}}}}}}}}}}}}}
lllllll 1 1

.

0000000 2 3
·

3

」」
4

.

111

卫
_

…
8 一一

111119 7 3 “弃” 月 …
3”

·

““““““““

{{{{{{{ 3
`

66666 戎6
.

444 1 6
.

1111111 3
.

66666 3
.

eee
工工工。7 3年 1 0月

一

{邪
`

888888888888888888888

11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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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 11
,

000 6
.

666 1 9
.

111 2 0
.

666 2
,

222 1
.

555 6
.

999 1
.

吕吕 1
`

555

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
.

222222222222222

温温 合 渔 场场 1 0 72年 ; 2月 …丽丽
1 2

,

888 幻
,

666 2 1
.

333 5
.

333 2 1
,

333 6
.

333333333

lllllllllllllllllllllllll

中的短足绒
,

场产,
e习
气

叙 。理
,

也还包含少量鱼类
、

头足类等 (表 8)
。

摄食等级 以 I
、

11 级为主

(表 7 )
.

1 0 月 : 1 9 7 2 年摄食种类单纯
,

仅以端足类
、

翼足类为食
,

摄食强度弱
。

19 7 3 年掇食

种类较 19 7 2 年多
,

除 1 9 7 2 年出现的二类外
,

又增加了毛颗类
、

磷虾类
、

口足类等
,

其中以

毛颗类为主食
,

占 4 6
.

4环
,

其次为磷虾类
、

翼足类 (表 8)
,

摄食等级比 9 月份低
,

空胃占

4 4
.

0环
、

但个别鱼体嗜食到使胃壁膨胀达 W 级 (表 7 )
。

(二 ) 浮游动物分布与始
、

够渔场关系

春季 ( 3一 5 月 )
:

如图 工一 3 所示
,

春汛浙江沿海的温台
、

渔山
、

舟山等渔场
,

正处于合

N猫
一

岔31’
.

:

对29’28’

辛辛辛辛辛辛辛辛辛辛辛辛辛辛祠祠祠祠祠祠祠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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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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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19 72 年 4 月浮游动物生物量 (毫克 /米
“

)

的分布与渔场位置

1 2扩 1 23
.

12峨
.

1 2 5
,

1 2 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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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

图 2 1 9 72 年 5 月浮游动物生物量 (毫克 /米
.

》
分布与渔场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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湾暖流和江浙沿岸流的交汇区内
,

表层水温约为 1 o4 C一 1 8
,

C
,

适合于浮游动物繁殖和生

长
。

浮游动物的数量分布同渔场位置相吻合
。

图 1一 3
,

示 1 9 7 2 年 4
、

5 月中心渔场内
,

生物量分别为 100 一 2 50 毫克 /米
.

和 100 一

500 毫克 /米
名 。

浮游动物主要组成为中华哲水蚤
、

太平洋磷虾
、

海龙箭虫 召。
娜而饥夕讹

。

次

要种类为精致真刺水蚤 刀时脉而

~
、

平滑真刺水蚤 .E 夕玩二 亚强真哲水蚤 刀视疏
-

玩叫
。 翎配仇

: 郎 等
。

从渔山渔场现场所捕捞的 日本贻胃含物分析结果发现
,

每只胃含物

内所含中华哲水蚤
,

数量竟多达 5 0 00 一60 00 个
,

同时含太平洋磷虾 20 。一 600 个
,

消化度

都是 O 级
,

分明是刚摄食不久的饵料
,

并常在渔场中观察到蛤鱼大批起群追逐浮游动物现

象
,

从而表现 出贻鱼渔场位置和始鱼活动行为以及饵料浮游动物分布的密切 关系
。

5 月

下旬后
,

由于江浙沿岸流减弱
,

台湾暖流不断增强
,

流隔位置随之不断向北推移
,

加之前一

时期渔场浮游动物大量被产卵鱼群所消耗
,

以及渔场内中华哲水蚤等浮游动物优势种等

因水温急剧上升 (高于 1 a9 C )
,

繁殖力明显减弱等因素
,

呈现出本渔场饵料浮游动物生物

量显著下降
。

与此同时贻鱼群绝大部份亦离去
,

向北或向东北方向移动
,

随之原有渔场消

失
,

汛期遂告结束
。

在此需要补充说明一点
,

即 1 9 7 3 年和 19 74 年的 5
、

6 月份
,

贻鱼摄食

对象有较大改变
,

这与该两年浮游生物生物量的减少有密切关系
,

与 1 9 7 2 年相 比
,

1 9 7 3

年减少 1 7
.

6绍
,

1 974 年减少 5 4
.

8拓
,

并直接影响渔场
,

促使渔汛明显缩短
。

相
·

反
, 1 9 7 2 年

6 月
,

舟山渔场内浮游生物生物量仍很高 ( 2 5 0一 670 毫克 /米
.

)
,

鱼群在此渔场停留时间也

较长
。

夏
、

秋季索饵渔场
:
夏

、

秋两季是东海及黄海南部始够鱼类的主要索饵季节
,

海区内

浮游动物的数量分布
,

对这些鱼类的生长
、

育肥起着重要作用
。

据调查资料及结合日本元

田茂口二等的报导
,

在此海域内蛤
、

够鱼类的索饵场
,

可划分为三处
:

第一
,

舟山和长江 口索饵渔场如图 4 所示
,

本渔场位置于 3 0
0

N一 3 1 O

3 0’ N
,

1 2 5
O

P 以

N

33
.

扩31’3Q’犷缪

N33’3203l’30a岁28o

导澎

O
_

价 母

,

沪
`

二叔
薪一尽

/ 5”

1 2 2
0

123
.

12 4
.

1 25
“

又ZG二 1盯
。

E

图 3 19 73 年 生月浮游动物生物最〔毫克了米之
)

的分布与渔场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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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3
.

1 2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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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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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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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E

图 住 1 9 72 年 7 月浮游动物生物量 (毫克 /米
“

)

的分布与渔场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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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水域内
。

本渔场常受长江径流影响
,

同时也受黄海冷水及台湾暖流所制约
。

随台湾暖

流带来的有精致真刺水蚤 瓜叭 , 勿 “ “ 艺,初毋
、

平滑真刺水蚤 .E 娜~
、

普通波水蚤 U耐奋

二际
。们卯而:

、

角锚哲水蚤 R h由犯a Z
~

: 。珍户乞酬。 :
、

肥胖箭虫 了州
云似 。

明哪“
等 ;随沿岸水

系及长江径流而来的有中华假磷虾
、

细鳌虾等 ;随黄海冷水带来的有太平洋磷虾和细长脚

蛾等
。

在夏秋季索饵期内
,

始
、

缪鱼的饵料
,

主要是上述浮游甲壳类
,

其中磷虾占 4。一

50 %
,

挠足类 占 16 ~ 33 环
、

端足类占 10 一 2 0%
。

摄食等级以 fl 一皿 级为主
,

索饵期内渔

场位置常与饵料浮游动物密集区相吻合 (图 4 )
。

由于渔场内饵料生物丰富
,

至 10 月份蛤

鱼的含脂量已增长到 12 %
,

蓝圆缪增长到 9
.

6%
。

第二
,

大沙和沙外渔场
。

如图 5所示
,

本渔场位于济州岛西南水域
,

正处于对马暖流
、

黄海冷水以及长江冲淡水的交汇区内
,

饵料生物相当丰富
,

近年来为我国
、

日本及南朝鲜

围网秋汛生产蛤鱼的主要渔场
。

浮游动物优势种有太平洋磷虾
、

细长脚蛾
、

中华假磷虾

sP 、 康呷 h“ 。 衍 s俪交 a 、

中型莹虾 鲡吮关
{ ,
ha

e

伽“ 落。
、

海龙箭虫 泞 a
娜“ a ” “夕“ “ 、

肥胖箭

虫 肠娜`协 。

叨咐
。 等

。

由于渔场内饵料生物丰富
,

这给鱼群在渔场内逗留索饵提供了良

好的饵料基础
。

图 5 表明
,

1 9 7选年 9 月一 10 月蛤鱼中心渔场位置与高生物量 区 (大 于

1 0 0 0 毫克 /米
.
) 十分吻合

。

始鱼捕获量高 (最高网产量达 1
.

5 万箱 )
。

相反 19 7 5 年 9 月

( 图 6) 渔场位置虽仍与高生物量区 (仅为 1 00 一 2 5。毫克 /米
.
)相一致

,

但由于饵料浮游动

物生物量明显锐减
,

始鱼捕捞量较前一年同期减少 44 环
。

可见
,

饵料浮游动物的数量分

布
,

不仅与索饵渔场的位置有关
,

同时也直接影响到渔业生产的捕捞量
。

、 ,
.

1

一
耘一一占二` 山一一洁二二二奋众 ,1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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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

H H 3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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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头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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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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奔
`

厂

对 阪

1 2 2
,

图 5

12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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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26
·

12 6
·

x z了
。

’

厄 1 2 2
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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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2络
口

1 2 5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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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7
,

E

1。了4 年 9 月浮游动物生物量 (毫克 /米
.

) 图 6 197 5 年 9 月浮游动物生物量 (毫克 /米
习

)

的分布与渔场的位置 的分布与渔场位置

第三
,

日本九州西部外海索饵渔场
。

图 7所示
,

本渔场正处于对马暖流
、

黄海暖流及

黄海冷水交汇区内
,

饵料生物丰富
。

暖流带来的主要种类有普通波水蚤 而 d白协粉玩 。赫妙
` “

、

达氏波水蚤 U
.

d a 、 乞丽名
、

强壮真哲水蚤 刀锐二玩二`

, 邵。
、

海洋真刺水蚤 刀肠眺。 e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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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 日本九州西部贻鱼夏季索饵场 图 8 稣

、

够鱼越冬场生物量分布图 ( 1 9 73 年 1一2月 )

。 。悦、
、

卢氏拟真刺水蚤 几恻叭二 at 0 5犯战 肥胖箭 虫 召叼诩
。 。叮名以。 太平 洋箭 虫

困二 ,流邵

烬。汀̀ 、
、

宽额假磷虾 乃、 d二户
a
哪沁 乙时幻专。几 :

、

樱磷虾 凡那二* s: a 如叼落哪
。

等 ; 由黄海冷水带来的主要种类有太平洋磷虾撅夕玩哪衍 , “ 访哪
、

细长脚蛾 几九跳
。。

-

` s0t 尹
。而叭洲而 等

。

据日本元田茂等川 资料
,

6一 10 月间九洲西部外海浮游动物生物最

约为 3。。一 l 。。。。
e/ 1。。。m

,

之间
。

夏季东海日本始鱼常泅游至本海域索饵
,

中心渔场常

于 32
。

卜
3 3

O

N
,

1 2 6
·

3 0, E一 1 2 8 E 间
,

我国机轮围网渔船曾于本渔场捕获过高产网产
。

我国于东海标志放流的贻鱼
,

一

也曾多次于本渔场被重捕
。

第四
,

冬季东海南部越冬场
。

11 月开始
,

随着冷空气不断南下
,

海区水温明显下降
,

鳅够鱼群逐渐南移
,

此时鱼群边摄食边向南洞游
,

摄食对象仍以磷虾为主 (占 3 0
.

1% )
,

其

次为毛颗类
、

翼足类
、

小型鱼类
、

端足类
。

据从 1 9 7 2 年 12 月 16 日于温州外海捕获之蓝 圆

鳗胃含物分析结果
,

蓝圆给在越冬期间仍对磷虾及挠足类等浮游甲壳类进行强烈摄食
,

摄

食等级较高
,

3一 4 级竟占 10 。男
。

结缪鱼群回游到东海南部台湾暖流及黑潮暖流所控制

的水域内进行越冬
,

该水域冬季表层水温较高
,

一般仍保持在 14
0

0或 1了 C以上
,

表层盐度

为 34 一 3 4
.

5荡
,

该水域内浮游动物组成复杂
`

,

主要由高温
、

高盐暖水性种类组成
,

优势种

有微 型磷虾 E
二 , h a

哪衍 ,

~
、

普通波水蚤 莎耐 `二玩
。哪夕时拓

、

精致真刺水蚤 刀双叭 ae 甸

二二艺几祝。
、

亚强真哲水蚤 丑祝邝不。 挑 s动呱韶哪
、

鼻锚哲水蚤 hR 艺咖玩恻 s 。此耐哪 以及太

平洋箭虫 习。娜`协 邺。
访、 等所组成

。

如图 8 表明
,

本水域冬季饵料浮游动物生物量 比

其毗邻水域较高
,

常在 10 0 毫克 /米
. 以上

,

这是始
、

够鱼类适宜的良好越冬场
,

较为丰盛

的饵料基础为越冬鱼群提供索饵条件
。

调查表明越冬场内蛤鱼仍摄食
,

摄食等级 常为 2

级
。

如此优越的饵料基础以及适宜的水文条件
,

以使东海南部
、

钓鱼岛北部水域内在冬春

季常形成良好的越冬渔场
,

以供底拖网及围网渔轮生产
。

近年来我国台湾省围网渔船于

台湾北部澎佳屿附近捕贻鱼迁获高产
,

这更可证明本渔场的形成条件之优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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讨 论

由于始够鱼类终年儿乎都以浮游动物为主食
,

因此鱼群的洞游
、

渔场位置的变动都与

浮游动物的种类组成租数量分布
、

存在着极为密切的关系
。

一年四季无论是产卵场或是

索饵场
、

越冬场
,

两者关系十分明显
。

特别是始
、

够鱼类是具有较高生殖力和分批产卵的

习性川
,

通常离开越冬场的鱼群
,

性腺发育在 l 期左右
,

当游近 浙江近海产卵场时
,

需要

大量营养物质补充
,

才能促使性腺迅速地发育成熟
。

当首次产卵完的亲鱼
,

也还需要强烈

摄食
,

性腺始能迅速恢复并再次成熟产卵
。

在春季产卵渔场中
,

浮游动物 的数量分布起着

很大的作用
,

如果浮游生物量高
,

就能满足产卵鱼群的需要
,

鱼群也就容易集群
,

渔场也较

稳定
,

捕获量也较高
。

相反
,

倘若浮游生物量低
,

鱼群分散并加速北上
,

泪游速度增快
,

渔

场也不稳定
,

渔汛提前结束
。

在索饵渔场中
,

始
、

鳞鱼群通常在生物量为 2 00 一 5 00 毫克 /米
书

的浮游生物密集区内

觅食索饵
,

因此渔场饵料基础雄厚与否是关系到渔获量的重要因素之一
。

如表 9 所示在

19 7 1一 1 9 7 2 年长江 口及舟山渔场都具有丰富的浮游动物
,

浮游动物生物量与渔区平均产

量明显地成正相关关系
。

又如在大沙和沙外渔场秋季索饵期间浮游动物生物量 高 达 5 00

毫克 /米
. ,

渔场十分稳定 ( 19 7 4年 )
,

反之生物最下降至 2 00 毫克 /米
3

以下
,

渔获量明显下

降
。

19了1一 1 9了3 年秋讯浮游动物生物最与渔区产量比较

年 仁爹 浮游动物生物量 (毫克 /米
,
乡 渔 区 产 量 类 型 海区 平均产是〔箱 )

2 8 3 7 8

8防 6

洲O

2 6 9 8 5

8 4 1〕

以区区口匡产产产产产高中低高低309241191川诩

翻一
||州|||||

1 9了上

1 9了1

19 7 1

19 7 2

1 9 7 2

东海南部越冬场内除有 良好的水文条件外 ( 水温在 14 ℃ 以
_

仁)
,

饵料浮游生物量为

5 0一1 0 0 毫克 /米
8 。

综上无论在产卵
、

索饵以及越冬场中
,

浮游生物种类组成
、

数量和密集程度
,

均可视作

寻找渔场的指标
。

据分析东海及南黄海蛤
、

够鱼产卵场
、

索饵场和越冬场的浮游动物生物

量的指标分别为 1 00 一 250 毫克 /米
合、

2 0 0一 1 0 0 。毫克 /米
,

50 一1 00 毫克 /米然而
,

有时浮游

生物量从表面看来与渔场关系似乎不甚明显
,

在高生物量区内不一定有很多鱼群
。

反之
,

有时鱼群却出现在非高生物量区内
,

形成此种情况
,

可能有以下几个原因
:
( 1) 饵料浮游动

物已被鱼群大量吞食
,

因此数量大减
,

剩余的部份鱼群仍停留在原有渔场
,

摄取残存的饵

料浮游动物
,

摄食等级明显降低
,

消化程度却显著提高
,

此时大部份鱼群 已离去
,

致使原有

渔场内产量下降并表现出网产量极不稳定
。

( 2) 有时在某一海区虽 已出现了高生物量区
,

但因受到当时水文条件的影响
,

或一时尚未被大批鱼群发现或利用
,

因此出现大量鱼群

的中心渔场的时间往往要向后推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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