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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海带鱼摄食习性
、

饵料基础及与渔场的关系
’

陈 亚 瞿 朱 启 琴

(东海水产研究所 )

提 要

本文对东海主要渔场中带鱼介德c}( 娜图
。 艺即 t。 。 iL 二叭。

us 的摄食习性
、

饵料浮游生物的

群落结构及数量分布等进行了阐述和分析
,

并对其与渔场间的关系进行了探讨
。

研究结果表

明
,

东海带鱼是一种以磷虾等甲壳动物和小型鱼类等为主食
,

并兼食头足类
、

毛颖动物等的杂

食性鱼类
。

研究结果还阐明浮游动物生物量及磷虾等的数量分布同东海带鱼渔场的位置 变化

和鱼群移动的关系密切
,

其中冬
、

春季浙江南部近海渔场 : 夏
、

秋季长江口及海礁
、

舟山等渔场
,

其关系尤为明显
。

带鱼 望犷交从二犷。 乙, 如犷琳 工j刀刀 。 eu
,
是东海最重要的经济鱼类之一

。

自七十 年代 以

来
,

产量逐年上升
,

近年来产量虽有下降
,

但仍是东海 区产量最高的鱼种之一
。

东海带鱼基本上是沿着沿岸水系
、

台湾暖流和黄海冷水之间的混合水域分布的
。

其

范围大致可分为两支徊游鱼群
。

它们分别在浙
、

闽近海区及东海区中部越冬
。

浙
、

闽近海

越冬鱼群的特点
,

是沿着台湾 暖流和苏
、

浙
、

闽沿岸水之间的混合水尾旱带形分布
,

并进行

南北往返的季节泅游 , 而东海中部越冬鱼群的季节徊游基本是东和南
、

西和北的往返移

动
。

后者在春季自越冬海区向西游向近海水域进行产卵和索饵
, 5 月到达海礁渔场

,

并与

前者北上洞游的鱼群汇合
,

形成 5一 7 月捕捞带鱼的良好渔场
。

此时性成熟的带鱼陆续产

卵
。

夏
、

秋季两个鱼群同在长江 口至大沙渔场西部一带海区索饵
。

影响带鱼徊游和分布

的因素甚多
,

由于带鱼是以磷虾等浮游生物及小型鱼 ( 主要是鳗鱼等 )
、

虾类等为主食
,

而

鳗鱼等小型鱼类又 以挠足类等浮游生物为食
,

因此带鱼的徊游分布和浮游动物的分布
,

关

系较为密切
。

本文根据 1 9 6 3一 1 9 65 年鱼山
、

舟山及长江 口渔场所采集之带鱼 胃含物标本
,

以及

1 9 6 0一 19 8 1 年东海区浮游生物的分布资料
,

进行了综合分析
。

材 料 和 方 法

带鱼饵料标本的采集和分析按常规方法进行
,

即将现场中收集的标本
,

用 5拓福尔马

本义蒙沈惠明同志审阅并提出宝贵意见
、

原东海区海洋鱼类资源调查组同志协助采集浮游生物
、

曹雅萍同

志协助复墨
,

作者一并致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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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固定后
,

再进行镜检
、

计数
。

所观察的胃含物取自 1 2 2 9 尾带鱼标本
。

浮游生物采集分析方法
,

根据 1 9 6 1一 1 9 8 1 年的调查资料
,
按全国海洋综合调查规范

进行
。

结 果

1
.

东海带鱼的饵料组成和摄食习性

关于东海带鱼食性
,

三栖宽
汇̀ ,曾作过研究

。

据我们对饵料分析结果表明
,

东海各渔场

中带鱼饵料的生物组成颇为复杂
,

以磷虾
、

鱼类和小虾为主食
,

并兼食端足类
、

毛颖类和头

足类等饵料生物 (表 1 )
。

表 1 带鱼饵料组成

硅藻 刀 1a ot m

原生动物 卫 r o t o , O a

水母 M
e d u 吕a

毛颗类 C h 执 e
ot g n o七ha

圆筛藻 C o 。 。￡外诫`。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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鼎形虫 p 心犷 f d乞“ ” s p p
.

海龙箭虫 召“ 夕众协 ” 召夕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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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 表

类类类 种种

磷磷虾类Eu pha u s士耽aaa e 太平洋磷虾 刀“ p加
, 8她 和而 凡仍仍

微微微型磷虾 刀
·

加加加

宽宽宽额假磷虾 尸姗
触 d已。 p加

, “ a 子a 名叮
,

摊
sss

中中中华假磷虾 尸
.

娜耐 c aaa

等等足类 I , o p o d aaaaa

口口足类 S七o m o七o P o d aaa 虾站 召q俪 z子“ o邝艺o 少翻翻

虾虾虾姑幼休 A “ 饥 a 地犷

帕 ;;;

十十足目长尾类 D e o a p o d aaa
细鳌虾 石 e p才0 9几。矛a 夕r a `镇卫落sss

中中中国毛虾 过况忿。君亡而落孙。丸: 镇aaa

日日日本毛虾 涯
,

孙 ,佣初璐璐

哈哈哈氏仿对虾 尸口
协脚肋

e
叩丽

,

加叼俩呱 `̀

中中中华管鞭虾 名拟伙 oc
o
ar

;

俪舫翻翻

周周周氏新对虾 篮。协衅彻邵
; j 。 ,姗 `̀

葛葛葛氏长臂虾 P a万a 。升。朴 (尸
a王a e仍。蛇 ) 口ar

刃苏。月月

鹰鹰鹰爪虾 r r a ` 甸 p臼川郎吕

淤
, ` o 。￡r 落sss

短短尾类 B r a o h万 u r aaa
小蟹 价。 吞吞

鱼鱼类 p i s o e 333 日本鳗鱼 丑们夕r a 万̀: 夕a p o蛇落哪哪
带带带鱼 , 犷纪无勿叫

忿 l巴刃公双理
￡￡

七七七星鱼 L a拼刃。 d召” 。 忑叹饥执。 。“ 哪哪

大大大黄鱼 尸名君钊己o e` a 。
叼 亡犷。心 e aaa

小小小黄鱼 尸。邹己
。 “ a e

“ 扣成 , a c才̀ sss

青青青鳞鱼 丑。 , e

即
。乙a g舰那

s落落

黄黄黄螂 刀。 t i州洲
a 夕落艺乙州 `̀

龙龙龙头鱼 刀。 r , 。 d o朴 韶 e入e r e赵。 ...

白白白姑鱼 A护 g , r os o饥锵 盯夕叭 之浏劫劫

黑黑黑口白姑鱼 通
甲

雨酥酥

天天天竺绸 注乡仍枯眼 丁讯绍如冶冶

叫叫叫姑鱼 J o再邓她 s 吞“ 臼王夕 6 r 介介

鳃鳃鳃鱼 名本, o饥 a切 。落山
5 o r 夕。 倪之刃舫:::

级级级鱼 万`￡e h仁甸吕仍 f加刀刀

鱼鱼鱼卵 万`劝 `夕夕夕

春季
:
鱼山及舟山渔场的带鱼其饵料组成以磷虾占绝对优势

,

鱼类次之
,

虾类
、

端足

类
、

箭虫等也占一定比例
,

4 月后舟山渔场磷虾出现频率明显下降
,

主食物转以细赘虾为

主
,

其种类组成及摄食强度分别参见表 2
。

东海磷虾的种类组成较为复杂
,

数量也较多
。

春季常随黄海冷水南下广泛分布于东

海北部的有太平洋磷虾 及苏夕加讹施 夕叨呢厂免
a 、

分布于东海暖流水域区 内 的 有微型磷 虾

E叩加璐标 、 、 和宽额假磷虾 P 犯二山呷 ha 。标 玩`
价

口。 ,

还有分布于沿岸低盐水系 内

的中华假磷虾 尸韶。命卿从
拐3坛。 : 执俪 等

,

这几种磷虾于冬
、

春季间常混集于浙江近海交

汇区内
,

致使磷虾数量更为丰盛
,

从而为带鱼摄食提供有利条件
。

多年的资料证明
,

东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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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鱼山
、

舟山渔场带鱼饵料种类出现频率 (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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磷虾分布常与带鱼渔场分布趋势相一致
,

如 1 9 6 3 年 3 月东海磷虾密集分布于浙江南部的

鱼山
、

韭山附近水域的两个渔区内
,

平均数量均达 动 个 /米
.

以上
,

此时带鱼在上述两渔区

产量也属全东海区最高
,

分别为 1 5 5工。 和 2 1 1 0 0 箱
。

近年来也常有类似情况丁由此可见
,

在冬
、

春季
,

浙南渔场中
,

磷虾等大型浮游生物
,
确可视作带鱼渔场的良好指标生物

。

夏
、

秋季
:
带鱼主要分布于长江口的南

、

北渔场及舟山
、

海礁等渔场
。

饵料组成除包

括上述磷虾外
,

尚有大量的热带暖水性种类
,
如凶型箭虫 泞卯诩“ 介。 ,

、

普通波水 蚤

肠诚杭以。 。 咖
二菇

、

伯氏平头水蚤 ao
n面洲 a 加。甸`

、

尖头蛾 O别 e夕ha 玩
: sP p

、

和短脚蛾

五匆卿 , 认 。
PP 等

,

还有多种暖水性鱼类幼体
。

冬季
:
嵘山渔场位于带鱼南下作季节性越冬洞游必经之途中

,

是我国带鱼生产规模

最大
、

产量最高的集体渔业生产渔场
,

秋末冬初渔场内浮游生物丰富
,

小鱼
、

小虾也多
,

为

冬汛前期贪食的带鱼鱼群
,

提供了丰盛的饵料
。

但在 11 月中
、

下旬后
,

饵料生物随暖流势

力减弱
,

水温下降以及交汇区位置的南移而明显减少
,
带鱼摄食强度也显著减弱

,

空胃比

例高
,

约占能纬左右
,

摄食等级 1一 2级的也仅占 30 终左右
,

3一4 级的为 8%
。

饵料组成

仍以磷虾为首位 《 11 拓 )
,

虾类及毛虾分别 占 6一 8%
。

从上述各渔场中带鱼的饵料组成分析结果表明
,

其主食对象为磷虾及小型鱼类 (鳗

鱼
、

七星鱼
、

青鳞鱼等 )
。

而提鱼等却又以浮游生物为食
,

从而进一步了解到带鱼
、

鳗鱼及

浮游生物之间的复杂食物链关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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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

东海带鱼渔场浮游生物群落结构
、

数 l 分布及与渔场的关系

(1 )冬
、

春季浙江南部近海渔 场 本渔场正处沿岸水系和暖流交汇处
,

水文条件适

宜
,

营养丰富
,
磷虾

、

中华哲水蚤等饵料生物繁盛
,

常形成良好的渔场
。

渔场范围常于

2 7
O

N一 Z g
O

N
,

南北向渔场作业范围较大
,

主要包括温台
、

鱼山近海渔场
,

但东西间作业范

围甚狭
,

一般多于禁渔区线附近
。

渔获物除中等大小的带鱼为主外
,

还有大黄鱼
、

黝鱼和

鳍鱼等重要经济鱼类
。

渔场内饵料生物组成主要由浙江近海低盐群落及外海高盐
、

高温群落混合组成
。

因

此浮游植物既有如星心 圆筛藻 0 0韶`。 d `翻
: 。耐二 ` 曲 中肋骨条藻 尽肠 `例。 “ 即 s`时勃二

、

中国盒形藻 B记而吵入必 对、 。 : 殆等
,

浮游动物有真刺唇角水蚤 aL 乙记卿
犷 “ 。
姗 ha “ 气背刺胸

刺水蚤 O耐
犷叩哪

s

赫你州。耐哪
、

等广温低盐种类 , 又有浮游植物如金色角毛藻 嘶酬才
。“

卿“ “ 八丽撬` 、

宽梯链藻 C杯仍韶。战二二介
“ 。砂乙而 a 。 二饥

,

浮游动物有如精致真刺水蚤

E
仪刃无a 时 a “ 懈`

~
、

微型磷虾 刀“ 夕赫“ 衍 、

~
、

肥胖箭虫 S咐` t坛 。

叮孟“ a 等高盐暖水性

种类和部分暖温带性种类如中华哲水蚤 0 成 a 。 。 对耐姗 等
。

渔场内饵料浮游生物总生物

量冬季约 5 0一 80 毫克 /米
. ,

自早春起生物量急剧上升
,

春季可达 1 00 一 2 5 0毫克 /米
色 ,

甚至

更高
,

这为带鱼索饵提供了条件
。

( 2 ) 海礁
、

长江 口 带鱼产 卵场及索怀场 东海带鱼产卵场范围甚广
,

较集中的产卵渔

场范围大致在 3。
。

N 一 3 2
。

叹
,
1 2 2

“
3 0, E一 124

0

30
,
E 之间 ,素饵场向东

、

北方向伸展的范围

更大
。

带鱼具有生殖力强
、

产卵期长及分批产卵之特点
,

因而为适应其种群的繁殖
,

即使

在生殖季节内
,

仍大量摄食
,

以不断吸取营养来提供性腺的正常发育需要
。

即使在索饵期

间
,

带鱼的食谱中仍 以磷虾
、

鱼类为主食
。

多年来据调查资料分析结果表明 〔 1
,

, , ,

在 5一 7 月间因渔场位置于台湾暖流前峰及多

种水系交汇区内
,

因而饵料浮游生物种类组成复杂
,

数量也极为丰富
。

a 群落结构
:

渔场浮游生物大致可分为 3 个生态群落
:

< a ) 长江 口低盐群落
.
主要包括长江 口区内 31

O

N一 32
O

N
,

12 3
“

30 ,E 以西范围海

域
。

表层盐度为 1 3
.

95 一 3 0
.

00 瓜 ;其主要种类组成除常见种中华哲水蚤外
,

尚有中华假磷

虾
,

海龙箭虫
、

儿乌囊糠虾
、

细鳌虾
、

真刺唇角水蚤
、

刺尾纺锤水蚤 」ca 材记 妙讯俪
二由 等

低盐种类及许多糠虾幼体
、

短尾类蚤状幼体及虾蛤幼体等出现
。

上述种类标志着本群落

受长江水及江浙沿岸低盐水系影响甚大
。

( b ) 外海高盐群落
:
主要分布于渔场东侧外海 12 3

0

30 侣 以东
,

30
“

30
,
N 以北范围

内
。

水文特征
:

10 米层水温为 15
.

58 一20 ℃
,

盐度为 29
,

00 一33
.

5。荡
。

群落种类组成较

单纯
,

因主要受黄海冷水影响较大
,

种类 以太平洋磷虾和 细脚拟长蛟 少灿二诩。 笋郎“ 咖
:

.

为主
。

但根据个别站中少量强壮箭虫 乱夕铭标卿ssa 的出现
,

说明该水域又受到苏北沿岸

水系的影响
。

(的 东南外海高温
、

高盐群落
:

分布于 1 2 3
O

E 以东 30
0

30
,

N 以南范围内
。

水文条

件
: 10 米层水温常为 19 一 2 2

O

C
,

盐度为 31 一 3 3
.

3 6编
。

本群落组成颇为复杂
,

热带性种类

大量出现
。

主要有普通波水蚤 U , 1刁俪。协 二不卯而。
、

达氏波水蚤 Uh d`恻玩 d二叨店” “
、

太平

洋铃虫 五分叭妈心玩 p毗访昭
、

宽额假磷虾 尸￡己翻山二 , ha 哪施 不哪姨介娜
、

尖头贼 O二训。 , ha 拐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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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
、

龙翼箭虫 乃
。犷。拟娜`坛 介朗

口
及微型磷虾 丑

。 , 坛咐兔

~
等

。

标志着本群落完全

是受台湾暖流控制
,

由于本渔场水系复杂及台湾暖流于 5
、
6 月份后北上流势 日趋增强

,

故

在三个水系交汇区即长江 口每年形成浮游生物高生物量区
,

为带鱼渔场的形成
,

提供雄厚

的饵料基础
。

b 渔场饵料浮游生物数量分布
:

饵料浮游动物总生物量据 1 9 6。一 1 9 6 2 年三年调查
,

平均生物量在 1 5 9一 352 毫克 /米
“
之间波动

, 1 9 7 3一 1 974 年复查结果
,

生物量为 1 3 3
.

5一

舰 3
.

6 毫克 /米
. ,

低于六十年代初期
。

渔场内生物量均以 6 月份为最高
,

7 月份后水温升

高而显著减少
。

生物量分布以北部海区远高于南部海区 (图 1一 4 )
。

高生物量区一般分布

于 3 1一 3 2 “ 3 0
`
N

, 1 2 3 “

一 1 2 5 O

E 范围内
。

其中个别渔区生物量竟 高达 1 0 0 0 毫克 /米
. 以

上
,
1 9 8 1年调查结果

,

平均生物量为 3 14 毫克 /米
. 。

本渔场内浮游动物优势种为中华哲水

蚤
、

太平洋磷虾
、

精致真刺水蚤
、

海龙箭虫
、

肥胖箭虫等
。

其中挠足类所占重量约为 3 7一

61 %
,

箭虫 22 一 58 %
,

小虾类占 4一 5%
。

这与渔民认为产卵带鱼的洞游
、

行动有着跟随
“

虾

1习6
O
E

气 3 2
.

N

书00

一

2 5 0

1 00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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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中心渔场及生物量分布图戈1 97 3 年 6 月 )

图中单位为毫克 /米
, ,

斜线区域为中心渔场
。

下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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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海带鱼摄食习性
、

饵料基础及与渔场的关系

仔
”
的移动趋向一致的说法很相似

。

据分析
,

所谓
“

虾仔
”
即为挠足类

、

磷虾类等浮游甲壳

动物及其他浮游动物之总称
。

带鱼是具有再次或多次性产卵 习性的鱼类
,

为补充其产卵期内体力消耗
,

产卵后带鱼

更显贪食
,

从而对饵料生物分布的关系较密切
。

中心渔场一般均位于生物量区内 (图 卜

4 )
。

每年夏季大批渔船聚集于长江 口渔场饵料生物高生物量区内追捕鱼群
,

其中带鱼所

占比重甚大
。

为了获得较好的捕捞效果
,

应密切注意渔场中水文条件以及饵料生物数量

分布和带鱼的摄食状况
,

如前所述带鱼最爱吃磷虾
、

小虾及鳗鱼
、

青鳞鱼和七星鱼等小型

鱼类
,

这些小型鱼类又皆以挠足类
、

磷虾等浮游生物为食
,

由于带鱼与小鱼浮游生物之间

存在着食物链关系
,

在每年索饵盛期
,

带鱼就常和这些鱼类混栖
,

而于长江 口外形成良好

的带鱼和杂鱼渔场
。

在渔捞生产中
,

为便于掌握渔场
,

在起网后就应解剖一些带鱼
,

观察

胃含物组成和摄食强度
,

一般说来
,

在小潮期间饱食的带鱼能有 1一2 天相对稳定的生活

1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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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中心渔场及生物量分布图 ( 19 路 年 7 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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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
。

当渔场中饵料生物丰富
,

又伴随着半饱或空腹的带鱼群
,

如果水文等条件也较适宜
,

这常可认为是较为理想的渔场
,

这表明鱼群刚到达渔场不久
,

并在此渔场索饵
,

鱼群活动

范围不大
,

因此渔场可能较为稳定
,

作业时间也较长 ,而当渔场内饵料生物数量很少
,

捕上

的带鱼又是空腹时
,

这往往是一般过路的或边洞游边觅食的鱼群
,

或原为中心渔场
,

但随

着饵料逐渐耗尽
,

鱼群即将游离渔场
,

此时渔场内渔获量较不稳定
,

应迅速考虑渔场转移
。

总之特别在索饵季节内
,

饵料生物的数量分布
,

一般是与渔获量呈正相关
,

但生物量过高
,

特别是分布广泛
,

又无明显的密集中心
,

则鱼群又不易集群 (如 1 9 8 1 年 6 月 )( 图 5)
,

由于

我们对海区内生态系结构还缺乏认识
,

对各优势饵料种类个体生态也欠了解
,

因此在研究

饵料生物量与鱼群间分布关系时
,

就更应全面地考虑饵料基础及其由鱼群摄食而形成减

少的情况
,

而不能单纯地按照饵料生物量与渔获量的一般规律来分析研究间题
。

( 3) 味 山冬汛带鱼 渔场 本渔场为冬初南下越冬徊游带鱼的过路渔场
,

渔汛初期渔

场内饵料生物丰富
,

为鱼群提供摄饵条件
。

瓦 浮游生物的群落结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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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长江 日低盐群落
:

位于渔场西北部
。

角水蚤
、

中华假磷虾等 ,

其优势种浮游动物有中华哲水蚤
、

真刺唇

浮游植物有菱形海线藻 尹几赫韶 s0 彻。 “ 。 “ : 邪从。`凌

中肋骨条藻 S肠林姗娜
。

耐哪
u。

、

布氏双凸藻 刀澎班份仇

等
。

s 、 星心 圆筛藻
、

吞而神才。 那豁 以及单倍体角毛藻

( b ) 外海高盐群落
:

太平洋磷虾
、

细脚拟长蛾 ,

位于渔场东北部
。

种类组成主要是低温
、

高盐性种类
。

主要有

浮游植物有三角藻 T 护俪护“ 诚。 印 p

饥 ob 弓乙命灿由
、

那不勒斯大西洋角毛藻 `凭在 召̀似
护 os 耐 l伽 t `翎

名 ” 二

管藻 五几店功幼肠炳 a 。 玩云“了。 r

彻

,

活动盒形藻 B 艺d` “ 乙夕h`必

~ 卿林勿切
、

细长型翼根

尹郎诩坛。
。
及扫帚藻 oo 钧才

a介。 无夕岛八劣 等
。

c( ) 高温
、

高盐群落
:

分布于渔场东南部
。

主要种类有次厚真哲水蚤 刃?招口 la咄 二
-

加犷` 裂比堵
、

肥胖箭虫
、

普通波水蚤
、

宽额假磷虾等 , 浮游植物有漂浮藻 尸乙创话才。耐 。配a 幼乙
、

日

本星杆藻 刁“ 。
再娜“ 比 j’a 夕。 交 a 、

笔尖形根管藻 概叙oso ha 标吻 Zifo
犷 , 2’s

.b 浮游生物的数量分布
:
渔 汛 期 间饵料生 物 中 浮游植 物量变化 于 1 0 6

, 。0 0一
17 3 , 。0 0 个 /米

翻 , 浮游动物生物量则为 7 2
.

8一 5 2
,

2 毫克 /米
. 。

10 月下旬以前浮游动物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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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中心渔场及生物量分布图 ( 19 8 1年 6月 )

要分布于花乌岛以北渔场
, 以后随着冷空气南下

、

水温逐渐降低
,

浮游生物密集区南移
,

也

促使越冬鱼群加速南下
。

中心渔场位置逐渐偏南
,

渔汛也日趋结束
。

讨 论

1
.

在渔场内进行侦察鱼群过程中
,

为了了解饵料浮游生物的数量分布
,

除了使用常

规的浮游生物网或浮游生物指示器外
,

还可借助于探鱼仪观察
。

通常本海区的浮游生物

自天常栖息于中层水域
,

分布较均匀 ,在探鱼仪的记录纸上呈现出带状均匀分布
。

傍晚至

午夜
,

中底层浮游动物多游向表层
。

在夏季长江 口
、

海礁渔场的带鱼为追索饵料生物群而

游向表层
「a] ,

所以夜河生产较差
。

2
.

多年调查资料表明
,

长江 口夏季渔场既是带鱼的产卵场
,

又是带鱼等多种经济鱼

类的索饵场
,

由于本渔场内饵料浮游生物丰富
,

更是许多经济鱼类幼
、

稚鱼的索饵场
,

幼鱼

主要以浮游生物为食
,

因此幼鱼分布与饵料生物高生物量 区分布尤为一致
,

其中带鱼
、

黄

鱼等幼鱼最为明显
。

所以
,

饵料生物量虽然可以作为侦察鱼群的指标
,

但在幼鱼所占比例

过大情况下
,

这个渔场的作业生产就会破坏资源
。

因此在饵料生物密集区内
,

如遇捕到的



1期 陈亚瞿
、

朱启琴 :东海带鱼摄食习性
、

饵料基础及与渔场的关系 1肠

幼鱼过多时
,

就应立即停止捕捞作业
,

以保护鱼类资源
。

3
.

夏末秋初长江 口及吕泅
、

大沙渔场内饵料生物逐渐减少
,

带鱼鱼群转而摄食鳗鱼
,

为此对鳃鱼的生态习性和数量分布的了解
,

必有助于带鱼渔获量的提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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