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渤海对虾徊游和分布的研究
’

山东省海洋水产研究所

(执笔人 ; 刘永昌)

提要 本文根据渤海对虾标志放流与重捕资料
、

渤海大面水文调查资料
、

渔场统计 资

料以及幼虾相对数量试捕资料
,

对渤海对虾的徊游
、

分布和中心渔场的位置进行了研究
。

根据

上述资料分析表明 : 每年 6
、

7 月份
,

幼对虾在渤海各海湾及河口水深 10 米以内的咸淡水交汇

处生活 ; 8 月上旬至 9 月下旬由
“

低盐高温
”
区(盐度为 22一28 偏

,

水温为 2 6一扮
‘

伪游向渤海中部

东侧或辽东湾中部的
“

高盐低温
”
区(盐度为 3 0 一31 偏

,

水温为 2 0 一2 3
’

o) 索饵 ; g月下旬之后
,

因

季风影响浅水区水温下降
,

原冷水团所在的深水区反而成为相对的高温区
,

对虾集中于
“
相对

高温区
”

中
。

中心渔场位置及其稳定程度取决于底层水温
、

盐度分布及它们的稳定状况
。

渤海

对虾具有趋向于底层水温 2 0a c和盐度 的
,

5编的习性
。

主题词 对虾
、

渤海
、

徊游
、

分布

对虾 (凡呱
。。 口犷命耐耐翻 K 拍hi 二 ou ” )是我国北方的重要渔业资源

。

渤海是对虾 交

尾
、

产卵
、

索饵
、

生长的主要场所
。

每年九
、

十月份是渤海秋汛捕虾的主要季节
。

其产量为

全国对虾产量的 80 形
。

因此
,

研究渤海对虾各生活阶段的徊游
、

分布与集群规律
,

是我国

对虾渔业研究的重要课题
。

本文根据 19 6 5 至 1 9 7 9 年渤海对虾标志放流和重捕资料
、

渤

海幼对虾相对数量调查资料
、

渤海大面水温调查资料和 山东
、

辽宁
、

河北秋讯机帆船捕虾

的电讯记录统计资料
,

进行了分析与研究
,

以冀为生产单位合理利用资源安排生产提供依

据和参考
。

材 料 和 方 法

用作标志放流的对虾
,

是机动底曳网渔船的渔获物
。

捕获的活对虾
,

先放入帆布桶或

木桶暂养
。

选择其中体质强健者进行标志放流
。

对于交尾前的成虾
,

用漆包线或不锈钢

丝穿过第一腹节背部的前缘处系结标志牌
,

然后放流入海
。

对于交尾后的对虾
,

用漆包线

或不锈钢丝在第六腹节的后方尾节的前方系结标志牌
。

不同年份标志放流分别采 用绿
、

红
、

粉红
、

朱红等不同颜色的长条形塑料牌 (1 5 x s 只 0
.

5 毫米 )
,

加上用来系结的长度为

1 0 0一1 20 毫米直径为 0
.

2一O
。

5毫米的漆包线或不锈钢丝
,

其总重量约为 160 至 2 5 0 毫克
。

为了了解对虾的分布状况
,

采用按旬
、

按渔区进行渔获统计的办法来详细了解其活动

情况
。

1 96 5一 1 9 7 9 年
,

划分为小区 (1 0, x 1 0, )进行统计
。

机帆船的电讯资料的援盖面积

参加标志放流工作的主要有鲁寿渔 4叱
、

406 号
,

昌专渔政 3 号
,

山东 所渔政 3 号 ; 山水所 6
、
6 号

,

荣成
、

长岛
、

海阳
、

昌邑
、

掖县的渔政船
。

张树德
、

宋同太同志协助整理了资料
,

谨此致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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占渤海总量的 6。拓以上
,

因此可以基本反映出整个渤海对虾分布的变动状况
。

研 究 结 果

(一) 标志对虾的重捕率和徊游速度

1
.

重捕率

1 9 6 5 年至 1 9 7 9 年的十五年间
,

标志放流曾进行过 胎 次
,

放流的活对虾共 67
,
47 6 尾

,

先后重捕回收的是 2
,
8 71 尾

,

重捕率为 4
.

3%
,

历年的放流和重捕数如表 l
。

表 飞 飞065一飞97 9 年渤海对虾标志放流和重捕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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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泅游速度

对虾徊游的速度
,
取决于对虾的本身条件即个体大小

,
游泳能力

,

运动方式和徊游性

质及海况等
。

据重捕资料估计
,

幼对虾由近岸浅水向深水区索饵洞游阶段的洞游速度是
3

.

33 4 公里 / 日 ;交尾前索饵徊游阶段的徊游速度为 5
.

1 8 6 公里 / 日 , 交尾后越冬泅游开始

表 2 标志对虾洞游速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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阶段的洞游速度为 9
,

26 公里 / 日 , 途经烟威渔场和石岛渔场的徊游速度是 1 1
.

8 53 公里 /

日
。

详见表 2
。

由于重捕的机遇可能出入很大
,

有的标志虾可能在到达时立即被捕
,

有的可能到达一

段时间之后被捕
。

对于对虾在整个渤海中运动和停留的地点和时间不够了解的情况下
,

以

上的估计速度只能是近似的
,

而且计算的徊游速度比真实的洞游速度总是偏慢
。

(二) 标志对虾的分布及洞游

渤
、

黄海对虾是同一个种群树
,

但是因亲虾在不同海区产卵
,

使不同海区出生的仔
、

幼

虾明显地表现出短时期(6

资料及其生物学测定资料

一丫份

的证明
。

)的地理群特征
。

这点已得到各湾幼虾分布区域的调查

9 月份以后
,

渤海各湾的虾群处于混游混栖阶段
,

地理

群特征消失
。

此时
,

渤海湾
、

莱州湾的主群同滦河 口的分群及辽东湾的支群混栖于渤海中

部水域 ;渤海湾
、

莱州湾
、

滦河 口的分群或支群同辽东湾的主群混栖于辽东湾中部及湾白

区域 , 莱州湾的分群或支群及渤海湾的分群提早游出海峡
,

于烟台
、

威海的外海形成渔场

(图 1)
。

1 2 月至翌年 2 月
,

又与在黄海出生的对虾在越冬途中和越冬场混合 , 3 月份北上

徊游时
,

并未发现有各自返回原出生地的现象
。

如莱州湾出生的对虾
,

春汛时也有到乳

山口
、

胶州湾和海州湾及海洋岛(鸭绿江口》等水域产卵的 ,相反
,

乳山口出生的对虾
,

也

有进入渤海产卵的
‘1) 。

文内提到某一湾或某一海区虾群
,

系指对虾出生的地方或洞游到

某一海区
,

其数量较多
,

栖息时间较长
,
而又能形成中心渔场的虾群而言

,

这样称谓仅出于

叙述上的方便
,

它只是反映地理群系的概念
,

而无种群的含义
。

_

了少‘

刃节
”

广
{弓r 日

尸11
:
J匀一9曰尸Y

J�

厂一图犷犷犷 产
‘

了

图 1 渤海秋汛对虾徊游分布模式图

F i g
,

1 T he 琳 t协rn o f m i g r a tlo n a
nd

d i已tr ibu tio n o f Bo Il a i Pra w n in

人u 饭m n fis b讯g 吕e a 印n

渤
、

黄海对虾渔场渔区图

F垮
.

Z T加 fi ‘h i n g g ro u n d o f

p ra w n a n d 已叻a

rea
o f Bo

H a i a n d Y e llo w 决a

渤海是一个半封闭型的内海
,

按渔业界的习惯
,
把渤海划分为辽东湾

、

滦河口
、

渤海

湾
、

渤海中部
、

莱州湾和渤海海峡六个部分 (分别见图 2 中 A
、

B
、

C
、

D
、

E
、

r )
。

现将渤海各

部分对虾标志放流和重捕结果
,

以及渔场变动资料分述如下
。

( l) 此处所指不包括朝鲜西海岸群
。

据多年标志放流和重捕资料
,

中国对虾和朝鲜西海岸对虾
,
似属两个群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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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

辽东淹虾群的河游与分布(图 3 )

辽东湾面积较大 (27
,
7 2 9 平方公里 )

,

水较深
,

平均水深为 16
.

9 米
,

最深处为 3 9 米
。

公 毕

图 3 历年 9 月辽东湾对虾标志放流于
9

、

10 月重捕分布

F褚
,

3 The d ist r ib时i皿 o f 阳ea P七廿司

Pra W 几 协g g ed in 趾协.f o r y临玛 认 the
L认。d o 力 g G 沮f in se 协一o ot

,

它是渤海对虾产卵场之一
,

但其产卵场范围

较渤海湾和莱州湾小
,

资源量约占三湾对虾

资源量的 17
.

5形〔习 。

辽东湾主要河流 有 辽

河
、

双台子河
、

绕阳河
、

大凌河
、

小凌河
、

远河

及六股河等
。

辽河是流入辽东湾最大的河流
,

主流流向辽东湾的东北部
,

主河 日附近水质

肥沃
,

营养丰富
, 主流入海后为海洋浮游生物

提供了营养基础
,

使该水域的饵料生物量丰

富
。

所以这个海区是幼对虾分布量较高的水

域
。

双台子河及大凌河和小凌河在辽东湾北

入海
,

此处亦是幼对虾分布量较高的水域
。

辽

东湾东南部的复州湾
、

普兰店湾和金州湾也

有对虾产卵
,

但幼对虾的数量较少
。

(劝 6
、

7 月间
,

出生在辽东湾最北部的

幼对虾
,

结束溯河洞游阶段后
,

大部份在十米等深线以内的咸淡水交汇区生活
。

8 月上旬

逐渐由近岸浅水区向深水区游动
‘
l).

(2 ) 8 月上旬至 9 月上旬
,

对虾主群主要分布在 10 一 2 0 米等深线水域内索饵
,

9 月

中旬主群继续向南和西南方向与海岸平行游动
,

主群先头部份到达辽东湾中部时
,

受冷水

(2护C以下水温 )阻挡
,

于冷水的北部和西部停止前进而在原地游动
,

而后面的继续游来
,

故在西部和北部一带聚集从而形成渔场
。

(3) 由于滦河 口近岸向东或东北方向游动的部分虾群《分群)
,

此时还有一定数量陆

续进入辽东湾西部同来自辽东湾北部沿低温 2。
,

C等温线北来的虾群混游混栖
,

在上述渔

区里相继形成中心渔场
。

9 月下旬辽东湾中部冷水 已向东北方向收缩
,

辽东湾中部 的相

水温相对升高
。

此时虾群便向中部扩散
。

.

(4 ) 某些年的 10 月份在辽东湾东南部的对虾
,

也由东游来聚集 ,从而在辽东湾中部

形成良好而稳定的渔场
。

其渔获量的大小及稳定程度
,

除与辽东湾对虾资源量有直接关

系外
,

同时与来自渤海湾
、

莱州湾和滦河 口的补充量 (分群或支群 )亦有着密切关系〔月 。

(5 ) 尽管有的年份
,

如 2 9 6 7
、

1 9 7 2
、

2 9 7 8
、

1 9 7 9 年的 9
、

1 0 月份
,

在渤海中部的北部

和渤海海峡重捕到在辽东湾标志放流的对虾
,

但重捕数量较少 ; 1 9 7 7 年 10 月上旬在 辽

东湾东南部标志放流的对虾
, 主要是向北

、

西北和西南方向徊游
,

也就是说主要是游向

20 一2 3
O

C的水域
,

从未在渤海海峡以东海区被发现或重捕 ; 1 9 7 9 年 10 月上旬在辽东半岛

东海岸标志了一批对虾
,

则多数于是在海洋岛渔场 (见图 2中K )的西南部被重捕
。

从而可

以认为
,

海洋岛渔场西南部对虾渔场的形成
,

其虾群的来源与渤海内的虾群无关
,

而与海

洋岛西北部的对虾关系密切
‘
l>o

(l) 辽宁省海洋水产研究所
,

1 9 7 3
。

对虾生活习惯及徊游规律
。

营 口水产科技
,

(1 3 ) : 3一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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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滦河口 虾群的洞游与分布 (图 4 )

滦河口海区面积约为 6 9 8 9
.

5 平方公里
。

这个海区的河流自北向南依次为石河
、

汤河
、

代河
、

洋河
、

敏河
、

马河
、

滦河
、

清河
、

庄河和沂

河等
。

其中以滦河为最大
,

年径流量有时 比

辽河
、

海河还大些
。

由于河 口比较开阔
,

水质

较为肥沃
,

是对虾繁殖
、

生长的 良好场所
。

每年 6
、

? 月幼对虾在滦河口 海区的西部

的浅水河 口区溯河及索饵
。

9月上旬有一分群

向东或略偏北方向泅游至辽东湾西部时受到

辽东湾中部冷水的阻挡
,

而在辽东湾海区西

侧边缘一带水温为 2 。一2 3a c 的海区逗留
。

后

面的虾群继续游来
,

而形成中心渔场
。

另外
,

9 月 2 0 日前后渤海中部冷水消失
,

原密集在

滦河口海区北部的虾群
,

毫无阻挡地游向渤

海中部海区一带索饵
,

与来自渤海湾
、

莱州湾

平均水深约 16
.

30 米
,

最深处为 27 米
,

注入

图 4 历年 8 月滦河口对虾标志放流于
9

、

1。月重捕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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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O此
,

和辽东湾先已到达渤海中部渔场的虾群混栖并形成渔场
。

这是渤海秋汛对虾的重点渔场
。

3
.

渤海湾虾群的迥游与分布 (图 5)

流入渤海湾海区的河流有徒河
、

蓟运河
、

海河
、

捷地减河
、

四女寺河
、

马峡河
、

徒骇河

兮 梦

图 5 历年 8 月渤悔湾对虾标志放流于

9
、

10 月重捕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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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
,

以海河为最大
。

海河接纳北运河
,

永定

河
、

子牙河
、

南运河等水系
,

在天津合流从渤

海湾西北部入海
。

海河流域面积较广
,

沿海水

网地区
、

洼地水泊多〔幻
·

渤海湾面积约14
, 』3 16

平方公里
,

平均水深 n
.

82 米
,

最深处 2 6 米
,

它是对虾最大的产卵场
,

每年提供的对虾资

源量最多
,

占渤海总资源量的 4 2
.

5% 亡幻 。

每

年 6
、

7 月份
、

幼虾在河口溯河和在 5 米水深

以内觅食
。

了月底体长达 8一10 厘米时
,

开始

逐渐向深水涧游柳
,

8 月上旬先头部份到达

水深 10 一15 米等深线的广阔水域
。

一 般在

9月上旬因受渤海中部
“

冷水
”

的阻挡
,

主群在

渤海湾东部和渤海中部西缘停留时 间较长
。

此后
,

随着冷水消失及虾群逐渐适应
,

虾群

分群由渤海中部西侧向东部和南部移动
。

9 月中
、

下旬主群到达渤海中部的地区
。

渤海湾

东南部的虾群则于7 月下旬或 8 月初向东移动到渤海中部西南侧的索饵场
, 与来自莱 州

(1 ) 邓景耀
, 1 980

。

渤海湾对虾卵子
、

幼体数蚤分布及其与外界环境的关系
。

海洋水产研究
,

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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湾北部的虾群混栖于渤海中部的西南侧一带
。

但据 1 966
、

1 9 6 7 和 1 9 7 2 年 9
、

10 月在滦河

口海区和辽东湾海区西南部重扑到渤海湾标志放流的对虾资料分析
,

渤海湾的对虾 于 9
、

1 0 月索饵期间
,

具有徊游活跃
,

分布广阔的特点
。

4
.

莱州湾虾群的徊游与分布(图 ‘)

莱州湾面积约 9 549 平方公里
,

平均水深 11
.

23 米
,

最深处为 18 米
,

是渤海中一个仅

次于渤海湾的对虾产卵场
。

每年提供的对虾资源量占渤海的 40 多闭
。

产卵场和幼对 虾

分布区
,

主要位于该湾的西部沿岸的黄河 口至小清河口一带
,

湾的东部的潍河口
、

胶河口

和芙蓉岛一带也有亲虾产卵
,

但卵和幼虾数量比西部少得多‘, , 。莱州湾 6
、

7 月后幼虾在河

里溯河和河口的咸淡水交汇区的浅水处生活〔裸,
。

每年 8 月初对虾体长达到 8一10 厘米时
,

虾群即由近岸浅水向深水泅游
。

八月上旬可扩展至 8一14 米水深处
,

首批外游虾群离岸最

远的可达水深 20 米处
,

较渤海湾
、

滦河口出生的对虾先到达渤海中部东侧渔场川
。

1 9 7 3一

1 9了9 年的 8
、

9 月
、

莱州 湾有一分群或支群提早游出渤海海峡推进到烟台一威海沿岸渔场

见图 2 中G
、

甚至到达成山头 (见图 2 中H )近海‘, , 。但某些年份如 1 96 7
、

1 97 2
、

1 9 7 5
、

1 9 7日年

的 9
,

10 月在滦河口的东部
、

辽东湾的西南部
、

渤海海峡和烟威渔场西部等海区都重捕到

一定数量的在莱州湾海区西南部和东北部标志放流的对虾 (图 6
、

7)
。

所以莱州湾的对虾

同样具有泅游活跃
、

分布广的特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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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万址

莱州湾历来 8 月标志放流的对虾于 9
、

10 月重捕的分布
.

6 T加 d i名t过 b ut i o n o f re oa Ptule d

p ra w n ta g g e d 远 人u g
甲

伪 r 犷时已 in

工。让h o u G 诚f 她翻p t. 一O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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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捕对虾的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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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是出生在各湾的对虾
,

随着个体的增长和环境条件的变化
,

于 8月上旬开始由近

岸浅水区向深水处索饵洞游的一般规律和特殊规律
.

下面着重介绍各湾虾群进入深水区

即到达渤海中部
、

渤海海峡区后的洞游分布情况
。

5
,

渤海中部索饵虾群的涸游与分布

渤海中部海域面积约 14
,
8 17 平方公里

,

平均水深 22
.

82 米
,

最深处 29 米
。

是各湾

〔劝 韩光祖
、

刘永昌
,
1 9夕8

0

烟威秋汛早期对虾渔场形成原因与预报方法的初步研究
。

山东水产学会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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贾长护

衬。应

图 8 底曳网对虾渔获量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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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济3
‘

虾群混游混栖的主要场所
。

因此是机动渔船秋汛捕虾的重点区域
。

每年 9
、

10 月
,

各湾标

志放流的对虾在此区域被重捕的数量最多 (来自辽东湾的较少)
。

从重捕的点聚图和实际

中心渔场的位置看
,

对虾主要分布在整个渤海中部海区
,

尤其是在北纬 3 8
O

3 0’ 附近水深

2 6一28 米的东西海沟 (即火船道 )最为密集
。

如 1 9 65
、

1 9 6 6 年的分布情况就是如此
。

不过

有些年份
,

中心渔场和重捕分布有向北或西北移动的情况
,

如 19 6 7一 1 9 7 2 年 ,也有些年份

如 1 97 3一 1 9 7 9 年的 9
、

10 月
,

汇集于渤海中部的虾群
,

有提前 (交尾以前 )游出渤海海峡而

进入烟 台一威海近海甚至向东游到成山头一带索饵
,

在那里交尾并形成渔场 (图8
,

牟F )
。

6
.

渤海海映索饵虾群的洞游与分布

渤海海峡海区的面积约为 5
,

86 。平方公里
,

水深 28
。卜

38 米
,

‘

最深处为 78 米
。

通常莱

州湾首批东游虾群
,

多经海峡南部进入烟威渔场
。

莱州湾对虾东游
,

往往受黄河主河道

位置南北摆动及黄河低盐水舌势力强弱的支配和近岸底层水温高低的制约 L‘J。 若 8 月黄

河低盐水舌势力强
,

其水舌前峰达龙口
,

三山岛外海
,

底层水温等值线在 2 4o C 以下 (最

好是 21 一23
0

0 )并呈东西分布形式
,

则莱州湾西部的东游对虾可直抓渤海海峡的最南部
,

而后进入烟威渔场 (图 9)
。

但有的年份如 1 9 7 8
、

1 9 7 9 年
,

虽 8 月调查资料证明黄河低盐

水舌前峰势力亦较强
,

但只因龙 口外海的底层水温等值线为 2 5一 2 7
,

C所控制 (底层水温

与莱州湾西部同)
,

虽有一股虾群借助大潮汛的力量冲出海峡进入烟威渔场
,

但大部份东

游虾群在龙口
,

桑岛近海即调头北上
,

沿渤海海峡最南部西侧和莱州湾东北部穿过 2扩O
、

2学 c
、

2 4吧 东西走向的等温线向 2。一2 100 的低温区边缘一带的渤海中部的东南 部
、

辽

东湾的南和西南部海区游去〔幻。

9 月中
、

下旬汇集在渤海中部的对虾
,

在渤海海峡冷水势力较弱
,

即 2 0℃ 等值线偏东

并呈东一西
,

或东南一西北分布时
、

则对虾可继续东游
,

横穿海峡中部
,

进入烟威渔场的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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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
。

由于渤海海峡北部 (老铁山水道 )底层水

温等值线的分布形式
,

往往受到北黄海低温

(1。
。

C )的影响
,

一般为南一北分布和近似南

北分布
,

水温最低为 14 一 1 8℃
。

尽管有的虾

群到达渤海海峡北部及渤海中部的东南海区

的 2 0o C等温线附近
,

一般不再继续东游
,

而

调头向北或西北方
,

即滦河口 东南
、

渤海中

部和渤海海峡北部徊游
。

但是在有的年份的

9
、

10 月
,

即使渤海中部及海峡南部一带的海

水底层水温等值线呈东一西分布
,

东游的虾

群也不全游出海峡
,

而有较多的对虾在海映

一带向西和西北方返回
。

尽管游出海峡的虾

群
,一般到达烟威渔场西部

,

然后调头返回到

理
。、a别�

图 9

上
’

19
.

9

ta g g e d

〕9了3 年 9 月底层水温等值线

和重捕对虾的分布

T he r e鸽p t u re d 运t r i bu tlo n 吠

P ra w n a n d bo tto m 15眺he r m a l

line in 氏Pt
,

1 9 了3
.

渤海内的现象也时有发生
。

有经验的船长
,

向东追捕继续游出海峡的虾群时
,

追到渤海海

峡以东时
,

常常调转船头西行
,

重返捕过的海区而捕到了较前更大的网头
。

这是因为渤海

内的后继虾群继续东来
,

早批外游虾群又调头返回与之汇合的缘故 ( 图 9 )
。

另外继续东

游的虾群到达成山头海区
,

一般不再继续向东徊游
,

而是折向南方扩散
,

在成山头北
、

东

和南面海区索饵
,

直至交尾结束后于 功 月底或 n 月上旬进入石岛近海
。

这现象的出现

主要是受成山头外海低温水团阻 档的缘故 (图 8
,
G es l)

。

(三 ) 海况条件变化同对虾的徊游
、

分布及渔场变动的关系

1
.

“

冷水
”

的影响

据调查
,
8

、

9 月份在渤海有三个冷水团
,

其位置分别在辽东湾海区中部
,

渤海中部的

西北海区
,

渤海海峡中北部
。

8 月初
,

渤海湾
、

深河口
、

辽东湾
、

莱州湾的对虾由近岸的
“

高温低盐 (底层水温为 25 一

2 8
0

0
,

盐度为 2 6一29 荡 )浅水水域
,

向渤海中部及辽东湾中部的
“

低温高盐
”

(底层水温为

20 一2 3o C
,

盐度为 3 0一31 筋 )的深水水域作索饵洞游
。

9 月
,

对虾的徊游分布明显地受上

述三个冷水团的影响
。

.

渤海中部冷水团势力强而稳定的年份 (冷水中心底层水温为 16 一

1 8o C)
,

渤海
、

莱州和滦河 口三湾的虾群分别分布在冷水团的西部
、

南部和北部
,

并在那里

形成中心渔场 ; 辽东湾北部的虾群则和滦河口 向东和东北洞游的部分虾群都被辽东湾中

部海区的冷水团所阻挡
,

而在冷水团的北缘和西缘 (底层水温为 20 一2 3
,

C )停留
。

如果辽

东湾虾群和滦河 口的东游虾群数量很多
,

那末就会在辽东湾和滦河口两个海区交界处形

成渔场
、

如果两湾的资源量不很丰富
,

那末在这个海区温
、

盐适宜的水域中会有虾群分布

但不能形成有价值的渔场 ;渤海海峡的冷水团西侧
,

在底层水温 2。
,

C的海区附近
,

也有虾

群分布和渔场的形成
,

虾群的主要来源是莱州湾和渤海湾
。

如果某些年份上述三个冷水团的势力都较弱
,

在渤海中部没有出现水温低于 2。吧的

中央冷水团
,

这个海区的底层水温在 20 一 2 3
O

C左右
,

辽东湾中部为 20 一2 2
O

C
,

渤海海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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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北海区为 2 0一2 1℃
。

在这种情况下
,

’

g 月份整个渤海对虾中心渔场的分布就会出现不

同于一般年份的特殊情况
。

滦河 口
、

渤海湾
、

莱州湾首批外游虾群至渤海中部混合形成一

个分布广阔的渔场
,

并逐渐由西向东或东南方向移动
,

穿过渤海海峡进入烟威渔场
,

形成

东西狭长的渔场 (图 8
,

A-- 0 )
。

由于渤海三个冷水团的消长时间和强弱程度不同
,
虾群的洞游与分布以及中心渔场

的形成位置及持续时间也有所不同
。

2
.

高温区同 1 0月份渔场变动和重捕分布的关系

总的说来
,

虾群在渤海徊游期间(索饵
、

交尾及开始越冬期间)对海水底层水温的反应

是
,

在底温 2 2℃以上时
,

趋向于
“

低温
”

区
,

而当底层水温下降到 2 0o C以下时
,

则又趋向于
“

高温
”

区
。

综上所述
,

可 以看出
,

渤海对虾的中心渔场位置同底层的冷水团
、

暖水团的位置或底

层水温等值线的分布密切相关 (图 7 ,
9 )

。

因此
,

详细占有底层水温资料是预报对虾洞游

路线
、

徊游速度和中心渔场位置的基础
。

但是还必须进行动态的分析研究
,

才能作出比较

符合客观实际的预报
。

讨 论 与 结 论

1
.

由于地理位置的原因和自然环境及海洋学特点
,

渤海对虾的基本涸游规律
: 8 月

份各湾幼对虾由近岸浅水的
“

高温低盐
”

水域
,

陆续向较深的(高盐低温 )水域扩散 , 9 月份

渤海湾和菜州湾虾群的洞游与分布及中心渔场
,

则与渤海中部冷水团的位置
、

势力强弱和

稳定程度有关
。

冷水势力强的年份
,

虾群趋向冷水团边缘
,

并在水温等值线曲率大的海域

较密集
。

辽东湾的虾群
,

直接受辽东湾中部
“

冷水
”

的约束
。

滦河口 由于地理位置特殊
,

其虾

群受辽东湾中部冷水团和渤海中央冷水团的共同影响
,

一般虾群分为二个方向向外游动
:

(l) 向东随辽东湾中部冷水团边缘推进
。

(2) 向南或东南随渤海中部冷水团的边缘推进 ,

1 。月份
,

泪游到渤海中部
、

辽东湾中部和渤海海峡的虾群都分别受到其原冷水团演变的

相对高温区的影响
。

此时的虾群不是趋向高温水边缘
,

而是游动于高温水之中
。

2
,

滦河 口的虾群较渤海湾和莱州湾虾群略晚游至渤海中部 (九月下旬 )
,

其原因有

二 : (1) 滦河 口近岸底形复杂
,

并有东北至西南走向的三条沟洼地
,

此处底层海水温度变化

缓慢
,
适应对虾生活的环境条件能保持较长日期

。

(2) 渤海中央的冷水团在一般年份比较

稳定
,

堵住滦河 口东南部虾群南游的通道
,

并因
“

冷水
”

是向西北方向逐渐收缩
,

直到 9 月

下旬以后才消失
,

以致虾群到达渤海中部的时间较晚
。

3
.

辽东湾的对虾
,

生群在 9
、

10 月份基本在湾内的广阔水域洞游
,

进入渤海中部水域

数量极少
,

这同下列条件有关
:
(1) 辽东湾水域广阔

,

平均水深较深
,

饵料较丰富
,

环境条件

适宜
,

并受辽东湾中部冷水团和高温水团以及海峡强冷水的约束
。

(2) 辽东湾从其北端至

渤海中部的距离比渤海湾
、

莱州湾远得多
,

如果虾群在 8 月 10 日开始以同等速度分别向

渤海中部泪游
,

辽东湾的虾群
,

最早一批估计也要在 10 月中旬才能到达
。

(3) 从各湾盐度

比较可知
,

辽河入海的径流较弱不存在自辽河 口至渤海中部的低盐水舌
。

虽然冬
、

春季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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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风有利于沿岸水向外扩展
,

但此时正值辽河枯水季节
、

径流量非常小
,

因此这一时期也

没有伸向渤海中部的低盐水舌 ;在夏
、

秋季节辽河径流量较大
,

但此时又值偏南风很盛
,

沿

岸水向外扩展的力量因南风而减弱 〔1 又。 所以这一时期亦没有出现明显的伸向渤海中部的

低盐水舌
,

因此分布在辽东湾北端的幼对虾在 9
、

10 月份不具备到达渤海中部渔场的条

件
,

从而使这一虾群具有明显的独立性
。

(4) 由于辽东半岛突入海中
,

从渤海海峡沿辽东

湾东侧至其北端
,

海岸线犬牙交错
,

海底沟婿相间
,

地形陡峻
,

该区海流流速较强
「, 〕,

同时

9
、

10 月该湾东侧底层水温等值线水平梯度较大
,

受其渤海海峡冷水团阻挡
,

形成渔场
。

有

时在烟威渔场西北部出现的对虾可能是由海洋岛渔场的西南部游来的
。

4
,

据历年的对虾标志放流和重捕资料的计算
,

对秋汛渤海对虾各个生活阶段的昼夜

徊游的速度 已有初步了解
,

这对于秋汛捕虾生产的各种渔船追逐虾群
、

掌握中心渔场
、

调

整网具
、

改变渔法
、

变更拖网速度
,

从而达到提高产量的 目的
,

都有一定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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