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冬季嗓山带鱼中心渔场与

高盐水舌锋位置的关系

朱德坤 陈阿 毛

(浙江省海洋水产研究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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坪 11」带鱼渔场位于东经 1 22
.

3 0
,

一 1 2 3
“

1 0 , ,

北纬 3 0
0

0 0 ,

一 3 1
0

1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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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冬季水温适宜的前提

下 (温度界限 2 2一户
。

c )
,

高盐水舌锋位置的变化
,

对中心渔场的转移有一定的制约作用
。

在一

般年景
,

讯初至汛中高盐水舌锋位置变化不大
。

渔汛后期
,

高盐水舌锋位置南移
。

从它的概位

与中心渔场相比青出
:

带鱼中心渔场均位于高盐水舌锋北侧
,

少全有随着高盐水舌锋变化而转移

的迹象
。

年际间
, ’

色的变化有如下三种类型
:

( l) 第一种类型
:

渔汛期间
,

由于风
、

流作 JI]相对平衡
,

高盐水舌锋分布稳定
,

汛末时逐渐

偏南退缩
。

( 2) 第二种类型
:

渔汛期间
,

由于大风形成的涡动作用大于其他因素
,

高盐水舌锋偏南提

前退缩
。

( 3 ) 第三种类型 : 渔汛期间
,

山于大风偏弱
,

海流对渔场的作用相对明显
,

使高盐锋区退

而复进
。

鉴于上述
,

带鱼 中心渔场在转移时
,

鱼群也相应 出现稳定
、

偏南
、

偏北等结果
。

山此可见
,

高盐水舌锋的变化
,

无疑地可作为带鱼中心渔场因海洋环境变化而转移的一项指标
。

但是
,

从生产实践中又看到
,

当高盐水舌锋具有下列情况时
,

指标性变差 ;

( 1) 当舌锋位于北纬 3 0
0

3 0, 以南海区时
。

( 2 ) 当舌锋轴线位于东经 1 23
0

3 0
沪
以东海区时

。

前
一 , 刁

肖

冬季蟀山带鱼渔场
,

是我国最著名的渔场之一
。

由于群众机帆渔船的发展
,

作业海区

逐年向东扩大
。

日前
,

渔场范围北起佘 山
,

南迄东福 (北纬 3 0
“

一 3 1
0

1。 ,

)
,

东至海礁东约 30

海里
,

西临马鞍列岛 (东经 12 2
0

30
尹

一 12 3
0

40
`

)
,

渔场面积 4 0 0 0 余平方海里
。

渔汛中有数

千艘渔船在渔场生产
,

最高年产量近三十万吨
。

为了加强现场指导
,

提高捕捞效果
,

本文

拟就海洋环境条件变化导致中心渔场转移问题
,

作一初步研究
。

冬季游经嵘山渔场的带鱼群是越冬过路鱼群
。

它们在每个生产阶段的开始
、

结束
,

大

*
本文写作时参加讨论的有陈正国

、

沈云章
、

刘士忠等同志
。

黄海水产研究所邱道立
、

巾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

翁学 f令及本所吴家雅同志提出宝贵意见
,

郁尧山同志阅审了初稿
,

特此志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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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前后栖息海区都有所变化
。

反映在生产上就是作业中心渔场的转移
。

近几年来从科学

实验和生产实践中看出
,

在冬季嵘山带鱼渔场水温适宜的前提下
,

高盐水舌锋位置 ( 1 )的变

化
,

对中心渔场的转移有一定的制约作用
。

因此
,

高盐水舌锋的分布和变化是近年来分析

和判断中心渔场转移的主要依据之一
。

为了今后进一步运用这一指标
,

本文拟 阐述和探

讨
`

厂述问题
: ( 1) 渔场水文特征 , ( 2) 高盐水舌锋的分布和变化与中心渔场 的关系

。

本文以我所 1 9 7 2一 1 9 7 6 年渔场水文要素观测资料及同期渔业统计资料
、

嗓山海洋站

气象记录等为依据
,

并查考 了有关文献整理而成
。

水文调查范围为 3 。
“

一 3 1
O

X ; 1 2 2
“

3 0’ 一
1 2 3

。

劝电
。

每隔 15 海里设站
,

布局呈棋盘式
。

汛期内每隔 10 一 15 天观测一次
。

观察要

素是水温
、

盐度
、

水色
、

透明度等
。

观测要求按原国家科委海洋组 《海洋调查暂行规范》 的

规定进行
。

渔 场 水 文 特 征

1
.

水系 渔汛期间
,

有三个不 同性质 的水系在渔场范围内交汇
。

长江冲淡水 (盐度

小于 31 % )
「土〕
位于渔场西侧

。

高盆水 (盐度大于 3 4筋 ) 位于渔场南侧
。

棍合水系 (下称混

合水 )位于高盐水北侧
。

上述水系互为消长
,

对渔场海况变化的关系甚为密切
。

2
.

海流 台湾暖流是流经睐 山渔场的主要海流
。

据观测
,

它在冬半年和夏半年流型

没有显著差异 川
。

在北纬 3。
。

以 北海区
,

海流 以偏北方向流经渔场
,

流速约达 0
.

3 9 海

里 /时 (每昼夜流动 9
.

5 海里 )
,

与北纬 3。“

以南比
,

流速较弱
。

台湾暖流到达长江 口外 (约

北纬 3 2
。

处 )流向转为东北东
,

流速再度减弱
。 ’

仑的强度变化同高盐水的锋区有关
。

3
.

水温 一般在九月底以前
,

冲淡水与混合水和高盐水 比较 呈 高 温分 布
。

10 一

11 月
,

因受北方冷空气影响
,

长江冲淡水和混合水的水温逐渐下降
。

高盐水区 (一般分布

在近底层 )由于混和作用水温相对递增
,

这时挽场水温呈垂直等值
,

水
j卜温差亦甚小

。

12

月份以 后 (渔汛后期 )北方冷空气势力增强
,

渔场西北部的水温继续下降
。

这时高盐水区

的水温
一

「降较缓
,

与棍合水和冲淡水比较呈高温分布
。

水温的水平分布
,

南侧高于北侧
,

表层低于底层
,

并有垂直分层现象
。

从水温分布可以看出
,

汛期渔场水文具有夏季型的特

点
。

渔汛初
、

中期具有夏冬间季节过渡的特点
。

汛末期具有冬季的水文特点
「. 〕 。

4
.

汛期内海况特点 ( l) 高盐水
。

系东海表层水的前锋 [’J
,

由台湾暖流带入渔场后
,

呈南北走向的舌形分布
,

盐度大于 34 编
。

<2) 混合水
。

盐度值为 3 1一 34 编
,

等值线在汛初

和汛中一般呈东西向分布
,

水平梯度小
。

汛末
,

等值线呈南北向分布
,

水平梯度增大
。

一

般在 3 3
.

5肠 等盐线两侧是主要的带鱼负发海区
。

(3 )等温线
。

渔汛前期呈东
、

西分布 , 渔

汛后期呈南北分布
。

汛期水温为 2 2一 17
.

5吧
。

( 4 ) 水色
。

在混合水南部是
“

白米米
”

水
。

这种
“

自米米
”

海水的色级
,

在福氏比色计的 11 一 14 之间 sjL
。

在生产实践中看到
,

带鱼中

心渔场大多在这种水色的海域内
。

Ll
,

l扣 3 4肠等盐线的分布位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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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盐水舌锋的分布和变化与带鱼中心渔场

高盐水锋区变化的范围相当大
。

最北可伸展到北纬 3 2
。

附近 ; 最南可退缩到北纬 3 0
.

以南
。

其中 9
、

1 0月间向北延伸的势力最强
。

1 0月底以后高盐水开始偏南退缩
,

11 月份

其前锋概位在北纬 3 0
“

3 0
`

一 3 1
。

之间
,

12 月份在北纬 3 0
“

附近
。

高盐水舌锋的轴线取决于

台湾暖流流轴的位置
。

根据我们所观测资料判 断
,

年际间它的舌轴一 般在 东 经 1 23
’

~

1 2 3
0

3 0 ,

之间波动
。

从表 1可看出
,

在一般年景
,

汛初一汛中
,

高盐水舌锋位置变化不大
,

约在北纬 3 0
0

30
`

附近 ( 即海礁以南浪岗以北海区 )
。

抽汛后期
,

高盐水舌锋的位置南移
,

其概位 在北 纬

表 1 高盐舌锋概位与带鱼中心渔场南界统计表
二二

飞之之
守11 侧侧 汗L 巾巾 汛 末末

概概概 位位 南 界界 概 位位 南 界界 概 位位 南 界界

111 9 7 222 3 0
` ,

加
`
NNN 加

。 `

10
,

NNN 3 0
0

3 0
,

NNN 30
.

36
,
耳耳 3 0

0

0 〕
产

NNN 30
0

] 5
,
NNN

111 9 7 333 3 0
.

3 0
,
NNN 3 0

0

3 5
产
NNN 3 0

`
0 0

,

NNN 30
0

10
,

NNN 3 0
0

生0
,
NNN 3 0

子
4 5

z
NNN

丁丁 9 7 444 3。
。

4 0
,
NNN 3 0

.

仅」产NNN 3 0
、 ’

3 0
,

NNN 3 0
.

印
尹

NNN 3 0
0

3 0
产

NNN 30
’̀

人
卞卞

」」 公 7 555 3 0
0

2 。
`

NNN 3 0
.

2 6
,

NNN 2 9
` ’

.

1 0
沪
入入 3 0

0

0 5
产

NNN 2 9
0

3 0
,

NNN 29
,

它0
产
封

容 ***

111 9 7 666 3 0
口

3 0
产
例例 3 0

台
4 0

,
NNN 拗

。

加
产

NNN 3 0
.

10
,

N * 片才才 3。
。

oo
产
NNN 2 9

”
60

了
人人

*

但无明显
`
朴心渔场

。

. *

山于 .岛盐水舌许分布偏南
,

3 O
.

N 以北海区中心渔场不明显
。

* 水 沐

由于 高盐水舌锋分布偏升
,

对
`
!
`
心渔场的指标作用相应较差

。

30
0

00
`
附近 ( 即东福以北浪岗以南海区 )

。

再从表 2 还可看出
,

一般年景在池汛的不同阶

段
,

带鱼 中心渔场的概位
:

( 1) 汛初在花鸟岛北偏东至海礁东一带的海区
。

( 2) 汛中在花鸟

岛东到浪岗岛一带的海区
。

( 3) 汛末在海礁以南到东福 以北的海区
。

中心渔场的南界
,

在

汛初
、

汛中时约在北纬 3 0
.

3。
产

以北海区
,

汛末时约在北纬 3 0
“

0 0, 以北海区
。

从
.

七述高盐水

舌锋概位与中心渔场的分布相比可看出
,

带负 的中心渔场均位于高盐水舌锋的北侧
。

并有

随着高盐水舌锋变化而转移的迹象
。

如以北纬 3 丈
。

O。
` 、

3 0
0

3『
、

3 0
“

0 0 ’

等三个水文断面近

底层的平均盐度 ( 1 )加以分析
,

年际间
,

高盐水舌锋的变化和带鱼 中心渔场的转移有下面

长种类型 ( 图 1 )
。

第一种类型
。

渔汛期间
,

由于风流作用相对平衡
, “疥均盐度变化甚微

。

高盐水舌锋分

布稳定
,

汛末时高盐水舌锋逐渐退缩
。

带鱼中心渔场 自北向南山花鸟岛东北海区逐渐移

至浪岗的周 围海区
。

此以 19 7 2 年渔汛期 内的变化较具代表性
。

这一年汛期 内
,

大风 (风

级 8 级 以上 ) 口数较多
,

但持续时 h11 不长
。

当高盐水受台湾暖流的作用
,

作为补偿流进入

渔场北侧时
,

经水层间垂直棍和而消失
。

使其舌锋较长时间稳定在北纬 3 0
口

3丁 附近海区

( 图 2 )
。

这年带鱼中心渔场也较长时间分布在海礁周围的海区
。

(习 北纬 3 1
。 、

3少 30
` 、

30u 纽个水文断面的平均盐度
,

系职 各新 血
_

仁东经 1 2 3
。

一 12 3
O

3 0’ 之间的观测 数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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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9 7 2一 1 9 7 6年蛛山冬汛带鱼渔场机帆船单位 日产量统计表 单位
:吨

丫丫丫
社弋 初初 汛 中中 汗几 太太

日日日 期期 中心渔场场 机帆船单单 日 期期 中心渔场场 机帆船单单 日 期期 巾心油场场 七 L帆加单单
概概概概 位位 位日产产产 概 位位 位日产产产 概 位位 位 日产产

一一 九
一

七只只 1 0月邵日日 花 鸟北偏东东 一般般 1 1 月 6
’

日日 花鸟东睐山山 一般般 1 2月 7日日 海礁浪岗周周 一学学

之之之之 8一9海里东东 3
甲

5一 4
.

000 222海礁之间
。。

5
.

0一 1 0
.

000 222围东福东偏偏 5
.

000

11111 1 月 5 日日 偏
r

i匕东1 5一一 高的的 1 2月 6口口口 高的的 1 2月盯 日日 南 5 2一3 0海海 石岛的的

2222222。 海里
,

碧碧 10
甲

O一1 5
.

0000000 5 0
.

00000 顷
。。

2 0
.

000

卜卜卜卜海 礁 之之之之之之之之之

}}}}}}}闭
。。。。。。。。。

一一 九 七 三三 刃~ ~~~
海礁 绝三北

、、

一般般 1 1月工7 日日浪岗 周 围
、、

一般般 1 2月1 0 日日浪岗周 围
,,

一般般

/////
逮“ 刀 。̀ 666勇之南1任一 2 000 2

.

6一 3
.

000 222 海礁碧下之之 4
,

0
. 一 5

,

OOO 222 碧
一

卜海樵之之 5
.

〔卜一 7
.

000

产产产产 海里
。。 L

拓的的 12 月 9 日日间
。

东福甩甩 高的的 1 2月2 3 日日 间
、

海樵 )司司 l

氰的的
11111 2刀: 。妇妇妇 6

,

乐
` 一

1 0
甲

OOOOO 山之间
。。

3 6
.

任一 4 0
.

幻幻幻 围
、

碧
一

:I 为泛
、、

1 0
.

000

花花花花花花花花花花
l乌东北

。。。

一一 九 七 四四 ] 0月 2 4 日日海礁 东
,

1匕匕 一般般 11月 7 日日花 鸟 东 北北 一般般 1 2 月 2 1」」中心渔场分分 一般般

之之之之 碑下东 2 555 1
.

5一 2
.

555 222 2 0 一 2 5 海海 4
.

0一5
.

000 之之 散散 1
`

5一2
`

目目

11111 1月 6 日日海巢
,

娜 r 1111 高的的 12 月 1 日日里
、

碧下东东 才石的的 (次年 ))))) 高的的

东东东东南 1 0 海海 5
.

0 x 7
.

55555 东偏 北 2 000 2 0
.

0一2乃
`

OOO 1 月3 0 [邢邢邢 5
.

000

甩甩甩甩
,

浪岗西西西西 涅
、

咏山东东东东东东

北北北北 3 1 0 海海海海 北
、

海礁浪浪浪浪浪浪

哄哄哄哄
。。。。

岗周 围
,,,,,,

一一
刁乙 七五五 1 1月 l 日日 海礁浪岗

。。

一般般 1 1月 1 6 日日浪岗甩山周周 一般般 1 2 月 4 日日兀山
、

台头头 一般般

lllllllll 2
甲

6一3
甲

555 之之 围
。。

3
.

5一4
.

000 之之 山 ( 渔船南南 5
.

000

11111 1月 15 日日日日 1 2月 3 日日日日 (次年 ))) 下 泵东福以以以

11111111111111111 月 7 口口 南夕夕夕

一一 九 七 六六 1 1 月 l 日日蛛山海礁之之 一般般 ] l 月 2 4 日日甩山浪岗之之 一般般 1 2 月 17 日日 浪岗甩山之之 一般般
若若若若 间 犷良冈 周周 2

.

5一石 OOO 之之 间 i良岗东福福 6
.

6
一

10
,

OOO 222 间
,

桃花东
。。

4
.

(卜一 6
.

CCC

lllll ]月 2 3 日日围
。。。

1 2月 16 日日之间间间 12月2 5日日日日

第二种类型
。

渔汛期内
,

由大风形成的涡动作用大于其他因素
, “卜均盐度变化较剧

,

高盐水舌锋提前偏南退缩
。

带鱼中心渔场向南移动也相应提前
。

此以 1 9 7 5 年的变化 实

况较具代表性
。

这一年渔汛中期 以前东北大风特别多
,

在 11 月 15 日之前
,

风力 6一 8 级

的日子持续 35 天
。

受偏北大风的驱迫
,

高盐水舌锋在 11 月上旬就退缩到北纬 3 0
。

以南

海区
。

此时带鱼中心渔场的位置分布在浪岗至东福一带海区
,

比往年偏南 ( 图 3 )
。

第三种类型
口

渔讯期内
,

由于风力偏弱
,

海流作用相对明显
,

平均盐度降而复升
,

高盐

锋区退而复进
。

带鱼中心渔场因而也比常年偏北
,

此以 1 9 7 3 年较具代表性
。

渔汛以前大

风日数虽较多
,

但在汛期 内大风却较少
。

如 11 月份
,

仅出现 4 次大风
,

且持续时间甚短
,

侮次不超过一天
。

致使水层间海水混和缓慢
,

台湾暖流的作用明显
。

高盐水舌锋的位置

出现 了自南而北深入渔场北侧 (北纬 3。
“

4 0, 附近 )的少见现象
。

于是
,

这一年汛末带鱼中

心渔场也比往常偏北约 3 0海里 ( 图 4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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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上述高盐水舌锋的变化与带鱼中心渔场转移的趋势可以看出
,

在一般年景
,

高盆水

因汛期后移有逐渐偏南退缩的迹象
。

在异常年景
,

高盐水则呈提前退缩或退而复进
。

从

而带鱼中心渔场随着高盐水舌锋变化而转移
。

上述变化则因大风
、

海水垂直混合
、

海流等

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
。

由此可见
,

高盐水舌锋的变化
,

无疑地可作为带鱼中心渔场因海洋

环境变化而转移的一项指标
。

另外
,

从生产实践中又看到
,

当高盐水舌锋位置偏南或舌轴

分布偏东时
,

作为渔情指标
,

其准确度就相应降低
。

现将初步验证所得简述如下
:

( 1) 舌锋位置 当高盐水舌锋位置位于北纬 3 O
.

3 0’ 以韭海区时
,

指标性强
。

舌锋位

于 3 0
”

30
产

以南海区时
,

指标性就差
。

如 1 9 7 2 年冬汛
,

高盐水舌锋在 3 0
0

3 0 ,

N ( 图 2) 停留

的时间长达 2 0 余天
,

同期的中心渔场变化甚小
,

有明显的

指标作用
。

又如 1 9 7 5 年冬汛
,

高盐水退缩提前
,

当其前锋

退至 30
’

N 以南海区时
,

常见的中心渔场消失
,

它的指标作

用没有常年同期明显
。

( 2 ) 舌轴分布 对照同期的水文图
、

鱼发图可看出
,

高

盐水舌锋轴线偏西年景指标性强
,

反之指标性弱
。 1 9 7 3 年

是舌轴偏西的年分
,

在渔汛不同阶段
,

高盐水舌锋对带鱼中

心渔场的转移
,

有明显的制约作用〔图 4 )
。

1 9 7 6 年高盐水

舌锋概位在北纬 3 0
0

30
`

附近 (属正常年分 )
,

自舌轴在东径

1 2 3
0

30
`
以东海区

,

与常年比较
,

偏东约 2 0 涅 ( 图 5 )
。

这时

在肩盐水舌锋西侧出现较广的混合水区
,

它的指标性亦不

如常年明显
。

从验证情况表明
,

高盐水舌锋分布异常的年

景
,

在使用上述渔情指标的同时
,

还需相应的考虑其他有关

因素
。

只有这样
,

才能更确切的掌握冬汛带鱼中心渔场转

移的规律性
。

鲁中心渔场

厂飞鱼发海区

o123ó撇
"

黑瘫

图 5 19 76 年高盐锋区

概位和带鱼中心分布

查主
奋口 语

冬汛嗓山渔场之带鱼鱼群
,

由于生理上寻求适应
,

有在混合水内即 3 3
.

5编 等盐线两

侧集群的特性
。

带鱼游经啄 山渔场
,

系属季节性洞游闭
,

对海洋环境的变化较为敏感
。

因

此
,

讯期内
,

以渔场南侧的高盐水舌锋位置作为判断带鱼中心渔场变化和转移的指标
,

在

海洋学上有一定的依据
,

在生产上有一定的实用意义
。

在一般年景
,

汛期内高盐水舌锋的前锋概位约在北纬 3。
。

3。`

附近
,

舌轴在东经 1 2 3
。

一 12 3
.

30
,

之间
。

当带鱼以相仿的轴线偏南洞游时
,

能起一定的制约作用
。

因此
,

汛期内

级高盐水舌锋的概位作为判断带鱼中心渔场转移的指标
,

有一定的可靠性
。

但是
,

在高盐

水舌锋退缩提前或舌锋轴线分布偏东的年份
,

指标准确性相对变差
。

冬季嗓山带鱼中心渔场的形成
,

与现场水温密切有关
,

据有关资料分析
,

当棍合水水

溢高于 2 o2 C 时
,

带鱼中心渔场不明显
。

当高盐水舌锋北侧水温低于 1 7
O

C 时
,

负群又会沿

着适温带于高盐水舌锋西侧南下
。

因此
,

混合水区水温 1 7
。

一 22
O

C是在使用
“

高盐水舌锋
”

指标时的温度界限
。

限于资料和经验
,

上面提出的仅是儿点初步的看法
,

为使本文讨论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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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不断改进和提高
,

必须继续做好有关的研究工作
,

以期进一步查明高盐水舌变化的规律

及其与 中心渔场的关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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