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冬汛浙江中部渔场环境与

带鱼汛期的关系
’

朱 德 坤 俞 存 根

(浙江省海洋水产研究所 )

提要 本文根据 1977 ~ 19 52 年浙江中部渔场
,

水文要素观测资料
,

分析了渔场环境与

冬汛带鱼鱼发的关系
。

由于在冬汛中游经浙江中部渔场的带鱼属季节性回游
,

对海洋环 境的

变化比较敏感
。

因此
,

在渔汛期内
,

应用渔场水文的季节转换
、

水温的冷暖年分布
,

水系混合

区的纬向波动等
,

分另箩可作为判断汛期进展及中心渔场变化和转移的指标 :
(劝渔场水文夏

、

冬

季节转换期早
,

汛期提前湘反
,

讯期后延
。

( 2) 渔场水温呈
“
冷年型 ” 分布

,

汛期提早 ;相反
,

汛

期推迟
。

( 3 ) 3 4呱等盐线的纬向波动
,

与中心渔场有明显的相关性
。

高盐线分布偏西
,

鱼发海

区趋向近岸 ; 反之
,

趋向述岸
。

主题词 渔场
,

浙江近海
,

水温
、

盐度

冬季带鱼汛是我省海洋渔业规模最大的

一个渔汛
。

为了判断冬汛汛期进展
,

对近海

北部和南 部
,

渔场环境与带鱼鱼发的关系的

研究工作
,

在科研
、

生产部门的关注下
.

已先

后完成专题性研究报告。 ’ ,

在分析带鱼中心

渔场形成
、

转移等方面
,

已付实用
,

效果较好
。

然而近几年来
,

由于冬汛带鱼进场以
“

东路
”

鱼群为主
,

再则渔业生产部门为了保护带鱼

资源
,

合理使用能源
,

提高经济效益等原因
,

在部署冬汛作业渔场时
,

范围均比七十年代

为广
。

八十年代以后
,

浙江中部渔场冬汛带

鱼的渔获量
,

占近海带鱼总产量的比重 已明

显提高
,

据不完全统计
,

浙中渔场产量
,

已占

我省冬汛产量的一半左右
。

鉴于渔业生产需

要
,

现将浙江中部渔场环境与带鱼鱼发的关

系作一初步探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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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调查站位设置及渔场划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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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象特征及与鱼发关系的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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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 料 和 方 法

本文以我所 1 9 7 7~ 1 9 8 2 年渔场水文要素观测资料及同期渔业统计资料为主要依据
。

水文资料引用范围为北纬 28 一 30
’

; 东经 12 4
。

以西海区
,

时间为 11 月至翌年 1 月
。

资料

整理
:

水温
、

盐度是按站用逐 日变化过程曲线法进行订正
,

把表
、

底层温
、

盐值订正到历年

各月 1 日及 15 日的同期值
。

另外
,

以内插修正法增补各测站所缺的温
、

盐资料
,

以求它的

系统性和完整性
。

在此基础上
,

求取多年温
、

盐的平均值
。

为便于分析
,

将调查海区划分

为渔场北部和南部
,

并以北纬 28
O

5 0’ (约为鱼山岛正东 )作为它的分界线
。

带鱼的洞游分布

初冬以 后
,

随着水温的下降
,

沿浙江近海进行南北徊游的东海群带鱼
,

陆续离开索饵

场进行越冬洞游
。

从而形成浙江近海渔场的冬季带鱼汛
。

东海北部群带鱼进入浙江近海

的路线
,

一是从东海北部越过长江口 进入浙江近海
,

一般称它为
“

北路鱼群
” 。

一是从偏东

方向进入浙江近海
,

一般称它为
“

东路鱼群
” 。

这是近年来进入浙江渔场并构成冬汛生产

的带鱼的主群
。

由于
“

北路
”

带鱼资源的衰退
,

因而
“

东路
”

带鱼资源丰欠与浙江中部渔场

汛期进展的关系非常密切
。

冬汛
,

游经浙江中部近海的带鱼群
,

亦系越冬过路鱼群
,

渔场

形成与环境关系十分密切
。

一般带鱼的进场时间
,

与海洋水文的夏冬季节转换期先后有

关
:

转换期早
,

汛期亦早 ; 转换期迟
,

汛期后延
。

冬汛带鱼有在水系交汇区集群的习性
,

汛

期内水系交汇区的纬向波动
,

是制约中心渔场偏东或偏西分布的主因
。

冬汛期间带鱼栖

息水层主要在中
、

下层
。

因此
,

中
、

下层渔场环境的变化
,

对带鱼中心渔场的分布或转移
,

具有密切的关系
。 ’

沪

渔场水文特征

浙江中部近海地处大陆边缘浅海
,

海洋水文状况的分布和变化
,

除受太阳辐射的影响

外
,

还与近
、

外海水系长消以及大陆气候的变化有关
。

1
.

水温
、

盐度的分布和变化

( l) 水温 表
、

底层等温线分布基本上与陆岸平行
,

呈东北一西南走向
,

内侧海区水温

低于外侧
,

随着汛期的后移
,

内侧海区等温线有变密趋势
,

水平分布幅度渐增
。

渔汛后期
,

温度水平变化甚微
。

垂直分布
,

渔汛前期
,

表层水温稍高于底层水温
、

渔汛中期温差渐小
,

进入夏
、

冬过渡期分布
。

渔场水温过渡期的来临北部较早
,

南部偏迟
。

全海区的多年平均

水温
:

自 2 1 月初至翌年 i 月中 (下同 )
,

表层为 2 2
.

I
O

C一 1 4
.

8
o

C ;底层为 2 1
.

2
O

C~ 1 5
.

4
O

C
,

汛期内表层降温 7
.

3℃ ,底层降温 5
.

so C
,

表
、

底层温差值蕊 I
O

C
。

渔场各部水温分布
:

汛初

是表层高于底层
,

南部稍高于北部 ;汛中是南
、

北部及表
、

底层均呈等温现象
;
汛末是底层

略肩于表层
,

南部稍高于北部
。

从上述水温特点看出
:

在汛期的前
、

中
、

末等阶段
,

渔场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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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分别具有夏冬过渡期之前期
,

后期及冬季型分布形成的特色 (附表 1 )
。

表 1 浙江中部渔场表
、

底层平均水温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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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多年日降温率分析
:

渔汛期内渔场水温的变化
,

以东侧海区比较均匀
,

波动亦小
,

降温率

为 《 。
.

la C /日
,

这主要是外侧海区水深较大
,

受大陆径流和降温影响小的缘故
。

内侧海区

降温时快
、

时慢
,

无明显规律
,

波动亦大
。

降温率表层为 。
.

04 ~ 。
.

14
0

0 /日
,

底层为 。
,

03 一

O
.

l l
O

C / 日
。

这主要是内侧海区水深较浅
,

易受径流及大陆降温影响的缘故
。

总的来看
,

汛期内渔场水温呈降温趋势
,
且表层快于底层

。

( 2) 盐度 渔场内侧表层等盐线分布甚密
,

基本上亦与陆岸平行
,

随着汛期的进展
,

低

盐水分布范围逐渐缩小
。

外侧海区高盐水分布范围较广
,

且底层分布范围大于表层
。

渔

汛前期高盐水有偏东退缩的迹象
,

汛中以后其西界又渐次偏西推进
,

渔汛后期复进现象更

为明显
。

全海区平均盐度
:

表层为 3 1
.

4一 32
.

7筋
,

底层为 3 3
.

3一 33
.

5荡
,

汛期内表盐递增

值约 1
.

3筋
,

底盐则变化甚微
。

表
、

底盐垂直差幅以 n 月份最大 (2 编 )
,

以后逐渐递减
。

渔

场各部的盐度分布
:

汛期内表盐呈偏低分布
,

表
、

底层垂直差幅汛初约 1
.

5荡
;
汛中以后约

0
.

5荡
。

从盐度的垂直分布看出
: 随着汛期的后延

,

盐度的垂直差幅有逐渐递减的迹象
,

这

主要是表层低盐水偏西退缩及冬半年渔场垂直混合增强等因素形成 (附表 2 )
。

据多年盐

度日变值分析
:

渔汛期内
,

渔场盐度呈增盐趋势
,

其中东侧海区及内侧底层变化较小
,

平均

日变值在 士 0
.

01 漏以下
,

内侧表层变化较大
,

增盐率汛前期为 0
.

06 荡 / 日
,

中期以后 为

0
.

03 编 / 日
。

总的来看
,

因受水系长
,

消的制约
,

盐度变化是
: 表层较大

、

底层较小
。

2
.

冷
、

暖年的划分

在渔场水温进入夏冬过渡期分布以后
,

由于致冷因素及水系配置的年间差异
,

各年水

温分布也有冷暖之分
。

为了划分渔场水温的冷暖年
,

现以多年平均水温值作为计算各年

距平值的基准
,

用正
、

负最大距平值的 音值
,

作为划分常年与暖年
,

常年与冷年的界线
。

通

过分析计算
,

得出 1 9 7 7 年以来渔场底温分布的冷暖类型如下
:

渔场北部
:

属暖年型的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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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浙江中部渔场表
、

底层平均盐度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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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 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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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

666 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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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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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88 3 3
,

666 3 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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底底底 层层 34
.

111 34
.

000 只3
.

999 34
.

000 3 4
,

000 34
`

111

bbbbb o 七t o
mmmmmmmmmmmmmmm

南南 部部 表 层层 3 2
`

999 3 3
。

111 息3
.

555 异3
.

555 3 3
.

111 分3
,

555

ssso u 七五e r n p a r 七七 日u r f a e eeeeeeeeeeeeeee

底底底 层层 3 4
.

〔))) 3 4
,

111 3 4
.

111 肚
.

111 斜
.

000 3 3
`

999

bbbbb o t 七o mmmmmmmmmmmmmmm

1 97 9
、
i 邪 2 年

,

冷年型的有 19 8 1 年
,

常年型的有 1 9 78 年
,

其他年伤则属冷
、

暖交迭
。

渔场

南部
:

属暖年型的有 1 9 7 8
、
1 9 7 9年

,

冷年型的有 19 80
、
1 9 8 1 年

,

其他年份则属冷
、

暖交迭
。

综上所述
: 1 9 79 年为较典型的暖年型年景

,

1 9 81 年则为较典型的冷年型年景
。

3
,

水系分布及年间波动

渔汛期间浙江中部近海主要受二个不同性质的水系所制约
。

内侧为 江 浙沿岸 低盐

水
,

外侧为东海高盐水
,

二水系之间为南
、

北分布呈带状的水系混合区
。

汛期的不同阶段
、

表
、

底层水系的长
、

消过程为
:

前期
,

表层低盐水势力偏强
;
高盐水势力偏弱

,

分布均偏东
。

底层相反
,

混合区范围表层广于底层
。

汛中
,

低盐水偏西退缩
;
由于南部高盐水增强明显

,

混合区呈北宽南窄分布
。

汛末
,

低盐水系势力稍有增强
,

北部高盐水亦偏西推进
,

混合区

又成带状分布
。

从水系长消看出
:

随着汛期的后移
,

表层低盐水基本上呈偏西退缩趋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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底层高盐水则有先退后进现象 (见图 2一4 )
。

水系棍合区的年间波动较大
,

究其原因
,

主要

与渔场高盐水势力强弱有关
。

据高盐水西界位置判断
:

宁波

图 3 渔汛中期水系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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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9 7 8年
、
1 9 82 年为高盐水分布范围广

,

势力强的年景 ; 1 9 7 9 年
、
1 9 81 年则属高盐水分布范

围小
,

势力弱的年景
。

高盐水西界
,

一般呈纬向波动
。

年间波动距离
,

因海区不同而异
,

据

图 5 分析
:

高盐水西界的纬向波动距离
,

北纬 30
。

约 70 涅
,

其中汛末波动间距较小
。

北纬

29
。

约 6 0 理
,

汛期 内甚相一致
。

北纬 28
。

约 30 理
,

其中汛初波动间距较大
。

从不同断面

高盐水西界的波动情况看出
:
高盐水西界年间波动范围

,

渔场北部大于南部
,

并有自北而

南递减的迹象
。

海洋水文与鱼发的关系

浙江中部渔场
,

冬季带鱼汛汛期的迟早
,

持续时间的长短以及中心渔场的纬向波动范

围
,

都是部署现场生产必须斟酌的关键 间题
。

据带鱼生产记录与环境调查资料相对照看

出 :
上述间题之形成

,

主要与周年渔场水文环境的分布和变化密切有关
。

1
.

水温 渔场水温的季节转换及其冷暖分布是影响带鱼鱼发的主要因素
。

夏 季型分

布时
,

水温有明显的垂直分层现象
。

初冬以后
,

水温进入夏
、

冬过渡期时
,

层化现象逐渐消

失
。

当渔场水温接近垂直等值时
,

汛期开始
。

浙江中部渔场
,

水温层化现象的消头时间
,

自北而南稍有先后
,

一般年景始于 11 月 中
、

下旬
,

就常年带鱼初旺期而言
,

也同期开始
。

但

年际水温的季节转换期有先
、

后之别
,

它 使带鱼汛期也有早
、

迟之分
。

如 1 9 8 1 年冬汛
,

11

月初水温 已呈垂直等值 ; 汛期偏早
。

1 9 8 2 年冬汛
,

12 月初在大陈渔场水温尚具垂直分层

现象
,

汛期相对偏迟
。

水温的冷暖分布也与汛期进展有关
,

据带鱼鱼发区水温资料分析
:

一般年景带鱼的初旺期在 n 月下旬
,

水温为 19 一 2 1o C ; 旺发期在 12 月
,

水 温为 18 ~

2 00 伪汛末期在翌年 1 月上
、

中旬
,

水温为 15 ~ 1 7o C (见图 6 )
。

由于年际间水温有冷暖年之

别
,

它使汛期进展也有缓
、

快之分
。

例如 1 9 8 1 年冬汛
,

水温呈冷年型分布
,

渔场北部于 11

月初即形成带鱼适温带 ( “ 。一 “ 1℃ ), 鱼发最早
,

即 1 1月 ” 日在桃花岛东南渔每已见较好

犷犷犷
r 褚

.

6 戎滋 ir b u t i皿 ,

f 等温线 ( I阴毛玩
r m )

,

图 6 渔场温盐常年分布

o f w a t二 切。 F二七u r e
(
。

o )
,

路 l i in yt (偏对 if 北 i n g g or u
dn

o
of

a v e
ar 罗 y 。 :

才等盐线 ( I eo ha 血
。 )

,

讯中( M l d f土
: h乞。 g 契aso

n )
,

争l弋末 (环七。 f io h in g se a s o n )



3 期 朱德坤
、

俞存根 : 冬汛浙江中部渔场环境与带鱼汛期的关系 20 1

鱼发
。

1 9 8 2 年冬汛
,

水温呈暖年型分布
,

带鱼转旺和汛期结束的时间都相应推迟 , 即 12 月

1 5 日在韭山东 5。~ 60 理渔场才见较好鱼发
。

2
.

盆度 冬汛期间游经浙江中部近海的带鱼
,

也具有在水系混合区偏高盐水一侧集群

的习性
,

它的分布区盐度一般不低于 32 陆
,

主要密集区盐度则为 33
.

5筋左右
。

在水温适

宜的前提下
,

盐度分布为 32 一 3 4荡的水系混合 区 (又称混合水带 》
,

是带鱼 的主要结集和

分布海区
。

因此
,

很合水带的概位及其变化是判断带鱼中心渔场纬向波动的重要依据
。

从

图 7分析
:

混合水区的东界波动
; 即 3 4编等盐线分布偏东或偏西

,

与带鱼中心渔场的分布

和变化有明显的一致性
。

如 1 9 7 7
、

1 9 8 1年汛中分别为 34 编高盐线分布偏西和偏东的 年

景 ,同期带鱼中心渔场是前者偏西
,

后者偏东
。

又如 1 9 8 0 年汛初和 1 9 8 2 年汛末
,

亦分别

是高盐线分布偏西和偏东的年景
,

同期鱼发概位亦为前者偏西
,

后者偏东
。

适盐带分布范

围的宽
、

窄与带鱼中心渔场形成也有一定的相关性
。

1 9 8 0 年汛中
,

南北走向的适盐带宽

度大
,

则带鱼的鱼发分散
,

中心渔场亦不明显
。

相反
,

在 1 9 8 1年汛中
,

因适盐带宽度小
,

鱼

群相对 比较密集
,

中心渔场亦较为明显
。

从上述实例说明
,

渔场盐度的变化
,

尤其是 32 ~

34 偏等盐线的纬向波动及分布范围对带鱼中心渔场的形成有较密切的关系
。

犷犷
,

““

泞泞泞 钾钾钾
工9了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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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 7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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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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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 0年汛初

口 8王年鱼发海区 / 7孔 朋
、

朋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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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8 2年 饭R末

/ 81 年高盐水

图 7 高盐水与中心汛期海区概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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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

水 系 汛初以后
,

水系混合区一般呈北宽
、

南窄分布
。

由于受高
、

低盐水系消长的

影响
,

混合区的分布也有较明显的年际变化
。

一般鱼山以南海区高盐水势力强
,

分布范围

广 ;而鱼山以北海区低盐水势力强
,

混合水区比较广的年景
,

渔场北部的鱼发就比南部好
,

且汛期的持续时间亦相应较长
。

相反
,

如南部海区高盐水分布偏东
,

混合水区呈带状分

布
,

则鱼山以北海区汛期持续时间偏短
。

1 9 8 2 年渔汛后期
,

渔场北部鱼发较好
,

持续时间

较长
,

就与同期水系配置有关
。

其次
,

如大陈以东海区低盐水势弱
,

渔场南部汛期持续时

间较长 ,低盐水势强
,

鱼发持续时间偏短
。

这主要是汛期内
,

低盐水呈低温性质
,

由于它的

影响
,

形成 了渔场适盐不适温的海况
。

1 98 1 年冬汛
.

南部渔场汛期结束偏早
,

即与同期的

近岸低盐
、

低温水系外扩有关
。

从上述实例说明
,

渔场水系的长消 ;尤其是高
、

低盐水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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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弱
,

对带鱼中心渔场的转移及汛期长短关系密切
。

结 语

本文主要探讨了浙江中部渔场水文特征及其与冬汛带鱼鱼发的关系
。

由于游经浙江

中部渔场的带鱼
,

系属季节性徊游
,

对海洋环境的变化比较敏感
。

因此
,

在渔汛期 内
,

应用

渔场水文的季节转换
、

水温的冷暖年分布
,

水系混合区的纬向波动等
,

分别作为判断汛期

进展及中心渔场变化和转移的指标
,

在海洋学上有一定根据
,

在生产上有一定实用意义
。

即 ( l) 渔场水文夏
、

冬季节转换期早
,

汛期提前 ;相反
,

汛期后延
。

( 2) 渔场水温呈
“
冷年型

”

分布
,

汛期提早 ;相反
,

汛期推迟
。

( 3 ) 3 4编等盐线的纬向波动
,

与中心渔场有明显的相关

性
。

高盐线分布偏西
,

鱼发海区趋向近岸 ,反之
,

趋向远岸
。

上述海
、

渔况定性指标
:

水文季节转换期的迟早及水温的冷暖年分布
,

可依据汛前的

渔场水文调查资料作出判断
,

水系混合区的纬向波动和分布
,

则可据汛期内高
、

低盐水系

的长消规律进行估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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