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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海越冬鳗鱼的分布

与水文条件的关系

马 绍 赛

(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黄海水产研究所 )

提 要 越冬醒鱼密集区主要分布于最适水温 ( U一 13 ℃ ) 水平梯度大的冷水或暖水舌

锋区
,

其水平位置
,

范围大小和鱼群密集程度随最适觉<温分布趋势的逐月变化和年际变化而发

生变化
。

缓鱼垂直分布有昼夜变化
。

在无温
、

盐跃层水域
,

白天缝鱼分布于中下层或近底层
,

且易

集成小群 ;夜间鱼群分散
,

几乎分布于整个水层
。

但在有温
、

盐跃层的水域
,

因受跃层的影响
,

姐鱼常常分布于跃层之上的水层
。

关键词 越冬堤鱼
,

分布
,

水文条件
,

密集区

鲤鱼 刀呵姗
不钻 夕叩痴、 。 属中上层鱼类

,

虽然鳗鱼个体较小
,

但目前黄
、

东海鳗鱼数

t 之大
,

分布之广
,

几乎无别的经济鱼类能与伦比
。

据黄海水产研究所
“

北斗
”
号调查船利

用回声积分系统评估结果表明
,

我 国黄
、

东海区蝗鱼资源量为 3 00 万吨左右 〔̀ 〕。

如果把鳗

鱼视为补充量容易变化的小型鱼类
,

按 B e dd泣 g 七o n
,

c o o k e
( 1

·

9 8 3 )和 p a u l y ( 19 8选)提出

的适宜开发率为 0
.

2 的话
,

则鳗鱼的潜存年渔获量也在 6。万吨左右
。

然而 60 万吨的潜

存年渔获量是相当保守的估计
`工 , 。

如此庞大的资源
,

如能开发利用必将对捕捞渔业产生

举足轻重的影响
。
当然开发这一资源并非简单之事

,

除了需要对加工
、

捕捞等技术性间题

进行深入的研究外
,

还需要对鳗鱼渔场
、

渔期
、

行动分布及其与海洋水文环境的关系有

较清楚的了解
。

本文将对后者进行分析讨论
,

以期对开发鳗鱼资源提高捕捞效率有所帮

助
。

资料来源与方法

妈队年至 1 9盯 年
,

每年 11 月至翌年 3月黄海水产研究所
`
北斗

”

号调查船应用回声积分系统对

黄
、

东海区蝗鱼及其它中上层鱼类的分布
、

资源数量进行了调查
,

同时也对标准层的水文要素进行了观

测
。

本文所用资料系其中一部分
。

为确保回声积分输出值的精度
,

在 3 年多的调查中
,

多次对仪器进行校正
,

而每次校正
,

仪器常数均

发生一定的变化
。

对于同一目标来讲
,

仪器常数不一样
,

其回声积分输出值也不一样
。

为使回声积分值

统一
,

以便比较
,

我们将本文所讨论的各月鳗鱼密集区的平均回声积分输出值 M 。切 乘上相应月的仪签

收稿年月
: 1仑名8年 0 月 ; 1 9的年 1月修改

.

(幻 黄海水产研究所和娜威海洋研究所
, 1 9巴,

。

黄
、

东海提鱼及其它经济鱼类声学资源评沾调查研究
, 8 ~ 侧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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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数 ` , ,

它们之积称为绝对积分值 五妞帆
回声积分输出值 M o玩 可以直接反映出鱼群的分布及其集群情况

,

因此在确定鳗鱼密集区时
,

我们

主要依据回声积分输出值 M 。比 的分布而定
,

把每月回声积分输出值相对高的区域定为缓鱼密集区
。

结 果 与 讨 论

1
.

蜓鱼密集 区与水温的关 系 鳗鱼与其它 中上层鱼类一样
,

对温度的反应非常敏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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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醒鱼密集区与 20 米层水温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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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不同的生活阶段
,

不同的季节它们会根据自身对温度条件的适应能力进行各种徊游
。

秋

末由于水温下降
,

鳗鱼开始进行越冬徊游川
。

因受水温的制约 〔幼 ] ,

醒鱼在越冬徊游过程

中
,

以及进入越冬场以后易于集群形成密集区 ( 图 1 )
。

从图 1 中可以看出
,

鳗鱼密集区的位置从 11 月份至翌年 3 月份随水温的降低由北向

南移动
。 1 1 月份鳗鱼密集区大约分布于 3 6

0

3 0
`

一 3 8
0

1 5
`
N

, 1 2 3
0

0 0`~ 1 24
0

0 0`
E 之间 ; 12

月份大约分布于 3 4
’
3 0 , ~ 3 5

0

3 0 ,

N
,

12 3
0

0 0
,

~ 12 4
’
3 0 ,

E 之间 , l 月份和 s 月份密集区基

本分布于黄海南部水温为 n 一 1 3
“

C黄海暖流锋区和东海北部水温为 n ~ 1 3
O

C南下 的 苏

北冷水锋区
。 3月 份黄海南部暖锋区鳗鱼密集区的位置比 1月份略偏外

,

东海北部冷锋区

鳗鱼密集区的位置比 1 月份偏南且靠岸 ( 表 1 )
。

表 1 鳗鱼密集区位置的逐月变化

aT b l e 1 T h e m o n t h b y m o n t h v ar i at i o n o f t h e po s i t io n o f t h e d e n s e a r ea o f an
o h o v 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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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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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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邵
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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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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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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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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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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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
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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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艾邪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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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222 9
。

匆
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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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30
尸尸 1邓

` ,

3()
,

~ 12 5
。
以 ) ,,

醒鱼密集区不仅具有逐月变化
,

同时也具有年际变化
。

当鳗鱼最适水温的分布趋势

和其水平方向发生年际变化时
,

提鱼密集区也即发生分布的变化
。 1 9 8 5 年 n 月份鳗鱼密

集区的中心位置在 3 7
0

4 0 ,
N

,
1 2 3

0

4 0
`
E 左右 , 19 5 6 年 x i 月份调查区形成 3个密集区

,

北

部密集区的中心位置在 3 8
0

1 0 ,

N
,
1 2 2

“
2 0

`
E

,

中部密集区的中心位置在 3 6
0

5 5`
N

,

1 2 3
0

3 5
,

E
,

南部密集区的中心位置在 3 6
0

1 5, N
, 1 2 2

“

5 5 , E , 1 9 8 7 年 11 月份鳗鱼密集区的中心位置

在 3 8
。
。 0’ N

,

12 3
0

10
,
另

。
1 9 8 5 年至 19 8 7 年

,

工月份和 3 月份提鱼密集区的中心位置年际

变化也很明显
。

总的看来
,

较冷的年份鳗鱼密集区的位置偏南偏外
,

反之则偏北且靠岸

( 图 1 )
。

提鱼密集区的范围大小各月各年之间也不相同
。 4 个月比较

,
1 月份密集区的范围最

大
, 3 月份密集区的范围最小

。

密集区范围的年际比较
,

11 月份以 19 8 5 年较大 ; 1 月份

以 19 8 5 年和 29 87 年较大
, 1 9 8 6 年较小 , 3 月份以 1 9 8 5年和 1 9 8 6 年较大

, x9 8 7 年较

小
。

鳗鱼密集区水平位置移动和范围大小均表示鱼群的空间变化
。

然而密集区鱼群的密

度大小对捕捞生产来讲更为重要
。

从鳗鱼密集区平均绝对回声积分值可以看出密集 区鱼

群密度的逐月波动和年际波动 (表 2)
。

11 月份
,

12 月份和 1 月份密集 区鱼群的密 度 较

高
,

3 月份鱼群的密度较低
。

19 8 7 年各月密集区鱼群的密度是 3 年中最高的一年
。

根据
“

北斗
”

号调查船用中层拖网在峨鱼密集区进行试捕性生产情况来看
,

n 月份至翌年 3 月

份以前是捕捞级鱼的适宜季节
。

198 7 年 1 月 8 日一 9 日
“

北斗
”

号调查船在鳗鱼密集区的

日捕获里平均为 26
.

3 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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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15 85一1 93了年 1
、
弓

、
1 1

、

飞2 月黄东海鳗鱼密集区平均绝对 回声积分值的比较 (单位
:

毫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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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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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n e 如v y in t h e Y e l l o wS e a a n d t h e Ea st C五 in 色 s e a in J a n
.

,

M a r e h
。

N o v
甲 ,

a n d D e e
.

Of 19 8 5
一 198 7 ( u n i t

:
m m )

11111 333

111 9肠肠 21 666 8 ggg

111 9叨叨 22 444 物物

111 9 8 777 4黝黝 1戈戈

2
.

缓 鱼密集区 的分布 与水系的关 系 越冬鳗鱼的适温范围大约在 8一 15 ℃
,

最适水温

在 n 一 1 3
,

C
。

然而在最适水温的水域并不一定形成密集区
。

由此可见
,

最适水温只是形

成密集区的必要条件
,

不是决定条件
。

从图 l 可肴出
,

在最适水温条件下
,

鳗鱼密集区的

形成与流系及温度水平梯度有密切的关系
。

一般情况下
,

鳗鱼密集区多形成于最适水温

( 11 ~ 1 3o C )水平梯度大的冷水或暖水舌锋区
。

鳗鱼密集区的分布与黄
、

东海整个冬季环

流系统的关系也甚为密切 〔’ 〕
。

从 11 月份至翌年 3 月份鲤鱼密集区几乎都分布于环 流 流

““

万鑫K 厂厂

下下铸巍熬认认
山山

摊摊一一 福

了
’

/ } 1 / 了了

淤淤茹厂
、 ’

.

护护

轴上 (图 2 )
。

抓住上述鳗鱼密集区与水

文环境条件的关系
,

就可以较容易准确

的找到鳗鱼密集 区
。

3
.

纸鱼垂直移动 与跃层 的 关 系 只

知鳃鱼密集区
,

而不知鳗鱼分布的准确

水层
,

还是达不到提高捕捞效率的目的
。

从探鱼仪映象看
,

鳗鱼垂直分布有昼夜

变化
〔月

。

在无跃层的水域
,

白天鳗鱼主

要分布于中
’

f 层或近底层
,

且易集成小

群 , 夜间鱼群分散
,

几乎分布于整个水

图 2 鳗鱼密集区与冬季环流的关系
〔 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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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黑潮 。
.

黄海沿岸流
b

,

台湾暖流 f
.

东海沿岸流
。

,

对马暖流 9
.

辽南沿岸流
d

.

黄海暖流 h
.

西朝鲜沿岸流

层
。
工月份和 3 月份黄海南部和东海北部鳗鱼的垂直分布基本符合这一规律

。

但在有 跃

层的水域
,

因受跃层的影响
,

提鱼常常分布于跃层之上
。

n 月份和 12 月份黄海中部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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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部底层受黄海冷水团控制的水域川
,

具有较强的温
、

盐跃层
,

无论是白天还是夜间昵

鱼一般不穿越跃层进入底层冷水区
。

例如 1 9 8 5 年 n 月 14 日白天
,

36
0 3 0, 反

,

12 4
0 0 0, E

处的鳗鱼集中分布于 20一 30 米水层
,

这与鳗鱼自天通常分布于中下层或近底层的规律是

不一致 的
。

经过观测温
、

盐度的垂直变化
,

发现在鱼群下方存在着较强的温
、

盐跃层 <图

3 )
。

又例如 1 9 8 6 年 12 月 2 日夜间
,

34
0 5 9

`
N

,

1 2 4
p

2 9 ,
E 处的缝鱼集中分布于 4 0米 以上

的水层
,

从 19 7 7 年 12 月 35
“

00
,仗

,

12 4
“

30
,
E 的温

、

盐垂直分布看
,

40 米以下也存在较 强

的温
、

盐跃层 (图 4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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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 EA A N DEA S C TH IN A S EA

M ah Ss o a品 i

( Y威。 叨 忍`。 F化粉宁
如系

s 匆娜万加封侣娜拓
,

C刁J
,

习)

I n t h i 3 p a P e r 七h o r e s u l七3 o f ivn
e : 桩g a t加n P o j n t O u t :

1
.

T h o d e n o e a r o a o f t h o a n e h昨 y (刀外夕,二乙̀ s 扣夕O成二。 ) mo
v 。导 f r o o n o r t h t 。

。 o u 七h w i t五 t h e d e e r e a o in g o f t e m P e r毗 u r e f r o m 反 o v

em b e r 七o M a r e h o f 立 e x 七 y e a r
甲

2
,

T h e d e卫 s e a r然 o f 呱
e h vo y 15 ma i n l y d i o t r

ib u t e d 至n t h o t o公 g u e P郎 k 肠 r孤。 o f

t h o e o 一d o r w a r m w a t e r w 儿h t h e o P t红u u m t em p e ra 七u r 。 ( 1 1一1 3
O

C )
a n d t h e 日il a r p l y

h o
比

o n 协1 g r 肠 d i e n t
.

A n d 儿日 P o 3 i七i o n , t h e 3坛 e o f r

眺 g e a n d t h e s e h o o l i n g 日h o w t h e

m o n t il l y a n d 了饥 r l y v a r 饥七10几 3 d e P e n d i n g o n t h e d i s t r ib u t i o n o f t h e o P t im u m

t e m P e r a ut r .e

3
.

T五e 岛n e h o v y il a s v e r t i c a l
r

d i s t r山 u t i o n d u r i n g d包 y a n d 渔i g h t
甲

I且 t五白

五。m o g e n e o u s a r眺 s 比 e f i s h 吕。 h o o l 3 u s u a l l y d i s七rj b u t母 b e l o w t h e

面 d d l e lay
e r 日

d u ir n g 而 y 叭 d d e n 3 e l y 吕以七t . r o d i及 w h o l e 13 y e r 。 毗 u 诬g h t
,

R o w价
e r ,

正 t h e r e e x i s t 3

七h e

mr --o h a l o e , i n e , t il e a n o h o v y 15 坦 a i n l y d i s t r ib u t e d a b o v e t h e t h e r m o 一玩 l o e l血
e

.

K卫YWO R D S w i n et r i n g 二。 e h vo 了
,

d i s七r ib u t io n
,

hy d
r o l o g i叭 1 e o n id 七io n , ,

山立 s e

a r e a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