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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海中部沿海放流增殖对虾秋汛
徊游和分布的初步研究

’

刘 永 昌 高 永 福

(山东省海洋水产研究所 )

提 要 本文根据增殖对虾标志放流重捕和生产回捕的渔场统计资料
、

梅洋水文及跟

踪监测虾群的资料
,

对放流增殖对虾徊游分布和中心渔场变动进行了研究
。

据之分析表明
:

研

究期内
,

每年 6 月中旬至 7 月初放流入海的幼对虾
,

主要生活在放流的湾内河口浅水区
,

并逐

步向周围扩散索饵 ; 8 月上
、

中旬
,

主群陆续游出湾内的低盐高温区 (盐度为 28 一30 偏
,

温度

为肠一 2 9℃ )
,

徊游分布在湾外 6一 15 米水域 ; 随时间推移
,

虾群逐渐趋向 加米以深的高盐低

温区 (盐度为 3 1一 3 2
.

5沁
,

温度为 2。一 2扩 C )素饵 ; 10 月下旬 〔底层水温 招一 19 ℃ ) 为交尾盛

期
,

n 月上旬交尾结束 虾群分熬进入越冬场
。

关键词 增殖
,

对虾
,

黄海中部
,

徊游
,

分布

对虾 (尸。 、 e o o再。 。协桃 K is hi o ou y e) 是我国黄渤海特产
,

具有生命周期短
、

繁殖分
强

、

食性杂
、

生长迅速的特点 t’J
,

是人工增
、

养殖的优良品种
。

黄海中部沿海历来是对虾产卵
、

索饵
、

生长
、

交尾的场所
,

又是秋汛捕虾渔场之一
。

但

是
,

历年产量平均仅 2 00 吨
,

与该水域的基础生产力甚不相称
。

为增加对虾产量
,

山东省

水产局于 1 9 84 一 1 9 86 年先后在黄海中部沿海 12 个港湾正式投入了生产性放流增殖对虾

资源的试验研究工作
。

三年共放流体长 3 厘米虾苗 14
.

9 1 16 亿尾 (放流帐面数为 20
.

1 亿
.

尾 )
,

回捕成虾 4 64 6 吨 (不包括自然资源及翌年春汛 回返的亲虾产量 )
,

回捕率为 9
.

3拓 (按

每公斤 30 尾计算 )
,

是未增殖年均产量的 7
.

7 倍
。

回捕率是评定增殖效益大小的重要指标
。

因此
,

研究对虾各生活阶段的徊游
、

分布与
“

集群规律
、

中心渔场无疑是提高增殖效益的重要课题
。

本文根据 19 84 一 19 舫 年生产回捕
-

对虾渔捞日志统计资料
、

对虾标志放流重捕资料
、

大面水文调查资料以及采用手推网
、

定

置网
、

扒拉网
、

底流网
、

底曳网布点跟踪监测资料
,

进行了分析研究
,

以便为生产单位合理

利用增殖资源
、

及时掌握中心渔场
、

提高生产效益而提供依据和参考
。

材 料 和 方 法

用作增殖的对虾
,

是从有苗场出库体长为 0
.

7 厘米的仔虾放进养虾池暂养到 3 厘米时放流入海的
。

加 84 ~ 19 86 年 6 月 1 6 日至 7月 5 日
,

分别放流幼对虾 3
,

在价 6
、
了

,

场07 和生
.

29 豁亿尾 (以幼虾扒拉网
,

本文插图由周忠良工程师描绘
,

特此致谢
。

收稿年月 : 1朋8 年 9 月 八娜习年 9 月修省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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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对数量试捕调查核实数据 )
。

用作标志放流的幼对虾
,

是在养虾池内捕捞的
.

选择体长 6 厘米左右
、

体质强健的活对虾放入容器

内立即标志
。

标志时
,

将系有虾牌的聚乙稀单丝穿过幼对虾第一腹节背部
,

将带牌虾就近放流入海
.

以

此倍标志放流幼对虾 4 万尾
。

在标志成虾时
,

采用底流网
、

底曳网的渔获物
,

用系有标志牌的不锈钢丝

穿过对虾第一或第二腹节背部
,

将两端合并拧 2~ 3 扣后放流入海
.

以此法标志放流对虾 1 千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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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9 队~

19 8份年
,

划分为小区进行统计
。

底流网
、

底曳网捕虾渔捞 日志资料
,

其覆盖面积占整个渔场的 s0 男
.

因

此
,

可以反映出黄海中部沿海放流增殖对虾徊游
、

分布及中心渔场变动规律
。

研 究 结 果

(一 ) 标志对虾的分布及泪游

1 9 8 4一 1 9 8 6 年
,

先后在 12 个港湾进行对虾增殖试验
。

下面选出具有代表性的 7 个港

湾的增殖对虾徊游分布情况加以叙述
。

在各湾放流入海的幼虾
,

6~ 8 月份均在各自的湾

内辣湾 口浅水区生活
,

表现出地理群特征〔 . , 。 g 月份
,

黄海中部增殖的诸湾虾群处于混游

混栖阶段
,

地理群特征消失
。

此时
,

桑沟湾主群
、

靖海湾分群
、

五垒岛湾支群
、

乳山湾支群

混游
、

混栖于 A 区一带 ,靖海湾
、

乳山湾
、

五垒岛湾及丁字湾的主群和分群混游混栖于 B
、

C 区并相继到达 D 区与胶州湾主群混合形成渔场 , 随着时间的推移
,

混群于 D 区的对虾
,

分批 向K 区徊游并与来自 E
、

P 区的虾群汇合于 K 区形成渔场 (图 1 )
。

11 月上旬交尾结

束路经 Q 区
。

12 月分散进入黄海南部越冬场
。

为叙述方便
,

我们按照地形走向
,

自东向西逐湾分区描述
。

在描述中提及的某某湾虾

群是指在该湾放流增殖的对虾
,

当该湾的增殖对虾外游出湾分布于某某区里
,

便以该区为

名描述 (详见图 2)
,

1
.

桑沟清增殖对虾涸游与分布

桑沟湾虾群在湾内西半部索饵肥育时 间长达 2 个月
, 8 月下旬陆续外游出湾

,

洞游在
20 米等深线以浅海域

,

有一支向北游向爱伦湾
、

荣成湾一带
,

其主群向南游动
。

9 月上旬

绕过石岛
,

沿 20 米等深线走向转向西南徊游
。 9 月中

、

下旬到达 A 区中部附近海域
,

与来

自靖梅
、

五垒岛两湾虾群混游混栖于 A 区中北部
,

并在就地索饵
。

近岸定置渔具捕虾于 9

月上
、

中
、

下旬分别出现生产高潮
。

10 月下旬进入交尾阶段时
,

此处虾群有向近岸徊游现

象
。

加上靖瘩湾
、

五垒岛湾
、

桑沟湾虾群不断游来
,

则使 A 区中北部定置网捕虾生产进入

第四次高潮
。

交尾结束后虾群在此做短期逗留索饵
。

随寒潮频繁影响
,

近岸水温迅速下
·

降
.

,

深水
之

尽雌湖对孪瞬舟群游向南和东南方向
,

在埠随高温泅游中完成越冬观游
,

进吞辫
冬肠

。

2
.

靖海湾增殖对虾涸游与分布

靖海湾虾群 6
、

7 月在湾纵深顶部浅水生活
,

7 月底
、

』

8 月初主群活动在湾 口
、

3 , 异米
r

水深处
,

并释步
1
嘟舞水萍教户;扮月中匆存多今卯米水择抑有分布

,

雄虾平均体长 108
』

毫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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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黄海中部沿海放流增殖对虾秋汛泪游分布模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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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均体重
`

16 克 ,雌虾平均体长 1 12 毫米
,

平均体重 18 克
。

8 月下旬有一分群向东南洒游

达 A 区中北部
。

其主群向西南方向涸游
,

于 9 月初进入 B 区 (汇 岛》一带索饵
,

与五垒岛湾

和乳 山湾虾群混游
、

混栖
,

并继续沿地形走向西游
。

3
,

五垒岛湾增殖对虾洞游分布

五垒岛湾虾群于 8
·

月上旬由清顶
、

中部游向湾口后
,

主群沿地形走向朝西南洞游
,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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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1 9 8 4一 19 8 6年黄海中部沿海诸湾在 6
、

7
、

8 月标志放流于 8
、

入 10
、

11 月重擂分布 (圆圈
、

数字为放流地点及日期
,

箭头
、

数字为重铺地点及 日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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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中旬雌虾平均体长 1 17 毫米
,

平均体重 19
.

5 克
。

此时在湾内中部及西隅标志放流的对

虾于 8 月下旬和 9 月上旬分别在 B 区东部
、

南部重捕到该虾群
。

在上述水域与乳山湾外

游虾群混游
、

混栖 ,另有一支向东南涸游
,

于 9
、

10 月份在 A 区一带
,

与靖海湾东游虾
、

桑沟

湾南来虾混游
、

混栖
。

五垒岛搏虾群主群自与乳山湾主群混合后又继续西行
,

先头部分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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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上旬到达丁字湾 口外与丁字湾后期外游虾群于 C区混游
、

混栖
。

形成了字湾外捕虾中

心渔场
。

聚集在此的对虾来自靖海湾
、

五垒岛湾
、

乳山湾
、

T字湾四个地方的虾群
。

这些

沿途混合的虾群
,

将继续西行南下
,

9 月中旬进入 C 区南部
、

D 区北部
,

又与早日泅游至此

的丁字湾先头群
、

胶州湾先头群混合
,

形成较前更密集的中心渔场
,

尔后 又折向东南徊游
,

经 G 区进入 K 区索饵交尾
,

11 月上旬继续游向东南
,

进行越冬徊游
。

1 9 86 年 7 月中旬在

母猪河中游侯家虾场标志放流一批体长 5 厘米以上的对虾
,

于 9 月下旬在 K 区重捕
,

说呢

该湾虾群具有涸游活跃
、

分布广阔的特点
。

4
.

乳山湾增殖对虾徊游分布

6 月下旬放流入海的幼虾与自然虾混合
,

都具有趋向近岸的溯河习性
,

3 厘米以上的

幼虾
,

7 月份基本在搏内深水游动
。

7 月底
、

8 月初个体大的对虾分批外游出湾
,

在湾 口的

小青岛
、

南黄岛近海 5 ~ 10 米水域徊游
。

8 月 中旬其雌虾平均体长 1 19 毫米
,

平均体重为

22 克
。

先头部分向西泅游到丁字湾外
,

有一支群则向东进入 A 区中北部〔 ` , ,

与五垒岛
、

靖

海
、

桑沟湾三湾虾群混合
。

向西徊游的主群与丁字湾虾群混合后
,

继续西行
, 9 月上旬分

布在 0 区和 D 区北部一带
。

5
.

丁字湾增殖对虾徊游分布

丁字湾虾群因湾的本身特点与其它湾不同
。

在满潮时
,

水覆盖面积广
,

此时放流的幼

对虾可活动在广阔的水域里 ; 当落潮时只有潮下带湾的沟底有水
,

虾必密集其中 ; 当再涨

潮时幼虾 又可疏散开
。

随着幼虾的增长
,

大个体的对虾 8 月初渐向湾外深水徊游
,

并在湾

外的 B 区西南部和 O 区中部 5~ 1 5 米水域索饵
。

8 月中旬雌虾平均体长 1 30 毫米
,

平均体

重 26 克
。

其主群与来自乳山湾先头群在上述海区混栖
,

形成中心渔场
,

并混合结群南下
。

8月中
、

下旬进入 C 区南半部
, 9 月上旬达胶州湾 口外 D 区北部

,

与早先到此的胶州湾先

头群汇合形成中心渔场
。

6
.

胶州湾增殖对 虾洞游分布

胶州湾较上述各湾面积最大
,

水最深
,

封闭性最强 的海湾
。

对虾在湾内回旋余地广

阔
,

故停留时间较长 〔叼
。

但随着增殖数量的增加 (高于自然资源若千倍 )
,

为扩大摄食场

所
,

形成较过去提早出湾的规律性闺
。 6

、

7 月幼虾主要分布在湾的西部
,

北部河 口 3~ 5

米钱水一带
,

8 月上
、

中旬体长达 8一 12 厘米的幼虾广布于整个湾内水域 (5 ~ 20 米 )
,

主

群 8 月下旬分布在竹岔岛
、

小公岛一带
。

雌虾平均体长 11 5 毫米
,

平均体重 18
.

5克
。

9 月

上旬与了字湾虾群汇合于 O 区南部和 D 区中北部形成中心渔场
。

在这期间
,
胶州湾内对

虾不断外游
,

并与不断游来的五垒岛湾
、

乳山湾
、

丁字湾虾群混合
,

故在 D 区一带渔场稳

定
。

直到 10 月上旬仍保持较好网产量
。

7
.

黄家坡湾增殖对虾泪游分布

在黄家塘湾放流的对虾
,

一般于 8 月中旬游出湾 口成扇形分布
,

主群向东南洞游
,

最

早于 10 月 26 日在 K 区重捕 , 江苏省连云港养殖公司在海州湾的连云港放流的对郊主群



2期 刘永昌
、

高永福
:

黄海中部沿海放流增殖对虾秋讯泪游和分布的初步研究
1 舫

. . . . ., . . . , . , . . . ` .
,
、 . 目曰. . . . .

.

祝 备 认 丢
工

导仓叹TT

,

国
器6曰

i
。 ’

:
1.

…

创州侧下,
.

、户
..一母
ù

俏示叫叹日̀。仍苗器

.

二
二
…二.

目
.

0口日匕矽日璐

O a

ù卜居叹O州
.

闰

.

二

…二
峨任叹分O州

.

臼
.

.

…
.

…
生

.一.

….

弓

的 肠

低份升咬。T
.

白.

一 _

{ t r
。

:
.

, , 尽.

一
. 誉毒二

-

二 何匕
。

叹6
·

O

日ōó渭扭癣习日八J侣q息粼
的。月巴益。口诊月
ód飞日
。招,召方心招。喊工白

姆众喇概着侧
r

夜室袱馒关琴落旧的。[ǎ出
·域àm阅

以…一叼
、

仪
二.

.

.
::

ō毋任次口
.

闰

ǎ目!川à门
.

助困
班

..一:
卜黔

代 目

卜

毛
ǐ分州叹伪碱

.

…
.一

:

了
J

. L

R门之叫比升日州矛曰姗
倪J挂

幻矛州

.

…

、七电斑挤,.

益 玩 碑 汾



1加 水 产 学 报

向东南徊游穿过 F
、

R区进入 K区索饵
、

交尾
。

最早于 9月
·

5 2日在 K区重捕
。

4 l卷

(二 )海况条件与对虾泅游分布
、

渔场变动的关系

1
.

与底层海水温度的关系

据调查黄海中部沿岸水温较高
,

外海深水为冷水团所盘据仁. , “ , 7 , 。
7

、

8 月份各湾及湾

口 10 米水以浅的底层水温在 2 5o C以上
,

此时对虾主群陆续由高温 ( 2 5一 2 o9 C ) 水域游向

湾外低温 ( 20 一 2 3
,

C )水域
。

g 月份
,

水域温度 20 一 2 3
O

C是虾群追随的适温区
。

虾群在追

随适温徊游过程中
,

而又往往在底层水温 2 00 0 至 2 3
O

C等值线曲率大
、

水平梯度大的海区

如 A 区中部
、

C 区中南部和 D 区北部一带逗留时间较长 (图 3 A
、

B
、

C )
。

尤其 g 月中
、

下

旬
,

在 D 区北部
,

底层水温 20 一 2 3
,

0
,

水温等值线密集〔了 ,’J
,

东一西所括面积狭窄
,

虾群徊游

至此受其约束力较强
,

其密度相应增大
,

故而形成较明显的中心渔场
。

又因底层水温 2 0一

2 3
O

c 等值线 向东南退移缓慢
,

徊游至此的虾群停留时间相对延长
,

即先来的尚未离去
,

后

续的相继拥来
,

这是在该海区形成相对稳定的中心渔场的客观条件
。

2
.

与等深线分布形式的关系

黄海中部 2。一30 米等深线分布形式基本与地形走向一致
,

即先西南走向
,

到青岛近

海的 D 区又折向东南
。

所 以在 9 月上
、

中旬
,

丁字湾一唠山湾外及青岛
、

日照近海一带形成

对虾中心渔场的同时
,

又有一支虾群沿 25 米等深线或底层水温 2o0 C等值线向东南方 向

徊游
。

最早 9 月上旬游抵 K 区北部
,

9 月中旬在 K 区南部
、

Q 区北部均可捕到一定数量的

对虾
, g 月下旬至 10 月中旬在 K 区东半部

、

东西并排而又南北走向的两条 20 米以深的海

钩形成中心渔场 (图 3 D
、

E
、

r
、

G
、

H )
,

此阶段虾群分布的最南端达 Q 区中南部一带
。

1 9 84
、

1 9 8 5 年在 K 区的对虾渔场竟持续到 11 月上旬长达 4 0一 60 天
。

底曳网一般网产 1 5 0一2 50

公斤
,

高者 5 00 一 1 5 0 0 公斤
,

特大网头为 5 0 0。 公斤
。

渔民在生产中的经验是
:

g 月以 D 区

为主 , 10 月以 K 区为主
。

讨 论 与 结 论

1
.

通过对以上七个湾的对虾徊游分布的描述及标志放流重捕资料
,

可以看出其基本

规律
:

( 1) 桑沟湾主群与靖海湾分群
、

五垒岛湾支群
、

乳山湾支群混群于 A 区中北部索饵
、

交配
,

并随着冷水向东南收缩而向东南涸游越冬
。

(2 ) 靖海
、

五垒岛
、

乳山
、

丁字诸湾主群和分群均沿地形走向由东北向西南洞游
,

到

C
、

D 区与胶州湾虾群混合形成渔场
。

( 3) 胶州湾主群和上述诸湾主群在 D 区索饵并沿 20
O

C 等温线或 25 米等深线地形 走

向
,

由西北向东南洞游
。

先头部分于 9 月上旬到达 K 区一带
,

尔后虾群继续拥来
,

于 9 月

中旬至 10 月中旬在 K 区又与来自海州湾的虾群混游
、

混栖
,

并形成中心渔场
。

(4 ) 10 月 2 0 日开始
,

有个别对虾交尾
,

10 月 25 一 30 日为交尾盛期
,

n 月上旬交尾



2 期 刘永昌
、

高永福
:

黄海中部沿海放流增殖对虾秋汛徊游和分布的初步研究 1盯

全部结束
。

随着冷空气的活动
,

水温降至 1 o8 C以下
,

则上述渔区已很少有对虾集群
,

大部

分 已向东或东南方向追随与自身相适宜的水温进行越冬徊游
。

12 月份分散进入越冬场
。

2
.

徊 游至 C
、

D
、

K 区的对虾中心渔场稳定
,

虾群密度较大
。

其原因有三
:

( 1) C
、

D
、

K 水域的对虾分别是 4
、

5
、

7 个湾的对虾汇集区
,

资源雄厚
。

(2 ) 0
、

D 渔场受黄海冷水团影响显著 ; 该渔场西部沿岸地势陡峭
,

10 一 30 米等深线

所括水域面积狭窄
。

( 3) 底层水温等值线水平梯度较大
,

2 0o C等温线曲率明显
,

故虾群游到该区时受到约

束力较强
,

相应的游动范围缩小等缘故
。

K 渔场的中北部 20 ~ 30 米等深线成狭窄的管道

式
.

又因位于 K 渔场东南方的南北走向而又东西并排的两条 20 米以深的海沟底层水温变

化缓慢
,

游至该区的各路虾群相继在沟坡
、

沟底聚集索饵时间较长
,

故形成中心渔场
。

3
.

洞游到 A 渔场的对虾 因资源量有限
,

另外该渔场近海被定置网所盘踞
,

虾流网
、

底

曳网不便前去作业
。

因此
,

该区的对虾资源基本被定置网所利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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