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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对虾放流群体

在象山港中的移动和分布

徐君卓 淮 彦 沈云章 吴祖杰 孙瑞林

(浙江省海洋水产研究所
,

普陀 3 1 61 0 0)

汪忠强 楼 丹

(宁波市水产研究所
,

宁波 31 6。。的

提 要 浙江沿海没有中国对虾的自然分布
。

七十年代初引种南移至池塘获得成功
。

把

中国对虾的南移从人工控制下的有限水休中向 自然海域扩大
,

即进行人工放流与移植
,

是提高

近海生产力的一个好途径
。

这对改变生态结构也有积极意义
。

了解
、

掌握放流移植虾群在港内

的移动
、

分布
、

集群与出港规律是本项研究的重要内容
。

研究表明
,

移植虾群的移动和分布规律

既显示出与它的发源地黄渤海相似的共性
,

又由于港域独特的地理条件和生态环境显示 出自

身的地理群特性
。

关键词 中国对虾
,

象山港
,

移动
,

分布

放流移植至象山港的中国对虾 (八切
。璐 叮介耐耐落约 在新的海域环境中需要有各方面

的适应
,
包括栖息

、

摄食
、

移动
、

徊游
、

繁殖等等
。

了解
、

掌握放流虾群在港内的移动
、

分布
、

集群与出港规律
,

是本项研究
`工 ,
的主要内容

,

也为确定渔政管理方案与合理开捕期提供科

学依据
。

材 料 和 方 法

本虾苗放流试验采用船上放流和开闸放流两法
。

前者将虾苗用船上的帆布箱或活水舱运输
,

放流在

港区主航道附近 : 后者则将虾塘中暂养的虾苗经排水闸门随流放至塘坝外的浅海滩涂中
。

19 昵一跳 年

采用前一种方法
,

1 9 86 年两种方法兼用
,

均 87一 19 90 年则全部采用后一种方法
。

本文主要根据 19 8 6-

199 0 年生产性放流阶段 (每年放流暂养苗 1
,

5 亿尾左右 )的有关数据
。

研究采用的方法和资料来源主要

有下列五种
。

调查船跟琼 每隔五天
,

在港内七个站位用推缉网捕捞
,

并测量各站的理化环境因子
。

重点在调查

8 米等深线以内幼虾的相对数量
,

并对所得的数据进行航次间及年际比较
。

固定网具点调查 对港底
、

中
、
口部设立的 7 个张网点进行逐日渔获统计和生物学测量

.

着重调查

8~ 20 米作业区内放流虾动向
。

港口 定 1 网具拦港调 查 由两对机帆渔船在港口抛锚
,

将拖网拦港定 置
。

用 以 调 查 虾 群 的 出

收稿年月
: 1匀仑1 年 O 月 ;均 92 年 1 月修改

。

(习 徐君卓等
,
199 )

。

象山港中国对虾放流移植的生产性试验
。

海洋水产科技
, 1 : 1~ 孔



水 产 学 报 1 6 卷

港 (图 1 )
。

标志放流跟琼 与虾苗放流同时
,

在港内底
、

中
、
口部三个放流点同步放流标志虾

。

主要掌握各放流

点对虾群的移动轨迹
。

19盯年共放流 32 0 00 尾
,

占各点放流总数的 1
.

咨~ 几
,

4 9 21 0 000
,

共回捕 7 53 尾
。

社会调 查 通过课题联络员
、

渔政管理人员和沿港渔民进行多渠道调查了解
。

. 而查站位

Z、 放流地点

O 张网定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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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调查站位与放流地点〔象山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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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 究 结 果

(一 ) 放流虾群港内栖息的三个阶段

1
.

沿岸浅水区索饵栖息阶段

放流在港内主航道附近较深水域的虾苗
,

入海后即向四周游动
,

并随潮游向岸边的浅

滩
,

喜栖于软泥质并有淡水注入
、

底栖生物丰富的滩面
,

在找到适于生存的环境后
,

就在该

处栖息停留
。

从暂养塘放出的虾苗
,

经排水大闸随水游至虾塘主坝外侧的浅海滩涂上
。

由于选定

的放流地点 ( 即暂养塘相邻的海域 )在底质
、

水深
、

饵料等诸方面都适于放流虾苗栖息
〔 , ’ ,

加上当时合适的温盐条件 (表 1 )
,

因此
,

放流虾群入海初期主要集中于放流点附近
,

即底

部的黄墩港两侧
、

港中部的西沪港蛆番塘外侧滩涂及港 口 部的大高江至球山一线浅滩
。

放

流后
,

可见虾群受惊后起跳
,

密度可达每平方米数尾至十余尾
。

总之
,

特定的放流地点和

港区海岸类型的分布
,

决定了此阶段幼对虾的分布特点
。

( 2 ) 徐君卓等
,
1 9习。

。

象山港中国对虾放流的生态环境和放流技术
。



2 期 徐君卓等 : 中国对虾放流群体在象山港中的移动和分布

表 1 各站位 1 987 一 199 0 年平均底温 ( T 一℃ )及盐度 ( S 一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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刚放流入海的虾苗
,

除了被鸭子吞食外
,

一般的大型网具无法捕杀
。

放流 10 天 以后
,

虾体生长到 嫂enI 以上时
,

可被推缉网及串网捕获
。

跟踪调查的推缉网 6 月中
、

下旬捕获

量达到峰值
,

特别在放流点附近
,

捕获量更大
。

例如 1 9 8 8 年
,

主要放流点黄墩港 6 月 中旬

推缉网 20 分钟捕获量高达 3。。。一 5 3 8。 尾
,

6月下旬降至 18。。一 1 9 0 0 尾
, 7 月上旬降至

38 0~ 12 0 0 尾
。

调查定点的串网作业
, 6月下半月也达最高捕获量

, 1 9 8 6 年五个串网点平

均半月捕获 1 9 8 0 尾
, 7 月上半月降至 45 0 尾

, 7 月下半月降至 8D 尾
。

随着个体长大
,

放流虾的活动能力增强
,

分布范围也逐渐扩大
。

从放流点逐步扩展至

港中部下沈至西周一带及港 口部梅山一带浅滩
。

栖息水层也从潮间带浅滩延伸至 5 米等

深线以内
。

如果放流海区附近饵料不足
,

虾群会较快地分散至饵料基础较好的海域
。

从标志放流看
,

个别的标志虾放流后 2~ 3 天即可移动至 15 ~ 18 海里外的浅滩
,

移动

速度一昼夜达到 5~ 6 海里
。

体长 6
.

5二 以上的虾群
,

甚至可 以越过水深的主航道
,

游向

彼岸浅摊
。

各放流点的标志虾
,

少部分或向港 口
,

或向港底
,

作不规则皓移动
,

多数则朝盐

度相对较低的港底部 (表 l) 移动
,

使各点虾群呈现某些交错混杂现象 ( 图 2 )
。

在一般年景
,

例如 1 9 8 7
、
1 9 8 8 年

,

虾群有较长时间案中在放流海区附近
,

分布界线
,
特

别是南北岸界线较为 明显
。

1 9 8 8 年放流地点限于港底及港中部两侧的南侧水域
,

港 口 部

及港底北侧桐照— 杨村一线浅滩基本上捕不到放流虾
,

而张网产量也以主航道为界
,

南

侧水域高于北侧水域
。

但 1 9 8 9 年的情况较为特殊
,

该年放流虾在港内的分布面较广
,

港中

部特别是北岸浅滩放流虾数量明显增多
。

例如大列山点
,

推缉调查网次最高产量 1 8 0 0 尾
,

比历年最高捕获量高出 4 倍
。

分析其原因
,

是由于该年港内北岸寻氏肌蛤 (河 “ c赫。 。 外尔

“ 。 韶幻等滩涂低值贝类大量繁生
,

吸引幼虾索饵栖息所致
。

当时港中部北岸的横码
,

寻氏

肌蛤等低值贝类密度 曾高达 5 00 克 /米
2

以上
,

致使养殖的泥蜡无法正常生长
。

2
.

港内
“
深水区

”

索饵生长阶段

放流后 30 天左右
,
虾体长到 8~ I Oo m 时

,

游动能力进一步增强
,

索饵活跃
,

并表现出

向深水区移动的特征
。

虾群栖息水层下延至 5一 15 米的港内深水区
。

分布范围也随之扩

大
。

因而此时串网
、

推缉网的捕获量明显下降
,

张网中捕获的放流虾明显较多 ( 图 3 )
。

由

于象山港港身特点决定了潮流流速
,
使虾群在本阶段持续时间不长

,

一般仅 I c一 15 天
。

3
.

向港 口外逸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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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山港对虾放流群在体长达到 9一 1 1 om
,

即放流后 40 ~ 药 天
,

开始向港 口 外逸
。

由

于港内潮流的作用和对虾的集群特性
,

放流虾群在象山港 内向港 口 的外逸 比较集中
,

持续

时间很短
,

前后间隔不超过半个月
,

往往两个大潮期间
,

虾群基本逸出港外
。

如遇特殊海

况条件 (如台风 )
,

则外逸的时闻更会提前
,

速度更快
。

图 3 表示港内 8一 15 米作业水深的张网渔获量变化
。

图中两个波峰正处于前后两个

大潮期间
,

与一前一后两个小波峰相比
,

真有
“

奇峰突起
”
之感

,

而这恰恰反映了虾群出港

在时间和数量上的集中
。

总体上看
,

图中处于港内中底部的乌沙 (西周附近 )
、

桐照两点
,

两个波峰呈现前高后低的态势
,

而港 口部的球山
、

西泽两点
,

两个波峰则呈现前低后高
,

表

明了虾群主体由底部向港 口外逸移动的变化过程
。

从峰值大小看
,

港底部北岸橱照点
,

由

于不是放流海区和主要栖息地点
,

捕获量相对较低
,

而西泽点由于潮流与余波方向导致出

港路线的关系
,

捕获量也比同处港 口部的球山点明显偏低
。

(二 ) 移动的路线与速度

上述分析表明
,

象山港内的放流虾群
,

前期 由潮间带浅水区逐渐向港内深水区移动扩

展
,

少部分个体在港内作不规则移动
。

后期则向港 口作定向迁移
。

生活于主航道附近的虾群
,

向港 口外逸的路线基本与港身走向一致
,

这是由象山港狭

长的港身所决定的
。

另外
,

由于象山港落潮方向偏向东北
,

余流也是偏北 向
, 外逸虾群的

出港路线
,

主群偏北
,

即由汀子口 经佛渡水道出港
,

小部分经东南面的牛鼻山水道出港
。

经

由佛渡水道出港的虾群
,

由于右旋的潮流
,

部分再折向往南
,

此股虾群与牛鼻山水道的虾

群汇合
,

在六横南部形成短时间的张网高产期
。

虾群出港偏北的规律 已在上面述及的图 3 中得到清晰的反映
。

这一规律在港内拖网

定置拦港调查中也得到很好的证明 ( 图 4 )
。

调查采用的网具宽 3 0 米
,

下纲贴底
,

上纲浮

于水面
。

拖网设置在球山
、

西泽
、

汀子港及牛鼻山水道四处 (图 1)
。

琴山
、

西泽两点张落

潮流流速分别为 58 和 55 厘米 /秒
,

平均落潮流速为 80 和 1 07 厘米 /秒
,

最大涨潮流速 1 5 4

和 1招 厘米 /秒
,

最大落潮流速为 184 和 17 2 厘米 /秒
。

拦港调查结果
,

除了验证出港虾群沿港北岸居多这一特点外
,
还表明虾群出港主群沿

10 米等深线移动
,

而在 20 米 等

深线处很少
,

虾群随落潮潮流外

逸
,

而张潮则基本无虾返回
,

大潮

潮流急
,

出港数量多
。

虾群出港外逸的 速 度 可 以

1 9 88 年为例说明
。

该年仅在底中

部的黄墩港及西沪港放流
,

港 口

部停放
。

该年虾群向港口部的移

动和出港外逸具有一 定 的 代 表

性
。

图 5 表示虾群先头部分到达

各张网海区的 日期
,

反映了放流

虾群出港移动的轨迹
。

日 日 一任 { l 一2 13 1 哥 1与 ,序弋口期 ,

( 1 5豁豁年 7 月〕

图 4 定置网拦港调查各点捕获觉 ( 19 88 年 7 月 )

F馆
.

4 T h o q皿 n七i yt
o f f i . h o d 目卜d m P s at a l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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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 影响虾群移动分布的因素

港内放流对虾群的分布与移动
,

是多种因子综合作用影响的结果
。

这些因子包括个

体生长
、

群体大小
、

水温
、

盐度
、

饵料
、

底形
、

大风
、

潮汐等
。

综观这些作用因子
,

个体生长是

主要的
,

而象山港急速的落潮潮流加速了外逸过程
, 强热带风暴又是诱发虾群短时间集中

出港的外来因子
。

1
,

栖息习性 放流出海的虾群个体体长 3c m
,

食性 已由觅食浮游生物转为 底 栖食

性
。

由于个体较小
,

总摄食量不大
,

游动能力也较弱
,

放流海区沿岸浅水带均能满足此阶

段的索饵生长需要
,

混水和软泥底质对于栖息
、

摄食和逃避敌害都是理想的场所
。

随着个

休的生长
,

虾群的分布活动范围也逐渐扩大
。

当放流虾长至 8 ~ I Oc m 时
,

雌虾生长速度

超过雄虾
,

虾的游泳能力增强
,

摄食量也明显增加
,

游动比较活跃
,

开始向深水迁移 〔` 〕`含内
,

以扩大其生存空间
。

2
.

摄食与饵料 放流虾随着个体的生长
,

摄食量也随之增大
。

原来的栖息水域往往

江与卿卿ǎ视、本才留

满足不了其摄食需求
,

特别是在放流虾资源

量多
,

密度高的情况下更是如此阵
. 〕 。

虾群扩

大其分布范围
,

增加摄食水域
,

是有利于个体

生长和种群繁衍的行为
,

应看成是生物对自

然环境的一种适应
。

如果放流海区附近饵料

不足
,

虾群也会较快地分散至饵料基础 较好

的海域
。

如 1 9 8 8
、
1 9 9 0 两年

,

放流至西沪港

内的虾群因支港内饵料不足而很快逸出
,

游

至主港栖息
。

这两年该段放流 数量 分 别为

3 8 8 1 及 3 2 3 1 万尾
,

仅比 1 9 5 7 年的 5 3 8 5 万

尾少 1 / 3左右
,

但由于潮间带生物量仅占1 9 8 7

年的 25 环和 18 %
,

且 1 9 8 8 年的贝类生物量

中以对虾不能摄食的珠带 拟 螺 (咙再认记ae

c`” 卿阮 fa ) 为主
, 1 9 8 7 年却以对虾喜食的渤

海鸭嘴蛤 [肠介
恤耐 a( E )。 a 而环。们 为主体

,

.
贝类生物 l

【二〕总生物里

叮刀政沁川 蕊度

.

洲卜释

L I闷
.

}明 从 111
·

111 年

图 6 下山断面潮间带生物量与对虾密度

F i g
.

6 T h e 七1妞 l : o n e b i o m a s昌 a
dn

s h刃 im P s D e l l s i t y i n X i a n g 吕il a u S e e t互o n

致使 1 9 88
、

1 9 9 0 两年该处对虾密度仅为 1 9 87 年的 17 拓和 2 2% ( 图 6 )
。

前 已述及
,
1 9 8 ,

年
,

港内底中部北岸一线浅滩 由于底栖低值贝类数量猛增而吸引了来自南岸放流区较多

的对虾在该处索饵停留
。

所有这些都表明
,

海区饵料生物的多少与对虾分布密度密切有

关 [ . 〕 。

3
.

资源量与集群性 中国对虾属于流动型对虾
,

其生活方式则是往返移动
,

组成较

大的集群 〔 , 〕。 在可行性试验阶段
,

放流虾在港内的密度不大 (全港平均 。
.

0 18 尾 /米
,

)
,

集

(3 ) 山东省海洋水产研究所八价习
。

秋汛渤海对虾三个生活阶段
。

水产科技参考资料
,

( 4 )
: 石一 o8

(幻 辽宁省海洋水产研究所资源室
,
1碗 8

。

对虾的生活习性及徊游规律
。

营口水产科技
,王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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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性表现不明显
,

出港过程在数量和时间上都不集中
。

而当生产性试验阶段
,

放流虾达到

一定密度 (全港平均 。
.

37 尾 /米
,

)时
,

集群性甚为明显
。

这种集群习性表现为栖息索饵的

集群和出港外逸的集群
。

港 内推缉调查
、

定点张网和拦港试捕产量曲线 ( 图 3
、

图 4 )
,

以及

在禁渔期间偷捕者
,

曾有串网每潮产量 5 00 千克以上
,

机动船推缉 1 0 0 0 千克以上放流虾

捕获记录
,

港 口部的张网作业在虾群出港阶段单船日捕虾产量能达到 5 00 千克以上
。

这

些实例都显示 了放流虾的穿群性
。

4
.

水温和盐度 温
、

盐度对于海洋渔业资源的分布
、

移动往往有着重要影响
。

中国

对虾是广盐性种类
,

适温范围也较宽 ( 18 ~ 3。
。

C )
,

虾群从放流至出港
,

港内的温盐度均在

理想范围之内 (表 1)
。

由于象山港温盐梯度不大
,

放流虾群在港内移动时对温盐的要求

仅表现为某种定向的较佳选择
,

而无明显的趋向徊游
。

放流初
,

虾群生活的浅水区底温为

2 0~ 2 8
O

C
,

盐度为 2 1一 2 6汤
,

进入深水区后
,

底温为 2 2一 2 5
’

0
,

盐度为 2 4一 2 7编
。

此外
,

由于象山港受陆地的影响大
,

对水温的保守性差
,

容易变化因
。

放流虾群逗留期间各调查

站历年水温距平曲线表明
,

月间差异明显
,

年际波动性大
。

但尽管这样
,

放流虾群在港 内

的移动与分布时间各年仍基本一致
,

即放流后 30 天左右
,

体长达到 8一 l o c
m 时由浅水区

向深水区移动
。

放流后 40 一肠 天左右
,

体长达到 9一 n o m 时开始向港口外逸
。

移动似

与温盐变化相关不甚密切
。

这种情况
,

与渤海对虾在该生长阶段由
“

高温低盐
”
(底温 25 ~

2 8
o

C
,

盐度 2 6~ 2 9哆 )的浅水水域
,

向
“

低温高盐
"

(底温为 2 0一 2 3
O

C
,

盐度为 3 0 ~ 3 1荡 )的

深水水域洞游的规律肉相去甚远
。

5
.

潮 流 象山港港身狭长
,

港内潮差较大
,

因而潮流亦较大
,

落潮流历时短
,

流速

大于涨潮流流速
。

加上港中套港
,

滩地面积大 (占总面积的 34
.

9% )
,

港内蓄潮量可观
,

落

潮时有
“

束水归槽
,
争相外泄

”
之说 [’J 。

港口部最大落潮流流速为 1 83 厘米 /秒
,

平均落潮

流流速也达 98 厘米 /秒
,

较之其他港湾明显偏大
。

另据水文资料 t’j ,

港内潮流均属往复流

性质
,

仅在港 口附近
,

因较为开阔而略带旋转
。

所以这些潮流特征
,

加上中国对虾在大潮

汛期虾群分散
,

起浮水层较高的特点
,

形成了象山港中国对虾放流群在
“

深水区
”

栖息阶段

历时短暂
,

出港外逸持续时间很短
,

且集中于大潮汛的规律
。

6
`

风 与渤海 中的黄河 口一样
,

象山港 由于富含底质极为松软的浅滩
,

水质较为混

浊
,

透明度小
。

由于大风的作用
,

水质更易混浊
,

虾群因而起浮
,

风前风后明显集群
。

而中

国对虾又有逆风徊游的习性侧
,

促使了放流虾群在大风期间集中徊游
。

特别是东北—
西南走向的象山港

,

开 口正 与强热带风暴的风向一致
,

风暴对潮波的影响直插港底
,

促使

虾群在风暴前大量外逸出港
。

此种作用
,
在对虾个体达到一定大小时

,

影响十分明显
。

例

如 19 8 7 年 4 号强热带风暴登陆前的 7月 13 ~ 1 5 日
,

对虾集中外逸时
,
口部外侧的六横小

吞 10 只张网船三天捕虾 5 吨多
,

单船日最高产量达半吨
。

1 9 8 8 年 7 月上中旬虾体长至

9一 1 1o m 时
,

由于当时没有强热带风暴的诱导
,

出港时间相对拖长
,

产量较不集中
,

渔民称

之为
“

时间长
,

虾头稀
” 。

1 9 9 0 年强热带风暴比往年提前影响
,

6 月 21 日 7 号风暴过坡
,

虽

然虾群优势体长仅 7c ,
,
但还是促使部分放流虾提前出港

,

风后港外捕获较多数量的放流

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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讨 论 与 结 论

1
.

象山港中国对虾放流群在港 内的移动和分布规律既显示出与它的发源地 黄渤 海

相似的共性
,

又由于港域独特的地理条件和生态环境显示出自身的地理群特征
。

而且
,

由

于资源密度的不同
,

生产性放流期间的移动规律明显不同于可行性试验阶段
。

2
.

放流虾群在港内的栖息分为沿岸浅水区索饵栖息
,

港内深水区索饵生长
,

向港口

外逸三个阶段
。

放流后约 3 0 天前
,

体长由 3c m 长到 8一 10 c
m 为第一阶段 ; 再经 10 ~ 15

天
,

虾体由 8一 1 。。 m 长到 9~ 1 1oln 为第二阶段 ;第三阶段历时更短
,

仅 10 天左右
。

3
.

港内的放流虾群
,

前期由近岸浅水区逐渐向港内深水区移动扩展
,

少部分个体在

港内作不规则移动
。

后期则向港 口作定向迁移
。

4
.

出港时放流虾主群沿 10 米等深线附近移动
,

港北岸居多
。

虾群随落潮潮流外逸
,

涨潮基本无虾返回
。

大潮潮流急
,

虾出港数量多
。

气
.

港内放流对虾群的分布与移动是多种因子 (生长
、

密度
、

水温
、

盐度
、

饵料
、

地形
、

大

风
、

潮汐等 )综合作用的结果
,
但主要与个体生长有关

。

随着虾体的生长
,

虾群游动活跃
,

扩大分布范围
,

增加摄食水域
,

是有利于个体生长和种群繁衍的行为
,

是生物对自然环境

的一种适应
。

6
.

象山港
“

束水归槽
,
争相外泄

,

的落潮潮流和旋转性不强的潮流特征
,

加速了虾群

外逸进程
。

而强热带风暴又成为集中出港的诱导因子
。

港 口朝向东北
,

与强热带风暴风

向一致
,

促使有逆风行动习性的虾群集中外逸出港
。

7
.

放流虾在港内的移动分布与温盐变化相关似不密切
。

港内不大的温盐梯度
,

使放

流虾群在港 内移动时仅表现为对温盐的某种定向较佳选择
,

而无明显的趋向徊游
。

这种

情况
,

似与渤海对虾在该生长阶段由
“

高温低盐
”

向
“

低温高盐
,

的深水水域徊游之规律相

去甚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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