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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内亚比绍共和国(以下简称 # 几比
”

) 海区具有西非最宽的大陆架和良好的自然环境
,

是西非著名

的渔场之一‘”。

近年来
,

有十多个国家(地区)的百多艘渔船到该渔场作业“ ’. ’t0] 〔. , ,

以往欧洲国 家的调

查船
,

曾在此作过调查
,

但有关其渔获物的组成和分布等尚未见报道
。

198 7 年中国和几比政府商定由

中方在 拍S8 年年内
,

派渔业资源调查船到该海区进行为期三个月的调查
。

经协商
,

我国决定派东方号

前往
。

本文反映对几比海区的渔获物组成和分布等所进行分析研 究
,

供进一步发展我国在该悔区的远

洋渔业作参考
.

材 料 和 方 法

本文材料系东方号在 198 8 年 12 月~ 1 989 年 3 月(早季期间)
,

在几比海区(9
0

6宇~ 12
0

12尹N ;拓
。

42 护

~ 17
“

24
产

W )进行的四次大面定点渔业资源和海洋环境调查资料
。

定点站共设 3 3个
,

其中定点拖网试

捕站 沥个(图1 )
。

此外
,

每个月安排部份时间到 11
.

2 0, N 以北海区对主要商品鱼类进行重点探捕
。

调

查网具是 6 38 目 x l肠功功 的底层单拖网
,

环境调查方法均按我国公海洋调查规范》的有关规定进行
。

文中的渔获盘资料系按站位
、

渔区(经
、

纬度各十分的区域 )
、

沿岸区(水深小于 6Om 海区 )
、

外海区

(水深 5 。~ 2以 !加 区域 )
、

陆架斜坡区 (2 oo ~ 4 0恤 区域)分别统计
,

其中沿岸区又以 11
.

2O, N 分为北部区

和南部区(图1)
。

各区
、

站的渔获最(kg 胆)均为 12 一3 月的总和
。

通过分区比较
,

分析调查海区渔获物

的组成和分布特点
,

同时结合海洋环境资料
,

用相关关系法探讨海区总渔获量与水溢
、

盐度的关系等
。

勿
本项调查是在中国水产联合总公司等的领导

、

支持和东方号全体人员的协助下进行的
,

本文承蒙赵传姐研究

员审阅提出宝贵意见
,

一并致以谢忱
。

收稿年月
: 190 1年11 月 ;1 9 92年 4 月修改

。

(功 季星辉
,
1以始

。

几内亚比 绍共和国的海洋环境及渔业资源
。

远洋渔业
,

(1 )
:
的 ~ 53

。

(幻 几内亚比绍共和国渔业国务秘书处
,

功胎
。

1块犯年外国渔船队活动概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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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 果

(一 ) 渔获物组成

1
.

种类组成 调查期间的渔获物有鱼类皿3 种
,

分隶于 169 属 97 科肠 目 ; 甲壳类招 种
,

分隶于

18 属 14 科 1 目;头足类 9 种
,

分隶于 6 属 4 科 3 目
。

此外
,

还有少盆贝类和海参
。

在鱼类中
,

似护形目

的种类为多
,

有 胎 种倪 属 3 3 科 ;其次是软骨鱼类
,

有 肠种 18 属 抬 科 ;第三是蝶形目
,

有 18 种1 5属 6

科
。

妒形目又以够科
、

石首鱼科和绸科的种数较多
,

依次有 17
、

9 和 8 种
。

从鱼类分布的水深范围看
,

可达 20 众m 以深的有 88 种
,

其中只栖息于 20 0m 以深的仅 13 种
,

可见渔获物中的绝大多数种类是分布

在大陆架海区
。

2
.

主丢 渔获物组 成 各分区的主要渔获物组成见表 1
。

在沿岸区的北部区和外海区的主要渔获物

种类较多
,

其渔获量比例较均匀 (第 1~ 15 位的种类比例为 19 ~ 1男 )
,

而沿岸区的南部区和陆架斜坡区

的主要渔获物种类较少
,

其比例差距较大(第 1~ 12 位的种类比例为拐一。
.

8 侣) ; 从组成种类的群聚特

点看
,

除陆架斜坡区因水深大
,

拖网难以捕到中上层鱼类外
,

其他三区的中上层鱼类都有一定比例 (16~

2 9男 )
,

在北部区以低盐性的非洲尚鱼和金色弓腹够为主
,

而南部区和外海区均似高盐性的圆续为多 ; 在

优势的底层鱼类方面
,

北部区 以石首鱼科
、
马维科和绩等低盐性种为主

,

南部区除灰鳞纯外
,

还和外海区

类同
,

有较多的拥
、

妨娜
、

红娘鱼等高盐性的红色鱼类
,

但外海区又有一些低温性种
,

如尖牙绸
、

无齿婚

等
,

陆架斜坡区则以带鱼为优势
,

且深水低温性种的比例为四个分区中最高
,

如无也绍
、

方头蝎
、

长背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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尖牙绸和无须婚等的比例达45 形
。

总之
,

各分区的渔获物组成有明显的差异
、

而北部区具有较多的商品

鱼
,

红色鱼类(绸
、

妨纫
、

红娘鱼等 )最少
,

显得更具独特性
。

表1 各分区主要渔获物组成

T e bl e l 伪m po s i七加n o f th e 斑aj o r o a tc hes

in th e d iffe r e n t a r e a of G时n o a B ls sa u S ea

今今今
沿 岸 区(< SO m ))) 外 海 区区 陆 架 斜 坡 区区

(((((((((((((((((((((((((((((((((((((((((((((((((((((((((5 0 ~ 20 0 m ))) (部0 ~ 4 0 1m )))北北北 部 区区 南 部 区区区区
(((((1 1

。

加
‘
N 以北))) (1 1 0

2 0
,
双 以南 )))))))

种种种 类类 (男 ))) 种 类类 (络 ))) 种 类类 (万 ))) 种 类类 (万 )))

11111 非洲黝鱼鱼 15
.

8777 灰鳞鱿鱿 魂3
,

3 666 圆够
、

始
、

弧鲤鲤 19
甲

3 111 科玺鱼
书书

盯
。

皮皮

强强强强强强强强强强强强强强强强强强强强强强强强强强强强强强强齿绸
***

1 4 份))) 无齿絮
、

方头猖猖 1 8
.

2 22222222 金色弓腹鳗鳗 13
.

2 222 圆绘
、

贻 狐鲤鲤 1 2
‘

涎涎涎涎涎涎涎涎涎涎涎涎涎涎涎涎涎涎涎涎涎涎涎涎涎涎

盆盆盆盆盆盆盆盆盆盆盆盆盆盆盆盆盆盆盆盆盆盆盆盆盆盆盆盆盆盆盆类
今今 9

。

涎涎 长背鱼
、

青眼鱼鱼 1 7
‘

1 88833333 绩绩 8
甲

9 444 妨鳞鳞 1 1
.

88888888888

44444 裸领妒妒 6
‘

1日日 水母母 8
,

8 999 蝴
***

6
。

以以 大眼鳃鳃 5
.

邵邵
尖尖尖尖尖尖尖尖尖牙绸

、

高菱绸绸绸

55555 拟牙崛
串串 6

甲

0222 贝氏卵碉
...

5
.

欲欲 大眼绸绸 6
。

2 222 绸
*** 3

,

6 666

尖尖尖尖尖尖尖牙绸
、

高菱绸绸绸绸绸

66666 带鱼
牛牛 6

甲

1 999 胡
*** 2

、

7 999 贝氏 卵胡
电电

6 1 222 枪乌贼
*** 3

.

鼠鼠

77777 十指马鱿
***

4
.

印印 红娘鱼
、

绿鳍鱼鱼 2
,

7 333 月够够 6
,

1 000 波氏无须她她 3
.

盯盯

88888 强棘拟牙绒绒 4
.

4 666 金色弓腹鳞鳞 1
。

印印 红娘鱼
、

绿鳍鱼鱼 5
。

7 555 弧齿绸
*** 2

.

6888

OOOOO 贝氏卵酮
书书

4
、

4666 月络络 1
。

2 777 无齿幅
、

方头屺屺 4
.

加加 鳌类
...

1
.

5888

111 000 丝鳍马鱿鱿 3 能能 纯纯 1
.

0 111 水母母 3
‘

阳阳 摇摇 1
。

4OOO

111 111 裘氏石妒
书书

3
.

0 111 盆类
水水 0

.

8 999 踢踢 2
甲

1 444 腔吻绍绍 1
。

路路

111 222 海姑
今今 2

.

8888 油好
***

O
。

斑斑 枪乌贼
*** 1

.

6888 虾一一 O
,

肠肠

111只只 穗翼鱼鱼 2
.

7 0000000 金色弓腹渗渗 1
.

40000000

111咨咨 塞内加尔拟牙绒
牢牢 2

。

7 0000000 前鳍鳗
巾巾 1

.

38888888

111 555 盆类
举举 1

。

0 8888888 十指马级
*** 1

.

驻驻驻驻

其其中中土层鱼类类 湘
.

的的的 1 6
。

S22222 2 6
。

8 11111 000

注
:
有

·
的为商品鱼种类

。

(二 ) 渔获量的分布与变化

调查期间各站位渔获量如表 2 所示
,

表中除 2 1a 和 2 7a 站外
,

各断面的渔获星荃本上是 50m 以浅

的站位比 som 以深的站位高
。

从分区渔获盆看
,

沿岸区的渔获t (6 8ok g / h )高于外海区 (1 6 1)
。

在重点

探捕中
,

相同纬度上渔区的渔获量分布趋势为:在 12
.

沥
尹N 线的 A 区(48 3) > B区(a2 必

,

在 1 1
O

55
IN 线的

C 区(1印4 )> D 区(48 8 )> 习 区(4仍)> P 区(39 9 )
,

在1 1
.

肠
, N 线的 G 区(54 3 )> H 区“39 )> I 区(2 2 )

,

在 1 1
0

3夕 N 线的K 区(8 23 )> L 区招75 )> M 区(2 阶)
。

如把调查海区以 11
O

2 0, N 划分为南
,

北两个夫

区域
,

则北区的总渔获量为始 6
,

南区仅为3 91
。

由上可见
,

几比海区渔获量的分布趋势为 : 沿岸(浅水 )区

高于外侮(深水)区
,

北部海区高于南部海区
。

但南部的陆架斜坡区(2协
、

2 7a 站 )的渔获量也较高
,

主要

渔获物是带鱼
、

无齿绍
、

方头昭和波氏无须绍等
,

该区海底较平缓
,

适合拖网作业
,

是应予心重视的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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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
。

调查资料表明
,

几比海区的渔获量不但有区域间的差异
,

而且有月变化大的特点
,

如 坦 月的渔获量

为弱 6 4 ~ 3月依次为4 1 3 性1 6和2 1 6
。

表2 各站渔获里

T的le 2 T h e e a切h e . of In v e stt幼tlo n 砂in t s

断断 面面 III nnn 1 1 111

一一
一

_ _
_

竺
_

号号号号号号号号号号号号号号号号号号号号号号号号号号号号号号号号号号号号号号号号号号号号

水水 瞬 及 位 获 琢
-

- -

- -

一一
111 222 2吕吕 333 444 6 AAA 666 777 888 999 1 222 1 333 1 444 1 555

平平均水深 (m ))) 1 222 1 999 2 444 4 666 8 777 1 333 1 444 1666 拐拐 8 999 l999 2 777 6 777 2帕帕

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2 333 3朋朋 13 000000000000000000000 2 8 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渔渔获量 (k g / h ))) 扔999 3阶阶阶阶阶 80 000 1 2 2 666 5艺77777 8 1 444 1 6 1 000 1 7 ] 000 2竹竹 叨叨

义义谈考~ 竺竺
工VVV VVV

面面面面面面面面面面面面面面面面面面面面面面面面面面面面面面面面面面面面面面面面面面面面面

水水 视 \ \
.

_
_

站 一~ 、~ ~ ~ ~~~ 王888 J999 幼幼 胜胜 2 1 汤汤 2333 触触 2555 2 666 2 777 2 7aaa

一一 及 渔 获 。一号号号号号号号号号号号号号

一一
~ 、‘、、、、、、、、、、、、、

平平均水深 (m ))) 3666 6 444 工2222 2 2 444 邓 555 a333 3444 5 333 1邪邪 2 的的 钓111

渔渔获量 (k g / h ))) 7111 加888 1 7 666 3 777 3 1 333 2邵邵 i 3222 2 4 888 1员员 7 444 4 7 111

(三) 主要商品鱼的分布

几比海区有十多种主要商品鱼
,

其中对虾和龙虾的商品价值最高
,

舌鲤
、

拟牙绒
、

大型鳖
、

乌贼和蟹

类居次
,

均为销在欧洲的主要鱼种(俗称“欧向鱼
”
)

,

十指马鱿
、

海站
、

裘氏石妒
、

带鱼和前鳍鳗等的商品价

值较低
,

为销往非洲的品种(俗称
“

非向鱼勺
,

其中带鱼和前鳍鳗也运回中国国内鲜销
。

在数量方面
,

中国渔船以拟牙绒
、

塞内加尔拟牙域和短领拟牙鱿〔合称为“赤鱿勺 为最多
,

(占40 男以

上)
,

海姑(胡子鱼)和十指马皱(方头鱼)居次
,

(占15 ~ 10 男 )
,

带鱼
、

舌鳗
、

前鳍鳗和虾较低
,

占7 ~ 4男
,

蟹

占 1洛
。

商品鱼在生产船中约占总捕捞量的一半
,

东方号在重点探捕时
,

商品鱼约占50 劣
,

在定点探捕时

只占 3。男左右
。

所以
,

了解商品鱼的分布
,

不仅对于渔业生产而且对于合理利用资源
,

都是很有意义

的
。

从各分区主要渔获物组成(表 1 )看出
,

在商品鱼中
,

带鱼的分布最广
,

不但在沿岸高温低盐水中数量

较多
,

而且在陆架斜坡区的低温高盐水中也有一定数里
,

其适温适盐范围较广 (14
甲

3 ~ 2 3
.

2oc
,

3 1
.

16 ~

3 6
,

00 偏)
,

为广温广盐
。

数量较多的赤鱿
、

海贴
、

十指马鱿
、

舌蹋
、

前鳍鳗和裘氏石妒等均为高温低盐种
,

它们主要分布在泥

和泥砂底的沿岸北部区
,

与文献
〔’。,
的记载相似

。

但它们的主要栖息区又略有不同
,

如舌编和海鳗略为

偏北
,

短领拟牙狱偏南
,

前鳍鳗和十指马鱿的分布较广
,

在 5 。一日加p 的外海区也时有渔获
,

而裘氏石妒

往往在浅水区的渔获量比较高
,

是比较典型的低盐性种
。

在以泥为主的底质区中
,

海姑的渔获量通常较

高
,

并可在其肠胃中发现很多污泥
,

看来腐蚀质是其主要的饵料
。

在本次调查中
,

上述鱼种在 n
.

2以N

以南的几 比海区还没有捕到过
,

是否无分布则尚待查证
。

对虾也以沿岸北部区的渔获量为高
,

常与舌缘一起被混捕
,

以夜网的渔获最较高
。

根据生产资料和

有关记载
,

各月份都有一定产量
,

以 1一2 月和 6
J. 、曰

习月较好
。

几比海区是西非虾类的主要渔场之一
,

年

产最有 加oo 余吨
。

此外
,

调查中还能兼捕到少量皇刺龙虾
,

生产渔船也在 1 9盯 年有过网产 印k g 的记

录
。

调查还在外海捕到一些帽状单肢虾和全齿异腕虾
,

并见有外国捕虾船在作业
,

表明外海的虾类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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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有一定数最
,

可予以适当利用
。

乌贼和章鱼也是几 比海区重要的渔业资源
,

每年都有不少外国渔船购买捕捞证前往作业
。

头足类

主要分布在几比南部海区
,

栖息场所往往是凹凸不平的硬质海底
,

网具容易受到损坏
,

如东方号在23
、

2 4

和 器 站捕获到一些乌贼时
,

就有两次网具受到破损
。

此外
,

调查中还捕获到一些枪乌贼
,

北部海区也时

有渔获
,

其分布较乌贼广泛
,

但个体一般都较小
。

调查期间
,

渔获物中头足类的比例有逐月上升的趋势
,

这与头足类的渔汛期在雨季
、

旺汛期在 仔~
碑

8 月的记载正相吻合
‘. , 。

贝氏卵绸和强齿绸主要分布在外海区
,

都是高盐性种
,

但前者的栖息水深较浅(4 。~ 1。。rn )
,

适温范

围较高(1 6户口 19℃ )
,

后者的栖息水深较大 (100 ~ 18C腼)
,

适温范围较低 (14 ~ 16
O

C )
。

生物学测定资料表

明
,

一部份贝氏卵编即将产卵(V ‘ 期占仑男 )
,

一部份安哥拉强齿明正在产卵 (V 期占2 3箔 )
。

绸类商品价

值较高
,

中国渔船尚很少利用
,

应予以重视
。

讨 论

中国渔船投入几比渔场作业虽已几年
,

但因作业范围狭小
,

仅涉及 8 00 平方海里左右
,

其渔获盘资

料未能代表几比海区渔获物的组成与变化
。

东方号在几比海区旱季期间
,

前后调查了四个月
,

每网均取

样分析
,

资料能反应早季期间底层和近底层渔获物的组成和变化
。

通过调查认为
,

几比海区渔获物的组

成种类繁多
、

区域间差异较大等特点是与该海区独特的环境条件密切相关的
。

几比海区位于 1护~ 12
.

N 的热带海洋
,

气候炎热
,

雨水充沛
,

年降水量在 15 00 ~ Zoo o m m
,

沿岸有卡

谢乌河
、

芒佐厄河
、

热巴河和科鲁巴尔河四条较大的河流入海
,

径流量较大
。

在外海有赤道逆流从几比

海区经过
,

北侧有加那利寒流南伸
,

调查结果证实
,

大陆架外侧 3O ~ 烈加l 水层具有高盐水体
,

陆架外缘又

有大西洋中央冷水契入
,

多种水系在几比海区交汇
,

交汇区随季节变化而南北移动
,

形成西北非海域著

名的‘往复区
” ‘” , , 。

复杂的海况使几比海区的渔业资源种类繁多
,

既有低盐性的
、

又有高盐性的
,

既有

浅水性的
、

又有深水性的
,

既有暖水性的
、

又有暖温性的
,

仅在 3
二

7 万 k m i

面积的海区中就有鱼类
、

甲壳

类和头足类等达 衡。余种
。

几比海区地形变化急剧
,

水深 5 伪n 以浅海区坡度小
,

为比较平坦的陆架区
,

由于沿海有较大的冲淡

水
,

高沮低盐水为沿岸区的主要水系
,

尤其北部区更为显著 : 印 . 以深海区坡度急增
,

形成陡坡
,

外海区

上层水为高温高盐水
,

中下层为低温高盐的大西详次表层水
,

自 1 月份开始
,

低温高盐水向沿岸区的上

层涌升
,

形成季节性上升流
,

这一研究结果与文献 ‘盈,

翔川的记载相同
。

可见
,

6腼 以浅和以深海区的海

况条件明显不同
。

在底质方面
,

北部区以泥和泥砂质为主
,

南部区基本上是砂
、

贝砾和岩礁
,

两区截然不

同
。

这些复杂多变的海况和底质环境条件是区域间渔获物组成差异性大的重要原因
。

北部区的泥和泥砂质底
,

比较适合底栖生物的生活和多种底层
、

近底层鱼
、

虾类的栖息 ; 加那利寒

流
、

赤道逆流和沿岸冲淡水的互相混合
,

使不同水系在北部区形成明显的交汇区
,

温
、

盐的变幅较大
,

浮

游生物的生物量也较高
。

这些有利因素使北部区成为几比海区最良好的渔场
。

海流观测资料表明
,

在 加 站(水深 12 m )的底层
,

流速为 16
产、名生e。 / : ,

泥和泥砂质底受到底层流的

作用
,

使海水较为混浊
,

可能恰好适合于赤鱿
、

舌蹋
、

十指马鱿
、

海站和前鳍鳗等的栖息
,

而不适合于红色

鱼类的生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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