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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2000—2001年台湾海峡及其邻近海域游泳生物调查研究表明，该海域的游泳生物有497种，其中鱼类 

367种，甲壳类 102种，头足类．28种 种类数随纬度逐步增高而减少。鱼类区系属于印度一太平洋的中国一 

日本亚区。种类数的季节变化呈秋季>夏季>春季>冬季。相对生物量指数的季节变化，呈夏季>秋季>春 

季>冬季。而相对密度指数的季节变化呈夏季>春季>秋季>冬季。相对生物量指数和相对密度的优势种 

分别为中国枪乌贼和发光鲷。各站位月平均相对生物量指数分布为每网8．149(17站)～72．679 -h (23 

站)，平均为每网27．089 kg-h一。按渔场分，月平均相对生物量指数以闽南一台湾浅滩渔场>闽中渔场>闽 

东渔场；月平均相对密度指数分布为每网320(13站)～6 357 ind-h (30站)，平均为每网136 ind-h-’。月平均 

相对生物密度指数闽南一台浅渔场>闽东渔场>闽中渔场：对渔业资源结构、种类组成变化和渔业资源现状 

及其开发利用程度进行了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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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ecies composition of necton and resources state of Taiwan Strait 

and its adjacent wat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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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From 2000 to 2OOl，the composition of species of necton was investigated in Taiwan Swait and its adjacent waters．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re are ofnecton 4(，7 in the waters，among them，fish 367，crustacean 102，ceph~opoda 28．11he number of species 

iS more in the lower latitude．but less in the higher latitude．And that the fish fauna belongs to the sub-fauna of Chjna Japan of the 

Indian-Pacific Ocean ．11he seasonal variations of number species were autumn>summer>spring>winter．11he seasolml variations of 

relative biomass index and relative density index were summer> spring >autumn >winter．And the relative density index were 

sullllner>spring>autumn>winter．11le dominant species of relative biomass index were Lo@o chinensis and Acropoma iaponicum． 

respectively．11he stations monthly mean relative biomass index were 8．149(17 Station)tO 72．679 kg-h per haul(23 Station)，toal 

average was 27．089 kg’h一 per hau1．Monthly mean relative biomass index of Miun an- Wan shoal Fishing Ground >Minzhong 

Fishing Ground>Mindong Fishing Ground．Monthly mean relative density index were 320(13 Station)to 6 357 ind·h per haul(30 

Station)，total average were 436 ind·h-’per hau1．Monthly mean relative density index ofMiunan-TaiWan shoal Fishing Ground> 

Mindong Fishing Ground >Minzhong Fishing Ground．11he structure of fishery resources and the variations of composition of species 

and fishery resource states and the develol~ed level are analysed． 

收稿 日期：2004—05．18 

资助项目：福建省海洋与渔业局重大项目(闽海渔科2000—04) 

作者简介：戴泉水(1951一)，男，福建长汀人，副研究员，主要从事渔业资源和种群生态学的研究。Tel：0592—5678561，E-mail： 

daiquanshui@tom．com 

维普资讯 http://www.cqvip.com 

http://www.cqvip.com


Key words：necton：composition of species；resources state；Taiwan Strait and its a acent waters 

台湾海峡海域位于东海与南海的过渡区，地 

处亚热带，自然环境优越，渔业资源丰富，是我国 

重要的渔场之 ：关于该海域的渔业资源早在 

20世纪70至8()年代就有过局部调查 ，近二十 

年来虽有零星报道～̈，但未作较详细的系统调查 

研究。本文以2000—2001年在台湾海峡海域及 

其邻近海域的4个季度大面积单拖作业调查资料 

和定置网及灯围作业的渔获样品为依据，分析研 

究了该海域游泳生物的种类组成，鱼类区系特征， 

相对生物量指数和相对密度指数的优势种，并对 

渔业资源结构的现状、变化和开发利用程度进行 

了探讨，旨在为该海域渔业的合理利用和可持续 

发展提供科学依据： 

l 材料与方法 

1．1 调查范围和时间及站位 

2000年春季(5月)，夏季(8月)，秋季(11月) 

和冬季(2001年2月)在位于 117。10 ～123。00 E， 

22。00 ～27。l0 N范围内的海域共布设了30个站 

位(图 1)，共进行 厂4个航次的大面定点调查： 

调查的海区包括闽东、闽中、闽南和台湾浅滩渔场： 

l 台湾海峡及其邻近海域游泳生物调查站位 

Fig．1 Investigation stations of the necton 

in Taiwan Strait and its adjacent waters 

闽东渔场(1 19。50 ～125。00 E，27。10 ～26。00 N) 

29卷 

设()l一1l站位一闽中渔场(118。30 ～121。30 E， 

26~00 ～24。30 N)布设l2～l9站位?闽南一台湾 

浅滩渔场(117。10 ～120。40 E，24。30 ～22。00 N)布 

设 20～3()站位： 

1．2 调查船和网具规格及数据处理 

本次30个站位的调查分别由3艘船同步分 

片进行，根据文献 2]对网具的扫海水体进行了计 

算：闽东渔场使用的是“闽霞渔 1 307号”单拖 

船，主机功率为183．75 kW，网具规格为128．80 Ill× 

71．98 Ill，囊网网目为35 mm，平均拖速3．26 knt， 

平均网口高度6．40 m，平均袖端距 19．8 m，拖曳 

lh网具的扫海水体为35．8×104 m3；闽巾渔场使 

用“闽平渔 2131号”单拖船，主机功率为 198．45 

kW，网具规格为 125．00 m×60．85 m，袁网网目为 

35 l11m，平均拖速3．13knt，平均网口高度6．20 m， 

平均袖端距 l3．70 m，拖曳1 h网具的扫海水体为 

22．0×10 m ；闽南一台湾浅滩渔场使用“闽东渔 

2330号”单拖船，主机功率为 198．45 kW，采佯网 

具规格为70．4 m×41．9 m(25．5 m)，囊网网日为 

35 l11m，平均拖速2．90 knt，平均网L]高度5．30 m， 

平均袖端距 l0．70 m，拖曳1 h网具的扫海水体为 

15．0×10 m =每航次在每个站f 拖 1网次，拖曳 

时均为l h=虽然都是单拖网 ，但其规格不同， 

为_r有效地比较调查结果，消除网口高度、袖端距 

与拖速不同对相对资源量指数昕产生的系统误 

差，以闽南渔场“闽东渔2330号”单拖船的网具扫 

海水体为标准单位进行调查数据的标准化处理： 

标准化数据=调查的数据÷(调查船网具扫 

海水体÷“闽东渔 2330号”单拖船的网具扫海水 

体)，即闽东渔场(01～1l站)和闽中渔场(12～19 

站)的原始数据分别除以 2．3867和 1．4667后与 

闽南一台湾浅滩渔场(20～30站)的调查数据比 

较分析一种类组成(鱼类、甲壳类和失足类)和鱼 

类区系组成的样品包括在定置网作业调查船和灯 

嗣作业调查船所采集的样品， 相对资源量指数 

仅用单拖作业调查船4个季度月的渊查资料，分 

别以每网kg·h。。和每网ind·h。。表示相对生物量 

指数和卡H对密度指数一 

① 渔场海洋frL类资源调 队．闽『萄一仃湾浅滩渔场鱼类资源悯查报告 1980 34—70 

② 福健省水广‘tiJ{-')Z断 闽尔北外海渔业资源调 和综台开发研究 1t H，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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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结果与分析 

2．1 种类组成和季节变化及生态类型 

种类组成 共采集并鉴定的游泳生物有 

497种：。一’ ，其中鱼类居多，有 367种，占总种数 

的73．84％；其次为甲壳类，有 102种，占总种数 

20．52％：头足较少，为28种，占总种数 5．64％。 

甲壳类中虾类47种，蟹类46种，分别占甲壳类种 

数的46．08％和45．10％(表 1)：渔获种数南部海 

区较多 北部海区较少，随纬度逐步增高种类数逐 

步减少 3个渔场均出现的渔获种数 100种，其 

中鱼类79种，甲壳类 l3种，头足类8种： 

表1 台湾海峡及其邻近海域游泳生物种类组成 

Tab．1 Species composition of necton in Taiwan Strait and its adjacent waters 

种数的季节变化 游泳生物出现的种数以 

秋季(10—12月)最多，有330种；其次为夏季(7— 

9月)有308种；再次为春季(4—6月)有273种； 

而冬季(1—3月)最少，只有272种。就分类群而 

言，鱼类出现的种数呈现秋季(235种)>夏季> 

(220种)>冬季(204种)>春季(184种)；甲壳类 

出现的种数呈现秋季(75种)>夏季 >(72种)> 

春季(71种)>冬季(51种)；头足类呈现秋季(20 

种)>春季(18种)>冬季(17种)>夏季(16种)： 

优势种的季节变化 全年相对生物量指数 

的优势种为中国枪乌贼( Z chinensis)，而相对 

密度指数优势种为发光鲷(Acropoma japonicum)。 

4个季度相对生物量指数的优势种有所不同。春 

季为带鱼(Trichiurus haumela)、中国枪乌贼、大头 

狗母鱼(Traehinocephalus myops)、发光鲷、条尾鲱鲤 

(Leiognathus insidiator)、拥 剑梭子 蟹 (Portunus 

argentatus)和静鲳(Leiognathuz insidiator)；夏季为 

中国枪乌贼、带鱼、拥剑梭子蟹、发光鲷和大头狗 

母 鱼；秋 季 为 哈 氏 仿 对 虾 (Parapenaeposis 

hardwizkii)、拥 剑 梭 子 蟹、龙 头 鱼 (Harpoclon 

nehereus)、带鱼、篮圆 (Decapterus maruadsi)和叫 

姑鱼 (Johnius belengerii)；冬季为带鱼、口虾姑 

(Oratosquilla oratoria)、绿 布 氏筋 鱼 (Bleekeria 

anguilliviridis)、哈氏仿对虾、大头狗母鱼、拥剑梭 

子蟹、二长棘鲷 (Parargyrops edita)和多鳞鳝 

(Sillago sihama)。 

生态类型 中上层类型主要有鲱科、鲲科、 

够科、鲭科和犀鳕科等共61种．占鱼类总种数的 

16．62％ 近底层类型主要有石首鱼科、纯科、海 

龙鱼科、马鲅科、鳝科和鲳科等89种，占鱼类总种 

数的24．25％。底层类型的种类最多，主要有狗 

母鱼科、舌鳎科、鲡科、缎虎鱼科、妯科、毒鲇科、鲆 

科和鲽科等 190种，占鱼类总种数的51．77％：岩 

礁性类型主要有天竺鲷科、海鳝科、蝴蝶科、隆头 

鱼料和妯科等27种，仅占7．36％： 

2．2 区系组成及鱼类区系特征 

区系组成 本次调查采集并鉴定的鱼类分 

别隶属24目、103科、230属、367种(表2)：其中 

软骨鱼类28种，占鱼类种数的 7．63％；硬骨鱼类 

339种，占92．37％：软骨鱼类共计6目14科 17 

属28种。其中鳐目居多，有 9种，占软骨鱼类种 

数的32．14％：其次为真鲨目和鲼目各有 7种，分 

别占软骨鱼类种数的25％：硬骨鱼类以鲈形目 

为最多，有 166种，占硬骨鱼类的48．97％；其次为 

鲽形目，有 36种，占10．62％；再次为鲻形目，有 

33种，占9．73％。 

其中，l3种是福建鱼类志中未记录种 一，分 

别为惠琪豆娘鱼(Abudefduf 0 ／ens／s)_6』、蛾眉条 

鳎 (Zebr／as quagga)_6 J、豹 鳎 (Haliamnpus 

koilonatodon ) J、 海 躅 鱼 ( Haliamnpus 

koilonatodon)_6 J、 三 刺 纯 (Triacanthodes 

0 mn ) 、尖牙鲈(Synagrops 0n ) 、尖尾 

黄姑鱼(Nidea acuta)[ 、孔鳐(Raja porosa)[ 、美 

鳐 (R咖 pulchra)l引、棘 鳞 蛇 鲭 (Ruvett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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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yde=nani 7- 
、栉鳞鳎 (Aseraggodes kobensis) 、褐斜 

鲽 (Plagiopsetta glossa) 和 黄 鳍 马 面 纯 

(Thamt'l~tconl1．s xanttmpterus)： 。其中蛾眉条鳎、黄 

鳍马面纯、美鳐和棘鳞蛇鲭为台湾鱼类志未记录 

种[ 。 

表 2 

Tab．2 

台湾海峡及其邻近海域游泳生物区系组成 

Fauna composition of necton in Taiwan Strait 

and its adjacent waters 

六鳃鲨目 Hexanchiformes 1 

须鲨目Orectolobiformes 1 

软骨鱼类 真鲨目 carcharhiniformes 3 

cartilaginous鳐 目 Rajiformes 4 

鲼 目 Myliobatiformes 3 

电鳐鱼目 Torpediniformes 2 

鼠鳝目Gonorhynchiformes l 

鲱形目 Clupeiformes 2 

鲑形目 Salomniformes 1 

灯笼鱼目 Myctophiformes 2 

鳗鲡曰 Anguilliformes 7 

鲶形日 Siluriformes 2 

颌针鱼日 Beloniformes l 

鳕形日 Gadiformes 3 

硬骨鱼类 金眼鲷目Berycuformes 1 

bony 海鲂目 Zeiformes 1 

刺鱼日 Gasterostriformes 2 

鲻鱼目 Muguliformes 2 

鲈形日 Perciformes 44 

蚰形 目Scorpaeniformes 7 

鲽形 目Pleuronectiformes 4 

鲢形目 Te~aodontiformes 6 

海蛾鱼日Pegasiformes 1 

鲼鲦 目Lophiiformes 2 

甲壳类 口足目 Stomatopoda 3 

crstacean 十足 目 Decapoda 21 

： 曲 3 
‘ ‘ 八腕 目 Octopoda l 

鱼类区系特征 鱼类区系是在不同鱼类种 

群的相互联系及其环境条件综合因子的长期影响 

和适应过程逐渐形成的。在环境因子中，水文、盐 

度和水系性质最为重要。该海区常年受到多种水 

系相互消长的影响，形成了这一海区鱼类区系的 

某些特色。从鱼类适温性看，绝大多数为暖水性 

种类，有281种，占鱼类种数的76。57％；暖温性种 

类为86种，占23。43％。该海区鱼类区系组成具 

有亚热带性质，认为本海域鱼类区系属于印度一 

西太平洋的中国一日本亚 。= ， 

2．3 相对生物量指数和相对密度指数平面分布 

及季节变化 

平面分布 由表 3可见，各站位月平均相 

对生物量指数分布范围每网为8．149(17站)～ 

72．679 kg·h。。(23站)，平均每网为27．089 kg· 

h～，高低相差 7．9倍。月平均相对密度指数分布 

范围每网为320(13站)～6357 ind·h (30站)，平 

均每网为 l 436 ind·h～，高低相差 18．9倍。按渔 

场分，月平均相对生物量指数以闽南 一台湾浅滩 

渔场为最高，其次为闽中渔场，最低闽东渔场。相 

对密度指数也以闽南 一台湾浅滩渔场为最高，其 

次为闽东渔场，最低为闽中渔场： 

季节变化 如表3所示，游泳生物相对生 

物量指数的季节变化十分明显，呈夏季>秋季> 

冬季>春季，高低相差 2．3倍 各个渔场的相对 

生物量指数季节变化有所不同，最高均为夏季，闽 

南一台湾浅滩渔场最低为春季，而闽中渔场则以 

秋季为最低，闽东渔场以冬季为最低；而相对密度 

指数和季节变化呈夏季>春季>秋季>冬季：闽 

东和闽中渔场的相对密度指数均以夏季最高，而 

闽南一台湾浅滩渔场的季节变化不大 

3 讨论 

3．1 渔业资源结构的变化 

渔获种类变化 本次调查共采集并鉴定鱼 

类标本367种，仅占福建省海洋鱼类 765种(福建 

省渔业区划办公室 1988年调查一 及本次调查之 

和)的49．97％。与历史调查资料相比较，1975— 

1978年闽南一台湾浅滩渔场鱼类资源调查，当时 

鉴定鱼类417种，隶属24目、117科、253属 此次 

该海区调查鱼类种数减少 f-199种。其中软骨鱼 

类种数明显减少，减少了32种，个体重在l0 kg以 

L的软骨鱼类也未发现。近几年的拖网作业生产 

中也极少见到。硬骨鱼类中的鲈形目种数减少了 

22种。与 1982—1983年的闽中渔场鱼类资源调 

查的情况相比⑨，当时鉴定的鱼类共 312种，分隶 

24目、108科、207属。本次调查该海区鱼类种类 

少了127种，其中软骨鱼类种类明显减少，少了40 

种。这虽然可能与本次调查的时问较短和站位布 

设不同有关，但更主要与近20年来捕捞强度的急 

③福建省水主资源调查队，闽中 渔场鱼类资源调查报告．198,3，1一q4 

" 9 2 5 8 4 站 靳 3 9 吣 9 卜’ 

。

8 。 5 2 4 5 4 懈 2 5 ∞ 5 5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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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期 戴泉水等：台湾海峡及其邻近海域游泳生物种类组成干u资源现状 

剧加大，鱼类资源结构出现变动有关：尤其是底 发，致使生物多样性遭受严重的破坏： 

拖网作业对底层和近底层鱼类资源的长期过度开 

表3 台湾海峡及其邻近海域游泳生物相对生物量指数和相对密度指数的平面分布及季节变化 

Tab．3 The horizontal distribution and seasonal variation of relative biomass 

index and relative density index ofnecton in Taiwan Strait and its adjacent waters 

Notes：A means relative density index(ind‘h一 )：B means relative biomass index(kg·h一 1 

3．2 相对生物量指数及优势种的变化 

为了把本次调查与历史调查作有效比较，根 

据文献[2]的方法对历史调查的网具进行标准化 

以本次调查的扫海水体为标准单位分别计算历史 

各次调查的相对生物量指数。本次调查的游泳生 

物相对生物量指数和优势种与历史调查比较见表 

4。相对生物量指数闽中渔场与1982年比较下降 

58．95％，『斫闽东渔场与 】989—1990年比较下 

降75．77％，闽南 一台湾浅滩渔场与 1977年比较 

下降了94．28％，优势种也发生了明显的变化： 

表明渔业资源的衰退已十分严重，这从渔获个体 

的生物学测定资料得到佐证，渔获个体呈现低龄 

化、小型化。渔业资源已从经济学捕捞过度转变 

为生物学捕捞过度 

3．3 渔业资源利用现状 

卢振彬等～̈一利用 Schaefer和Fox模式估算该 

海域的最大持续产量(MSY)为 172．49 X 104t，最 

适产量(Y。。t)为 169．18 X 10a t一 再次利用 Schaefer 

和Fox模式估算该海域的MSY为 145．91 X 104 t， 

Ypot为139．94 X l04 t 15+：应用 Gulland和最大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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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 3个渔场的生物量指数和优势种与历史比较 

Tab．4 The present and historic relative biomass index and dominant species in three fishing grounds 

渔场 
fishing ground 

年份 相

(kg

对

" h

生
-

物
~-h

量

au l 

year 
relative biOmass index 

优势种 

dominant species 

闽南 一台湾浅滩 

Minnan—Taiwan sho rd1 

闽中 

Minzhong 

闽东 

Mindong 

1977 794 79 

1982 

2O(x) 

1989—1990 

17．338 

42．240 

15．811 

65．266 

中国枪乌贼 Loligo chinensis、拥剑梭子蟹 Portum argenhllths、大头j句母鱼 

Trtwhirmcephalustroops、条 尾鲱 鲤 nn W、丝背 细鳞虬 (Steptu~，,olepis 

cirrhifor)、绿布氏筋鱼、二长棘鲷、多鳞鳝、蓝嘲鲮、半线天竺鲷(4pogon 
semilineanL~)、静蝠、目白】贼( clophltm plerolum)、六指马鲅(Polyda~tylus 

sexlarilhs)、花斑蛇鲻(Po1)d~wt)lus sexlarius)、竹箕鱼(Trachurth~japonh-lh~) 

乔氏台雅鱼( Ⅷ}brd~mi)、二长棘鲷、金带细骖(SelaroMes leptolepL~)、长蛇 

鲻(Saurickl elongata)、星斑 裸颊鲷(  ̂Ⅲ nebulosus)、红斑 离鳍鱼 

(Hemipteronotus caeruleopunctalus) 

带鱼、口虾蛄、哈氏仿对虾、龙头鱼(Harpo&m nehereus)、发光鲷、叫姑鱼、黄 

斑篮 子鱼 (Loligo duvaucelii)、紫 隆背 蟹 (Carcinoplax purpurea)、须 赤虾 

( 叩 barbata)、海鳗(．~／[uroRrlesox cinereths)、中华管鞭虾(Solenocem 

cra．~sirornis)、杜 氏 枪 乌 贼 (Loligo du~mcelii)、白 姑 鱼 (4rg)rosomd~ 

argentatus)、鹰爪虾(Trach)pemteua(urvirostrL~)、黄鲫(Setipinntl tat)) 

白姑鱼(Arg)rosorru~argergatus)带鱼、丁氏馘 (WaklitI )、目乌贼、发光鲷 

发光鲷、带鱼、剑尖枪乌贼(Lolig0 edtdiz)、长蛇鲻 、黑姑鱼(4trobtu'ca nib)、 

棕腹刺纯(Gzstroptutlus sp~gl&eus)、口虾姑、刺鲳(Psenopsi．~anormda)、尖嘴虹 

(Das)atis ntgei)、白姑鱼、目乌贼、竹笺鱼 

带鱼、短尾大眼鲷(Priacanth~ mncm ”thu s)、竹笑鱼 、尖嘴虹、紫隆背蟹、 

剑尖枪乌贼 

续产量 y 模式估算该海域的MSY分别为155．06 Y 

104 t和152．49 Y 104 t，利用Schaefer和Fox模式估 

算MSY分别为187．08 Y]04 t和 157．89 Y]0at，平 

均为 163．13 Y 104 tE J。尽管上述的估算值存在 

一 定的误差。然而台湾海峡及其邻近海域的渔业 

资源已过度开发是不争的事实。1993—2000年该 

海域的年渔获量变动范围为 152．67 Y]04—234． 

39 Y]04 t。8年平均年渔获量达204．03 Y]o4 t，都 

已经大大超过了最大持续产量(MSY)。因此，必 

须加强渔业生产的结构调整和科学管理，严格控 

制捕捞力量，养护渔业资源，保护生态环境，确保 

台湾海峡海域的渔业资源得到可持续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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