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渔业资源的合理捕捞量和适宜的捕捞力量即最大持续产量和最适捕捞力量
,

不仅是渔业生产单位所关

心的问题
,

也是渔业生产决策部门指导渔业生产和渔业管理必不可少的重要数据
。

因此
,

正确估算其值是渔

业科学理论与实践最重要的任务之一
。

渔业资源的盛衰从属于多种因素
,

对其研究应考虑多种因素的影响结果
。

因而
,

渔业资源研究工作繁琐

费时
,

有时难免出现差错
。

随着电子计算机科学技术的发展
,

不少渔业科技工作者运用计算机的高级语言编

写了一些简便快速的计算程序
,

推动和发展了渔业资源的基础研究工作〔邹仁林等 19 84
,

曹渠江 198 8
,

徐旭才

1989
,

戴泉水等 l卯1
,

陈卫忠和李长松 1卯5
,

赵 燕等 l塑拓 ]
。

有关渔业资源评估实践中的计算机程序设计
,

目前国内尚未见到报道
。

作者在开展福建近海渔业资源可捕量和捕捞力量研究中
,

在 48 6 计算机上运用 C -

BAS IC 语言编写了 义扮犯阮 和 fb x 剩余产量模式的计算机程序
,

并用该程序估算福建近海渔业的最大持续产

量和最适捕捞力量
。

1 使用模式及设备支持

估算渔业资源的最大持续产量(M sY )和最适捕捞力量(几朽丫) 的模式有多种
,

一般可根据渔业生产的实际

和可得的资料
,

选取合适的模式进行评估
。

女加e丘牙 和 fb x 两个剩余产量模式的特点是
,

所需参数较少
,

只要

具备某一种群或某一区域的渔获量和捕捞力量的连续资料
,

即可对该种群或该区域的最大持续产量和最适

捕捞力量作出估计
,

其模式及其原理如下
。

模式基本型

1
.

1
.

1 5 改Ia d rc r 模式

Ye = 叽 一
碳⋯⋯ (l)

MS Y = 矛/( 4b )⋯⋯ (3)

(y/ f)
。 = a 一

bfe ⋯ ⋯(2 )

丘侣Y = 盯(2b )
·

一(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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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

Y
。 、

fe
、

(y/ f)
。

分别表示平衡状态下的渔获量
、

捕捞力量和单位努力量渔获量 ;

Ms
Y

、

几巧Y分别表示最大持

续产量和相应的捕捞力量
, a 、

b 为待定参数
。

根据多年的渔获量
、

捕捞力量和标准单位努力量渔获量(CP UE )
,

应用线性回归法
,

先求出参数 a 、

b
,

再按式(3) 和(4 )计算 MS Y 和 坛朽Y 。

1
.

1
.

2 Fb x 模式

u = 认e 一

b’f
·

一 (5 ) Ye = 川坛e
一

b’t
·

~ ~
·

(6 )

上述二式取 自然对数后得以下(7) 和 (8 )二式
:

Ln u = 切从 一 b
’

f..
·

⋯ (7) L n Y七= L吐U k 一 b’ f..
·

⋯(8)

MS Y = U k / (b’e) ⋯ ⋯ (9) 坛捌 = 1/ b’⋯⋯ (10 )

式中
,

Y
。 、

么u 分别表示平衡状态下的渔获量
、

捕捞力量和单位努力量渔获量 ;e 为自然对数的底 ;从
、

b
’

为待定

参数
。

根据历年的渔获量
、

捕捞力量和标准单位努力量渔获量 (C p UE )
,

应用线性回归法
,

先求出参数从
、

b
’ ,

再按式(9 )和(20 )计算 MSY 和 与
sv 。

2 计算机软
、

硬件设备

计算机系统为 AL R
硬

眨巧/ 3 3 微型机
,

操作系统软件 MS 一 D O S V E R 6
.

2
,

中文支持平台为 U C以粥 V E R S
.

0
、

中文 G W 一 BAS lc 2
.

01
。

输出设备为 N B C P] N W R rl卫R 玛Z Q 宽行点阵打印机
。

2 程序设计

2
.

1 设计思想
、

程序特点和功能

计算程序遵循结构化设计思想
,

其中多次采用循环语句使程序结构紧凑
、

简洁
,

一个程序可 以计算两个评

估模式的参数和评估结果 ; 中文平台采用 UC D〔巧 汉字系统支持
,

程序可读性好 ;操作方便
,

原始数据读人后
,

运行过程中只需从键盘输人计算年份数(N )
,

即可完成所有参数的计算和评估结果的输出
。

整个程序分为读人和输出原始数据(机动船的功率或吨位
、

渔获量
,

非机动船的渔获量 )
、

计算年内非机动

船的标准捕捞力量
、

统计机动船和非机动船渔获量
、

计算年间相对渔捞效率系数
、

计算年间标准捕捞力量
、

计

算标准单位捕捞力量渔获量
、

标准单位捕捞力量渔获量与标准捕捞力量的回归计算及最终结果 一 最大持续

产量和最适捕捞力量等部分(图 1)
。

匡国 一 读读人和愉出相相

关关原始数据据
计算并输出非机动船年

内标准化的捕捞力量
统计并输出机动船和

非机动船的总渔获量

计算并输出每年的

相对渔捞效率系数

计算并输出单位标准
捕捞力量的渔获量

计算最大持续渔获量
、

最适捕捞力量和回归统计检验

一

翌
一

画
图 1 资源评估计算程序框图

Fi g
.

1 Th e fl o w c比Lrt of O al CU I西on PrC容ra m

本程序同时适用于计算以功率(千瓦)和吨位为标准捕捞力量单位的最大持续产量和最适捕捞力量
。

2
.

2 程序中若干变量说明

N- 所应用的渔业统计资料的年份数(资料年限)
,

由印语句的键盘愉人语句输人其值 ; P(J)一非机动船

的年内标准捕捞力量
,

由 么叹〕
一
盯0 语句完成计算并输出 ;吓(J)一年内标准总捕捞力量

,

由 2仪) 一 320 语句完成

计算并输出 ; TY (J) 一机动船和非机动船的总渔获量
,

由 3印 一 《艾)语句完成该值的计算并输出 ; NJ (J)一每年

的相对渔捞效率系数
,

由
亡

洲) 一 盯O语句完成计算和输出 ; NO M (J) 一年间标准捕捞力量
,

由 弓以)一 510 语句完成

计算 ;
CP (J) 一标准单位捕捞力量渔获量(CPU E )

,

由 臼O 一 5印 语句完成计算并输出 ; 义抚犯傲和 Fb 兀模式 中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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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待定参数
、

最大持续产量和最适捕捞力量的计算由 570 一 8 澎)语句完成
。

3 应用实例

本例采用 197 1 一 l卯4 年福建省近海捕捞业机动和非机动船的统计资料 ; 标准捕捞力量的单位统一为千

瓦
,

即非机动船的捕捞力量
,

均换算为机动船的功率 (千瓦 )数
,

在 A L R 组86 计算机上进行演算
。

3
.

1 计算内容及公式

通过计算机程序计算的内容有
:

福建近海捕捞业的年内标准捕捞力量
、

年间相对渔捞效率系数
、

年间标准

捕捞力量
、

标准单位捕捞力量渔获量 (O刃E )
、

福建近海渔业资源的 M SY 和 耘
Y ,

回归系数和 F 检验值的计

算
。

计算公式如表 1
。

表 1 福建近海渔业资源最大持续产l 和最适捕捞力 , 计算机程序设计的计算公式

T 曲触 1 飞】此 。山”肠山笔 加n口山. 健 C PUE a . d st al 川翅Id il啥 妞由口瑰 吐伪d

标准捕捞力量 捕捞力量年内标准化计算公式 (l) 嘿锵望黔 髦淤笔臀 ~
总功率(kw ) 机动船功率
总吨位 机动船吨位

+

l
+ L

木船产量 /( 机动船产量 / 机动船功
木船产量 /( 机动船产量 / 机动船吨

·率)」
位)J

: _ 鱼j
.

生鱼兰吏鱼
, 一 第 N 年劳均产量

式(l) xji 年总产
N = 跳

,

i = 1 一琳 量 / 式 (2 )

3
.

2 计算结果

据表 1 公式
,

将收集到的原始资料稍加整理
,

确定计算年份数后即可上机演算
。

本例的资料年限为 24 年

(197 1 一 1性珍弓年)
。

年间相对渔捞效率系数 (J。)的计算
,

以 19 94 年的劳均渔获量除第 i年的劳均渔获量
,

表 2 系

以功率 (k w )为标准捕捞力量为单位的估算结果
。

表 2 福建近海渔业资源最大持续产且和最适捕捞力t 的计算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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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辘
丫 = l仪打3 28

用 F匕x
模型计算的 MSY = 1(X犯仅刃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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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结束语

渔业资源评估是渔业管理的基础工作之一
,

历来为渔业科技工作者所重视
。

然而
,

由于其所涉及的学科

较多
,

又由于计算繁琐
,

在过去科学技术不是很发达的年代
,

要进行深人的调查研究
,

必然耗费大量人力和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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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
。

因而
,

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该学科的发展
,

也曾一度困扰着水产科技工作者
。

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
,

特别

是计算机技术的引人
,

过去人们认为难以做到的事情
,

今天在计算机面前迎刃 而解
,

从而重振了人们对资源评

估工作的热情和信心
,

使得人们对这项工作有了新的认识
。

本研究课题设计 出的计算机程序
,

不但解决了资

源评估计算繁琐
、

费时的难题
,

而且使得计算结果精度大大提高
。

该程序的设计完成
,

为今后继续动态评价和

管理福建省近海渔业资源以及各种分作业的管理
、

调整提供科学手段
,

具有重要的现实和深远意义
。

该程序也可作为其它省份近海渔业资源评估以及计算机应用于水产业其它方面工作的参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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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 程 序 清 单

10 R E M
“

本程序计算用 S山ae fe r an d 凡
x
模型估算的 N巴Y

田盆l 宜k IS Y
, ,

即 R E M ⋯ ⋯

印 D护U T
“

N = ”

;N

70 D D“ X (N
,

N )
.

P(N )
,

TY (N )
,

K (N )
,

T (N )
,

NJ (N )
,

N QM (N )
,

F(N )
,

口(N )
,

团(N )

田 LPR 小叮
“

各年非机动船的产量
: ”

oo R )R I二 1 11〕4

100 正 I = Z n 王EN L PR』N r
“

各年机动船的产量
: ”

110 IF 卜 3 TH五N I刃R IN I
, “

各年机动船的原始捕捞力 量
: ”

1劝 R 双 J = 1 1{ ) N

l3() R EA D X (I
,

J)

140 IF I= 4 n IEN I印

1功 LPR 协汀 X (I
,

J);

100 N E X T J

170 IF I= 4
口

n 王EN I性洲)

180 LPR ll寸r
“ ”

100 N E r l
,

1

ZJ ) R 〔S
口

代琅E

2 10 LPR 小叮

2 汉) I = l

么引〕 Lp R 协叮
“

各年非机动船的标准捕捞力量
: ”

2 4O R 报 J= 1 1 () N

2 3 〕 P(J) = X (I
,

J)/ (X (I + l
,

J)/ X (I + 2
,

J)

2侧) LPR 压叮 P(J) ;

2 7 0 N E沁T J

么叹, Lp R 协叮
“

各年的标准总捕捞力量
: ”

POR J= l 飞D N

T (J) = P(J) + X (I + 2
,

J)

LPR 环汀 T( J);

N EX T J

LPR 协汗
“

R 七万 1叹刃旧

LPR 协汀
“

各年的总产量
: ”

POR J = l 节D N

5澎〕

5如

TY (J) = X (I
,

J) + X (I + l
,

J)

LPR 协汀 1丫(J) ;

N E XT J

LPR 手汀
“

R ES 双犯E

LPR 协厅
“

各年的渔捞效率系数
: ”

R 〕R J= l 予0 24

NJ (J)
= X (4

,

J)/X (4
,

N )

LPR 协汀 NJ (J):

N E丫1
,

J

LPR 小叮
“

POR J = l 飞D N

N 以M (J) = T (J)
,

NJ (J)

N EX T J

沙R 价厅
“

各年的标准捕捞力量
、

单位捕捞力量渔获量

及其对数
: ”

POR J = 1 1 D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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