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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根据２０１５年８１０月在南海北部陆架区渔业生产期间采集的３６２尾短蛸样本，对南海北部陆架区短
蛸的生物学特性进行了研究。结果表明，样本的胴长范围为２４～６７ｍｍ，平均胴长为４３．２ｍｍ，优势胴长组为
３５～５０ｍｍ，占样本总数的７０．９％；样本的体质量范围为９～１２４ｇ，平均体质量为３７．０ｇ，优势体质量组为１３～
５２ｇ，占样本总数的８３．８％。不同海域短蛸的胴长和体质量组成不同，北部湾海域的样本个体要小于南海北
部海域。回归分析表明，短蛸的胴长与体质量的生长最适合用幂函数表示。样本的雌、雄比例为０．６６∶１；不
同海域的样本性腺成熟度组成不同，南海北部海域的样本以成熟个体为主，占比６６．４４％，而北部湾海域的个
体几乎都处于未成熟阶段；样本摄食等级以０～１级为主，占样本总数的９１．４％，胃含物主要以甲壳类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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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短蛸（Ｏｃｔｏｐｕｓｏｃｅｌｌａｔｕｓ）又名饭蛸、小蛸（台
湾）、短腿蛸，隶属于头足纲（Ｃｅｐｈａｌｏｐｏｄａ）八腕目
（Ｏｃｔｏｐｏｄａ）蛸科（Ｏｃｔｏｐｏｄｉｄａｅ）蛸属（Ｏｃｔｏｐｕｓ），广
泛分布于中国渤海、黄海、东海、南海和日本列岛

海域［１］。短蛸肉嫩味美，营养丰富，深受消费者

喜爱，是我国北方海鲜市场上的畅销品种［１］。近

年来随着我国海洋资源开发强度的增大，近海的

短蛸资源也得到了广泛开发，是我国北部沿海渔

业中最重要的蛸类之一［２］。

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对蛸类，特别是

短蛸的消费量逐渐增加，蛸类的增养殖已经变得

越来越重要，中国主要集中在真蛸（Ｏｃｔｏｐｕｓ
ｖｕｌｇａｒｉｓ）、长蛸（Ｏｃｔｏｐｕｓｖａｒｉａｂｉｌｉｓ）、短蛸这３种经
济品种［３４］。生物学特性研究对物种的增养殖和

可持续开发与管理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在近

海头足类生物学研究方面，孙典荣等［５］、李渊

等［６］对北部湾剑尖枪乌贼（Ｕｒｏｔｅｕｔｈｉｓｅｄｕｌｉｓ）、中
国枪乌贼（Ｕｒｏｔｅｕｔｈｉｓｃｈｉｎｅｎｓｉｓ）的生物学特征及资
源状况进行了分析；ＫＯＵＥＴＡ等［７］、ＧＥＯＲＧＥ

等［８］分别对乌贼（ＳｅｐｉａＯｆｆｉｃｉｎａｌｉｓ）和杜氏枪乌贼
（Ｌｏｌｉｇｏｄｕｖａｕｃｅｌｉ）的生物学特征进行了研究。关
于蛸属种类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国内，但是，目前

对于该属种类的基础生物学特性的研究比较少

见，目前仅有焦海峰等［９］对嘉庚蛸（Ｏｃｔｏｐｕｓ
ｔａｎｋａｈｋｅｅｉ）基础生物学的周年变化规律和主要体
型特征的分析；宋坚等［１０］对长蛸体尺和重量性状

间的相关关系的研究；杨林林等［１１］对船蛸

（Ａｒｇｏｎａｕｔａａｒｇｏ）的形态、分布、资源密度、繁殖力
等基础生物学特征的研究，而关于短蛸的研究主

要集中在细胞学、组织结构、遗传变异和人工繁

殖等方面［１２１６］。董根等［１７］对繁育过程中的短蛸

的基础生物学进行了研究。而对于在南海北部

陆架区的短蛸基础生物学研究还是十分匮乏，该

区域的短蛸群体组成如何？不同海域捕捞得到

的群体其组成是否存在不同？胴长与体质量之

间的关系符合什么样的分布？繁殖及摄食特性

有着什么样的规律？基于这些问题，以 ２０１５年
８１０月在南海北部陆架区渔业生产期间底拖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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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集的短蛸为样本，对其生物学特性进行了研

究，以期为短蛸渔业资源的合理开发及增养殖提

供基础。

１　材料与方法

１．１　材料来源
采样时间为２０１５年８１０月，采样海域为南

海北部海域（包括台湾渔场、汕尾、珠江口和茂

名）和北部湾海域（图１）。采得短蛸样本３８２尾，
其中南海北部海域１５１尾（台浅渔场６９尾、汕尾
３９尾、珠江口１１尾和茂名３２尾）和北部湾海域
２３１尾。

图１　短蛸采样分布图
Ｆｉｇ．１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ｏｆｓａｍｐｌｅｏｆＯｃｔｏｐｕｓｏｃｅｌｌａｔｕｓ

１．２　生物学测定
将采集到的样本解冻后，测定其胴长（ｍａｎｔｌｅ

ｌｅｎｇｔｈ，ＭＬ）、体质量（ｂｏｄｙｗｅｉｇｈｔ，ＢＷ），并对性
别、性腺成熟度进行目测。胴长测量使用量鱼

板，精确至１ｍｍ；用电子天平测定体质量，精确至
１ｇ。性成熟度划分参照头足类的性成熟度分期
标准［１７］。摄食等级采用５级标准［１８］。

１．３　分析方法
（１）采用频度分布法研究胴长和体质量的组

成，组间距分别为５ｍｍ和１３ｇ。
（２）采用频度分析法对样本的性别比例、性

腺成熟度和摄食等级组成进行研究。

（３）采用线性函数生长模型、指数函数生长
模型、对数函数生长模型、幂函数生长模型分别

拟合ＭＬ与 ＢＷ的生长方程；应用 Ａｋａｉｋｅ信息法
则（Ａｋａｉｋｅ’ｓ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ｃｒｉｔｅｒｉｏｎ）进行判断最佳
模型，ＡＩＣ值由下式计算［１９２０］：

ＡＩＣ＝Ｎｌｎ（ＲＳＳ）＋２（Ｐ＋１）－Ｎｌｎ（Ｎ） （１）
式中：Ｎ为样本个数，ＲＳＳ为残差平方和，Ｐ为模型
中参数的个数。４个生长模型中，ＡＩＣ值最小的
模型拟合程度最好，该模型为最优模型。

２　结果

２．１　胴长与体质量组成
渔业生产期间共采集短蛸样本３８２尾。ｔ检

验结果表明，不管是南海北部海域还是北部湾海

域，雌雄个体的胴长及体质量不存在显著的差异

（Ｐ＞０．０５），因此将雌、雄样本混合研究其生物学
特性。

分析发现，渔获样本胴长范围为２４～６７ｍｍ，
平均胴长为４３．２ｍｍ，优势胴长组为３５～５０ｍｍ，
占样本总数的７０．９％；其次为３０～３５ｍｍ和５０～
５５ｍｍ，分别占总数的８．６％和１１．８％（图２ａ）。
但不同海域的短蛸样本胴长组成不同。南海北

部海域样本的胴长范围为２９～６７ｍｍ，平均胴长
为４７．１ｍｍ，优势胴长组为４０～５０ｍｍ，占总数的
５５．０％；其次为５０～５５ｍｍ，占总数的１８．５％；其
余为３５～４０ｍｍ、５５～６０ｍｍ和６０～６５ｍｍ，分别
占总数的１１．３％、７．３％和５．３％。北部湾海域样
本的胴长范围为 ２４～６０ｍｍ，平均胴长为 ４０．６
ｍｍ，优势胴长组为３５～４５ｍｍ，占总数的６０．２％；
其次为３０～３５ｍｍ、４５～５０ｍｍ和５０～５５ｍｍ，分
别占总数的１３．８％、１３．９％和７．４％（图３ａ）。很
明显，北部湾海域的短蛸个体无论是胴长范围、

平均胴长，还是优势胴长组都要小于南海北部海

域的短蛸个体。

总体上，渔获样本的体质量范围为９～１２４ｇ，
平均体质量为３７．０ｇ，优势体质量组为１３～５２ｇ，
占样本总数的８３．８％；其次为５２～６５ｇ，占总数
的７．１％（图２ｂ）。不同海域的短蛸样本体质量
组成不同。南海北部海域样本的体质量范围为

１７～１２４ｇ，平均体质量为５０．７ｇ，优势体质量组
为２６～５２ｇ，占样本总数的５９．６％；其次为５２～
６５ｇ和６５～７８ｇ，占总数的１５．９％和１０．６％。北
部湾海域样本的体质量范围为９～７４ｇ，平均体质

９５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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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为２８．１ｇ，优势体质量组为１３～３９ｇ，占样本总
数的８１．４％；其次为３９～５２ｇ，占总数的１５．２％
（图３ｂ）。同胴长一样，北部湾海域的短蛸个体无

论是体质量范围、平均体质量，还是优势体质量

组都要小于南海北部海域的短蛸个体。

图２　短蛸胴长（ａ）和体质量（ｂ）组成
Ｆｉｇ．２　Ｍａｎｔｌｅｌｅｎｇｔｈ（ａ）ａｎｄｂｏｄｙｗｅｉｇｈｔ（ｂ）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ｏｆＯｃｔｏｐｕｓｏｃｅｌｌａｔｕｓ

图３　不同海域短蛸胴长（ａ）和体质量（ｂ）组成
Ｆｉｇ．３　Ｍａｎｔｌｅｌｅｎｇｔｈ（ａ）ａｎｄｂｏｄｙｗｅｉｇｈｔ（ｂ）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ｏｆＯｃｔｏｐｕｓｏｃｅｌｌａｔｕｓｉｎ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ｒｅｇｉｏｎｓ

２．２　胴长与体质量的关系
胴长与体质量的拟合结果表明（表１），短蛸

胴长与体质量的生长最适合用幂函数来表示（图

４），其关系式为：
ＷＢ＝０．００６×ＬＭ

２．２７９（Ｒ２＝０．６５８６，ｎ＝３６２，图
４） （２）
２．３　繁殖生物学分析

整个渔业生产期间短蛸的雌雄性别比例为

０．６６∶１；南海北部海域及北部湾海域短蛸样本的
雌雄性别比分别为０．６２∶１、０．６９∶１。卡方检验证
明，两个海域样本的雌雄性比不存在显著差异

（Ｐ＞０．０５）。
不同海域渔获物中短蛸的性腺成熟度组成

不同（表２）。南海北部海域，性成熟度以Ⅱ和Ⅳ
期为主，分别占样本的３０．８７％和４８．３２％；Ⅲ期
次之，占样本的１８．１２％；Ⅰ期最少，仅占２．６８％；
未见Ⅴ期样本。北部湾海域，性成熟度绝大部分

图４　短蛸胴长与体质量关系
Ｆｉｇ．４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ｂｅｔｗｅｅｎｍａｎｔｌｅｌｅｎｇｔｈ
ａｎｄｂｏｄｙｗｅｉｇｈｔｆｏｒＯｃｔｏｐｕｓｏｃｅｌｌａｔｕｓ

为Ⅰ期，占样本总数的 ９９．００％；Ⅱ期和Ⅲ期相
同，均占样本的 ０．５０％；未见Ⅳ期和Ⅴ期样本。
显而易见，北部湾海域的短蛸样本个体性腺成熟

度明显低于南海北部海域的样本，几乎所有个体

都处于未成熟阶段。

０６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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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　短蛸胴长与体质量生长模型的生长参数及ＡＩＣ值比较
Ｔａｂ．１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ｏｆ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ａｎｄＡＩＣｆｏｒｍａｎｔｌｅｌｅｎｇｔｈａｎｄｂａｄｙｗｅｉｇｈｔｇｒｏｗｔｈｍｏｄｅｌｓｏｆＯｃｔｏｐｕｓｏｃｅｌｌａｔｕｓ

项目 Ｉｔｅｍ 生长模型 Ｇｒｏｗｔｈｍｏｄｅｌ ａ ｂ ＡＩＣ Ｒ２

胴长与体质量

ＭＬＢＷ

线性函数 Ｌｉｎｅａｒ －４８．９５９３６ １．９９１８４ ２９３２．２５９ ０．６２６４
指数函数 Ｅｘｐｏｎｅｎｔｉａｌ １．２４５９６ ０．０５２２５ １０９．１３２８ ０．６５１５
对数函数 Ｌｏｇａｒｉｔｈｍｉｃ －２７８．７３４ ８４．１７６ ２９６３．６９９ ０．５９４３
幂函数 Ｐｏｗｅｒ －５．０４７８３ ２．２７９１０ １０１．２９７５ ０．６５８６

表２　短蛸性腺成熟度组成
Ｔａｂ．２　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ｏｆｍａｔｕｒｉｔｙｓｔａｇｅｓ

ｏｆＯｃｔｏｐｕｓｏｃｅｌｌａｔｕｓ

海域Ａｒｅａ
性腺成熟度／％ Ｍａｔｕｒｉｔｙｓｔａｇｅ
Ⅰ Ⅱ Ⅲ Ⅳ Ⅴ

南海北部

ＮｏｒｔｈｏｆＳｏｕｔｈＣｈｉｎａＳｅａ ２．６８ ３０．８７１８．１２４８．３２ ０

北部湾 ＢｅｉｂｕＧｕｌｆ ９９．００ ０．５０ ０．５０ ０ ０

２．４　摄食等级组成
分析发现，不同海域渔获物中短蛸的摄食等

级组成有一定的不同。南海北部样本的摄食等

级以０级和１级为主，分别占样本总数的４９．７％
和３６．２％；其次为２级，占比１１．４％；３级样本占
总数的 ２．７％；未发现摄食等级为 ４级的个体。
北部湾样本的摄食等级同样以０级和１级为主，
占样本的６８．２％和２９．５％；其余为２级和３级，
分别占１．６％和０．８％；渔获样本中同样未出现４
级个体（图５）。初步分析表明，短蛸主要以甲壳
类为食，同时其胃含物中包含残碎的章鱼个体。

图５　短蛸摄食等级组成
Ｆｉｇ．５　Ｆｅｅｄｉｎｇｓｔａｇｅ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ｏｆＯｃｔｏｐｕｓｏｃｅｌｌａｔｕｓ

３　讨论与分析

３．１　胴长与体质量组成
研究表明，渔业生产期间短蛸样本雌雄不存

在明显差异。不同海域的短蛸样本胴长与体质

量组成不同。南海北部海域的短蛸个体要大于

北部湾海域的样本。黄美珍［２１］发现，台湾海峡及

邻近海域的短蛸胴长范围为２４～５０ｍｍ，体质量
范围为１５～７６ｇ。同本研究的研究结果近似。在
对２０１１２０１２年山东近岸短蛸的研究中，ＷＡＮＧ
等［２２］发现，短蛸样本的最小体质量为９月的３０．４
ｇ，最大体质量为３月的１２０ｇ，优势体质量组为
９０～１２０ｇ；最小胴长为 ３８ｍｍ，最大胴长为 ６３
ｍｍ，出现月份与体质量相同，优势胴长组为３８～
６３ｍｍ。比较发现，山东沿岸的短蛸个体较大。
董根等［１７］认为７１１月为短蛸的生长期，２４月为
其成熟期。胴长与体质量组成的不同可能与样

本捕捞月份与捕捞地点的不同有关。在以后的

研究中需要结合多个月份的捕捞数据进行深入

研究，比较不同月份间的个体差异。

３．２　胴长与体质量的关系
胴长与体质量的关系最适合幂函数表示：

ＷＢ＝０．００６×ＬＭ２．２７９（Ｒ
２＝０．６５８６）。关于短蛸

的胴长与体质量生长关系的研究较少。同科的

其他蛸类研究表明，地中海西北海域［２３］和北大西

洋海域的真蛸体长与体质量关系也最适合用幂

函数表示［２４］。杨林林等［１１］认为，船蛸的胴长和

体质量之间存在明显的幂函数关系，与其他八腕

目种类的生长情况较为相似［２５２６］。宋坚等［１０］对

２０１１年采捕于大连湾的长蛸进行体长与体质量
性状间的关系研究发现，长蛸的体长和体质量的

关系以指数函数拟合最优。然而蛸科利用幂函

数建立的胴长与体质量关系，其相关性都较低，

这可能与蛸类个体形状呈卵圆形有关。本研究

表明，南海北部陆架区短蛸生长参数 ｂ为２．２７９。
相对于蛸科其他种类的生长，如地中海西北海域

真蛸（生长参数为２．８７）、中国东海船蛸（生长参
数为２．４０９）要慢［１１，２３］。

３．３　繁殖生物学分析
研究表明，本次渔业生产的短蛸样本雌雄性

比为０．６６∶１，南海北部海域及北部湾海域短蛸样
本的雌雄性别分别为０．６２∶１、０．６９∶１。两个海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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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本的雌雄性比大致相同，南海北部海域略低。

而ＷＡＮＧ等［２２］的研究表明，山东海域短蛸雌雄

性别比例为１．２∶１，这可能是捕捞月份的不同或
者不同的群体组成造成的。

不同海域渔获物中短蛸的性腺成熟度组成

不同，北部湾海域的短蛸样本个体性腺成熟度明

显低于南海北部海域的样本。如果以Ⅲ期为性
成熟标准，南海北部海域的样本以成熟个体为

主，占比６６．４４％，而北部湾海域的个体几乎都处
于未成熟阶段。不同海域短蛸样本性成熟特性

不同，可能与样本的采集时间有关，也可能与群

体组成有关，在以后的研究中可针对性地深入研

究。

３．４　摄食等级组成
研究期间，南海北部陆架区短蛸渔获物的摄

食等级以０～１级为主，占９１．４％。南海北部海
域的样本空胃率要高于北部湾海域的样本。本

次研究未出现摄食等级为 ４级的个体。黄美
珍［２１］认为短蛸摄食等级系数的季节变化非常明

显，春季开始少量摄食，夏季最高，秋季逐渐下

降，冬季为空胃。本次研究的样本采样于８１０月
份，此时的短蛸个体几乎都处于空胃状态，这与

本研究的结果一致。胃含物初步分析表明，短蛸

主要以甲壳类为食，同时其胃含物中包含残碎的

章鱼个体，说明短蛸自相残食现象普遍，这与许

多头足类相同［２７２８］。

限于采集时间及样本数量，此次研究仅分析

了８１０月南海北部海域陆架区短蛸的生物学特
性，在今后的研究中需要针对不同月份下短蛸生

物学特性的变化作进一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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