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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海北部主要捕捞种类最适开捕规格研究

陈玉茂
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南海水产研究所

,

广 东 广州 田

摘要 根据南海水产研究所使用 技 术基 于体长数据求得 的南海北部 种主要 捕捞种类 的

生 长参数
,

以
一

模型 计算最适开捕 年龄后 用 生 长方程 计算其相应 开捕体长
,

再参考实

际调 查最小性成熟体长
、

临界体长
、

拐点体长和
一

经验公式 计算的初 次性成熟体长 范 围 等数据 确

定最适开捕规格 部份分海 区研究的种类先确定 同一 种类于各海 区 的最适 开捕规格
,

再考虑 不 同海 区 的适 用性

确定其在南海北部 的最适开捕规格 本 文研究 了南海 北 部 种 主要 捕 捞种类 的最适 开 捕规格
,

结果 表 明
,

所

求得 的最适 开捕规格 比原广东
、

广西
、

福建
“

水产资源 繁殖保护 实施细 则暂行 规定
”

的 开捕规格都大 建议 选 择

种在 以 往 的生 产 中和 历 次调 查研究 中出现频率较高
、

产量 较 高的主要捕捞 种类作为南 海北部实行 开 捕规格

保护幼鱼幼虾措施 的指标种
,

并提 出开捕规格 的随机抽样检 查方 法
。

关键词 最适 开捕规格
一

模型 主要捕捞种类 南海北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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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年 月 国务院颁布
“

水产资源 繁殖保护

条例
” ,

年 月广东省革命委员会颁发
“

广东

省水产 资源 繁殖 保护 实施 细 则暂行 规定
” ,

年 月福建省革命委员会颁发
“

福建省水产资源

繁殖保护 实施 细则暂行规定
” ,

年 月 广西

壮族 自治区人民政府颁发
“

广西壮族 自治 区 海洋

水产资源繁殖保护实施细则暂行规定
” 。

这些
“

暂

行规定
”

已经暂行 了 多年
,

情况 已 经发生 了很

大的变化
,

许多内容需要按新 的《渔业法 》
、

《野生

水生动物保护法 》等进行调整
,

其 中主要捕捞种类

的开捕规格为其重要的内容之一
。

本研究从生物

学基础方面对南海北部主要捕捞种类开捕规格的

调整提供依据
。

材料
一

与方法

材料

南海北部主要捕捞种类 的 生

长参数
、

体长体重 关系参数和最小性成熟体长数

据
,

主 要 是 参 考 南海 水 产 研 究 所历 年 的有 关研

究 ‘ 一 ”〕和近几年南海北部渔业资源调查 的数据
。

方法

开捕体长是指作业 网具对捕捞对象的选择率

达 的最小体长
。

南海北 部主 要 捕捞种类 的

生 长参数是根据南海水产研究所

历年调 查 的体长数据用 技术〔”
,

’川 求得
,

在此基础上 以
一

模型求得各种类的最

适开捅年龄
,

代人 生长方程计算体

长
,

然后结合最小性成熟体长
、

临界体长估算值
、

拐点体长估算值以及
一

经验公式计

算的初次性成熟体长范围等数据确定最适开捕规

格
。

某些原来 以 体 长计算 生 长参数 的 中上 层 鱼

类
,

在计算最适开捕体长等结果后进行了体长
、

叉

长的参数变换
。

南海 北 部 主 要 捕 捞 种 类 的 体 长 体 重 关 系

为 川

礁 人吞

式 中
‘ 、

巩 分别为 龄的体长和体重
,

为生 长

的条件因子
,

为幂指数系数
。

生 长 规 律 用 生 长 方 程 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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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

年龄
,

为生 长 曲线 的平 均 曲率
,

“。 为理 论 体

长和体重等于零时的年龄
。

川 一 模型 的单位补充量渔获量方程估算

最适 开捕年龄 ”

。 户
’ 二 。 一 肚“ 一 ‘

艺
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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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材 入

。 一 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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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 二 ,

口 一 ,

口
,

口, 一

式 中 环 为 单位补充量渔获量
,

为捕捞死亡

率
,

为 自然死亡率
,

为开捕年龄
, , 厂

为补 充年

龄
, 、 为渐近年龄

’ 认为
,

渔业资源 的最适开 发率为

十 ,

即
。

本文就 以

计算各个种类 的单位补充量渔 获量
,

作 出等渔获

紧曲线
,

以确定最适开捕年龄
。

临界年龄是指一个世代在没有捕捞的情况下

生物 最达到最大时的年龄
。

渔业资源 的最适开

捕年龄必定小 于 临界年龄
,

当开捕年龄大于 临界

年龄时
,

单位补 充量 渔获量 随捕捞死亡 系数 的增

加而增加
,

当开捕年龄小于临界年龄时
,

则必有一

个得到最大 单位补充量 渔获量 的捕捞死亡 系数

临界 年龄可 作 为 一 模 型所求得 的最适 开捕

年龄是否合适 的参考
。

一

个世代的鱼 的数 目因 自然死亡 而 减少
,

而

生物 鼠由于体重 的生长而增加 因而
,

一个世代的

鱼的生物量随着年龄 的增加而不 断变化
,

开 始时

逐渐增加
,

超 过 临界年龄后 则逐渐减 少
。

一 个世

代的数 目衰减式为
一 ‘ 一 ’

式 中 刃 ,

为 龄 时 的数 目
,

为补 充到渔业 时 的

数
、

将 生 长方程 与 式相结合推

吩可求得临界年龄
,

从而可求得临界体长
。

拐点年龄是绝对生 长速度 最 大 时 的年龄〔 。

捕捞对象的生长速度反映其整个生命过程 中所增

加的长度或重量 的快慢程度
,

了解捕捞对 象各个

生活阶段 的生 长速度 以 后
,

就可 以 选择其快速 生

长以 后 转 入 缓 慢生 长 的 时期 加 以 利 用 令

生 长力
一

程 式 的 阶 导数 等于零时
,

可求得生长 拐点年龄
,

从 而可求得拐点体长
。

拐

点体长在本文确定最适开捕规格时作为参考
。

本文用
一 , 经验公式从各个种类

的渐近体长推测其初次性成熟体 长范 围 ” ,

以 供

确定最适开捕规格时参考
〔〕

公式如下

雌雄
。 二 二 一 乏玉

· · ·

雌
, 二 一

· · ·

雄
了 二 二 一

· ·

毛

式中
。

为 初 次性 成熟 平 均 体 长
, 二

为渐 近 体

长

结果

最适开捕规格的确定

菊海北部海南岛以 东大陆架海域蓝 圆鳍 的

一 模 型 最适 开 捕 年龄 如 图
,

曲 线
’

是 最

佳 渔 获量 点 的 连 线
,

当 该 海 域 蓝 圆 够 的

时
,

获得最高 单位补充量 渔获量 的最佳

开捕年龄是 。 。

用该海域蓝 圆鳞种群的

生 长方程求得 的最佳 开捕叉 长
,

小 于 该海

域蓝圆够的临界 又 长
,

大于该海域蓝 圆鳍

的实际调查最小性成熟叉 长
,

又 处 于该海

域 一 经 验 公 式 的 推 测 性 成 熟 范 围

之 内
,

从蓝圆够资源合理保护 利用 的角度

考虑
,

南海北部海 南岛 以 东大陆架海 域蓝 圆鳝的

最适开捕叉长应定为
。

北部湾海域蓝 圆够的 一 模型最适开捕年

龄见图
,

曲线
’

是最佳渔获量点 的连线
,

当该

海域蓝圆鳍的 二 时
,

获得最高单位补

充量渔获量的最佳 开捕年龄是
。

用该

海域蓝 圆鳍种群的生长方程求得的最佳开捕叉 长
,

小于该海域蓝 圆鲜的临界叉长
,

大

于 该 海 域 蓝 圆 鳍 的 实 际 调 查 最 小 性 成 熟 叉 长
,

又处于该海域 一 经验公式的推测性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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熟范围 一 之 内
,

从蓝 圆鳍资源合理保

护利用 的角度考虑
,

北部湾海域蓝 圆够的最适开

捕叉长应定为
。

考虑不 同海域的适用性
,

开捕叉长 是

比较合适的
,

从而确定南海北部蓝 圆鳍的最适开

捕叉长为
。

其它主要捕捞种类 表
,

表 的最适开捕规

格同理求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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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南海北 部主要捕捞种类最适开捕规格 的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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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珠江河 口主要捕捞种 类最适开捕规格的确 定

几

种 类
渐近体长

一 开捕
年龄

一

一 开捕
体长

一

拐点体 长

一

临界体 长
调 查最小性
熟体长

一 性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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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最适 开捕
体 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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咖
‘

中国对虾 。 。 ‘。。砧

长毛对虾 凡 。。 子, ,‘ 。‘

脊尾 自虾 叩 、
, ,‘

由

既

了‘

了

】

朋

叨

仅

冈

一

盛

一

一

明

涌 一

注 为叉 长

新 旧开捕规格 比较

本文研究的南海北部主要捕捞种类的最适开

捕规格 与原广东
、

广西
、

福建
“

暂行规定
”

中的开捕

规格 比较 表
,

基本上都有所增大
。

表 现最适 开捕规格与 旧 开捕规格对照

切

种类

旧 开捕规格 现最适 开捕规格

口

广东
一

西 福建 长 重
一

金 色小沙 鱼 “

青鳞 鱼 雷 氏小沙 丁 鱼
乙砚 乙 击

黝鱼 臼 。 月 口

蛇鱼留 属

大眼绸 属 、 。

蓝 圆鲜 刀 即 了 山‘

自姑鱼 矛苔 ”巧 子 明 脚

大黄鱼 巴 印

二长棘绸 叮。尸

金线 鱼 。 沉

鲜鲤 属 饰 朋。

带鱼 ‘

日本贻 朋 叩‘ , ,订 ,即 。璐

银鳍 瓜 璐

对 虾 科

中国枪乌贼 肠 ‘配 此

印 外

摺

吧
”

注 为又 长
,

为体 长
,

为肛长
,

为胭 长

, , ,



期 陈巫茂等 南海北部 主要捕捞种类最适开捕规格研究

讨论

世纪 年代初
,

广 东
、

广 西
、

福 建颁 布 的
“

水产资源繁殖保护实施细则暂行规定
”

中主要捕

捞种类的开捕规格基本 上是凭生产经验而定
,

制

订依据不够充分
,

而且 由于种种原 因未能很好实

行
。

目前南海北部渔业 资源 已面 临枯竭
,

最适 开

捕规格的严格实行是使其恢复和实现可持续利用

的重要措施之一
。

本文根据 南海北部最新和历年

的渔业资源调 查研究数据
,

以 渔业 资源评估理论

为依据研究得 出南海北部主要捕捞种类的最适开

捕规格
,

理论依据较为充分
。

本研究结果在 目前

渔业结构进行重大调整的时期成为修改和制订南

海区 主要捕捞种类开 捕 规格 渔 业 法 规 的主要 依

据
,

为制订南海 区保护幼 鱼 的渔具 渔法提供 了生

物学参数
。

选择指标种

南海北部渔业资源种 类繁多
、

组成复杂和混

栖现象极为普遍
,

一 般具有捕捞价值的种类不 少

于 种
,

产量较多的有 种左右
。

为了使开捕

规格护渔措施的实行简易
,

拟选择 以下 种在南

海北部渔业生产中和历次调查研究 中出现频率较

高
、

产量较高的种类 〔’
,

“
,

‘
·

“
、

丁
一

作为指标种来判别渔

船作业是否违规 表
。

表 南海北部主要捕捞种类中“
指标种

”

的最适开捕规格

种类 最适 开捕规格

默
最适 开捕 规格

￡ 之 之

阴劝川的金 色小沙 负 ‘二 ‘

坳了八 , , 方。 刁。 君

蓝圆鲜 鲜
,

‘ ‘ 山乙

竹簧角 动 。 二

本贻 尸 , , , 。脚
‘ 。

银绍 衡 聊括 。

哪 。

花斑蛇鳅 ‘ 娜 ““ 铭

海鳗 。。, 、 。‘ , 。、

短尾大眼 躺 。。 璐

自姑鱼 哪、 卿 出

汁 为叉 长
,

为肛 长
,

为洞长

、 ,

二 长棘鳃 尹苔阴 , , 触

金线鱼 从 哪 。卿 邵

摩鹿加维鲤 饰 、。 、以。邢“

带 角 ‘ 儿‘ ,‘ ,

刺绍 乃 。 、 、。,

黄鳍 马面纯 。而。 树 琳

本对虾 哪 川
, ‘ 哪

刀 额新 对虾 即 ,闭“此 “砒‘

中国枪乌贼 幼 即 动 。 。‘,

拍朋邪
刁︼八一一

之

金色小沙丁 鱼
,

俗称泽鱼
、

横泽
、

姑 鱼等
,

属暖水性 中
、

上层 鱼类
,

是 围网 的主要捕捞对象
,

常与蓝圆鳍等中
、

上层鱼类混栖
二

黝鱼
,

俗称 曹 白
、

力 鱼
、

自曹等
,

属 暖水性

中
、

上层 鱼类
,

产卵时有甸伏海底 的习 性
,

拖
、

围
、

刺钓和杂渔具均能捕获
。

蓝圆够
,

俗称池鱼
、

棍子
、

巴浪
、

竹景等
,

系

暖温性 的近海 中
、

上层 鱼类
,

也栖息于近底层
,

为

南海北部多种作业的主要捕捞对象
。

有产 卵
、

索

饵集群
、

昼 夜垂 直移动 的习性
,

但不作长距 离徊

游
,

常与长体圆鳍
、

领 圆够
、

竹笑鱼
、

贻鱼
、

青鳞鱼
、

圆腹鲜
、

沙丁鱼和扁舵鲤等鱼类混栖
,

其 中与金色

小沙丁鱼和领圆够混杂较多
。

竹 笑 鱼
,

俗 称铁 甲池
、

铁 甲等
,

属 暖水性

中
、

层 鱼类
,

是围网
、

拖 网和 流刺 网的主要捕捞

对象
,

常与蓝 圆鳍等中
、

层鱼类混栖
。

日本贻
,

俗称蛤 鱼
、

花鱿
、

花仙等
,

属 暖水

性 中
、

上层 鱼类
,

是 围网
、

拖网和 流刺 网的主要捕

捞对象
,

常与蓝 圆鳍
、

竹笑鱼等 中
、

上层 鱼类 的产

卵群体混栖
。

银鳃
,

俗称 白鳗
、

燕 仔绍 等
,

属 暖水性 中
、

上层鱼类
,

拖
、

围
、

刺钓和杂渔具均能捕获
。

花斑蛇鳍 与多齿蛇鳍 体形相 似
,

俗称九

棍
、

丁 鱼
、

那 哥
、

九仪等
,

属暖水性近底层鱼类
,

是

底拖网渔业 的主要捕捞对象
,

成小群分散栖息于

近底层
,

没有明显 的集群徊游习性
。

海鳗
,

俗称门鳝
、

麻鱼
、

鳗鱼
、

鳗鳝等
,

属暖

水性底层鱼类
,

在底拖 网和钓捕渔业 中占有重要

地位
。

短尾大眼绸
,

俗称大眼鸡
、

红月连
、

大头 目

等
,

属暖水性近 底 层 鱼类
,

主要 捕捞工具 为底拖

网
,

围网
、

刺网
、

钓亦能捕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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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姑鱼
,

俗称鱿鱼
、

白鱿等
,

同物 异名 印

度 白姑鱼
,

属 暖水性 近 底层 鱼

类
,

为底拖网渔业 的主要捕捞对象
。

二长棘绸
,

俗称立花
、

血绸
、

赤鲜
、

立
、

圆

头立等
,

属暖水性近底层鱼类
,

在广东沿海和北部

湾均为底拖网渔业的主要捕捞对象
。

金线 鱼
,

俗称红 三
、

吊三
、

拖三
、

长尾 三
、

金线鲤
、

金丝
、

刀 里等
,

属暖水性近底层鱼类
,

为南

海北部底拖 网
、

刺网和钓渔业的主要捕捞对象
。

摩 鹿 加缕 鲤
,

俗称藤 丝
、

单线
、

金 丝
、

赤

松
、

红线等
,

属 暖水性近底层鱼类
,

为底拖 网渔业

的主要捕捞对象
。

带鱼
,

俗称牙带
、

白带等
,

属 暖水性 中下

层 鱼类
,

为重要经济鱼类之一
。

刺鳍
,

俗称南鳃
、

瓜核
、

玉 鳍
、

海仓 等
,

属

暖水性近底层 鱼类
,

为底拖 网渔业 的主要捕捞对

象
,

是绍科鱼类 中产量最大的种类
。

黄鳍马面纯
,

俗称羊鱼
、

迪仔
、

沙猛
、

剥皮

牛等
,

属暖水性近底层鱼类
,

为南海北部较大宗鱼

类
,

通常不与其它鱼类混栖
,

渔汛期往往可在其群

体外围捕到较大网头的带鱼和蛇鳍类等肉食性鱼

类
。

日本对虾
,

俗称花虾
、

兰花虾
、

斑节虾等
,

是南海北部重要经济虾类之一
,

渔获量 约 占虾类

总渔获量的
。

刀额新对虾
,

俗称泥虾
、

麻虾
、

沙虾等
,

是

南海北部重要经济虾类之一
,

渔获量约 占虾类总

渔获量的
。

中国枪乌贼
,

俗称鱿鱼
、

本港鱿鱼
、

中国

鱿鱼
、

台湾锁管
、

拖鱿鱼
、

长筒鱿等
,

白天活动于近

底层
,

黑夜上升至 中
、

上层
,

是底拖网
、

灯光 围网
、

钓等作业方式的捕捞对象
。

开捕规格的随机抽样检查

为了使开捕规格法规在实行过程 中有标准可

依
,

建议 各种作业的总渔获物 中未达到最适开捕

规格 的幼 鱼
、

幼 体总重 量不 应 超 过 总 渔获 量 的
,

单品种渔获物 中
,

幼鱼
、

幼体重量也不应该

超过本品种渔获量 的
。

由于鱼
、

虾类 的摄食

习性和适温
、

适盐范围等生物特性不 同
,

成
、

幼鱼

有不同的分布海 区
,

在总渔获物 中随机抽取一定

比例的渔获物
,

若这些渔获物 中
“

指标种
”

的幼鱼

比例超过 时
,

应立 即转移渔场
,

避免大量杀

伤幼鱼
,

以保护渔业资源
。

本 文承蒙中国水产科 学研 究院 南海水产研 究

所何 国 民研 究 员审阅
,

谨此致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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