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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太平洋柔鱼资源与渔场的时空分析

陈新军,  许柳雄,  田思泉
(上海水产大学海洋学院, 上海  200090)

摘要:利用相关系数和灰色关联评价方法对 1995- 2001 年北太平洋各海域鱿钓产量及其作业渔场进行时空分

析,结果表明主要作业渔场分布在 145bE~ 148bE、153bE~ 161bE 海域, 其产量约占各年总渔获量的 70% ~ 85%。

从作业纬度来看, 1999 年以前主要产量集中在 40bN~ 43bN 海域, 而 2000 和 2001 年则分布在 39bN~ 41bN 和 43b

N~ 45bN 海域。相关系数分析表明, 2000 和 2001 年作业渔场和各海域产量比重均发生了较大的变化, 特别是

在 160bE 以西和 170bE 以东海域,而在 1999 年以前未发生较大变化。灰色关联评价表明, 1998年北太平洋柔鱼

资源状况为最好,而 2000、2001 和 1996 年较差, 1999、1995和 1997 年处在中间水平。这与实际生产情况和海洋

环境条件基本上是相符的。2000和 2001 年北太平洋资源状况下降, 可能与 150bE~ 160bE 海域的柔鱼种群资源

出现下降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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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atial and temporal analysis of Ommastrephe bartrami resources and

its fishing ground in North Pacific Ocean

CHEN Xin- jun, XU Liu-xiong, TIAN S-i quan

( Ocean College, Shanghai Fisheries University , Shanghai  200090 China)

Abstract: After the spatial and temporal distributions of squid, Ommastrephe bartrami catch and f ishing ground in

North Pacific Ocean from 1995 to 2001 are analyzed by use of the methods of related coef ficient and gray

relationship assessment , the paper indicates that the main f ishing ground is distributed in the waters of 145bE-

148bE and 153bE- 161bE, which occupy 70- 85 percent of total catch. From the point of latitude, the f ishing

ground is mainly located in the waters of 40bN- 43bN before 1999, while in the waters of 39bN- 41bN and 43bN

- 45bN in 2000 and 2001 respectively. Based on the related coefficient, the fishing ground and its catch

distribution in 2000 and 2001 changed greatly , especially in the waters west of 160bE and east of 170bE, but they

had not changed before 1999. On the basis of gray relationship assessment , the squid resources in 1998 were in

the best level, the resources in 2000, 2001 and 1996 were in the lower level, those in 1999, 1995 and 1997 were

middle, which comply with actual production and ocean environment. The fall of squid resources in 2000 and

2001 may be related with the reduction of population distributed in the waters of 150bE- 160b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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柔鱼广泛分布在北太平洋海域,资源丰富。该资源首先由日本鱿钓调查船于 1974年开发和利用,

随后韩国、我国台湾省等也加入开发行列,并逐渐发展成为以流刺网为主的捕捞柔鱼船队,上世纪 80年

代年产量为( 30~ 40) @ 104 t。我国大陆于 1993年开始对北太平洋海域的柔鱼资源进行开发利用,作业

渔场不断地向东拓展。据统计, 1997- 2001年我国每年约有 350~ 500艘鱿钓船投入生产, 总渔获量在

(8~ 12) @ 10
4
t。谷津明彦

[ 1]
、村田

[ 2]
、村田守等

[ 3]
对柔鱼的资源、渔场等作了初步研究。北太平洋鱿钓

渔业已经成为我国远洋渔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认真研究其资源、渔场的空间分布及其年间比较,对

确保其资源合理开发和利用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

1  材料与方法

1. 1  材料来源

本研究中所采用的数据为 1995- 2001年我国北太平洋鱿钓渔获量统计,内容包括作业位置、作业

日期、渔区作业船次(艘#d)、渔区总产量( t)和平均产量( t#d- 1)。

1. 2  分析方法

( 1)分别统计各年每一经度、每一纬度的产量, 并求其所占的比重。利用相关系数方法对各年柔鱼

渔获量各经度比重进行空间分析和比较[ 4]。

( 2)分别统计各年每一经度、每一纬度的平均日产量。利用灰色关联评价方法对各年柔鱼资源状况

进行评价
[ 4]
。即选取各年中每一经度(纬度)最大值构成最优向量并作为母序列,其他各年的子序列与

母序列进行灰色关联度分析。关联度越大,说明其资源状况越好;反之就越差。

2  分析结果

2. 1  鱿钓产量的时空比较

2. 1. 1  1995- 2001年各经度鱿钓产量比重分析

1995年鱿钓作业分布在 145bE~ 170bE 海域,作业渔场集中,主要分布在 145bE~ 147bE海域, 约占总

产量的70. 5% ,其次分布在 147bE~ 148bE,所占比重为 7. 28% (图 1- a)。

1996年鱿钓作业分布在 145bE~ 160bE海域,主要集中在 146bE~ 148bE、150bE~ 155bE, 其所占比重

分别为45. 9%和 43. 6%(图1- b)。

1997年鱿钓作业分布在 145bE~ 170bE海域,主要集中在 145bE~ 147bE、151bE~ 155bE, 其所占比重
分别为57. 5%和 30. 0%(图1- c)。

1998 年鱿钓作业分布在 145bE~ 175bE 海域, 作业渔场相对分散。主要集中在 145bE~

1 47bE、153bE~ 156bE 和 15 7bE~ 16 1bE , 其所占比重分别为 30 . 4% 、2 8. 9% 、20. 6% 。在

1 66bE~ 167bE、156bE~ 157bE、161bE~ 16 2bE、1 70bE~ 171bE、165bE~ 166bE、167bE~ 168b

E 海域分别占 3. 98%、2. 20%、2. 98%、1. 81%、1. 20%和 1. 05%的产量(图 1- d)。

1999年鱿钓作业首次拓展到西经海域, 作业渔场分布在 145bE~ 172bW, 集中在 145bE~ 147bE 和

154bE~ 163bE,其所占比重分别为 29. 36%、53. 84%。在 163bE~ 166bE 和 174bW~ 176bW海域也分别占
有3. 56%和 4. 21%比重(图1- e)。

2000年鱿钓作业分布在 143bE~ 170bW 海域,作业渔场集中在 146bE~ 148bE、155bE~ 159bE和 160bE

~ 164bE, 其所占比重分别为 12. 94%、46. 44%和18. 99%。在 178bE~ 180bE和 173bW~ 175bW 海域也分
别占有6. 04%和 4. 23%的比重(图 1- f )。

2001年鱿钓作业分布在 144bE~ 171bW 海域, 作业渔场相对集中,主要分布在 145bE~ 148bE 和 153b

E~ 161bE,所占比重分别为 27. 56%和 58. 34%。在148bE~ 149bE、152bE~ 153bE 海域也分别占有 2.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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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1. 06%的产量。而在西经海域,没有一个经度的产量比重超过 1%(图 1- g)。

图 1  1995- 2001 年各经度鱿钓产量所占比重分布图

Fig. 1 The catch percent of Ommastrephe bartrami of different longitude from 1995 to 2001

2. 1. 2  1995- 2001年各纬度鱿钓产量比重分析

1995- 2001年各纬度鱿钓产量比重分析见图 2。1995年鱿钓作业分布在 36bN~ 45bN海域,主要集

中在 40bN~ 42bN, 占总产量的比重为 72. 67%。在 38bN~ 39bN、39bN~ 40bN和 42bN~ 43bN纬度所占的

比重分别为10. 07%、10. 02%和 6. 08%。而在 38bN 以南和 43bN以北海域所占的比重均不到 1%。

1996年鱿钓作业分布在 36bN~ 45bN 海域,同样集中在 40bN~ 42bN, 占总产量的比重为 67. 39%。

在38bN~ 39bN、39bN~ 40bN、42bN~ 43bN和 43bN~ 44bN纬度所占的比重分别为 3. 28%、7. 28%、14. 71%

和7. 11%。在 38bN 以南和44bN以北海域所占的比重均不到 0.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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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1995- 2001年各纬度鱿钓产量所占比重分布图

Fig. 2 The catch percent of Ommastrephe bartrami

of different latitude from 1995 to 2001

  1997年鱿钓作业分布在 36bN~ 45bN海域,集中

在40bN~ 43bN, 占总产量的比重达到 91. 81%。在

39bN~ 40bN和 43bN~ 44bN 纬度所占的比重分别为

3. 46%和 4. 11%。在 39bN以南和 44bN 以北海域所

占的比重均不到 0. 2%。

1998年鱿钓作业分布 37bN~ 45bN海域,集中在

40bN~ 44bN,占总产量的比重为 88. 74%, 各纬度所

占比重为 17%~ 26% ,较均匀。在 44bN~ 45bN海域

所占的比重为 9. 90%。而在 39bN以南海域, 所占的

比重不到 0. 8%。

1999年鱿钓作业分布在 38bN~ 45bN海域,主要集中在 40bN~ 42bN、43bN~ 45bN,占总产量的比重分

别为 52. 39%和 35. 42%。在 39bN~ 40bN、42bN~ 43bN纬度所占的比重分别为 3. 00%和 8. 33%。而在

39bN 以南海域,所占比重不到 1%。

2000年鱿钓作业分布在 36bN~ 45bN 海域,主要集中在 43bN~ 45bN, 占总产量的比重为 66. 86%。

在39bN~ 41bN 海域所占的比重也达到 22. 87%。在38bN~ 39bN和 41bN~ 43bN 海域所占比重在 2% ~

5%。而在 38bN以南海域所占的比重不到 1%。

2001年鱿钓作业分布在 36bN~ 45bN海域,主要集中在 39bN~ 41bN、42bN~ 45bN,占总产量的比重分

别为 38. 39%和50. 25%。在 37bN~ 38bN和41bN~ 42bN海域所占的比重分别为 4. 08%和 7. 27%。而在

37bN 以南和38bN~ 39bN 海域所占的比重均不到 0. 02%。

2. 1. 3  1995- 2001年鱿钓产量空间分布的比较

根据我国鱿钓作业渔船在北太平洋开发利用柔鱼资源的历史, 分 160bE 以西、160bE~ 170bE和 170b

E以东 3个海区进行分析。

( 1) 160bE以西海域各经度鱿钓产量空间分布比较

根据各年各经度鱿钓产量比重的相关系数分析(表 1) , 在 160bE以西海域, 1995- 1999 年产量空间

分布较为相近,即各个经度在整个年鱿钓渔获量的比重是较为一致的, 其相关系数均在 0. 6以上。而

2000和 2001年鱿钓产量的空间分布与其他年份具有明显差异性, 其相关系数均在 0. 55以下。2000和

2001年鱿钓产量空间分布的相关系数为 0. 589。由此可以看出, 在中日新渔业协定生效之前( 1999年之

前) , 在160bE 以西海域, 各年鱿钓产量的空间分布是基本相同的, 而与 2000和 2001年的空间分布有很

大差异。

表 1 160bE以西海域各经度产量的空间分布相关系数

Tab. 1 The related coefficient of different longitude catch in the western waters of 160bE

1995 1996 1997 1998 1999 2000 2001

1995 1. 000 0. 691 0. 904 0. 677 0. 718 0. 002 0. 207

1996 0. 691 1. 000 0. 777 0. 688 0. 548 - 0. 043 0. 142

1997 0. 904 0. 777 1. 000 0. 736 0. 626 - 0. 138 0. 019

1998 0. 677 0. 688 0. 736 1. 000 0. 850 0. 206 0. 428

1999 0. 718 0. 548 0. 626 0. 850 1. 000 0. 438 0. 540

2000 0. 002 - 0. 043 - 0. 138 0. 206 0. 438 1. 000 0. 589

2001 0. 207 0. 142 0. 019 0. 428 0. 540 0. 589 1. 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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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 160bE~ 170bE 海域各经度鱿钓产量空间

分布比较

根据各年各经度鱿钓产量比重的相关系数(表

2) ,在 160bE~ 170bE 海域, 1999- 2001年鱿钓产量

的空间分布较为相近(除 2000与 2001年外) , 其相

关系数均在 0. 6以上。而这些年份与 1997和 1998

年鱿钓产量的空间分布具有明显差异性,其相关系

数均在0. 4以下,甚至是负相关。

  ( 3) 170bE以东海域各经度鱿钓产量空间分布

比较

根据各年各经度鱿钓产量比重的相关系数(表

3) ,在170bE 以东海域, 1999、2000和 2001年鱿钓产

量的空间分布具有明显差异性, 其相关系数均在

0. 3以下。

表 2 160bE~ 170bE海域各经度产量的空间分布相关系数

Tab. 2  The related coefficient of different

longitude catch in the waters of 160bE- 170bE

1997 1998 1999 2000 2001

1997 1. 000 - 0. 171 - 0. 232 - 0. 243 - 0. 139

1998 - 0. 171 1. 000 0. 099 - 0. 393 0. 331

1999 - 0. 232 0. 099 1. 000 0. 677 0. 733

2000 - 0. 243 - 0. 393 0. 677 1. 000 0. 222

2001 - 0. 139 0. 331 0. 733 0. 222 1. 000

表 3 170bE以东海域各经度产量的空间分布相关系数

Tab. 3  The related coefficient of different

longitude catch in the eastern waters of 170bE

 1999 2000 2001

1999 1. 000 0. 298 - 0. 145

2000 0. 298 1. 000 - 0. 319

2001 - 0. 145 - 0. 319 1. 000

  ( 4) 各纬度鱿钓产量空间分布比较

根据各年各纬度鱿钓产量比重的相关系数(表 4) , 1995- 1997年各纬度产量比重的空间分布相近,

其相关系数均在 0. 7以上。1996- 1999年各纬度产量比重的空间分布也较为相近, 其相关系数同样在

0. 7以上。而 2000和 2001年与其他年份的各纬度产量空间分布具有明显差异性,其相关系数均在 0. 6

以下。

表 4  1995- 2001 年各纬度产量的空间分布相关系数

Tab. 4 The related coefficient of different latitude catch from 1995 to 2001

1995 1996 1997 1998 1999 2000 2001

1995 1. 000 0. 885 0. 797 0. 551 0. 539 - 0. 223 0. 007

1996 0. 885 1. 000 0. 979 0. 760 0. 768 - 0. 113 0. 279

1997 0. 797 0. 979 1. 000 0. 736 0. 772 - 0. 088 0. 273

1998 0. 551 0. 760 0. 736 1. 000 0. 919 0. 334 0. 490

1999 0. 539 0. 768 0. 772 0. 919 1. 000 0. 452 0. 530

2000 - 0. 223 - 0. 113 - 0. 088 0. 334 0. 452 1. 000 0. 502

2001 0. 007 0. 279 0. 273 0. 490 0. 530 0. 502 1. 000

2. 2  平均日产量的时空分析及其资源状况比较

2. 2. 1  1995- 2001年每经度平均日产量分析

1995年平均日产量随经度的变化较为明显, 平均日产量超过 2t的海区有 145bE~ 148bE、149bE~

151bE、153bE~ 155bE、158bE~ 162bE。平均日产量在 1~ 2t的海区有148bE~ 149bE、151bE~ 153bE、157bE~

158bE(图 3- a)。

1996年平均日产量随经度变化不如 1995年显著,平均日产量总体上比 1995年低。平均日产量超

过2t的海域只有 146bE~ 148bE、153bE~ 155bE。平均日产量在 1~ 2t的海区有 145bE~ 146bE、148bE~

153bE、155bE~ 161bE(图 3- b)。

1997年平均日产量同样出现明显的区域性, 148bE以西和 151bE~ 156bE海域平均日产量较高, 基本

上都在2t以上。而在 160bE以东海域平均日产量基本上在 1~ 1. 5t,相对稳定(图3- c)。

1998年各经度的平均日产量普遍增高,资源状况好。在 162bE以西海域的各个经度平均日产量基

本上超过 2t;在 165bE以东海域,各个经度的平均日产量也在 1t以上,个别超过了 2t(图3- d)。

1999年作业渔场首次拓展到西经海域,在 161bE以西海域, 除 148bE~ 149bE、151bE~ 156bE 外, 区域

平均日产量均在 2t以上;而在 161bE以东海域,其各经度的平均日产量较为接近,基本上在 1t以上(图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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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

2000年平均日产量超过 2t以上的海区为 153bE~ 158bE、163bE~ 165bE, 在 165bE~ 172bW 海域平均

日产量均不到 1t ,在145bE~ 148bE海域各经度的平均日产量超过1t, 资源状况总体上比前几年有所下降

(图 3- f )。

2001年各经度的平均日产量较往年发生了较大的变化,在传统作业渔场( 149bE~ 160bE海域) , 其平

均日产量仅在 1t以上。在145bE~ 149bE海域平均日产量超过2t,而在160bE以东海域,各经度的平均日

产量绝大部分在 1t以下(图 3- g)。

图 3 1995- 2001 年各经度平均日产量分布图

Fig. 3  The average catch of Ommastrephe bartrami of different longitude from 1995 to 2001

3394期              陈新军等:北太平洋柔鱼资源与渔场的时空分析



图 4 1995- 2001 年各纬度鱿钓平均日产量分布图

Fig. 4  The average catch of Ommastrephe bartrami

of different latitude from 1995 to 2001

2. 2. 2  1995- 2001年每纬度平均日产量分析

1995年在 38bN以北海域的每纬度平均日产量

(图 4)均在 2t以上, 而在 38bN以南海域平均日产量

则不到0. 5t ; 1996年在 40bN~ 44bN 海域的平均日产

量超过 2t, 37bN~ 40bN海域的平均日产量为 1~ 2t;

1997年在 37bN~ 38bN和 40bN~ 44bN海域日产量超

过2t ,而在 36bN~ 37bN和 38bN~ 39bN 海域的日产

量不到 1t ; 1998年各纬度的平均日产量为最高, 在

40bN~ 45bN和 37bN~ 38bN 海域的平均日产量均在

2t以上, 38bN~ 40bN 海域的平均日产量在 1 ~ 2t;

1999年各纬度的平均日产量较为均匀,在 36bN~ 37b

N、38bN~ 39bN和 44bN~ 45bN海域日产量在 2t以上, 在 39bN~ 44bN海域之间的平均日产量为 1以上;

2000年各纬度的平均日产量较有明显下降, 日产量超过 2t仅分布在 43bN~ 45bN之间, 在 40bN~ 41bN、

42bN~ 43bN 海域平均日产量仅为 1. 1t,其它纬度的平均日产量均不到 1t ; 2001年各纬度的平均日产量

较上一年进一步下降,没有一个纬度的平均日产量超过 2t, 绝大部分处在 1~ 1. 5t。

2. 2. 3  1995- 2001年柔鱼资源状况比较

根据我国鱿钓作业渔船在北太平洋开发利用柔鱼资源的历史,分 160bE以西、160bE ~ 170bE 和170b

E以东 3个海区进行分析。

  ( 1) 160bE以西海域柔鱼资源状况比较
在 1 60bE 以西海域 , 各经度平均日产量 ( 14 5bE~ 160bE ) 的最优向量为 3 . 1 82、3 . 7 19、

5. 803、2. 524、3. 526、2. 406、2. 462、2. 317、2. 667、3. 806、3. 208、2. 383、2. 495、3. 442、2. 728、3. 192。1995-

2001年各经度柔鱼平均日产量与最优平均日产量的灰色关联度分别为 0. 7061、0. 5555、0. 6851、0. 8025、

0. 7097、0. 6294、0. 5504, 由此可见, 各年柔鱼资源丰歉次序为 1998、1999、1995、1997、2000、1996 和 2001

年。

  ( 2) 160bE~ 170bE以西海域柔鱼资源状况比较

在 16 0bE~ 17 0bE 海域 , 1 997 - 20 01 年各经度 ( 1 61bE ~ 17 0bE ) 平均日产量的最优向

量为 1. 77 9、2. 013、2 . 37 1、2. 048、1. 873、1. 569、1. 585、1. 453、1. 549。各年柔鱼平均日产量与最优

平均日产量的灰色关联度分别为 0. 6620、0. 8467、0. 6318、0. 6040和 0. 4938。由此可见,各年柔鱼资源丰

歉次序为 1998、1997、1999、2000和 2001年。

  ( 3) 170bE以东海域柔鱼资源状况比较
在170bE 以东海域, 1999- 2001年各经度( 171bE~ 173bW)平均日产量的最优向量为 1. 178、0. 857、

1. 346、1. 706、1. 817、1. 876、1. 224、1. 454、1. 07、1. 427、1. 375、1. 421、1. 587、1. 642、1. 627、1. 276、0. 819。

1999- 2001年的柔鱼平均日产量与最优平均日产量的灰色关联度分别为 0. 966、0. 640和 0. 677。由此

可见,各年柔鱼资源丰歉次序为1999、2001和 2000年。

  ( 4) 各纬度柔鱼资源状况比较

在北太平洋海域,各纬度( 37bN~ 45bN)最优向量为 2. 05、4. 152、2. 496、2. 225、2. 895、2. 752、2. 405、

2. 693、2. 927。1995- 2001年各纬度柔鱼平均日产量与最优平均日产量灰色关联度各为 0. 854、0. 709、

0. 768、0. 861、0. 769、0. 649和 0. 630。由此可见, 各年柔鱼资源丰歉次序为 1998、1995、1999、1997、1996、

2000和 2001年。

3  结论与讨论

( 1)通过对 1995- 2001年北太平洋各海域鱿钓产量及其作业渔场的分析(表 5) , 我国鱿钓渔船的主

要作业渔场是分布在 145bE~ 148bE、153bE~ 161bE海域,其产量约占各年总渔获量的 70% ~ 85%。从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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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纬度来看, 1999年以前主要产量集中在 40bN~ 43bN海域, 而 2000和 2001年则分布在 39bN~ 41bN和
43bN~ 45bN 海域,这一方面可能是由于近二年西经海域渔场的开发,使得鱿钓船于 4月底就出航生产,

并在 39bN~ 41bN进行生产;另一方面,可能是由于中日渔业协定的生效,使得我国鱿钓船在作业时间和

作业渔场方面受到了限制。

表 5  1995- 2001 年主要作业渔场及其产量比重

Tab. 5 The main fishing ground and its percentage from 1995 to 2001

年份
year

经度 longitude

范围
fi shing area

比重( % )
percentage

 
纬度 latitude

范围
fishing area

比重( % )
percentage

1995 145bE~ 147bE 70. 5 40bN~ 42bN 72. 7

1996 146bE~ 148bE,150bE~ 155bE 89. 5 40bN~ 42bN 67. 4

1997 145bE~ 147bE,151bE~ 155bE 87. 5 40bN~ 43bN 91. 8

1998 145bE~ 147bE, 153bE~ 156bE, 157bE ~ 161bE 79. 9 40bN~ 44bN 88. 7

1999 145bE~ 147bE,154bE~ 163bE 83. 2 40bN~ 42bN, 43bN~ 45bN 87. 8

2000 146bE~ 148bE, 155bE~ 159bE, 160bE ~ 164bE 78. 4 39bN~ 41bN, 43bN~ 45bN 89. 7

2001 145bE~ 148bE,153bE~ 161bE 85. 9 39bN~ 41bN, 42bN~ 45bN 88. 6

小计
total

145bE~ 148bE,153bE~ 161bE 70~ 85
1999年以前 40bN~ 43bN,

1999年以后 39bN~ 41bN, 43bN~ 45bN 70~ 90

(2)从各年鱿钓船产量比重的相关系数以及表 5可以得出, 2000和 2001 年北太平洋鱿钓作业渔场

和各海域(经纬度)产量比重均发生了较大的变化(图 1- f , g 和图 2) ,特别是在160bE以西和 170bE以东

海域。这也说明近 2年来北太平洋柔鱼的资源状况发生了较大的变化。

( 3)平均日产量在 2t以上的分布海域见表 6。各年的分布海区变化较大。2001年没有一个经度的

平均日产超过 2t。2000和 1996年日产在 2t以上的分布海区也较小。而 1998年日产在 2t以上的海域

为最广,分布在 162bE以西海域。但从总体上来看,平均日产超过2t以上的海域主要分布在 160bE 以西

海域。
表 6 1995- 2001 年日产在 2t以上的分布海域

Tab. 6  The fishing area with more than 2 t per day from 1995 to 2001

年份 year 经度 longitude 纬度 lat itude

1995
145bE~ 148bE, 149bE~ 151bE,
153bE~ 155bE, 158bE~ 162bE 38bN 以北

1996 146bE~ 148bE, 153bE~ 155bE 40bN~ 44bN

1997 148bE以西, 151bE~ 156bE 40bN~ 43bN
1998 162bE以西 37bN~ 38bN, 40bN~ 44bN

1999 148bE以西, 149bE~ 151bE, 157bE~ 161bE 40bN~ 45bN, 37bN~ 38bN

2000 153bE~ 158bE, 163bE~ 165bE 36bN~ 37bN, 38bN~ 39bN, 44bN ~ 45bN

2001 无 43bN~ 45bN

( 4)通过灰色关联评价,得到了 1995- 2001年北太平洋各海域柔鱼资源状况, 1998年北太平洋柔鱼

资源状况为最好,而 2000、2001和 1996年柔鱼资源状况较差, 1999、1995和 1997年处在中间水平。这与

实际生产情况和海洋环境条件基本上是相符的。如 1998年黑潮势力强劲,是个暖水年,而 1996年亲潮

势力强劲、黑潮相对较弱,是个冷水年。由于柔鱼是一种暖水性种类,黑潮势力的强弱直接影响到其柔

鱼生长以及渔场的形成。

( 5) 2000和 2001年北太平洋资源状况下降, 这可能与 150bE~ 160bE海域其平均日产量连续 3年出

现下降有关(表 7) ,从1998年最高日产2. 34t下降到2001年的 1. 29t ,约降低了 49. 14%。而该海域鱿钓

产量约占总产量的 30%~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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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  1995- 2001 年在不同海域平均日产量

      Tab. 7  The average catch per day in different fishing area from 1995 to 2001      t#d- 1

海域 f ishing area 1995 1996 1997 1998 1999 2000 2001

150bE以西 2. 61 1. 88 2. 73 3. 20 2. 23 1. 12 1. 88

150bE~ 160bE 2. 05 1. 86 2. 24 2. 34 1. 96 1. 51 1. 29

160bE~ 170bE 2. 8 0. 5 1. 36 2. 1 1. 53 1. 72 0. 84

170bE~ 180bE 0. 1 0 1 1. 55 1. 44 0. 73 0. 84

180bW以东 0 0 0 0 1. 59 0. 73 0. 79

合计 total 2. 59 1. 87 2. 43 2. 50 1. 86 1. 26 1. 25

( 6)论文利用相关系数和灰色关联评价方法对北太平洋柔鱼资源和渔场进行了时空分析,得到了一

些初步的结论。但是,在下一步的分析和研究中, 应该分析资源和渔场时空变化与环境条件(如亲潮和

黑潮势力的强弱)等因素之间的关系,从而有可能对北太平洋柔鱼渔情做出长期和短期的预测与分析,

为渔业生产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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