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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回顾了中国海洋主要底层经济鱼类资源生物学的研究历史和科研成果!并重点叙述了

带鱼$小黄鱼$大黄鱼和绿鳍马面等重要经济鱼类资源生物学研究概况& 概述的内容包括地

理种群及其产卵群体的鉴别和划分$生活史型的演变$种群和群体结构$种群数量变动$年龄组

成和生长特性$摄食习性$性成熟周期$性腺成熟指数"B*)#$产卵群体生殖力$产卵场$索饵

场$越冬场及洄游路线$资源量和渔获量$各种作业渔船的调整及其捕捞力量的限制措施等!并

展望了中国海洋底层经济鱼类资源生物学研究的前景&

关键词! 主要海洋底层鱼类' 资源生物学' 回顾与展望' 中国沿岸水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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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从 23 世纪 73 年代以来"中国先后对渤)黄)

东海)台湾海峡)南海和北部湾渔场进行过多次海

洋渔业资源调查研究"采用科研调查船或机动渔

船在不同海区实施大面积定点调查或进行重点渔

场)主要渔业对象的专项调查"测定海洋环境因

素"开展渔业资源生物学)鱼类地理种群等生态

学)资源量评估和渔业管理等项目研究( 经过半

个多世纪的调查和研究"取得了许多调查研究成

果( 中国已经掌握了各海区和主要渔场渔获物的

组成)群体结构及其变动趋势%基本上查明主要海

洋底层经济鱼类的种群及其产卵场)索饵场和越

冬 场 的 位 置 和 范 围% 对 带 鱼 # A%'!H'(%(&

M$+-,'!(&$)小黄鱼#G$%'8'!H)H*&+-2*$!)'&$)大黄

鱼 # G$%'8'!H)H*& !%-!/$ $ 和 绿 鳍 马 面 

#AH$8,$!-,(&8-"/&)(&$ 等种类进行了渔情预

报"取得了良好的效果%利用扫海面积法)水声学

法)营养动态法和数学模型等方法评估了主要鱼

种和各海区的资源量"有的种类还评估了生态容

量( 23 世纪 ;3 年代起中国海洋渔业资源的研究

重点转向渔业资源保护"着重为渔业管理和资源

可持续利用提供科学依据"例如 1;;7 年开始实施

伏季休渔制度"研制一些鱼类的总许可捕捞量

#D&-$方案"设置带鱼)小黄鱼和银鲳种质资源

保护区"进行多种类大量增殖放流等"在中国的海

洋渔业资源保护中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得到渔业

界的好评(

14主要海洋底层经济鱼类资源生物学研

究成果概述

23 世纪 73 年代至 63 年代初期"中国海洋渔

业资源研究工作的重点是从事沿岸和近海渔业资

源的本底调查"进行渔业基础生物学资料的收集

和研究"为渔业生产服务( 23 世纪 63 年代中期

至 03 年代"由于群众渔业机动渔船迅速发展"而

且单船功率日趋增大"急需扩大作业渔场范围和

增加新的捕捞对象( 在此期间"中国海洋渔业资

源研究工作的主要任务是开发新的渔场和新的捕

捞对象"而对于基础生物学的研究"由于科研经费

等因素的限制"一度遭受严重影响"这个时期很少

有论著发表( 改革开放后"中国海洋渔业资源研

究又重新蓬勃开展"并已取得令人瞩目的研究

成果
&1 5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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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鱼

带鱼的 生 物 学 研 究 包 括 了 种 群 划 分 问

题
&1/ 522'

"查明其种群年龄组成和生长特性
&2/'

"带

鱼种群生殖力及其变动
&29 520'

"带鱼摄食习性和饵

料基础
&28 52;'

"带鱼卵巢周年发育
&/3'

"雌性带鱼性

成熟过程
&/1'

"冬季嵊山带鱼中心渔场与高盐水舌

锋位置的关系
&/2'

"估算了东海带鱼种群资源的最

大持续渔获量 #H*Y$

&//'

"阐明春夏季和秋季产

卵群体的生殖周期特性与带鱼种群问题
&1;"/9'

"分

析研究了东海区带鱼资源状况)群体结构以及繁

殖特性和补充特征的变动
&23'

"东海区带鱼补充群

体数量预报以及冬汛带鱼渔获量预报方法的研

究
&/7 5/6'

"开展浙江近海及其邻近海区带鱼资源变

动与合理利用的研究
&/0 5/8'

"有的文献还研究了南

海北部带鱼生长死亡与参数动态综合模式
&/;'

(

中国近海带鱼种群的划分问题较为复杂( 林

新濯等
&/9'

根据形态特征和体节性状对分布于中

国沿岸不同产卵场的带鱼进行了比较"认为带鱼

有黄)渤海种群)东海 5粤东种群)粤西种群)北部

湾近岸种群和北部湾外海种群( 张其永等
&1/'

根

据形态特征和肌肉蛋白血清沉淀反应对东海)台

湾海峡和粤东沿岸主要产卵场的带鱼进行了比

较( 结果表明"各产卵群体间的形态特征和肌肉

蛋白血清沉淀反应均无显著性差异"指出浙江)福

建和粤东沿岸带鱼产卵群体间不存在统计学上明

显的地理变异"应属于同一地理种群( 罗秉征

等
&16'

应用带鱼耳石与鱼体相对生长的地理变异"

认为中国近海带鱼可划分为四个种群"即渤海 5

黄海种群)东海北部种群)东海南部 5粤东种群和

南海种群"并指出带鱼种群较为复杂"即使在同一

海域中也会出现长体型和短体型截然不同的个

体( 江素菲等
&17'

和卢继武等
&10'

研究表明"闽南 5

台湾浅滩渔场南部和北部海区带鱼产卵群体在体

节数量和耳石生长等特征上均具有明显差异"认

为两海区带鱼系属于不同的生态群体"闽南 5台

湾浅滩的带鱼除了春)冬季洄游性带鱼种群外"还

存在定居性生态群体( 刘子藩等
&22'

在 1;;10

1;;/ 年间采集东海区不同海域 2; 批带鱼样品进

行形态性状差异的统计比较和群体间聚类分析"

也确认东海带鱼系同一个地理种群( 东海南部外

海的带鱼有可能是东海带鱼同一个地理种群内的

另一支独立群体( 以上学者对中国近海带鱼种群

的划分"其观点不尽一致"尤其是对南海带鱼种群

的划分意见分歧较大"因此"对南海带鱼种群的归

属需要进一步研究(

带鱼为肉食性凶猛鱼类"食性广"摄食对象包

括鱼类)虾类)蟹类和头足类共几十种( 不同季节

摄食的种类略有差异"这可能与饵料生物分布的

季节性变化有关
&2;'

(

带鱼洄游现象以东海 5粤东种群最为明显(

每年初春 #/ 月$从福建北部近海向北作生殖洄

游"至台湾海峡以北海区后"在东海外海越冬的鱼

群会陆续向西偏北的方向补充到向北洄游的群体

中来"在带鱼资源旺盛的时期"产卵群体可跨越长

江口直到南黄海"但随着其资源的衰退"23 世纪

83 年代末期以来到南黄海产卵的鱼群已经很少(

带鱼的产卵期福建北部近海为 /07 月)浙江中南

部近海为 906 月)浙江中北部为 708 月"少数个

体在 13 月以后还能产卵( 主要产卵场在 28a33P=

/1a/3P%)122a33P=129a/3P,的海区
&12'

( 近年的

调查发现"在东海外海也有产卵个体分布( 产卵

后的亲体分布在产卵场附近直至南黄海海区索

饵"主要索饵期为 8013 月( 秋末索饵群体主群

向南偏西的方向作越冬洄游"部分鱼群向东南方

向洄游至东海外海越冬"主要越冬场在 26a/3P=

/2a33P%"水深 63 =133 9的外侧海区"越冬期为

10/ 月(

全国带鱼年产量的变动趋势为 1;7601;09

年从 10 <13

9

G增至 78 <13

9

G"为迅速增长期%23

世纪 03 年代中期至 83 年代末期在波动中趋于下

降"至 1;88 年仅为 /0 <13

9

G%23 世纪 ;3 年代以

后又快速增长"1;;7 年突破 133 <13

9

G"2336 年达

到 192 <13

9

G"为历史最高记录"近几年仍保持

113 <13

9

G左右的水平(

带鱼主要产于东海"其产量占全国带鱼总产

量的 83E左右"近年来仍占 63E多( 据浙江省海

洋水产研究所的评估"1;;802333 年东海冬季带

鱼汛之初 #11 月 1 日$的资源量 #

)

317 龄 $为

;9108 <13

9

G#这 / 年的平均年产量为 871/2 <13

9

G$

&12'

( 东海海洋生物资源补充调查时用声学方

法评估东海 1;;0 年秋季带鱼的资源量为 ;617/

<13

9

G

&;'

"两者的评估结果基本吻合(

东海带鱼的年龄组成)渔获物和产卵群体的

肛 长 组 成 随 着 资 源 的 衰 退 而 迅 速 小 型

化
&2"6";"11 512'

"从 23 世纪 73063 年代的 3 =0 龄#8

个龄组$到 ;3 年代下降至 3 =9 龄#7 个龄组$"冬

2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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汛捕捞群体由 23 世纪 03 年代以前的隔年剩余群

体#117 龄$占优势变为 23 世纪 83 年代以后的当

年补充群体#317 龄$占绝对优势( 带鱼生殖个体

在一年内可排卵约 2 =/ 次"其生殖特性随着资源

的衰退而发生了显著的变化( 性成熟最小肛长在

1;6/01;69 年为 23313 =21313 99"到 23 世纪

;3 年代降至 19313 =17313 99%1 龄鱼产卵亲体

占产卵亲体总数的比例"已由 23 世纪 63 年代初

的 00E上升到 ;3 年代以后的 ;3E以上%绝对生

殖力#%$和相对生殖力#%DG和 %DF$则相对提高"

1;;/01;;9 年比 1;06 年分别提高了 1712E)

1713E和 111;E"可是卵径相对变小
&12'

(

&'!(小黄鱼

林新濯等
&93'

研究了小黄鱼种群"将中国近海

小黄鱼分为三个地理种群"即黄渤海种群)南黄海

种群和东海种群( 刘效舜
&91'

对小黄鱼群体及其

性腺进行了研究( 结果表明"黄渤海小黄鱼分为

莱州湾 5渤海湾)辽东湾)鸭绿江口和吕泗等四个

产卵群体(

徐兆礼等
&92'

根据 1;0101;82 年的小黄鱼捕

捞统计资料"从产量分布)鱼群移动与海洋环境变

化等方面"研究了中国近海小黄鱼的洄游分布及

其洄游路线( 结果显示"中国近海小黄鱼只有 2

个洄游性的地理种群"并有其各自的产卵场和越

冬场( 其中黄渤海地理种群的越冬场在黄海中

部"每年 6 月进入渤海各海湾)黄海北部沿岸和海

州湾产卵"每个产卵场有其产卵群体( 栖息在渤

海的小黄鱼 ;011 月在渤海中部索饵"11 月后绕

过成山头向越冬场洄游( 东黄海地理种群每年

12 月至次年 2 月在济州岛西南和东海中南部海

域越冬"/ 月向近海产卵洄游"/ 月下旬进入舟山

渔场"与东海中南部近海北上的产卵群体汇合"部

分就地产卵"部分北上"9 月进入吕泗渔场"706

月产卵后小黄鱼成鱼和稚幼鱼群体集中在舟山渔

场)长江口渔场和吕泗渔场"00; 月进入大沙渔

场索饵"13 月以后大部分游向外海越冬场"小部

分南下回到东海中南部近海越冬场(

在小黄鱼专题文献中除了探讨小黄鱼地理种

群及其产卵群体划分以外"还研究了小黄鱼的鳞

片和耳石年轮特征及其形成周期
&9/'

"辽东湾小黄

鱼群体生长
&99'

)生殖力和群体数量变动)群体资

源状况以及渔获量预报方法
&97 596'

"讨论了黄渤海

小黄鱼可能渔获量的预报方法
&90'

( 初步研究了

黄海南部和东海北部小黄鱼繁殖习性
&98'

"并研究

了小黄鱼幼鱼和成鱼摄食习性及其摄食条

件
&9; 573'

( 近年研究小黄鱼的文献还有!林龙山

等
&71'

综述东海区小黄鱼种群生物学特性%刘勇

等
&72'

分析了 233/ 年东海北部和黄海南部外海小

黄鱼产卵群体的分布特征及其与水文)盐度的关

系%丁锋元等
&7/'

阐述了东海区北部小黄鱼生殖群

体分布及其与水团的关系(

中国小黄鱼年产量在 1;70 年达 161/ <13

9

G"

此后在波动中趋于下降"到 1;8; 年仅为 110 <13

9

G( 由于吕泗渔场实行多年休渔"促使 1;;3 年起

小黄鱼资源开始回升"到 1;;7 年产量回升至

171/ <13

9

G"1;;7 年起的伏季休渔又促进了资源进

一步上升"年产量显著提高"到 2313 年达 9311 <

13

9

G"为历年最高记录(

根据 1;;0 年秋季水声学调查结果"东海小黄

鱼的资源量达 2118 <13

9

G

&;'

"利用 1;;00233/ 年

江苏省和浙江省捕捞小黄鱼的主要渔具帆式张网

的资料"用 *A=2?T?F和 (/S 模型评估"得出南黄海

至东海小黄鱼的最大持续渔获量为 1/106 <

13

9

G

&12'

(

23 世纪 73 年代吕泗渔场小黄鱼渔获物的年

龄由 1 =23 龄组成"平均年龄达 7110 龄"到 2333

年平均年龄降至 31; 龄
&12'

"渔获物以当龄鱼为

主"小型化的现象非常严重( 然而"同为 293 =

273 99个体的绝对生殖力"23 世纪 83 年代初期

却比 1;63 年提高 1916E

&;'

( 小黄鱼的生物学变

化和单位捕捞力量产量下降的情况表明"近年来

它的产量虽然达到历史高位"但资源总体状况还

是处于衰退状态之中(

&'*(大黄鱼

关于大黄鱼资源生物学的研究报道"在大黄

鱼资源相对稳定时期为最多( 中国水产科学研究

院南海水产研究所首先在 .广东水产调查/中报

道了珠江口以西和珠江口以东大黄鱼资源情

况
&79'

( 此后"诸多文献报道了东海区大黄鱼资源

生物学和生态学"内容包括中国近海大黄鱼地理

种群的划分
&77 563'

"种群形态特征和种群结构的地

理变异
&77"78"61'

"资源数量变动
&62 56;'

"耳石轮纹形

成周期及其年龄鉴定
&03 501'

"大黄鱼仔)稚)幼鱼和

成鱼食性及其摄食的季节变化
&02 50/'

"大黄鱼性成

熟和种群生殖力
&09 500'

"大黄鱼的早期发育
&08'

"大

黄鱼的生长与种内变异
&0; 589'

"大黄鱼的洄游路

/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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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
&87'

和增殖放流
&86'

等(

田明诚等
&77'

将中国近海大黄鱼地理种群分

为岱衢族)闽 5粤东族和硇州族"是依据各海区著

名的大黄鱼产卵场而命名的( 根据鱼类地理种群

及其产卵群体的概念"张其永等
&63'

认为应同时考

虑自然海域分布和海洋地理隔离来命名大黄鱼的

地理种群( 田明诚等
&77'

将官井洋大黄鱼产卵群

体隶属于闽 5粤东族"但张其永等
&63'

则认为官井

洋大黄鱼产卵群体应隶属于南黄海 5东海地理种

群( 通过综合分析后认为大黄鱼有三个地理种

群"第一个地理种群为南黄海 5东海地理种群"包

括 8 个产卵群体"其产卵群体数量最多%第二个地

理种群为台湾海峡 5粤东地理种群"存在 9 个产

卵群体"其产卵群体数量较少%第三个地理种群为

粤西地理种群"只有 2 个产卵群体"其产卵群体数

量最少( 这三个大黄鱼地理种群具有明显的生殖

地理变异"即第一个地理种群中"春季生殖的春宗

群体多于秋季生殖的秋宗群体%第二个地理种群

中的秋宗群体向南逐渐增加"而春宗群体则向南

逐渐减少%第三个地理种群则以秋宗群体为主"春

宗群体为辅( 每个地理种群中的各个产卵群体均

为同域分布"生殖隔离明显( 刘必谦等
&80'

应用

&('6进行了岱衢族大黄鱼种质分析"结果表明"

岱衢族可分为大黄鱼
!

型和
'

型"这种划分与岱

衢族大黄鱼有春宗和秋宗 2 个产卵群体之分的报

道
&01'

相吻合( 岱衢族大黄鱼
!

型生长速度比
'

型的要快"所以"培育大黄鱼人工养殖和增殖放流

的苗种"应当选用岱衢族大黄鱼
!

型作为亲本为

宜( 因此"&('6指纹图谱可作为鉴别岱衢族大

黄鱼春宗和秋宗的依 据 之 一( 本 文 作 者 于

1;6301;61 年在闽东渔场进行周年定点渔业资

源调查"查明大黄鱼 706 月和 13 月均有群体产

卵"产卵群体性成熟度多为
,

=

+

期"春季产卵群

体数量明显多于秋季"证实 23 世纪 73 =63 年代

是大黄鱼资源繁盛时代"其产卵群体确实有春宗

和秋宗的生态群体之分
&01'

( 大黄鱼的生命周期

长"系属于产卵群体第三类型"即剩余群体多于补

充群体"也就是生活史型中的 C选择型(

由于过度捕捞导致大黄鱼年龄组数减少"在

23 世纪 63 年代多达 29 =27 个年龄组"23 世纪 03

年代减少到 19 =17 个年龄组"至 83 年代初期"仅

有 13 个年龄组( 从生长速度分析表明"雌)雄鱼

/ =7 龄均为体质量生长最快时期"在大黄鱼渔获

物中 / =7 龄的比例明显上升"1;82 年占 8710E(

23 世纪 63 年代是以大黄鱼剩余群体为主捕对

象"但是到了 23 世纪 03 年代后期转以大黄鱼补

充群体为主捕对象"致使大黄鱼资源从衰退到枯

竭
&88'

( 赵盛龙等
&68'

分析了舟山渔场大黄鱼资源

枯竭原因"认为是捕捞强度过大)远超资源的再生

能力引起的( 大黄鱼资源变动经历了三个捕捞时

期!第一个时期在 1;7701;62 年"由于浙江温州

和福建闽东地区大量发展敲舟古作业"在大黄鱼产

卵场和索饵场大肆进行敲舟古作业"致使舟山渔场)

浙南渔场和闽东渔场大黄鱼产量急剧下降( 1;69

年国务院发布禁止敲舟古作业文件"大黄鱼资源有

所回升( 第二个时期在 1;6801;0/ 年间"不仅机

帆船作业大量发展"而且采用了鱼探仪"扩大了作

业渔场"使捕捞强度加大"又导致大黄鱼资源量明

显下降( 第三个时期是围捕越冬场大黄鱼"1;09

年初春"中国大批国营渔轮和 2333 多对群众渔业

机帆船"加上少数韩国渔船"集中在江外和舟外渔

场#*中央渔场+$围捕越冬场大黄鱼"并且拦捕进

入产卵场的大黄鱼鱼群"使 1;09 年中国大黄鱼产

量达到 1;10 <13

9

G"为历年最高记录"此后产量迅

速下降"到 23 世纪 83 年代后期仅不足 213 <13

9

G( 1;00 年起官井洋)猫头洋)大目洋等大黄鱼产

卵场形不成渔汛"23 世纪 83 年代中期起岱衢洋)

大戢洋和吕泗洋等产卵场也形不成渔汛
&12'

"导致

东海大黄鱼资源至今仍处于枯竭状态之中( 近年

来"在东海放流了大量的大黄鱼幼鱼"最近的资源

监测显示大黄鱼幼鱼的数量有增加的趋势"渔船

也偶尔能在东海北部近海捕到少量的大黄鱼"但

资源仍未见明显好转(

&';(绿鳍马面

绿鳍马面为外海性近底层鱼类"最高年产

量达 /613 <13

9

G

&8;'

( 绿鳍马面产沉性粘着卵"

产卵场海底具有贝砾类)砂质底或生长有海藻"钓

鱼岛北部海区具备这种条件"适合绿鳍马面产

卵( 绿鳍马面在一个生殖季节排卵 2 次以上"

属于分批排卵类型( 秦忆芹
&;3'

分析了东海外海

绿鳍马面的摄食习性"指出食物出现频率为浮

游动物占 6713E"底栖生物占 2;16E"游泳动物

占 111E"浮游植物占 317E"黄海和日本海绿鳍

马面与东海的食性相似"以浮游甲壳类为主"兼

食底栖软体动物和腔肠动物( 因此"绿鳍马面

是食性广泛的杂食性近底层鱼类( 钓鱼岛产卵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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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鳍马面雌鱼初次性成熟最小体长为 130 99%

黄渤海的初次性成熟最小体长为 173 99"表明其

初次性成熟最小体长随着产卵场位置纬度的北移

而增大(

中国于 1;0701;86 年在东)黄海至日本海西

南部标志放流 11 万多尾绿鳍马面"重捕了 233

余尾"为研究绿鳍马面的种群洄游分布和种群

划分提供了可靠的依据( 浦仲生等
&;1'

在 1;83 年

对东海绿鳍马面种群作了专题研究"采集 0 批

样品"进行了 11 项形态性状测定"通过回归方差

分析和聚类分析"结果认为东海绿鳍马面系属

于一个地理种群"种群内分为近海和外海群体(

林新濯等
&;2'

认为东海)黄海和日本海沿岸的绿鳍

马面为同一个地理种群"由于产卵期的不同"可

分为东海产卵群体和日本海产卵群体( 郑元甲

等
&8;'

研究结果表明"隐岐海峡群体为日本海地理

种群"东海)黄海和对马海峡群体为东海)黄海 5

韩国沿岸地理种群"在后者之中又分为四个群体!

(

东海南部群体"主要特征是体型较为狭长"其主

要产卵场在钓鱼岛北部海区"产卵期为 / 月底至

7 月上旬"越冬场在东海中北部外海%

)

黄海北部

群体"其体型较为短胖"产卵场在山东半岛南部的

乳山沿岸)北部的烟威沿岸和莱州湾等海区"产卵

期为 7 月下旬至 6 月"越冬场在济州岛以东至对

马岛海区%

1

东海外海群体"其体型与黄海北部较

为接近"产卵场范围与东海南部群体相似"但其产

卵期稍迟"为 907 月"越冬场与黄海北部群体基

本相同%

2

韩国沿岸群体"体型界于东海南部群体

和东海外海群体之间"产卵场在韩国南部周围海

区"产卵期为 906 月"越冬场也在济州岛以东海

区( 郑元甲
&;/'

认为绿鳍马面种群数量变动的

主要原因!

(

世代强弱的影响( 绿鳍马面生命

周期长"在资源刚开发的 23 世纪 03 年代中期"渔

获物以 / 和 2 龄为主"由于捕捞强度加大"03 年

代末期已转为以 2 龄鱼为主"到 83 年代中期"1

龄鱼却占了优势( 随着渔获物年龄组成的降低"

世代强弱对渔获物的影响更加明显"例如 1;8/0

1;86 连续出现四个强世代"1;8901;80 年连续四

年获得高产"其中 1;89 和 1;87 年的强盛世代是

1;86 和 1;80 年大丰收的雄厚资源基础(

)

捕捞

强度的影响( 东海绿鳍马面 1;09 年开发以后"

其渔场范围逐年从鱼山)温台扩大到闽东和台北

渔场"1;0; 年以后又扩大到对马渔场( 捕捞时间

从原来的 / 月份起逐步提前"前后达 7 个月之久(

捕捞强度加大"使绿鳍马面种群出现捕捞死亡

系数迅速增大"渔获物中高龄鱼比例下降"补充群

体数量显增"1;89 年以后剩余群体的比例显著减

少( 捕捞强度的加大"使绿鳍马面繁殖力提高)

生长速度加快"1;0;01;82 年东海南部产卵场绿

鳍马面性成熟系数逐年增大"表明繁殖力明显

提高( 詹秉义等
&;9'

研究了 1;89 年东海区绿鳍马

面年龄的逆算体长"大多比 1;08 年的逆算体长

大了 / =6 99"表明 1;89 年的生长速度比 1;08

年快( 在 1;0801;89 年间"随着绿鳍马面资源

量的减少"其繁殖力和生长速度明显提高"绿鳍马

面对于种群数量的稀疏具有较强的调节能力(

由于多年过度捕捞以及破坏产卵场生态环

境"尤其是在秋冬季大量捕捞当年生幼鱼)大批拖

网渔船在产卵场作业时损害了海藻#马面卵的

良好附着基$"到 23 世纪 ;3 年代初期"绿鳍马面

的资源已经严重衰退"至今仍然一蹶不振(

24主要海洋底层经济鱼类种群变动与生

活史型的演变

物种为了种群的延续和繁衍"通过自然选择

形成了适应其生存的生活史选择型"鱼类种群数

量变动与其生活史选择型关系密切( 在强大的捕

捞压力下"种群原有的生态学特征将产生一系列

的变化"如鱼类种群或群体生长速度提高)性成熟

加快)个体小型化)低龄化和早熟化等( 生活史选

择型可分为 %选择)中间偏 %选择)中间偏 S选择

和 S选择
&;7 5;6'

( %选择型需要提高其繁殖力"保

证后代的繁衍"其生态学策略!#1$个体小"#2$生

长迅速"#/$性成熟早"#9$生命短( 其种群固有

增长率较高)生长系数值较大和自然死亡率较高(

其种群营养物质多用于生殖活动"因此性腺成熟

指数也较高( S选择型由于种间竞争比较激烈"

需具备能抵抗环境压力的能力"其生态学策略!

#1$个体大"#2$生长缓慢"#/$性成熟迟"#9$生

命较长( 其种群固有增长率较低)生长系数值较

小和自然死亡率较低( 其种群营养物质多用于增

强体质"因此性腺成熟指数相对较低( %选择型

的鱼类资源特点是种群结构简单"世代交替快"更

新能力强"增殖能力高"但易受环境影响"资源稳

定性较差( S选择型鱼类"其种群结构复杂"更新

能力较弱"增殖能力也相对较低"资源稳定性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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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但是这类资源一旦过度捕捞就不易恢复( 中

国主要海洋经济鱼类的生活史型多数属于 %5选

择型或中间偏 %5选择型"属于 S5选择型的鱼种

较少( 研究鱼类种群动态及其生活史型的演变过

程"对合理利用海洋经济鱼类资源和保护物种多

样性"在理论和实践上都具有重要意义(

大黄鱼)小黄鱼和带鱼的渔获量变动系数波

动在 /3 =6; 之间( 1;09 年以前大黄鱼资源比较

稳定"以后产量逐年下降( 小黄鱼洄游分布在黄

渤海和东海"曾经是中)日)韩三国的主要捕捞对

象( 带鱼是从 23 世纪 73 年代后期迅速开发的海

洋渔业资源"之后"其渔获量居中国海洋渔业之

首"与大黄鱼和小黄鱼相比"带鱼资源尚属稳定"

其渔获量变动系数仅为 /3( 鱼类种群数量变动

的特点与其生活史选择型密切相关"大黄鱼的世

代成熟过程较长"寿命也较长"而自然死亡率较

低"属于 S5选择型%从个体大小与增长率来看"

小黄鱼偏向于 %5选择型
&;6'

( 带鱼性成熟迅速"

自然死亡率较高"寿命相对较短"因此带鱼更多地

具有 %5选择型的特点( 根据蒙纳斯蒂尔斯基

#1;77$对鱼类产卵群体类型的划分"大黄鱼应属

于剩余群体大于补充群体的类型"其种群结构复

杂"并分批次产卵( 依据大黄鱼的性成熟过程与

年龄组成"可以大致对其补充群体和剩余群体进

行估测"以岱衢族为例"其补充部分为 17E =

23E"剩余部分占 83E=87E

&61'

( 从辽东湾小黄

鱼产卵群体分析"2 龄鱼为补充群体"/ 龄鱼大部

分为补充群体"小部分为剩余群体"两者比例为

07C27%9 龄以上个体均为剩余群体
&6'

( 根据以上

比例推测"小黄鱼的补充群体波动在 73E左右

#但近年来要远大于此数值$"可见小黄鱼种群结

构比大黄鱼简单"其补充群体相对有所增加( 绿

鳍马面的寿命比大黄鱼和小黄鱼的寿命稍短"

种群结构相对也较简单"属中间偏 %选择型( 绿

鳍马面的产卵群体属于补充群体大于剩余群体

的类型( 带鱼种群结构更为简单"据 1;0801;81

年的资料"东海带鱼春)夏汛的产卵群体主要由两

个世代组成 #当年鱼和 1 龄鱼$"1 龄鱼波动在

;0E=;;E之间
&18'

( 依据带鱼性成熟的特征判

断"春)夏季的带鱼捕捞群体基本上是由补充群体

组成( 在以上分析的鱼种中"带鱼的寿命最短"种

群结构最简单( 产卵群体中的补充群体数量是随

着种群结构的简单化而增加的( 种群结构愈复

杂"其生活史选择愈接近于 S5选择型%反之"种

群结构愈简单"其生活史选择愈接近 %5选择型(

东海带鱼种群生长迅速"补充速度快"性成熟过程

比大黄鱼快 117 =9 2"对同世代出生的两种鱼类

进行比较"带鱼出生后第二年即可全部产卵"而大

黄鱼要到第三年才开始性成熟"到第六年才可以

全部性成熟(

/4展望

近年来"中国加强了各海区渔场渔业资源的

养护与管理"坚决贯彻实施全国海洋捕捞伏季休

渔制度"积极采取海洋经济鱼类增殖放流措施"使

得中国主要海洋经济鱼类 #如带鱼和小黄鱼$种

群数量明显回升"呈现出可持续发展的美好远景(

为了中国海洋底层鱼类资源的可持续利用"本文

提出了几点展望!

(

削减捕捞力量( 综上所述"中

国主要海洋底层鱼类的单位捕捞力量渔获量已经

显著下降"渔获物小型化和性成熟体长变小日趋

严重"相应的绝对和相对繁殖力明显提高"但卵径

在变小"表明它们的资源先后出现了衰退"有的甚

至已经衰竭( 究其原因主要是捕捞力量太大"远

远超过资源所能承载的能力( 所以"中国海洋渔

业资源管理的当务之急是大幅度削减捕捞力量(

应当研究制订符合中国国情的渔业政策"如改变

柴油等项补贴为赎买渔船%根据渔业历史情况)渔

区社会经济和渔业资源现状确定各渔区和全国海

洋捕捞渔船的限量%注入资金发展渔区经济"分流

渔业劳动力%禁止雇用非渔业人口人员出海捕鱼

等等( 使捕捞力量确确实实降下来"让有较多的

亲体能产过一次卵后再被捕捞(

)

加强鱼类生物

学研究( 加强中国主要海洋底层经济鱼类资源生

物学研究"即使资源衰退或衰竭的鱼种 #如大黄

鱼等$也应当继续研究"而不应当中断( 因为长

年不间断的生物学资料是渔业资源研究和管理不

可或缺的基础素材"一旦或缺"是无法弥补的(

1

采用多种方法开展鱼类种群等基础研究( 对中国

主要海洋底层经济鱼类地理种群的划分尚不明确

或者仍有异议的"应当采用传统的形态学方法和

分子生物学相结合的方法"从基因水平上研究鱼

类种群遗传结构和系统进化"探讨中国海洋渔业

生产中长期存在的*开发无序"利用无度+状况对

中国主要海洋经济鱼类遗传变异的影响( 采用新

的标志放流方法#如利用卫星讯号发送标志鱼的

6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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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和周年渔区渔获量分布法综合分析种群或

群体的资源数量变动"深入地评估资源量和最大

持续渔获量"根据多种类渔业管理模型"制定限额

捕捞力量方案(

2

完善伏季休渔制度"进一步提

高伏休效果( 中国海洋的伏季休渔期正处于主要

经济鱼类产卵期及其幼鱼的索饵生长期"对保护

渔业资源十分有利"要在实践中不断总结经验和

教训"不断完善伏季休渔制度"进一步提高伏季休

渔的成效"使一些衰退了的资源能够得以逐渐地

恢复(

3

逐步完善增殖放流工作"提高增殖放流

效果( 继续开展主要海洋经济鱼类增殖放流措

施"鼓励渔民积极回收和报告标志鱼的信息"加强

资源增殖放流效果的研究"评估苗种放流规格和

放流时间以及地点等因素对增殖效果的影响"研

究放流种类的洄游规律"不断提高增殖放流的效

果"促进渔业资源的修复(

4

迅速提高我国渔业

科研和管理的水平( 正如前面所述"渤)黄)东)南

海主要底层和近底层鱼类资源大多已经衰退或严

重衰退"少数种类已经枯竭"给渔业生产带来了巨

大的困难"而要实现其资源的可持续利用"则更是

长期的艰巨任务( 因此"加强渔业科研和管理的

投入是十分必要的( 在渔业科研方面"要坚持开

展渔业资源调查"持续进行渔业资源监测"及时准

确地了解和掌握渔业资源的变化动态"才能为渔

业管理提供可靠的科学依据( 在渔业管理方面"

既有国内渔业法规不够完善和维护好渔场作业秩

序等诸多问题"同时又有如何做好与邻国双边或

多边渔业关系等许多更为复杂的问题( 因此"加

强渔业国际交流和协作"学习渔业先进国家的经

验和技术"加强渔业科研和管理人才的培养和队

伍的建设"及时把现代先进的科学技术应用到渔

业中来"迅速提高我国渔业科研和管理水平"已成

为我国渔业面临的迫切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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