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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鳍 ( 尸a o PI,s
“ r g en t翻

: )生殖群体每年自 4 月下旬一6 月初生殖徊游进入长江 口沿岸的中盐度 (5 一

18) 水域繁殖
,

尤 以大敢山邻近的海域为最盛
。

6一8 月即出现大量的稚幼鱼
,

8 月下旬离去
。

在此期间
,

不论

生殖群或幼鱼群对盐度适应范围较大
,

幼鱼甚至于可在低盐水(0
.

5一 5) 中索饵生长(赵利华
、

曹正光 )
。

东海区银鳍 资源和生物学已有较详细报导 (农牧渔业部水产局和东海区渔政局
,

1 9 8 9 )
,

本文则以长江

口沿岸水域繁殖场银鳍生殖群和幼鱼群数量变动的监测
、

银鳍资源衰退与经济效益变化的关系
,

以及渔业

生产管理
、

发展趋势等间题进行研究
。

监测内容和方法

为了资料的可靠和科学性
,

所选择和指派的监测船力图做到了历年捕捞地点稳定
、

记录准确
,

从而可使

监测数据能有较高的可比性
。

监测内容和统计方法见表 1
.

监测方法分为生殖群体的捕捞总体监测和幼鳍

群体随机抽样监测
。

银绍生殖群和幼鱼群数量系指有效监测天数的统计值
,

通常监测期间的统计结果接近于生产实际值
。

表 1 的平均值用算术平均法
。

幼鳍抽样统计方法如下

日均单网渔获量 ~
总渔获量
总投 网数

收稿 日期
:
1 9 9 4 一 0 9一 0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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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鳍幼 鱼总重量 一 习〔(银鳍幼鱼重量 / 渔货抽样重量 ) x 日渔获量 ]

表 1 长江 口张网渔业银鳍群体监测内容和方法

T a ble 1 M o n ito r in g eo n te n ts an d m et ho d s o f P a ”切 u s a

rg
en te u s

po Pu la tio n in s to w n e t fis h e r y a t C ha n g jia n g R iv e r E stu a r y

监测月份 监 测 内 容 监 测 目 的 和 统 计

生殖群捕

捞总体监测

(4一 6 月 )

l
、

日投网数

2旧捕捞量
3旧捕银鳍量

l
、

有效监测天数和总投 网数

2
、

总捕捞量

3
、

银如日均单 网重量
4

、

渔汛期监测船的产值
、

成本
、

利润
.

以及渔场其 它渔船

的经济效益调查 (最高
、

最低
、

一般 )
。

幼鳍群体

监 测

( 6一8 月 )

l
、

日投 网数

2旧捕捞量
3 、

随机抽样

随机重量 一银绍幼鱼重量

(含尾数 ) + 其它重量

1
、

有效监测夭数和总投 网数

2 、

监测期间 (休渔期 )监测船总捕捞量

3
、

日均单网捕捞量

4
、

银绍幼 鱼日均单 网尾数和重量

。均单网银。幼鱼重量 一坦
髻爵替量

银鳍幼鱼总尾数一 名 [ (银鳍幼鱼尾数 /抽样重量 ) 丫 日渔获量〕

日均单网银鳍幼鱼尾数 =
银绍幼鱼尾数
总投网数

银’黝鱼群体平均个体重量 一

戮爵暑黔器豪

银鳍生殖群的监测位置分为长江 口 沿岸水域的北侧定置小锥网 (拓杆张网改进
,

亦称单梗网 )和南侧高

的仓稀张网
。

监测船位置见表 2
。

1 9 8 1一 1 9 9 4 年二艘主捕银鳍监测船的 14 年

经济效益资料分别由二个渔业队财务档案提供
。

表 l 长江 口定盆张网监测站位皿

T a ble 1 S ta tio n o f s to w n et m o n ito r in g

2 结 果
’

boa t eh a o gjia n g R iv e r E s tu a r y

监 侧 船 号 经 纬 度
2

.

1 银鳍生殖群体的数量变动

图 i 为长江 口 北侧 1 9 9 0一1 9 9 4 年的小锥网

监测船
,

以及南侧的 1 9 8 8一1 9 9 4 年高稀网船的

二个监测站的银绍生殖群体年 日均单网捕捞量的

历年变化曲线
。

显示了长江 口北侧的 日均单网捕

捞量 自 1 9 9 1 年以前 的 3
.

5 公斤 以上
,

于 1 9 9 2一
1 9 9 4 年 已不足 1

.

。公斤
。

长江 口南侧自 1 9 8 9 年前的

l一 1 9 16
称

深水网船
2一 15 0 7 #

小锥网船

3一 4 30 6 # 深水网船

4一 4 5 0 7
称

高稀网船

休渔期高密网船

渔 区

1 6 1 / 7

1 6 1 / 8

1 7 6 / 2

1 6 8 / 8

1 7 6 / l

1 2 2
0

0 2 , ; 3 1
0

3 2 ,

1 2 2
0

1 5
, ; 3 1。()8

,

1 2 2
0

1 2
‘ ; 3 0 6

5 2
,

1 2 2
0

0 5
‘ ; 3 1

0

0 8
,

1 2 2
. 0 8

, ; 3 1
0

0 0 ‘

1
.

。公斤以上
,

于 1 9 9。一 1 9 9 4 年已不足 。.5 公斤
。

2
.

2 银鳍幼鱼群体的数量变动

图 2 为长江 口南侧深水张网和高仓密网二艘监测船在 1 9 8 7一1 9 9 4 年 6 月下旬一8 月下旬保苗期的年

日均单网银鳍幼鱼数量变化曲线
,

由图可知
,

二艘监测船的历年变化趋势基本相似
,

而且同图 l 的生殖群体

数量变化趋势亦基本相似
.

其中深水张网监测船于 1 9 90 年起年 日均单网尾数由 1 9 8 9 年前保苗期的 2 0 00 一
5 0 0 0 尾减少到 1 9 9 0一1 9 9 一年的 1 0 0 0 尾以下

。

一9 9 2 年稍有增加
,

1 9 9 3
一

9 9 4 年达到 1 0 0 0一 2 0 0 0 尾
,

但远达

不到 1 9 8 9 的前水平
。

另一艘高仓密 网船亦 自 1 9 8 8 年前的 12 5 尾 以上
,

于 1 9 8 9一1 9 9 4 年已不足 125 尾
。

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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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八年连续监测
.

幼鱼数量和 生殖群数量 尚存在相 应的消 长趋势(图 1
、

2 )
.

深水张网
长江 口北小锥网

· -

一 \
\
、

、

、

1 9 8 9 1 9 9 1 19 9 3

长江 口 南高稀网
高密张网

卫\叹
劲岑

丫价\
1 9 8 7

图 l

1 9 8 9 1 9 9 1 1 9 9 3 1 9 8 7 1 9 8 9 19 9 1 19 9 3

长江 口张网监测船银绍生殖群

日均产量的年变化

Fig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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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长江 口南监测船 6一 8 月保苗期银蜡幼鱼

日均 网尾数年变化

F 1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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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长江 口休渔期银鳗幼鱼的保苗意义和价值

按渔政部门规定
,

长江口 南禁渔期为 6 月 20 日一 8 月 20 日
,

长江 口北为 7 月 l 日至 8 月底
。

从调查来

看
,

银绍幼鱼数量开始出现时期或结束期
,

虽每年随气温
、

水温和淡水径流量对河 口盐度的影响而稍有不

同
,

但基本上能取得保苗的效果
。

从表
.

1 可以看出银鳍幼鱼重量占渔获量的比例
,

虽只占渔获量的 2
.

32 一

11
.

5 3 %
,

然而在个体数量上在长江口南可达 42 88 一 1 1 7
.

4 万尾
,

长江 口北为 2
.

68 一 23
.

33 万尾
。

日均单网

为 1 7 8一5 6 2 尾和 4 0一1 1 0 尾
。

在禁渔期内除了保护银鳍幼鱼群体外
,

同时还兼保了棘头梅童鱼
、

长领娇 (刀跻 )
、

凤鱿等幼 鱼
。

表 4 为

长江口保苗期张网船主要经济种幼体体长体重和占渔获量比例
.

表 l 长江 口保苗期张网渔业银绍幼鱼数t 的监测

T a ble 1 M o n ito r in g o f q u a u tit y a n d Pr o Po r廿o n o f Pa . Pu s a

rg
e 月te u s

ju ve n ile s in sto w n e t fis h e ry a t C han g jiang R iv er E s tu a r y

监 测 船 长江 口北深水网船 长江 口 南高密网船

时 间

总重 量 (公斤 )

日均单 网重量 (克 )

总尾数 (万尾 〕

日均 单网尾数

群体平均个体重 (克 )

总重量占渔获t (% )

9 0
.

7
.

1 2

一 8
.

2 9

1 3 5 0
。

8

3 25 5
.

0

一 8
.

3

1 4 1
.

9 7

9 4 0
.

0

一 8
.

2 0

4 6 3
。

15

2 1 8
.

0

一 8 2 7

1 3 8 1 1

4 2 9 0

长 江

9 0
.

6
.

2 2

一 8
.

1 8

20 5 8
.

1

38 3 9
.

8

口 南 深 水 网 船

9 1
。

6
.

18

一8 23

20 4 7
.

7

28 8 0
.

0

23
.

3 3 2
.

6 8

5 6 2 1 7 8

5
.

7 9 5
.

2 3

1 1
.

5 3 2
.

8 6

8
.

50

习2
.

6
.

2 ()

一 8
.

2 7

4 1 艺3
.

5

4 0 7 4
.

6

1 1 7
.

4

: ;:

1 1 6 0

3
.

5 1

4
.

6 2

在禁渔期 内除了保护银鳍幼鱼群体外
,

同时还兼保了棘头梅童鱼
、

长领娇 (刀鱿)
、

凤跻等幼鱼
.

表 4 为

长江口保苗期张网船主要经济种幼体体长体重和占渔获量比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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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长江 口保苗期主要经济种幼鱼体长体 , 和渔获t 比例

T a b le 3 B od y Ie n g th a n d w e ig h t of ju
v e n iles o f th e m a in e o m m e r e ia l

s件e ie s a t Ch a n g jiang R iv e r E s tu a r y a n d th e ir Pr o p o rtio n s in th e e a te h

鱼 名 平均体长 (c m ) 平均体 ! (g ) 占渔获量 (% )

5.l5长领鱿 (刀鱿 )

凤 娇

棘头梅童鱼

银 绍

1 0
-

1 5
.

7
.

4
.

5
·

气
3

.

8

2
.

4 捕捞量与经济效益的关系

图 3 为长江口北 自 1 9 8 1一 1 9 9 4 年 4一6 月上旬(主捕银绍
、

兼捕小黄鱼
、

乌贼
、

三疵梭子蟹等)
、

7一 9 月

(以主捕海蟹的小锥网 )监测船的年捕捞量
,

经济效益三要素 (产值
、

成本
—

吨 鱼耗费
、

劳动生产率—
人

均分配 )的历年变化曲线
。

大致可分为三个不同的发展阶段
:
1 9 8 7 年以前的第一阶段

,

捕捞量和产值
、

成本

分配消长几乎同步
;

第二阶段 (1 9 87一1 9 9 1 年)实行了承包制
,

价格开放了
,

捕捞积极性提高了
,

捕捞量明显

上升
,

产值
、

吨鱼耗费也同步增长
,

三要素增长更为明显
;
而第三阶段的 1 9 9 2 年起

,

捕捞量明显下降
,

如 1 9 9 3

年仅达 40
.

4 吨 (其中海蚕占了 92
.

8%
,

为 37
.

5 吨
,

产值占 55 %
,

8 万元)
,

而吨鱼耗费增长为 1 9 2 9 元
,

故人

均分配仅有 1 11 6
.

7 元
.

特别是 1 9 9 2 年人均分配出现负的分配 (一 207
.

8 元 )
。

图 4 为长江 口南 自 1 9 8 1一

1 9 9 3 年 4一 6 月上旬以主捕银娟的高仓稀网监测船的年捕捞里
,

经济效益三要素的历年变化曲线
。

亦可分为

三个阶段
:

第一阶段
,

1 9 8 1一1 9 8 6 年
,

捕捞量同经济效益三要素
,

基本同步增长 ; 第二阶段 (1 9 8 7一1 9 8 8 年 )

捕捞量和三要素基本同步增长而吨鱼耗费增长更大
,

但在第三阶段 (1 9 8 9一1 9 9 3 年 )捕捞量却连年下滑
,

1 9 9 2 年和 1 9 9 3 年下降到 29
.

。吨和 25
.

6 吨
,

与三要素呈极显著负相关
。

在捕捞量下滑的情况下
,
1 9 9 4 年把

囊网稀 目更改为密网 目
,

捕捞量 匕升到 9 2
.

6 吨
。

其中杂鱼增加到 77 吨
.

海饭 1 3
.

5 吨
.

银鳍 1
.

0 5 吨
。

吨鱼耗费
19 2 9

吨鱼 耗费人均分配
(元 ) (元 )

吨鱼耗费 人均分配
, ‘元 }

‘
示

,

650550450350250150嘿舞袭
,

产
1 4 0 0 0

捕捞 t 产值
(吨 ) (元)

11 0 0 0
户毛霍

值

::

4 0矛4

I:

产值
6 50 0

5 50 0

80 0 0

、
、

若、梦
4 5 0 0

5 0 0 0
3 50 0

。

,
.护。节

捕捞t

才分配

八U00‘UO七dIA, .人

2 5 0 0

1 9 8 1

图 3

1 9 8 3 1 9 8 5 1 9 8 7 1 9 8 9 19 9 1 1 9 9 3

20 0 0

5 0 U 吨鱼耗 ,i’子
万汀

15 0 0

长江 口北监测船 (小淮网 )捕捞量

与经济效益年变化

Fig
.

3 A n n u a l v a r ia tio n o f the e a te h (b y flo a tin g

s t o w n e t w ith p ile ) fr o m m o n ito r in g b o a t in the

n o r th o f C h a n g ji
a n g R iv e r E e s t u a ry a n d e e o n o m ie

be n e fi ts

奈篡~ 篡月
5 。。

00R6

3 小结和讨论

图 4 长江 口南监测船 (高稀网 )捕捞量

和经济效益年变化

Fig
.

4 A n n u a l v a ria tio n o f th e e a t eh (b y flo a ti一飞g

st o w n e t w it h fr a m e d o p e n in g ) fr o m m o n it o r in g

bo a t in t he so u th o f C ha n g ji
a n g 珍沁

e r E s tu a r y a n d

e e o n o m ie b e n e fit s

从长江口 沿岸水域 1 9 8 7一 1 9 9 4 年的动态监测结

果
,

银鳍生殖群和 幼鱼群 已于 19 9 2 年一 工9 9 4 年 明显衰退
。

并有幼鱼数量减少要迟于亲鱼二年的迹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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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近二年监测
,

银绍幼鱼 出现期间 (6 一 8 月 )
,

长江 口的一艘深水张网监测船所捕获的幼鱼总数为 42
.

8一 1 1 7
.

4 万尾
,

日均单网为 800 一 1 160 尾
。

长江 口北深水张网监测船为 2
.

68 一23
.

33 万尾
,

日均单网 1 7 8一

5 6 2 尾
。

银鳍幼 鱼平均体重 3一 5
.

8 克
,

幼鱼总重量占渔获量 2
.

32 %一11
.

53 %
,

由此可见
,

长江 口实施银鳍保

苗禁渔期的渔政管理工作的重要意义
.

除了长江 口南银绍幼鱼 的 日均单网尾数高于 长江 口北以外
,

长江 口南离岸远的深水张网 (8 2。一 1 1 6 0

尾 )高于离岸近的高仓密网 (40 一1 10 尾 )
,

同时亦说明了银鳍幼 鱼可在长江口 口 门的低盐度水中(o一5) 生

存
。

为此
,

长江 口南 6一8 月可列为银鳍幼鱼重点或集中保护区
。

从主捕银鳍的二艘监测船的 14 年捕捞量和经济效益的变化关系来看
,

过度捕捞已造成银鳍资源生产

力过剩〔皮切尔和哈特
,

1 9 8 2 年中译本〕
,

单位捕捞努力量下降
。

生产力过剩是我国海洋渔业面临的一个严

重问题
。

在极端情况下
,

现代渔业生产的综合过剩生产力能把鱼类消灭到极限
。

在调节机制渔政管理的捕捞

业中这个问题仍较严重地发展着
.

世界渔业经验证明
,

仅仅限制捕捞船只还不能改善渔业的经济状态
。

船只

虽一时减少了
.

但通过新的渔业竞争手段
,

如增网
、

缩小网目
、

一船二用等
,

捕捞量仍不会减少
。

从经济上则

通过新资源开发
、

节油
、

鱼品加工等等新技术
、

新方法来提高经济效益
.

皮切尔和哈特【1 9 82 年中译本〕提出

最大经济效益作为目标的渔业管理
,

要比最大持续产量来得优越
。

因此实行经济捕捞
,

即用较少的人力
、

物

力和财力降低成本
.

提高较多的优质渔获物
,

取得最大效益是当前渔业生产发展之路
。

总之
,

应遵循经济捕

捞 目标的渔业管理
。

当前上海地区长江沿岸水域主捕银绍资源的渔业生产
,

渔民采用扩大捕捞对象
,

开发高

值的鳗苗生产
、

节油
、

缩小网 目(囊网 )等办法以获取利润
.

因此
,

在尚有利可图的情况下
,

过剩生产力的后果

必然表现出渔业管理的困难
。

渔业管理的生物学方面应仍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
.

除限制总捕捞量 (包括江苏
、

浙江省沿海 )
,

控制渔

船
、

渔具
、

渔法的捕捞努力量
,

渔具类型外
,

规定网 目大小
、

最初进入性成熟的补充群体等等仍有十分重要的

意义
。

银鳍属于生长较快
、

短期的分批产卵
、

中等生命周期
、

世代周转较为迅速的鱼种【中国水产科学院东海

水产研究所和上海市水产研究所
,
1”叼

.

但是由于生殖力不高(个体繁殖力为 5
.

25 一22
.

47 万粒
;
相对繁殖

力为 127 一5 43 粒 )
,

必须维持较多的亲鱼和幼鱼数量
。

银绍在繁殖期较多集中
,

渔民还不会在 5 月产卵盛期

中弃捕
。

上海市渔政部门在产卵期严格限制船只
,

6一 8 月施行保苗禁捕无疑对银鳍资源持续具有重要的意

义
。

银鳍是黄
、

东海的重要资源
,

特别是江
、

浙二 省的保护工作显得格外重要
。

本文 为农 业部东海区 渔政渔港监着 管理局监测项 目的 内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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