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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

据 19 98 年 5
、

8
、

H 月和 199 9 年 2 月 4 个月在 2 60 ~ 3 o3 N
,

12 o7 E 以西
,

水 深 20
一 120 m 的东海中北部大陆架

海域
,

使用拓杆拖虾网进行虾蟹类资源调查所获资料
,

应用资源密度法首次估算了调查海域主要 经济蟹类和 总

体的现存资源量 和 M S Y
,

结果是
:

东海调查海域蟹类 总资源量约为 18
.

2 x l了 t ,

M S Y 约为 21
.

9 x l了 t 。

估算出的

蟹类现存资源量 比当年渔获量略高
,

表明该海域蟹类资
.

源总体利用 不足
,

尚有一定潜力
。

文中还 讨论了不 同蟹

类种类资源的不同利用程度
,

具体是三优梭子蟹资源 已达过度利用
,

而细点 圆趾蟹
、

锈斑好
、

日本蚂
、

武 士蚌
、

光

掌蚜等蟹类资源则还 利用不足
,

其中细点 圆趾蟹是群体数量最大
,

最具有开发潜 力的一种蟹类资源
,

M s Y 约 为

10
.

l x l了 t ,

最高资源密度达 3 3 7 5
.

0 k g’ mk
一 2

,

为合理开发利用蟹类资源提供了基础 资料
。

关键 词
:
蟹类 ; 资源量 ;评估 ; 大陆架 ;东海

中图分类号
:

59 32
.

5
十

2 文献标识码
: A

A s s e s s m e n t o f ht e c r a b s t o e k b i o m a s s in ht e

e o n ti n e n at l s h e l f w a t e r s o f t h e E a s t C 址 n a S e a

Y U e u n 一

g en
l ,

s o N o H 由
一

t an g Z ,

Y A o G u na g
一 z h na Z

( 1
.

Fsi he r

csi Co lel 召℃
,

Zh eli
o

ng 口c e a n

Un 动 e rs iyt
,

Z 产王。 。 ha
n 3 1 6《X片 ,

C hi na ;

2
.

几农乙r i、 F si h e

嘟 R es e a cr h nIs t ` t u et of Z丙可i。鳍 尸八玲 i、 e ,

Z 丙。 。 h a n 3 1 6 1X()
,

Ch ina

A b s t ar e t : B a s e d o n t h e d aat ofr m th e s h ri l l l P na d c r a b s u vr e y c

nar
e d o u t i n M ya

,

An g u s t
,

N o v e m b e r 19 9 8 na d

Fe b ur 娜 199 9
,

w i ht b e

ma
s h ri m p t r a w l n e t a : th e w eat

r

ear
a s loc at e d w e s

t’ o f 12 7
o

E
,

26
0 一 33

o

N
,

na d at ht e

d e P th be tw e e n 2 0 na d 120 m in ht e m i dd le na ( 1 n o

hrt
e nr E a s t C hi n a S e a e o n t in e n t al s h e lf

,
t h e e对 s ti n g c r a b s toc k

in t h e s u vr e y e d Ea
s t C h in a S e a e o n t in e n

atl aer
a s na d M S Y w e er a s s e s s e d b y u s in g s ot e k d e n s i yt m e t h o d of r ht e

fi sr t t im e
.

Th
e er s u l t s s h o w e d ht at ht e c u

err
n t c r a b s t o e k 15 e a

.

18
.

2 x l护 t na d M S Y is c a
.

Z I
.

g x 10 4 t
.

Th
e

n u m b e r w e er a l itt le b i t h ig h e r ht na ht e lna d in g s ht at y e ar
,

w h i c h d e m o n s t r a t e d th at t h e e ar b er s o u cr e s w e er n o t

uf l ly e x P lo iet d na d w as w o rt h y to be uf rt he r e 凡P lo iet d
.

Th
e d e n s i yt er ac h e d i t s e er s t in

M
a y a n d t h e s

ec
o n d pe ka

pa P e

aer d in A u g u s t na d d e e er as e d to it s v al le y in Fe b ut a yr
.

Ge
o g ar P hi e al ly

,
th e hi gh e s t d e n s it y pa pe aer d a t w a te r

Ia y e sr be t w e e n 2 0 一 4 0 m
.

Ho we
v e r , e ve n in ht e s

ma
e la y e r at d i eff er n t

aer
a s the er w a s a b ig d i sc er P na e y

.

Th
a t

m i g h t h a ve b ee
n e a u s e d b y th e s hi ft in ht e ba d n d na e e o f d o n l l n na t s pe e i e s in d i fl贻er n t a r e a s a t dieff ner

t s e as o n s

nI a dd i t io n ,
the e u

能
n t s

oct k na d M S Y o f het m al n e e o n o m i e
Ps ec ie s w eer na al y ez d

,

na d er s u l ts s h o w e d ht at ht e

s

衅 i e s,

wh ie h h幻 a s to c k o f o ve : 一 x 104 t
,

w eer o耐卿
尹u

侧
a , us

,

Ch
a

砂d is bima
e u la t a na d Po 戊 u n us

t厅t u be cr u al rus ; o v e r 0
.

5 x 104 r w as C
.

脚
o n , e a ; o v e r 0

.

3 x 104 t we er C
.

瓦, sr a

nde
sr o n i

,

C
.

ef ri a tus na d C
.

收稿 日期 : 2喊X }3
一

07
一

14

资助项 目 : 国家海洋勘测专项 一 东海区虾蟹类资源调查

作者简介 : 俞存根 (I 9创 〕一 )
,

男
,

浙江永康人
,

高级工程师
,

主要从事海洋 渔业资源研究
。 E

一

m ail
:

cg yu @ zj uo
.

ne t
.

cn



水 产 学 报 28卷

a l h e s
.

A s

fa r
a st h e e xP lof ta t io n 15 eo n e em ed

,

OP 材 u n us tri t u be er u la t us w as o v e币 s he d
,

wh i le o 砂a lPl e s P u
nc ta t璐

,

C
.

ef ri a t。
,

C
.

7口尸。 n ci a ,

C
.

m iesl
,

C
.

ri * sr a nd e sr o n i e o u ld b e uf rt h e r fi s h e d ;
ma

o n g w hi e h 口. a l明 e ￡ P u

nct
a t。

w as o f g er a t p叩 u la t io n na d o f het g er eat
s t e x p lo i ti n g p o te n ti al i ty

,

w i ht i ts M s Y b e in g 10
.

1 x l o 4 t
.

lt m滋 n l y

i hn ba iet d ht e Y na g tz e 几 v e r e s ut a yr fi s hi n g ear
a ,

th e w at e r lya e r o f 20 一 4 0 m o f D a s h a fi s h in g aer
a ,

Zh
o u

wai
fi s hi n g aer

a ,

na d ht e 8 0 一 120 m w aet sr o f ht e o u t s i d e o f M i n g do n g fi s h i n g aer
a

.

Th
e hi g h e s t de n s i ty wo

u ld b e

3 32 5
.

o kg
·

恤
一 2 ,

w hi e h p or v id e d d aat of r

het p or 鲜
e x p lo it at io n o f e r ba er os u cr e

.

K e y wo
r ds : c ar b ; s t oc k b i o m a s s : a s s e s sm e n t ; e o n ti n e n at l s h e lf ; th e

Ea
s t C h i n a S e a

东海大陆架海域分布着众 多的蟹类种类
,

其

中具有商业价值的约有 8 一 9 种
,

如三疵梭子蟹

( Po 厅 u n o t rit
u b e er u l a rus )

、

红 星 梭 子 蟹 ( 尸
.

s a 刀 g
l j ino el n tus )

、

细 点 圆趾 蟹 ( 口似 lPi e s 尸u

~
` us )

、

锈斑蛤 ( Ch
a

砂dsi ef 。
。us )

、

武士蚝 ( C
.

m eil s )
、

日

本蚝 ( c
.

脚
o n ie a )

、

光掌蚜 ( e
.

~
sr a

诚
sr o n i )等

。

它们都是经济价值较高
、

群体数量较大的可利用

的重要渔业对象
。

上世纪 80 年代 以后
,

由于捕捞过度
,

东海主

要经济鱼类资源衰退
,

促使作业结构的调整
,

恢复

了梭子蟹流 网
,

发展 了析杆拖虾
,

特别是进人 90

年代以后
,

随着蟹笼作业的兴起
,

东海蟹类资源开

发利用不断得 以重视并加 大开发力度
,

蟹类产量

逐年上升
,

渔业主管部 门也十分关注该海域蟹类

资源潜力和合理利用问题
。

但是
,

有关该海域 的

蟹类资源量评估
,

至今尚处于空 白
。

本文 以 19 98

年 5 月 一 19 99 年 2 月在东海大陆架海域开展虾蟹

类资源调查所获资料为基础
,

对该海域的蟹类
`

现

存资源量进行估算
,

为渔业决策和蟹类限额捕捞

提供参考依据
。

复杂
,

析杆拖虾网不适用
,

采用网板单拖网调查
。

每站计划拖曳 l h
,

拖速 Z kn
。

为了使调查数据具有可比性
,

在 199 8 年 5 月

和 1 99 9 年 2 月先后 2 次在同一海区开展 10 个站

位的析杆拖虾网和网板单拖网捕捞效果对 比试验

调查
,

然后将网板单拖 网的调查数据换算为朽杆

拖虾网的数据
。

对于实际拖曳时间不足 hl 或超

过 hl 的
,

则一律订正为每小时渔获量
。

1
.

3 估算方法

由于过去对该海域 的蟹类资源状况
、

种类组

成及分布范围等了解甚少
,

根据本次开展大面定

点调查所获资料
,

选用资源密度法计算
,

其计算公

式和步骤如下
:

N = 二 D
, ·

A
: ,

i = l
,

2
,

3… …

式中
: N 为东海大陆架海域蟹类现存资源量 ( t )

,

D
`

为 i 区的资源密度 (t
·

mk
一 2 )

,

A 、 为 i 区 的面积

( km Z )
,

其中
:

D = 下二 - - -, 二 ` - -

一
.

以 一 五 )
.

a `
i = 1

,

2
,

.3 二
`

”

材料与方法

1
.

1 评估海域范围

评估 海 域 位 处 于 2 6
0 一 3 3

“
N

,

1 2 7
“

E 以

西
,

水深 为 2 0 ~ 1 2 0 m 的东海 中北 部 大 陆架
,

总 面积为 3 10 s z o
.

9 7 km Z 。

1
.

2 调查方法与资料处理

199 8 年 5 月
、

8 月
、

1 1 月和 199 9 年 2 月 4 个

月由江苏省海洋水产研究所
、

东海水产研究所
、

浙

江省海洋水产研究所
、

福建省水产研究所租用 3

艘群众生产渔船
,

开展同步调查
。

调查站位采用

格状均匀定点
,

经 纬度 每隔 30
`

设 1 站
,

共设 n s

个站位
。

调查网具 : 在 2 5
0 一 s 3

o

N
,

122
0 一 12 7

O

E 海

域使用析杆拖虾网
,

析杆长度为 2 8 m
,

囊网 8 只 ;

在 2 6
0 一 2 8

o

N
,

12 0
0 一 12 5

0

3 0
`

E 海域 由于海底地形

式中
: d、 为 i 区 的资源密度指数 ( t

·

h
一 ’ )

, a ` 为调

查船在 i 区每小时扫海面积 ( mk
“ )

,

E 为逃逸率
,

本文取 E 二 0
.

7 50

2 结果

2
.

1 资源密度

根据四个季度月的调查资料估算结果
:

东海

大陆架海域蟹类资源密度以 5 月份为最高
,

平均

每平方公里为 3 64
.

63 k g
,

其次是 8 月份
,

平均每平

方公里为 3 50
.

97 kg
,

资源密度最低的是 2 月份
,

平

均每平方公里为 1 76
.

14 k go

由于不同海域
、

不 同月份出现 的蟹类优势种

类更替等
,

各海区 的资源密度分布在时间上呈现

较大的差异 (图 1 )
。

若将东海调查海域的蟹类资

源密度按北部 ( 3 1
0 一 33

o

N
,

12 2
0 一 I 2 7

o

E )
、

中部 ( 2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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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3 1
0

N
,

122
0 一 12 o7 E )

、

南部 ( 2 60 一 邓
。

N
,

120
0 一 125

0

30
`
E )进行统计分析

,

结果是
:

北部海域 以 5 月份的

资源密度 为最高
,

平均每平方公里为 台望〕
.

30 kg
,

其

次是 2 月份
,

平均每平方公里为 3组6
.

的kg
,

最低的

是 8 月份
,

平均每平方公里为 1肠
.

10 kg
。

中部海域则以 8 月份的资源密度 为最高
,

平

均每平方公里为 3铭
.

2 4 kg
,

其次是 5 月份
,

平均每

平方公里为 180
.

89 kg
,

最低的是 2 月份
,

平均每平

方公里为 sl
.

98 kg
。

南部海域也以 8 月份的资源密度为最高
,

平

均每平方公里为 593
.

17 kg
,

其次是 5 月份
,

平均每

平方公里为 2 60
.

57 kg
,

最低的是 n 月份
,

平均每

平方公里为 8 5
.

8 2 k g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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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东海大陆架海域蟹类资源密度分布

Fi g
.

1 现
n si yt d is tri b u ti o n o f e

ar b er s o u cr e s

in t h e e o n ti n e n at l s h e lf w a et r s
Of ht e E a s t C h in a S e a

若将东海调查海域的蟹类资源密度按水深进

行统计分析
,

结果是
: 5 月份

,

以 内侧 20
一 40 m 水

深海 域 资 源 密度 为 最 高
,

平 均 每 平 方 公 里 为

165 9
.

科 kg
,

其次是 动m 水深 以深海域
、

平均每平

方公里为 2 51
.

44 kg
,

第三是 60
一

80 m 水深海域
,

平均每平方公里为 199
.

20 纯
,

最低 的是 40
一

60 m

水深海域
,

平均每平方公里为 86
.

24 kg
。

8 月份
,

以外侧 80 m 水 深以深海域 的资源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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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为最高
,

平均每平 方公里为 5 20
.

64 kg
,

其次是

60
一

80 m 水深海域
,

平均每平方公里为 2 92
.

08 kg
,

第三是 20
一

40 m 水 深海域
,

平均每 平方公 里为

23 9
.

68 k g
,

最低的是 40
一

60 m 水深海域
,

平均每平

方公里为 160
.

56 k go

n 月份
,

又 以内侧 2 0 一 4 0 m 水深海域的资源

密度为最高
,

平均每平方公里为 5 51
.

92 kg
,

然后
,

随着水深加深
,

资源密度逐渐下降
,

40
一 6 0 m

、

60
-

80 m 以及 8 0 m 水深以 深海域的平均每平方公里

资源量为 2 5 0
.

72 k g
、

10 9
.

2o k g
、

6 0
·

64 k g
o

2 月份
,

以 40
一

60 m 水 深海域 的资源密度为

最高
,

平均每平方公里为 3 21
.

20 kg
,

其次是 20
-

4o m 水深海域
,

平均 每平方公 里为 1 92
.

64 k g
,

而

60 一 8 0 m 与 80 m 水深以深海域资源密度相差不

大
,

分别为 8 0
.

6 4 k g 和 83
.

76 k g
。

总的来说
,

东海大陆架海域蟹类资源密度 以

2 0 ~ 4 0m 水深海域为最高
,

而其他水深区平均资

源密度仅为其的 25
.

8 % 一
34

.

7 %
。

但是同一水深在不同海域
,

其资源密度也存

在很大的差异
。

如在北部海域是 以 20
一

40 m 水

深海域资源密度最高
,

因为在北部海域
,

群体数量

最大的细点圆趾蟹和三疵梭子蟹都集结分布在

2 0 一 4 0 , 水深海域
; 而在南部海域则是 s o m 水深

以深海域的资源密度为最高
,

因为在南部海域
,

细

点圆趾蟹主要集结在 80
一 120 m 水深海域

。

2
.

2 现存资源 t

根据以上公式计算得 出
:

东海大陆架海域蟹

类现存资源量约为 18
.

2 x l护 t
,

各月蟹类现存资

源量如表 1所示
。

表 1 东海大陆架海域各月蟹类现存资源 l

T a b
.

1 T h e

ma
o u n t of th e e邝b er s o

ucr es in s toc k li v in g ni t h e e o n t li l e n at l s
撅If w a t e比 Of

t h e E冶 s t C h ni a
Se a ni v a r l o u ` r口。 n ths

时 间 扫海面积 ( km Z )
a r e a s w e P t b y 如P

渔获量 (瑰 )
c aP tu r e

资源密度 ( kg
·

mk
一 2

)
er os ucr

e de n s i ty

海区 面积 ( k n 12

)
s e a 肚 e a

资源量 ( )t

qu na
r iyt o f er os ucr

e

639722141创火〕一 0 5

1塑 ) 8 一朋

1 (洲〕8 一 11

1性粥涎) 一 02

平均 a v er a g e

合计 ot atl

1 1
.

9 83

1 1
.

7 70

1 3
.

2 1 8

12
,

82 0

1 (刃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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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48

103 2
.

7 38

62 5
.

2 8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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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1 5

3M

3团

1的

l 了6

2肠
.

30

3 108 1 0
.

9 7

3 1 (犯 10
.

9 7

3 1〔阳 1 0
.

9 7

3 10 8 10
.

9 7

3 10 8 10
.

9 7

3 108 10
.

9 7

1 13 3 3 1
.

9

1 (卫共珍 3
.

3

别引〕1 2
.

0

5 47 45
.

0

8 2 7 7 0
.

1

1 8 2 1 85
.

0

主要经济蟹类 的现存资源量如表 2 所示
,

从

表中可 以看出
,

东海大陆架海域蟹类资源量在万

吨级以上的有细点圆趾蟹
、

双斑好和三庆梭子蟹
,

5侧卫〕吨级以上的有 日本好
,

3仪x〕吨级 以上的有光

掌好
、

锈斑好和武士好等
。

表 2 东海大陆架海域主要经济蟹类的现存资源里

T a b
。

2 T h e .
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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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期 俞存根等
:

东海 大陆架海域蟹类资源量的评估

必须说明的是
,

由于本次调查海域相对偏外
,

加上只调查 4 个月
,

因此
,

有些分布偏内侧的蟹类

不在调查范围内或调查时间与其资源量高峰期相

错开
,

如三疵梭子蟹秋季旺汛 中心渔场主要分布

在 12 3
“

E 以 西的佘山
、

花鸟
、

峰山等海域
,

日本蚜

在长江口 以南主要分布在沿岸浅海岛礁周围等
,

还有细点圆趾蟹
、

锈斑蚜
、

武士蚜
、

长手隆背蟹等

在调查海域外的内侧均有不少数量分布
,

故而评

估出的一些蟹类资源量要比实际资源量偏低
。

2
.

3 M S Y

M S Y 是指某一种海洋渔业资源在开发利用

过程 中
,

使种群资源状况处于最佳资源状态时
,

能

产生的最大持续渔获量
。

由于东海海域的蟹类资

源多为热带
、

亚热带区 系的暖水性种类
,

这些种类

具有生长速度快
、

性成熟早
、

繁殖力强
、

寿命短
、

资

源恢复能力强 的特点
。

同时
,

渔业统计产量是 以

周年为单位进行 统计 的
,

而不是以蟹类的生命周

期为单位进行统计
,

在估算 M S Y 时也是以一个周

年为计算单位
。

根据对东海大陆架海域蟹类生物

学特性的研究
,

一年 中海域蟹类资源具有二个世

代
,

一个是去年存活下来的世代
,

主要在春
、

夏
、

秋

季产卵繁殖
,

产卵后大部分死亡
,

从理论上讲
,

应

该把这一资源统统捕上来
,

但实际上因各种原 因

又是不可能的
,

另一世代是 当年生 的世代
,

春
、

夏

季产出的卵子孵化成幼蟹后
,

经半年左右时间的

生长
,

即可达到与亲体相近的体长规格
,

加人捕捞

群体
,

根据上述情况
,

东海蟹类资源与其他寿命长

的渔业资源相比
,

能经受较高的捕捞强度
,

而与虾

类资源相当
。

根据过去国内多数学者对各海区虾

类资源 的可捕率取值大 1 小 3[, 钊
,

①
,

结合 东海蟹

类 资源 的利用 现状
,

本文 取可 捕 率 为 1
.

2
,

即

M S Y = 1
.

Z N
。

据 此 计 算 得 出东 海 大 陆 架 海

域三 疵梭 子 蟹
、

细 点 圆趾 蟹
、

锈斑蛆
、

武士蚌
、

日本好
、

光掌蛤
、

红星梭子蟹
、

双斑好及其他蟹类

的 M S Y 分 别 为 l 7 2 9()
.

7 t
、

100 9 10
.

s t
、

40 9 3
.

3 t
、

3 9 4 3
.

4 t
、

102 3 3
.

Z t
、

44 50
.

7 t
、

2 8 2 3
.

o t
、

3 743 8
.

4 t
、

3 7 4 3 8
.

4 t
,

合计约为 2 1
.

9 x 104 t
。

3 讨论

过去
,

多数学者采用资源密度法估算资源量

时
,

多按年间或调查期间所获的总平均网产估算
,

由此计算得出的结果为 8
.

2 x l护 t
。

但是
,

本文认

为表示某海域某一种类的资源量应是瞬时的
,

若

按各月平均网产估算会与实际不符
,

如细点 圆趾

蟹的现存资源量
,

若按 4 个调查季度月总平均网

产估算约为 3
.

6 x l护 t
,

而实际上 5 月份
,

其现存

资源量就有 8
.

4 x 10 4 t
,

显然用总平均网产估算的

结果与实际蕴藏资源量之间存在较大误差
。

因此

作者在估算蟹类现存资源量 的大小时
,

既考虑调

查评估海域蟹类在不 同季 节出现的优势种类不

同
,

又考虑资源量的瞬时性
,

采取先算 出各月份
、

各种类的资源量
,

以 出现数量最 多的月份的资源

量来代表某一蟹类现存资源量
,

然后按 4 个调查

季度月里各种蟹类最高月份的资源量累加得出评

估海域蟹类总现存资源量
。

E 的取值问题
: 在调查网具拖曳过程中

,

由于

各种原因不可能把 调查海域全部蟹类个体都捕

获
,

而仅仅是一部分被捕进网
,

所以在估算资源量

时必须考虑未捕入网中而从网口周围及网目中逃

逸的蟹类 数量与拖曳调查海域蟹类总数量 的比

值
,

即逃逸率
。

它的大小与渔业资源种类
、

调查网

具的类 型
、

性能
、

网目以及海底地质等密切有关
,

因此
,

不同海区或不同的种类资源
、

不同网具的资

源调查中
,

对 E 的取值各不相同
。

其 中
,

在底鱼

资源 评估 中
,

国 内外学 者取 E 在 0
.

4 一 0
.

5 之

间②
,

③
,

而在虾类资源评估 中
,

E 的取值较高
,

如

在福建海域取 0
.

73 圈
,

在南海北部近海取 0
.

7①
,

作者在浙江近海取 0
.

61 一 0
.

65 [ 4〕。 根据析杆拖虾

网结构
、

渔法特点及蟹类分布水层和生活习性 (如

蟹类分布水层较虾类高
,

游泳能力较虾类强
,

人网

的蟹类有
“

反爬
”

现象等 )
,

本文取蟹类逃逸率为

0
.

75 计算
。

估算 出的蟹类现存资源量约为 18
.

2

x l护t
,

比当年渔获量略高
,

表明该海域蟹类资源

尚有一定潜力
,

或者说资源总体利用不足
,

这与该

海域蟹类资源实际利用程度基本符合
,

因此
,

可以

认为 E 取 0
.

75 是可行 的
。

①钟振如
,

江纪场
,

阂信爱
,

等
.

南海北部近海虾类资源调查报告
,

中国水产科学研究 院南海水产研究所研究报告
,

l如 2 37
.

②青山恒雄
.

南海底层鱼类资源及其渔业
,

农林部水产局译
,

19 73
.

③沈金敖
.

东海大陆架外缘和大陆坡深海 渔场底鱼资源评估
,

东海大陆架外缘和大陆坡深海渔场综合调查研究报告
, 1984

,

9 5 一 10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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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本次调查资料和上述公式评估结果
,

东海大

陆架海域蟹类资源量约为 18
.

2 x 10 气
,

M S Y 约为

ZI
.

g x l护 (t 若加上在调查海域外的内侧分布的蟹

类数量
,

蟹类实际资源量将更高 )
,

而 199 8 年东海

蟹类渔获量约为 17
.

3 x l护(t 若 减去福建在 台湾

海峡等海域的蟹类渔获量
,

实际渔获量将更低 )
,

渔获量尚未达到估算的 M S Y
,

表明该海域的蟹类

资源尚未达到充分利用
,

具有一定的开发潜力
。

但是
,

不同蟹类种类资源利用程度不同
,

具体

是三疵梭子蟹资源已达过度利用
,

如 199 8 年
,

仅

浙江省三疵梭子蟹渔获量约有 7
.

2 x l少 t
,

就已大

大超过 1
.

7 x l护 t 的 M S Y
,

虽说 三疵梭子蟹秋季

旺汛中心渔场主要分布在 12 3o E 以西 的佘山
、

花

鸟
、

峰山等调查范围以外的海域
,

实际资源量会 比

评估出的资源量高些
。

可 实际上 自从上世纪 80

年代以来
,

由于近海主要经济鱼类资源的不断衰

退
,

转产转业开发利用高经济价值的三疵梭子蟹

等资源成为必然趋势
,

因此恢复了梭子蟹流网
、

发

展了蟹笼 等作 业
,

并 且捕 捞 强 度盲 目增 长
,

到

1999 年
,

仅浙江省就有投产蟹笼具 160
x l护 只

,

流网 12 00 多万张
,

另外
,

还有大量韩 国蟹笼作业

船进入东海北部近海生产
,

使本 已超负荷捕捞的

三疵梭子蟹资源增加 了更大的压力
,

每年秋
、

冬

季
,

东海北部的长江 口附近梭子蟹渔场渔船拥挤

不堪
,

层层拦截
,

处处诱捕
。

同时
,

还被近万艘拖

虾船
,

几千艘底拖网
、

帆张网船所兼捕
,

强大的捕

捞力量给三庆梭子蟹资源带来 了过度的损害
,

鱼

山
、

温台
、

闽东渔场 20
一

60 m 水深海域 曾经是 10

月至翌年 5 月梭子蟹的重要生产渔场
,

旺汛为 12

月 一 翌 年 l 月
,

主要 为流刺 网
、

底拖网
、

大 围增等

作业所渔获
,

年产量几万吨
,

但是
,

由于过度捕捞
,

从 80 年代后期起
,

梭子蟹资源遭到破坏
,

现在已

经形不成渔场和渔汛
。

可以说该蟹类资源 已达充

分利用或过度利用
。

而细点圆趾蟹
、

锈斑蚜
、

日本好
、

武士蛤
、

光掌

蚜等蟹类资源则还利用不足
,

根据以上评估结果
,

这些蟹类资源 的 M S Y 约有 12
.

6 x l少t
,

其 中
: 特

别是细点圆趾蟹
,

群体数量较大
,

M S Y 约为 10
.

1

x 1O4 t
,

加上调查海区 以外的资源数量
,

可捕量更

高
。

是东海区资源蕴藏量最大
,

最具有开发潜力

的一种蟹类资源
,

而且其资源密度大
,

网产量高
,

最高资源密度达 33 7 5
.

o kg
·

mk
一 “ ,

为开发利用提

供了优越 的基 础条件
。

细点 圆趾蟹 渔场分 布广

阔
,

以长江 口
、

大沙渔场 2 0 一 40 m 水深海域资源

密度最高
,

群体数量最大 ; 其次是在闽东渔场外侧

8 0 一
12 0 m 水深海域及舟外渔场

。

目前
,

除了对长

江 口
、

大沙渔场的细点圆趾蟹资源利用较多以外
,

对闽东
、

舟外渔场的细点圆趾蟹资源还利用不多
,

可 以组织渔船投人生产
,

充分开发利用蟹类资源
,

提高蟹类产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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