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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河 口及莱州湾海域曼氏无针乌贼的

群体组成和徊游分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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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氏无针乌贼 (脚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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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一年生的中型乌贼
.

俗名叫墨鱼
,

生长快
,

肉

质鲜美
,

是受市场欢迎的海味食品
。

在我国沿海本种乌贼是资源丰厚
,

产量最高的一种经济头足类
。

它

每年产量可达几万吨
,

其中以东海产量为最高
,

是东海群众渔业的主要捕捞对象之一
。

本种在黄河口及

莱州湾一带海域也有繁殖群体徊游
,

是我国北方海区重要的水产资源
。

每年 5
、

6 月间
,

当水温上升到

1 6
O

C时
,

无针乌贼的群体从黄海越冬场
,

游抵黄河口及渤海其他海湾
,

进行产卵繁殖
。

秋末 n 月水温下

降时
,

当年生的补充群体游离这一海区
,

向黄海深水区作越冬徊游
。

以曼氏无针乌贼为主体的墨鱼渔业
,

是我国四大渔业之一
,

其资源状况的研究已为水产部门广泛重视
。

有关学者对东海乌贼群体作了一些

研究
,

至于对黄河口及莱州湾本种的生物学和生态方面的研究
,

迄今尚未见有报道
。

本文试就调 查海

区无针乌贼群体组成
、

徊游与分布
,

进行分析研究
,

为合理开发和保护曼氏无针乌贼资源
,

提供科学依

据
。

材 料 与 方 法

本文所用材料
,

为 1 98 2 年 6 月一扮8 3 年 5 月和 198 4 年 4一 11 月在黄河口及莱州湾渔业资源底 拖

祠试捕调查时
,

设姚 个取样站所得 (调查范围东经 1 18
’

3犷一 12 0
’

10
产、

北纬 37
0

2 0, 一器
“

2 0, )
,

总共获受

氏无针乌贼 17 97 尾
。

每月捕获的样品均用冰保鲜
,

带回室内进行生物学测定
。

鉴于雌雄无针乌贼的生

长进程和个体大小无显著差异
,

因此
,

数据处理中没有区分雌雄个体
。

样品数量分布的资料
,

是按拖网 1

小时所得的渔获量计
。

本文 以 198 4年 4一11 月调查获得样品为主
,

并引用 1 9的一 19 83 年同期调 查 资

张宝琳同志参加 1骆2一劫 年海上调查工作
,

特此致谢
。

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调查研究报告第 1 62已号
。

收稿年月
: 1 0 8。 年 6 月 ;同年 11 月修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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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黄河 口及莱州湾受氏无针乌贼胭长与体重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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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

表内的
“

一
,

表示当月拖网试捕时未见该种标本
。

料进行分析
.

结 果 与 分 析

(一 ) 胭长组成

从表 1 所列的各月调查资料来看
,

本调查区无针乌贼腼长分布范围为 19 一 13腼m
。

其中 e
、

7 月产

卵亲体的嗣长分别为 91 一 1 3咖m 和 沮一 1幼m m
,

3 01 明

拟日
曰

洲||功。加10。

月一明10ù1

平均嗣长分别为 I n
.

Z m m 和 1 08
.

2 m m
。

7 月份平

均胭长和体重的下降与繁殖后亲体接近死亡有关
.

8
、

9 月的群体全为早期出生的幼乌贼组成
,

胸长分

别为 1 9一6 3
月 l m 和 1 9一 6 Om ln (平均服长分别为

36
.

4 和 39
.

4 1刀m )
。

10
、

n 月新生个体瞩长分 别为

4 1一9 5 和 7吞一 l o s m 。 (平均 5 3
.

7 和 8 7 j m 。 )
。

这

表明在 8一 U 月期间新生的无针乌 贼
卜

胭 长生长迅

速
。

根据逐月无针乌贼洞长组成频率分布来 看 (图

,l)
,

6一 u 月群体组成均呈现为正态分布
。

8
、

9 月

份新生的幼乌贼腑长分布分别为 19一 5枷 m
、

1 9一

6恤m ; 其优势组胭长是 肠一40 o m ( 52 形 ) 和 40 一

4 !5n m (7 5男 )
。

这表明 9 月比 8 月有一定的增长
。

拍 和 1 1月份嗣长分布范围较宽
,

分别为 41 一9 5址血

和 7 5一10B m血 ; 其优 势组分 别为 7 5一90 m m 和

既一 1沥m m
。

由无针乌贼的胸长组成特点可看 出
:

5 月下旬或 6 月初产卵群体陆续 出现在 莱州 湾海

区
,

8 月亲乌贼基本消失
,

并由当年新生的补充群体

所取代
。

8
、

9 月新生群体服长优势组的两个峰值比

较接近
,

月间变动幅度不大
。

这时期幼小乌贼体形

还小
,

栖息于浅水海区索饵
。

进入功 月份幼乌贼的

宁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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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受氏无针乌贼炯长组成分布 ( 1 9 8 4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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胭长有明显增长
,

因而优势组群体的服长比 8
、

9 月变动较大
。

调查资料表明
,

黄河口及莱州湾海区曼氏无针乌贼的群体组成
,

与黄建勋 “ ’ 、

倪正雅等作者对东海

区的有关报道基本相符
亡, ’ 。

本调查海区与东海区的曼氏无针乌贼应属于不同的种群
。

(二 ) 生 长

岌氏无针乌贼的生命周期约为 1年
,

繁殖后的亲体则相继死亡
。

据我们调查
,

黄河口及莱州湾海域

无针乌贼的繁殖期为 5
、

6月间
,

比东海区的繁殖期稍晚
「“ , 。

调查区 8 月份底层平均水温达 2 3
.

8o6 C
,

盐

;度为 3 0编左右时
,

即可捕到早期繁殖孵化的幼体
,

最大个体胭长可达 韶。 m
。

8一 n 月间群体平均朋长

分别为 3 6
.

在
、

3 9
.

在
、

邱
.

7
、

87
.

5m二 ; 9一 1 1 月服长的 日增长量达 。
.

1
、

0
.

5
、

1
,

l m m (表 l)
。

由图 2 曲线显

示服长和体重的生长关系
。

8
、

9 月幼体洞长平均生长幅度约为 切二。
。

进入 1。 月则曲线趋于 直线上

升
,

铜长生长迅速
,

可接近 l o o m m
。

体重增加更快
,

可超过 100 9
,

其生长曲线上升趋势先于朋长生长
。

至 n 月份最大个体胭长可达 1。。m m 以上
,

体重高达 15 8 9
.

较大个体可接近成体纪录
。

9 至 n 月幼乌

贼平均体重分别为 16
.

4
、

奶
·

6
、

工38
.

59
,

其体重 日增长量为 。
·

1
、

1
.

1
、

3
·

1 9
。

1 1 月份平均体重分别为 9

月 和 10 月的 8 倍和 3 倍
。

结果表明
,

调查区 1。
、

n 月幼乌贼的生长速度最快
。

1 40 r g

1 0 0

m m

_ ~ ~ 一 用长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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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0 9

子 尹 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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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曼氏无针乌贼腑长与体重生长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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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曼氏无针乌贼腼长与体重的回归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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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生物学测定数据的统计
,

无针乌贼的生长
,

其胸长与体重的相关系数
: r o o

,

98
,

说明两者关系非

常紧密
。

其曲线回归方程为 W 二 1
.

48
、

1 0 ’ ,
·

L
,

·

“ ,’’
。

从图 3可以看出
,

早期幼休服长达 2腼m 时
,

体

重仅几克
,

回归曲线缓慢延伸 ;当胭长达 60 m m 时
,

则 曲线近似直线上升
,

体重达 40 9 以上
,

此时幼乌贼

的嗣长和体重开始大幅度增长
.

( 1 ) 黄建勋 等
,

1软沁
。

浙江省水产资源调查报告
,

1旅一 1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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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泅游与分布

曼氏毛针乌贼一般是在 6
、

6月间随着水温上升
,

从黄海越冬场进入黄河口附近海区
,

进行产卵柯

游
。

调查资料显示
,

6 月上旬在莱州湾内 7 个试捕站共捕获亲乌贼 22 尾
,

主要分布在湾内沿岸带浅水海

区 (盐度为 3 0
.

0 3兔 )
。

其中 61 区 1 个站捕获亲乌贼 n 尾
,

最大个体嗣长达 135 m。 ,

体重为 4 4 9 9
,

而且

雌体大部怀卵
.

7 月份还有零星亲乌贼出现在调查区
.

8
、

9 月试捕调查时
,

亲乌贼已不见
,

此时当年繁

殖的幼体大量出现
,

而且广泛分布于黄河口附近水深 10 米左右海区
。

如 8 月份试捕黄河口 50
、

61 区 2

个站的网获量分别高达 1 90 尾和 血 尾 ; 9 月份位子 50
、

6 1
、

6 2 区 3个站
,

网获量分别高达田。 、

2拟
、

1触

尾
。

必须指出
, 8 月份幼乌贼群体高密度分布区

,

与其亲体产卵的水域环境有密切关系
。

因夏季黄河口

附近海区水温可高达 25℃左右
、

盐度为 即
.

06 编
,

饵料生物丰富
,

特别有利于幼 乌贼的索饵肥育
。
拍 月

由于气温开始下降
,

水温低到 2。℃ 以下
,

乌贼群体向渤海中央水深 2 0 米海区集结
。

至 11 月水温下降

到 14
.

5℃时
,

新生的无针乌贼墓本都游离莱州湾
,

仅 51 区 3 个站捕获 6 尾
,

调查区乌贼分布数量呢

显减少
,

这表明它们已向黄海深水海区作越冬徊游
。

讨 论

1
.

黄河口及莱州湾海域 6 至 n 月无针乌贼胭长组成为 1 9一 1 85 m m
,

体重为 3一妞 9 9
。

其中 8一

1 1 月新生补充群体的脆长组成为 19 一 I O 8m m
,

体重为 3一 1 6 8 9
。

以 10 月和 11 月的嗣长变动 幅度较

大
,

这与东海区的种群洞长组成基本相符
。

2
甲

调查海域当年生无针乌贼 10 月和 11 月脆长和体重增长较快
,

尤其 n 月份生长速度更为显著
,

平均体重增长量分别约为 g 月和 10 月的 8 倍和 3 倍
。

无针乌贼腑长与体重的相关系数
: r 二 o

,

9s
,

显示

两者关系非常紧密
,

并得曲线回归方程
:

W = 1
.

48 x l少
,

·

U
·

, , “ , .

3
.

每年通常在 5 月底 6 月初无针乌贼产卵群开始出现莱州湾沿岸带浅水区
。

8月份水温达器
。

C左

右时
,

早期繁殖的幼体遍及调查海区
。

进入 切 月气温下降
,

部分幼乌贼群体开始向外移动
。

11 月份水

温降到 1生
.

sa C时
,

无针乌贼大部游离莱州湾
,

向黄海深水海区作越冬徊游
。

为此
,

建议 8 至 9月为莱州
』

湾幼乌贼资源保护期 ;大规模的渔捞生产曼氏无针乌贼
,

应在冬春季黄海越冬场进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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