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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 渔 场 的 渔业 资源

动态与监测
‘

宋海 棠 丁天 明
(浙江省海洋水产 研究所 舟山 )

摘 要 本文根据历 史资料和 1 9 9 3 年资源动 态监测 资料
,

}润明 了浙江渔场及 邻近海域渔业资源

的 变化状况
,

重点叙述了蛤
、

鳍鱼
、

虾类
、

头 足类的资源开 发利 用动态
,

讨论 了渔业资源动态监测工

下)石
.

提 出今后搞好资源监测工作的建议
。

关键词 浙江渔场 资源动态 资源监测

浙江省的海洋捕捞产 量
,

从 70 年代中期

的 7( ) 多厅吨至 1 9 9 3 年达到 1 37 万吨
,

增长

。3 少一 但 从捕 捞效果看
,

每马力 的产量却从

1
.

11 叱 卜降至 。
.

4 吨
, 一

卜降了 2 倍 多
,

捕捞强

度的增 长仍然超过资源的承受能力
。

传统的

四 人渔产在总渔获量 中所占的比例仍处在较

低水平(丧 1 )
。

近 一二年来
,

虽然带鱼
、

小黄

位尸
;

嗬有增长趋势
,

1 9 9 3 年带鱼产量 3 3 万

吨
.

比 }: 年增长 2
.

4 写
,

比前年增 长 17
.

8 %
,

沮带 位低龄化
,

产量的增长靠强化捕捞的结

果
.

带 位仍 处在生长 型过度捕捞状态
。

19 9 3

年小黄位产量达到 1
.

27 万吨
.

与
_
_

仁年近 似
,

比前年增 民 8 3
.

7 %
.

但绝大 部分 都是 体 长

l , ~ 饰 () 皂米
,

体重 5 0 克左右的低龄 鱼
,

资

源基础 仍很脆弱
。

外海的绿鳍马面纯
,

自 70

年代中期 开发以来
,

年间波动较大
,

1 9 9 3 年

降至低谷
.

产量 只有 9 0 0 0 多吨
,

仅 为最高年

份的 8
.

5 %
。

上述表明传统的
、

大宗的底层鱼

类资源仍在恶化
。

与此相反
,

食物链级低
,

生

命周期 短
,

生 长迅速 的贻 鳍等上层鱼类
、

虾

类
、

小型鱼类及枪 鸟贼
、

柔鱼等头足类资源
,

在渔获中呈上 升趋势
.

显示 出浙江渔场的渔

业资源结构
,

继续朝次生类型转化
。

因此
,

当

前必须继续加强对传统的
、

大宗的经济鱼类

资源的保护
,

特别要保护好带鱼资源
,

同时要

进 一步开发和 合理利用上层鱼类资源
、

虾类

资源
,

枪 鸟贼
、

柔鱼等头足类资源及外海小宗

优质的鱼类资源
,

进一步调整作业结构
,

促进

海洋捕捞业稳步发展
,

使本海域的渔业资源

结构朝着良吐循环发展
。

表 l 浙江省海洋捕捞主要品种渔获组成历年变化 (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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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 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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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资源利用动态

L l 始鳍鱼

1 9 9 3 年浙 江省的始鳍鱼产量为 8
.

3 万

吨
,

达到历 史上较高水平
,

其中群众机帆船灯

光 围网作业只有 17 组
,

产量 3 8 45 吨
,

总产

值 7 40 万元
,

平均组产 2 26 吨
,

组产值 4 3
.

6

万元
,

最高组产 3 45 吨
,

产值 82 万元
。

虽然投

产的灯围船组少
,

但产生的效益高
,

平均组产

创历 史最高水平
,

取得单位产量
、

产值
、

利润

三个效益超历史 (表 2 )
,

根据调查资料
,

1 9 9 3

年贻鳍鱼资源动态有如下特点
:

(l) 幼鱼发生量属偏高年份
:

根据 6 月份

产都不大理想
; 1 9 9 3 年贻鳞幼鱼发生量仅次

于 1 9 9 1 年
,

属较高年份
,

秋汛渔轮拖网及 围

网的蛤终鱼生产也获得较好收成
。

(2) 海况对捕捞作业的影响
:

根据 7
、

8 月

两次海况调查
,

汛期渔场水温 比常年偏低
,

如

8 月份应是年间水温的高温期
,

但表层平均

水温只有 26
.

6
〔

C
,

比上年同期偏低 1
.

35 ℃
。

沿岸冲淡水势力强盛
,

7
、

8 月份
,

1 2 4
O

E 以西

海域都被低盐水 (< 30 )所覆盖
,

分布深度大

于 Zo m
,

为 1 9 8 7 年以来最强盛的年份
。

台湾

暖流也属较强年份
,

调查区底层被高盐水 (>

3 4) 所占据
。

由于渔场表
、

底层受两股不同性

质水系的控制
,

致使温
、

盐跃层明显
,

表层高
、

表 2 1 9 9 3 年秋汛浙江省群众机帆船灯光围网生产情况表 (吨
、

万元)

省省
、

市市 船组组 产 量量 产 值值 效 益益 投 人人

产产产产产产产产产产产产产产产产产产产产产产产产产产产产产产产产产产产产产产出比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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鱼山海区幼鱼调查结果
, 1 9 9 3 年始够等上层

鱼幼 鱼 发 生量 的 密度 指 数为 2 3 8
,

仅低于

1 9 9 1 年
,

比 1 9 9 2 年同期高 1 0 4
.

3 %
,

比 1 9 9 0

年同期高 1 96
·

3 %
,

幼鱼发生量属丰盛年份
。

贻鳍幼鱼发生量的多寡
,

直接反映出当年秋

汛当龄捕捞群体的资源数量
,

从而对渔汛生

产的好坏起决定作用
,

如 1 9 9 1 年贻鳍幼鱼发

生量的密度指数为最高年份
,

当年秋汛当龄

贻鳍鱼群体的资源分布密度就高
,

渔轮拖网

捕贻鳍鱼获得大丰收
; 1 9 9 2 年蛤鳍幼鱼发生

量的密度指数相对较低
,

渔轮拖网和灯 围生

低盐水系交汇 区未出现
,

饵料生物量属偏低

年份 (平均饵料生物量 7 月为 7 9m g / m
3 ,

8 月

为 1 7 8
.

sm g / m
3
)

,

鱼群栖息水层深达 3 0 一 4。

m
,

致使 围网渔场分散
,

鱼发面积小
,

主要鱼

发中心分布在底层高盐水舌锋北侧
,

在鱼山
、

韭 山东侧高盐水边缘
,

也有分散鱼发海区
。

相

反
,

渔轮拖网渔场 比较稳定
,

主要分布在 29
‘

3 0 ‘一 3 1
“

3 0 ‘N
,

1 2 3
0

一 1 2 4
0

3 0 ‘E 一带海域
,

一

般网产 10 多吨
,

高的 20 多吨
。

在钓鱼岛北部

海域
,

由于不受沿岸冲淡水的影响
,

海况 比较

稳定
, 8 ~ 9 月份渔轮围网生产也很好

,

平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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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产达 20 吨
,

高的网产 90 吨
,

该渔场水深在

10 o m 以上
,

群众围网船因网具高度不够
,

生

产不理想
。

(3) 渔获组成特点
: 1 9 9 3 年秋汛

,

灯围作

业渔获组成中
,

中大条的隔龄鱼 比往年增多
,

约占总渔获量的 35 % (包括始
、

够及蛇鲤 )
,

主要分布在 30
O

N 以南海域
,

当龄鱼占 65 写
。

在当龄鱼群体中
,

以贻鱼为主
,

占 90 % 以上
,

主要分布在 30
O

N 以北海域
。

根据生物学测

定结果
,

8一 9 月旺汛期
,

当龄贻鱼平均体长

为 1 9 5
.

3 m m
,

平均体重 9 7
.

5 9 ,

比 1 9 9 2 年同

期 ( 2 0 5
.

sm m
、

1 1 2
.

0 9 ) 分 别 小 6
.

5 %和

1 4
.

9 %
,

而 比 1 9 9 1 年 同期 (1 8 7
.

sm m
、

7 7
.

4

g )大 4
.

0 %和 26
.

0 %
,

这与 1 9 9 2 年当龄鱼群

体分布密度小
,

鱼体生长速度加快
,

而 1 9 9 1

年当龄鱼群体分布密度大
,

鱼体生长速度缓

慢有关
。

(4 )灯围作业的比较效益
:

当前本海域传

统的主要经济鱼类资源衰退
,

而贻够鱼等上

层鱼类资源丰富
,

成为海洋捕捞的主要对象

之一
。

浙江省群众灯光围网作业从 80 年代平

均每年投产 3 03 组
,

平均年产量 2
.

8 万吨
,

至

1 9 9 3 年降至 17 组
,

产量只有 0
.

38 万吨
,

下

降 6 倍多
,

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除了易受海

况
、

气象变化的影响
,

生产不稳定外
,

主要受

经济规律的支配
,

始够鱼加工没有突破
,

鱼价

提不高
,

比较效益下降
,

大批渔船转向线外捕

带鱼
,

制约 了群众灯围作业的发展
。

但从

1 9 9 3 年的情况看
,

灯围作业与线外拖网作业

同期比较 (表略)
,

在秋汛灯围作业期间
,

灯围

作业的平均单位产量
、

产值
、

利润
、

投入产出

比都高于线外船
,

而成本却比线外船低
,

可

见
,

灯围作业还是有强大生命力的
。

除有高的

经济效益外
,

还有明显的生态效益
,

因秋汛发

展灯围作业就减少拖网作业
,

对带鱼资源起

了保护作用
,

如以舟山市 1 9 9 3 年秋汛对拖平

均单产 66
,

9 吨计算
,

带鱼产量占 80 %
,

即发

展一组围网
,

减少一对拖网
,

就可少捕 53
.

5

吨带鱼
,

对保护秋汛幼带鱼
,

增加冬汛带鱼的

资源水平有重要作用
。

因此
,

对灯围作业要加

强宣传引导
,

扶持其发展
。

1
.

2 虾类

1 9 9 3 年浙江省拖虾渔船 6 0 0 0 余艘
,

拖

虾作业产量达到 29
.

86 万吨
,

占海洋捕捞总

产的 21
.

8 %
,

比上年 22
.

4 万吨增长 33
.

3 %
,

其中舟山市为 1 6
.

3 万吨
,

占全市海洋捕捞量

的 3 0
.

4 %
,

超过了带鱼产量 (14
.

86 万吨)
,

成

为舟山市第一大作业
,

其次是台州地区
,

拖虾

产量为 1 1
.

7 万吨
,

比上年增长 16
.

9 %
。

根据

拖虾监测
,

1 9 9 3 年虾类资源的利用动态有如

下特点
:

(l) 油价暴涨曾一度影响上半年的拖虾

生产
, 4一 5 月间

,

柴油价格涨至每吨 2 5 0 0 一

2 7 0 0 元
,

比上年同期增长近 1 倍
,

生产成本

猛增
,

拖虾渔船曾一度停产
,

停产拖虾船最高

时达 3 0 0 0 余艘
。

但由于本海域虾类资源状况

尚好
,

夏秋季及冬季
,

拖虾生产比较稳定
,

获

得较好收成
,

全年的拖虾产量达到历史最高

水平
。

(2 )外海的凹管鞭虾
、

须赤虾
、

假长缝拟

对虾
、

菲赤虾等高盐种类
,

仍然是拖虾作业的

主要捕捞对象
,

外侧海区虾类资源的分布密

度仍高于内侧海区
, 5一 7 月长江 口

、

海礁渔

场虾类的分布密度较低
,

平均 网产只有 34 ~

5 3k g ,

高的网产 lo ok g
,

而同期在舟山渔场南

部及舟外渔场
,

虾类的分布密度较高
,

平均网

产达 6 7一 1 1 7 k g
,

高的达 2 2 5 k g
,

反映出分布

在近海的哈氏仿对虾
、

葛氏长臂虾等广盐种

类
,

资源水平在下降
,

而分布在外海的凹管鞭

虾
、

须赤虾等高盐种类资源状况尚属 良好
。

浙江的拖虾作业
,

自 70 年代末以来
,

随

着外海新渔场新资源的开发利用
,

拖虾船只

逐年增多
,

产量逐年提高
,

80 年代前期
,

平均

年投产渔船 1 5 0 0 艘
,

平均年产量 l 万 吨左

右 ; 80 年代后期
,

平均年投产渔船 4 0 0 0 艘
,

平均年产量增至 8 万吨
;至 90 年代初

,

平均

年投产 6 0 0 0 艘
,

平均年产量达 23 万吨
,

1 9 9 3

年高达 29
.

86 万吨
,

渔船相对稳定在 6 0 0 0 艘

左右
,

拖虾作业已成为海洋捕捞中占重要位

置的渔业
。

根据当前虾类资源的利用状况
,

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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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合理利用已刻不容缓
,

对优势品种 (特别是

凹管鞭虾 )幼虾密集出现季节和海域
,

要实行

休渔
,

要列入渔政管理的议事日程
,

确保今后

虾类资源的持续利用
。

1
.

3 头足类

浙江渔场传统的曼氏无针乌贼资源 已衰

退
,

而枪乌贼
、

柔鱼等其他头足类资源 (以下

简称鱿鱼 )
,

资源数量在上升
。

1 9 9 3 年全省产

鱿鱼 3 万多吨
,

其中苍南县 1
.

5 万吨
,

舟山市

1 万多吨
,

台州地区也有 0
.

3 万吨
。

近两年苍

南县发展单拖捕剑尖枪乌贼为主的头足类资

源
,

取得 显著的经济效益
,

1 9 9 2 年有单拖 41

艘
,

产量 2 0 0 0 吨
,

产值 1 1 4 0 万元
,

1 9 9 3 年仅

1 ~ 9 月份单拖增至 1 84 艘
,

产量 8 0 9 5 吨
,

产

值 45 00 万元
,

劳均收入 2
.

5 万元
,

高的 5
.

3

万元
,

渔场在浙南外海 100 米水深以东海域
。

1 9 9 3 年 9
、

10 月间浙江部分渔轮及线外船到

济州岛南部及东部海域捕太平洋褶柔鱼
,

一

般 网产 50 0 一 Z0 0 0 k g
,

航次产量 巧 一 3 0 吨
,

高的达 40 吨
,

柔鱼个体大
,

体重 35 。一 5 。飞
,

取得较好的经济效益
。

据悉 1 9 9 3 年 7 月中旬

至 8 月底
,

山东石岛外海的太平洋褶 柔鱼 旺

发
,

航次单产 10 吨以上
,

高的 15 吨
。

从上述

看出
,

本海域剑尖枪乌贼
、

太平洋褶柔鱼等资

源数量在上升
,

不但分布在浙江海域
,

东海
、

黄海外海直至 日本周 围海域都有分布
,

是当

前开发利用的主要对象
。

1
.

4 其他资源动态

1 9 9 3 年全省年产海蛰达 3 8 2 0 吨 (其中

舟山 3 1 2 3 吨 )
,

是 70 年代中期以来第二个高

产年份
。

外海 以方头鱼为主的优质小宗底鱼

资源的利用取得 可喜成绩
,

外海流网 日单船

产量有 15 0 ~ Zo o k g
,

好 的 3 5 0 一 4 0 0 k g
,

经济

效益显著
。

近海小黄鱼幼鱼在张网作业 中曾

出现数量高峰
,

8
、

9 月份普陀蚂蚁
、

台门等张

网
,

一顶网一潮可涨 5 0k g 小黄鱼幼 鱼
,

体长

7 5一 i 1 5m rn
,

体重 8 一 2 19
。

上述资源动态
,

值

得引起我们重视
,

要适应渔业资源的变化
,

及

时调整作业结构
,

合理利用现有的海洋生物

资源
。

2 资源监测

渔业资源系生物资源
,

除受 自身生命活

动因素影响外
,

还受环境因素
、

种间竞争和捕

捞活动等多种因素的影响
,

资源是变动的
。

资

源监测的目的旨在通过对某一种群的数量监

测
、

生物学监测
、

环境监测和经济学监测等评

估渔业资源动态和发展趋势
,

为渔业管理和

生产部门提供决策依据
。

东海区的渔业资源

动 态监测始 于 1 9 8 7 年
,

7 年来在海 区渔政

局
、

各省市水产局的领导和支持下
,

做了大量

工作
,

不断扩大监测对象
,

建立动态讯息发布

制度
,

现在 已有张网网点 12 个
,

监测 的品种

达 10 余种
,

这是 80 年代初大规模的东海陆

架渔业 自然资源调查之后
,

渔业资源调查工

作的继续
,

但是由于监测调查经费不足
,

资源

调查队伍萎缩
,

技术力量分散等原因
,

调查的

深度和广度都还存在许多不足之处
,

当前如

何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
,

又能把常规的

资源监测工作进一步提高
,

提出粗浅的看法
。

2
.

1 环境监测

环境监测是渔业资源调查 中一项主要的

工作
,

当前本海 区渔 业生 产中的两大 渔汛

—冬季带鱼汛和秋季贻够鱼汛的渔情分析

工作
,

离不开海况资料
,

但 因
’

课题调查经费不

足
,

这项工作难以长期支持
,

各研究单位因养

不起调查船
,

调研船都处理了
,

这项工作经费

建议 由收取的资源费列支
,

调查船 由渔政船

来承担
,

由海区及省市渔政局下达任务和经

费
,

这样既充分发挥渔政船的作用
,

又能满足

主要渔汛生产的需要
。

2
.

2 种群的数量监测和生物学监测

种群的数量监测和生物学监测是渔业资

源动态监测最主要 的内容
,

监测 的对象除了

对本海 区主要捕捞对象实行监测外
,

还要考

虑 新品种新渔场的开发
,

鉴于 当前监测经费

比较紧张
,

要压缩张网网点及非主要捕捞对

象
,

把经费集中到刀 口上
。

张网作业作为监测

手段
,

宜归属于某鱼种 (如带鱼
、

小黄鱼)
。

对

今后的监测工作要做到三落实
,

即落实鱼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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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实人员
,

落实经费
,

这样可提高对工作的责

任感
,

保持资源工作的连续性
。

2. 3 经济学监测

经济学监测在渔业资源动态监测中是不

可忽视的项 目
,

俗语说
“

鱼贵伤鱼
,

鱼贱伤

渔
” ,

反映了鱼的贵贱
,

对渔业及资源的影响
,

尤其在当前市场经济条件下
,

这一问题更加

突出
。

例如
:

活鱼活蟹价格昂贵
,

活梭子蟹 1

公斤价 8 0 一 1 0 0 元
,

高的 1 4 0 ~ 1 6 0 元
,

促使

去年笼捕作业泛滥
,

全省蟹笼数量高达 70 一

80 万只
,

大小蟹一起捕
,

资源受到严重杀伤
,

去冬梭子蟹数量急剧下降
。

因此
,

必须严格执

行保护亲蟹和幼蟹的休渔期
,

改革蟹笼结构
,

放大网 目
,

减少对资源的杀伤
。

与此相反
,

贻

够鱼价格一直上不去
,

致使灯围作业萎缩
,

浙

江省群众灯围船组高的年份 30 0 多组
,

1 9 9 3

年只有 17 组
,

降至历史最低点
。

因此
,

突破加

工
,

提高贻鳗鱼 自身的价值
,

促进灯围作业的

发展
,

显得格外重要
。

渔业资源动态监测是项基础性
、

公益性

的工作
,

没有直接经济效益
,

但对渔业生产的

发展起重要作用
,

呼吁政府及有关部 门要给

予重视
,

给予投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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