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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根据 塑〕 年 月至 性巡拓 年 月二年整 艘单拖调查船的调查资料
,

采用资源密度法
,

评估了 肠
。

朋
‘ 一

, 、 , 一 。,

约 如 一 水深范围 个渔区头足类及其主要种类的资源量
,

阐明了头足类及主要

种类资源密度的季节变化和时空分布
,

提出可捕量
,

为今后利用和管理提供科学的理论依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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渔业资源是一种动态特征较明显的可再生资源
,

由于人类的开发活动和环境变化的影响等
,

渔业资

源的种群结构处在不断的变化中
,

七十年代传统的主要经济鱼类资源先后衰退
,

而营养阶层低
,

生命周

期短
,

生长快
、

单生殖周期的次生资源起而代之
,

成为当前海洋捕捞业的主要渔获对象
,

头足类就是其中

之一
,

在陆架及大洋海域有丰富的蕴藏量
,

是当今世界前景看好
、

有开发潜力的海洋渔业资源
。

在西太

平洋
,

头足类资源丰富
,

据董正之川报道其潜在资源量为 护 一 护
,

年渔获量达 护

而在我国东海海域
,

历史上 以 日本无 针乌贼 孙交触 声平刃刀 也称曼 氏无 针乌贼 御免“。 刚翰

凡咒触 资源数量较大
,

浙江省高的年产量在 火 叭 以上
。

然而八十年代以来由于过渡捕捞
,

日

本无针乌贼资源严重衰退
,

渔汛消失
,

目前数量甚少
,

但其它头足类资源 如枪乌贼
、

柔鱼
、

有针乌贼类
、

章鱼等 状况 良好
,

渔获量不断上升
,

相对于其他经济鱼类过度利用的现状
,

东海的头足类资源仍具有一

定的利用潜力
,

在渔业生产中居较高地位和作用
。

本文 旨在对东海中北部海 区 的头足类及主要种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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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源状况进行定量分析
,

估算资源量
、

可捕量
,

为今后更好地持续利用头足类资源 以及渔业行政部门管

理决策提供理论依据
。

材料和方法
“ “ “ “

年 月至 哪 年 月二年整
,

组织 艘单 。

拖渔船 苍南 即
、 “ ,

温岭 “ 、 “ ,

玉环
“ 、 “ 对

, 一 , 、 ,

以西海
·

域
,

即舟山一舟外
、

鱼山一鱼外
、

温台一温外
、

闽东
、

江外及沙外等九个渔场
,

个渔 区 图
,

采取格 “ ,
。

状调查与生产调查相结合的调查方式进行头足类 二

资源 调 查
,

共 调 查 个 航 次
,

网 次
,

获 得

反以 〕多个调查数据
。

根据调查实况和数据资料的
。

整理分析
,

采用资源密度法对数据资料相对全面完

整的其中 个渔区 海域为
‘ 一 ‘ 、 ““

。

, 一 , ,

约 一 水深范围 进行头足类
。

资源量的评估
。

资料整理

由于 艘调查船是采取格状调查与生 产调 查

乙

相结合的调查形式
,

且 吨位
、

马力大小各不相 同
,

单 图 头足类资源调查站位和资源量评估区域

船调查资料具有随机性
,

在区域与时伺上缺乏系统 , 对

性
、

连续性
,

造成个别渔 区个别月份资料空 缺
。

为

了解决这个问题
,

尽量客观
、

如实评估
,

先确定其中 表示调查站位 回 表示评估区域

一调查时间
、

渔区
、

数据等资料相对完整有代表性的船作为标准船
,

把其它各调查船的捕捞产量通过捕

捞努力量修正系数转化为标准船产量
,

然后 以标准船的产量资料来进行评估
。

标准船 取浙玉渔 “ 船为标准船
,

吨位
,

主机功率
,

调查网具的网 口 目数 目
,

目大
,

上纲长度
,

平均拖速
,

各月单位 网次平均拖网时数见表
。

捕捞努力量修正系数 捕捞努力量修正系数为同一时间相同海区各调查船头足类单位 网次产量与

标准船头足类单位网次产量的比值
,

并取多次平均值求得 表
。

表 各月调查网次与标准船平均单位网时数
、

网次

艾旧 日 “阅目 堪 侧招 血灿川 乡 门

月 份

标准船平均单位网时

调查总 网次 日刃

,

表 各调查船捕捞努力 修正系数

油 蒯吨 叼肠 口 倪仿 叨 , ’ 望祀 】

船 弓

捕捞努力量修正系数

计算方法

乏
二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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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减

‘ 一 ‘

, ,

、

等芳岁
“ ·

界
一

姗
式中 为评估海区总资源量 从 为 渔区的资源量 ￡为 渔区的资源密度

· 一

为 渔区的面积 字 为调查船各月在 渔区 的渔获量 ‘ 为调查船各月在 渔区 的扫海面积

灿字 为头足类逃逸率 本文取 为标准船网具拖曳平均速度 为标准船各月在 渔区

的拖网时数 为标准船拖曳时拖网扫海通道 的宽度
,

根据多次实地测量及计算
,

取平均值 、

。

结果和分析

头足类及主要种类资源密度

剑尖枪乌贼 酬妙
‘ 川站 资源密度以 月 一 月较高

,

其 中 月份最高资源密度达 《乃的
·

一 。

其次为 月和 月
,

月至翌年 月较低
,

资源密度在
· 一

以下 表
。

太平洋 褶 柔 鱼 几血 流 沙。 资 源 密度 以 月 一 月较 高
,

其 中 月 份最 高
,

资 源 密度

达
· 一 ,

其次为 月 一 月
,

月 一 月较低
,

资源密度在
一

以下
。

乌贼类主要包括金乌贼 硫
。 、

神户乌贼 石
、

虎斑乌贼
、

珠乌贼

等乌贼属和少量的 日本无针乌贼
,

其中乌贼属约 占 以上
。

乌贼类资源密度较高的月份

为 月 一 月
,

其中 月最高
,

资源密度达 掩
· 一 ,

其次是 月和翌年 月 一 月
,

月 一

月较低
,

资源密度在
· 一 “以下

。

表 头足类及主要种类平均资源密度
· 一

姗 勿 目叩 回 旧 即
·

枷
一

月份 剑尖枪乌贼 太平洋褶柔鱼 章鱼 鸟贼类

抖

肠

必
、

,

田

头足类

以

如 《义汤

久 】
、

以

叭

巧 肠

田

创

男

肠

粼讲

印 肠

团 树

叨

如

研
‘

章鱼主要包括短峭
、

长峭 口 二八动
、

条纹峭 妞。
、

真峭 洲王
确笋后

等
。

章鱼资源密度相对较高的月份在 月 一 月
,

高的 月份资源密度为
·

一 ,

其余各月资

源密度变化不是很大
,

其值在 一 · 一 “。

头足类总的资源密度以 月 一 月较高
,

最高的 月份资源密度达砚 承“ 吨
· 一 “ ,

月至翌年

月次之
,

月 一 月相对较低
。

头足类及主要种类资源密度的分布

头足类及主要种类资源密度分布不仅表现在时间上的季节变化
,

同时也表现在空间上
,

即不同渔场

不同渔区其资源密度分布不同
。

限于篇幅本文只阐述资源状况较好
,

资源密度较高的几个月的分布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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况
。

头足类资源密度较高月份在 月 一 月 表
,

其地理分布情况见图
。

头足类主要分布在舟山
、

舟

外
、

鱼山
、

鱼外四个渔场中的
, 一 ‘ 、 , 一 “ ‘

海域和温台
、

温外渔场
‘ 一 以

、

’ 一

叨
,

范围水深 附近海域
。

分布比较集中
,

多个渔区资源密度超过 《 〕
· 一 ,

、

月份资源密度相对高于
、

月份
,

整个评估区大部分渔区资源密度在 吨
· 一

以上
。

月 一

月头足类资源分布情况基本上与上述情况 比较接近
,

月 一 月分布相对 比较分散
,

没有明显 的高密度

分布区
。

“ “ “ “ “ 。 “ “ “ “ “

“

⋯
“

肠二帕
了

二 ⋯⋯勺

“ 。

理
⋯

月 二
二 ⋯

⋯⋯⋯⋯⋯二
·

⋯⋯⋯⋯⋯⋯⋯⋯⋯⋯

⋯
产

二
二
二

⋯

⋯⋯⋯⋯⋯⋯⋯⋯⋯⋯二
“ “ “ “ 。 “ “ “ “ “

⋯⋯⋯⋯二
⋯⋯⋯⋯⋯⋯

“

,

了
爪认

月

勺 勺

月

⋯⋯⋯⋯⋯⋯⋯⋯
二

⋯
⋯⋯⋯⋯二 ⋯ 二·

⋯ ⋯ ⋯⋯二

⋯ ⋯ ⋯⋯ ⋯⋯⋯⋯二
】 一 ‘

单位

图 月 一 月头足类资源密度分布

州 甲劝 , 切

剑尖枪乌贼资源密度较高月份在 月 一 月
,

分布情况见图
。

剑尖枪乌贼资源在评估区分布与头

足类总的资源分布相似
,

主要分南北两块
,

南部主要分布在
‘ 一 ‘ 、

’ 一 ,

范围
,

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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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主要分布在
‘ 一 ‘ 、 ‘ 一 ‘

范围
,

其中 月份资源密度分布情况较好
,

评估区大

部分渔区资源密度在 巧。地
· 一

以上
。

“ “ “ “ “ “ “ “ ” “ 。

⋯ ⋯
犷

厂

价
。

矛

⋯⋯⋯

“ ⋯⋯· ·

⋯⋯
⋯⋯
⋯⋯

”

⋯⋯⋯⋯⋯⋯⋯⋯⋯

⋯ ⋯⋯⋯⋯⋯ ⋯
凸尸了﹄臼

⋯

竹曰‘

⋯ ⋯⋯ ⋯ 二 ⋯ ⋯
。

。 “ “ 】
“

五
“ “ “ “

” 弓

⋯⋯ ⋯ ⋯
⋯犷

,二

一爪引二 ⋯ ⋯
心口划冲八八︺

⋯
切

⋯二 ⋯⋯ ⋯

“

通

⋯ ⋯二
二

︸日﹄曰曰

⋯ ⋯ ⋯
⋯ 二

二 ⋯二心曰﹄廿门曰︸。

⋯⋯ ⋯
二

⋯⋯ ⋯ ⋯二

⋯ ⋯
’ 一 一 一 一 一

·

单位
。

‘耐

月 一 月剑尖乌贼资源密度分布

肋 考。

耐臼 角

乌贼类资源密度较高月份在 月 一 月
,

分布情况见图
。

乌贼类分布相对 比较均匀
,

资源密度大

部分渔区在
· 一 ’以上

,

没有特别密集区
,

起伏不太大
,

资源密度相对较高的分布在
‘ 一 口

、

田
, 一 叹刃

,

范围约 米等深线附近
。

章鱼资源密度各月变化平缓 表
,

没有显著的汛期
,

章鱼资源密度不同渔区分布变化不大
,

也没

有明显的渔场
,

相对而言
, 、

月两月资源略好
,

主要分布在 叨
, 一 ‘ 、

切
‘ 一 ,

范围
,

资

源密度在
· 一

以上
,

其他渔区章鱼都有分布
,

但密度不高
。

太平洋褶柔鱼在评估区分布数量较少
,

相对较高的月份在
、

月
,

资源分布集中
,

主要 出现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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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北
、 ‘

以东范围
,

资源密度在
· 一

以上
,

其它月份评估区有太平洋褶柔鱼的分布
,

但资源密度较低
,

这与其徊游分布有关
。

太平洋褶柔鱼分布偏北
,

秋季太平洋褶柔鱼群体北上进入黄

海
、

日本海进行索饵
、

交配活动 ,’
。

头足类及主要种类的资源量和可捕量

根据计算
,

东海中北部评估区域面积
。

罕
,

剑尖枪乌贼资源量为 科 表
,

乌贼类

为
,

太平洋褶柔鱼为
, ,

章鱼为
,

头足类总资源量为
。

头足类为一年生的软体动物
,

群体结构年年更新
,

产卵群体由补充群体组成
,

有的种类不同季节有

不同的繁殖群
,

具有生命周期短
,

生长迅速
,

资源更新快
,

恢复力强 的特点
,

其最适可捕量 最大持续产

量 采用 如 经验公式图
, 二 。

式中 为 自然死亡率系数
, 二 一 佣

为头足类的寿命 二 为年平均资源量
,

由年平均资源密度推算而得 为年总渔获量
,

根据

评估内容采用 年浙江省
、

江苏省
、

上海市在东海的头足类总产量
。

推算得出头足类的

可捕量约为
,

其中剑尖枪乌贼约为
,

太平洋褶柔鱼约为
,

乌贼类约为
,

章鱼约为
。

表 头足类及主要种类资源 , 和可捕

油 丝坦芍 曰日 伦恤 阳旧吸 砷 叩 田 训。 印伙璐

剑尖枪乌贼 太平洋褶柔鱼 章鱼 头足类

资源量

可捕量

仅只

乌贼类

卯

印

讨论

评估中的原始资料由 艘单拖渔船调查所得
,

采取格状调查与生产调查相结合的调查方法
,

调查数

据资料记录齐全完整
,

主要记录了月份
、

航次 日期
、

网次的放起网时间
、

总渔获量
、

头足类及分品种产量
、

主要兼捕渔获物产量
、

调查渔区与小区
、

取样记录等
。

调查所得资料适合用资料密度法来进行资源量的

评估
。

用资源密度法来进行头足类资源量 的评估中
,

逃逸率 的取值直接影 响评估结果
,

由于头足类具

有昼夜垂直移动习性
,

调查又不分昼夜进行
,

且头足类集群性较差
,

游泳速度 比较快
,

本文用拖网调查评

估底层鱼类资源量中逃逸率的习惯取值 来评估头足类资源量
,

评估结果偏低
。

单拖调查评估头足

类资源量 中 应取多少
,

这 尚须在今后进一步研究
。

头足类在渔场分布具有不均匀性
,

各调查船调查具有随机性
,

在 区域与时间上缺乏系统性
,

影响到

调查数据的代表性
。

本文将 艘调查船二年整连续调查的资料通过捕捞努力量修正系数折合为标准船

的资料来进行评估
,

使样品方差减小
,

资料代表性变强
,

提高了评估的可信度
。

头足类及主要种类年资源量是用不同种类最高月资源密度推算求得 的
,

由于头足类不同种类 的补

充群体并非同时进人渔场
,

且有的种类不同季节存在不同繁殖群体
,

因此评估结果仍然偏低
,

从表 资

料各月变化的趋势来看
,

章鱼的年资源量可能偏低更多些
。

评估结果显示
,

东海 中北部海区剑尖枪乌贼资源量 占头足类总资源量的
,

占主要地位
,

乌贼

类占
,

章鱼和太平洋褶柔鱼的比例较小
,

分别 占 和
。

这与头足类各种类生态特性

有关
,

剑尖枪乌贼是一种外海性鱿鱼
,

广泛分布于 日本本州岛周围至菲律宾的大陆架海区
,

主要密集区

在东海外海 太平洋褶柔鱼分布于太平洋海 区
,

北界在堪察加半岛南端 附近
,

南界于香港外海约
“

附近
,

分布密度最高的是在 日本列岛周围海域
,

黄海和东海也有一定数量
,

东海 以舟山
、

舟外
、

长江

口渔场为多
,

渔汛渔场主要是在 一 月长江 口渔场
,

以生产小型的太平洋褶柔鱼为主
,

因此在评估区资

源量相对较低闭 乌贼类和章鱼则广泛分布于东海海域
,

没有显著的汛期和 明显 的渔场
,

不 同渔 区之间

资源分布相对较为均匀
,

变化不太大
,

乌贼类种群资源量大于章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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