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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北太平洋柔鱼渔场与水温因子的关系

陈新军

(上海水产大学
,

2 0 0 0 9 0 )

提 要 本文根据 1 9 9 3年 7一 8月和 1 9 9 4年8月西北太平洋柔鱼渔场调查资料
,

分析柔鱼渔

场与水温因子的关系
,

归纳出六种不同的海况类型 (暖水团型
,

表温分布密集型
,

表温分布舌状型
,

黑潮前峰区型
,

黑潮型和亲潮型 )
。

调查表明 8月份 日渔获量 ( c P u E
,

k g /天 ) 与。一 10 o m (△ T
, ,

C )和。一 s o m (△ T
: ,

℃ )的水温差成正比
,

关系式分别为 C P U E = 一 1 2 2 3 + 3 1 4△T
I

和 C P U E 一 一

88 0 + 36 5△ T
Z 。

柔鱼渔场的形成主要取决于表层等温线密集
、

暖水团存在以及温跃层的形式
。

这为

发展西北太平洋柔鱼钓生产和寻找渔场提供科学的决策依据
。

关钮词 柔鱼
,

渔场
,

水温

西北太平洋是世界上头足类产量最高的海区之一
。

据 F A O 统计
,

该海区的头足类产量占

世界头足 类总产量的 30 %以上
。

太平洋褶柔鱼 ( T d己a r o d e : P ac iif cu : ) 和柔鱼 ( O m nz as t r eP he
:

ba t ar m z’) 是二种最重要的经济头足类
,

年产量都在 20 万吨以上
。

1 9 8 9一 1 9 9 1 年上海水产大学

与舟山海洋渔业公司成功地开发了 日本海太平洋褶柔鱼资源
。

我 国在 日本海远洋鱿钓渔业的

起步不仅减轻了近海捕捞压力
,

而且为我国远洋渔业闯出了一条新路
。

1 9 9 3年 7一 8月和 1 9 9 4年

8月上海水产大学与舟山海洋渔业公司等二次赴西北太平洋进行柔 鱼资源开发与渔场调查
,

为我国鱿钓渔业寻找新的后备渔场取得了成果
。

调查海域为东经 1 5 70 以西
。

1 9 94 年我国远洋

鱿钓渔业取得了显著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

并形成了一定的生产规模
。

由于 70 年代初太平洋一侧的太平洋褶柔鱼资源衰退
,

日本首先在北海道东南海域开发并

利用了柔鱼资源
。

随着生产规模的不断扩大
,

柔鱼渔场逐渐向外海拓展 [奈须
,

1 9 9 1 ] ( 图 1 )
。

80

年代基本上采用了高强度
、

高效率的流刺网作业
。

由于柔鱼的开发利用时间短
,

主要作业方式

又是流刺网作业
,

因而对柔鱼的生物学特性及渔场形成研究很少
,

一些学者从海况 (如水温 )条

件来加以分析
。

本文根据二次调查资料
,

综合分析柔鱼渔场与水温因子的关系
,

为进一步发展

西北太平洋柔鱼钓生产和寻找渔场尽可能提供一些依据
。

1 柔鱼徊游与海洋环境的关系

柔鱼是大洋性暖水域种类
,

广泛分布在北太平洋亚热带
、

温带海域 [A ar ya
,

19 8 3」(图 2 )
。

柔鱼的徊游与黑潮流动关系密切
,

它主要集中在黑潮向北或向东北移动的暖水分支及其周围

海域
。

柔鱼的洞游模式一般为〔廖为耕
,

1 9 8 0 ;
奈须等

,

1 9 9 1 ]
:

冬生和春生的柔鱼早期幼体生

活在北纬 35
“

以南的黑潮逆流海区
,

一直生长到稚柔鱼阶段
,

以后稚柔鱼 向北徊游至黑潮锋面
,

1 9 95一 5一 3 0收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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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一 8月末成熟的柔鱼向北或东北徊游进入北纬 3 5
”

一 4 0
“

黑潮和亲潮交汇区
,

此间柔 鱼的主要

移动路线与黑潮暖水 系分支方向关系密切
。

黑潮与亲潮汇合区
,

一般在东经 1 44
。

一 1 45
“ 、

东经

1 4 8
。

一 1 5 0
。

和东经 1 5 4
。

一 1 5 5
。 。

8一 1 0月性未成熟和性成熟的柔鱼主要分布在北纬 4 0
0

一 4 6
。

亲潮

前锋区及其周 围海域 ( 1 0 0米层水温约为 S C左右 )
。

它在北部海 区滞留的时间要比过去发育阶

段任何时期都长
,

因而成为主要捕捞时期
。

10 一 n 月以后
,

柔鱼达到性成熟高峰
,

并随着亲潮冷

水域的扩展
,

开始向南洞游
。

徊游路线与亲潮冷水系南下的分支关系密切
。

雄性比雌性性成熟

早
,

向南徊游开始也较早
。

产卵期可能从冬季延续到春季
,

但是冬一春季柔鱼的分布等情况 了

解甚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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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柔鱼渔场向外拓展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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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渔场的形成与水温因子的关系

任何生物都有 自己适合生存环境条件
。

水温是主要的环境条件之一
。

有的将水温作为主要

指标
,

来预报或确定渔场和渔汛
,

如黄海鳗鱼
。

柔鱼的分布
、

徊游与黑潮流动及其势力的强弱有

着密切的关系
。

村田 [ 1 9 8 9〕利用渔场与水温的关系对日本近海柔鱼钓渔场进行了探讨
,

他认为

渔场形成
:

① 6月份分布于表层水温为 16 一 2 1 C
,

100 米层的水温为 10 ℃左右的以上暖水海域
;

② 7一 8月主要钓渔场在 100 米层水温为 5一 10 C 的海域
,

而 8 一 9月在 1 00 米层水温 S C左右等温

线密集的周边海域
; ③此期 间表层水温为 20 ℃以上 向北伸展的暖水域与表层水温 1 5 C以下的

南下冷水域形成显著流隔区
; ④ 10 一 12 月主要渔场在襟裳呷东南外海冷水域以及暖水域与冷

水 域汇 合区
。

奈须等「1 9 9 1口认为柔鱼渔获表层水温 为 n 一 19 ℃
,

密度高的表层 水温在 15 一

1 9 C
。

同时各海 区的渔获表层水温有明显差异
,

东经 1 5 00 以西的水温为 17 一 20 ℃ ;
东经 1 50

。

一

1 60
。

的水温 16 一 1 9 C ;东经 1 60
“

以东的水温为 15 一 18 ℃
。

铃木等仁1 9 7 7〕认为鱼群的分布密度与

水温的垂直分布关系密切
,

O一 1 00 米的水温差与每台钓机每小时的渔获尾数基本上成正比
。

水

温差越大
,

渔获尾数也有越高的趋势
。

中村 〔1 9 9 4〕利用探鱼仪跟踪柔鱼的日垂直移动规律
,

结

果发现夜间柔鱼游泳层与水深在 20 一 40 米间的温跃层相一致
。

根据 1 9 9 4年 8月我们探捕船收集的水温与日渔获量资料分析
,

日渔获量 ( C P U E
,

k g / d) 与



3 期 陈新军
:

西北太平洋柔鱼渔场与水温因子的关系

o 一 1 0 0米的水温差 (△T , ,

℃ )基本成正 比
,

C P U E = 一 1 2 1 3 + 3 1 4△ T
l ,

相关系数
r ~ 0

.

6 9 ; 日

渔获量 ( C P U E
,

k g / d )与 o 一 5 0米的水温差 (△ T
Z ,

℃ )关系更为密切
,

C P U E = 一 8 5 0 + 3 6 5

△ T
: ,

相关系数
r = 0

.

7 7 (图 3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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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西北太平洋水域柔鱼的分布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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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

钓渔场
,

B
.

流刺网渔场
,

C
.

调查区
,

D
.

成熟雌体的分布区
,

E
.

稀疏分布区
.

注
:

斜纹处为高密度区

图3 日渔获量 (C P U E )与 o一 l o om (△T
l )

和 。一 s o m (△ T : )水温差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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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 p e r d a y

( C P U E ) a n d t h
e t e m p e r a t u r e

d if f e r e n e e s o f b o t h

0一 1 0 0m (△ T l ) a n d o一 5 0m (△ T Z )

.
, o 一 10 0m ; ▲

, 0一 50 m
。

根据 1 9 9 3年 7一 8月和 1 9 9 4年 8月我们探捕船的调查资料
,

分析渔场形成与水温因子关系
,

按其分布的位置不同
,

可归纳出六种海况类型 (图 4 )
。

( 1) 暖水团型
。

主要分布于黑潮前锋的暖水团
。

表层水温较高
,

约为 20 一 22 ℃
。

一般在水深

10 一 4 0米间有一显著的温跃层
,

跃层以下水温逐渐降低
,

100 米层的水温约为 10 ℃左右
,

在温跃

层及其下层 (水深可达 1 50 米 )钓获量较高
。

调查期间最高单船 日产量达 1 0
.

0吨
。

此类渔场称为

暖水团 (涡 )渔场
。

( 2 )表温分布密集型
。

主要分布在黑潮与亲潮暖寒水域
、

表层等温线分布密集的交汇区
。

表温约为 20 ℃
,

在水深 10 一 50 米间形成温跃层
,

以后水温随水深的增加逐渐降低
,

1 00 米层水

温约为 5℃左右
。

调查期间最高单船 日产量为 1 0
.

0吨
。

此类渔场称为流隔渔场
。

( 3) 表温分布舌状型
。

主要分布在黑潮暖水系北上分支强的非锋区海域
,

暖流北上的表面

水温分布呈强舌状
。

在水深 20 一 50 米间水温剧降
,

有亲潮冷水域前锋切入
,

以后水温随水深增

加逐渐降低
,

水温在 10 ℃以上的部分温跃层渔获量较高
。

此类渔场也可称为流隔渔场
。

( 4) 黑潮前锋区型
。

主要分布在黑潮北上分支较强的前锋区 (冷水域一侧 )海域
。

表温低于

20
`

C
,

在水深 15 米左右的浅水层剧降至 6℃
,

有极强冷水 团潜入
,

以下水层的水温略有增加
,

但

都小于 l o C
,

渔获量低
,

没有形成渔场
。

( 5) 黑潮型
。

主要分布在黑潮暖水域内 (非锋 区 )
。

表层水温高于 20 ℃
,

表层等温线及温度的

垂直分布平缓
,

水温随水深增加而逐渐降低
,

没有温跃层形成
,

渔获量低
,

没有形成渔场
。

( 6) 亲潮型
。

主要分布在亲潮冷水域内
。

表温低
,

水温的垂直分布平缓
,

并随水深增加而缓

慢下降
,

没有温跃层形成
,

渔获量最低
,

没有形成渔场
。

以上六种海况类型中
,

( 1 )
、

( 2 )
、

( 3) 三种类型形成渔场
,

其中 ( 1 )
、

( 2) 类型渔场渔获量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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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
,

且渔场也较稳定
,

( 3) 类型渔场次之
; ( 4 )

、

( 5 )
、

( 6) 三种类型没有形成渔场
,

渔获量最低
。

表层水沮分布图

1 9 9峨年 8 月

水沮垂直分布图

站位
: 4 1

.
2 6

,
N 1 4 8

.
18 , E

水温 垂直分布 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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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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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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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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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层水沮分布图

19 9 4 年 8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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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暇水团虽

1 5 1
.

1 5 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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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表沮分布密典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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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表沮分布舌状型 “ )燕湘前帐 区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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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级翻型 ( 6 )亲翔必

图 4 柔鱼渔场与水温的关系

T h e r e l a t i
o n s h i p b e tw

e e n t h
e f is h in g o f 0

.

ab rt ar m i a n d w
a t e r t e m p e r a t u r e

3 结论与讨论

( 1) 本文仅对东经 1 5 5
。

以西海域的柔鱼渔场作了分析
,

并据之分为六种类型
。

( 2) 柔鱼夏秋季北上期间
,

一般分布在表层水温较高的黑潮前锋附近的暖水团
、

等温线密

集的暖冷水交汇区以及暖水域分支强的非锋区海域
。

( 3) 表层等温线密集
、

暖水团存在和温跃层形成是柔鱼渔场形成的三大指标
。

( 4) 8月份 日渔获量 (C P U E
,

k g / d) 与 。一 1 00 m
、
o一 50 m 的水温差成正 比

。

但由于各月柔

鱼形成渔场的表层水温不一以及钓捕技术影响着渔获量的大小
,

因此在确定 日渔获量与水温

差的关系时
,

还应考虑到表温
、

月份和钓捕效率等因素
。

( 5) 由于调查时间和海域的限制
,

本文仅对 7一 8月份的海况类型进行了归纳
,

因此需要系

统性地收集渔汛期 6一 12 月的水温因子与渔场情况
,

特别是冬春南下产卵徊游期间
,

分析海况

类型与渔场之间的关系
。

( 6 )加强柔鱼生物学特性 (年龄
、

生长
、

种群等 ) 及其海洋环境条件 (海流
、

水温
、

盐度
、

初级

生产力等 )的基础性研究
,

深入探讨柔鱼渔场形成以及海况变动的机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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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调 查期 问舟山
、

上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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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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