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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北太平洋柔鱼渔场与流隔间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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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e e t e m p e r a t a r e , e u r r e n t r ip

, s q u id f is h in g g r o u n d

北太平洋柔鱼属暖水种大洋性徊游头足类
。

在其索饵
、

性成熟的徊游过程中
,

柔鱼一般于 5月离开产卵场

进行北上索饵成长徊游
,

整个北太平洋几乎均有柔鱼分布 (董正之
,

1 9 9 1 ]
。

由于暖寒流的流隔区内饵料生物丰

富
,

柔鱼北上徊游又受北方南下的冷水的影响
,

柔鱼向北涸游受阻
,

滞留索饵集群形成柔鱼中心渔场
。

暖寒流

系的强弱产生流隔区位置的变化
,

相应柔鱼中心渔场的位置发生变化
。

1 材料与方法

材料来源接收 日本神奈川县渔业无线局每周发布的北太平洋海况速报
;

北太平洋柔鱼渔场探捕调查船

每天作业实测水温 ;作业产量和位置记录
.

两股不同性质的暖寒流系的交汇形成流隔或称交汇区
。

流隔区必然

产生水温的水平差异
。

根据海况大面分布图
,

温度水平分布梯度变化来判断流隔的位置
。

对西北太平洋主要柔

鱼作业传统的第一渔场
,

根据三年对西北太平洋柔鱼渔场探捕收集的暖寒流系交汇产生的流隔位置变化
,

与

同一时期作业渔场的位置作比较
,

分析柔鱼渔场与流隔间的关系
。

2 结果

2
.

1 1 , , 3年 8月中旬西北太平洋海面温度分布 (见图 1)

黑潮暖流沿 日本本州东海岸北上在北纬 3 80 ~ 40
。 ,

东经 1 4 40 ~ 14 60 处与沿千岛群岛东海岸南下的亲潮寒

流相遇 [丛淑媛
,
1 9 90)

。

无论经向与纬向一个经纬间距内水平温差达 4 ℃ 以上
,

形成了流隔
。

表面水温升温缓

1 9 9 6阅 4一 1收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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慢
,

比历年 ( 13 年 )平均表面水温低 1
。

~ 3 ℃
,

见图 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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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1 9 9 3年 8月海面温度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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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1 9 9 3年 8月表面水温距平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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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经14 40 ~ 14 5 ℃的范围内
,

北纬 3 80 以北表面水温呈现一个较强的冷水中心
.

实测水温资料表明
,

在 50 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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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存在与表面水温相对应的一支较强的亲潮潜流
。

东经 1 4 40 04
, ,

北纬 3 8
0

1 9
`

处实测表面水温为 16
.

8℃
,

5。米层为 5
.

2℃
,
1 00 米层水温为 3

,

9 ℃
,

与周围海区相比在半个经纬度范围内
,

表面水温低 3
.

5 ℃
,

50 米层低

1 0
.

2 ℃
,

水平温差发此之大
,

说明东经 14 4
` ,

北纬 3 8
0

2以附近是暇寒流的交汇区
。

北上的柔鱼在此交汇区索饵集

群
,

形成柔鱼作业中心渔场
,

见图 3
。

在此渔场作业天数占36
.

7肠
,

渔获产量占北太平洋柔鱼产量的 55
.

4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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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1 9 9 3一 1 9 9 5年柔鱼渔场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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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

2 19 94 年 8月中旬西北太平洋海面温度分布 (见图4)

亲潮寒流从北纬 4 5
0

以北
,

东经 1 5 0
0

以东呈东北至西南向伸入暖水区
。

在北纬 4 2
0

~ 4 3 ,C
,

东经 1 4 5
0

~ 1 4 9
0

一带形成强大的暖寒流交汇区
。

在一个纬度的间距内
,

水平温差达 6℃以上
。

与此相应形成本年度的柔鱼渔场

(见图3 )
。

柔鱼中心渔场位置在北纬 40
0

~ 4 3
0 ,

东经 146
。

~ 14 9
0 。

平均日产量为 4吨
,

最高日产量达 10吨
。

2
.

3 1 99 5年8月中旬西北太平洋海面温度分布 (见图5)

亲潮第一分支沿北海道东岸流到北纬 42
。 ,

向外呈由北向南流动至北纬 4 00 附近
,

与北上的黑潮暖寒相遇
,

在北纬39
。

一 41 ℃ 形成等温线分布密集的流隔区
,

纬向水平温差 1个纬度达 6 ℃左右
,

此水域受北方亲潮寒流

的影响较大
,

20 米至 10 。米层水温结构较为复杂
。

亲潮寒流水温较低
,

密度大
,

从 20 米层由北向南伸入
,

视受其

影响的程度反映出水温的高低变化
。

此水域实测水温表层最高为19
.

4℃
,

最低为 1 6
.

8 ℃
,

水平温差为 2
.

6℃ ,
20

米层最高水温为 1 8
.

6℃
,

最低为 13
.

4℃
,

水平温差为 5
.

2 ℃ ;而 35 米层最高水温为 14
.

9℃
,

最低水温为 10
.

3℃
,

水平温差为 4
.

6℃
,

50 米层最高水温为 12
.

8 ℃
,

最低水温为 9
.

5 ℃
,

水平温差为 3
.

3℃ ; 10 。米层最高水温为

10
.

8℃
,

最低水温 7
.

。℃
,

水平温差为 3
.

8℃
。

水温垂直结构呈两种类型
,

一种是 20 米层以上水温无多大差异
,

而

20 米层至 50 米层水温急剧下降
,

50 米层以下水温又呈缓慢变化
。

另一种类型是从表层至 5。米层水温急剧下降
,

50 米层以下水温又缓慢变化
。

与图 5海面温度分布相应的形成柔鱼中心渔场 (见图2)
.

渔场位置在北纬 38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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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9 9 4 4年8月海面温度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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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 ,

东经 14 30 ~ 147
。 ,

此渔场平均 日产量在 2吨以上
,

最高日产量达 10 吨以上
。

本年度西北太平洋柔鱼渔获量

8 0 % 以上是在此渔场获得
。

3 几点看法

(1 )西北太平洋柔鱼渔场主要是暇寒流系交汇形成的流隔渔场
,

寻找柔鱼植场以寻找暖寒流系交汇的流

隔为依据
,

从海面温度分布图中等温线密集的区域即为流隔
。

(2 )暖寒流交汇的流隔位置变化
,

与暇寒流系的强弱变化有关
.

流隔位 t 的变化影响到柔鱼中心渔场的

位置变化
.

( 3) 通过西北太平洋三年的柔鱼渔场探捕调查
,
1 9 9 3年北太平洋是个冷夏

,

表面平均水温比常年平均值

低 1 ℃ ~ 3℃
。

暖寒流的交汇区主要在北纬 3 90 以南
,

此年柔鱼中心渔场在北纬 3 90 以南
.

( 4 ) 1 9 9 4年夏季北太平洋表面升温急剧
,

暖寒流交汇区主要在北纬 41
。

以北
,

故柔鱼中心渔场在北纬4 10 以

北
。

当年表面水温比 1 9 9 3年同期高达 5℃ 以上
,

故柔鱼中心渔场比 199 3年向北移动 3个纬度
.

( 5 ) 1 9 9 5年暖寒流系的交汇区在北纬 3 90 ~ 41
。 ,

比 1 9 9 3年约高 1个多纬度
,

比 1 9 9 4年约低1个多纬度
。

故此

年柔鱼中心渔场介于前二年的中间
。

比 1 9 9 3年向北高 1个多纬度
,

向东2个多纬度
,

比 1 9 94年向南低 1个多纬

度
,

向西约 1~ 2个纬度
。

( 6) 每年进入 6月份
,

如果海面水温升温快且高
,

柔鱼 中心渔场位置偏北偏东
,

海面水温升温缓慢且低
,

则

柔鱼中心渔场位置偏南偏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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