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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中海金枪鱼延绳钓渔获物组成的初步分析

戴小杰

(上海水产大学. 200090) 

摘 要 本文对1995年5月一6月、1996年4月下旬一7月初地中海金枪鱼延绳钓渔汛期间渔

获物组成进行初步分析，结果表明主要渔获物种有蓝"金枪鱼、箭鱼、大青蓝、翻车鱼、蜻龟，极少

见的鱼种有尖吻青盆、七主'曾金枪鱼、叉尾t走'曹乌筋以及虹科的一种缸.从组成上肴，篮"金枪鱼为

优势物种，占总渔获尾数的81. 0% (1995)和66.9%(1996).至于箭鱼、大青盐、翻车鱼、躏龟所占比

例都较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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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4年全世界金枪鱼类、渔获量以达4.576.000吨，同期海洋植业的 总产量为90.411.600

吨，虽占的比例 仅5.01%.但由于价格高， 经济价值很大[FAO.1994J。蓝蜡金枪鱼Thunnus

thynnus (Linnaeus) 是生活在北大西洋和北太平洋较高纬度海域的一种冷水性金枪鱼，在所

有金枪鱼鱼种中，其个体最大，肉质最好，价格最高，在日本和韩国的生鱼片市场上十 分畅销

(黄向文等.1994)。
在北大西洋，蓝蜡金枪鱼的种群分为西大西洋种群和东大西洋种群(包括地中海).1994年

地中海蓝鳝金枪鱼的产量达28.062MT。在地中海捕捞蓝蜡金枪鱼的主要温法是延绳钓、围网

及定置温具，而延绳钓谊业的规模相当大，仅日本1994年有60多艘大型延绳钓船在地中海生产

[三田重大郎.1995J。目前在地中海用延绳钓法捕搪蓝蜡金枪鱼的渔业活动日益受到大西洋金

枪鱼渔业保护委员会OCCAT)的关注， 对渔船大小和渔期实施一些限制措施，如何保护和管

理这 一资摞成为一个重要课题〔长岛 一雄.1995年汉泽文]。用底拖网对西非近海大陆架的渔获

物组成分析己见报道〔郑元甲.1992J ，有元贵文和岩崎俊彦[1983J研究了沿岸底延绳钓的渔获

物的垂直分布z但对地中海西部海盆的延绳钓温获物组成方面的研究尚未见报道。本文对在温

讯期间(一般为4月中旬至7月初〉 该海域的延绳钓渔获物组成进行初步分析， 为植业生产和蓝

蜻金枪鱼资源合理利用提供科学依据。

1 调查方法和位置

本文在1995年5月20日-6月30日地中海生产期间在同 一艘延绳钓船连续共取样作业次数

为39次.1996年4月20日-7月5日地中海亦同样方法共取样作业次数为69次。观测并记录每次

作业钓获的所有物种种类和数量。每天用数字式温度计测量一次水温。
取样的位置位于地中海的西部海盆，即 经度在00'00'E - 10'00' E之间，纬度在3705()'N一

1997-05-07收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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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020'N之间。见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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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l 地中海延绳钓渔获物取样位置示意图

Fig.1 Position of sampled catch obtained by longline fishing in the Mediterranean Sea 

μ化f///为取样区

2 主要渔获物种及其组成

在地中海延绳钓作业中，较常见的物种有蓝鳝金枪鱼、箭鱼、大青盐、翻车鱼、蛐龟。极少见

的鱼种有尖吻青蓝1surus oxyrinchus Guitart、长蜡金枪鱼Thunnus alalunga (Bonnaterre)、叉

尾长蜡乌勤Taractichthys longi户innis(Lowe)以及虹科(Dasyatidae)的一种虹，因数量极少，未

计算其比例。
2. 1 蓝蜡金枪鱼Thunnus thynnus(Linnaeus) 

该鱼为目标鱼种， 经济价值最大。测量结果显示，1995年在全部蓝蜡金枪鱼中优势叉长为

192cm-241cm，占74%，1996年在全部蓝鳝金枪鱼中优势叉长为188cm一24Ocm，占68%，1995 

年5月下旬、6月上半月、其组成 占绝对优势，6月下半月比例有所降低，分别达85.7%、88.2%、

67.2% (表1) 0 1996年4月下甸的比例较低， 仅18.2% ，5月上半月、 5月下半月、6月上半月、6月

下半月比例占绝对优势，分别达82.6%、78.0%、68.3%、71.0% ，7月初比例下降为58.3%。两

年渔泪间的结果表明，自5月份以后， 蓝鳝金枪鱼在渔获物中占据优势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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寝1 1995年渔汛期不周阶段地中海延绳的主要渔黯物凰徽和组成寝(5月10日-6月30日〉

Tab.l Number and composltlon or catcb obtalned by longllne rlsblng 

In tbe Medlterranean Sea In 1995 (10. M町-30. Ju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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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J\吱物种
5.20-5.31 6.1-6.15 6.16-6.30 全汛期

蓝"金枪鱼 55 85.9% 60 88.2% 39 67.2% 154 81. 0% 

箭鱼 2 3.1% 1.5% 。 。 3 1.6% 

大膏)t 3 4.7% 1.5% 。 。 4 2.1% 

翻车鱼 3 4.7% 2 2.9% 9 15.5% 14 7.4% 

蜻龟 1.6% 4 5.9% 10 17.2% 15 7.9% 

平均表面水温CC) 18.7 20.5 22.3 

2. 2 箭鱼Xiphias gladius Linnaeus 

箭鱼是一种经济鱼种 ，但在地中海由于其数量少 ，价格低 ，同蓝蜡金枪鱼相比 ，生产上几乎

没有 什么意义.1995年汛期 该鱼数 量占 总数仅 为1. 6% ;1996年瓶期占 总数 为5.2%。优势叉长

为150cm-180cm。
2.3 大膏盆Prionace glauca (Linnaeus， 1758) 

大青量是大洋性栖息水层较浅的一种大型蓝鱼，一般 全长在2m 以上，冷暖水中皆有分

布. 该鱼槽要其鱼蜡，即背蜡、胸蜡和尾鳝，鱼肉丢弃。从1996年的取样看(表2).4月份 该鱼的比

例较高(63.7%)，随着水温的升高，该鱼的比例迅速降低，1995年亦呈同样的趋势(4月份 来取

样〉。

寝1 1996年渔m期不同阶段地中海踵绳钓主要渔在物尾戴和组成寝(4月10日-7月5日)

Tab. 5 Number and composltion or catch obtalned by longllne rllblng 

In the Medlterranean Sea 1凰1996 (10.Aprll-5.July) 

4.20-4.30 5.1-5.15 5.16-5.31 6.1-6.15 6.16-6.30 7.1-7.5 金汛期
飞、、

蓝"金枪鱼 4 18.2% 19 82.7% 39 78.0% 41 68.3% 49 71. 0% 14 58.3% 166 66.9% 

箭鱼 4.5% 。 。 2.0% 7 11.7% 2 2.9% 2 8.3% 13 5.2% 

大青蓝 14 63.7% 3 13.0% 7 14.0% 5 8.3% 1.4% 4.2% 31  12.5% 

翻车鱼 3 13.6% 1 4.3% 2 4.0% 5 8.3% 5 7.3% 4.2% 17 6.9% 

蜻龟 。 。 。 。 2.0% 2 3.4% 12 17.4% 6 25.0% 21 8.5% 

平均表面水温
16.4 17.6 19.4 22.0 23.3 23.8 ('C) 

2.4 翻车鱼Molo molo(Linnaeus， 1758) 

该鱼 侧扁，无尾蜡F体色背部 为灰色或暗灰色，腹部淡灰色井带银白斑点。翻车鱼是一种大

洋性中上层鱼类，没有经济价值。 钓获个体全长一般 为100cm--11Ocm。从两年的组成看，其数
量占 全汛期总渔获尾数分别为7.4%0995年〉、6.9%0996年)。
2.5 蝙龟Caretta caretta caretta (Linnaeus， 1758) 

该种 爬行动物的识别特征为背甲心脏形，侧扁，头长且非常宽，头上具2对前额鳞甲，背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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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板上具有5对 侧鳞甲F腹甲上具3对扩大的缘下鳞甲，每只鳝状肢具有两个爪F背部体色黄红

色带 淡 色的斑点，腹部淡黄色散落着橙色的斑点。 钓获个体的背甲长度一般为100cm。 观测结

果显示，该种海龟4月至5月数量很 少，随着水温的升高， 出现率明显升高，在1995年的6月下半

月的渔获物中占17.2% ;1996年6月下半月、 7月初出现率分别这17.4%、25.0%。 海面上亦能

观测到海龟的攒动。 该龟广泛分布在北 大西洋非洲浩岸，阿尔及利亚沿岸亦相当多[FAO，
1981]。

海龟钓获后都取下钓钩，将它放回海中，以保护这种动物。

3 讨论

本文取样的海域位于地中海西部海盆，水深为1000m 以上，气候干燥，降水量 少。 海水的

蒸发量是流入量的近三惰，海水的补偿由大西洋海水 经直布罗陀海峡流入，这样形成了沿北非

近岸的向东的表层海流，来自大西洋的低温表层流在向东流的过程中，其水温不断升高，且由

于蒸发盐度亦不断增加，结果密度增加沉入海底。高盐度的底层水最后在250m 深的水层通过

直布罗陀海陕流回大西洋。由于底层水的不断流出，造成营养盐在深水层不能积累[Arthus，

R. Mi!ler.1983J。 因此地中海的初级生产力相对较低F海水水体呈大洋性质。 本研究的结果表

明，通过延绳钓钓获的温获物种类相当少，均为大洋性鱼种，如大青蓝、翻车鱼等。 同样在中部

大西洋赤道附近海域的延绳钓温获物由于处于低纬度，作者观测到有20多种物种。

海况的变化尤其是水温的变化，是造成蓝鳝金枪鱼组成及生物学变化的原因。地中海蓝蜡

金枪鱼延绳钓钓获的群体是产卵群体，属于东大西洋群体，其产卵场在地中海的利比亚、突尼

斯浩岸和西西里岛周围，4-6月产卵，产卵后进行索饵捆游，离开地中海到大西洋索饵 [赵传

细，陈思行，1983 ;三田重太��，1994J.4月份由于水温较低， 产卵的蓝蜡金枪鱼未大量进入温

场，故比例较低(18.2%) ;5月份以后，随着水温的升高， 比例上升到70%-80% ;但至6月下半

月或7月初，随着产卵结束，组成比例下降。同时还观测到4-5月份钓获的群体个体较大 ;6月中

下旬钓获的群体个体较小。 从性腺的发育情况看，4月份雌性个体的卵巢占据体腔绝大部分，

处于I-N期，腹部较饱满，充满脂肪F至5月中旬以后，部分个体的鱼开始产卵，卵粒呈液态流

出，腹部比以前瘦F至6月下旬以后，雌体鱼明显变瘦，大部分个体的鱼己产卵结束。

比较两年谧汛期间钓获的物种组成看，箭鱼的组成比例均较低F大青蓝在鱼湘。早期的低水

温时，比例较高，这与蓝鳝金枪鱼未进入产卵场有关F翻车鱼的比例变化不大，蜻龟在温汛早期

的出现比例较低，随着水温的升高，比例明显上升，这显然与 爬行动物随着环境温度升高，代谢

活跃而到处觅食被钓有关。

关于渔获物的栖息深度，在地中海钓钩的投放深度根据计算范围为50米-80米，而在大西

洋赤道海域以大眼金枪鱼为目标鱼种的深层延绳钓投放深度一般为100米一300多米，这与在

高纬度海域表层水温低，目标鱼种栖息栖息水层较满F在中部大西洋赤道海域常年水温高达

27"C左右，目标鱼种栖息水层较深有关。

本文的垒种鉴定工作得到伍汉霖教授、孟庆闯教授的帮助，在摒写过程中得JoJ王先耕很梭的帮助，特此一

并致询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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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PRELIMINARY ANALYSIS ON THE COMPOSITION 

OF CATCHES OBTAINED BY LONGLINE FISHING 

IN THE MEDITERRANEAN SEA 

Dai Xiao-jie 

CShanghai Fisheries University. 200090) 

ABSTRACT In this paper a preliminary analysis was performed on composition of catches 

obtained by longline fishing in the Mediterranean Sea during fishing seasons of two years 

May-June in 1995 and late April-early July in 1996.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species of 

catches which often appeared were bluefin tuna Thunnus thynnus CLinnaeus)， swordfish 

Xiphias gladius Linnaeus， blue shark Prionace glauca CLinnaeus， 1758)， oceanic sunfish 

Molo molo C Linnaeus， 1758 ) and Atlantic loggerhead turtle Caretta caretta caretta 

CLinnaeus f 1758). The species of catches which rarely appeared were shortfin mako Isurus 

oxyrinchus Rafinesque， 1810， Albacore Thunnus alalunga (Bonnaterre)， bigscale pomfret 

Taractichthys longiρinnis CLowe) and a kind of raysCDasyatidae). In the catches bluefin tuna 

is a predominant species， accounting for 81. 0%(995) and 66.9%(996). As for the other 

species including swordfish， blue shark， oceanic sunfish and Atlantic loggerhead turtle were 

considerably low in propor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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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ynnus 

Mediterranean Sea， longline fishing， composition of catches， Thunnu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