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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头足类资源开发现状

和中国远洋就钓渔业发展概况

王完耕 陈新军
(上海水产大学工程技术学院. 200090) 

Dec.. 1998 

摘 要 本文简述了世界头足类的资源开发与利用现状，还分析了世界八个主要海区的头

足类产量及主要种类。西北太平洋的头足类产量一直保持领先.90年代仍保持增长的势头。1995年

占世界头足类产量的35.3%。本文还阐述了中国远洋就钓渔业的发展概况，指出中国远洋就钓渔

业经过近8年的发展，已成为中国远洋渔业的一大支柱产业，作业海城广泛分布到日本海、西北太

平洋、新西兰和阿根廷等世界主要就钓渔场。最后对我国就钓渔业发展提出了建议。

关键词 头足类资源，中国，远洋就钓渔业

中固分类号 S931. 4. S973. 3 

头足类是当今世界海洋生物中具有开发潜力较大的重要温业资摞之一，它已成为各主要
植业国家的主捕对象。近年来，世界头足类总产量从1990年的235万吨递增到1995年的284万吨
[FAO 1995J.但是它在世界海洋植业总产量中所占的比例仍然很低.90年代平均比例只占
2.57 %.据统计，全世界分布在大陆架和大陆坡水域的头足类资源蕴藏量为1000万吨，而大洋
中头足类的资源蕴藏量还要大几十倍(50倍)[董正之 1991].这些公梅和深海区的头足类资源
至今尚未正式开发利用，因此头足类是一种很有发展潜力的捕捞对象。头足类的种类繁多，总
计约600余种，可分为乌贼(墨鱼)、就鱼(枪乌贼类和柔鱼类〉和章鱼三大类，其中乌贼类约130
余种，枪乌贼类(含柔鱼类)约300种，其余为章鱼类，当前世界头足类温获量中枪乌贼类(含柔
鱼)占着主导地位，约占70%以上，并且分布广泛，乌贼类和章鱼类各占15%左右。

1 各海区头足类的利用状况

长期以来，头足类渔获量相对集中在太平洋海域，它约占世界头足类总植获量的一半以
上，进入90年代，太平洋海域的头足类产量依然呈增长趋势，由1991年的132. 61万吨增加至
1995年的162.35万吨，太平洋海域头足类产量占世界头足类总产量的比重也在不断增加，由
1991年的53.03%递增至1995年的59.�9% (表1)。

在太平洋头足类资源分布最为丰盛的海域是西北太平洋海区(即FAO在其、渔业统计年
鉴中使用的61渔区〉。该渔区头足类产量独占鳖头，一直保持着领先地位.90年代还继续保持上
升趋势.1991年为81. 5万吨.1995年超过100万吨，四年间增加近20万吨，平均每年递增5万吨。

1998-03-30收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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渔获量占世界头足类总产量的1/3还多。1995年达35.31%(表2)。

寝1 1990-1995年世界头足类总产量及太平洋海区的头足羹产量寝(单位2吨〉
Tab. 1 Tbe cepbalopod catcbes 01 total world 01 Paclllc Oee创11 durlDII99o-1995(Unit，ton) 

1990 1991 1992 1993 1994 1995 

世界头足类总产量(A) 2357595 2572230 2742418 2721639 2776233 2841060 

太平弹头足类产量也〉 1334484 1326135 1451896 1438866 1619186 1623544 

B/A (%) 59.05 53.03 52.81 53.16 54.57 59.39 

寝2 1990-1995年各渔区头足提的产量及占世界头足.单产量曲比倒 〈单位g吨〉
Tab. 1 Tbe cepbalopod catcb and It. Perc幅幅le 01协刨 锦恤.. 句lOd幅teh

In tbe Ilsbing area durlng 19到H995 (Unltat幅〉
年份 1990 1991 1992 1993 1994 1995 

61区 861738(36.5) 815593(31. 7) 913828(33.3) 876176(32.2) 933237(33.6) 1003368(35.3) 

67区 73873(1. 8) 20876<1.2) 26014(0.9) 338(0.1) 1446(0. 1) 310(0.01) 

71区 261449<11.1) 280904 <1 o. 9) 284469 <1 O. 4) 320921(11.8) 310145<11. 2) 296342<10.4) 

77区 80224(3.4) 64614<2.5) 39942<1.5) 38158<1.4) 58704<2.1) 111306(3.9) 

81区 66562(5.3) 63688(2.5) 112967<4. 1) 69736(2.6) 116686(4.2) 139581(4.9) 

87区 20639(0.9) 70460(2.7) 74676(2.7) 133537(4.9) 198968(7.2) 72637(2.6) 

34区 185947<7.8) 237358(9.2) 203351(7.4) 222502(8.2) 205630 (7. 4) 204784<7.2) 

41区 553019(23.5) 696821(27.1) 735174<26.8) 715670(26.3) 580423(20.9) 642144(22.6) 

注，表中括号内的数字为百分率.

在西北太平洋海域，主要由大洋性与陆架区有密切联系的两大头足类构成渔获的主体，即
太平洋槽柔鱼(Todarodes pac的'cus) 和柔鱼(Ommastrephes归rtrami)，它们的渔获量在西北
太平洋海域的头足类总谧获量中分别占52. 4%和34. 5%。太平洋槽柔鱼的开发已具有百年历
史，渔场由浩岸水域扩展到外海，并运用强光诱捕，温获率大为提高，渔捞强度也日益增大.80
年代来，太平洋榴柔鱼资源走出低谷并逐年恢复，其产量由1988年20余吨，递 升至1993年54.8
万吨，五年间翻了一番还多，但仍未达到历史最高水平(1968年为67万吨).其次.1974年开发了
北太平洋的柔鱼资源，特别在80年代使用高效率的流刺网作业，渔获量最高达30余万吨，然而
1993年1月1日联合国44/225号决议规定，禁止大型流刺网作业[乐美龙1995J.从此温获量受
到很大的影响，最近几年经过改进就钓渔法，使渔获量有所增加。

中西太平洋(FAO71憧区〉的头足类产量在世界各渔区排列第三位，该海域盛产陆架性乌
贼类和枪乌贼类.80年代该区的头足类渔获量在13-19万吨，90年代有较大幅度增长，为28-
32万吨之间，占世界头足类总产量的比例稳定在10%-12%之间。前期渔获以乌贼类占优势F
后期则以枪乌贼类占主导地位，主捕对象为中国枪乌贼(Loligo chinensis) 和杜氏枪乌贼(Loli
go duvaucelii)约占52%-56%.乌贼类则不到1/3.

中东太平洋(FAO77谧区〉的头足类产量在较大波动中呈增长趋势，由1990年8万吨，下降
至1993年不足4万吨.1995年又迅速猛增到11多万吨，其所占世界头足类总产量的比例也从
1993年的1.4%上升到1995年的3. 9%。温获组成主要是乳光枪乌贼(Loligo opalescens) 和茎柔
鱼(Dosidicús gigas) •两者产量均有较大增长。

西南太平洋(FAO81区) 为70年代末开发利用的重要头足类植场，有10万吨级的新西兰双
柔鱼(Nototodarus sloani) 集结在陆架与陆坡海域，近年来，该区头足类总产量也出现不稳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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状态。1993年头足类总产量不到7万吨，1994年和1995年又分别恢复到11.7万吨和13.96万吨，

其中主要是双柔鱼产量的增长，从1993年的3.5万吨增加到1994年的6.5万吨和1995年的7.2万

吨，所占比例在51%�55%之间，1996�1997年度新西兰双柔鱼眈钓生产不景气，而拖网产量

与往年持平，主要原因是海况发生变化。

东南太平洋(FAO 87区)在80年代末才开发茎柔鱼资摞，从而使该区头足类渔获量取得大

幅度增长，1990年该区头足类总产量约2万吨，至1994年增长到近20万吨，其所占世界头足类总

产量的比例从1990年的0.9%增长到1994年的7.2%，可是1995年突然下跌至7.3万吨，这主要

是因茎柔鱼产量剧减，据悉1997年茎柔鱼渔获量将进一步下降，大约仅数千吨，很可能受海况

(厄尔尼诺)的影响所致。

中东大西洋(FAO 34区)是以底拖网在狭窄的陆架作业，捕捞蚓类和乌贼类为主，这两种

类、渔获量大约15�20万吨之间。1993年蜡类达11.8万吨，90年代该区头足类总产量均在20万吨

以上，其所占世界头足类总产量的比例基本上稳定在7%�9%，分布在该区外海和大洋性的枪

乌贼类和柔鱼类资源基本上尚未开发利用。

西南大西洋(FAO 41、渔区)拥有丰富的头足类资源，70年代开始开发主要的头足类资源，

由于一些国家竞相发展远洋渔业，1989年该区的头足类产量猛增到74.3万吨，超过了西北太平

洋海域头足类的温获量，名列世界各谊区的榜首，该区主要温获对象是阿根廷滑柔鱼(Illex

argentinus)和巴塔哥尼亚枪乌贼(!'oligo gah仆，这些渔获量几乎都是由远洋船队所捕获，尽管

捕捞强度不断增强，总产量的升降幅度也很大，但是资源的恢复速度仍较快，90年代仍保持在

58�74万吨间。据悉1997年阿根廷及福克兰岛就钓渣场又是一个丰收的好年景。

2 中国远洋光诱就钓渔业发展概况

中国头足类植业具有悠久的历史和传统的捕捞方法，但头足类在中国海洋渔业产量中所

占的比重较小，1980年以来，平均年、渔获量仅为7万吨，一般只占全国海洋也业产量的3%�

5%，其中乌贼类和枪乌贼类产量占90%以上。中国近海分布的头足类约90种左右，其中暖水性

的有58种，占65.1%，属暖温性种类31种，占34.9%，无冷温性种类，按海域分布，在渤海的有7

种，黄海14种，东海29种，南海58种，其种类的多少明显有随着纬度的递减而增加，中国近海头

足类的渔获量主要由曼氏无针乌贼(Se户iella maindroni)、金乌贼(Se户ia esculenta)、日本枪乌

贼(Loligo ja户。nzcα)、中国枪乌贼和太平洋槽柔鱼等组成，专业捕捞方式以底拖网为主。

1989年8月根据中苏、渔业协定，上海水产大学"浦苓"号实习船前往日本海俄管水域进行就

钓探捕和调查，从此揭开了我国远洋就钓渔业的序幕，通过三年的调查和试验，基本上掌握了

日本海太平洋榴柔鱼的白场特性、钓捕技术等，并成功地将8154型拖网船改装为眈钓作业船。

就钓作业船从1990年的l艘发展到1992年的16艘，平均单船产量也相应地从37吨增加到156吨，

1993年已有40余艘光诱就钓船投入生产，年产量约8000吨，平均单船产量为190.4吨，为我国发

展远洋白业闯出了一条新路子，填补了我国远洋机钓就鱼的空白。

但是，当时考虑到日本海就钓作业范围均在沿海国的200海里内，资源有限，周边国家海域

的管辖日趋严峻，对长远发展带来困难，对此，为继续开括我国远洋就钓渔业新的经济增长点，

积极向有关部门建议开发北太平洋新的就钓资惊(柔鱼h但由于柔鱼的特性不同于日本海的

太平洋榴柔鱼，在眈钓作业的开发进程中产生最大难度有三点:一是柔鱼渔场广泛分布，从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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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145度到西经145度，东西部的渔场结构不同，越往东部加大了空间的深层次的分布F 二是资
源群体组成随水域有明显差异，越往东部个体越大型化，分布稀散，并栖息水层越深，诱捕更
难F三是柔鱼触腕脆，易断，脱钩率加大。1993-1995年我校舍同舟山、烟台、上海、宁波和大连
等海洋渔业公司联合组织就钓探捕船队赴北太平洋进行囊鱼资摞的开发和钓捕技术研究，经
过近3年的调查和试验，基本上掌握了北太平洋西部柔鱼植扬的植发特性、钓捕技术、海况条件
等，1994年开始正式有大批就钓船〈约98艘〉赴北太平弹生产，共捕获柔鱼2.3万吨，平均单船为
234. 6吨，以后生产规模不断扩大，1996年生产单位扩大到21家，作业就钓船达369艘，总产量为
8.3万吨，平均单船为225.5吨/天，1997年北太平津柔鱼总产量超过10万吨(表3)。

寝3 挽回远洋舰钩渔业发展状况
Tab. 3 The developmént of Chlnese dlstant-water squld Jlutnl flshery 

作业海城 年份
生产企业作业船数 渔获量 平均单船

〈个 傻 吨〉 产量〈吨〉
作业海城 年份

生产企业作业船数 据量获量 平均单船
〈个 艘 吨〉 产量〈吨〉

1990 2 74 37 1994 7 98 23000 234.6 

日
1991 3 291 97 太耳西北1995 17 248 73000 294.3 

本
海

1992 1 16 2502 156.3 1996 21 369 83000 225.5 

1993 3 42 8000 190.4 1997 20 337 101839 302.0 

小计 4 63 10867 172.4 小计 21 715 179000 250.3 

1996-1997年度已有一批就钓船赴新西兰生产双柔鱼，据统计我国约有59艘，其中有我国
自行设计、自行建造的大型专业就钓船，但由于海况〈厄尔尼诺现象〉发生变化，表温比往年升
高l'C，温获产量不佳，平均单船产量不到150吨，为近十年来的最低产量，1997年上半年也有几
艘大型航钓船在阿根延公海作业，钓捕阿根廷滑柔鱼为主，取得较好的成绩。

我国远洋就钓渔业发展迅速，短短8年时间，生产船只从无到有，作业温场向南扩展到新西
兰和阿根廷海域，初步形成了专业性的规模化生产队伍，并已成为我国远洋渔业的一大支柱产
业，远洋就钓渔业的发展不仅减轻了我国近海植业资源的捕捞压力，调整了近海渔业的作业结
构，解脱了渔业企业的困境，并为企业找到了新的经济活力。

3 建议

头足类资源蕴藏量大且分布范围广泛，目前世界上较为大规模开发和利用的大洋性头足
类主要有太平洋榴柔鱼、柔鱼、双柔鱼、茎柔鱼和阿根廷滑柔鱼，它们的作业方式都为钓捕，虽
有少数种类如分布在日本沿岸海域的太平洋槽柔鱼以及西北非的章鱼等，因捕捞过度而出现
过资源衰退，但全球范围内头足类总可捕量的估算值与目前的生产量相比，开发率仅为3%左
右，可见头足类是一种未充分开发利用的渔业资源，也是一种很有发展前途的捕捞对象。面对
我国近海渔业资摞的衰退以及与周边国家建立的新的植业协定的生效，我国大部分作业船只
的出路成为一个很大的问题，因此开发和利用大样公海性的头足类资源是我国海洋谧业的一
个重要发展方向。

日本海的太平洋槽柔鱼和西北太平洋的柔鱼资源丰富，作业渔场距我国又近，应作为我国
开拓远洋就钓渔业的主要生产基地，并且应该不断加以巩固和发展，目前我国就钓船一半以上
是8154型拖网改装船，而大型专业就钓船的比例相对较少〈但也有6-8艘国内自行建造的大型
作业就钓船)。因此应根据就钓渔船的不同船型及其作业能力，分别布局在日本海、西北太平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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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部和东部渔场，捕捞不同的种类，做到总体的经济效益达到最佳，充分利用这两种资源。

我国眈钓渔业发展迅速，1997年北太平洋柔鱼总产量已超过10万吨。但是由于东南亚金融

风暴对日本、韩国等主要头足类生产和消费国的影响，大量低价就鱼涌入国内，对我国的头足

类市场产生极大的冲击。由此造成国内就鱼价格低下，就鱼市场不景气，企业效益不佳，市场销

售价格已成为我国就钓植业发展的一大主要障碍，为此，建议国家有关主管部门限制非自捕头

足类的进口数量，保护我国新兴的眈钓植业，同时营销就鱼市场应立足于国内，加工成多样化、

大众休闲食品销售到内陆与边远地区。

随着大型专业就钓船的建造和引进，向南太平洋发展、实现全年化生产是我国就钓、渔业的

发展目标。目前有的渔业企业已经跨出了第一步，但实际生产的总体效果不佳。主要原因可能

是带有一定的盲目性。到国外(如新西兰和阿根廷)海域作业，要防止一哄而上，国家或协会应

该加强统一和宏观调控，明确规定到国外生产的就钓船数量，审定作业船只的性能和资格，防

止产生盲目性和"内耗"现象。1996�1997年度是我国第一次派就钓船赴新西兰生产，有的单位

甚至连8154型船也去生产，共计59艘;而日本、韩国分别只有15艘。由于海况发生变化，渔获量

剧降，参加生产的各渔业公司都不同程度地遭受经济上的损失，教训是深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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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CURRENT EXPLOITATION OF CEPHALOPOD 
RESOURCES IN THE WORLD AND THE DEVELOPMENT 

OF CHINESE DISTANT-WATER SQUID JIGGING FISHERY 

ABSTRA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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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current exploitation of cephalopod resources in the globe are briefly 

described in this paper. The catch and main cephalopod species in eight important statistical 

fishery areas are also analyzed. The cephalopod catch in Northwestern Pacific have 

persistently taken first place and have been continuously increasing since 1990s. In 1995 its 

catch data accounted for 35. 3 % in the total cephalopod catch. In this paper， the 

development of Chinese distant-water squid jigging fishery is simply introduced as well. 

After having 8 years developed， it has become a pillar industry ìn Chinese marine fisheries， 
and fishing grounds are widely distributed in Japan sea， Northwestern Pacific， New Zealand 

around waters and Argentine coastal waters. Finally some suggertions about developing 

squid jigging fishery of China are put forward in the fu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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