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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太平洋(1600E�1700 E)大型柔鱼渔场
的初步研究

陈新军
(j工海水产大学工程技术学院. 200090 ) 

摘 要 本文根据1997年6月-7月北太平洋(1600E-1700 E)海城柔鱼探捕调查的资料，对

渔场形成的海洋环境条件进行了初步分析。 1600E-1700 E海域的大型柔鱼谧场主要由亲潮第3和

第4分支与黑潮的第4和第5分支交汇形成，特别是在深层000米水层 )的 暖水域前端形成。其表层

水温一般为11-13 'C. 100米水层水温约为9-lQ"C。其中1670E-1700 E海域的温场较为稳定，可

供北太平洋就钓船的前期生产.中心渔场形成时常有浮游生物层。浮游生物层越厚实，海获量越

高，但有关浮游生物层的形成原因需作进一步的研究与探讨。

关键词 北太平洋，大型柔鱼，渔场，浮游生物层

中图分类号 S931. 4 

西北太平洋就钓憧场自1993年成功开发以来，我国己有300多艘航钓船损人生产，主要温
场集中在1550 E 1!J.西海域。近几年来西北太平洋就钓探捕范围也局限在160" E以西海域。通
过几 年的调查和生产，基本掌握了1600 E 以西海域柔鱼渣场形成的海洋环境条件[陈新军
1995.1997J。随着新的中日渔业协定的生效，我国在北太平洋的就钓、渔业将面临着严峻的困
境。为了确保我国北太平洋就钓植业持续健康的发展，在进一步摸清1600 E以西海域的温场
和资摞基础上，同时逐步向东拓展植场，开发个体在2公斤左右的大型柔鱼，特别是1700 E以
东海域的原流刺网、渔场。

1 材料与方法

1.1 调查时间、区域及船只
调查时间为1997年6月-7月，调查海域为390N-450 N、 1600E-1700 E。调查船为中水太

平洋、渔业公司"中水四号"(主机1029kW.灯光 2kW 120只，钓机为电脑集控型40台)和天津远
洋溢业公司"天盛号"(主机882kW.灯光2kW 140只，钓机为46台)。

1.2 材料
日本]MH 发布的北太平洋10天表层水温分布图(FOPN2)和100米水层10天水温分析图

收到日期I 1998-1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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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PN)，日本神奈川县憧业局发布的外海速况图(JFA，周二与周六)，利用表层水温表测定表
层水温，利用颠倒水温计分别测定10米、35米、50米、100米、150米和200米的水温，记录各调查
船的日温获量和作业船位，注意并记录探鱼仪映像中浮游生物层的变化。

1.3 方法
根据亲潮与黑潮相互交汇及其势力的强弱，结合表层水温、中层水温(100米〉和温获量的

情况，对1600E-1700 E 海域的油场形成作一初步分析。

2 结果

2. 1 探捕区域的海况
西北太平洋柔鱼 温场主要是流隔 型植场，植场的形成与黑潮暖水系和亲潮冷水系的分布

变化甚为密切，黑潮暖水系由南向北逐渐向东北向东呈右旋式的顺时针方向流动，与沿千岛群
岛东岸由东北向西南流动的亲潮冷水系及其分支相遇形成流隔憧场。

1997年7月西北太平洋柔鱼憧场探捕
期间的暖寒流水系分布如图1。从图中可以
看出，今年探捕范围主要由亲潮第3和第4
分支南下与黑潮第4和第5分支北上交汇形
成的流隔区。从总体海况来看，今年黑潮各
分支除了第3分支实力较去年略强外 ，其它
均与去年接近，但亲潮势力普遍呈强趋势，
尤其在1600 E以东、350N以北海区更为明
显、温度偏低1-2'C。

根据日本东京气象厅分布10天表层水
温分布图(FOPN2，JMH)，7月上旬在350N
-400N、1600E-1700 E 海域，表温比往年
同期低2-30C; 7月中旬表温有所上升。但
是比往年同期低lOC;7月下旬比往年同期
低1-20C。

2.2 渔场的形成

�50N 

400 

350 

1450E 150" 1550 160" 1650 17，伊 1750

图1 暖寒流水系分布

Fig. 1 The distributions of warm current 

and cold current 

根据今年的调查及生产情况，在1600E-1700 E范围内基本上可 分为两 个温场，一是390N
-410N、1600E-1610E(称为西部油场);二是410N-420N、1670E-1700E(称为东部憧场)。
2.2.1 西部渔场

该憧场由亲潮第3分支与黑潮第4分支交汇形成，其表层等瘟线分布密集，表层水温为10-
130C (图2)，100米水层为8-10"C。从100米水层水植分析，该海域属于暖水域前端(图3 ).7月
上旬中水四号及舟渣的就钓船在该 温场生产，取得较好成绩。据说舟油就钓船平均日产在2吨
以上，最高日产为5吨左右。中水四号7月7日-11日的温获情况如表1，平均日产为2. 34吨/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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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日产为4.92 吨/ 天。由于缺少深层次的实测水温资料，无法绘制出垂直水温分布图和纵
横剖面图以作进→步分析。
2.2.2 东部渔场

东部渔场(1670E-1700 E)由亲潮第4分支
与黑潮第5分支的交汇区形成。其表温一般为11

表1 "中水四号"西部渔场渔藐情况
Tab. 1 The output caught by "ZHONGSHUI 4" 

fIshlng vessel In the west flshlng ground 

日期 纬度 经度 产量 平均个体
〈月.日 (N) (E) 祉g) (cm) -14'C之间.100米水层水温为8-11'C.该海域

7.7 41'00' 161003' 

159057' 

870 

2145 

42.6 

的100米水层水温分布向北突出(10'C等温线) 0 7.8 41'00' 

属于 暖水分支的前锋区(图4) 0 7月初温场较广 7.9 41000' 

(l67QE-1700 E).主要位置为黑潮第5暖水分
7.11 41'01' 

支的前端及其附近海域(图5)07月下旬植场主

158059' 

160005' 

160018' 

1815 

4920 

1965 

42.7 

44.3 

42.2 

43.6 

要集中在亲潮第4分支前端及与黑潮第5分支的流隔区等温线相对密集(图的。该渣场生产时间
长达近1个月，作业船多达100多艘，温获效果不错，中水四号在该 温场共作业15天，总憧获量为
15. 855吨，平均日产量为1. 057吨;天盛在该憧场共作业30天 ，总植获量为65. 880吨，平均日
产2.196吨，最高日产量为6. 3吨/天，共有20个温区，最高平均日产量的温区为1157和1167区，
平均日产量为3.06吨/天;最低日产量的植区为1149、1292和1308区;其它温区平均日产均在l
吨以上(表2 )。

2. 3 中心渔场的寻找
掌握中心、渔场首先根据日本神奈川县植业局发布的外 海速况图(JFA)和东京气象厅发布

的100米水层10天水温分析图(SOPN. JMH).寻找暖水分支的前锋区，特别是深层次(100米)
的暖水前端区域，大致确定渔场的范围，表层水温一般为11-13'C左右.100米水温约为9-
10'C作为参考指标。在初步确定渔场大范围后，应充分利用探鱼仪并结合现场水温实测来确定
具体渔场位置。探鱼仪的映象(50kHz)一般为100米层以上的映象较为厚实.100-200米之间
映象为兰绿并带有黄点.300-400米有较为稀谈的兰绿映象;以300-400米有映象为好;夜间
300-400米间的映象逐渐上浮至120-150米左右;浮游生物层一般在180-200米左右。温获
较好时，浮游生物层中有谈兰绿色的点映象逐渐 上浮，浮游生物层较为厚实。

1580E 1ωo 1620 1640 1660 1680 170ρ 

图2 7月7日-11日表层水温布图
Fig. 2 The distribution of surface 

water temperature during 7 -11 July 
注:"."表示作业位置，下圈同

38。

ISS0E 16S0 1700 

义\巳l

17S。
4S0N 

:' l\\、::10 � 4伊

飞\吁

图3 7月1日-10日100米水层水温分布图
Fig.3 The distribution of 100 meter layer 

water temperature during 1-10 Ju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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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ω。'E 1650 170ρ 
45哨 1580E 1ω。 1620 1640 1660 1680 1700 

35。

因4 6月21日-30日100米水层水温分布图
Fig.4 The distribution of 100 meter layer 

water temperature during 21- 30 June 

图5 7月初表层水温分布图
Fig. 5 The distribution of surface 

water temperature during early Ju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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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0N 

42。

380 

表2 天盛号"在东部渔场的渔在情况

1580E 1ω。 1620 1640 1660 1680 170。 Tab.2 The output caught by "TIANSHENG" 

� 440N 

flshlng vessel In the east flshlng ground 

渔区 泡获量 平均日产 渔区 渔获量 平均月产

1149 990 990 1292 480 480 

42。 1147 3315 1105 1309 10200 2550 

1166 2280 1140 1198 1770 1770 

40" 
1177 6255 1564 1307 6040 2013 

1157 12270 3068 1308 555 555 

1167 15270 3054 1305 1230 1230 
38'。

1146 5030 1677 1306 1230 1230 

图6 7月23日-26日表层水温分布图
1156 4845 1615 1176 1140 1140 

Fig. 6 The distribution of surface 
1401 1380 1380 1186 3435 1718 

water temperature during 23-26 July 
1189 1770 1770 1148 1035 1035 

注g表内的泡获晕、平均日产均为kg。

结论与讨论
(l)l600E -1700 E 海域的大型柔鱼谧场主要由亲潮第3和第4分支与黑潮的第4和第5分支

交汇形成，特别是在深层(100米水层)的暖水域前端形成，其表层水温一般为11-13 'C ，100米
水温约为9-10'C。渣场形成的表层水温比1600 E 以西海域低5-TC，同时在1600E以西的温
场形成海域一般在50米以内有温跃层存在，而在1600E-1700 E 海域的大型柔鱼、渔场没有植跃
层。这是由于在1600 E 1从西海域黑潮与亲潮交汇势力强，而在1600 E以东海域仅是亲潮与黑
潮交汇的续流，交汇势力不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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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东部、渔场06rE-1700 E)作业时间较西部 温场0600E-1610 E)伏，油场较为稳定，产
量也较高，可供北太平洋就钓船的前期生产。

(3)调查期间在1600E-1700 E 渔场的钓获产量比1600 E以西海域的同期产量要高，个体
也大，一般平均在2公斤左右。

(4)中心、渔场形成时常有浮游生物层，形成浮游生物层越厚实、温获量越高，钩机作业水深
一般设置在浮游生物层以上。但有关浮游生物层的形成及上浮的原因需作进一步的研究 与探
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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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PR-ELIMINARY STUDY ON FISHING GROUND OF 

LARGE-SIZED OMMASTREPHE BARTRAMl 

IN NORTH PACIFIC WATERS BETWEEN 1600E AND 1700 E 

CHEN Xin-Jun 
CCollege 0/ Engineering &. Technology. SFU. 200090) 

ABSTRACT Based on the investigation results of detecting fishing in North Pacific 
waters 0600E一1700E) during June and July 1997， the marine environmental conditions of 
forming fishing ground are initially analysed. In these areas， the fishing grounds are mainly 
located at the mingling areas of the third and fourth branches of Kuroshio Current and the 
fourth and fifth branches of Oyashio Current， especially at the waters where is distributed in 
the front of warm current at 100 meter water layer. In the fishing ground， its surface water 
temperature is 11-13'C， and the temperature of 100 meter water layer is 9 -10'C. The 
fishing ground located in the waters between 1670 E and 1700 E is relatively stability， which 
may be considered as one important fishing ground during the early fishing period. Also， the 
main fishing ground often occurs together with plankton layer， and the more dense plankton 
layer， the more catch. The reasons for forming plankton layer may be further carried out. 
KEYWORDS North Pacific. Ommastre户he bartrami， fishing ground， plankton layer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