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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世纪多次渔业资源调查结果表明，南海北部近诲的渔业资源已被充分利用，开辟新i鱼场是减轻

南海北部渔业资源所承受的捕捞强度，提高海洋捕捞产量和经济效益的重要途径。随着目前近海海域

渔业资源的衰退，捕捞压力必将逐渐由近海向外海以及南沙群岛海域转移。"开发南沙，渔业先行南

沙渔业资源不仅具有巨大的社会经济效益，而且具有重大的政治军事意义。南沙群岛海域的植业按不

同的作业方式可分为西南陆架区拖网渔业、礁盘区刺钓潜捕的岛礁渔业和大洋性渔业。其中，拖网渔业

生产主要集中于南沙群岛西南陆架区，渔获量占南沙生产总渔获量的 859毛以上[l]O 南海水产研究所于

1990 年一 1993 年(1990 年 4 月、 1992 年 11 月、 1993 年 4-5 月和 11 - 12 月)共对南沙群岛西南部陆架区

进行了 5 个航次的底拖网渔业资源调查，关于主要渔场的位置和经济鱼类的生物学特性已有专文报

告[2] 但在主要经济鱼类数量动态分布方面未作进一步分析。

印度元齿蜡 Ariomma indica (Day)属元齿蜡科(Ariommidae)无齿锢属。广东地方俗称叉尾蜡、大目南

锢[3] 。该种系暖水性近底层鱼类，分布区域非常狭窄，在世界上仅分布于我国和印度，我国只产于南海

区域。印度元齿蜡为南海常见的经济鱼类之一，是南海区底拖网的主要捕捞对象之一。本文根据 2∞3

年南沙西南陆架区渔业资源春秋两季调查结果，结合 1990 年- 1993 年间的调查数据，系统分析了印度

无齿娼的资源现状和变动，旨在为该鱼种的资源利用和管理提供科学依据。

1 材料与方法

资料取自南沙群岛西南陆架区渔业资源春秋两季的调查结果，调查时间为 2003 年 5 月至 7 月(春

季)和 11 月(秋季) ，两次调查各设置 25 个底拖网站位，调查海域范围为 40 00' - 70 30' N, 1080 00' -

111 030'E，调查水深范围为 71 m - 140 m。调查船采用北海海洋渔业总公司"北渔 424" 号钢体机轮单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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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渔船，总吨 300 t ，全长 40 .42 m，型深 3.80 m，主机 1 台 6300ZC，功率 441 kw。调查网具为 4040/2ω

m型底拖网，渔具主尺度为 80.80 m x 60.54 m(37. 70 m) ，其中上网袖长 14.20 m，网盖长 6 .40 m，网身

长31. 94 m，网囊长 8.00 m，浮纲长 37.70 m，沉纲长 47.30 m，网口目大 2∞ mm，网囊目大 40 mmo 作业形

式为单船有翼单囊底拖网，配用→对椭圆形网板。底拖网调查每站拖网一次，每次拖曳 2 h，拖速在 2.8

kn-3.6kn 之间，平均拖速 3.28 kn，拖网调查时间均于白天进行。

对比资料采用 1990 年- 1993 年 5 个航次的南沙群岛西南陆架区的调查结果[2J 鉴于实施调查的船

只不同，大小及功率不→，调查网具和拖速有所差异，故参照真道[4J处理类似资料的方法，定"北渔 424"

为标准船，求出校准系数并对其他船只的资料进行校准。其公式如下:

叫/B 二主 CAι〈ECBE
式中 :n 为标准船(A)和被校准船(B)作业范围相同的调查小区数 ; CAi为标准船在调查小区的平均渔获

率(kglh); CBi为被调查船在调查小区的平均渔获率(kglh); fAlB为标准船和被校准船油获率之比，即 B

船的校准系数 ; i 为 A 船和 B 船调查的相同小区。

V on Bertalanffy 生长参数(L∞和 K)的估计采用 ELEFAN 1 技术分析体长频率样品 [5 ， 6J 自然死亡系

数采用 Pauly 的经验公式计算[7J 。

2 调查结果

2.1 渔获率季节变化

印度无齿倡是春秋两次调查中渔获的主要经济鱼类之一。根据调查结果表明，春季，印度无齿锢出

现率 68% ，平均渔获率为 2.78 kglh，占总渔获物组成的1. 91 %，居第 7 位，有出现站位渔获率分布范围

为1.∞ kglh - 16.∞ kglh，其尾数渔获率分布范围为 36 . 0 indlh - 488 . 0 indlh，平均为 250. 0 indlh;秋

季，印度无齿娼出现率 929奋，平均渔获率为 5.08 kglh，占总渔获物组成的 4 .43% ，居第 5 位，有出现站位

渔获率分布范围为 0.05 kglh - 19. ∞ kg/h，尾数渔获率分布范围为 51. 0 ind/h - 1810. 0 indlh，平均为

524.9 indlh。可以得出，印度元齿捂渔获率呈现出明显的季节性变化，其特点是秋季比春季高，这同以

往的调查结果相一致[2J 。其渔获率分布见图 1 。

2.2 渔获率沿水深分布

根据调查结果表明:春季，印度无齿锢平均渔获率最高的分布水深为 101 m-110 m，达 6. ∞ kglh ，
平均渔获率最低的分布水深为 111 m - 120 m，只有 1.30 kglh，平均尾数渔获率最高的分布水深为

101 m - 110 m，达 70.0 ind/h，平均尾数渔获率最低的分布水深为 111m-120m，只有 15.0 indlh，不同水

深组栖息的个体大小不一，水深 121 m - 130 m 栖息的个体最大，平均个体重达 100.0 gli时，水深

圳 m-l∞ m栖息的个体最小，平均个体重只有 53.1 glind。秋季，平均渔获率最高的分布水深为 71 m-

80 m，达 12.50 kglh，平均渔获率最低的分布水深为 131 m-140 m，只有1. 45 kglh，平均尾数渔获率最高

的分布水深为 71 m - 80 m，达 136. 5 indlh，平均尾数渔获率最低的分布水深为 131 m - 140 m，只有

17.5 ind/h，不同水深栖息的个体大小不→，水深 101m-110m栖息的个体最大，平均个体重达 102.3 gI 
i时，水深91 m - 1∞ m栖息的个体最小，平均个体重只有 70.7 glind。渔获率沿水深梯度分布见图 2。

2.3 群体组成

春季，印度元齿鱼昌平均个体重为 79 .4 gli时，渔获体长范围为 103 mm - 173 阻，平均体长 130.5 mm , 

优势范围为 121 mm - 140 mm，占 86.0% ，其中以 121 mm - 130 mm 这一体长组所占比例最大，达 52.7% 。
秋季，印度元齿鱼昌平均个体重为 95.4 glind，渔获体长范围为 7η2 mm-l口173η3mrr肌I

范围为 1口21 mm - 16ωo mm ，占 9归3.2% ，其中以 1口31 mm-14咽o mm 这一{体丰长组所占比例最大，达 4何5.6%。体

长频率分布见图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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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l 印度无齿娼渔获率分布图

ηle distribution chart of catch rate of Ariomnw indica (Day) Fig.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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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印度元齿组渔获率沿水深梯度分布

Changes of catch rate of Ariomnw indica (Day) with water depth Fig.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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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印度无齿蜡体长分布频率

Fig. 3 F requency distribution of body-length of Ariomma indica (Day) 

2 .4 体长与总体重关系

经点图分析印度元齿蜡总体重对体长的回归，

其体长与总体重呈幕函数增长关系，可用 W = a Lb 

来表示，其关系式为:

W = 4 x 10 - 5 X L3 . 0217 (R2 = 0 . 9802) 

式中 W为体重(g) jL 为体长(rrun) (图 4)0

250 

200 

~ 150 

制
士生 100 

50 

3 讨论
。

。 50 100 150 

体长 1m

200 

3.1 资源密度和资源量的变化 图 4 印度元齿饵体长与总体重关系
采用扫海面积法估算调查海域的资源密度和资 Fig .4 Relationship between body-length and total weight 

源量[8J 。求算公式为 of Ariomma ind;阳 (Day)

Bi = (d i • AJ/aCI - E) 

式中 :Bi 为 t 渔区的现存资源量(t) jd i 为 d鱼区的渔获率(kglh) jAi 为 i 渔区的面积(km2 ) jE 为逃逸率

取 0.5ja 为调查船每小时的扫海面积(km2 ) 。底拖网扫海宽度取上纲长度 37.70 m 的 2/3 ， 即25.13 m，拖

速取平均拖速 3.28 kn，根据扫海宽度和平均拖速计算的每小时底拖网扫海面积 a 为 0.153 km2 ，调查海

域面积为 73 288.08 km2。资源密度的估算采用春、秋两季的平均值的资料进行。由此估算印度元齿蝇

的现存资源密度和资源量分别为 51 .37 kglkm2 和 3 764.81 t，其现存资源量为 1990 年一 1993 年间的

76.5% 。

根据 ELEFAN 1 模块估算印度元齿娼的种群参数列于表 1。可看出，同 20 世纪 90 年代初相比，当前

资源的开发力度己大大增强，达到 o . 69 0 Gulland 认为，鱼类资源的最适开发率为 0.5[9J 。以此标准来判

断，印度元齿踞的开发率己经超过最适开发水平而出现捕捞过度的趋势。

表 1 不同年间印度无齿醋的种群参数

Tab.l Population parameters of Ariomma 归dica (Day) in different years 

年份

1990 - 1993[IOJ 

2∞3 

K 

0.63 

0.64 

L ∞ M 

1. 46 

1. 25 

Z 

3.74 

4.05 

E
-
r
b
剧

-nunu 

185 

3.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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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资源管理建议

对渔业资源的利用必须是有控制的适度开发生产，只有这样，才能维持产业的自身的可持续性。目

前在南沙群岛西南陆架区作业生产的方式，是以拖网为主，刺钓次之，围网基本没有[ 10] 。对于印度元齿

娼等经济鱼类底栖幼鱼资源来讲，底拖网元疑是对其资源破坏强度最大的作业方式，急需调整作业方

式。根据目前南沙海域的资源状况，捕捞作业结构宜适度控制底拖网作业方式，进一步发展刺钓和国网

作业。

另外，要限制采捕规格和渔具尺寸。 1990 年，国家颁布了南海区拖网囊网网目尺寸内径最小为 39

川的国家标准，内径 39 mm外径相当于 50 mm，但目前从事拖网生产渔船的网具几乎没有符合这一要

求。根据南沙西南陆架区主要经济鱼类的选择系数以及产值产量的最佳值推出底拖网囊网最小网目尺

寸为 65 mm(夕阳) [ll] 0 因此，为了保护南沙西南陆架区印度元齿鱼昌等经济鱼类幼鱼资源，规定在该海

域进行拖网作业的网具必须遵守囊网网目尺寸内径最小为 39 mm 的国家标准。只有这样，才有利于保

护该海域印度元齿锢等经济鱼类的幼鱼资源，使该海域的渔业资源得到可持续利用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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