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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根据 2001 及 2003 ~ 2005 年农业部渔业局金枪鱼延绳钓科学观察员获得的生物学数据，对主要捕捞对

象大眼金枪鱼和黄鳍金枪鱼的生物学特征进行初步分析。结果显示，大眼金枪鱼叉长范围 63 ~ 206 Cm，加工

后净重范围 9 ~ 138 kg。黄鳍金枪鱼叉长范围是 97 ~ 176 Cm，加工后净重范围 14 ~ 80 kg。两种类雌性个体所

占比例各月差异较大，平均约 40%。大眼金枪鱼和黄鳍金枪鱼净重与叉长关系分别是 W = 2 . 0241 × 10- 5

L2 .9503，W = 2 .2281 × 10- 5 L2 .90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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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eliminary analyses on the biological features of main catches
by longline in the Atlantic Ocean

JIANG Wen-xin，XU Liu-xiong，ZHU Guo-ping
（College of Marine Technology & Science，Shanghai Fisheries University，Shanghai 200090，china）

Abstract：Based on the data ColleCted by Fishery SCientifiC 0bservers in Chinese tuna longline fleet in the AtlantiC
0Cean during 2001 and 2003 - 2005，the biologiCal features of main fishing speCies i . e .，bigeye tuna（Thunnus
obesus）and yellowfin tuna（Thunnus albacares）were analyzed.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dressed weight and fork
length of bigeye tuna ranged from 17 to 90 kg and 87 to 190 Cm in 2001，from 14 to 102 kg and 63 to 188 Cm in
2003 and from 9 to 138 kg and 79 to 206 Cm in 2004 - 2005，respeCtively . The dressed weight and fork length of
yellowfin tuna ranged from 35 to 80 kg and 105 to 176 Cm in 2001 and from 14 to 77 kg and 97 to 176 Cm in 2004
- 2005，respeCtively . The rate of female bigeye tuna and yellowfin tuna，Captured remained some 40% on average，
however，the rate varied remarkably among different months .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roCessed weight and fork
length of bigeye tuna and yellowfin tuna was indiCated by W = 2 . 024 1 × 10- 5 L2.950 3 and W = 2 .228 1 × 10- 5

L2.907 9，respeCtively .
Key words：bigeye tuna；yellowfin tuna；longline；biologiCal feature；AtlantiC 0Cean

大眼金枪鱼（Thunnus obesus）和黄鳍金枪鱼（Thunnus albacares）是大西洋金枪鱼延绳钓的主捕对象，



也是大西洋金枪鱼国际养护委员会（ICCAT）养护的主要鱼种。

为了科学评估资源状况，ICCAT 要求各成员国执行科学观察员计划，收集和提交主要鱼种的体长以

及生物学数据。上海水产大学金枪鱼工作组受农业部渔业局委托，2001 年开始执行中国金枪鱼科学观

察员计划。到 2005 年底止，已先后向中国大西洋金枪鱼延绳钓船队派出 5 名科学观察员。虽然国外有

不少学者或组织［1 - 6］对大西洋大眼金枪鱼和黄鳍金枪鱼的生物学特性及资源状况进行过研究，但中国

学者在这方面的研究较少［7 - 9］，尤其是基于第一手资料进行的分析研究。本文在综合 2001、2003、2004
和 2005 年度中国金枪鱼渔业科学观察员数据和相关生产数据的基础之上，分析大眼金枪鱼和黄鳍金枪

鱼的生物学特征。

1 材料与方法

1.1 调查概况

各年调查情况见表 1。

表 1 调查概况

Tab.1 Information of survey

年份 调查船 调查范围 测定尾数 测定项目

2001

中水远洋渔业

责任有限公司

顺昌 4 号

丰顺 3 号

翊顺远洋渔业

有限公司

福远渔 001
福远渔 002
福远渔 003

蓬莱京鲁远洋

渔业有限公司
京鲁远 003

金轮远洋渔业

有限责任公司
辽金轮 105

中鲁集团青岛

捕捞分公司
青远渔 006

04。15＇W~ 46。37＇W，

09。35＇N ~ 08。32＇S
大眼金枪鱼

1 652 尾；

黄鳍金枪鱼

326 尾

净重

叉长

2003 金丰渔业公司 顺昌 4 号
20。00＇W~ 41。00＇W，

13。00＇N ~ 03。00＇S
大眼金枪鱼 995 尾；

黄鳍金枪鱼 82 尾

净重

叉长

2004
2005

金丰渔业公司 丰顺 3 号

18。30＇W~ 38。54＇W，

09。35＇N ~ 05。46＇N
28。31＇W~ 37。35＇W，

08。55＇N ~ 05。46＇N

大眼金枪鱼

771 尾；

黄鳍金枪鱼

149 尾

净重

叉长

性别

1.2 调查方法

考虑到执行科学院观察员任务不得妨碍渔船的正常生产的特点，整个调查属生产性调查，不设具体

调查站点。渔获物上甲板后确定鱼种［10 - 12］并按海洋调查规范［13］，记录其净重（去腮，去尾，去内脏；精

度为 1 kg）、叉长（下颌尾叉长，精度为 1 Cm）、性别等。

1.3 分析方法

（1）个体组成：分别以 10 kg 和 10 Cm 为组间距对大眼金枪鱼和黄鳍金枪鱼的体重和叉长组成进行

分析。

（2）性比组成：分月份分析大眼金枪鱼和黄鳍金枪鱼的雌雄个体性比组成（根据 2004 ~ 2005 年数

据：大眼金枪鱼 771 尾，黄鳍金枪鱼 149 尾）。

（3）体长 - 体重关系：运用幂函数回归的方法拟合（根据 2004 ~ 2005 年数据：大眼金枪鱼 771 尾，黄

鳍金枪鱼 149 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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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结果

2.1 叉长组成

2001 年大眼金枪鱼的叉长范围是 87 ~ 190 Cm，优势叉长组是 120 ~ 140 Cm，占总数的 58 . 17%；2003
年叉长范围是 63 ~ 188 Cm，优势叉长组是 100 ~ 150 Cm，占总数的 79 . 70%；2004 ~ 2005 年叉长范围是

79 ~ 206 Cm，优势叉长组是 100 ~ 150 Cm，占总数的 76 .04%（图 1）。可见，4 年间，优势叉长组基本上都在

120 ~ 140 Cm。

图 1 大眼金枪鱼叉长组成分布

Fig.1 The fork length Composition of T . obesus

2001 年黄鳍金枪鱼叉长范围是 105 ~ 170 Cm，优势叉长组是 130 ~ 140 Cm，占总数的 48 .47%；2003 年

叉长范围是 99 ~ 121 Cm，优势叉长组是 100 ~ 110 Cm，占总数的 75 . 61%；2004 ~ 2005 年叉长范围是

97 ~ 176 Cm，优势叉长组是 130 ~ 140 Cm 和 160 ~ 170 Cm，分别占总数的 16 . 90%和 20 . 42%（图 2）。4 年

间，优势叉长组分布差异明显。

图 2 黄鳍金枪鱼叉长组成分布

Fig.2 The fork length Composition of T . albacares

2.2 体重组成

由图 2 可知，2001 年大眼金枪鱼净重范围为 17 ~ 90 kg，优势净重为 40 ~ 60 kg，占总数的 54 . 48%；

2003 年净重范围为 14 ~ 102 kg，优势净重为 20 ~ 40 kg，占总数的 52 . 02%；2004 ~ 2005 年净重范围为

9 ~ 138 kg，优势净重为 10 ~ 50 kg，占总数的 75 .62%。

2001 年，黄鳍金枪鱼净重范围为 35 ~ 80 kg，优势净重为 40 ~ 60 kg，占总数的 64 . 73%；2004 ~ 2005
年净重范围为 14 ~ 77 kg，优势净重为 20 ~ 30 kg 和 50 ~ 60 kg，分别占总数的 26 .76%和 22 .54%（图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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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大眼金枪鱼（a）和黄鳍金枪鱼（b）体重组成分布

Fig.3 FrequenCy distribution on proCessed weight of T . obesus（a）and T . albacares（b）

2.3 性比组成

大眼金枪鱼性比组成月间差异较大（图 4），雌性个体所占比例范围为 31 . 67 ~ 51 . 30%，平均为

40 .34%，1 月份最高为 51 .30%。黄鳍金枪鱼雌性个体所占比例为 25 .00 ~ 44 .74%，平均为 38 .26%。

2.4 体长 - 体重关系

大眼金枪鱼的叉长与净重关系（图 5）为：W = 2 .024 1 × 10- 5L2 .950 3 （,2 = 0 .9527）

图 4 大眼金枪鱼和黄鳍金枪鱼雌性个体所占比例

Fig.4 PerCentage of female T . obesus and
T . albacares in the CatCh

图 5 大眼金枪鱼叉长与净重关系

Fig.5 Relationship between dressed weight and
fork length of T . obes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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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黄鳍金枪鱼叉长与净重关系

Fig.6 Relationship between dressed weight and
fork length of T . albacares

黄鳍金枪鱼的叉长与净重关系（图 6）为：

W = 2 .228 1 × 10- 5L2 .907 9 （,2 = 0 .927 4）。

式中，W 为净重（kg）；L 为叉长（Cm）。

3 讨论

3.1 渔获个体组成

相对宋利明［7，8］利用 279 尾大眼金枪鱼和 36 尾

黄鳍金枪鱼分析的大西洋中部大眼金枪鱼和黄鳍金

枪鱼的体重分布，本研究是在综合 2001、2003、2004
及 2005 年度的数据上进行，样本数量及体重覆盖率

均得到提高，得出的大眼金枪鱼优势体重（净重）范

围与 Gaertner 等［14］分析的基本一致。J . Ariz 和 A.
Delgado［15］分析整个大西洋不同年份延绳钓黄鳍金枪鱼渔获物的平均体重后发现，钓获的黄鳍金枪鱼平

均体重从 38 kg（1980 ~ 1990 年）下降至 31 kg（2001 年）。中国船队捕捞的黄鳍金枪鱼的平均净重相对较

大，可能与渔船只在公海作业有关。

大眼金枪鱼各年度的优势叉长组基本一致。黄鳍金枪鱼的叉长频次分布差异较大，特别是 2001 年

和 2003 年。本文得出的中国船队捕捞的大眼金枪鱼叉长范围与 Jorge E. Lins 0liveira 等［16］描述的基本

一致。黄鳍金枪鱼的叉长范围与宋利明等［7，8］的结果相近，但叉长组分布频次差别较大。

3.2 体长 - 体重关系

本研究中所获得的大眼金枪鱼和黄鳍金枪鱼净重与叉长关系分别是 W = 2 .024 1 × 10- 5 L2 .950 3和 W
= 2 . 228 1 × 10- 5 L2 .907 9。宋利明等［7，8］对大西洋大眼金枪鱼和黄鳍金枪鱼净重与叉长关系（大眼金枪

鱼：W = 1 .538 6 × 10- 5L3 .019 2；黄鳍金枪鱼：W = 5 .663 2 × 10- 6L3 .059 1）。1981 年，ICCAT 发表的整个大西

洋的大眼金枪鱼的体长体重关系：W = 2 .369 × 10- 5 L2 .977 4［17］。通过比较可知，大眼金枪鱼和黄鳍金枪

鱼的体长 - 体重关系存在一定的差异，但本研究与 ICCAT 的结论较接近，原因可能是由于调查的海域、

调查时间、样本数量以及所采用的调查方法等方面造成的。本研究中采用的大眼金枪鱼样本数量较多，

因此所得结论有一定的代表性，但黄鳍金枪鱼样本数量很少，且取样的时间和海域都不同，所得结论需

要进一步调查，进行更深入的研究才能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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