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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太平洋公海秋刀鱼生物学特性初步研究

叶旭昌，刘瑜，朱清澄，许巍

(上海水产大学海洋学院，上海 200090) 

摘 要:根据 2004 年 7 月一 11 月西北太平洋秋刀鱼探捕调查的生物学数据，通过统计回归方法分析了秋刀

鱼的性腺成熟度，摄食等级，性比，叉长分布，叉长和体重、净重关系。结果为:性成熟度为E期的占 52.969毛;摄

食等级主要为 2 级和 3 级，占 72.91% ;性比接近 1: 1 ;体长范围为 186 -340 mm，优势体长组为 220 -280 mm;雌

性的叉长略大于雄性;群体可能属于两个不同群体，生长参数大于 3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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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iological characteristics of Cololabis saira 
in North Pacific Ocean high sea 

YE Xu-chang , LIU-Yu , ZHU Qing-che吨， XU Wei 

( College 0/ Marine Science & Technology , Shanghai Fisheries University , Shanghai 200090 , China) 

Abstract : Based on the biological data of Cololαbis sα~r，αmeasured from investigation made hy stick-held net in 

the north Pacific Ocean high sea during July and November 2004 , this paper analyzed the Cololαbis saira 

maturity stages of the gonad , feeding intensity , sex ratio , fork length distrihution , relationships hetween fork 

length and net weight , fork length and round weight by statistic and regression methods. The results indicate: 

1) Maturity at stage II of the gonad is dominant with percentage of 52. 96%.2) the feeding intensity is mainly 

in class 2 or class 3 , totally 72.91 %. From above , it can been deduced that the investigation area is feeding 

ground for Cololabis saira. 3) the female-male ratio is near 1 1. 4) the fork length range is 186 - 340 mm 

and the dominant length is 220 - 280 mm , the fork length of female is slightly larger than male' s. The fork 

length frequency distrihution indicates Cololabis sαira might belong to two different populations. 5) the growing 

parameter is greater than 3. 

Key words: Cololabis sαLTIαbiological characteristics; North Pacific Ocean high sea 

秋刀鱼( Cololab比 sαira)广泛分布于西北太平洋亚热带到温带水域，是一种具有较高的资源量的上

层鱼类，该鱼种的开发与利用已经成为我国北太就钓船队调整产业结构、提高经济效益的一种选

择[1 升。日本学者曾对秋刀鱼的渔场、资源状况、分布、生长等方面进行广泛的研究[3 -5] 。而我国学者

对秋刀鱼的研究仅限于渔具渔法、渔场和开发状况[ 1 ， 2 ，6，汀，对秋刀鱼生物学研究在国内还未见报道。本

文根据 2004 年 7-11 月农业部公海渔业资源探捕计划 北太平洋秋刀鱼渔业资源探捕项目执行期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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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收集的秋刀鱼生物学数据，对其性成熟度、摄食等级、性比、渔获物的叉长分布、叉长和体重、叉长和净

重(去内脏)、叉长和鲤盖后缘周长、叉长和最大体周的关系等生物学特性进行初步分析，为进一步研究

生物学特性、资源状况以及合理开发和可持续利用秋刀鱼资源提供参考。

叶旭昌，等:北太平洋公海秋刀鱼生物学特性初步研究3 期

调查船、调查时间与海域

调查船:大连国际合作远洋渔业公司"国际 903"号，舷提网作业;

调查时间 :2004 年 7 月 7 日 -2004 年 8 月 17 日;

探捕海域: 42000'N -47 000'N 、 156 000'E -159 000'E 。

调查方法、调查内容

随机取样进行测定。测定内容为:叉长、鲍盖后缘周长、最大体周、体重、净重、性别、性腺成熟度、摄

食等级。

叉长用量鱼板测定(精度为 0.1 cm) ;体重用天平测定(精度为 10 克，范围 2 kg) 。性成熟度参照我

国通常用的划分鱼类性腺成熟度的 6 期标准，摄食等级采用 5 级标准[8] 。

数据处理

对调查期间所测定的秋刀鱼生物学特性数据分别进行分析。群体组成采用频率分布法，组距2 cm , 

对叉长与体重、净重关系采用幕函数回归、叉长与鲤盖后缘周长、最大体周关系采用线性回归。

材料与方法

1. 1 

1. 2 

1. 3 

调查结果

性别和性腺成熟度

对 406 尾秋刀鱼进行性成熟度测定，307 尾秋刀鱼进行性别测定发现，整个调查期间雌雄性别组成

接近 1 1 ，见表 1 。整个探捕渔场秋刀鱼性成熟度以 I 期和 H 期为主，占样本总数的 780毛 ， N期和 V期

只占样本的1. 5% ， VI为 7.14% ，见表 20

对不同性成熟期的秋刀鱼体长统计发现，雄性'性成熟最小体长为 215 mm ，雌性为 280 mm。

2 

2.1 

表 1 秋刀鱼性别比

Tab. 1 Sex ratio of Cololabis sai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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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秋刀鱼性成熟度

Gonad maturity stages of Cowlabis saira Tab.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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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不同性成熟阶段的体长范围

The fork length of Cololabis saira base on sex maturity stag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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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3 

230 -245 

摄食等级

对406 尾秋刀鱼进行摄食等级分析发现，秋刀鱼摄食等级较高，2 -3 级的比例为 73% ，被测秋刀鱼

没有空胃的现象，见表 40

2.2 

表 4 秋刀鱼摄食等级

Feeding intensity of Cololabis saira Tab.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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叉长组成

2.3.1 叉长总体组成
对 406 尾秋刀鱼样本测定，叉长范围为 186 - 340 mm，优势叉长组为 220 - 280 mm ，占总数的

69.7% 。叉长小于 200 mm 和大于 300 mm 的秋刀鱼分别占总数的 1% 和 7.4% 。海上实际测得最大叉

长 340 mm，体重 260 g;最小叉长 186 mm ，体重 20 g。

从月份来看，7 月份捕获的秋刀鱼个体明显大于 8 月(图1)。但这并不能说明秋刀鱼在时间序列

上的变化，而是在某一时间特定区域捕获了大个体的群体。而从经纬度来看，在空间分布上并没有明显

的种群变化(图 2)0 引起秋刀鱼体长明显出现变化的原因是偶发性大个体种群的捕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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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l 秋刀鱼叉长频率分布图

The fork length composition of Cololabis saira Fig.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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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平均叉长与经纬度的关系

Fig. 2 Relationship between average fork length and the fishing area 

2.3.2 雌、雄个体叉长比较

对 149 尾雌性秋刀鱼和 158 尾雄性秋刀鱼分别

进行叉长统计发现，雄性个体的叉长略大于雌雄性

个体，雌性大于 300 mm 大个体的出现频率明显高

于雄性。

海上测得雌性个体的叉长范围为 194 -340 mm , 

优势叉长 240 - 280 mm ,300 - 340 mm，分别占总样

本数的 47.0% 、35.6% ，平均叉长 275.2 mm。雄性

个体的叉长范围为 203 - 330 mm，优势叉长为

240 -280 mm，占总样本数的 66.4% ，平均叉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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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雌、雄个体体长比较

Fig. 3 Comparison and distribution of fork length 
between female and male Cololabis saira 

264.2 mm( 图 3)0

从图 3 分析，雌性和雄性体长组成分别出现二个波峰，都位于 220 -260 mm 和 280 -320 mm ，因此

可能存在二个不同的体长群。

2.4 体重和叉长关系

对整个调查期间获取秋刀鱼的叉长(mm) 、体重( g) 、净重( g) 、周长 (mm)数据进行线性回归处理，

得出秋刀鱼的叉长一体重关系式、叉长 净重关系式和叉长一鲸盖后缘周长、叉长一最大体周关系式分

别为:

雌性个体:体长与体重关系: W = 4.4736x lO -8e.8162(R2=0.9317 ,n=149) 

体长与净重关系: W1 = 9.3349x lO -9L4.0615(R2=0.9187 ,n=76) 

雄性个体:体长与体重关系:W = 4.8494 x 10 -7 e 阴 6(R2 =0.8461 ， n=158)

体长与净重关系:W1 = 1. 751 9 x 10 -8 L3 蜘 9 ( R 2 = O. 806 6 ,n = 63 ) 

体长与鲤盖后缘周长关系: SI = 0.330 1 L - 21.490 6 (R2 = O. 801 0 , n = 200) 

体长与最大体周关系: S2= 0.5187L - 55 .4469 (R2 = 0.8794n=200) 

3 讨论与结论

(1) 
(2) 

(3) 

(4) 

(5) 

(6) 

探捕期间测得秋刀鱼的体长范围为 186 -340 mm，优势体长组为 220 -280 mm，占总数的 69.7% 。

体长小于 200 mm 和体长大于 300 mm 的秋刀鱼分别占总数的 1% 和 7.5% 0 体长分布沿纬度方向没有

明显差异。 雌性个体略大于雄性，雌性大个体出现的频率远远高于雄性，雌性 300 - 340 mm 个体的出

现频率为 35.6% 。

早期的日本学者研究认为，秋刀鱼存在四个体长群，即 32 cm 特大群、30 cm 大型群、26 -27 中型群

和 20 cm 小型群[7] 近年的研究将秋刀鱼分为大型群(叉长 29 cm 以上)、中型群(叉长 27 cm 以上)和

小型群[3] 。本次调查结果显示，雌性和雄性秋刀鱼的体长组成形成两个波峰，以此推断捕获的秋刀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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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能为小型群和大型群，并存在混栖现象，该结果与日本学者的研究较为接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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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雌性

图 4 秋刀鱼体长与体重、净重之间的关系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fork length and dressed weight and net weight of Cololαbis saira 

b. 雄性

整个探捕海区雌雄性别比接近 1 : 1 。性成熟

度以 I 期和 E 期为主，占样本总数的 77% ，町期和

V期只占样本的1. 5%0 由此说明捕获的秋刀鱼以

未成熟个体为主，渔场不是产卵渔场，但产卵后的 VI

比例为 7.14% 。秋刀鱼的摄食等级以 2 -3 期为主，

胃饱满度高，无空胃现象。从秋刀鱼性成熟度和摄

食等级基本可判断探捕海域为秋刀鱼索饵场，与各
国学者的结论一致[2 ， 3 ， 6] 。

秋刀鱼的生长参数大于 3。而雌性和雄性秋刀

鱼的生长参数存在一定的差异，这种情况可能是由

于不同性别的秋刀鱼在不同生长阶段而引起的体形

的变化造成的。

由于受实际生产情况的影响，本次调查时间和范围受到限制，难以完成大面积海域的采样工作，因

此对于秋刀鱼的种群分布、泪游等难以判断，同时本文所测定的秋刀鱼数量较少，加上海上测定重量因

受海浪的影响，因此得出的结论是初步的。

·鲍盖后主象 一-
·最大体周 ::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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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秋刀鱼体长与鲤盖后缘周长、最大体周之间的关系

Fig. 5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fork length and 

circuuúerential scale of Cololabis sai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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