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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以 2005年东海区渔业资源监测调查资料为依据, 研究分析了龙头鱼资源的数量分布 、渔业生物学特

征 、分布海域生态环境特征和资源量状况等。结果表明, 东海区龙头鱼主要分布在长江口渔场 、舟山渔场 、大

沙渔场和鱼山渔场, 这几个渔场全年的渔获量占全部渔获量的 82.99%, 但各季度分布情况有差异;春季平均

体长 197.77 mm,平均体重 43.83 g,夏季平均体长 220.00 mm,平均体重 57.10 g, 秋季平均体长 168.51 mm, 平

均体重 49.70 g,冬季平均体长 171.53 mm,平均体重 59.52 g;体长 -体重的关系式为 W=1.3195×10-6 L3.3259;

龙头鱼分布海域的底层水温分布范围为 9.11 ～ 26.11℃, 平均为 14.80℃, 底层盐度范围为 31.36 ～ 35.26,平

均为 33.39, 水深分布范围为 27.00～ 101.99 m, 平均为 58.96 m;现存资源量为 2 125 t, 但潜在资源量估计在

5千吨以上,属于有潜在价值渔业。建议加强该资源的监测和研究,并执行相应的开捕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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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BasedonthedataobtainedfromthefisheryresourcemonitoringintheEastChinaSeain2005, the

paperanalyzedthestatusofHarpodonnehereusintheEastChinaSea, includingspatialdistribution, biological

characteristics, ecologicalenvironmentcharacteristicsandestimateofitsbiomass.Theresultsindicatedthat

HarpodonnehereusisdistributedmainlyinYangtzeRiveresturaryfishingground, Zhoushanfishingground,

DashafishinggroundandYushanfishingground, andtheyieldofthesefourfishinggroundsaccountedfor

82.99% ofthetotalcatchin2005.Thestudyalsorevealedthattherewereseasonalvariationsinthe

distributioncharacteristicsofHarpodonnehereus.TheaveragebodylengthandweightofHarpodonnehereusin

springwere197.77 mmand43.83 g, respectively, while220.00mmand57.10 ginsummer, 168.51mm

and49.70 ginautumnand171.53 mmand59.52 ginwintercorrespondingly.Therelationshipbetween

lengthandweightwasexpressedas:W=1.3195×10
-6
L
3.3259
.Thebottomtemperatureindistributionregions



rangedfrom9.11 to26.11 ℃, withthemeanvaluebeing14.80 ℃.Thebottomsalinityrangewasfrom

31.36 to35.26, andthemeanvaluewas33.39.Thewaterdepthrangewasfrom27.00 to101.99 m, and

themeanvaluewas58.96 m.Theestimatedbiomasswas2 125 tons, butpotentialbiomassshouldsurpass

5 000 t.SoHarpodonnehereusshouldbeconsideredasapotentialfisherystock.Weproposethattherelated

authoritiesstrengthentheresearchandinspectionofthestockandimplementmeasurestoensurelengthofthe

catchisgreaterthanthatatfirstcap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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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龙头鱼 (Harpodonnehereus)系仙女鱼目 (Aulopiformes), 狗母鱼科 (Synodontidae), 龙头鱼属鱼类。

为大陆架水域中下层鱼类,分布于印度洋和西太平洋海域,包括韩国 、日本 、中国沿海海域, 我国沿海均

产 。一般栖息于大陆架水域,常至河口水域觅食,主要摄食鱼类和甲壳类
[ 1-2]

。

20世纪 80年代以来, 由于捕捞过度和环境污染等原因, 东海区传统主要经济鱼类如大黄鱼

(Larimichthyscrocea)、曼氏无针乌贼 (Sepiellamaindroni)等资源严重衰退
[ 3]

,带鱼 (Trichiurusjaponicus)、

小黄鱼 (Larimichthyspolyactis)等渔获物个体小型化 、低龄化非常明显
[ 4-5]

, 大个体渔获物比例减少, 渔

获质量不断下降,促使东海区渔业资源利用结构发生改变。近年来,在东海区一系列的渔业资源定点调

查和常规监测中,发现龙头鱼资源数量不断增加, 且分布范围相当广泛, 最远分布至 127°00′E附近海

域 。由于龙头鱼肉质鲜嫩,其食用价值也逐渐被人们所挖掘
[ 6-7]

, 但迄今为止, 国内外对龙头鱼的研究

仍然较少,关于它的数量分布尤其是一年内各季节资源分布状况的研究尚未见报道。因此,本文以东海

区 2005年的渔业资源监测资料为依据,就龙头鱼各个季节数量分布 、渔业生物学特征和资源量等进行

初步探讨,以期为今后合理开发利用该资源提供科学依据。

1　材料与方法

本文采用数据取自 2005年东海区渔业资源监测调查。调查船为 205.07kW的底拖网船,网具规格

为 100×4m的底拖网,网囊网目为 25mm;调查范围为 27°00′～ 34°00′N,禁渔区线 122°00′～ 127°00′E,

调查时间为 4月份 (春季 ) 、6月份 (夏季 ) 、9月份 (秋季 )和 12月份 (冬季 ) 4个航次;春夏秋季的航次调

查站位数为 ( 110±2),冬季航次调查站位数为 63站, 每站拖网时间均标准化为 1 h, 渔获量均转化为

kg/h来表示。

海上调查以及生物学测定根据海洋调查规范
[ 8]
操作, 采用 Seabird-37型 CTD获取海上水深 、水温

和盐度数据,生物学测定在实验室进行,测定内容包括体长 、体重 、性成熟度和摄食等级等, 然后输入计

算机中的鱼类资源动态监测数据库。

数据处理采用 Statistica统计软件。现存资源量评估采用经纬度 0.5′×0.5′资源密度法计算
[ 9]

, 计

算公式和步骤如下:

B=∑
n

i=1
Di·Ai=1, 2, 3......

式中, B为龙头鱼现存资源量 (kg), Di为 i区的资源密度 (kg/km
2
) , Ai为 i区的面积 (km

2
), 其中:

Di=
di
q·ai

, i=1, 2, 3......

式中, di为 i区的资源密度指数 (kg/h), q为捕获率 (可捕系数 ) ,由于龙头鱼属于中下层鱼类, 通常取

0.5
[ 10]
。ai为调查船在 i区每小时扫海面积 (km

2
) ,即网口宽度与每小时拖曳距离的乘积 。网口宽度在

不同拖曳状况下略有差异,本文是以调查中实测值 35 m计算,拖曳距离为拖网时间与拖网速度的乘积,

拖网速度取平均值 2nmile/h( 3 704 m/h)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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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结果与分析

2.1　数量分布

根据 2005年 4个季度的定点调查, 龙头鱼出现率分别为:春季 27.27%, 夏季 10.19%, 秋季

16.22%,冬季 42.86%(表 1和图 1);全年总调查站位平均重量渔获率为 0.53 kg/h, 尾数渔获率为

20.82 ind/h;出现站位平均重量渔获率为 2.41kg/h,尾数渔获率为 94.91ind/h。就渔获量所占比例排

序方面,春季龙头鱼位居第 13位 (出现鱼类 106种 ), 夏季位居第 41位 (出现鱼类 109种 ) ,秋季位居第

8位 (出现鱼类 123种 ) ,冬季位居第 4位 (出现鱼类 86种 ) 。

表 1　2005年各季节调查站位渔获率

季节
调查站位

数 /个
出现站

位数 /个
出现频

率 /%
重量渔获率

范围 (kg/h)
平均重量渔

获率 (kg/h)
尾数渔获率

范围 (ind/h)
平均尾数渔

获率 (ind/h)

春季 110 30 27.27 0.01 ～ 4.44 0.48 1～ 144 23.87

夏季 108 11 10.19 0.01 ～ 0.09 0.06 1～ 2 1.39

秋季 111 18 16.22 0.01 ～ 32.32 5.25 1～ 1200 186.67
冬季 63 27 42.86 0.01 ～ 28.64 3.48 2～ 792 145.38

图 1　2005年东海区龙头鱼重量渔获率分布

Fig.1　BiomassdistributionofHarpodonnuhereusresourcesintheEastChinaSeain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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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年主要分布区域在长江口渔场 、舟山渔场 、大沙渔场和鱼山渔场, 这几个渔场全年的渔获量占全

部渔获量的 82.99%,其中长江口渔场的渔获量最高,占 21.97%,沙外渔场出现率最高, 达 56.25%。春

季出现的主要海域为大沙渔场和长江口渔场, 两渔场合计出现率为 57.69%,夏季出现的主要海域为沙

外渔场, 出现率为 66.67%, 秋季出现的主要海域为大沙渔场和长江口渔场, 两渔场合计出现率为

48.00 %,冬季出现的主要海域为舟外渔场和舟山渔场, 两渔场合计出现率为 65.00 %(图 1) 。

图 2　东海区龙头鱼体长组成

Fig.2　Bodylengthfrequencydistributionof

HarpodonnehereusintheEastChinaSea

2.2　生物学特征

2.2.1　体长组成

在 2005年 4个季度的调查中,龙头鱼最大体长

303mm, 最小体长 45 mm,平均为 174.65(图 2);其

中,春季平均体长为 197.77 mm, 夏季平均体长为

220.00 mm,秋季平均体长为 168.51 mm, 冬季平均

体长为 171.53 mm。最小个体的龙头鱼出现在江外

渔场, 最大个体出现在鱼山渔场 。

2.2.2　体重组成

图 3　体长 -体重关系曲线

Fig.3　Relationshipbetweenlengthandweight

　　在 2005年 4个季度的调查中,龙头鱼最大体重

295g,最小体重 0.8 g,平均为 55.42 g;其中春季平

均体重为 43.83g,夏季平均体重为 57.10 g,秋季平

均体重为 49.70g,冬季平均体重为 59.52 g。

2.2.3　体长与体重关系

根据生物学测定的 471尾龙头鱼体长与体重资

料进行回归分析,得出体长 -体重的关系式为:

W=1.319 5×10
-6
L
3.325 9

(r=0.964 3)

式中:W代表体重 (g) 、L代表体长 (mm)。

　　从其体长 -体重关系曲线 (图 3)及关系式看

出,龙头鱼的体重与体长呈现出函数关系符合 Von-

Bertalanff生长方程 。

2.3　分布海域的环境因子特征

调查海域出现龙头鱼的底层水温分布范围为

9.11 ～ 26.11 ℃,平均为 14.80 ℃,其中, 春季 、夏季和冬季主要分布范围 10 ～ 17℃,而秋季主要分布范

围在 23 ～ 27℃(图 4);底层盐度范围为 31.36 ～ 35.26,平均为 33.39,其中秋季分布范围较广,但主要分

布范围的盐度相对较低,夏季和冬季主要分布范围的盐度较高 (图 5);水深分布范围为 27.00 ～ 101.99 m,

图 4　水温与渔获量的关系
Fig.4　Relationshipbetweentemperatureandyield

图 5　盐度与渔获量的关系

Fig.5　Relationshipbetweensalinityandyie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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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水深与渔获量的关系

Fig.6　Relationshipbetweendepthandyield

平均为 58.96 m, 秋季分布的水深较浅, 而春季 、夏

季和冬季的分布水深相对较深 (图 6)。总的来看,

各季节龙头鱼分布海域所适应的水温 、盐度和水深

分布情况不同, 相较而言, 春季分布的平均水温最

低,夏季分布的平均盐度和平均水深均最高,秋季分

布的平均水温最高,而盐度和水深最低, 冬季分布的

水深最低;另外, 通过变异系数大小可以判断龙头鱼

分布在较为稳定的盐度水域范围, 而水温和水深分

布范围则较广, 表明龙头鱼对水温和水深的适应范

围较为宽泛 (表 2)。

2.4　现存资源量

根据本文估算方法计算得出:各调查季节东海

区龙头鱼现存资源量分别为:春季 596.80吨, 2 939.88万尾,夏季 25.01 t, 62.94万尾,秋季 3 877.95 t,

13 792.22万尾,冬季4 000.70t, 16 709.26万尾, 年平均现存资源量为 2 125.12 t, 8 376.08万尾 。

表 2　东海区龙头鱼资源分布的底层水温 、盐度及水深

Tab.2　Bottomtemperature, salinityanddepthinspawninggroundof

HarpodonnehereuslocatedintheEastChinaSeaRegion

季节 项目 水温 /℃ 盐度 水深 /m

春季

范围 9.11～ 16.91 32.07～ 34.57 35.00～ 104.00

平均 11.28±2.14 33.53±0.72 62.67±19.17

变异系数 0.19 0.02 0.31

夏季

范围 9.94～ 17.89 32.03～ 35.17 38.00 ～ 98.00

平均 12.30±2.56 33.69±0.88 67.36±17.68

变异系数 0.21 0.03 0.26

秋季

范围 19.01～ 26.11 31.53～ 35.26 27.00 ～ 99.00

平均 23.99±2.01 32.99±1.05 43.78±18.25

变异系数 0.08 0.03 0.42

冬季

范围 9.56～ 17.72 31.36～ 34.47 39.09～ 101.99

平均 13.60±2.62 33.39±0.86 61.54±18.07

变异系数 0.19 0.03 0.29

3　讨论

在东海区,龙头鱼被视为一般经济鱼种,过去的产量较低, 仅为沿岸张网所捕捞,没有产量统计数。

近年来其数量有所增加,分布范围明显扩大,不仅分布在沿近海, 125°E以东的外海海域也有分布,沿近

海和外海海域的拖网生产中经常有所兼捕,偶尔也有大网头出现,因此, 其渔业价值逐渐被渔业者所重

视 。在 2005年 4个季节的定点调查中,龙头鱼总渔获量为 207.08 kg, 位居各鱼种总渔获量的第 6位,

占各鱼种总渔获量 1.50%,在 2005年东海区渔业资源常规监测调查中, 全年龙头鱼渔获量占全部渔获

量的 3.27%,位居第四,总产量仅次于带鱼 、小黄鱼和刺鲳 (Psenopsisanomala), 表明龙头鱼在东海区确

实具有相当的资源数量;2005年常规监测显示, 龙头鱼渔获量较高的月份主要出现在 1 -4月份和

10-12月份, 其产量比例均超过当月总渔获量的 10%,表明东海区沿近海龙头鱼资源具有一定的渔业

地位。

通过扫海面积法估算东海区龙头鱼资源量,可以发现,秋季资源量最高,达 3 877.95t, 13 792.22万

尾,全年平均资源量达到 2 125.12 t,可见东海区龙头鱼资源量已具有相当开发价值;另外,由于龙头鱼

属于中下层水域鱼类,利用底拖网扫海面积法对其资源进行评估的结果会偏低
[ 3]

, 其实际资源量要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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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本文评估的价值,估计其潜在资源量超过 5 000 t。另外,由于目前龙头鱼开发率仅为 0.39
[ 11]

, 仍未

达到 Gulland认为的鱼类资源的最适开发率的 0.5
[ 12]

,因此, 该鱼种仍具有开发价值。

由于龙头鱼并非东海区高经济价值鱼种, 因此,过去有关龙头鱼渔业管理的相关文献很少,渔业主

管部门也未曾规定其捕捞开捕规格。林龙山等
[ 13]
在东海区主要经济鱼类开捕规格的研究中, 评估龙头

鱼 B-H模型的开捕年龄应该为 1.3龄, 相应开捕长度应为 162.8 mm,结合龙头鱼拐点年龄 、临界年

龄 、1龄鱼体长和初届性成熟年龄体长等,建议龙头鱼的最适开捕长度为 160 mm,约 40 g。建议今后在

利用该鱼种的同时,要执行最适开捕长度的规定,在渔业资源监测中应重视该鱼种资源动态, 对其进行

渔捞记录和统计,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应对它开展专题研究。

感谢参与海上调查 、生物学测定 、数据收集 、录入等工作的所有同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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