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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基于美洲间热带金枪鱼委员会（Ｉｎｔｅｒ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ＴｒｏｐｉｃａｌＴｕｎａ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ＩＡＴＴＣ）收集的２０１５—２０１７
年东太平洋大眼金枪鱼自由鱼群围网捕捞数据和相匹配的卫星遥感数据，使用二阶提升回归树模型（ｂｏｏｓｔｅｄ
ｒｅｇｒｅｓｓｉｏｎｔｒｅｅ，ＢＲＴ）建立该鱼群的栖息地模型，以探究其时空分布特征。研究结果表明，相对于环境因子，空
间因子对大眼金枪鱼自由鱼群的丰度有更大的影响。环境因子方面，纬度、经度、混合层深度、月份和海表面

温度是影响大眼金枪鱼捕获成功率的主要影响因子，而影响丰度的主要因子为经度和海表面叶绿素 ａ浓度。
空间上，大眼金枪鱼主要处于１０°Ｓ以南，９５°Ｗ以西的海域。在２０１６年７—９月和２０１７年２—４月，ＢＲＴ模型
预测的空间分布显示：一些高度密集的自由鱼群分别栖息在远离海岸，经度为１５０°Ｗ、纬度为０°的赤道海域
和经度为１２０°Ｗ，纬度为１０°Ｓ附近的海域。时间序列上，大眼金枪鱼丰度月平均值的年际间变化差异很小，
月间差异较大，在７月达到最高值，但在８月立刻下降到最低值。研究结果可以为东太平洋大眼金枪鱼的资
源养护和管理提供参考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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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围网是东太平洋最主要的渔业捕捞方式，其
渔获量占总体的９０％［１］。大眼金枪鱼（Ｔｈｕｎｎｕｓ
ｏｂｅｓｕｓ）、黄鳍金枪鱼（Ｔｈｕｎｎｕｓａｌｂａｃａｒｅｓ）和鲣
（Ｋａｔｓｕｗｏｎｕｓｐｅｌａｍｉｓ）等热带金枪鱼是东太平洋围
网渔业最主要的目标鱼种，具有极高的商业价

值［１２］。围网渔业的捕捞对象是集群鱼类，而金

枪鱼集群根据行为特点可分为自由迁徙的自由

鱼群、跟随海洋哺乳动物的鲸豚随附群以及随附

于人工集鱼装置（ｆｉｓｈａｇｇｒｅｇａｔｉｎｇｄｅｖｉｃｅ，ＦＡＤ）等
漂流物的漂流物随附群［３４］。其中，自由鱼群因

具有灵敏活泼、游动迅速的特点，具有很高的围

网空网率，但自由鱼群渔获个体组成大，经济效

益高［５７］。相对地，漂流物随附群会稳定地聚集

在漂流物附近，行为稳定，更易捕获，但其渔获组

成多为幼鱼，故捕捞漂流物随附群容易对种群资

源的补充造成破坏［５，８９］。

目前，东太平洋热带金枪鱼由区域渔业管理

组织（ｒｅｇｉｏｎａｌｆｉｓｈｅｒｉｅｓ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ｏｒｇａｎｉｓａｔｉｏｎｓ，
ＲＦＭＯ）“美洲间热带金枪鱼委员会 （Ｉｎｔｅｒ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ＴｒｏｐｉｃａｌＴｕｎａ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ＩＡＴＴＣ）”负
责管理。考虑到 ＦＡＤ渔法使用频率的不断增加
及其对金枪鱼资源可能造成的负面影响，ＩＡＴＴＣ
在２０１７年针对围网船队设定了公约水域内每年
特定时段７２ｄ的禁渔期以及特定水域（９６°Ｗ ～
１１０°Ｗ，４°Ｎ ～３°Ｓ）内１个月的禁渔期［１０］。此

外，ＩＡＴＴＣ还根据船舶的体型大小设定了可携带
的ＦＡＤ数量上限［１０］。ＩＡＴＴＣ在 ２０１９年发布的
渔业年报指出，ＦＡＤ网次数量的增加和围网渔获
中大眼金枪鱼平均体质量的不断减小表明东太

平洋大眼金枪鱼种群正处于不断增加的捕捞压

力之下，故各国船队应减少 ＦＡＤ网次，将捕捞努
力量转移至自由鱼群以减少对金枪鱼幼鱼的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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害［１］。为此，以受ＦＡＤ渔法影响最大的大眼金枪
鱼为研究案例［１１］，探究热带东太平洋大眼金枪鱼

自由鱼群的栖息环境，为其资源养护和管理提供

参考依据。

１　材料与方法

１．１　数据来源与预处理
渔业数据来自ＩＡＴＴＣ官网，包括经度（Ｌｏｎ）、

纬度（Ｌａｔ）、年份（Ｙｅａｒ）、月份（Ｍｏｎｔｈ）、自由鱼群
的投网次数以及大眼金枪鱼产量（ｔ）。研究区域
为东太平洋２３．５°Ｓ～３２．５°Ｎ，７１．５°Ｗ ～１４９．５°
Ｗ海域，空间分辨率为 １°×１°，时间序列涵盖
２０１５—２０１７年的所有月份。研究区域内所有
１°×１°栅格在２０１５—２０１７年的累计捕捞努力量
如图１所示。

本研究基于历史文献，选择海表面温度（ｓｅａ
ｓｕｒｆａｃｅ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ＳＳＴ）、海 表 面 高 度 （ｓｅａ
ｓｕｒｆａｃｅｈｅｉｇｈｔ，ＳＳＨ）、海表面叶绿素 ａ浓度（ｓｅａ
ｓｕｒｆａｃｅｃｈｌｏｒｏｐｈｙｌｌａ，ＳＳＣｈｌ．ａ）和混合层深度
（ｍｉｘｅｄｌａｙｅｒｄｅｐｔｈ，ＭＬＤ）作为解释变量来研究
大眼金枪鱼丰度与环境之间的关系［１２１３］。环境

数据源于卫星遥感数据，数据来源、分辨率以及

单位如表１所示。环境数据下载后，空间分辨率
转换为１°×１°，时间分辨率转换为月，与渔业数据

保持一致。数据匹配过程全部在 Ｒ语言（版本
３．６．０）中完成。

在进行栖息地建模前，采用方差膨胀因子

（ｖａｒｉａｎｃｅｉｎｆｌａｔｉｏｎｆａｃｔｏｒ，ＶＩＦ）对环境变量进行多
重共线性测试，当 ＶＩＦ值大于３时，认为变量存
在多重共线性，需要剔除［１４］。

图１　２０１５—２０１７年东太平洋金枪鱼围网自由
鱼群投网累积次数分布

Ｆｉｇ．１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ｏｆａｃｃｕｍｕｌａｔｉｖｅｎｕｍｂｅｒｏｆ
ｕｎ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ｅｄｓｅｔｓｏｆｔｕｎａｐｕｒｓｅｆｉｓｈｅｒｙｉｎｔｈｅ
ｅａｓｔｅｒｎＰａｃｉｆｉｃＯｃｅａｎｆｒｏｍ２０１５ｔｏ２０１７

表１　环境数据来源和摘要
Ｔａｂ．１　Ｓｏｕｒｃｅａｎｄｓｕｍｍａｒｙｏｆ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ｄａｔａ

变量

Ｖａｒｉａｂｌｅｓ
空间分辨率

Ｓｐａｔｉａｌｒｅｓｏｌｕｔｉｏｎ
时间分辨率

Ｔｅｍｐｏｒａｌｒｅｓｏｌｕｔｉｏｎ
来源

Ｓｏｕｒｃｅ
海表面温度ＳＳＴ／℃ ０．５°×０．５° 月 ｈｔｔｐ：／／ｉｒｉｄｌ．ｌｄｅｏ．ｃｏｌｕｍｂｉａ．ｅｄｕ
海表面高度ＳＳＨ／ｍ ０．２５°×０．２５° 日 ｈｔｔｐ：／／ｍａｒｉｎｅ．ｃｏｐｅｒｎｉｃｕｓ．ｅｕ

海表面叶绿素ａＳＳＣｈｌ．ａ／（ｍｇ／ｍ３） ９ｋｍ×９ｋｍ 月 ｈｔｔｐｓ：／／ｏｃｅａｎｃｏｌｏｒ．ｇｓｆｃ．ｎａｓａ．ｇｏｖ
混合层深度ＭＬＤ／ｍ ０．２５°×０．２５° 日 ｈｔｔｐ：／／ｍａｒｉｎｅ．ｃｏｐｅｒｎｉｃｕｓ．ｅｕ

１．２　栖息地建模
考虑到大眼金枪鱼自由鱼群的捕捞成功率

很低，产量为零值的数据占到了总体的８９．７３％，
是典型的“零膨胀（ｚｅｒｏｉｎｆｌａｔｅｄ）”数据类型，故假
设其产量数据服从对数正态分布，使用二阶对数

正态建模方法（又称“ｄｅｌｔａｌｏｇｎｏｒｍａｌ方法”）建立
其栖息地模型［１５１６］，并计算出它的单位捕捞努力

量渔获量，即单一网次能捕获到的渔获量（ｔ／
网），并作为标准化丰度指数。建模的第一阶段

是分析大眼金枪鱼捕获成功的概率 ｐ，第二阶段
是估算非空网网次的密度对数值 ｌｎｙ，最终的标

准化丰度指数计算公式如下：

ｌｎＤ＝ｐ×ｌｎｙ （１）
式中：Ｄ为大眼金枪鱼的密度；ｐ为大眼金枪鱼捕
获成功概率；ｙ为非空网网次的渔获估计值。回
归模型选用提升回归树模型（ｂｏｏｓｔｅｄｒｅｇｒｅｓｓｉｏｎ
ｔｒｅｅ，ＢＲＴ），该模型具有较为准确的预测能力，能
够容纳缺失值和不同数据类别的预测变量，在处

理因包含异常值和不相关因子所带来的影响以

及交互作用的拟合等方面，ＢＲＴ模型同样具有优
势［１７１８］。

０９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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ＢＲＴ模型的拟合需要设置 ３个参数［１７１８］：

（１）学习率（ｌｅａｒｎｉｎｇｒａｔｅ，ｌｒ），决定单棵决策树在
模型建立过程中的相对贡献；（２）复杂性参数
（ｔｒｅｅｃｏｍｐｌｅｘｉｔｙ，ｔｃ），控制单棵决策树的结点数
量，即分裂次数；（３）装袋分数（ｂａｇｇｉｎｇｆｒａｃｔｉｏｎ），
决定单棵决策树在训练时随机抽取的观测数据

比例，通常推荐０．５０～０．７５。本研究分别设定５
个级别的 ｌｒ（０．０００５，０．００１，０．００５，０．０１，
０．０５）和ｔｃ（１，２，３，４，５），并将装袋分数设置为
０．７５，在尝试所有的参数组合来拟合模型后，最
终根据交叉验证残差偏差（ｃｒｏｓｓｖａｌｉｔａｔｅｄｒｅｓｉｄｕａｌ
ｄｅｖｉａｎｃｅ，ｃｖＤｅｖ）、交叉验证受试者工作特征曲线
下面积（ｃｒｏｓｓｖａｌｉｄａｔｅｄａｒｅａｕｎｄｅｒｔｈｅｒｅｃｅｉｖｅｒ
ｏｐｅｒａｔｉｎｇ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ｃｕｒｖｅ，ｃｖＡＵＣ）和偏差解释
率（ｄｅｖｉａｎｃｅｅｘｐｌａｉｎｅｄ）等模型拟合和预测效能指
标来选择参数组合。模型建立后，变量的相对重

要性根据该变量被用来作为分裂结点的次数以

及每次分裂对于决策树拟合的平均改善程度来

估测［１９］。待全部预测变量按照相对重要性的大

小进行降序排列后，可逐个剔除变量，当变量的

去除对模型残差偏差没有造成巨大改变时，该变

量不会被剔除［１７］。ＢＲＴ模型的建立及其预测变
量选择分别基于 Ｒ语言（版本３．６．０）ｄｉｓｍｏ包中
的ｇｂｍ．ｓｔｅｐ函数和ｇｂｍ．ｓｉｍｐｌｉｆｙ函数［２０］完成。

２　结果

２．１　共线性检测与ＢＲＴｓ模型的参数选择
共线性检测结果显示，所有候选预测变量的

ＶＩＦ值都小于３，表明变量不存在共线性问题，故
不需要剔除任何变量。学习率 ｌｒ和复杂性参数
ｔｃ的交叉组合测试结果显示：当 ｌｒ＝０．０１，ｔｃ＝４

时，第一阶段 ＢＲＴ模型效能最佳，具有最低的
ｃｖＤｅｖ值（０．４８）和最高的 ｃｖＡＵＣ值（０．８４）。当
ｌｒ＝０．００５，ｔｃ＝４时，第二阶段 ＢＲＴ模型效能最
佳，具有最低的 ｃｖＤｅｖ值（０．３５）和最高的偏差解
释率（６９．８６％）。
２．２　模型结果

第一阶段 ＢＲＴ模型和第二阶段 ＢＲＴ模型经
变量选择后保留的预测变量及其相对重要性如

表２所示。第一阶段模型的预测变量为纬度
（Ｌａｔ）、经度（Ｌｏｎ）、混合层深度（ＭＬＤ）、月份
（Ｍｏｎｔｈ）和海表面温度（ＳＳＴ），相对重要性最高的
为空间因子，纬度达到了 ３５．４２％，经度达到了
２４．５３％。第二阶段模型的预测变量为经度
（Ｌｏｎ）和海表面叶绿素ａ浓度（ＳＳＣｈｌ．ａ），经度的
相对重要性更高，达到了６８．２９％。

各环境变量对东太平洋大眼金枪鱼自由鱼

群捕获成功率和丰度的影响如图２和图３所示。
当纬度在８°Ｎ以北、经度在９５°Ｗ以东时，大眼金
枪鱼自由鱼群捕获成功率会明显下降。混合层

深度对于大眼金枪鱼捕获成功率的影响呈上下

振荡的趋势，而当混合层深度在８０ｍ左右时，大
眼金枪鱼捕获成功率最小。月份对于大眼金枪

鱼捕获成功率的影响总体上呈下降趋势，但差异

不大。当ＳＳＴ为２４～２７℃时，大眼金枪鱼捕获
成功率最大。经度对于大眼金枪鱼丰度的影响

与捕获成功率相似，当经度处于９５°Ｗ以东时，大
眼金枪鱼丰度迅速下降。海表面叶绿素ａ浓度对
大眼金枪鱼丰度的影响结果显示，当叶绿素 ａ浓
度为０．２～０．３ｍｇ／ｍ３内时，大眼金枪鱼丰度最
高。

表２　预测变量及其相对重要性
Ｔａｂ．２　ＬｉｓｔｏｆｐｒｅｄｉｃｔｏｒｖａｒｉａｂｌｅｓｒｅｔａｉｎｅｄｉｎｔｈｅｔｗｏｓｔａｇｅＢＲＴｓａｎｄｔｈｅｉｒｒｅｌａｔｉｖｅ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ｃｅ

模型阶段Ｍｏｄｅｌｓｔａｇｅ 变量Ｖａｒｉａｂｌｅ 相对重要性Ｒｅｌａｔｉｖｅ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ｃｅ／％

纬度Ｌａｔ ３５．４２
经度Ｌｏｎ ２４．５３

１ 混合层深度ＭＬＤ／ｍ １５．０１
月份Ｍｏｎｔｈ １３．７７

海表面温度ＳＳＴ／℃ １１．２７

２
经度Ｌｏｎ ６８．２９

海表面叶绿素ａ浓度 ＳＳＣｈｌ．ａ／（ｍｇ／ｍ３） ３１．７１

１９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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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２　第一阶段ＢＲＴ模型偏效应图
Ｆｉｇ．２　Ｐａｒｔｉａｌ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ｃｅｐｌｏｔｆｏｒｔｈｅｆｉｒｓｔｓｔａｇｅＢＲＴｍｏｄｅｌ

图３　第二阶段ＢＲＴ模型偏效应图
Ｆｉｇ．３　Ｐａｒｔｉａｌ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ｃｅｐｌｏｔｆｏｒｔｈｅｓｅｃｏｎｄｓｔａｇｅＢＲＴｍｏｄｅｌ

２．３　大眼金枪鱼自由鱼群分布特征
大眼金枪鱼自由鱼群在２０１５—２０１７年的空

间分布特征与 ＢＲＴ模型偏效应图中经度和纬度
对大眼金枪鱼捕获成功率和丰度的影响基本一

致（图４～６）。空间上，大眼金枪鱼主要处于
１０°Ｓ以南、９５°Ｗ以西的位置，有小部分高密度鱼

群出现在赤道位置附近，整体上空间分布范围的

年际变化很小。在不同年份和月份，大眼金枪鱼

丰度较高的空间位置有所差异。在２０１５年所有
月份的空间栅格中，２月份经度为１４３．５°Ｗ、纬度
为０．５°Ｓ的栅格具有最高的丰度，其对数值达到
了０．６５ｔ／网，８月份的丰度对数平均值最低，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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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０．０４ｔ／网，而２０１５年的大眼金枪鱼丰度对数
月平均值为０．０８ｔ／网。在２０１６年７—９月东太
平洋赤道附近的大眼金枪鱼丰度最高，其中，最

高丰度出现在９月份，经度为１４８．５°Ｗ、纬度为
１．５°Ｓ的位置，对数值达到０．８５ｔ／网。２０１６年大
眼金枪鱼丰度对数月平均值为０．０８ｔ／网，与２０１５
年一致。２０１７年大眼金枪鱼丰度对数月平均值
同样为０．０８ｔ／网，７月份最高，达到了０．１２ｔ／网，

８月份最低，仅为０．０５ｔ／网。最高值出现在３月
份经度为１１６．５°Ｗ、纬度为１２．５°Ｓ的位置，丰度
对数值为１．００ｔ／网。

时间序列上，２０１５—２０１７年的大眼金枪鱼丰
度对数月平均值年际间变化差异很小，月间差异

较大，在５—８月有一个震荡期，５月至７月逐渐
上升至全年最高值，但在８月份立刻下降到全年
最低值（图７）。

图４　２０１５年东太平洋大眼金枪鱼自由鱼群空间分布
Ｆｉｇ．４　Ｓｐａｔｉａｌ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ｏｆｆｒｅｅｓｗｉｍｍｉｎｇｓｃｈｏｏｌｆｏｒｂｉｇｅｙｅｔｕｎａｉｎｔｈｅｅａｓｔｅｒｎＰａｃｉｆｉｃＯｃｅａｎｉｎ２０１５

３　讨论

近些年来，基于ＦＡＤ渔法对随附鱼群进行围
网捕捞的生产活动日益增长，其渔获量已经超过

了世界围网渔业总产量的６０％，该增长趋势主要
是由于 ＦＡＤ被连续不断地投入使用、ＦＡＤ渔法
的技术革新、用以辅助ＦＡＤ捕捞的卫星追踪素式
浮标成本的减少等因素引起［２１］。这种增长趋势

３９８



上 海 海 洋 大 学 学 报 ２９卷

图５　２０１６年东太平洋大眼金枪鱼自由鱼群空间分布
Ｆｉｇ．５　Ｓｐａｔｉａｌ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ｏｆｆｒｅｅｓｗｉｍｍｉｎｇｓｃｈｏｏｌｆｏｒｂｉｇｅｙｅｔｕｎａｉｎｔｈｅｅａｓｔｅｒｎＰａｃｉｆｉｃＯｃｅａｎｉｎ２０１６

同时也引起了ＲＦＭＯｓ的关注和担忧。ＲＦＭＯｓ认
为ＦＡＤ渔法的过度使用可能会导致：（１）大眼金
枪鱼种群过高的捕捞死亡率；（２）小型黄鳍金枪
鱼和大眼金枪鱼单位补充量渔获量下降；（３）兼
捕、丢弃和幽灵捕捞等事件总体水平上升［２２２４］；

（４）拖曳固定式 ＦＡＤ对脆弱性珊瑚礁生态系统
造成破坏［２５２６］；（５）在生物学和生态学层面上，对
金枪鱼和中上层鱼类可能会造成潜在负面影

响［２７２９］。在此背景下，一些围网船队开始尝试调

整捕捞策略以应对 ＲＦＭＯｓ针对该问题出台的养
护管理措施，例如将捕捞努力量投入到金枪鱼自

由鱼群的捕捞中［３０］。本研究通过结合卫星遥感

数据，建立了大尺度的东太平洋大眼金枪鱼自由

鱼群栖息地模型，并探究了其时空分布特征，研

究结果可为东太平洋金枪鱼围网船队调整捕捞

策略，寻找金枪鱼自由鱼群提供帮助。

　　此前，已有诸多学者对商业性金枪鱼物种的
栖息地进行了研究，这些研究主要使用 ＲＦＭＯｓ
所收集的延绳钓或者围网渔业数据对金枪鱼栖

息地进行了宏观的描述或是探讨 ＦＡＤ鱼群的栖
息偏好［１１１３，２５２６］，很少有针对金枪鱼自由鱼群栖

息地展开的分析。因此，相对于前人的工作，本

研究所展示的东太平洋大眼金枪鱼自由鱼群分

布与环境之间的关系可能会有所差异。例如，

ＡＲＲＩＺＡＢＡＬＡＧＡ等［１２］在研究中使用了广义加性

模型预测了６种商业性金枪鱼在全球尺度下的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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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６　２０１７年东太平洋大眼金枪鱼自由鱼群空间分布
Ｆｉｇ．６　Ｓｐａｔｉａｌ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ｏｆｆｒｅｅｓｗｉｍｍｉｎｇｓｃｈｏｏｌｆｏｒｂｉｇｅｙｅｔｕｎａｉｎｔｈｅｅａｓｔｅｒｎＰａｃｉｆｉｃＯｃｅａｎｉｎ２０１７

图７　２０１５—２０１７年东太平洋大眼金枪鱼
自由鱼群丰度月变化

Ｆｉｇ．７　Ｍｏｎｔｈｌｙ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ｏｆａｂｕｎｄａｎｃｅｆｏｒｂｉｇｅｙｅ
ｔｕｎａｆｒｅｅｓｗｉｍｍｉｎｇｓｃｈｏｏｌｉｎｔｈｅｅａｓｔｅｒｎ
ＰａｃｉｆｉｃＯｃｅａｎｆｒｏｍ２０１５ｔｏ２０１７

息偏好，发现大眼金枪鱼丰度在热带与亚热带区

域的差异并不明显，这可能是由于使用了延绳钓

渔业数据且并没有将 ＦＡＤ鱼群和自由鱼群区分
开来所致。此外，金枪鱼的分布特征在不同大洋

间可能会存在差异。沈智宾等［３１］利用中国延绳

钓船队渔业数据基于 ＳＳＴ和 ＳＳＨ构建了东太平
洋大眼金枪鱼栖息地指数综合模型，发现大眼金

枪鱼多分布在ＳＳＴ为２４～２９℃和 ＳＳＨ为０．４～
０．８ｍ的海域，ＳＳＴ的范围与本研究的结果非常
相似，但ＳＳＨ并没有被二阶 ＢＲＴ模型认为是重
要的影响因子，这种变量筛选或许与建模方法的

特点有关，栖息地适宜性指数模型在变量的选择

上有更强的人为主观性，而ＢＲＴ等回归模型则是
通过一些统计准则来进行变量筛选的。ＨＵ
等［１３］利用ＩＡＴＴＣ延绳钓和围网渔业数据分析了
ＦＡＤ被广泛运用之前和之后的东太平洋金枪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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栖息地状况，认为渔业、渔法、鱼种类型和鱼类大

小的不同都会影响东太平洋金枪鱼的栖息地偏

好，例如鲣幼体相较于成体更喜欢出现在赤道和

沿岸上升流等初级生产力丰富的海域。在本研

究中，空间因子（经度和纬度）是对东太平洋大眼

金枪鱼捕获成功率和丰度影响最大的因素，而前

人的研究中多是探讨水文环境对大眼金枪鱼分

布的影响，这种差异源于有些研究并没有将空间

因子作为候选变量放入初始模型中，因为经纬度

这类空间变量通常是作为水文环境的间接代表

因子来使用的，其生态学意义还是在强调环境变

化对物种分布的影响。对于金枪鱼围网捕获成

功率而言，网具性能往往是最大的影响因素［３２］，

但本研究由于数据获得性问题，只在第１阶段模
型中考虑了环境因素，故无法有效地反映影响东

太平洋大眼金枪鱼捕获成功率因子的偏效应。

此外，本研究还发现在不同年份和月份间，大眼

金枪鱼的空间分布尽管总体上比较稳定，但有少

许的鱼群会在某些月份集中出现在远离海岸的

赤道海域附近，例如 ２０１６年 ７—９月和 ２０１７年
２—３月，这种现象可能与金枪鱼自由鱼群的年龄
组成、较强的游泳能力以及对初级生产力时空变

化的响应有关［１３，３３３４］。

在东大西洋和西印度洋海域，有学者认为

ＦＡＤ渔法的使用会对鲣和黄鳍金枪鱼的摄食移
动产生影响，金枪鱼鱼群会随附在ＦＡＤ周围从而
停止前往初级生产力高的海域［１１］。类似的现象

也出现在西太平洋鲣的洄游表现上，当 ＥＮＳＯ（ｅｌ
ｎｉｏｓｏｕｔｈｅｒｎｏｓｃｉｌｌａｔｉｏｎ）事件出现时，ＦＡＤ鲣随附
群的移动相对稳定，而自由鱼群则会采取不同的

洄游策略以应对气候变化［３５］。这些研究都表明

ＦＡＤ渔法的使用会改变金枪鱼的生态学行为。
因此，十分有必要在对渔业数据进行集群类别的

区分后再开展对于自由鱼群和 ＦＡＤ随附群的栖
息地研究，而该类研究有助于从生态学意义上探

索ＦＡＤ渔法对金枪鱼不同类别集群栖息地的影
响，以及帮助捕捞船队将捕捞努力量更多地投入

到金枪鱼自由鱼群的捕捞当中，从而减少对金枪

鱼幼鱼的伤害。

本研究利用二阶段 ＢＲＴ模型探索了东太平
洋大眼金枪鱼自由鱼群的栖息地特征，发现其空

间分布范围的年际变化十分稳定，但月间变化有

明显的差异。在２０１６年７—９月和２０１７年２—４

月中，ＢＲＴ模型预测的空间分布显示一些高度密
集的自由鱼群分别栖息在远离海岸，经度为

１５０°Ｗ、纬度为０°的赤道海域和经度为 １２０°Ｗ、
纬度为１０°Ｓ附近的海域。时间序列上，大眼金枪
鱼自由鱼群的丰度月平均值在７月份达到了最
高值。基于这些结果，建议在东太平洋作业的围

网船队在捕捞时间和空间上做出相应的变化来

调整捕捞策略。此外，本研究尽管对东太平洋大

眼金枪鱼的栖息环境进行了研究，但由于数据的

获得性问题，仍有以下不足：（１）未能考虑溶解
氧、水深等同样对大眼金枪鱼分布有重要影响的

环境因子；（２）没有直接地比较 ＦＡＤ随附群和自
由鱼群的栖息地差异。因此，在之后的研究中，

应考虑以上因素，进一步改善研究内容，提供更

为详细的金枪鱼自由鱼群分布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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ｍｅｅｔｉｎｇｏｎｆｉｓｈｅｒｉｅｓｏｆＳｏｕｔｈＰａｃｉｆｉｃ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Ｎｏｕｍｅａ，

ＮｅｗＣａｌｅｄｏｎｉａ：ＳＰＣ／Ｆｉｓｈｅｒｉｅｓ２１／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Ｐａｐｅｒ，１９８９：

８９１１３．

［６］　ＩＴＡＮＯＤＧ．Ｎｏｔｅｓｏｎｔｈｅｉｍｐｒｏｖｅｍｅｎｔｏｆｆｉｓｈｉｎｇｐｏｗｅｒａｎｄ

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ｉｎｔｈｅｗｅｓｔｅｒｎｔｒｏｐｉｃａｌＰａｃｉｆｉｃｔｕｎａｐｕｒｓｅｓｅｉｎｅ

ｆｉｓｈｅｒｙ［Ｒ］．Ｈａｗａｉｉ：ＳｔａｎｄｉｎｇＣｏｍｍｉｔｔｅｅｏｎＴｕｎａａｎｄ

Ｂｉｌｌｆｉｓｈ，１９９８．

［７］　ＧＩＬＬＥＴＴＲ，ＭＣＣＯＹＭ Ａ，ＩＴＡＮＯＤＧ．Ｓｔａｔｕｓｏｆｔｈｅ

ＵｎｉｔｅｄＳｔａｔｅｓＷｅｓｔｅｒｎＰａｃｉｆｉｃｔｕｎａｐｕｒｓｅｓｅｉｎｅｆｌｅｅｔａｎｄ

ｆａｃｔｏｒｓａｆｆｅｃｔｉｎｇ ｉｔｓ ｆｕｔｕｒｅ［Ｒ］． Ｈｏｎｏｌｕｌｕ： ＳＯＥＳＴ

６９８



６期 黄金玲，等：东太平洋大眼金枪鱼自由鱼群栖息地偏好的时空分布特征

Ｐｕｂ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２００２：６４．

［８］　ＩＴＡＮＯＤＧ．Ａｓｕｍｍａｒｙｏｆ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ａｌ，ｔｅｃｈｎｉｃａｌａｎｄｆｉｓｈｅｒｙ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ｏｎＷＣＰＤｐｕｒｓｅｓｅｉｎｅｆｉｓｈｅｒｉｅｓｏｎｆｌｏａｔｉｎｇｏｂｊｅｃｔｓ

［Ｒ］． Ｈｏｎｏｌｕｌｕ， ＵＳＡ： Ｓｃｉｅｎｔｉｆｉｃ Ｃｏｍｍｉｔｔｅｅ Ｒｅｇｕｌａｒ

Ｓｅｓｓｉｏｎ，２００７．

［９］　王学窻，许柳雄，官文江，等．金枪鱼围网沉降性能对自

由鱼群捕获率的影响［Ｊ］．中国水产科学，２０１４，２１（５）：

１０４８１０５５．

ＷＡＮＧＸＦ，ＸＵＬＸ，ＧＵＡＮＷＪ，ｅｔａｌ．Ｔｈｅ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ｂｅｔｗｅｅｎｐｕｒｓｅｓｅｉｎｅｓｉｎｋｉｎｇ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ａｎｄｆｉｓｈｉｎｇｓｕｃｃｅｓｓ

ｆｏｒｆｒｅｅｓｗｉｍｍｉｎｇｔｕｎａｓｃｈｏｏｌｓ［Ｊ］．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Ｆｉｓｈｅｒｙ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ｏｆＣｈｉｎａ，２０１４，２１（５）：１０４８１０５５．

［１０］　Ｉｎｔｅｒ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ＴｒｏｐｉｃａｌＴｕｎａ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ＩＡＴＴＣ）．Ｃｏｎ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

ｍｅａｓｕｒｅｓｆｏｒｔｒｏｐｉｃａｌｔｕｎａｓｉｎｔｈｅｅａｓｔｅｒｎＰａｃｉｆｉｃＯｃａｅｎ

ｄｕｒｉｎｇ２０１８２０２０ａｎｄａｍｅｎｄｍｅｎｔｔｏｒｅｓｏｌｕｔｉｏｎＣ１７０１

［ＥＢ／ＯＬ］．Ｍｅｘｉｃｏ，ＭｅｘｉｃｏＣｉｔｙ：ＩＡＴＴＣ，２０１７［２０１９１２

１０］．

［１１］　ＤＲＵＯＮＪＮ，ＣＨＡＳＳＯＴＥ，ＦＬＯＣＨＬ，ｅｔａｌ．Ｐｒｅｆｅｒｒｅｄｈａｂｉｔａｔ

ｏｆｔｒｏｐｉｃａｌｔｕｎａｓｐｅｃｉｅｓｉｎｔｈｅｅａｓｔｅｒｎＡｔｌａｎｔｉｃａｎｄｗｅｓｔｅｒｎ

ＩｎｄｉａｎＯｃｅａｎｓ： ａ ｃｏｍｐａｒａｔｉｖｅ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ｂｅｔｗｅｅｎ ＦＡＤ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ｅｄａｎｄｆｒｅｅｓｗｉｍｍｉｎｇｓｃｈｏｏｌｓ［Ｒ］．Ｍｏｎｔｐｅｌｌｉｅｒ，

Ｆｒａｎｃｅ：１７ｔｈＷｏｒｋｉｎｇＰａｒｔｙｏｎＴｒｏｐｉｃａｌＴｕｎａｓ，２０１５．

［１２］　ＡＲＲＩＺＡＢＡＬＡＧＡＨ，ＤＵＦＯＵＲＦ，ＫＥＬＬＬ，ｅｔａｌ．Ｇｌｏｂａｌ

ｈａｂｉｔａｔｐ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ｓｏｆｃｏｍｍｅｒｃｉａｌｌｙｖａｌｕａｂｌｅｔｕｎａ［Ｊ］．Ｄｅｅｐ

Ｓｅａ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ＰａｒｔＩＩ：ＴｏｐｉｃａｌＳｔｕｄｉｅｓｉｎＯｃｅａｎｏｇｒａｐｈｙ，

２０１５，１１３：１０２１１２．

［１３］　ＨＵＣ，ＨＡＲＲＩＳＯＮＤＰ，ＨＩＮＴＯＮＭ Ｇ，ｅｔａｌ．Ｈａｂｉｔａｔ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ｏｆｔｈｅｃｏｍｍｅｒｃｉａｌｔｕｎａｏｆｔｈｅｅａｓｔｅｒｎｔｒｏｐｉｃａｌＰａｃｉｆｉｃ

Ｏｃｅａｎ［Ｊ］．ＦｉｓｈｅｒｉｅｓＯｃｅａｎｏｇｒａｐｈｙ，２０１８，２７（５）：４１７

４３４．

［１４］　ＳＡＧＡＲＥＳＥＳＲ，ＦＲＩＳＫＭＧ，ＣＥＲＲＡＴＯＲＭ，ｅｔａｌ．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ｏｆｇｅｎｅｒａｌｉｚｅｄ ａｄｄｉｔｉｖｅ ｍｏｄｅｌｓｔｏ ｅｘａｍｉｎｅ

ｏｎｔｏｇｅｎｅｔｉｃａｎｄ ｓｅａｓｏｎａｌ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ｓｏｆｓｐｉｎｙ ｄｏｇｆｉｓｈ

（Ｓｑｕａｌｕｓａｃａｎｔｈｉａｓ）ｉｎｔｈｅｎｏｒｔｈｅａｓｔ（ＵＳ）ｓｈｅｌｆｌａｒｇｅ

ｍａｒｉｎｅＥｃｏｓｙｓｔｅｍ［Ｊ］．Ｃａｎａｄｉａｎ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Ｆｉｓｈｅｒｉｅｓａｎｄ

ＡｑｕａｔｉｃＳｃｉｅｎｃｅｓ，２０１４，７１（６）：８４７８７７．

［１５］　ＣＨＡＮＧＪＨ，ＣＨＥＮＹ，ＨＯＬＬＡＮＤＤ，ｅｔａｌ．Ｅｓｔｉｍａｔｉｎｇ

ｓｐａｔｉａｌ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ｏｆ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ｌｏｂｓｔｅｒＨｏｍａｒｕｓ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ｕｓ

ｕｓｉｎｇｈａｂｉｔａｔｖａｒｉａｂｌｅｓ［Ｊ］．ＭａｒｉｎｅＥｃｏｌｏｇｙＰｒｏｇｒｅｓｓＳｅｒｉｅｓ，

２０１０，４２０（６）：１４５１５６．

［１６］　ＦＲＯＥＳＣＨＫＥＪＴ，ＦＲＯＥＳＣＨＫＥＢＦ．Ｔｗｏｓｔａｇｅｂｏｏｓｔｅｄ

ｒｅｇｒｅｓｓｉｏｎｔｒｅｅｍｏｄｅｌｔｏ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ｚｅｓｏｕｔｈｅｒｎ ｆｌｏｕｎｄｅｒ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ｉｎＴｅｘａｓｅｓｔｕａｒｉｅｓａｔｖａｒｙｉｎｇ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ｓｉｚｅｓ［Ｊ］．

ＭａｒｉｎｅａｎｄＣｏａｓｔａｌＦｉｓｈｅｒｉｅｓ，２０１６，８（１）：２２２２３１．

［１７］　ＥＬＩＴＨＪ，ＬＥＡＴＨＷＩＣＫＪＲ，ＨＡＳＴＩＥＴ．Ａｗｏｒｋｉｎｇｇｕｉｄｅｔｏ

ｂｏｏｓｔｅｄｒｅｇｒｅｓｓｉｏｎｔｒｅｅｓ［Ｊ］．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ＡｎｉｍａｌＥｃｏｌｏｇｙ，

２００８，７７（４）：８０２８１３．

［１８］　吴建辉，戴黎斌，戴小杰，等．ＧＡＭ模型和 ＢＲＴ模型在

长江口鱼类群落多样性预测中的比较［Ｊ］．应用生态学

报，２０１９，３０（２）：６４４６５２．

ＷＵＪＨ，ＤＡＩＬＢ，ＤＡＩＸ Ｊ，ｅｔａｌ．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ｏｆ

ｇｅｎｅｒａｌｉｚｅｄａｄｄｉｔｉｖｅｍｏｄｅｌａｎｄｂｏｏｓｔｅｄｒｅｇｒｅｓｓｉｏｎｔｒｅｅｉｎ

ｐｒｅｄｉｃｔｉｎｇｆｉｓｈ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ｉｎｔｈｅＹａｎｇｔｚｅＲｉｖｅｒ

ｅｓｔｕａｒｙ，Ｃｈｉｎａ［Ｊ］．Ｃｈｉｎｅｓｅ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ＡｐｐｌｉｅｄＥｃｏｌｏｇｙ，

２０１９，３０（２）：６４４６５２．

［１９］　ＦＲＩＥＤＭＡＮＪＦ，ＭＥＵＬＭＡＮＪＪ．Ｍｕｌｔｉｐｌｅａｄｄｉｔｉｖｅｒｅｇｒｅｓｓｉｏｎ

ｔｒｅｅｓｗｉｔｈ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ｉｎｅｐｉｄｅｍｉｏｌｏｇｙ［Ｊ］．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ｉｎ

Ｍｅｄｉｃｉｎｅ，２００３，２２（９）：１３６５１３８１．

［２０］　ＨＩＪＭＡＮＳＲＪ，ＰＨＩＬＬＩＰＳＳ，ＬＥＡＴＨＷＩＣＫＪ，ｅｔａｌ．ｄｉｓｍｏ：

ｓｐｅｃｉｅｓ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ｍｏｄｅｌｉｎｇ［ＥＢ／ＯＬ］．（２０１７０１１９）．

ｈｔｔｐｓ：／／ＣＲＡＮ．Ｒｐｒｏｊｅｃｔ．ｏｒｇ／ｐａｃｋａｇｅ＝ｄｉｓｍｏ．

［２１］　ＬＯＰＥＺＪ，ＭＯＲＥＮＯＧ，ＳＡＮＣＲＩＳＴＯＢＡＬＩ，ｅｔａｌ．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

ａｎｄｃｕｒｒｅｎｔｓｔａｔｅｏｆｔｈｅ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ｏｆｅｃｈｏｓｏｕｎｄｅｒｂｕｏｙｓ

ｕｓｅｄｂｙＳｐａｎｉｓｈｔｒｏｐｉｃａｌｔｕｎａｐｕｒｓｅｓｅｉｎｅｒｓｉｎｔｈｅＡｔｌａｎｔｉｃ，

ＩｎｄｉａｎａｎｄＰａｃｉｆｉｃＯｃｅａｎｓ［Ｊ］．Ｆｉｓｈｅｒｉｅｓ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２０１４，

１５５：１２７１３７．

［２２］　ＡＭＡＮＤ?ＭＪ，ＡＲＩＺＪ，ＣＨＡＳＳＯＴＥ，ｅｔａｌ．Ｂｙｃａｔｃｈｏｆｔｈｅ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ｐｕｒｓｅｓｅｉｎｅｔｕｎａｆｉｓｈｅｒｙｉｎｔｈｅＡｔｌａｎｔｉｃＯｃｅａｎｆｏｒ

ｔｈｅ２００３２００７ｐｅｒｉｏｄ［Ｊ］．ＡｑｕａｔｉｃＬｉｖｉｎｇ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２０１０，

２３（４）：３５３３６２．

［２３］　ＡＭＡＮＤ?ＭＪ，ＣＨＡＳＳＯＴＥ，ＣＨＡＶＡＮＣＥＰ，ｅｔａｌ．Ｐｒｅｃｉｓｉｏｎｉｎ

ｂｙｃａｔｃｈｅｓｔｉｍａｔｅｓ：ｔｈｅｃａｓｅｏｆｔｕｎａｐｕｒｓｅｓｅｉｎｅｆｉｓｈｅｒｉｅｓｉｎ

ｔｈｅＩｎｄｉａｎＯｃｅａｎ［Ｊ］．ＩＣＥＳ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ＭａｒｉｎｅＳｃｉｅｎｃｅ，

２０１２，６９（８）：１５０１１５１０．

［２４］　ＦＩＬＭＡＬＴＥＲＪＤ，ＣＡＰＥＬＬＯＭ，ＤＥＮＥＵＢＯＵＲＧＪＬ，ｅｔａｌ．

Ｌｏｏｋｉｎｇｂｅｈｉｎｄ ｔｈｅｃｕｒｔａｉｎ： ｑｕａｎｔｉｆｙｉｎｇｍａｓｓｉｖｅｓｈａｒｋ

ｍｏｒｔａｌｉｔｙｉｎｆｉｓｈａｇｇｒｅｇａｔｉｎｇｄｅｖｉｃｅｓ［Ｊ］．ＦｒｏｎｔｉｅｒｓｉｎＥｃｏｌｏｇｙ

ａｎｄｔｈｅ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２０１３，１１（６）：２９１２９６．

［２５］　ＢＡＬＤＥＲＳＯＮＢ，ＭＡＲＴＩＮＬ．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ｉｍｐａｃｔｓａｎｄ

ｃａｕｓａｔｉｏｎｏｆ“ｂｅａｃｈｅｄ”ＤｒｉｆｔｉｎｇＦｉｓｈＡｇｇｒｅｇａｔｉｎｇＤｅｖｉｃｅｓ

ａｒｏｕｎｄＳｅｙｃｈｅｌｌｅｓＩｓｌａｎｄｓ：ａｐｒｅｌｉｍｉｎａｒｙｒｅｐｏｒｔｏｎｄａｔａ

ｃｏｌｌｅｃｔｅｄｂｙＩｓｌａｎｄ Ｃｏｎ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 Ｓｏｃｉｅｔｙ［Ｒ］． Ｍａｈｅ，

Ｓｅｙｃｈｅｌｌｅｓ：ＩＯＴＣ，２０１５．

［２６］　ＭＡＵＦＲＯＹＡ，ＣＨＡＳＳＯＴＥ，ＪＯＯＲ，ｅｔａｌ．Ｌａｒｇｅｓｃａｌｅ

ｅｘａｍｉｎａｔｉｏｎ ｏｆｓｐａｔｉｏｔｅｍｐｏｒａｌｐａｔｔｅｒｎｓｏｆｄｒｉｆｔｉｎｇＦｉｓｈ

ＡｇｇｒｅｇａｔｉｎｇＤｅｖｉｃｅｓ（ｄＦＡＤｓ）ｆｒｏｍｔｒｏｐｉｃａｌｔｕｎａｆｉｓｈｅｒｉｅｓｏｆ

ｔｈｅｉｎｄｉａｎａｎｄａｔｌａｎｔｉｃｏｃｅａｎｓ［Ｊ］．ＰＬｏＳＯｎｅ，２０１５，１０

（５）：ｅ０１２８０２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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