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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根据中国远洋渔业协会鱿钓技术组和公海围拖网技术组提供的２０１７—２０１９年印度洋北部鸢乌贼
（Ｓｔｈｅｎｏｔｅｕｔｈｉｓｏｕａｌａｎｉｅｎｓｉｓ）生产统计资料，对灯光敷网、灯光罩网和鱿钓３种捕捞方式的鸢乌贼作业次数、产
量和捕捞努力量渔获量（ｃａｔｃｈｐｅｒｕｎｉｔｅｆｆｏｒｔ，ＣＰＵＥ）进行统计分析。通过产量重心分析、聚类分析和方差分
析，对３种捕捞方式的渔场时空分布及其年间差异进行比较。结果表明，２０１７、２０１８和２０１９年印度洋北部鸢
乌贼产量分别为２８３４７、６８５３５和１８００９４ｔ，产量逐年上升。从年间变化来看，ＣＰＵＥ波动较大；从月间变化来
看，各月产量与ＣＰＵＥ的变化趋势均保持一致。３种捕捞方式各月产量重心呈现逆时针变化规律，从南到北，
自东向西移动。通过聚类分析可将灯光敷网分为５类，灯光罩网分为４类，鱿钓分为６类；渔获量主要分布于
１２．５°Ｎ～１４．５°Ｎ，５８°Ｅ～６０°Ｅ和１６°Ｎ～１８°Ｎ，６１．５°Ｅ～６３°Ｅ海域内。以时间和空间为影响因素，对不同
经度间海域分析发现，ＣＰＵＥ在不同时间、空间上有明显差异；而不同捕捞方式也均存在显著差异。研究认
为，今后应该加强时间序列的样本采集工作，综合考虑环境因子分析鸢乌贼渔场的变化规律及其根本原因，为

后续合理开发该渔业和建立相关渔情预报模型提供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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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鸢乌贼（Ｓｔｈｅｎｏｔｅｕｔｈｉｓｏｕａｌａｎｉｅｎｓｉｓ）属头足纲
（Ｃｅｐｈａｌｏｐｏｄａ）柔鱼科（Ｏｍｍａｓｔｒｅｐｈｉｄａｅ）鸢乌贼属
（Ｓｔｈｅｎｏｔｅｕｔｈｉｓ），为暖水性大洋性种类，广泛分布
在印度洋、太平洋的赤道和亚热带海域［１３］。其

中在印度洋西北部海域和我国南海资源量较为

丰富［４５］，总资源量预估约为 ８００万 ～１１００万
ｔ［６］。目前印度洋公海是我国捕捞鸢乌贼的主要
渔场，相较于其他公海鱿钓渔场，起步较晚［７８］。

目前主要涉及鸢乌贼渔场的相关研究主要集中

在我国南海海域，针对印度洋海域的研究相对较

少，我国首次对印度洋西北海域鸢乌贼资源进行

调查是在２００３年９—１１月，再次调查是２００４年
９月—２００５年４月，时间较短，范围较小，对资源
密度仅进行初步分析［５，９］。随着近些年印度洋海

洋环境的变化以及捕捞数据的健全，可以更为全

面地了解印度洋北部鸢乌贼渔场分布以及不同

捕捞作业方式间的差异情况。印度洋海域捕捞

鸢乌贼的作业方式主要有灯光敷网［１０］、灯光罩

网［１１］以及鱿钓［１２］等。灯光敷网作业是根据中上

层鱼类趋光性的特点，以灯光诱集鱼群进行围

捕，故对渔获种类有很强的选择性；灯光罩网主

捕头足类及趋光性鱼类，网具规格小，成本低；鱿

钓是利用鱿鱼喜光集群习性，在夜间采用专用水

上灯诱集，有时加用水下灯，由自动钓机钓捕，也

可用手钓作业。为此，研究根据２０１７—２０１９年中
国远洋渔业协会鱿钓技术组和公海围拖网技术

组的生产统计数据，分析印度洋北部鸢乌贼不同

捕捞方式下渔场时空分布情况，比较其作业渔场

分布是否存在年间差异，为后续资源量状况和渔

情预报模型建立和分析提供相关基础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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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材料与方法

１．１　材料来源
印度洋北部鸢乌贼生产统计资料来自中国

远洋渔业协会鱿钓技术组和公海围拖网技术组，

该统计资料包含灯光敷网、灯光罩网和鱿钓３种
作业方式。统计内容包括作业日期、作业次数、

作业的经纬度以及渔获量。空间分辨率为１°×
１°，区域为 ５°Ｓ～２５°Ｎ和 ５０°Ｅ～９５°Ｅ，时间为
２０１７—２０１９年。
１．２　数据预处理

生产数据按每月经纬度１°×１°进行预处理，
并计算单位捕捞努力量渔获量（ｃａｔｃｈｐｅｒｕｎｉｔ
ｅｆｆｏｒｔ，ＣＰＵＥ），其公式［１３］为

ＹＣＰＵＥ＝
Ｃ
Ｅ （１）

式中：ＹＣＰＵＥ为单位捕捞努力量渔获量，ｔ／次；Ｃ表
示１艘渔船１天的产量，ｔ；Ｅ表示其对应的作业
次数，次；灯光敷网和灯光罩网以网次计算，鱿钓

是按照每天作业位置的变化次数来计算。

１．３　研究方法
根据不同年份和月份进行统计，分析２０１７—

２０１９年灯光敷网、灯光罩网和鱿钓等３种作业方
式总产量情况。

根据不同年份和月份进行统计，分别计算灯

光敷网、灯光罩网和鱿钓在３°Ｓ～２５°Ｎ和５０°Ｅ～
８８°Ｅ海域内年、月渔获产量和平均ＣＰＵＥ的变化
规律。

通过产量的空间分布变化来显示作业渔场

的时空分布，利用重心分析法算出２０１７—２０１９年
各月份作业的渔场重心，其公式［１４］为

Ｘ＝∑
ｊ

ｉ＝１
（Ｃｉ×Ｘｉ）／∑

ｊ

ｉ＝１
Ｃｉ （２）

Ｙ＝∑
ｊ

ｉ＝１
（Ｃｉ×Ｙｉ）／∑

ｊ

ｉ＝１
Ｃｉ （３）

式中：Ｘ、Ｙ分别为某一月份的产量重心的经度和
纬度；Ｃｉ为渔区ｉ的产量，ｔ；Ｘｉ为某一月份渔区 ｉ
中心点的经度；Ｙｉ为某一月份渔区 ｉ中心点的纬
度；ｊ为某一月份度渔区的总个数。

计算各月产量重心间的欧氏距离（ｅｕｃｌｉｄｅａｎ
ｄｉｓｔａｎｃｅ），比较月间变化［１５］。欧氏距离公式为

Ｄｋｌ＝ ［（Ｘｋ－Ｘｉ）
２＋（Ｙｋ－Ｙｉ）ｉ

２］／槡 ２ （４）
式中：Ｄｋｌ为 ｋ月与 ｌ月产量重心之间的距离；Ｘｋ、
Ｙｋ分别为 ｋ月份产量重心的经度和纬度；Ｘｌ、Ｙｌ
分别为ｌ月份产量重心的经度和纬度。根据计算
后的欧氏距离，将２０１７—２０１９年各月的产量重心
按照最短距离法进行聚类，分析比较其变化差

异［１６］。

根据空间分布产量的多少统计灯光敷网、灯

光罩网及鱿钓在５８°Ｅ～６０°Ｅ、６０°Ｅ～６２°Ｅ以及
６２°Ｅ～６４°Ｅ经度范围内的 ＣＰＵＥ，利用双因素方
差分析（ｔｗｏｗａｙ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ｏｆｖａｒｉａｎｃｅ）统计［１５］，通

过ＬＳＤ检验对显著性差异的值进行多重比较检
验［１７］，比较ＣＰＵＥ在时间和空间上的差异。

上述分析均使用Ｅｘｃｅｌ２０１９和ＳＰＳＳ２５．０软
件进行分析。

２　结果

２．１　总产量与作业次数
２０１７至２０１９年间，我国灯光敷网、灯光罩网

和鱿钓渔船在印度洋北部海域共捕获鸢乌贼

２７６９７６ｔ（表１）。结果发现，随着捕捞努力量的
逐年快速增长，鸢乌贼产量也逐年稳步提升，

２０１９年捕捞努力量和产量都呈现较大增长。３
种捕捞方式中，灯光敷网的捕捞努力量最高，且

产量最高，总产量达１９７５６７ｔ（表１）。

表１　２０１７—２０１９年不同作业方式印度洋北部鸢乌贼产量变化
Ｔａｂ．１　ＳｔｈｅｎｏｔｅｕｔｈｉｓｏｕａｌａｎｉｅｎｓｉｓｃａｔｃｈｉｎｎｏｒｔｈｅｒｎＩｎｄｉａｎＯｃｅａｎｗｉｔｈ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ｆｉｓｈｉｎｇｍｅｔｈｏｄｓｆｒｏｍ２０１７ｔｏ２０１９

年份

Ｙｅａｒ

灯光敷网

Ｌｉｇｈｔｌｉｆｔｎｅｔ

产量

Ｃａｔｃｈ／ｔ
捕捞努力量

Ｅｆｆｏｒｔ／次

灯光罩网

Ｌｉｇｈｔｃａｓｔｉｎｇｎｅｔ

产量

Ｃａｔｃｈ／ｔ
捕捞努力量

Ｅｆｆｏｒｔ／次

鱿钓

Ｊｉｇｇｉｎｇ

产量

Ｃａｔｃｈ／ｔ
捕捞努力量

Ｅｆｆｏｒｔ／次

总计

Ｔｏｔａｌ

产量

Ｃａｔｃｈ／ｔ
捕捞努力量

Ｅｆｆｏｒｔ／次
２０１７ １１２６８ ２２７９ ６４２９ １０８５ １０６４８ ４０４４ ２８３４７ ７４０８
２０１８ ５６１４３ ９１９６ ５９０７ ８７６ ６４８５ ８５２ ６８５３５ １０９２４
２０１９ １３０１５６ ３４９８４ ９７６４ ２３４０ ４０１７４ ５１３４ １８００９４ ４２４５８

总计Ｔｏｔａｌ １９７５６７ ４６４５９ ２２１００ ４３０１ ５７３０７ １００３０ ２７６９７６ ６０７９０

０８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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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２　ＣＰＵＥ和平均产量的变化规律
根据３种捕捞方式的平均 ＣＰＵＥ变化规律

（图１），ＣＰＵＥ在年间的波动较大。灯光敷网月
间ＣＰＵＥ的变化趋势在各年基本保持一致，其中：
２０１８年的ＣＰＵＥ整体高于其他２年（图１ａ）；灯光
罩网２０１８年的 ＣＰＵＥ高于其他２年（图１ｂ）；而

鱿钓２０１７年的 ＣＰＵＥ是３年中最低的（图１ｃ）。
从月间变化来看，灯光敷网、灯光罩网和鱿钓在

一年中的１０—１２月ＣＰＵＥ处于一年中产量高位，
此外鱿钓在１—４月中 ＣＰＵＥ也处于一年中产量
较高位。总体上，灯光罩网和鱿钓的 ＣＰＵＥ高于
灯光敷网ＣＰＵＥ（图１ｄ）。

图１　２０１７—２０１９年印度洋北部鸢乌贼月度和年度分布
Ｆｉｇ．１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ｏｆＳ．ｏｕａｌａｎｉｅｎｓｉｓｉｎｎｏｒｔｈｅｒｎＩｎｄｉａｎＯｃｅａｎｆｒｏｍ２０１７ｔｏ２０１９

　　从月间变化来看，３种捕捞方式各月产量与
ＣＰＵＥ的变化趋势均保持一致。１—５月，灯光敷
网月总产量和 ＣＰＵＥ整体呈下降趋势，产量保持
在４５００ｔ以上，ＣＰＵＥ均在２．６６ｔ／次以上；从８
月开始，产量和 ＣＰＵＥ随月份逐渐上升，并在１２
月达到最高值（产量１４１４０ｔ，ＣＰＵＥ值７．４１ｔ／
次），见图２ａ。１—５月，灯光罩网产量和ＣＰＵＥ整
体随月份升高；９—１１月，产量和 ＣＰＵＥ整体随月
份升高，并在１０月产量达到最高值２３４６ｔ，１１月
ＣＰＵＥ达到最大值１８．９１ｔ／次（图２ｂ）。１—７月，
鱿钓产量整体随月份下降，ＣＰＵＥ随月份逐渐下
降，１月ＣＰＵＥ最高，为８．９７ｔ／次，７月 ＣＰＵＥ降
至最低，为２．２７ｔ／次，６月产量降至最低，为３３７
ｔ；７—１１月，产量和 ＣＰＵＥ整体随月份升高，并在
１１月产量达到最高，为 ３８９７ｔ；１２月产量下降
ＣＰＵＥ上升（图２ｃ）。由此可见，１月和１０—１２月
为印度洋北部鸢乌贼的主要渔汛期。

２．３　产量重心的年度和月度变化
２０１７—２０１９年印度洋北部鸢乌贼的渔场重

心变化明显。有两处渔场重心较为集中：一处渔

场重心在１２．５°Ｎ～１４．５°Ｎ，５８°Ｅ～６０°Ｅ海域；另
一渔场重心在１６°Ｎ～１８°Ｎ，６１．５°Ｅ～６３°Ｅ海域。

从月份间重心变化可知灯光敷网作业渔场

重心分布规律（图３）。结果表明，渔场重心整体
向东北方向移动。２０１７年，１月渔场重心主要在
１４°Ｎ，５９．５°Ｅ，随后逐渐向西南方向移动，经度移
至５８°Ｅ，纬度移至１３．５°Ｎ；４月开始向东北方向
移动，经度又移至５９．５°Ｅ，纬度移至１４°Ｎ左右；
８月之后向西北移动，经度从６５°Ｅ移至６１．５°Ｅ
左右，纬度移至１６．５°Ｎ（图３ａ）。２０１８年，１月渔
场重心主要在１３°Ｎ，５９．５°Ｅ，随后向东北方向移
动，经度移至６３．５°Ｅ左右，纬度移至１４°Ｎ；７月
开始向西北方向移动，经度移至６１．５°Ｅ左右，纬
度移至１７．５°Ｎ；１０月之后向西南方向移动，经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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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至 ６０．５°Ｅ，纬度移至 １５．５°Ｎ（图 ３ｂ）。２０１９
年，１月渔场重心主要在１５．５°Ｎ，６０．５°Ｅ，随后向
东北方向移动，经度移至６３°Ｅ，纬度移至１７°Ｎ；
从５月之后向东南方向移动，经度移至６５．５°Ｅ，

纬度移至１４°Ｎ；９月之后向西北方向移动，经度
移动至６２．５°Ｅ左右，纬度移至１８°Ｎ（图３ｃ）。渔
场重心都呈逆时针方向移动。

图２　２０１７—２０１９年印度洋北部鸢乌贼平均产量和ＣＰＵＥ分布
Ｆｉｇ．２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ｍｅａｔｃａｔｃｈａｎｄｏｆＣＰＵＥｏｆ

Ｓ．ｏｕａｌａｎｉｅｎｓｉｓｉｎｎｏｒｔｈｅｒｎＩｎｄｉａｎＯｃｅａｎｆｒｏｍ２０１７ｔｏ２０１９

　　由图４可知灯光罩网作业渔场重心的分布
规律，渔场重心的纬度范围向北移动。２０１７年，１
月渔场重心主要在１５°Ｎ，６０°Ｅ，随后向西南方向
移动，经度移至５８．５°Ｅ左右，纬度移至１２．５°Ｎ；
４月向东北方向移动，经度移至６３°Ｅ左右，纬度
移至１７．５°Ｎ；１０月开始向西移动，经度移至６２°Ｅ
左右，纬度保持在１７．５°Ｎ；全年的渔场重心呈逆
时针方向移动（图４ａ）。２０１８年，１月渔场重心主
要在１３．５°Ｎ，５９°Ｅ，随后开始向东南方向移动，经
度移至６０°Ｅ左右，纬度移至１２°Ｎ左右；从３月
之后，向东北方向移动，经度移至６１．５°Ｅ左右，
纬度移至１６°Ｎ左右；９月开始向西移动，经度从
６３°Ｅ移动至６２°Ｅ左右，纬度保持在１８°Ｎ左右
（图４ｂ）。２０１９年，８—１２月的渔场重心呈逆时针
方向移动，经度从６３°Ｅ向西移至６２°Ｅ，随后又向
东移到６３．５°Ｅ，纬度从１７°Ｎ移至１８°Ｎ；渔场重
心呈逆时针方向移动（图４ｃ）。
　　由图５可知鱿钓作业渔场重心的分布规律，

渔场重心整体向东北方向移动，并且范围逐渐缩

小。２０１７年，１月渔场重心主要在１４°Ｎ，５９．５°Ｅ，
随后向西南方向移动，经度移至５８°Ｅ，纬度移至
１３．５°Ｎ；４月开始向东南方向移动，经度移至８８°
Ｅ左右，纬度移至 １°Ｓ左右；８月之后向西北移
动，经度移至６０．５°Ｅ左右，纬度移至１４．５°Ｎ（图
５ａ）。２０１８年，１月渔场重心主要在１３°Ｎ，５９°Ｅ，
随后向东北方向移动，经度移至６２．５°Ｅ，纬度移
至１６°Ｎ；９月开始向西北方向移动，经度从移至
６１．５°Ｅ左右，纬度基本保持在 １７°Ｎ左右（图
５ｂ）。２０１９年，１月渔场重心主要在１６°Ｎ，６１．５°
Ｅ，随后向东北方向移动，经度移至６３．５°Ｅ，纬度
移至１８°Ｎ；５月开始向北方向移动，经度基本保
持在６３°Ｅ左右，纬度从１７°Ｎ移至１９°Ｎ；９月之
后向东南方向移动，经度从６２°Ｅ移动至６３°Ｅ左
右，纬度基本保持在１７．５°Ｎ左右（图５ｃ）。渔场
重心均呈逆时针方向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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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３　２０１７—２０１９年印度洋北部鸢乌贼灯光敷网的产量重心变化（数字标注为月）
Ｆｉｇ．３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ｏｆｌｉｇｈｔｌｉｆｔｎｅｔｏｆｃａｔｃｈｇｒａｖｉｔｙ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ｏｆＳ．ｏｕａｌａｎｉｅｎｓｉｓｉｎｎｏｒｔｈｅｒｎＩｎｄｉａｎＯｃｅａｎ

ｆｒｏｍ２０１７ｔｏ２０１９（ｎｕｍｂｅｒｉｓｍａｒｋｅｄａｓｔｈｅｍｏｎｔｈ）

图４　２０１７—２０１９年印度洋北部鸢乌贼灯光罩网的产量重心变化（数字标注为月）
Ｆｉｇ．４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ｏｆｌｉｇｈｔｃａｓｔｉｎｇｎｅｔｏｆｃａｔｃｈｇｒａｖｉｔｙ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ｏｆＳ．ｏｕａｌａｎｉｅｎｓｉｓｉｎｎｏｒｔｈｅｒｎＩｎｄｉａｎＯｃｅａｎ

ｆｒｏｍ２０１７ｔｏ２０１９（ｎｕｍｂｅｒｉｓｍａｒｋｅｄａｓｔｈｅｍｏｎｔ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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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５　２０１７—２０１９年印度洋北部鸢乌贼鱿钓的产量重心变化（数字标注为月）
Ｆｉｇ．５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ｏｆｊｉｇｇｉｎｇｏｆｃａｔｃｈｇｒａｖｉｔｙ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ｏｆＳ．ｏｕａｌａｎｉｅｎｓｉｓｉｎｎｏｒｔｈｅｒｎＩｎｄｉａｎＯｃｅａｎ

ｆｒｏｍ２０１７ｔｏ２０１９（ｎｕｍｂｅｒｉｓｍａｒｋｅｄａｓｔｈｅｍｏｎｔｈ）

２．４　产量重心聚类分析
灯光敷网假设以空间距离 ２为阈值，可将

２０１７—２０１９年各月的产量重心分为５类；由结果
可知，各年份除１、１０、１１月在同一类中，其他每年
各月的聚类情况都有所不同（图６ａ）。灯光罩网
假设以空间距离７为阈值，可将２０１７—２０１９年各
月的产量重心分为４类；各年除１０、１１月在同一
类中，其他每年各月的聚类情况都有所不同（图

６ｂ）。鱿钓假设以空间距离 ３为阈值，可将
２０１７—２０１９年各月的产量重心分为６类；各年除
１月在同一类中，其他每年各月的聚类情况都有
所不同。但由于一些月份数据缺失，未能很好地

与其他年份进行对比。

２．５　不同作业方式的ＣＰＵＥ时空差异
考虑时间和空间因素，对不同作业方式的

ＣＰＵＥ进行双因素方差分析。结果发现，印度洋
北部鸢乌贼的ＣＰＵＥ随时间和空间而发生较大变
化，在各捕捞方式（Ｐ＜０．０５）的 ＣＰＵＥ值存在显
著的时空差异。

从时间变化上看，灯光敷网作业中不同年份

的ＣＰＵＥ值不存在显著差异（Ｐ＞０．０５），灯光罩
网作业中不同年份的 ＣＰＵＥ值存在极显著差异
（Ｐ＜０．０１）：根据 ＬＳＤ多重比较分析发现，２０１７
与２０１８年、２０１８与２０１９年的 ＣＰＵＥ值存在显著
差异，鱿钓作业中不同年份的 ＣＰＵＥ值存在显著
差异（Ｐ＜０．０５）；根据 ＬＳＤ多重比较分析发现，
２０１７年与２０１８年、２０１９年的 ＣＰＵＥ值均存在显
著性差异。见表２。

从空间变化上看，灯光敷网作业中不同空间

的ＣＰＵＥ存在着极显著差异（Ｐ＜０．０１，表２）：根
据 ＬＳＤ多重比较分析发现，５８°Ｅ～６０°Ｅ与
６０°Ｅ～６２°Ｅ、６０°Ｅ～６２°Ｅ与６２°Ｅ～６４°Ｅ之间存
在极显著差异（Ｐ＜０．０１），灯光罩网作业中不同
空间的ＣＰＵＥ存在极显著差异（Ｐ＜０．０１，表２）；
根据 ＬＳＤ多重比较分析发现，５８°Ｅ～６０°Ｅ与
６０°Ｅ～６２°Ｅ、６２°Ｅ～６４°Ｅ的ＣＰＵＥ值均存在显著
性差异，鱿钓作业中不同空间的 ＣＰＵＥ不存在显
著差异。见表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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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６　印度洋北部鸢乌贼不同捕捞方式的产量重心聚类结果
Ｆｉｇ．６　Ｃｌｕｓｔｅｒｉｎｇｒｅｓｕｌｔｓｏｆ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ｆｉｓｈｉｎｇｔｙｐｅｓｇｒａｖｉｔｙ
ｃａｔｃｈｆｏｒＳ．ｏｕａｌａｎｉｅｎｓｉｓｉｎｎｏｒｔｈｅｒｎＩｎｄｉａｎＯｃｅａｎ

３　讨论

已有研究［１８１９］认为，印度洋西北海域受季风

海流和反赤道海流的影响形成了广泛的上升流，

它使深海水涌升至表层，给表层带来丰富的营养

盐，从而促使藻类生长旺盛，使得该海域具有高

浮游生物量，能够有较多中上层鱼类聚集，为鸢

乌贼的生长提供了良好摄食条件，因此该海域是

鸢乌贼的重要渔场［２０］。从年间变化来看，２０１７—
２０１９年印度洋北部鸢乌贼总产量稳步上升，不同
捕捞方式的产量有较大差异；从月间变化来看，

上半年的产量低于下半年，第三季度（７—９月）的
产量最低，第四季度（１０—１２月）的产量最高，
ＣＰＵＥ的变化与产量变化一致。产生差异原因是
多方面的，产量的增长和不同捕捞方式之间的产

量差异主要是由于作业次数的增加和作业渔船

功率不同所造成的［２１］。年间ＣＰＵＥ差异显著，月
间差异不显著，这可能与相对较大尺度环境因子

影响有关［２２２４］，而非季节性因素。此外，海表面

温度［２５２６］、海表面高度［２７］、海流［２８］等环境因子均

会对印度洋鸢乌贼的ＣＰＵＥ产生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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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２　不同捕捞方式鸢乌贼ＣＰＵＥ时空双因素方差分析结果
Ｔａｂ．２　Ｒｅｓｕｌｔｓｏｆｔｈｅｔｗｏｗａｙｖａｒｉａｎｃｅ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ｏｆｓｐａｔｉａｌｔｅｍｐｏｒａｌＣＰＵＥｗｉｔｈ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ｆｉｓｈｉｎｇｍｅｔｈｏｄｓ

作业方式

Ｆｉｓｈｉｎｇｍｅｔｈｏｄｓ
参数

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
平方和

ＳＳ
自由度

ｄｆ
均方

ＭＳ Ｆ Ｐ

灯光敷网

Ｌｉｇｈｔｌｉｆｔｎｅｔ

时间 ２０．５５ ２．００ １０．２７ ２．９２ ０．０７
空间 ４０．８０ ２．００ ２０．４０ ５．８１ ０．０１

时间＆空间 ２９．７３ ３．００ ９．９１ ２．８２ ０．０６
误差 ７３．６８ ２１．００ ３．５０
总计 ６５３．４７ ２９．００

灯光罩网

Ｌｉｇｈｔｃａｓｔｉｎｇｎｅｔ

时间 ３３０．５２ ２．００ １６５．２６ １８．７０ ０．０１
空间 ６０２．５７ ２．００ ３０１．２８ ３４．１０ ０．０１

时间＆空间 １１３．６１ ２．００ ６５．８０ ６．４３ ０．０１
误差 １２３．６７ １４．００ ８．８３
总计 ２１１２．４６ ２１．００

鱿钓

Ｊｉｇｇｉｎｇ

时间 １６２．９４ ２．００ ８１．４７ ４．２３ ０．０２
空间 １０１．５１ ２．００ ５０．７５ ２．６３ ０．０９

时间＆空间 １５２．３８ ２．００ ７６．１９ ３．９５ ０．０３
误差 ４０４．１５ ２１．００ １９．２４
总计 ２３１６．４５ ２８．００

　　印度洋北部鸢乌贼年间产量重心变化较大。
２０１７—２０１９年的产量重心经度范围逐年向东偏
移，纬度范围向北移动；月间的产量重心变化呈

逆时针移动（图３～５），渔场重心变化与环境因子
密切关系，首先不同年份的月间变化与季节性海

洋环境变化有关；鱿钓捕捞位置相对固定，且为

被动作业，因此重心变化范围不是特别大（除

２０１７年外，图５），其他捕捞方式都是主动捕捞，
因此转移捕捞目的地的次数较多，导致变化相对

较大（图３、４）。对不同月份进行聚类分析，发现：
灯光敷网和灯光罩网各年的 １０、１１月在同一类
中，说明３年中１０、１１月的空间差异并不明显；鱿
钓各年的１月在同一类中，说明３年中１月的空
间差异并不明显。其他各月都分布在不同的聚

类里，仅有部分月有所相同，如：灯光敷网２０１９和
２０１７年的８月；灯光罩网２０１７和２０１８年的３月；
鱿钓２０１８和２０１９年的６月和１０月。此外，在同
一年相邻的几个月都在一个聚类，如：灯光敷网

２０１８年７、８月，２０１９年３、４、５月；灯光罩网２０１８
年１０、１１月，２０１９年９、１０月；鱿钓２０１８年１、２、３
月，２０１９年８、９、１０月。原因可能是海洋环境因
子的变化。余为等［７］和陈新军等［８９］通过对印度

洋西北海域鸢乌贼渔场分析，研究认为：２００３年
９—１１月印度洋西北海域鸢乌贼中心渔场在１２°
Ｎ～１６°Ｎ、５８°Ｅ～６１°Ｅ海域，２００４年９—１２月中
心渔场在１９．５°Ｎ～２１°Ｎ，６２．５°Ｅ～６４°Ｅ海
域；２００４年９月—２００５年 ４月印度洋西北部中

心渔场在 １４．５°Ｎ、６０°Ｅ～６３°Ｅ附近海域。
ＮＥＳＩＳ［２９］研究发现，１４°Ｎ～１５°Ｎ海域资源量最丰
富。上述研究结果与本文研究结果基本一致，可

以认为，目前印度洋北部鸢乌贼渔场并未发生较

大的变化。

对５８°Ｅ～６０°Ｅ、６０°Ｅ～６２°Ｅ以及６２°Ｅ～６４°
Ｅ等经度范围内不同捕捞方式的双因素方差分析
可知，灯光敷网主要是空间上的差异，鱿钓主要

是时间上的差异，而灯光罩网两种因素兼具。鱿

钓捕捞效率相对较低，因此受到时间因素影响

大，也就是说环境的变化对ＣＰＵＥ的影响明显；灯
光敷网捕捞效率比较高，差异更多体现在了空间

分布的差异上；而灯光罩网的捕捞效率最高，也

与两种因素均有关系。因此，鸢乌贼 ＣＰＵＥ不仅
与海洋环境变化密切相关，与捕捞方式也有极大

的关系。

本文根据２０１７—２０１９年印度洋北部鸢乌贼
鱿钓和围拖网捕捞渔业生产数据，研究不同捕捞

方式下印度洋北部海域鸢乌贼的高产海域，与以

往的类似研究区域有较大的不同，研究范围更为

细化，所发现的规律也更为细致，能够更加准确

地研究印度洋北部鸢乌贼的产量及ＣＰＵＥ的变化
规律。但是渔场的时空分布，除了受海表面温

度、海表面高度和海流影响外，还受到很多其他

因素影响，如叶绿素 ａ质量浓度、浮游动物生物
量、盐度、溶解氧、ｐＨ、混合层深度等［３０３４］。因此

在今后的研究中，应该加强时间序列的样本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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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综合考虑更多环境因子分析鸢乌贼渔场的

变化规律以及探究其变化的根本原因，为后续合

理开发该渔业和建立相关渔情预报模型提供依

据。

参考文献：

［１］　ＶＯＳＳＧＬ．Ｃｅｐｈａｌｏｐｏｄ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ｏｆｔｈｅｗｏｒｌｄ［Ｒ］．ＦＡＯ

ＦｉｓｈＣｉｒｃ，１９７３，１４９：７５．

［２］　赵荣兴．印度洋可开发的外洋性头足类［Ｊ］．现代渔业信

息，１９９２，７（８）：２５２６．

ＺＨＡＯＲＸ．ＥｘｏｇｅｎｉｃｃｅｐｈａｌｏｐｏｄｓｆｒｏｍｔｈｅＩｎｄｉａｎＯｃｅａｎ

［Ｊ］．ＭｏｄｅｒｎＦｉｓｈｅｒｉｅｓ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１９９２，７（８）：２５２６．

［３］　杨德康．两种鱿鱼资源和其开发利用［Ｊ］．上海水产大学

学报，２００２，１１（２）：１７６１７９．

ＹＡＮＧＤＫ．Ｔｈｅ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ａｎｄｉｔｓｅｘｐｌｏｉｔ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ｕｔ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ｏｆｔｗｏｓｐｃｉｅｓｏｆｓｑｕｉｄ［Ｊ］．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ＳｈａｎｇｈａｉＦｉｓｈｅｒｉｅｓ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２００２，１１（２）：１７６１７９．

［４］　董正之．世界大洋经济头足类生物学［Ｍ］．济南：山东

科学技术出版社，１９９１：９１９４．

ＤＯＮＧＺＺ．Ｂｉｏｌｏｇｙｏｆｏｃｅａｎｉｃ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ｃｅｐｈａｌｏｐｏｄｉｎｔｈｅ

ｗｏｒｌｄ［Ｍ］．Ｊｉｎａｎ：ＳｈａｎｄｏｎｇＳｃｉｅｎｃｅａｎｄ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Ｐｒｅｓｓ，

１９９１：９１９４．

［５］　陈新军，叶旭昌．印度洋西北部海域鸢乌贼渔场与海洋

环境因子关系的初步分析［Ｊ］．上海水产大学学报，

２００５，１４（１）：５５６０．

ＣＨＥＮＸＪ，ＹＥＸＣ．Ｐｒｅｌｉｍｉｎａｒｙｓｔｕｄｙｏｎｔｈｅ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ｂｅｔｗｅｅｎｆｉｓｈｉｎｇｇｒｏｕｎｄｏｆＳｙｍｌｅｃｔｏｔｅｕｔｈｉｓｏｕａｌａｎｉｅｎｓｉｓａｎｄ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ｆａｃｔｏｒｓｉｎｎｏｒｔｈｗｅｓｔｅｒｎＩｎｄｉａｎＯｃｅａｎ［Ｊ］．

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ＳｈａｎｇｈａｉＦｉｓｈｅｒｉｅｓ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２００５，１４（１）：５５

６０．

［６］　ＪＥＲＥＢＰ，ＲＯＰＥＲＣＦＥ．Ｃｅｐｈａｌｏｐｏｄｓｏｆｔｈｅｗｏｒｌｄ：ａｎ

ａｎｎｏｔａｔｅｄａｎｄｉｌｌｕｓｔｒａｔｅｄｃａｔａｌｏｇｕｅｏｆｃｅｐｈａｌｏｐｏｄｓｐｅｃｉｅｓ

ｋｎｏｗｎｔｏｄａｔｅ，ｖｏｌｕｍｅ２：ＭｙｏｐｓｉｄａｎｄＯｅｇｏｐｓｉｄＳｑｕｉｄｓ

［Ｒ］．Ｒｏｍｅ：Ｆｏｏｄａｎｄ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ｅ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

ＵｎｉｔｅｄＮａｔｉｏｎｓ，２０１０．

［７］　余为，陈新军．印度洋西北海域鸢乌贼９／１０月栖息地适

宜指数研究［Ｊ］．广东海洋大学学报，２０１２，３２（６）：７４８０．

ＹＵＷ，ＣＨＥＮＸＪ．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ｏｎｈａｂｉｔａｔｓｕｉｔａｂｉｌｉｔｙｉｎｄｅｘｏｆ

ＳｔｈｅｎｏｔｅｕｔｈｉｓｏｕａｌａｎｉｅｎｓｉｓｉｎｎｏｒｔｈｗｅｓｔｅｒｎＩｎｄｉａｎＯｃｅａｎｆｒｏｍ

ＳｅｐｔｅｍｂｅｒｔｏＯｃｔｏｂｅｒ［Ｊ］．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ＧｕａｎｇｄｏｎｇＯｃｅａｎ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２０１２，３２（６）：７４８０．

［８］　陈新军，钱卫国，刘必林，等．主要经济大洋性鱿鱼资源

渔场生产性调查与渔业概况［Ｊ］．上海海洋大学学报，

２０１９，２８（３）：３４４３５６．

ＣＨＥＮＸＪ，ＱＩＡＮＷＧ，ＬＩＵＢＬ，ｅｔａｌ．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ｖｅｓｕｒｖｅｙ

ａｎｄｆｉｓｈｅｒｙｆｏｒｍａｊｏｒｐｅｌａｇｉｃ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ｑｕｉｄｉｎｔｈｅｗｏｒｌｄ

［Ｊ］．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ＳｈａｎｇｈａｉＯｃｅａｎ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２０１９，２８（３）：

３４４３５６．

［９］　陈新军，邵锋．印度洋西北部公海鸢乌贼资源特征及其

与海况的关系［Ｊ］．中国海洋大学学报，２００６，３６（４）：

６１１６１６．

ＣＨＥＮＸＪ，ＳＨＡＯＦ．Ｓｔｕｄｙｏｎｔｈｅ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ｏｆ

Ｓｙｍｌｅｃｔｏｔｅｕｔｈｉｓｏｕａｌａｎｉｅｎｓｉｓａｎｄｔｈｅｉ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ｓｗｉｔｈｔｈｅ

ｓｅａ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ｓｉｎｔｈｅｈｉｇｈｓｅａｏｆｔｈｅｎｏｒｔｈｗｅｓｔｅｒｎＩｎｄｉａｎ

Ｏｃｅａｎ［Ｊ］．ＰｅｒｉｏｄｉｃａｌｏｆＯｃｅａｎ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ｏｆＣｈｉｎａ，２００６，

３６（４）：６１１６１６．

［１０］　郭有俊，吴文秀，凌炜琪，等．海南东南部海域春季鸢乌

贼ＣＰＵＥ与海洋环境关系［Ｊ］．广东海洋大学学报，２０２０，

４０（６）：６３７０．

ＧＵＯＹＪ，ＷＵＷ Ｘ，ＬＩＮＧＷ Ｑ，ｅｔａｌ．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ＣＰＵＥ ｏｆ Ｓｔｈｅｎｏｔｅｕｔｈｉｓ ｏｕａｌａｎｉｅｎｓｉｓ ａｎｄ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ｆａｃｔｏｒｓｉｎｔｈｅｓｏｕｔｈｅａｓｔｅｒｎｃｏａｓｔｏｆＨａｉｎａｎｉｎ

Ｓｐｒｉｎｇ［Ｊ］．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ＧｕａｎｇｄｏｎｇＯｃｅａｎ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２０２０，４０

（６）：６３７０．

［１１］　王言丰，余景，陈丕茂，等．北部湾灯光罩网渔场时空分

布与海洋环境关系分析［Ｊ］．热带海洋学报，２０１９，３８

（５）：６８７６．

ＷＡＮＧＹＦ，ＹＵＪ，ＣＨＥＮＰＭ，ｅｔａｌ．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ｂｅｔｗｅｅｎ

ｓｐａｔｉａｌｔｅｍｐｏｒａｌ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ｏｆｌｉｇｈｔｆａｌｌｉｎｇｎｅｔｆｉｓｈｉｎｇｇｒｏｕｎｄ

ａｎｄ ｍａｒｉｎｅ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ｓ［Ｊ］．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Ｔｒｏｐｉｃａｌ

Ｏｃｅａｎｏｇｒａｐｈｙ，２０１９，３８（５）：６８７６．

［１２］　陈新军．世界头足类资源开发现状及我国远洋鱿钓渔业

发展对策［Ｊ］．上海海洋大学报，２０１９，２８（３）：３２１３３０．

ＣＨＥＮＸＪ．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ｓｔａｔｕｓｏｆｗｏｒｌｄｃｅｐｈａｌｏｐｏｄｆｉｓｈｅｒｉｅｓ

ａｎｄｓｕｇｇｅｓｔｉｏｎｓｆｏｒｓｑｕｉｄｊｉｇｇｉｎｇｆｉｓｈｅｒｙｉｎＣｈｉｎａ［Ｊ］．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ＳｈａｎｇｈａｉＯｃｅａｎ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２０１９，２８（３）：３２１３３０．

［１３］　田思泉，陈新军．不同名义ＣＰＵＥ计算法对ＣＰＵＥ标准化

的影响［Ｊ］．上海海洋大学学报，２０１０，１９（２）：２４０２４５．

ＴＩＡＮＳＱ，ＣＨＥＮＸＪ．Ｉｍｐａｃｔｓｏｆ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ｃａｌｃｕｌａｔｉｎｇ

ｍｅｔｈｏｄｓｆｏｒｎｏｍｉｎａｌＣＰＵＥｏｎＣＰＵＥｓｔａｎｄａｒｄｉｚａｔｉｏｎ［Ｊ］．

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ＳｈａｎｇｈａｉＯｃｅａｎ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２０１０，１９（２）：２４０

２４５．

［１４］　ＳＡＴＯＴ，ＨＡＴＡＮＡＫＡＨ．Ａｒｅｖｉｅｗｏｆ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ｏｆＪａｐａｎｅｓｅ

ｄｉｓｔａｎｔｗａｔｅｒｆｉｓｈｅｒｉｅｓｆｏｒｃｅｐｈａｌｏｐｏｄｓ［Ｍ］／／ＣＡＤＤＹＪＦ．

Ａｄｖａｎｃｅｓｉｎ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ｏｆＷｏｒｌｄＣｅｐｈａｌｏｐｏｄ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ＦＡＯＦｉｓｈｅｒｉｅｓＴｅｃｈｎｉｃａｌＰａｐｅｒ．Ｒｏｍｅ：ＦＡＯ，１９８３．

［１５］　薛薇．ＳＰＳＳ统计分析方法及应用［Ｍ］．北京：电子工业

出版社，２００５：３０１３２３．

ＸＵＥＷ．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ａｎｄ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ｏｆＳＰＳＳ［Ｍ］．

Ｂｅｉｊｉｎｇ：ＥｌｅｃｔｒｏｎｉｃＩｎｄｕｓｔｒｙＰｒｅｓｓ，２００５：３０１３２３．

［１６］　唐启义，冯明光．ＤＰＳ数据处理系统实验设计、统计分析

及模型优化［Ｍ］．北京：科学出版社，２００６：６３５６４２．

ＴＡＮＧＱＹ，ＦＥＮＧＭ Ｇ．ＤＰＳｄａｔａｐｒｏｃｅｓｓｉｎｇｓｙｓｔｅｍ：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ｄｅｓｉｇｎ，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ａｎｄｍｏｄｅｌｉｎｇ［Ｍ］．

Ｂｅｉｊｉｎｇ：ＳｃｉｅｎｃｅＰｒｅｓｓ，２００６：６３５６４２．

［１７］　杜荣骞．生物统计学［Ｍ］．２版．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

２００３：７０８１．

ＤＵ Ｒ Ｑ．Ｂｉｏ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Ｍ］．２ｎｄｅｄ．Ｂｅｉｊｉｎｇ：Ｈｉｇｈ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Ｐｒｅｓｓ，２００３：７０８１．

［１８］　杨晓明，陈新军，周应祺，等．基于海洋遥感的西北印度

洋鸢乌贼渔场形成机制的初步分析［Ｊ］．水产学报，

２００６，３０（５）：６６９６７５．

７８０１



上 海 海 洋 大 学 学 报 ３０卷

ＹＡＮＧＸＭ，ＣＨＥＮＸＪ，ＺＨＯＵＹＱ，ｅｔａｌ．Ａｍａｒｉｎｅｒｅｍｏｔｅ

ｓｅｎｓｉｎｇｂａｓｅｄｐｒｅｌｉｍｉｎａｒｙ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ｏｎｔｈｅｆｉｓｈｉｎｇｇｒｏｕｎｄ

ｏｆｐｕｒｐｌｅｆｌｙｉｎｇ ｓｑｕｉｄ Ｓｔｈｅｎｏｔｅｕｔｈｉｓｏｕａｌａｎｉｅｎｓｉｓｉｎ ｔｈｅ

ｎｏｒｔｈｗｅｓｔＩｎｄｉａｎＯｃｅａｎ［Ｊ］．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ＦｉｓｈｅｒｉｅｓｏｆＣｈｉｎａ，

２００６，３０（５）：６６９６７５．

［１９］　钱卫国，陈新军，刘必林，等．印度洋西北海域秋季鸢乌

贼渔场分布与浮游动物的关系［Ｊ］．海洋渔业，２００６，２８

（４）：２６５２７１．

ＱＩＡＮＷＧ，ＣＨＥＮＸＪ，ＬＩＵＢＬ，ｅｔａｌ．Ｔｈｅ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ｆｉｓｈｉｎｇ ｇｒｏｕｎｄ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Ｓｙｍｌｅｃｔｏｔｅｕｔｈｉｓ

ｏｕａｌａｎｉｅｎｓｉｓａｎｄｚｏｏｐｌａｎｋｔｏｎｉｎｔｈｅｎｏｒｔｈｗｅｓｔｅｒｎＩｎｄｉａｎ

Ｏｃｅａｎｉｎａｕｔｕｍｎ［Ｊ］．ＭａｒｉｎｅＦｉｓｈｅｒｉｅｓ，２００６，２８（４）：２６５

２７１．

［２０］　周金官，陈新军，刘必林．世界头足类资源开发利用现状

及其潜力［Ｊ］．海洋渔业，２００８，３０（３）：２６８２７５．

ＺＨＯＵＪＧ，ＣＨＥＮＸＪ，ＬＩＵＢＬ．Ｎｏｔｅｓｏｎｔｈ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ｓｔａｔｕｓ

ｏｆｅｘｐｌｏｉｔ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ｐｏｔｅｎｔｉａｌｏｆｃｅｐｈａｌｏｐｏｄ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ｏｎｔｈｅ

ｗｏｒｌｄ［Ｊ］．ＭａｒｉｎｅＦｉｓｈｅｒｉｅｓ，２００８，３０（３）：２６８２７５．

［２１］　陶雅晋，易木荣，李波，等．基于渔港抽样调查南海不同

捕捞方式 ＣＰＵＥ比较分析［Ｊ］．渔业科学进展，２０１９，４０

（３）：１１０．

ＴＡＯＹＪ，ＹＩＭＲ，ＬＩＢ，ｅｔａｌ．Ｃｏｍｐａｒａｔｉｖｅ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ｏｆ

ＣＰＵＥｏｆ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ｆｉｓｈｉｎｇｔｙｐｅｓｉｎｔｈｅＳｏｕｔｈＣｈｉｎａＳｅａｂａｓｅｄ

ｏｎｔｈｅｆｉｓｈｉｎｇｐｏｒｔｓａｍｐｌｉｎｇｓｕｒｖｅｙ［Ｊ］．ＰｒｏｇｒｅｓｓｉｎＦｉｓｈｅｒｙ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２０１９，４０（３）：１１０．

［２２］　李国添．海洋渔场：（上册）［Ｍ］．台北：华香园出版社，

１９９７：１４５．

ＬＩＧＴ．Ｏｃｅａｎｆｉｓｈｉｎｇｇｒｏｕｎｄ（Ｖｏｌｕｍｅ１）［Ｍ］．Ｔａｉｐｅｉ：

ＨｕａｘｉａｎｇｙｕａｎＰｒｅｓｓ，１９９７：１４５．

［２３］　李亚楠，陈新军．印度洋鲣鱼围网资源渔场时空变化及

其与ＥＮＳＯ的关系［Ｊ］．海洋学报，２０１７，３９（４）：７２７８．

ＬＩＹＮ，ＣＨＥＮＸＪ．Ｓｐａｔｉａｌｔｅｍｐｏｒａｌ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ｏｎｓｋｉｐｊａｃｋ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ａｎｄｉｔｓ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ｗｉｔｈＥＮＳＯ ｆｏｒｐｕｒｓｅｓｅｉｎｅ

ｆｉｓｈｅｒｙｉｎｔｈｅＩｎｄｉａｎＯｃｅａｎ［Ｊ］．ＨａｉｙａｎｇＸｕｅｂａｏ，２０１７，３９

（４）：７２７８．

［２４］　周天军，俞永强，宇如聪，等．印度洋对ＥＮＳＯ事件的响

应：观测与模拟［Ｊ］．大气科学，２００４，２８（３）：３５７３７３．

ＺＨＯＵＴＪ，ＹＵＹＱ，ＹＵＲＣ，ｅｔａｌ．Ｉｎｄｉａｎｏｃｅａｎｒｅｓｐｏｎｓｅ

ｔｏＥＮＳＯ：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ａｉｒｓｅａｃｏｕｐｌｅｄｍｏｄｅｌｓ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

［Ｊ］．Ｃｈｉｎｅｓｅ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ＡｔｍｏｓｐｈｅｒｉｃＳｃｉｅｎｃｅｓ，２００４，２８

（３）：３５７３７３．

［２５］　林东明，陈新军．印度洋西北部海域鸢乌贼渔场分布及

其与海面温度的关系［Ｊ］．海洋科学进展，２００６，２４（４）：

５４６５５１．

ＬＩＮＤ Ｍ，ＣＨＥＮ Ｘ Ｊ．Ｆｉｓｈｉｎｇｇｒｏｕｎｄ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ｏｆ

Ｓｙｍｐｌｅｃｔｏｔｅｕｔｈｉｓｏｕｓｌｓｎｉｅｎｓｉｓａｎｄｉｔｓ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ｔｏＳＳＴｉｎｔｈｅ

ｎｏｒｔｈｗｅｓｔｅｒｎＩｎｄｉａｎＯｃｅａｎ［Ｊ］．ＡｄｖａｎｃｅｓｉｎＭａｒｉｎｅＳｃｉｅｎｃｅ，

２００６，２４（４）：５４６５５１．

［２６］　ＧＥＲＡＡ，ＭＩＴＲＡＡＫ，ＭＡＨＡＰＡＴＲＡＤＫ，ｅｔａｌ．Ｓｅａｓｕｒｆａｃｅ

ｈｅｉｇｈｔａｎｏｍａｌｙａｎｄｕｐｐｅｒｏｃｅａｎ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ｏｖｅｒｔｈｅＩｎｄｉａｎ

Ｏｃｅａｎｄｕｒｉｎｇｃｏｎｔｒａｓｔｉｎｇｍｏｎｓｏｏｎｓ［Ｊ］．Ｄｙｎａｍｉｃｓｏｆ

ＡｔｍｏｓｐｈｅｒｅｓａｎｄＯｃｅａｎｓ，２０１６，７５：１２１．

［２７］　邵锋，陈新军．印度洋西北海域鸢乌贼渔场分布与海面

高度的关系［Ｊ］．海洋科学，２００８，３２（１１）：８８９２．

ＳＨＡＯＦ，ＣＨＥＮＸＪ．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ｂｅｔｗｅｅｎｆｉｓｈｉｎｇｇｒｏｕｎｄｏｆ

Ｓｙｍｌｅｃｔｏｔｅｕｔｈｉｓｏｕａｌａｎｉｅｎｓｉｓａｎｄｓｅａｓｕｒｆａｃｅｈｅｉｇｈｔｉｎｔｈｅ

ｎｏｒｔｈｗｅｓｔＩｎｄｉａｎＯｃｅａｎ［Ｊ］．ＭａｒｉｎｅＳｃｉｅｎｃｅｓ，２００８，３２

（１１）：８８９２．

［２８］　ＳＨＡＮＫＡＲＡＤ，ＶＩＮＡＹＡＣＨＡＮＤＲＡＮＢＰＮ，ＵＮＮＩＫＲＩＳＨＮＡＮ

ＡＳ．ＴｈｅｍｏｎｓｏｏｎｃｕｒｒｅｎｔｓｉｎｔｈｅｎｏｒｔｈＩｎｄｉａｎＯｃｅａｎ［Ｊ］．

ＰｒｏｇｒｅｓｓｉｎＯｃｅａｎｏｇｒａｐｈｙ，２００２，５２（１）：６３１２０．

［２９］　ＮＥＳＩＳＫＮ．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ｏｆｏｃｅａｎｉｃｏｍｍａｓｔｒｅｐｈｉｄｓ，

ｗｉｔｈｐａｒｔｉｃｕｌａｒ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ｔｏＳｔｈｅｎｏｔｅｕｔｈｉｓｏｕａｌａｎｉｅｎｓｉｓ：Ａ

ｒｅｖｉｅｗ［Ｍ］／／ＯＫＵＴＡＮＩＴ，Ｏ’ＤＯＲＲＫ，ＫＵＢＯＤＥＲＡＴ．

Ｒｅｃｅｎｔａｄｖａｎｃｅｓｉｎｃｅｐｈａｌｏｐｏｄｆｉｓｈｅｒｙｂｉｏｌｏｇｙ．Ｔｏｋｙｏ：Ｔｏｋａｉ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ｒｅｓｓ，１９９３：３７５３８３．

［３０］　ＭＯＨＡＭＥＤＫＳ，ＳＡＪＩＫＵＭＡＲＫＫ，ＲＡＧＥＳＨＮ，ｅｔａｌ．

ＲｅｌａｔｉｎｇａｂｕｎｄａｎｃｅｏｆｐｕｒｐｌｅｂａｃｋｆｌｙｉｎｇｓｑｕｉｄＳｔｈｅｎｏｔｅｕｔｈｉｓ

ｏｕａｌａｎｉｅｎｓｉｓ （Ｃｅｐｈａｌｏｐｏｄａ： Ｏｍｍａｓｔｒｅｐｈｉｄａｅ） ｔｏ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ｕｓｉｎｇＧＩＳａｎｄＧＡＭ ｉｎｓｏｕｔｈ

ｅａｓｔｅｒｎＡｒａｂｉａｎＳｅａ［Ｊ］．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ＮａｔｕｒａｌＨｉｓｔｏｒｙ，２０１８，

５２（２９／３０）：１８６９１８８２．

［３１］　范江涛，张俊，冯雪，等．南沙海域鸢乌贼渔场与海洋环

境因子的关系［Ｊ］．上海海洋大学学报，２０１９，２８（３）：

４１９４２６．

ＦＡＮＪＴ，ＺＨＡＮＧＪ，ＦＥＮＧＸ，ｅｔａｌ．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ｂｅｔｗｅｅｎ

Ｓｔｈｅｎｏｔｅｕｔｈｉｓ ｏｕａｌａｎｉｅｎｓｉｓ ｆｉｓｈｉｎｇ ｇｒｏｕｎｄ ａｎｄ ｍａｒｉｎｅ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ｆａｃｔｏｒｓｉｎＮａｎｓｈａａｒｅａ［Ｊ］．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Ｓｈａｎｇｈａｉ

Ｏｃｅａｎ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２０１９，２８（３）：４１９４２６．

［３２］　宋利明，许回，陈明锐，等．毛里塔尼亚海域日本鲭时空

分布与海洋环境的关系［Ｊ］．上海海洋大学学报，２０２０，

２９（６）：８６８８７７．

ＳＯＮＧＬＭ，ＸＵＨ，ＣＨＥＮＭＲ，ｅｔａｌ．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ｂｅｔｗｅｅｎ

ｓｐａｔｉｏｔｅｍｐｏｒａｌ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ｏｆｃｈｕｂｍａｃｋｅｒｅｌａｎｄｍａｒｉｎｅ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ｖａｒｉａｂｌｅｓｉｎｔｈｅｗａｔｅｒｓｎｅａｒＭａｕｒｉｔａｎｉａ［Ｊ］．

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ＳｈａｎｇｈａｉＯｃｅａｎ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２０２０，２９（６）：８６８

８７７．

［３３］　陈秡，陈新军．秘鲁近海秘鲁
"

渔场变化与海洋环境因

子的关系［Ｊ］．上海海洋大学学报，２０２０，２９（４）：６１１

６２１．

ＣＨＥＮＰ，ＣＨＥＮＸＪ．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ｂｅｔｗｅｅｎｔｈｅ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ｏｆ

ＰｅｒｕｃｏａｓｔａｌＥｎｇｒａｕｌｉｓｒｉｎｇｅｎｓｆｉｓｈｉｎｇｇｒｏｕｎｄａｎｄｏｃｅａｎｉｃ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ｆａｃｔｏｒｓ［Ｊ］． 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ＳｈａｎｇｈａｉＯｃｅａｎ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２０２０，２９（４）：６１１６２１．

［３４］　王韫沛，陈新军，余为．西北太平洋柔鱼渔场重心变化及

其与环境的关系［Ｊ］．上海海洋大学学报，２０２０，２９（６）：

８９９９０９．

ＷＡＮＧＹＰ，ＣＨＥＮＸＪ，ＹＵＷ．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ｓｏｆｇｒａｖｉｔｙｃｅｎｔｅｒｓ

ｏｆｆｉｓｈｉｎｇｇｒｏｕｎｄｆｏｒｎｅｏｎｆｌｙｉｎｇｓｑｕｉｄＯｍｍａｓｔｒｅｐｈｅｓｂａｒｔｒａｍｉｉ

ｉｎｔｈｅｎｏｒｔｈｗｅｓｔＰａｃｉｆｉｃＯｃｅａｎａｎｄｉｔｓ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ｗｉｔｈｍａｒｉｎｅ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Ｊ］．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ＳｈａｎｇｈａｉＯｃｅａｎ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２０２０，２９（６）：８９９９０９．

８８０１



６期 温利红，等：不同捕捞方式下印度洋北部鸢乌贼渔场时空分布差异

Ｓｐａｔｉａｌａｎｄ ｔｅｍｐｏｒａｌ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ｏｆｆｉｓｈｉｎｇ ｇｒｏｕｎｄ ｏｆＳｔｈｅｎｏｔｅｕｔｈｉｓ
ｏｕａｌａｎｉｅｎｓｉｓｉｎｎｏｒｔｈｅｒｎＩｎｄｉａｎＯｃｅａｎｗｉｔｈ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ｆｉｓｈｉｎｇｍｅｔｈｏｄｓ

ＷＥＮＬｉｈｏｎｇ１，ＺＨＡＮＧＨｅｎｇ２，ＦＡＮＧＺｈｏｕ１，３，４，５，６，ＣＨＥＮＸｉｎｊｕｎ１，３，４，５，６

（１．ＣｏｌｌｅｇｅｏｆＭａｒｉｎｅＳｃｉｅｎｃｅｓ，ＳｈａｎｇｈａｉＯｃｅａｎ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Ｓｈａｎｇｈａｉ　２０１３０６，Ｃｈｉｎａ；２．ＥａｓｔＣｈｉｎａＳｅａＦｉｓｈｅｒｉｅｓ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ＣｈｉｎｅｓｅＡｃａｄｅｍｙｏｆＦｉｓｈｅｒｉｅｓＳｃｉｅｎｃｅ，Ｓｈａｎｇｈａｉ　２０００９０，Ｃｈｉｎａ；３．ＫｅｙＬａｂｏｒａｔｏｒｙｏｆＳｕｓｔａｉｎａｂｌｅＥｘｐｌｏｉｔａｔｉｏｎｏｆ
ＯｃｅａｎｉｃＦｉｓｈｅｒｉｅｓ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Ｍｉｎｉｓｔｒｙｏｆ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Ｓｈａｎｇｈａｉ　２０１３０６，Ｃｈｉｎａ；４．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Ｃｅｎｔｅｒｆｏｒ
ＯｃｅａｎｉｃＦｉｓｈｅｒｉｅｓ，Ｓｈａｎｇｈａｉ　２０１３０６，Ｃｈｉｎａ；５．ＫｅｙＬａｂｏｒａｔｏｒｙｏｆＯｃｅａｎｉｃＦｉｓｈｅｒｉｅｓＥｘｐｌｏｒａｔｉｏｎ，Ｍｉｎｉｓｔｒｙｏｆ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ｅａｎｄ
ＲｕｒａｌＡｆｆａｉｒｓ，Ｓｈａｎｇｈａｉ　２０１３０６，Ｃｈｉｎａ；６．ＳｃｉｅｎｔｉｆｉｃＯｂｓｅｒｖｉｎｇａｎｄ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ＳｔａｔｉｏｎｏｆＯｃｅａｎｉｃＦｉｓｈｅｒｙ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Ｍｉｎｉｓｔｒｙｏｆ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ｅａｎｄＲｕｒａｌＡｆｆａｉｒｓ，Ｓｈａｎｇｈａｉ　２０１３０６，Ｃｈｉｎ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ＡｃｃｏｒｄｉｎｇｔｏｔｈｅｃａｔｃｈｄａｔａｏｆＳｔｈｅｎｏｔｅｕｔｈｉｓｏｕａｌａｎｉｅｎｓｉｓｉｎｔｈｅｎｏｒｔｈｅｒｎＩｎｄｉａｎＯｃｅａｎｄｕｒｉｎｇ
２０１７－２０１９ｐｒｏｖｉｄｅｄｂｙｔｈｅＳｑｕｉｄＪｉｇｇｉｎｇ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ＧｒｏｕｐｏｆｔｈｅＣｈｉｎａＯｖｅｒｓｅａｓＦｉｓｈｅｒｉｅｓ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ａｎｄ
ｔｈｅＨｉｇｈＳｅａｓＳｅｉｎｅａｎｄＴｒａｗｌ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Ｇｒｏｕｐ，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ｗａｓｍａｄｅｂａｓｅｄｏｎｔｈｅａｂｏｖｅｄａｔａｗｉｔｈ
ｔｈｅｅｆｆｏｒｔ，ｃａｔｃｈａｎｄＣＰＵＥｆｏｒｅａｃｈｏｆｔｈｅｔｈｒｅｅｆｉｓｈｉｎｇｍｅｔｈｏｄｓｏｆｌｉｇｈｔｌｉｆｔｎｅｔ，ｌｉｇｈｔｃａｓｔｉｎｇｎｅｔａｎｄｊｉｇｇｉｎｇ．
Ｔｈｒｏｕｇｈｃａｔｃｈｇｒａｖｉｔｙ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ｃｌｕｓｔｅｒ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ａｎｄｔｗｏｗａｙ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ｏｆｖａｒｉａｎｃｅ，ｔｈｅｓｐａｔｉａｌａｎｄｔｅｍｐｏｒａｌ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ｔｈｒｅｅｆｉｓｈｉｎｇｍｅｔｈｏｄｓａｎｄｔｈｅｉｒ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ｓｉｎｔｈｅｙｅａｒｓｗｅｒｅｓｔｕｄｉｅｄａｎｄａｎａｌｙｚｅｄ．Ｔｈｅ
ｒｅｓｕｌｔｓｓｈｏｗｅｄｔｈａｔｔｈｅａｎｎｕａｌｃａｔｃｈｏｆＳ．ｏｕａｌａｎｉｅｎｓｉｓｉｎｃｒｅａｓｅｄｇｒａｄｕａｌｌｙ，ｔｈｅｙｉｅｌｄｆｏｒ２０１７，２０１８ａｎｄ２０１９
ｗｅｒｅ２８３４７，６８５３５ａｎｄ１８００９４ｔ，ｒｅ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ｌｙ．Ｉｎｔｅｒｍｓｏｆａｎｎｕａｌｃｈａｎｇｅｓ，ＣＰＵＥｆｌｕｃｔｕａｔｅｓｇｒｅａｔｌｙ；ａｎｄ
ｆｒｏｍｔｈｅｍｏｎｔｈｌｙｃｈａｎｇｅｓ，ｔｈｅｍｏｎｔｈｌｙｏｕｔｐｕｔｉｓｃｏｎｓｉｓｔｅｎｔｗｉｔｈｔｈｅｔｒｅｎｄｏｆＣＰＵＥｃｈａｎｇｅｓ．Ｔｈｅｙｉｅｌｄｃｅｎｔｅｒ
ｏｆｇｒａｖｉｔｙｏｆｅａｃｈｏｆｔｈｅｔｈｒｅｅｆｉｓｈｉｎｇｍｅｔｈｏｄｓｓｈｏｗｓｃｏｕｎｔｅｒｃｌｏｃｋｗｉｓｅｃｈａｎｇｅｓ，ｍｏｖｉｎｇｆｒｏｍｓｏｕｔｈｔｏｎｏｒｔｈ
ａｎｄｆｒｏｍｅａｓｔｔｏｗｅｓｔ．Ｔｈｒｏｕｇｈｃｌｕｓｔｅｒｉｎｇ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ｔｈｅｌｉｇｈｔｉｎｇｌｉｆｔｎｅｔｃａｎｂｅｄｉｖｉｄｅｄｉｎｔｏｆｉｖｅｃａｔｅｇｏｒｉｅｓ，ｔｈｅ
ｌｉｇｈｔｃａｓｔｉｎｇｎｅｔｃａｎｂｅｄｉｖｉｄｅｄｉｎｔｏｆｏｕｒｃａｔｅｇｏｒｉｅｓ，ｓｑｕｉｄｆｉｓｈｉｎｇｉｓｄｉｖｉｄｅｄｉｎｔｏｓｉｘｃａｔｅｇｏｒｉｅｓ；ｍａｉｎｃａｔｃｈ
ｗａｓｆｏｃｕｓｅｄｉｎｔｈｅａｒｅａｏｆ１２．５°Ｎ－１４．５°Ｎ，５８°Ｅ－６０°Ｅａｎｄ１６°Ｎ－１８°Ｎ，６１．５°Ｅ－６３°Ｅ．Ｂａｓｅｄｏｎｔｉｍｅ
ａｎｄｓｐａｃｅａｓｔｈｅｆａｃｔｏｒｓ，ｔｈｅ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ｏｆｔｈｅｓｅａａｒｅａｂｅｔｗｅｅｎ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ｌｏｎｇｉｔｕｄｅｓｈｏｗｓｔｈａｔＣＰＵＥｉｓｏｂｖｉｏｕｓｌｙ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ａｔ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ｔｉｍｅｓａｎｄｓｐａｃｅｓ，ａｎｄｔｈｅｒｅａｒｅ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ｓｉｎ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ｆｉｓｈｉｎｇｍｅｔｈｏｄｓ．Ｔｈｅ
ｓｔｕｄｙｈｏｌｄｓｔｈａｔｔｈｅｆｕｔｕｒｅ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ｓｈｏｕｌｄｓｔｒｅｎｇｔｈｅｎｔｈｅｓａｍｐｌｅｃｏｌｌｅｃｔｉｏｎｗｏｒｋｏｆｔｉｍｅｓｅｒｉｅｓ，ｃｏｎｓｉｄｅｒｔｈｅ
ｃｈａｎｇｅｌａｗａｎｄｉｔｓｒｏｏｔｃａｕｓｅｓｏｆ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ｆａｃｔｏｒｓｔｏａｎａｌｙｚｅｔｈｅｓｑｕｉｄｆｉｓｈｅｒｙ，ａｎｄｐｒｏｖｉｄｅａｂａｓｉｓｆｏｒｔｈｅ
ｓｕｂｓｅｑｕｅｎｔｒａｔｉｏｎａｌ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ｏｆｔｈｅｆｉｓｈｅｒｙａｎｄｔｈｅｅｓｔａｂｌｉｓｈｍｅｎｔｏｆｒｅｌｅｖａｎｔｆｉｓｈｉｎｇｆｏｒｅｃａｓｔｍｏｄｅｌ．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ＮｏｒｔｈｅｒｎＩｎｄｉａｎＯｃｅａｎ；Ｓｔｈｅｎｏｔｅｕｔｈｉｓｏｕａｌａｎｉｅｎｓｉｓ；ｆｉｓｈｉｎｇｍｅｔｈｏｄｓ；ｆｉｓｈｉｎｇｇｒｏｕｎｄ；ｓｐａｔｉｏ
ｔｅｍｐｏｒａｌ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９８０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