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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为探究渔业资源学研究的发展历程，分析各时间段的研究热点、关注问题及其变化趋势，为我国渔业
资源学的发展提供参考。基于ＷｅｂｏｆＳｃｉｅｎｃｅ核心合集的文献数据，利用文献计量学方法和Ｃｉｔｅｓｐａｃｅ软件可
视化功能，对渔业资源学研究文献的年度分布、学科类别以及研究现状和热点等方面进行分析。结果显示，研

究文献总体呈现稳步增长趋势，特别是２０１７年以来发文量呈现快速增长态势。研究热点与前沿主要有：重视
渔业资源评估的研究；开展渔业管理方法与实践以及对渔业的影响研究；开展软骨鱼类、硬骨鱼类以及经济头

足类的渔业生物学和生态学研究；开展气候变化或人类活动对渔业资源及鱼类的影响研究。研究认为，未来

渔业资源学研究应重点开展以下工作：（１）通过学科交叉创新渔业生物学研究新技术和新方法，摸清重要经
济种类和关键种类的生物学特性；（２）不断创新渔业资源评估技术，实现对重要经济种类资源量及可捕量的
科学估算；（３）开发渔业资源管理与养护的新方法，实现渔业资源的可持续利用；（４）促进人工智能和大数据
等新技术在渔业资源研究中的应用。随着人们对渔业种群认识和研究的深入，以及研究手段和方法不断发

展，未来渔业资源研究将会向更细、更广、更深等层次拓展，并把人与渔业资源作为一个整体系统来综合考虑，

从传统的单鱼种多鱼种生态系统，发展到生态社会经济系统，在人与自然和谐发展过程中实现渔业资源的
最优产出和长期可持续利用。

关键词：渔业资源学；文献计量学；研究热点；知识图谱；发展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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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渔业资源是自然资源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不
仅是人类食物的重要来源之一，而且为从事捕鱼

活动的人们提供了就业、经济利益和社会福

利［１］。根 据 联 合 国 粮 农 组 织 （Ｆｏｏｄ ａｎｄ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ｅ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ＦＡＯ）统计分析，２０１６—
２０２０年，海洋捕捞产量达７９３０～８５５０万 ｔ［２］，
２０１７年鱼类消费量占全球人口动物蛋白摄入量
的１７％和总蛋白的７％，全球超过３３亿人的人均
动物蛋白摄入量的２０％由鱼类提供［３］，因此确保

渔业资源可持续利用是世界各国和组织关注的

重要议题。然而，渔业资源具有明显的自身特

性，它既不同于不可耗竭的自然资源，如潮汐能、

风能等，又不同于能耗竭且不能再生的自然资

源，如矿物等，它是一种有再生限度的生物资

源［４］，并且大部分种类具有跨区域和大范围的被

动流动和季节性的主动洄游，因此深入研究渔业

资源生物学、资源变动等自然特性，对渔业资源

的可持续开发和利用、科学养护与管理等具有十

分重要的意义。

渔业资源学是水产学科的主要分支之一。

《中国农业百科全书》认为［５］，渔业资源学是指

“研究可捕种群的自然生活史（繁殖、摄食、生长

和洄游），种群数量变动规律、资源量和可捕量估

算，以及渔业资源管理保护措施等内容，从而为

渔业的合理生产、渔业资源的科学管理提供依据

的科学”。《大辞海》中认为［６］，渔业资源学是“研

究渔业资源特性、分布、洄游，以及在自然环境中

和人为作用下数量变动规律的学科，主要包括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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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资源生物学、渔业资源评估学和渔业资源经济

学等”。随着人们对渔业资源认识的加深，不同

学科的发展与交叉，以及新技术和新手段的发

展，近几十年来渔业资源学内涵也在不断延伸和

发展，研究的热点、关注的问题和研究手段也在

不断更新。但是由于人类捕捞、全球气候变化、

近海生态环境破坏等因素，影响渔业资源的外部

因子越来越凸显，其影响程度甚至超过了渔业资

源本身的适应能力和承受能力，使得渔业资源学

研究的时间和空间尺度以及需要考虑的外部因

素更为复杂，不确定因素更多，渔业资源学的研

究内容也向更深、更细、更广的方向发展。为此

本文利用文献计量法，对近几十年来国内外学者

在渔业资源学领域发表的论文进行梳理，分析不

同时间段研究热点和关注问题及其变化趋势，对

渔业资源学未来科技前沿问题进行展望，为我国

渔业资源学的发展提供参考。

１　材料与方法

１．１　数据来源
研究的文献数据来源于 ＷｅｂｏｆＳｃｉｅｎｃｅ

（ＷＯＳ）核心合集数据库，选用科学引文索引扩展
版（ｓｃｉｅｎｃｅｃｉｔａｔｉｏｎｉｎｄｅｘｅｘｐａｎｄｅｄ，ＳＣＩＥ）、社会科
学引文索引（ｓｏｃｉａｌｓｃｉｅｎｃｅｓｃｉｔａｔｉｏｎｉｎｄｅｘ，ＳＳＣＩ）
两个子库为数据源，以渔业生物学、渔业资源评

估、渔业资源管理、渔业资源经济学及其相关主

题词进行检索，时间范围为１９９０—２０２１年，检索
时间为２０２２年４月１０日，获取ＷＯＳ核心合集中
涉及到渔业资源学相关的所有文献样本，共计检

索到３３３９篇文献，同时下载文献样本的年度发
文量、来源出版物、作者分布及其合作以及研究

方向等基础数据，并下载文献的“全纪录与引用

的参考文献”数据，便于后续的知识图谱分析。

１．２　分析方法
利用Ｃｉｔｅｓｐａｃｅ数据与信息可视化软件５．８Ｒ３

版进行可视化分析［７１０］，并基于合作网络、关键词

共现和突变检测的知识图谱分析方法［１１］，厘清渔

业资源学的研究作者、机构合作网络及其研究进

展与热点；在此基础上筛选出渔业资源学相关的

重点文献并进行深度阅读，以此来进一步归纳总

结该学科的发展脉络及研究趋势。

２　 研究结果

２．１　总体研究概况
在ＷＯＳ核心合集中，共检索到 １９９０—２０２１

年间渔业资源学领域的研究文献３３３９篇，按各
年度对其发文量和被引频次进行统计分析，结果

如图１所示。由图１可知，３２年间各年度发文量
总体呈现动态递增趋势。１９９０—２００７年间，各年
度发文量增长缓慢，从最初的１３篇，经过１８年的
缓慢增长，至２００７年达７９篇，年均发文量为４６
篇；２００８—２０１６年间，２００８年的发文量较过去的
１８年有小幅增长，为１１５篇，至２０１４年达到极大
值，为１７４篇；２０１７年后年度发文量呈现快速增
长态势，由２０１７年的１９７篇，快速增长至２０２１年
的３６０篇。根据历年来文献的增长趋势，尤其是
２０１７年以来快速增长态势，可以预测渔业资源学
的研究文献在今后一段时间内仍然会持续增长。

年度发文量的动态变化可直接反映一个研究领

域科学研究的量变过程，也能反映其研究规模的

大小，这表明，近年来渔业科学家仍然非常重视

对渔业资源学科的研究。

在ＷＯＳ核心合集中，１９９０—２０２１年间，渔业
资源学的研究文献总被引频次达到７１０９８次，篇
均被引频次达到 ２１．２９次，总施引文献达到
５４３００余篇，ｈ指数高达１０２，单篇被引频次超过
１００次的文献有１０３篇，其中，渔业领域单篇被引
频次最高的２篇文献，其被引频次分别达到４０９
和４０３次［１２１３］。被引频次和 ｈ指数等指标是衡
量科研论文发表之后产生学术影响力的重要指

标［１４］，根据上述分析可知，渔业资源学研究文献

的科研影响力及国际关注度都是非常高的。

　　对研究文献涉及的国家或地区分布进行分
析，在ＷＯＳ核心合集中，共有１４０余个国家或地
区开展了对渔业资源学的相关研究，但研究文献

主要集中在渔业发达国家。美国发表的渔业资

源学文献数量居全球第一，为 ８６９篇，占总发文
量的 ２５．１３％；中国发文量为 ４５１篇，占比
１３．５１％，排名第二；加拿大发文量为３３８篇，占比
１０．１２％，排名第三；之后发文量超过百篇的国家
或地区分别为日本（２８５篇）、澳大利亚（２５６篇）、
巴西（２４４篇）、印度（１７４篇）、英格兰（１５９篇）、
西班牙（１５７篇）以及法国（１４６篇）等。

９６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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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渔业资源学研究文献的年度变化趋势图
Ｆｉｇ．１　Ａｎｎｕａｌ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ｏｆｄｏｃｕｍｅｎｔｓａｎｄｆｒｅｑｕｅｎｃｙｃｉｔｅｄａｂｏｕｔｔｈｅｓｔｕｄｉｅｓｏｆｆｉｓｈｅｒｉｅｓ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对研究文献的 ＷＯＳ学科类别进行分析，渔
业资源学的研究文献主要集中在渔业，其发文量

达１１４５篇，占比３４．２９％；其次为海洋淡水生物
学，其发文量达１０２９篇，占比３０．８２％；排名第三
为海洋学，其发文量为５９６篇，占比１７．８５％；排
名第四为环境科学，其发文量为 ４８９篇，占比
１４．６５％；发文量超过百篇的学科还有生态学、环
境研究、国际关系、水资源、动物学、生物多样性

保护以及交叉学科等。

２．２　研究进展与热点分析
在文献计量学中，通常可以用关键词出现频

次、中心性、聚类分析以及关键词突变检测等来

阐述在某个研究领域的热点特征及发展趋势。

在Ｃｉｔｅｓｐａｃｅ中，利用中心性指标来确定文献的重
要程度，并重点标注中心性不小于 ０．１的关键
词，中心性和出现频次越大的关键词，通常处于

连接两个不同研究领域的关键枢纽位置［１１］。关

键词共现与聚类分析是对其定量分析的最终结

果进行排序，从统计学的角度找到最优的结

果［１５］。利用Ｃｉｔｅｓｐａｃｅ对研究文献的关键词进行
共现分析（图２），对关键词进行合并和去重，共获
得出现频次不少于５次的关键词２８８个，其中词
频不小于４０次的关键词有４８个（表１）。管理／
共同管理词频最高，达到４３３次，渔业／海洋渔业
排名第二，词频为 ２８８次，紧随其后的关键词有
生长、海洋及鱼类等，其出现词频都达到 ２００次
以上，之后涉及到渔业管理、影响、丰度、资源评

估、渔业资源、模型、保护、气候变化、渔获量、种

群以及渔业资源评估等关键词的出现频次都非

常高。关键词中出现频次较高且其中心性不小

于０．１的有群落（０．２５）、死亡率／自然死亡率
（０．２１）、年龄（０．１９）、多样性（０．１９）、海洋
（０．１６）、渔业资源（０．１３）、生长（０．１１）以及海洋
保护区（０．１０）等。

０７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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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中节点表示关键词频次，节点越大，表明关键词的出现频次越大；节点中不同颜色的年轮圈代表该关键词在不同年份的出现频

次，年轮越宽代表其在相应的年份出现频次越多。

Ｔｈｅｎｏｄｅｓｉｎｔｈｅｆｉｇｕｒｅ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ｔｈｅｆｒｅｑｕｅｎｃｙｏｆｋｅｙｗｏｒｄｓ．Ｔｈｅｌａｒｇｅｒｔｈｅｎｏｄｅｓ，ｔｈｅｇｒｅａｔｅｒｆｒｅｑｕｅｎｃｙｏｆｏｃｃｕｒｒｅｎｃｅｏｆｋｅｙｗｏｒｄｓ．Ｔｈｅ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ｃｏｌｏｒｓｏｆｇｒｏｗｔｈｒｉｎｇｓｉｎｎｏｄｅｓ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ｔｈｅｆｒｅｑｕｅｎｃｙｏｆｏｃｃｕｒｒｅｎｃｅｏｆｔｈｅｋｅｙｗｏｒｄｉｎ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ｙｅａｒｓ，ａｎｄｔｈｅｗｉｄｅｒｔｈｅｇｒｏｗｔｈ
ｒｉｎｇｓ，ｔｈｅｇｒｅａｔｅｒｆｒｅｑｕｅｎｃｙｏｆｏｃｃｕｒｒｅｎｃｅｉｎｃｏｒｒｅｓｐｏｎｄｉｎｇｙｅａｒｓ．

图２　渔业资源学研究文献的关键词共现图谱
Ｆｉｇ．２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ｂａｓｅｄｃｏｏｃｃｕｒｒｅｎｃｅｍａｐｐｉｎｇ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ｄｏｍａｉｎｉｎｆｉｓｈｅｒｉｅｓ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表１　渔业资源学文献高频关键词统计表（频次≥４０）
Ｔａｂ．１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ｏｆｈｉｇｈｆｒｅｑｕｅｎｃｙｋｅｙｗｏｒｄｓｉｎｆｉｓｈｅｒｉｅｓ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ｆｒｅｑｕｅｎｃｙ≥４０）

序号

Ｎｏ．
关键词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频次

Ｆｒｅｑｕｅｎｃｙ
中心性

Ｃｅｎｔｒａｌｉｔｙ

１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ｃｏ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管理／共同管理 ４３３ ０．０２

２ ｆｉｓｈｅｒｙ／ｍａｒｉｎｅｆｉｓｈｅｒｉｅｓ渔业／海洋渔业 ２８８ ０．０２
３ ｇｒｏｗｔｈ生长 ２２８ ０．１１
４ ｓｅａ（ｏｃｅａｎ／ｍａｒｉｎｅ）海洋 ２０９ ０．１６
５ ｆｉｓｈ鱼类 ２０６ ０．０４
６ ｆｉｓｈｅｒｉｅｓ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渔业管理 １９７ ０．０５
７ ｉｍｐａｃｔ影响 １７３ ０．０４
８ ａｂｕｎｄａｎｃｅ丰度 １５６ ０．０７
９ ｓｔｏｃｋ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资源评估 １４９ ０．０３
１０ ｆｉｓｈｅｒｙｒｅｓｏｕｒｃｅ渔业资源 １４８ ０．１３
１１ ｍｏｄｅｌ模型 １４３ ０．０７
１２ ｃｏｎ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保护 １３８ ０．０５
１３ ｃｌｉｍａｔｅｃｈａｎｇｅ气候变化 １３６ ０．０２
１４ ｃａｔｃｈ渔获量 １２８ ０．０３
１５ 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种群 １２６ ０．０１
１６ ｆｉｓｈｅｒｉｅｓｓｔｏｃｋ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渔业资源评估 １２０ ０．０６
１７ ｐａｔｔｅｒｎ模式 １１７ ０
１８ ｄｙｎａｍｉｃｓ动态 １１２ ０．０２

１９ ｍｏｒｔａｌｉｔｙ／ｎａｔｕｒａｌｍｏｒｔａｌｉｔｙ
死亡率／自然死亡率 １１０ ０．２１

２０ ｓｉｚｅ规模 １０４ ０．０１
２１ 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种群结构 １０４ ０．０４
２２ ｖａｒｉａｂｉｌｉｔｙ可变性 １０３ ０．０６
２３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群落 １０３ ０．２５
２４ ｒｅｃｒｕｉｔｍｅｎｔ补充量 ９０ ０．０３

序号

Ｎｏ．
关键词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频次

Ｆｒｅｑｕｅｎｃｙ
中心性

Ｃｅｎｔｒａｌｉｔｙ
２５ ａｇｅ年龄 ７８ ０．１９
２６ 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温度 ７６ ０．０４
２７ ｅｃｏｓｙｓｔｅｍ生态系统 ７５ ０．０１
２８ ｍａｒｉｎｅｐｒｏｔｅｃｔｅｄａｒｅａ海洋保护区 ６９ ０．１０
２９ 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ｙ多样性 ６９ ０．１９
３０ ｈａｂｉｔａｔ栖息地 ６６ ０．０９
３１ ｂｉｏ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ｙ生物多样性 ６５ ０．０２
３２ ｓｍａｌｌｓｃａｌｅｆｉｓｈｅｒｙ群众渔业 ６５ ０．０２
３３ 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ｄｙｎａｍｉｃｓ种群动态 ５８ ０．０１
３４ ｇｕｌｆ海湾 ５６ ０．０１
３５ ｓｙｓｔｅｍ系统 ５４ ０．０７
３６ ｌｉｆｅｈｉｓｔｏｒｙ生活史 ５４ ０．０５
３７ ｓｕｓｔａｉｎａｂｉｌｉｔｙ可持续 ５１ ０．０１
３８ Ａｔｌａｎｔｉｃ大西洋 ４９ ０．０７
３９ ｂｉｏｍａｓｓ生物量 ４８ ０．０６
４０ ｒｉｖｅｒ河流 ４７ ０
４１ ａｓｓｅｍｂｌａｇｅ聚集 ４７ ０．０５
４２ ｃｏｄＧａｄｕｓｍｏｒｈｕａ大西洋鳕鱼 ４６ ０．０５
４４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资源 ４５ ０．０２
４３ ｕｎｃｅｒｔａｉｎｔｙ不确定性 ４５ ０．０２
４５ ｓｔｏｃｋ资源、种群 ４４ ０．０２
４６ ｒｅ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ｖｅｂｉｏｌｏｇｙ繁殖生物学 ４４ ０
４７ ｂｉｏｌｏｇｙ生物学 ４４ ０．０４
４８ ｉｄｅｎｔ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鉴定 ４２ ０．０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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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关键词间的关联程度，可将其聚集成不
同的聚类，同一个聚类中的关键词共现频次高，

能共同反映出某一个相近的研究领域，亦可发现

该领域内不同研究议题的组成及关联情况［１０，１６］。

图３为对关键词共现后进行的聚类分析，得到基
于关键词共现的时间线聚类图谱，该图谱能够准

确地揭示该领域内各个时期的研究重点，并能直

观地反映出研究热点随时间的变化趋势。通过

聚类分析，共生成４９个聚类，其中规模较大且具
有关联的聚类有 １５个。对关键词进行突变检
测，能快速找出出现频次不高却在某些年份集中

出现的关键词，突变强度（ｓｔｒｅｎｇｔｈ）越高的关键词
所受的关注度越高，可准确地分析渔业资源学研

究在不同时期的研究热点和前沿进展，借助于

Ｃｉｔｅｓｐａｃｅ软件分析，共获得跨越２年以上的突变
关键词３７个（表２）。由表２可知，突变强度较高
的关键词有虹鳟、位点、渔获量、模型、软件、资

源、种群、种群动态、生态系统、选择性、生物学、

大西洋鲑、比率、渔业资源评估、小型渔业等。从

渔业资源学研究文献的突变性关键词来看，该领

域的研究热点呈现出多元化现象，突变性关键词

随时间节点而改变，表明研究者们在不同时期关

注的研究热点存在较大的差异。

结合时间线聚类和关键词突变并分析相关

文献后，渔业资源学领域的主要研究热点有：（１）
重视对渔业资源评估方面的研究。渔业调查是

现代渔业资源评估的重要组成部分，调查时间序

列是使现代渔业资源评估建模成为可能的重要

依据［１７］，补充群体的年际变动包括年龄、群体组

成或种群结构等是驱动渔业种群动态变化的最

大生物过程之一，无论是实际种群分析（ｖｉｒｔｕａｌ
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ａｎａｌｙｓｅｓ）、剩余产量模型 （ｓｕｒｐｌｕｓ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ｍｏｄｅｌｓ），还是综合统计资源评估模型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ｅｄ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ｓｔｏｃｋ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ｍｏｄｅｌｓ）均需
考虑到补充群体的动态变化；无论使用贝叶斯方

法（Ｂａｙｅｓｉａｎ）、最大似然方法（ｍａｘｉｍｕｍｌｉｋｅｌｉｈｏｏｄ
ｍｅｔｈｏｄｓ），还 是 使 用 似 然 罚 分 法 （ｐｅｎａｌｉｚｅｄ
ｌｉｋｅｌｉｈｏｏｄａｐｐｒｏａｃｈｅｓ）来近似推断或评估，需要考
虑未来的时间变化［１８］；有多种渔业资源评估方

法，包括种群补 充 量 关 系 （ｓｔｏｃｋｒｅｃｒｕｉｔｍｅｎｔ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ｓ）、补充量指数（ｒｅｃｒｕｉｔｍｅｎｔｉｎｄｉｃｅｓ）、
扫海面积生物量估算法 （ｓｗｅｐｔａｒｅａｂｉｏｍａｓｓ
ｅｓｔｉｍａｔｅｓ）、生产模型（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ｍｏｄｅｌｓ）、世代分
析（ｃｏｈｏｒｔａｎａｌｙｓｉｓ）、单位补充量产量模型（ｙｉｅｌｄ
ｐｅｒｒｅｃｒｕｉｔｍｏｄｅｌｓ）、基于体长的世代分析法
（ｌｅｎｇｔｈｂａｓｅｄｃｏｈｏｒｔａｎａｌｙｓｉｓ），以及种群规模的衰
减估算方法（ｄｅｐｌｅｔｉｏｎｅｓｔｉｍａｔｅｓｏｆｓｔｏｃｋｓｉｚｅ）等应
用于头足类种群资源评估［１９］。（２）注重对渔业
管理方法与实践以及管理对渔业的影响等方面

研究。通常说管理渔业就是管理人，渔业科学本

质上涉及关注鱼类及其种群动态、人类及其行为

以及政策和决策的学科［２０２１］，无论是商业渔业，

还是休闲渔业都需要引入技术创新来促进对渔

业的管理，但对于渔业管理者和决策者来说，技

术可能带来意想不到的挑战，当他们尝试跟上应

用新技术带来的变化时，从而采取了一些保守甚

至定义不清的管理方法［２２］；近年来，人们越来越

关注渔业的多物种方面、海洋学与鱼类丰度之间

的联系以及更全面的渔业管理方法。（３）开展软
骨鱼类、硬骨鱼类以及经济头足类的渔业生物学

和生态学方面的研究。主要研究鱼类的生命周

期史，包括其年龄、生长与发育［２３２４］、摄食性与营

养水平［２５］、耳石微化学［２６］、遗传生物学和基因组

学［２７２８］以及头足类生活史与生态学［２９］等。（４）
气候变化或人类活动对渔业资源或鱼类的影响。

过度捕捞和气候变化越来越多地导致海洋生态

系统发生意想不到的变化，如鱼类补充的变异性

增加或物种优势和分布的变化，从而改变了鱼类

种群的生产力［１２１３］；对渔业资源影响较大的全球

气候变化现象主要有厄尔尼诺南方涛动
（ＥＮＳＯ）、北 大 西 洋 涛 动 （ｎｏｒｔｈ Ａｔｌａｎｔｉｃ
Ｏｓｃｉｌｌａｔｉｏｎ，ＮＡＯ）以及太平洋年代际振荡（Ｐａｃｉｆｉｃ
ｄｅｃａｄａｌｏｓｃｉｌｌａｔｉｏｎ，ＰＤＯ）等，这些现象对全球气候
和环境均产生持久而深远的影响，气候波动与渔

业产量之间存在显著关系，全球气候变化是世界

渔业资源产量和分布变化的重要原因之一，并直

接或间接影响渔场的位置变动、鱼群的洄游路线

以及渔汛的变化等［３０３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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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期 陈新军，等：渔业资源学研究发展现状及趋势

图３　渔业资源学研究文献的关键词时间线聚类图谱
Ｆｉｇ．３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ｔｉｍｅｌｉｎｅｃｌｕｓｔｅｒｉｎｇｍａｐｏｆｔｈｅ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ａｒｔｉｃｌｅｓｉｎｆｉｓｈｅｒｉｅｓｒｅｓｏｕｒｃｅ

表２　基于突变检测获得的热点关键词
Ｔａｂ．２　Ｈｏｔｋｅｙｗｏｒｄｓｗｉｔｈｔｈｅｓｔｒｏｎｇｅｓｔｃｉｔａｔｉｏｎｂｕｒｓｔｓ

序号

Ｎｏ．
热点关键词

Ｈｏｔ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突变起始

Ｓｔａｒｔ
突变结束

Ｅｎｄ
突变强度

Ｓｔｒｅｎｇｔｈ
１ ＲａｉｎｂｏｗＴｒｏｕｔ虹鳟 １９９６ ２００９ ７．０２
２ ｃａｔｃｈ渔获量 １９９６ ２００３ ６．１１
３ ｍｏｄｅｌ模型 １９９８ ２００７ ５．８７
４ ｓｔｏｃｋ资源 １９９８ ２０１５ ４．１５
５ ＣｈｅｓａｐｅａｋｅＢａｙ切萨皮克湾 １９９８ ２００９ ３．５８
６ 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种群 ２０００ ２００３ ５．４３

７ ｆｉｓｈｓｔｏｃｋ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
渔业资源评估

２０００ ２０１１ ４．４６

８ ｄｅｃｉｓｉｏｎａｎａｌｙｓｉｓ决策分析 ２０００ ２００９ ３．９０
９ ｃｏａｓｔ沿岸 ２０００ ２００７ ３．７６
１０ ｅｃｏｓｙｓｔｅｍ生态系统 ２００４ ２００９ ５．１１
１１ Ａｔｌａｎｔｉｃｓａｌｍｏｎ大西洋鲑 ２００４ ２０１３ ４．８６
１２ ｒａｔｅ比率 ２００４ ２０１１ ４．６５
１３ ＧｒｅａｔＢａｒｒｉｅｒＲｅｅｆ大堡礁 ２００６ ２０１３ ４．０５
１４ ｆｉｓｈｅｒｉｅｓｒｅｓｏｕｒｃｅ渔业资源 ２００６ ２００９ ３．６５
１５ ｌｏｃｉ位点 ２００８ ２０１３ ６．１３
１６ ＣＰＵＥ单位捕捞努力量 ２００８ ２０１３ ４．５６
１７ ｔｒａｎｓｐｏｒｔ输送 ２００８ ２００９ ４．１１
１８ ｃｒｕｓｔａｃｅａ甲壳动物 ２００８ ２０１１ ３．８５
１９ Ｂｒａｃｈｙｕｒａ短尾亚目 ２００８ ２０１５ ３．６０

序号

Ｎｏ．
热点关键词

Ｈｏｔ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突变起始

Ｓｔａｒｔ
突变结束

Ｅｎｄ
突变强度

Ｓｔｒｅｎｇｔｈ
２０ ｓｏｆｔｗａｒｅ软件 ２０１０ ２０１５ ５．７７
２１ ｂｉｏｌｏｇｙ生物学 ２０１０ ２０１３ ４．８８
２２ ｆｉｓｈｅｒｉｅｓ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渔业管理 ２０１０ ２０１５ ３．６４
２３ ｐｏｌｉｃｙ政策 ２０１０ ２０１３ ３．５８
２４ 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ｄｙｎａｍｉｃｓ种群动态 ２０１２ ２０１３ ５．１８
２５ ｗｉｌｄ野生 ２０１２ ２０１５ ４．３１
２６ ｐｒｏｔｅｃｔｅｄａｒｅａ保护区 ２０１２ ２０１５ ３．７５
２７ Ｐａｃｉｆｉｃ太平洋 ２０１２ ２０１７ ３．５７
２８ ｒｅｓｅｒｖｅ自然保护区 ２０１４ ２０１９ ３．８３
２９ ＩｎｄｉａｎＯｃｅａｎ印度洋 ２０１４ ２０１９ ３．８０
３０ ｓｙｓｔｅｍ系统 ２０１４ ２０１７ ３．５２
３１ ｓｅｌｅｃｔｉｖｉｔｙ选择性 ２０１６ ２０１９ ４．９８
３２ ｆｉｓｈａｓｓｅｍｂｌａｇｅ鱼类聚集 ２０１６ ２０１９ ４．６９

３３ ｆｉｓｈｅｒｉｅｓｓｔｏｃｋ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
渔业资源评估

２０１６ ２０１９ ４．６４

３４ ｓｍａｌｌｓｃａｌｅｆｉｓｈｅｒｙ小型渔业 ２０１６ ２０２１ ４．４５
３５ ＣＥＤＡ渔获量数据分析 ２０１６ ２０１９ ４．２４
３６ ｂｏｄｙｓｉｚｅ个体大小 ２０１６ ２０１９ ４．１２
３７ ｍａｒｉｎｅ海洋 ２０１８ ２０２１ ３．９６

３　结论与展望

３．１　结论
本文基于ＷＯＳ核心合集中检索到的渔业资

源学相关文献数据，利用文献计量学方法和

Ｃｉｔｅｓｐａｃｅ软件的可视化分析功能，从渔业资源学
研究领域的论文年度分布、作者与机构合作、关

键词突变以及研究热点展示等方面展开了深入

分析，得出以下主要结论。

（１）从ＷＯＳ年度发文量变化及其被引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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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看，１９９０年以来，渔业资源学的研究文献总体
呈现稳步递增趋势，尤其是２０１７年后，各年度发
文量呈现快速增长态势，且在今后一段时间内仍

然会呈现持续增长态势；研究文献主要集中在美

国、中国、加拿大、日本以及澳大利亚等国家，且

研究文献的篇均被引频次及 ｈ指数均非常高，表
明该领域研究的科研影响力及国际关注度非常

高，近年来各国渔业科学家非常重视对渔业资源

学科的研究。

（２）从研究热点来看，通过关键词聚类及其
中心性与突变检测分析，该领域的研究热点与前

沿为４个方面：一是重视对渔业资源评估方面的
研究；二是注重对渔业管理方法与实践以及管理

对渔业的影响等方面研究；三是针对软骨鱼类、

硬骨鱼类以及经济头足类的渔业生物学和生态

学方面的研究；四是气候变化或人类活动对渔业

资源或鱼类的影响。

３．２　发展趋势与展望
世界捕捞渔业正处在十字路口。一方面，渔

业资源对经济增长、粮食安全、营养保障和渔民

生计等做出了越来越大的贡献，但另一方面，海

洋中约有３４％ 已评估的鱼类种群处在生物学不
可持续水平［３］。同时，气候变化对渔业资源的影

响在进一步加剧，影响因子和影响程度及其不确

定性在不断加大，对渔业资源种群动力学的研究

难度越来越大，如何通过渔业资源学的科技进

步，来应对未来越来越多复杂的外部挑战，以确

保渔业资源的可持续利用，实现 ＦＡＯ倡导的
《２０３０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目标１４（保护和可持
续利用海洋和海洋资源以促进可持续发展）和蓝

色经济增长目标，是全世界渔业资源学家面临的

共同问题。为此，本研究综合渔业资源学的发展

现状，结合行业的重大需求和可持续发展战略，

提出未来渔业资源学应重点开展的研究工作：

（１）通过学科交叉创新渔业生物学研究新技
术和新方法，构建区域性或者全球性的渔业资源

调查与监测网络，共同推进渔业生物学的发展与

种群特性研究，较为全面系统地厘清重要经济种

类的生物学特性。渔业资源生物学是渔业资源

学的基础性工作，但是由于海洋鱼类等渔业资源

栖息在海洋中，具有隐蔽性和跨界（国）或跨洋分

布的特点，以及由于渔业资源调查方法和调查工

具的局限性，无法全面了解其种群组成、空间分

布以及洄游过程等信息，特别是产卵场等早期生

活史过程。因此，未来加强国际和区域合作，加

强渔业资源调查信息和样品的共享，建立重要经

济种类标志放流国际计划，构建国际性渔业资源

调查监测平台；加强多学科交叉，发展立体几何

形态测量学和人工智能形态测量学［３４］，建立水生

生物种类的“人脸图谱”大数据，构建多种技术的

种群结构鉴别体系；探索建立个体及其组织形态

参数与生活史阶段以及生长环境的关系，发展基

于多环境因子的生长模型；利用标记技术、物种

分布模型、生物体组织微量化学元素＂印记＂反
演、环境ＤＮＡ等多种技术［３５３６］，基于海洋环境等

大数据，建立水生动物的洄游分布研究新方法；

结合肠胃环境 ＤＮＡ和脂肪酸等技术，辅以生物
地球化学示踪物方法，以单物种摄食与洄游分布

为基础，探究多物种时空营养生态位关系的动态
变化，构建重要海域的生物间摄食矩阵以及基本

食物网结构；基于细胞组织学、繁殖生物学等理

论，开展重要经济种类的繁殖策略、能量流动等

研究，重点关注资源群体仔稚鱼的营养诉求和成

体生殖发育的环境生理学特性，以及对栖息海域

环境的选择适应性，探讨影响生殖发育的生物和

非生物关键环境因子。在全球变暖、海洋酸化等

背景下，探讨全球气候变化对种群生长模式、生

命周期、洄游路线、栖息分布、摄食生态与繁殖等

生物学特性的影响及其适应性的研究［３７３９］，为掌

握气候变化背景下渔业资源种类适应能力和科

学养护提供依据。

（２）创新渔业资源评估技术，充分考虑种群
的生活史特性及其非定性种群动力学参数，发展

多种渔业资源评估新模型，实现对重要经济种类

资源量及其可捕量的准确估算。开展渔业资源

评估，掌握渔业资源种群数量变动状况，是开展

科学养护和管理渔业资源的基础。百年来，传统

渔业资源评估模型的构建通常是假设其种群动

力学的复杂过程包括生长与死亡等种群参数是

不随时间发生变化的［４０］，然而，随着全球气候变

化的加剧、人类捕捞强度的增加以及各种因素的

叠加，海洋中一些种类资源量经常发生大规模、

突发性和持续性的变化，这些变化已影响着其种

群关键动力学过程，形成非定性种群动态（ｎｏｎ
ｓｔａｔｉｏｎａｒｙ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ｄｙｎａｍｉｃｓ）［４１４３］，并对传统的
渔业资源评估产生了很大的影响［４４４６］。同时，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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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数据误差与模型假设错误等原因，使得渔业资

源 评 估 产 生 了 回 顾 性 问 题 （ｒｅｔｒｏｓｐｅｃｔｉｖｅ
ｐｒｏｂｌｅｍ）［４７］。因此，未来渔业资源评估学要重点
考虑非定性种群动态下的关键种群动力学过程，

在发展新型的渔业资源评估模型时，应针对不同

种类的生活史特性和种群特性，积极引入外部环

境变量或者随时间变化的种群动力学参数，开发

和提出新的生物学参考点。对一些贫数据的渔

业，要以预防性措施为原则针对性开发渔业资源

评估新模型。同时，要结合物理海洋学和生物海

洋学等理论，结合对种群生长、死亡等种群参数，

借助个体生物模型（ＩＢＭ）和计算机技术模拟其生
长、洄游，以及资源的发生与补充过程［４８］，建立起

基于生态系统的渔业资源预测与评估技术。此

外，应积极开展渔业声学研究，构建渔业种类的

目标强度和去噪声的新算法［４９］，结合人工智能等

技术实现对目标种类的判别，建立起基于三维的

渔业资源声学评估新技术，实现与渔业资源评估

数理模型的相互补充和验证，为渔业资源的科学

管理和养护提供支撑。

（３）创新渔业资源管理与养护的方法，开展
海洋渔业的脆弱性评价和资源价值核算，发展主

动性适应管理新措施，实现渔业资源的可持续开

发和利用。渔业资源管理与养护是实现渔业可

持续发展的关键。渔业资源开发是自然系统和

人类活动相互作用的过程，因此渔业资源管理和

养护必须要把人类经济活动和渔业资源系统看

作一个整体来考虑。同时，不同国家和不同地区

的社会经济水平与基础条件有差异，人们对渔业

资源的认识及其所要求提供的功能与福利也有

所不同，因此，作为一种跨界（国家和地区）共享

的自然资源，未来渔业资源管理与养护措施必须

要结合各国和地区实际，综合平衡生态效益、经

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利用渔业资源经济学理论和

方法，在充分考虑渔业管理中不确定性因素基础

上［５０］，深入开展渔业资源的生物经济社会管理
策略评价，同时结合气候变化等对渔业资源的影

响，开展海洋渔业的脆弱性评价［５１］，以及渔业资

源的价值核算研究［５２５３］，提出渔业资源可持续利

用评价体系与方法［５４］，科学指导渔业资源的管理

与养护。同时，要根据未来种群可能的变化趋

势，主动提出管理策略并根据管理效果进行不断

改进，从过去被动适应管理发展为主动适应管

理［４０］，达到渔业资源的优化管理，从而为实现

ＦＡＯ倡导的蓝色经济增长目标提供新的理论支
撑［５５］。

（４）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在渔业资源学中的应
用。进入２１世纪，自动识别系统（ＡＩＳ）、人工智
能、机器学习和大数据等新技术不断涌现，正在

不断渗透到渔业研究的各个领域［３］，为渔业资源

学的研究与发展提供了新机遇。ＡＩＳ是一项用于
船舶航海安全的跟踪技术，它每隔１０～３０ｓ会发
送船舶的位置、身份、航线和速度等相关信息，这

些信息将有助于捕捞活动类型的区分，实现不同

类型渔具捕捞强度的量化，弥补捕捞努力量传统

估算方法的不足，并将其捕捞努力量指标用于种

群评估，同时，也可对不同类型渔业的渔获量和

捕捞努力量进行近实时监测，为不确定性和气候

变化下的渔业资源管理提供技术支持。过去十

年里，全球约有４００颗卫星在观测地球的气候和
环境，几千个浮标在收集环境数据，近五万艘渔

船以及部分捕捞活动和（丢失的）渔具得到跟踪

监测，一些渔船、渔具、海洋动物等被安装了感应

器，因此，全球海洋渔业的数据正在以前所未有

的速度增加［３］，这些庞大的基础数据为开展全球

渔业资源监测、评估和科学养护提供了基础。未

来，拟采用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新技术为主管部

门提供渔业活动的实时监管，实现渔业资源的精

准管理，如，可通过科学预测资源量和渔获量为

决策者提供实时支持，以确定哪些捕捞区应该关

闭何时关闭，同时可根据渔业实际情况对渔业管

理策略做出主动性适应，从而彻底改变目前渔业

管理的现状。此外，深水原位生物环境采集与分

析装置、无人渔业资源调查船（艇）等新装备与新

技术的出现，也为未来渔业资源调查、评估提供

更加便捷高效的手段。

纵观渔业资源学科的发展趋势，随着人们对

渔业种群认识和研究的深入，以及研究手段和方

法不断发展，未来渔业资源学将会向更细、更广、

更深等不同层次拓展，并把人与渔业资源作为一

个整体系统来综合考虑，从传统的单鱼种多鱼
种生态系统，发展到生态社会经济系统，学科更
为交叉、综合和深入，考虑的影响因子更多、更

全、更加符合和接近实际，调查和监测手段更为

先进、系统、完善，获取的数据更为及时、准确，并

最终建立起一个基于生态环境、社会经济等综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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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素下的渔业资源开发与科学养护模拟仿真系

统，能够较为准确地预测种群数量变动规律，模

拟不同开发策略下资源量状况及可捕量，实现人
自然系统中渔业资源的最优产出，以及渔业资源

长期可持续利用。

参考文献：

［１］　Ｆｏｏｄａｎｄ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ｅ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ＴｈｅＳｔａｔｅｏｆＷｏｒｌｄＦｉｓｈｅｒｉｅｓ

ａｎｄＡｑｕａｃｕｌｔｕｒｅ２０１８．ＭｅｅｔｉｎｇｔｈｅＳｕｓｔａｉｎａｂｌｅ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Ｇｏａｌｓ．．Ｒｏｍｅ．２０１８．ｈｔｔｐｓ：／／ｗｗｗ．ｆａｏ．ｏｒｇ／３／ｉ９５４０ｅｎ／

ｉ９５４０ｅｎ．ｐｄｆ

［２］　Ｆｏｏｄａｎｄ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ｅ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ＦＡＯＹｅａｒｂｏｏｋｏｆＦｉｓｈｅｒｙ

ａｎｄＡｑｕａｃｕｌｔｕｒｅ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ＥＢ／ＯＬ］．２０２０．［ａｃｃｅｓｓｉｎ１９

Ｍａｒｃｈ２０２２］．ｗｗｗ．ｆａｏ．ｏｒｇ／ｆｉｓｈｅｒｙ／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ｙｅａｒｂｏｏｋ／ｅｎ

［３］　Ｆｏｏｄａｎｄ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ｅ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ＴｈｅＳｔａｔｅｏｆＷｏｒｌｄ

ＦｉｓｈｅｒｉｅｓａｎｄＡｑｕａｃｕｌｔｕｒｅ２０２０．Ｓｕｓｔａｉｎａｂｉｌｉｔｙｉｎａｃｔｉｏｎ．

Ｒｏｍｅ．２０２０．

［４］　陈新军．渔业资源经济学［Ｍ］．北京：中国农业出版社，

２０２０．

ＣＨＥＮＸＪ．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ｏｆｆｉｓｈｅｒｙ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Ｍ］．Ｂｅｉｊｉｎｇ：

Ｃｈｉｎａ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Ｐｒｅｓｓ，２０２０．

［５］　中国农业百科全书总编辑委员会水产业卷编辑委员会．

中国农业百科全书水产业卷［Ｍ］．北京：中国农业出版

社，１９９４．

ＥｄｉｔｏｒｉａｌＢｏａｒｄｏｆＣｈｉｎａ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ＥｎｃｙｃｌｏｐｅｄｉａＥｄｉｔｏｒｉａｌ

Ｂｏａｒｄ ｏｆ Ａｑｕａｃｕｌｔｕｒｅ Ｖｏｌｕｍｅ．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ｅｎｃｙｃｌｏｐｅｄｉａａｑｕａｃｕｌｔｕｒｅｖｏｌｕｍｅ［Ｍ］． Ｂｅｉｊｉｎｇ： Ｃｈｉｎａ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Ｐｒｅｓｓ，１９９４．

［６］　夏征农，陈至立．大辞海［Ｍ］．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

２００９．

ＸＩＡＺＮ，ＣＨＥＮＺＬ．ＤａＣｉｈａｉ［Ｍ］．Ｓｈａｎｇｈａｉ：Ｓｈａｎｇｈａｉ

ＬｅｘｉｃｏｇｒａｐｈｉｃａｌＰｕｂｌｉｓｈｉｎｇＨｏｕｓｅ，２００９．

［７］　ＣＨＥＮＣＭ．Ｓｅａｒｃｈｉｎｇｆｏｒｉｎｔｅｌｌｅｃｔｕａｌｔｕｒｎｉｎｇｐｏｉｎｔｓ：

Ｐｒｏｇｒｅｓｓｉｖｅ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ｄｏｍａｉｎｖｉｓｕ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Ｊ］．Ｐｒｏｃｅｅｄｉｎｇｓ

ｏｆｔｈｅ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ＡｃａｄｅｍｙｏｆＳｃｉｅｎｃｅｓｏｆｔｈｅＵｎｉｔｅｄＳｔａｔｅｓｏｆ

Ａｍｅｒｉｃａ，２００４，１０１（ｓ１）：５３０３５３１０．

［８］　ＣＨＥＮＣＭ．ＣｉｔｅＳｐａｃｅＩＩ：Ｄｅｔｅｃｔｉｎｇａｎｄｖｉｓｕａｌｉｚｉｎｇｅｍｅｒｇｉｎｇ

ｔｒｅｎｄｓａｎｄｔｒａｎｓｉｅｎｔｐａｔｔｅｒｎｓｉｎｓｃｉｅｎｔｉｆｉｃ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Ｊ］．

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ｔｈｅ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Ｓｏｃｉｅｔｙｆｏｒ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Ｓｃｉｅｎｃｅａｎｄ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２００６，５７（３）：３５９３７７．

［９］　肖明，陈嘉勇，李国俊．基于 ＣｉｔｅＳｐａｃｅ研究科学知识图

谱的可视化分析［Ｊ］．图书情报工作，２０１１，５５（６）：９１

９５．

ＸＩＡＯＭ，ＣＨＥＮＪＹ，ＬＩＧＪ．Ｖｉｓｕ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ｏｎｔｈｅ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ｏｆｍａｐｐｉｎｇ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ｄｏｍａｉｎｓｂａｓｅｄｏｎＣｉｔｅＳｐａｃｅ

［Ｊ］．Ｌｉｂｒａｒｙａｎｄ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Ｓｅｒｖｉｃｅ，２０１１，５５（６）：９１

９５．

［１０］　刘金立，陈新军．世界大洋性鱿钓渔业研究评述［Ｊ］．上

海海洋大学学报，２０１９，２８（３）：３３１３４３．

ＬＩＵＪＬ，ＣＨＥＮＸＪ．Ｂｉｂｌｉｏｍｅｔｒｉｃｓ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ｏｆｄｏｃｕｍｅｎｔｏｎ

ｔｈｅｔｈｅｍｅｏｆｏｃｅａｎｉｃｓｑｕｉｄｊｉｇｇｉｎｇｆｉｓｈｅｒｙｉｎｔｈｅｗｏｒｌｄ［Ｊ］．

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ＳｈａｎｇｈａｉＯｃｅａｎ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２０１９，２８（３）：３３１

３４３．

［１１］　李杰，陈超美．ＣｉｔｅＳｐａｃｅ：科技文本挖掘及可视化［Ｍ］．

２版．北京：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７．

ＬＩＪ，ＣＨＥＮＣＭ．ＣｉｔｅＳｐａｃｅ：Ｔｅｘｔｍｉｎｉｎｇａｎｄｖｉｓｕ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ｓｃｉｅｎｔｉｆｉｃ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Ｍ］．２ｎｄｅｄ．Ｂｅｉｊｉｎｇ：Ｃａｐｉｔａｌ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ａｎｄＴｒａｄｅＰｒｅｓｓ，２０１７．

［１２］　ＭＥＴＨＯＴＲＤＪＲ，ＷＥＴＺＥＬＣＲ．Ｓｔｏｃｋｓｙｎｔｈｅｓｉｓ：Ａ

ｂｉ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ａｎｄ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ｆｒａｍｅｗｏｒｋｆｏｒｆｉｓｈｓｔｏｃｋ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

ａｎｄｆｉｓｈｅｒｙ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Ｊ］．Ｆｉｓｈｅｒｉｅｓ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２０１３，

１４２：８６９９．

［１３］　ＰＵＮＴＡＥ，ＨＩＬＢＯＲＮＲ．Ｆｉｓｈｅｒｉｅｓｓｔｏｃｋ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ａｎｄ

ｄｅｃｉｓｉｏｎ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ｔｈｅＢａｙｅｓｉａｎａｐｐｒｏａｃｈ［Ｊ］．Ｒｅｖｉｅｗｓｉｎ

ＦｉｓｈＢｉｏｌｏｇｙ＆Ｆｉｓｈｅｒｉｅｓ，１９９７，７（１）：３５６３．

［１４］　丁洁兰，杨立英，孙海荣，等．基于文献计量的“一带一

路”区域及沿线国家科研合作态势研究［Ｊ］．中国科学院

院刊，２０１７，３２（６）：６２６６３６．

ＤＩＮＧＪＬ，ＹＡＮＧＬＹ，ＳＵＮＨＲ，ｅｔａｌ．Ｂｉｂｌｉｏｍｅｔｒｉｃｓｔｕｄｙ

ｏｎ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ｃｏｌｌａｂｏｒａｔｉｏｎａｍｏｎｇｔｈｅｂｅｌｔａｎｄｒｏａｄａｒｅａｓａｎｄ

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Ｊ］．ＢｕｌｌｅｔｉｎｏｆｔｈｅＣｈｉｎｅｓｅＡｃａｄｅｍｙｏｆＳｃｉｅｎｃｅｓ，

２０１７，３２（６）：６２６６３６．

［１５］　范泽宇，白雪兰，徐聚臣，等．渔业资源与生态环境交叉

领域的研究现状———基于 ＷｅｂｏｆＳｃｉｅｎｃｅ的文献计量学

与可视化分析［Ｊ］．华中农业大学学报，２０２１，４０（６）：

１４１１５１．

ＦＡＮＺＹ，ＢＡＩＸＬ，ＸＵＪＣ，ｅｔａｌ．Ｃｕｒｒｅｎｔｓｉｔｕａｔｉｏｎｏｆ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ｏｎｉｎｔｅｒｓｅｃｔｉｏｎｏｆｆｉｓｈｅｒｙ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ａｎｄ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ｂｉｂｌｉｏｍｅｔｒｉｃｓａｎｄｖｉｓｕ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ｂａｓｅｄｏｎ

ＷｅｂｏｆＳｃｉｅｎｃｅ［Ｊ］．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Ｈｕａｚｈｏｎｇ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２０２１，４０（６）：１４１１５１．

［１６］　肖鹏飞，吴德东．全球植物修复研究文献计量分析［Ｊ］．

生态学报，２０２１，４１（２１）：８６８５８６９５．

ＸＩＡＯＰＦ，ＷＵＤＤ．Ｂｉｂｌｉｏｍｅｔｒｉｃ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ｏｆｇｌｏｂａｌ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ｏｎｐｈｙｔｏｒｅｍｅｄｉａｔｉｏｎ［Ｊ］．Ａｃｔａ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Ｓｉｎｉｃａ，２０２１，４１

（２１）：８６８５８６９５．

［１７］　ＫＩＭＵＲＡＤＫ，ＳＯＭＥＲＴＯＮＤＡ．Ｒｅｖｉｅｗｏｆ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

ａｓｐｅｃｔｓｏｆｓｕｒｖｅｙｓａｍｐｌｉｎｇｆｏｒｍａｒｉｎｅｆｉｓｈｅｒｉｅｓ［Ｊ］．Ｒｅｖｉｅｗｓ

ｉｎＦｉｓｈｅｒｉｅｓＳｃｉｅｎｃｅ，２００６，１４（３）：２４５２８３．

［１８］　ＭＡＵＮＤＥＲＭＮ，ＴＨＯＲＳＯＮＪＴ．Ｍｏｄｅｌｉｎｇｔｅｍｐｏｒａｌ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

ｉｎｒｅｃｒｕｉｔｍｅｎｔｉｎｆｉｓｈｅｒｉｅｓｓｔｏｃｋ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Ａｒｅｖｉｅｗｏｆ

ｔｈｅｏｒｙａｎｄｐｒａｃｔｉｃｅ［Ｊ］．Ｆｉｓｈｅｒｉｅｓ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２０１９，２１７：７１

８６．

［１９］　ＰＩＥＲＣＥＧＪ，ＧＵＥＲＲＡＡ．Ｓｔｏｃｋ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ｍｅｔｈｏｄｓｕｓｅｄ

ｆｏｒｃｅｐｈａｌｏｐｏｄｆｉｓｈｅｒｉｅｓ［Ｊ］．Ｆｉｓｈｅｒｉｅｓ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１９９４，２１

（１／２）：２５５２８５．

［２０］　ＦＥＮＩＣＨＥＬＥＰ，ＡＢＢＯＴＴＪＫ，ＨＵＡＮＧＢ．Ｍｏｄｅｌｌｉｎｇ

ａｎｇｌｅｒｂｅｈａｖｉｏｕｒａｓａｐａｒｔｏｆｔｈｅ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ｓｙｓｔｅｍ：

ｓｙｎｔｈｅｓｉｚｉｎｇａｍｕｌｔｉｄｉｓｃｉｐｌｉｎａｒｙ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Ｊ］．Ｆｉｓｈ＆

Ｆｉｓｈｅｒｉｅｓ，２０１３，１４（２）：１３７１５７．

［２１］　ＳＡＫＵＲＡＭＯＴＯＫ．Ｓｔｕｄｉｅｓｏｎｔｈｅｆｏｒｅｃａｓｔｉｎｇａｎｄ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ｆｏｒｆｉｓｈｅｒｉｅｓ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ｕｓｉｎｇｓ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ｍｅｔｈｏｄ［Ｊ］．Ｎｉｐｐｏｎ

６７１１



５期 陈新军，等：渔业资源学研究发展现状及趋势

ＳｕｉｓａｎＧａｋｋａｉｓｈｉ，２００１，６７（４）：６２３６２６．

［２２］　ＣＯＯＫＥＳＪ，ＶＥＮＴＵＲＥＬＬＩＰ，ＴＷＡＲＤＥＫＷ Ｍ，ｅｔａｌ．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ｓｉｎｔｈｅｒｅｃｒｅａｔｉｏｎａｌｆｉｓｈｉｎｇｓｅｃｔｏｒ：

ｉｍ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ｆｏｒｆｉｓｈｅｒｉｅｓ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ａｎｄｐｏｌｉｃｙ［Ｊ］．

ＲｅｖｉｅｗｓｉｎＦｉｓｈＢｉｏｌｏｇｙａｎｄＦｉｓｈｅｒｉｅｓ，２０２１，３１（２）：２５３

２８８．

［２３］　ＫＯＣＫＫＨ，ＥＶＥＲＳＯＮＩ．Ｓｈｅｄｄｉｎｇｎｅｗｌｉｇｈｔｏｎｔｈｅｌｉｆｅ

ｃｙｃｌｅｏｆｍａｃｋｅｒｅｌｉｃｅｆｉｓｈｉｎｔｈｅＳｏｕｔｈｅｒｎＯｃｅａｎ［Ｊ］．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ＦｉｓｈＢｉｏｌｏｇｙ，２００３，６３（１）：１２１．

［２４］　ＪＯＵＲＤＡＩＮＮＯＡＳ，ＢＲＥＩＶＩＫＯ，ＦＵＧＬＥＢＡＫＫＥ，ｅｔａｌ．

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ｏｆｓａｍｐｌｉｎｇ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ｅｓｆｏｒａｇｅｄｅｔｅｒｍｉｎａｔｉｏｎｏｆｃｏｄ

（Ｇａｄｕｓｍｏｒｈｕａ）ｓａｍｐｌｅｄａｔｔｈｅＮｏｒｔｈＳｅａ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ＢｏｔｔｏｍＴｒａｗｌＳｕｒｖｅｙ［Ｊ］．ＩＣＥＳ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ＭａｒｉｎｅＳｃｉｅｎｃｅ，

２０２０，７７（３）：８５９８６９．

［２５］　ＳＴＥＲＧＩＯＵＫＩ，ＫＡＲＰＯＵＺＩＶＳ．Ｆｅｅｄｉｎｇｈａｂｉｔｓａｎｄｔｒｏｐｈｉｃ

ｌｅｖｅｌｓｏｆＭｅｄｉｔｅｒｒａｎｅａｎｆｉｓｈ［Ｊ］．ＲｅｖｉｅｗｓｉｎＦｉｓｈＢｉｏｌｏｇｙａｎｄ

Ｆｉｓｈｅｒｉｅｓ，２００２，１１（３）：２１７２５４．

［２６］　ＡＶＩＧＬＩＡＮＯＥ，ＶＡＮＩＮＡＶＡ．ＡＲｅｖｉｅｗｏｆｔｈｅ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ＯｔｏｌｉｔｈｍｉｃｒｏｃｈｅｍｉｓｔｒｙｔｏｗａｒｄｔｈｅｓｔｕｄｙｏｆＬａｔｉｎ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ｆｉｓｈｅｓ［Ｊ］．ＲｅｖｉｅｗｓｉｎＦｉｓｈｅｒｉｅｓＳｃｉｅｎｃｅ＆Ａｑｕａｃｕｌｔｕｒｅ，

２０１６，２４（４）：３６９３８４．

［２７］　ＭＩＹＡＭ，ＧＯＴＯＨＲＯ，ＳＡＤＯＴ．ＭｉＦｉｓｈｍｅｔａｂａｒｃｏｄｉｎｇ：ａ

ｈｉｇｈｔｈｒｏｕｇｈｐｕｔａｐｐｒｏａｃｈ ｆｏｒｓｉｍｕｌｔａｎｅｏｕｓｄｅｔｅ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ｍｕｌｔｉｐｌｅｆｉｓｈｓｐｅｃｉｅｓｆｒｏｍ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ＤＮＡ ａｎｄｏｔｈｅｒ

ｓａｍｐｌｅｓ［Ｊ］．ＦｉｓｈｅｒｉｅｓＳｃｉｅｎｃｅ，２０２０，８６（６）：９３９９７０．

［２８］　ＡＭＯＵＳＳＯＵＴＯ，ＡＢＤＯＵＫＡＲＩＭＩＹ，ＤＡＹＯＧＫ，ｅｔａｌ．

Ａｎｉｎｓｉｇｈｔｉｎｔｏａｄｖａｎｃｅｓｉｎｆｉｓｈｅｒｉｅｓｂｉｏｌｏｇｙ，ｇｅｎｅｔｉｃｓａｎｄ

ｇｅｎｏｍｉｃｓｏｆＡｆｒｉｃａｎｔｉｌａｐｉａｓｐｅｃｉｅｓｏｆｉｎｔｅｒｅｓｔｉｎａｑｕａｃｕｌｔｕｒｅ

［Ｊ］．ＡｑｕａｃｕｌｔｕｒｅＲｅｐｏｒｔｓ，２０１９，１４：１００１８８．

［２９］　ＬＩＳＨＣＨＥＮＫＯＦ，ＰＥＲＡＬＥＳＲＡＹＡＣ，ＢＡＲＲＥＴＴＣ，ｅｔａｌ．

Ａｒｅｖｉｅｗｏｆｒｅｃｅｎｔｓｔｕｄｉｅｓｏｎｔｈｅｌｉｆｅｈｉｓｔｏｒｙａｎｄｅｃｏｌｏｇｙｏｆ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ｃｅｐｈａｌｏｐｏｄｓｗｉｔｈｅｍｐｈａｓｉｓｏｎｓｐｅｃｉｅｓｗｉｔｈｔｈｅ

ｇｒｅａｔｅｓｔｃｏｍｍｅｒｃｉａｌｆｉｓｈｅｒｙａｎｄ ｃｕｌｔｕｒｅｐｏｔｅｎｔｉａｌ［Ｊ］．

Ｆｉｓｈｅｒｉｅｓ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２０２１，２３６：１０５８４７．

［３０］　Ｂ?ＺＪＣ，ＧＩＭＥＮＯＬ，ＲＥＡＬＲ．ＮｏｒｔｈＡｔｌａｎｔｉｃＯｓｃｉｌｌ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ｆｉｓｈｅｒｉｅｓ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ｄｕｒｉｎｇｇｌｏｂａｌｃｌｉｍａｔｅｃｈａｎｇｅ［Ｊ］．

ＲｅｖｉｅｗｓｉｎＦｉｓｈＢｉｏｌｏｇｙａｎｄＦｉｓｈｅｒｉｅｓ，２０２１，３１（２）：３１９

３３６．

［３１］　ＱＵＩＮＺ?ＮＭ，ＣＡＳＴＲＯＪ，ＭＡＳＳＵＴíＥ，ｅｔａｌ．Ｄｉｓｅｎｔａｎｇｌｉｎｇ

ｔｈｅ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ｏｆｆｉｓｈｉｎｇ，ｄｅｍｏｇｒａｐｈｙ，ａｎｄ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ｏｎ

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ｄｙｎａｍｉｃｓｏｆＩｂｅｒｉａｎＰｅｎｉｎｓｕｌａｗａｔｅｒｓｆｉｓｈｓｔｏｃｋｓ

［Ｊ］．ＩＣＥＳ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ＭａｒｉｎｅＳｃｉｅｎｃｅ，２０２０，７７（１）：１１１．

［３２］　方海，张衡，刘峰，等．气候变化对世界主要渔业资源波

动影响的研究进展［Ｊ］．海洋渔业，２００８，３０（４）：３６３

３７０．

ＦＡＮＧＨ，ＺＨＡＮＧＨ，ＬＩＵＦ，ｅｔａｌ．Ａｓｕｍｍａｒｙｏｆ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ｐｒｏｇｒｅｓｓｒｅｌａｔｅｄｗｉｔｈｔｈｅｆｌｕｃｔｕａ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ｗｏｒｌｄｗｉｄｅｍａｉｎ

ｍａｒｉｎｅｆｉｓｈｅｒｙ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ｄｂｙｃｌｉｍａｔｅｃｈａｎｇｅｓ［Ｊ］．

ＭａｒｉｎｅＦｉｓｈｅｒｉｅｓ，２００８，３０（４）：３６３３７０．

［３３］　余为．西北太平洋柔鱼冬春生群对气候与环境变化的响

应机制研究［Ｄ］．上海：上海海洋大学，２０１６．

ＹＵＷ．Ｒｅｓｐｏｎｓｅ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ｏｆｗｉｎｔｅｒｓｐｒｉｎｇｃｏｈｏｒｔｏｆｎｅｏｎ

ｆｌｙｉｎｇｓｑｕｉｄｔｏｔｈｅｃｌｉｍａｔｉｃａｎｄ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ｖａｒｉａｂｉｌｉｔｙｉｎ

ｔｈｅＮｏｒｔｈｗｅｓｔＰａｃｉｆｉｃＯｃｅａｎ［Ｄ］．Ｓｈａｎｇｈａｉ：ＳｈａｎｇｈａｉＯｃｅａｎ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２０１６．

［３４］　王超，方舟，陈新军．基于文献计量的几何形态测量在渔

业中的应用研究进展［Ｊ］．海洋渔业，２０２２，４４（１）：１１２

１２８．

ＷＡＮＧＣ，ＦＡＮＧＺ，ＣＨＥＮＸＪ．Ａｄｖａｎｃｅｓｉｎｔｈｅ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ｂｉｂｌｉｏｍｅｔｒｉｃｓｂａｓｅｄｇｅｏｍｅｔｒｉｃｍｏｒｐｈｏｍｅｔｒｉｃｓｉｎｆｉｓｈｅｒｉｅｓ

［Ｊ］．ＭａｒｉｎｅＦｉｓｈｅｒｉｅｓ，２０２２，４４（１）：１１２１２８．

［３５］　刘必林，林静远，方舟，等．头足类角质颚稳定同位素研

究进展［Ｊ］．海洋渔业，２０１８，４０（２）：２４２２４８．

ＬＩＵＢＬ，ＬＩＮＪＹ，ＦＡＮＧＺ，ｅｔａｌ．Ｒｅｖｉｅｗｏｎｔｈｅｓｔａｂｌｅ

ｉｓｏｔｏｐｅｓｉｎｃｅｐｈａｌｏｐｏｄｂｅａｋｓ［Ｊ］．ＭａｒｉｎｅＦｉｓｈｅｒｉｅｓ，２０１８，

４０（２）：２４２２４８．

［３６］　马金，田思泉，陈新军．水生动物洄游分布研究方法综述

［Ｊ］．水产学报，２０１９，４３（７）：１６７８１６９０．

ＭＡＪ，ＴＩＡＮＳＱ，ＣＨＥＮＸＪ．Ｒｅｖｉｅｗｏｆｔｈｅ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ｍｅｔｈｏｄｓｆｏｒｍｉｇｒ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ｏｆａｑｕａｔｉｃａｎｉｍａｌｓ［Ｊ］．

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ＦｉｓｈｅｒｉｅｓｏｆＣｈｉｎａ，２０１９，４３（７）：１６７８１６９０．

［３７］　王岩，陈新军，方舟．海洋环境变化对北太平洋柔鱼耳石

形态的影响［Ｊ］．上海海洋大学学报，２０２１，３０（２）：３０１

３１０．

ＷＡＮＧ Ｙ，ＣＨＥＮ Ｘ Ｊ，ＦＡＮＧ Ｚ．Ｅｆｆｅｃｔｓｏｆｍａｒｉｎｅ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ｏｎｔｈｅｓｔａｔｏｌｉｔｈｍｏｒｐｈｏｌｏｇｙｏｆｎｅｏｎ

ｆｌｙｉｎｇｓｑｕｉｄ（Ｏｍｍａｓｔｒｅｐｈｅｓｂａｒｔｒａｍｉｉ）ｉｎｔｈｅｎｏｒｔｈＰａｃｉｆｉｃ

Ｏｃｅａｎ［Ｊ］．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ＳｈａｎｇｈａｉＯｃｅａｎ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２０２１，３０

（２）：３０１３１０．

［３８］　刘金立，陈新军．海洋生物多样性研究进展及其热点分

析［Ｊ］．渔业科学进展，２０２１，４２（１）：２０１２１３．

ＬＩＵＪＬ，ＣＨＥＮＸＪ．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ｐｒｏｇｒｅｓｓａｎｄｈｏｔｓｐｏｔｓｏｆ

ｍａｒｉｎｅｂｉｏ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ＢａｓｅｄｏｎＢｉｂｌｉｏｍｅｔｒｉｃｓａｎｄ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

ｍａｐｐｉｎｇ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Ｊ］．ＰｒｏｇｒｅｓｓｉｎＦｉｓｈｅｒｙＳｃｉｅｎｃｅｓ，２０２１，

４２（１）：２０１２１３．

［３９］　陈秡，陈新军，陈长胜，等．基于文献计量的全球海洋酸

化研究状况分析［Ｊ］．生态学报，２０１８，３８（１０）：３３６８

３３８１．

ＣＨＥＮＰ，ＣＨＥＮＸＪ，ＣＨＥＮＣＳ，ｅｔａｌ．Ｂｉｂｌｉｏｍｅｔｒｉｃ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ｏｆｔｈｅｇｌｏｂａｌｓｔｕｄｙｏｎｏｃｅａｎａｃｉｄ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Ｊ］．Ａｃｔａ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Ｓｉｎｉｃａ，２０１８，３８（１０）：３３６８３３８１．

［４０］　张帆，陈新军．非静态种群动力学过程影响下的渔业资

源评估与管理［Ｊ］．上海海洋大学学报，２０２２，３１（３）：

６１２６１９．

ＺＨＡＮＧＦ，ＣＨＥＮ Ｘ Ｊ．Ｆｉｓｈｅｒｉｅｓｓｔｏｃｋ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ａｎｄ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ｉｎｔｈｅｌｉｇｈｔｏｆｎｏｎｓｔａｔｉｏｎａｒｙ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ｄｙｎａｍｉｃｓ

［Ｊ］．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ＳｈａｎｇｈａｉＯｃｅａｎ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２０２２，３１（３）：

６１２６１９．

［４１］　ＶＥＲＴＰＲＥＫＡ，ＡＭＯＲＯＳＯＲＯ，ＪＥＮＳＥＮＯＰ，ｅｔａｌ．

Ｆｒｅｑｕｅｎｃｙａｎｄｉｎｔｅｎｓｉｔｙｏｆ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ｖｉｔｙｒｅｇｉｍｅｓｈｉｆｔｓｉｎ

ｍａｒｉｎｅｆｉｓｈｓｔｏｃｋｓ［Ｊ］．Ｐｒｏｃｅｅｄｉｎｇｓｏｆｔｈｅ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Ａｃａｄｅｍｙ

ｏｆＳｃｉｅｎｃｅｓｏｆｔｈｅＵｎｉｔｅｄＳｔａｔｅｓｏｆＡｍｅｒｉｃａ，２０１３，１１０（５）：

１７７９１７８４．

［４２］　ＺＨＡＮＧＦ．Ｅａｒｌｙｗａｒｎｉｎｇｓｉｇｎａｌｓｏｆ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ｖｉｔｙ

７７１１



上 海 海 洋 大 学 学 报 ３１卷

ｒｅｇｉｍｅｓｈｉｆｔｓｉｎｇｌｏｂａｌｆｉｓｈｅｒｉｅｓ［Ｊ］．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Ｉｎｄｉｃａｔｏｒｓ，

２０２０，１１５：１０６３７１．

［４３］　ＳＺＵＷＡＬＳＫＩＣＳ，ＨＯＬＬＯＷＥＤＡＢ．Ｃｌｉｍａｔｅｃｈａｎｇｅａｎｄ

ｎｏｎｓｔａｔｉｏｎａｒｙ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ｐｒｏｃｅｓｓｅｓｉｎｆｉｓｈｅｒｉｅｓ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Ｊ］．ＩＣＥＳ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ＭａｒｉｎｅＳｃｉｅｎｃｅ，２０１６，７３（５）：１２９７

１３０５．

［４４］　鲁红月，陈新军．影响太平洋褶柔鱼冬生群资源丰度的

表温因子及其机理分析［Ｊ］．上海海洋大学学报，２０２２，

３１（２）：５３４５４１．

ＬＵＨＹ，ＣＨＥＮＸＪ．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ｓ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ｏｆｔｈｅｓｔｏｃｋ

ａｂｕｎｄａｎｃｅｉｎｄｅｘｆｏｒｔｈｅｗｉｎｔｅｒｓｐａｗｎｉｎｇｃｏｈｏｒｔｏｆＴｏｄａｒｏｄｅｓ

ｐａｃｉｆｉｃｕｓｂａｓｅｄｏｎｔｈｅｆａｃｔｏｒｏｆＳＳＴ［Ｊ］．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Ｓｈａｎｇｈａｉ

Ｏｃｅａｎ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２０２２，３１（２）：５３４５４１．

［４５］　张畅，李纲，陈新军．不同模态下气候变化对智利竹?鱼

补充量的影响［Ｊ］．海洋学报，２０２１，４３（９）：４８５８．

ＺＨＡＮＧＣ，ＬＩＧ，ＣＨＥＮＸＪ．Ｉｍｐａｃｔｏｆｃｌｉｍａｔｅｃｈａｎｇｅｏｎ

ｒｅｃｒｕｉｔｍｅｎｔｏｆＴｒａｃｈｕｒｕｓｍｕｒｐｈｙｉｂａｓｅｄｏｎ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ｒｅｇｉｍｅｓ

［Ｊ］．ＨａｉｙａｎｇＸｕｅｂａｏ，２０２１，４３（９）：４８５８．

［４６］　苏程程，汪金涛，陈新军．基于环境因子的西北太平洋秋

刀鱼资源量评估研究［Ｊ］．中国海洋大学学报（自然科学

版），２０２１，５１（ｓ１）：１０１８．

ＳＵＣＣ，ＷＡＮＧＪＴ，ＣＨＥＮＸＪ．Ｓｔｏｃｋ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ｏｆＰａｃｉｆｉｃ

Ｓａｕｒｙ（Ｃｏｌｏｌａｂｉｓｓａｉｒａ）ｉｎＮｏｒｔｈｗｅｓｔＰａｃｉｆｉｃＯｃｅａｎｕｓｉｎｇ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ｔｓｕｒｐｌｕｓ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ｍｏｄｅｌ［Ｊ］．

ＰｅｒｉｏｄｉｃａｌｏｆＯｃｅａｎ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ｏｆＣｈｉｎａ，２０２１，５１（ｓ１）：１０

１８．

［４７］　官文江，高峰，雷林，等．渔业资源评估中的回顾性问题

［Ｊ］．上海海洋大学学报，２０１２，２１（５）：８４１８４７．

ＧＵＡＮＷＪ，ＧＡＯＦ，ＬＥＩＬ，ｅｔａｌ．Ｒｅｔｒｏ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ｐｒｏｂｌｅｍｉｎ

ｆｉｓｈｅｒｙｓｔｏｃｋ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Ｊ］．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ＳｈａｎｇｈａｉＯｃｅａｎ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２０１２，２１（５）：８４１８４７．

［４８］　李曰嵩，白松麟，余为，等．基于个体的西北太平洋柔鱼

冬春生群生活史早期生态模型构建［Ｊ］．海洋学报，

２０２１，４３（９）：３３４７．

ＬＩＹＳ，ＢＡＩＳＬ，ＹＵＷ，ｅｔａｌ．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ｏｆｉｎｄｉｖｉｄｕａｌ

ｂａｓｅｄ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ｍｏｄｅｌｏｆｅａｒｌｙｌｉｆｅｈｉｓｔｏｒｙｏｆｗｉｎｔｅｒｓｐｒｉｎｇ

ｃｏｈｏｒｔｏｆｎｅｏｎｆｌｙｉｎｇｓｑｕｉｄＯｍｍａｓｔｒｅｐｈｅｓｂａｒｔｒａｍｉｉｉｎｔｈｅ

ＮｏｒｔｈｗｅｓｔＰａｃｉｆｉｃＯｃｅａｎ［Ｊ］．ＨａｉｙａｎｇＸｕｅｂａｏ，２０２１，４３

（９）：３３４７．

［４９］　杨洋，朱国平，陈新军．基于文献计量的渔业声学研究状

况分析［Ｊ］．海洋渔业，２０２０，４２（４）：４７６４８９．

ＹＡＮＧＹ，ＺＨＵＧＰ，ＣＨＥＮＸＪ．Ａｒｅｖｉｅｗａｎｄｐｒｏｓｐｅｃｔｏｆ

ｆｉｓｈｅｒｉｅｓａｃｏｕｓｔｉｃ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ｂａｓｅｄｏｎｂｉｂｌｉｏｍｅｔｒｉｃ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Ｊ］．

ＭａｒｉｎｅＦｉｓｈｅｒｉｅｓ，２０２０，４２（４）：４７６４８９．

［５０］　何珊，陈新军．渔业管理策略评价及应用研究进展［Ｊ］．

广东海洋大学学报，２０１６，３６（５）：２９３９．

ＨＥＳ，ＣＨＥＮＸＪ．Ｒｅｖｉｅｗｏｎ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ｓｔｒａｔｅｇｙ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ｉｔｓ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ｉｎｆｉｓｈｅｒｙ［Ｊ］．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Ｇｕａｎｇｄｏｎｇ

Ｏｃｅａｎ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２０１６，３６（５）：２９３９．

［５１］　张雨晴，陈新军．基于ＤＥＭＡＴＥＬＩＳＭＭＩＣＭＡＣ法中国远

洋鱿钓渔业脆弱性指标选择与分析［Ｊ］．上海海洋大学学

报，２０２２，３１（２）：４７９４９０．

ＺＨＡＮＧ Ｙ Ｑ，ＣＨＥＮ Ｘ Ｊ．Ｓｅｌｅｃｔｉｏｎａｎｄ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ｏｆ

ｖｕｌｎｅｒａｂｉｌｉｔｙｉｎｄｅｘｅｓｏｆＣｈｉｎａ＇ｓｐｅｌａｇｉｃｓｑｕｉｄｊｉｇｇｉｎｇｆｉｓｈｅｒｙ

ｂａｓｅｄｏｎＤＥＭＡＴＥＬＩＳＭＭＩＣＭＡＣｍｅｔｈｏｄ［Ｊ］．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

ＳｈａｎｇｈａｉＯｃｅａｎ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２０２２，３１（２）：４７９４９０．

［５２］　王雅丽，陈新军，李纲．资源价值核算理论在渔业资源中

的应用［Ｊ］．上海海洋大学学报，２０１２，２１（２）：２７２２７９．

ＷＡＮＧＹＬ，ＣＨＥＮＸＪ，ＬＩＧ．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ｏｆｒｅｓｏｕｒｃｅ

ａｃｃｏｕｎｔｉｎｇｔｈｅｏｒｙｉｎｔｏｆｉｓｈｅｒｙ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Ｊ］．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

ＳｈａｎｇｈａｉＯｃｅａｎ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２０１２，２１（２）：２７２２７９．

［５３］　焦敏，陈新军．自然资源价值核算理论在海洋渔业资源

中的应用［Ｊ］．海洋湖沼通报，２０１４（３）：７５８１．

ＪＩＡＯＭ，ＣＨＥＮＸＪ．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ｏｆｎａｔｕｒａｌ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ｖａｌｕｅ

ａｃｃｏｕｎｔｉｎｇｔｈｅｏｒｙｉｎｔｏｍａｒｉｎｅｆｉｓｈｅｒｉｅｓ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Ｊ］．

ＴｒａｎｓａｃｔｉｏｎｓｏｆＯｃｅａｎｏｌｏｇｙａｎｄＬｉｍｎｏｌｏｇｙ，２０１４（３）：７５

８１．

［５４］　陈新军．我国远洋渔业高质量发展的思考［Ｊ］．上海海洋

大学学报，２０２２，３１（３）：６０５６１１．

ＣＨＥＮＸ Ｊ．Ｒｅｆｌｅｃｔｉｏｎｓａｎｄｓｕｇｇｅｓｔｉｏｎｓｏｎｈｉｇｈｑｕａｌｉｔｙ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ｏｆｄｉｓｔａｎｔｗａｔｅｒｆｉｓｈｅｒｉｅｓｉｎＣｈｉｎａ［Ｊ］．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

ＳｈａｎｇｈａｉＯｃｅａｎ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２０２２，３１（３）：６０５６１１．

［５５］　易炜，陈新军．蓝色增长研究进展及在近海渔业资源

［Ｊ］．海洋湖沼通报，２０２０（３）：１５０１５７．

ＹＩＷ，ＣＨＥＮＸＪ．Ａｒｅｖｉｅｗｏｎｂｌｕｅｇｒｏｗｔｈｔｈｅｏｒｙａｎｄｉｔｓ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ｉｎｔｏｅｘｐｌｏｉｔａｔｉｏｎｏｆｆｉｓｈｅｒｙ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ｉｎｃｏａｓｔａｌ

ｗａｔｅｒｓ［Ｊ］．ＴｒａｎｓａｃｔｉｏｎｓｏｆＯｃｅａｎｏｌｏｇｙａｎｄＬｉｍｎｏｌｏｇｙ，２０２０

（３）：１５０１５７．

８７１１



５期 陈新军，等：渔业资源学研究发展现状及趋势

Ｒｅｖｉｅｗｏｆ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ａｎｄｔｒｅｎｄｉｎｆｉｓｈｅｒｉｅｓ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ｃｉｅｎｃｅ

ＣＨＥＮＸｉｎｊｕｎ１，２，３，４，ＬＩＵＪｉｎｌｉ５，ＬＩＮＤｏｎｇｍｉｎ１，２，３，４，ＧＯＮＧＹｉ１，２，３，４

（１．ＣｏｌｌｅｇｅｏｆＭａｒｉｎｅＳｃｉｅｎｃｅｓ，ＳｈａｎｇｈａｉＯｃｅａｎ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Ｓｈａｎｇｈａｉ　２０１３０６，Ｃｈｉｎａ；２．ＫｅｙＬａｂｏｒａｔｏｒｙｏｆＯｃｅａｎｉｃＦｉｓｈｅｒｉｅｓ
Ｅｘｐｌｏｒａｔｉｏｎ，Ｍｉｎｉｓｔｒｙｏｆ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ｅａｎｄＲｕｒａｌＡｆｆａｉｒｓ，Ｓｈａｎｇｈａｉ　２０１３０６，Ｃｈｉｎａ；３．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Ｃｅｎｔｅｒｆｏｒ
ＯｃｅａｎｉｃＦｉｓｈｅｒｉｅｓ，Ｓｈａｎｇｈａｉ　２０１３０６，Ｃｈｉｎａ；４．ＫｅｙＬａｂｏｒａｔｏｒｙｏｆＳｕｓｔａｉｎａｂｌｅＥｘｐｌｏｉｔａｔｉｏｎｏｆＯｃｅａｎｉｃＦｉｓｈｅｒｉｅｓ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Ｍｉｎｉｓｔｒｙｏｆ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Ｓｈａｎｇｈａｉ　２０１３０６，Ｃｈｉｎａ；５．ＬｉｂｒａｒｙｏｆＳｈａｎｇｈａｉＯｃｅａｎ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Ｓｈａｎｇｈａｉ　２０１３０６，Ｃｈｉｎ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Ｉｎｏｒｄｅｒｔｏｅｘｐｌｏｒｅｔｈｅ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ｐｒｏｃｅｓｓｏｆｆｉｓｈｅｒｉｅｓ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ｓｃｉｅｎｃｅ，ｗｅａｎａｌｙｚｅｄｔｈｅ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ｈｏｔｓｐｏｔｓ，ｃｏｎｃｅｒｎｅｄｐｒｏｂｌｅｍｓａｎｄ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ｔｒｅｎｄｓｉｎｅａｃｈ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ｐｅｒｉｏｄｓ，ａｎｄｐｒｏｖｉｄｅｄ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ｆｏｒｔｈ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ｏｆｆｉｓｈｅｒｙ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ｓｃｉｅｎｃｅｉｎＣｈｉｎａ．Ｔｈｅｍｅｔｈｏｄｓｏｆｂｉｂｌｉｏｍｅｔｒｉｃ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ａｎｄＣｉｔｅｓｐａｃｅ
ｓｏｆｔｗａｒｅｗｅｒｅｕｓｅｄｔｏｒｅｖｉｅｗｔｈｅｄｏｃｕｍｅｎｔｒｅｌａｔｅｄｔｏｔｈｅｓｔｕｄｙｏｎｆｉｓｈｅｒｉｅｓ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ｃｉｅｎｃｅａｎｄｉｎｄｅｘｅｄＩＳＩ
ＷｅｂｏｆＳｃｉｅｎｃｅＣｏｒｅＣｏｌｌｅｃｔｉｏｎｄａｔａｂａｓｅ．Ｗｅｆｉｒｓｔｃｒｅａｔｅｄｄｅｓｃｒｉｐｔｉｖｅ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ｏｆｔｈｅｎｕｍｂｅｒｏｆａｒｔｉｃｌｅｓ
ｐｕｂｌｉｓｈｅｄａｎｎｕａｌｌｙａｎｄｆｒｅｑｕｅｎｃｙ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Ｔｈｅｎ，ｔｈｅｍｅｔｈｏｄｓｏｆｋｅｙｗｏｒｄｓｂａｓｅｄｏｎ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ｍａｐｐｉｎｇ
ａｎｄｂｕｒｓｔ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ｗｅｒｅｕｓｅｄｔｏｅｘｐｌｏｒｅｔｈｅ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ｈｏｔｓｐｏｔｓａｎｄｒｅｃｅｎｔｆｒｏｎｔｉｅｒｓ．Ｔｈｅｒｅｓｕｌｔｓｓｈｏｗｅｄｔｈａｔｔｈｅ
ｏｖｅｒａｌｌｓｔｕｄｉｅｓｏｎｆｉｓｈｅｒｉｅｓ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ｃｉｅｎｃｅｉｎｃｒｅａｓｅｄｓｔｅａｄｉｌｙｉｎｔｈｅｐａｓｔｄｅｃａｄｅｓ，ｅｓｐｅｃｉａｌｌｙｔｈｅｎｕｍｂｅｒｏｆ
ｄｏｃｕｍｅｎｔｓｈａｓｓｈｏｗｎａｒａｐｉｄｇｒｏｗｔｈｔｒｅｎｄｓｉｎｃｅ２０１７．Ｔｈｅｍｏｓｔｈｏｔｓｐｏｔｓｉｎｆｉｓｈｅｒｉｅｓ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ｃｉｅｎｃｅｉｎｃｌｕｄｅ
ａｔｔａｃｈｉｎｇ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ｃｅｔｏｔｈｅ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ｏｎｔｈｅｆｉｓｈｅｒｉｅｓ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ｐａｙｉｎｇａｔｔｅｎｔｉｏｎｔｏｔｈｅ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ｏｎ
ｆｉｓｈｅｒｙ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ｍｅｔｈｏｄｓ，ｐｒａｃｔｉｃｅａｎｄｔｈｅｉｍｐａｃｔｏｆ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ｏｎｆｉｓｈｅｒｙ，ｓｔｕｄｙｉｎｇｆｉｓｈｅｒｙｂｉｏｌｏｇｙａｎｄ
ｅｃｏｌｏｇｙｏｆｔｈｅｂｏｎｙＯｓｔｅｉｃｈｔｈｙｅｓ，ｔｈｅｃａｒｔｉｌａｇｉｎｏｕｓａｎｄ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Ｃｅｐｈａｌｏｐｏｄｓ，ａｎｄｓｔｕｄｙｉｎｇｉｍｐａｃｔｓｏｆ
ｃｌｉｍａｔｅｃｈａｎｇｅｓｏｒｈｕｍａｎａｃｔｉｖｉｔｉｅｓｏｎｆｉｓｈｅｒｙ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ｏｒｆｉｓｈｅｓ．Ｔｈｅｓｔｕｄｙｆｏｕｎｄｔｈａｔｔｈｅｆｕｔｕｒｅ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ｏｆ
ｆｉｓｈｅｒｙ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ｓｈｏｕｌｄｆｏｃｕｓｏｎｔｈｅｆｏｌｌｏｗｉｎｇｗｏｒｋ：（１）ｆｉｎｄｉｎｇｏｕｔｔｈｅｂｉ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ｏｆ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ｐｅｃｉｅｓａｎｄｋｅｙｓｐｅｃｉｅｓｔｈｒｏｕｇｈｉｎｔｅｒｄｉｓｃｉｐｌｉｎａｒｙ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ｏｆｎｅｗｔｅｃｈｎｉｑｕｅｓａｎｄｍｅｔｈｏｄｓｉｎ
ｆｉｓｈｅｒｙｂｉｏｌｏｇｙ；（２）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ｎｇｎｅｗｔｅｃｈｎｉｑｕｅｓｉｎｆｉｓｈｅｒｙ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ｔｏｒｅａｌｉｚｅｔｈｅａｃｃｕｒａｔｅ
ｅｓｔｉｍａ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ａｍｏｕｎｔｏｆ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ｐｅｃｉｅｓ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ａｎｄｔｈｅａｌｌｏｗａｂｌｅｃａｔｃｈ；（３）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ｎｇｎｅｗ
ｍｅｔｈｏｄｓｉｎｆｉｓｈｅｒｙ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ａｎｄｃｏｎ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ｔｏｒｅａｌｉｚｅｔｈｅｓｕｓｔａｉｎａｂｌｅ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ｏｆｆｉｓｈｅｒｙ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４）ａｐｐｌｙｉｎｇｎｅｗｔｅｃｈｎｉｑｕｅｓｓｕｃｈａｓａｒｔｉｆｉｃｉａｌ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ｃｅａｎｄｂｉｇｄａｔａｉｎｆｉｓｈｅｒｙ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Ｗｉｔｈｔｈｅ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ｏｆ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ｉｎｇａｎｄ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ｏｎｆｉｓｈｓｔｏｃｋｓ，ａｎｄｔｈｅ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ｏｆ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ｍｅａｎｓａｎｄｍｅｔｈｏｄｓ，ａｎｄｔｈｅ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ｏｎｆｉｓｈｅｒｙ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ｉｎｔｈｅｆｕｔｕｒｅｗｉｌｌｂｅｅｘｐａｎｄｅｄｔｏａｍｏｒｅ
ｄｅｔａｉｌｅｄ，ｂｒｏａｄｅｒａｎｄｄｅｅｐｅｒｌｅｖｅｌ，ａｎｄｔｈｅｐｅｏｐｌｅａｎｄｎａｔｕｒａｌｆｉｓｈｅｒｙ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ｗｉｌｌｂｅｃｏｎｓｉｄｅｒｅｄａｓａｗｈｏｌｅ
ｓｙｓｔｅｍ，ｆｒｏｍｔｈｅ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ｓｉｎｇｌｅｓｐｅｃｉｅｓｍｕｌｔｉｓｐｅｃｉｅｓｅｃｏｓｙｓｔｅｍ，ｔｏｔｈｅｅｃｏｓｏｃｉｏ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ｙｓｔｅｍ，ｔｏ
ａｃｈｉｅｖｅｔｈｅｏｐｔｉｍａｌｏｕｔｐｕｔｏｆｆｉｓｈｅｒｙ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ｉｎｔｈｅｈｕｍａｎｎａｔｕｒａｌｓｙｓｔｅｍ，ａｓｗｅｌｌａｓｔｈｅｌｏｎｇｔｅｒｍ
ｓｕｓｔａｉｎａｂｌｅｕｔ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ｏｆｆｉｓｈｅｒｙ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ｆｉｓｈｅｒｉｅｓ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ｃｉｅｎｃｅ；ｂｉｂｌｉｏｍｅｔｒｉｃｍｅｔｈｏｄ；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ｈｏｔｓｐｏｔｓ；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ｍａｐｐｉｎｇ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ａｎｄｔｒｅｎｄ

９７１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