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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2008年分别对在禁渔期前 （9月10日－9月30日 ）和禁渔期间 （10月1日－10月20日 ）溯河至乌苏
里江和在禁渔期前溯河至黑龙江 （中国 ）的大麻哈鱼 （Ｏｎｃｏｒｈｙｎｃｈｕｓｋｅｔａ）群体结构和数量进行了调查。调查
表明黑龙江中大麻哈鱼年龄由4、5、6龄组成�而乌苏里江中大麻哈鱼由3、4、5龄组成。在禁渔期前溯河至黑
龙江 （中国 ）的大麻哈鱼以低龄小个体为主；在禁渔期前溯河至乌苏里江的大麻哈鱼主要以4龄中等个体为
主�而在禁渔期溯河至乌苏里江的大麻哈鱼以低龄小个体为主。因此现行的禁渔政策是不科学的�会导致大
麻哈鱼种群的小型化�应加以整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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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麻哈鱼 （Ｏｎｃｏｒｈｙｎｃｈｕｓｋｅｔａ）是世界著名的
江海洄游性经济鱼类�分布在北太平洋及与之相
通的诸河流中�在亚洲沿岸分布范围南至朝鲜和
日本北部�北至勒拿河口；在美洲沿岸分布南至
旧金山 ［1］�北至阿拉斯加海沟 ［2］。在我国主要分
布在黑龙江水系�在绥芬河和图们江仅有少量分
布 ［3］。几乎在世界上所有分布区域内都分布着
两种生态型�即秋大麻哈鱼和夏大麻哈鱼�而所
属我国的黑龙江水系为黑龙江的中上游�历史记
载仅有秋大麻哈鱼 1种类型 ［2］溯河；但近几年
来�夏大麻哈鱼在我国境内也偶尔出现 ［3］。

我国境内黑龙江水系主要包括黑龙江主流

中上游、松花江和乌苏里江�过去均为大麻哈鱼
的洄游通道和产卵场所。目前�大麻哈鱼在松花
江中已经绝迹�仅分布在乌苏里江和黑龙江中�
由于大麻哈鱼生殖群体溯河洄游的单向性�溯河
至中国的群体必经地处黑龙江和乌苏里江交汇

处的抚远县境。目前我国大麻哈鱼产量主要集
中在抚远县。

国外对北太平洋鲑鱼类的生态学研究开展

得很早�在太平洋大麻哈鱼属鱼类自然和放流群
体的海洋洄游、性成熟、繁殖习性和产卵场、繁殖
后护巢行为及死亡等方面进行了大量的研究 ［4］。
我国学者对大麻哈鱼生态学研究较少�相关报道
主要集中在乌苏里江大麻哈鱼回归群体结构的

研究 ［3�5－6］；但并没有对每年溯河季节内回归群
体数量变动进行详细调查�而在俄罗斯境内则有
逐年连续纪录�并报道了不同丰度年份大麻哈鱼
形态岐化的程度也不同 ［7］。而关于我国黑龙江
大麻哈鱼群体生态学研究则仅见于韩英等 ［5］对
黑龙江和乌苏里江大麻哈鱼群体结构比较研究

的报道。但不论是国内还是国外�过去的研究均
以河流为基本单位�没有对一条河流不同时期回
归群体结构差异及变动进行研究；而不同洄游期
群体结构的差异及变动是大麻哈鱼繁殖岐化的

一个体现�是制定和判断现行禁渔保护政策是否
科学的重要依据。

1　材料与方法
1．1　调查时间和地点

调查时间为2008年9月4日－10月20日。
在黑龙江和乌苏里江交汇处分设黑龙江和乌苏

里江大麻哈鱼调查点。黑龙江采样点为夹信子
滩�乌苏里江采样点为乌苏镇滩�2个采样点均为
大麻哈鱼洄游至我国必先经过的河段 （图1）。

图1　黑龙江水系大麻哈鱼洄游通道
和采样调查点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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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调查网具和渔获量统计
调查渔具采用3层淌网 （网长300ｍ、网高

12ｍ、网目12．6～13．3ｃｍ）。每条江日捕捞努力
量的计算：分别统计10条渔船的日捕捞努力量
渔获量�求得1条鱼船的日均捕捞努力量渔获
量�再乘以该江的所有渔船数。
1．3　群体结构调查方法

为了研究不同时期回归的秋大麻哈鱼群体

结构差异及变化�本次对乌苏里江调查分为2个
时期�禁渔期前 （9月10日 －9月30日 ）和禁渔
期 （10月1日 －10月20日 ）。因黑龙江大麻哈
鱼在禁渔期后数量很少�故仅在禁渔期前进行了
调查。体长采用体叉长�精确到0．1ｃｍ。年龄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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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采用鳞片�大麻哈鱼的年轮为疏密型。
2　结果
2．1　洄游群体数量变动

2008年黑龙江水系秋大麻哈鱼溯河至中国
的最早时间为9月4日。在2008年整个秋季洄
游期内�调查点的黑龙江和乌苏里江大麻哈鱼洄
游群体均只出现一个洄游峰期�与研究的历史记
载一致 ［3�5］。2008年的洄游峰期�黑龙江为9月
14－9月17日�峰期日平均渔产量为2530尾。
乌苏里江为9月14日－9月20日�峰期日平均
渔产量为4550尾�自10月1日起进入禁渔期
（图2）。在禁渔期内科研渔船在乌苏里江中可捕
获足够数量的大麻哈鱼�而在黑龙江中则很难捕
获。

图2　2008年黑龙江水系大麻哈鱼洄游群体数量变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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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洄游群体结构变动
在整个调查期间�乌苏里江秋大麻哈鱼回归

群体是由2＋－3龄、3＋－4龄、4＋－5龄3个年龄
组组成。在禁渔期之前�乌苏里江秋大麻哈鱼群
体年龄主要以3＋－4龄组成；2＋－3龄个体和4＋
－5龄个体均占有很小比重 （表1）。在禁渔期则
不同�年龄主要以2＋－3龄和3＋－4龄组成；4＋
－5龄个体均占有很小比重�而2＋－3龄个体占
有最大比重 （表1）；说明该时期回归群体是以低
龄个体为主。
　　在禁渔期前洄游至我国的乌苏里江秋大麻

哈鱼群体叉长分布较集中�无论是雌性还是雄
性�均主要集中在60～70ｃｍ之间�平均值较大�
呈标准正态分布�标准差较小 （图3ａ�ｂ）。而在
禁渔期洄游至我国的乌苏里江秋大麻哈鱼群体

叉长分布较分散�无论是雌性还是雄性�均离散
在50～70ｃｍ之间�算术平均值较小�标准差较
大�分布集中性差 （图3ｃ�ｄ）。
　　在禁渔期之前�黑龙江大麻哈鱼回归群体是
由3＋－4龄、4＋－5龄、5＋－6龄3个年龄组组
成。雌性个体以4＋－5龄最多�3＋－4龄次之�
5＋－6龄最少。雄性个体以3＋－4龄最多�4＋－
5龄次之�5＋－6最少 （表2）。

表1　乌苏里江大麻哈鱼禁渔期前与禁渔期回归群体结构
Ｔａｂ．1　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ｏｆｃｈｕｍｓａｌｍｏｎｈｏｍｉｎｇｔｏＣｈｉｎａｂｅｆｏｒｅａｎｄｄｕｒｉｎｇ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ｐｅｒｉｏｄｉｎＵｓｓｕｒｉＲｉｖｅｒ

年龄

2＋－3
♀ ♂

3＋－4
♀ ♂

4＋－5
♀ ♂

禁
渔
期
前

体长 （ｃｍ） 58．61±1．90 57．55±2．97 64．29±2．44 64．13±2．90 70．27±2．83 71．83±3．22
数目 （ｎ） 17 19 157 125 11 32
比例 （％ ） 9．19 10．79 84．86 71．03 5．95 18．18

禁
渔
期

体长 （ｃｍ） 56．08±3．56 54．40±3．45 62．24±3．22 63．21±3．81 69．17±2．04 68．75±1．86
数目 （ｎ） 73 61 42 38 6 12
比例 （％ ） 60．33 54．95 34．71 34．23 4．96 10．82

　　在禁渔期前洄游至我国黑龙江的秋大麻哈

鱼群体叉长分布较集中�无论是雌性还是雄性�
均呈正态分布�标准差与乌苏里江禁渔期前群体
类似�均较小；雌性个体集中在60～70ｃｍ之间�
雄性个体集中在55～70ｃｍ之间�雌性个体叉长
均值稍大于雄性个体 （图4ａ�ｂ）。

3　讨论
3．1　关于洄游群体的年龄组成

因为大麻哈鱼为非重复性产卵的鱼类�春季
孵化出苗�然后降海洄游�均在秋季溯河回归 ［4］�
因此2＋龄即为3龄�以此类推。本次调查研究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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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黑龙江和乌苏里江大麻哈鱼均由3个年龄组
组成�而黑龙江大麻哈鱼的3个连续年龄组均较
乌苏里江高1龄。这不同于我国记载的大麻哈
鱼性成熟年龄�为3龄至5龄�以4龄为主�少数
也可见2龄雄性和6龄雌性的笼统说法 ［2］�而与

韩英等 ［5］的调查结果一致�并发现年龄组成在性
别间没有规律性差别。本调查也表明黑龙江大
麻哈鱼生长速度明显小于乌苏里江。这都说明
黑龙江和乌苏里江大麻哈鱼群体是两个截然不

同的地理种群。

图3　在禁渔期前和禁渔期间回归至我国乌苏里江的秋大麻哈鱼群体叉长分布
Ｆｉｇ．3　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ｆｏｒｋｌｅｎｇｔｈ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ｏｆｃｈｕｍｓａｌｍｏｎｈｏｍｉｎｇｔｏＣｈｉｎａｂｅｆｏｒｅａｎｄ

ｄｕｒｉｎｇ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ｐｅｒｉｏｄｉｎＵｓｓｕｒｉＲｉｖｅｒ
ａ．禁渔期前回归的雌性大麻哈鱼群体 （叉长均值64．12ｃｍ�调查尾数185�标准差ＳＤ＝3．30）；ｂ．禁渔期前回归的雄性大麻哈鱼群
体叉长分布 （叉长均值64．82ｃｍ�调查尾数176�标准差ＳＤ＝4．88）；ｃ．禁渔期间回归的雌性大麻哈鱼群体 （叉长均值58．87ｃｍ�调
查尾数121�标准差ＳＤ＝5．03）；ｄ．禁渔期间回归的雄性大麻哈鱼群体 （叉长均值58．97ｃｍ�调查尾数111�标准差ＳＤ＝6．32）。

表2　黑龙江大麻哈鱼禁渔期前回归群体结构
Ｔａｂ．2　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ｏｆｃｈｕｍｓａｌｍｏｎｈｏｍｉｎｇｔｏＣｈｉｎａｂｅｆｏｒｅ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ｐｅｒｉｏｄｉｎＡｍｕｒＲｉｖｅｒ

年龄

3＋－4
♀ ♂

4＋－5
♀ ♂

5＋－6
♀ ♂

禁
渔
期

体长 （ｃｍ） 61．37±2．47 59．65±2．79 64．24±1．99 64．54±1．81 67．50±2．08 68．04±3．61
数目 （ｎ） 45 50 62 28 21 11
比例 （％ ） 35．16 56．18 48．43 31．46 16．41 12．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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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黑龙江禁渔期前大麻哈鱼回归群体叉长分布
Ｆｉｇ．4　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ｆｏｒｋｌｅｎｇｔｈ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ｏｆｃｈｕｍｓａｌｍｏｎｈｏｍｉｎｇｔｏＣｈｉｎａｂｅｆｏｒｅ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ｐｅｒｉｏｄｉｎＡｍｕｒｒｉｖｅｒ

ａ．禁渔期前回归的雌性大麻哈鱼群体 （叉长均值63．82ｃｍ�调查尾数128�标准差ＳＤ＝3．06）；ｂ．禁渔期前回归的雄性大麻哈鱼群
体叉长分布 （叉长均值62．22ｃｍ�调查尾数89�标准差ＳＤ＝4．06）。

3．2　洄游群体变动与禁渔期
乌苏里江大麻哈鱼禁渔期前回归的群体和

禁渔期间回归的群体结构差别明显。在禁渔期
前回归的群体主要由4龄和中等规格个体组成；
在禁渔期间则主要以低龄和小个体组成。这说
明现行的禁渔期政策并不是重点保护乌苏里江

大规格个体的大麻哈鱼�而是重点保护了小个体
使其得以繁衍后代。而相关的调查研究均表明
大麻哈鱼的怀卵量与体长体重呈正相关关系 ［4］�
因此保护大个体对提高种群补充数量有重要意

义。
赵春刚 ［3］报道了近30年来乌苏里江大麻哈

鱼群体结构小型化和生长速度变慢。对于鲑鱼
类生长速度减慢的原因�Ｓｈｏｋｏ等 ［8］通过对1975
年－1998年的生长数据比较研究表明�温室效应
导致的海水盐度的降低是导致大麻哈鱼生长速

度减慢的原因之一�而否定了温室效应导致海水
温度上升影响大麻哈鱼生长速度的观点。
Ｒｉｃｋｅｒ［9］根据对太平洋沿岸的5种洄游性鲑个体
大小的回归分析对选择性捕捞作了评估�指出长
期的过度捕捞将使6．8ｋｇ以上的个体从鱼类资
源中消失。而关于鱼类小型化机制的研究证明
了选择性捕捞将导致鱼类种群个体大小的定向

变化 ［10］。对大个体的捕捞往往包含生长快的那
部分鱼类�因此长期的选择性捕捞将导致生长快
的基因流失和生长慢的基因得到进化�导致生长
速度变慢 ［11］。因此�我国现行的大麻哈鱼禁渔政

策很可能是导致大麻哈鱼小型化的重要原因之

一。最新研究表明�降低捕捞规格�保留大规格
群体反而能够提高种群的平均大小�这一结论被
得到广泛证实 ［12］�这对天然渔业可持续利用等的
管理提供了很好建议。

现行大麻哈鱼禁渔期的制定是出于考虑10
月后回归的大麻哈鱼婚姻色浓艳和性成熟度好�
认为是大麻哈鱼的繁殖期；其实不然�因为回归
入江中的大麻哈鱼均是繁殖群体�即使性腺成熟
度较差也是因为其尚未到达产卵场的缘故�这完
全不同于淡水定居种类；因此制定禁渔期政策不
能盲目地模仿淡水种类。黑龙江与乌苏里江大
麻哈鱼回归群体数量的变动表明�回归高峰期均
出现在禁渔期前；而且黑龙江在禁渔期间仅有很
少量的大麻哈鱼回归�因此�现行的禁渔期政策
不仅会导致大麻哈鱼的小型化�对黑龙江大麻哈
鱼的保护更是无效的。

因此�我国现行的大麻哈鱼禁渔期政策需要
调整�并应对黑龙江和乌苏里江给予区别对待�
以科学地保护早、中期洄游的大规格个体繁衍后
代�实现大麻哈鱼资源的可持续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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