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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汛带鱼对水团舌锋的聚集反应 

与渔场预报初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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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丰文分析丁秋讯带鱼对东韫舌锋伸展的聚集反应，这种聚集反应常 出现在舌锋筵 伸与菰界 的交汇区、 

带鱼 的适 温 区域 内，舌 锋线 附近聚 枭 密度 较大， 渔业 产量 也与 聚集 强度 成正 比． 利用这 一现 象， 在现 有 

的技术条件下，从海洋表层水韫分布着手，分析永团和毒流的分布变动情况，结台当时生产实际和鱼 类 

生物学状况，进行中心渔场短期预报．强报寰政初步表明，选种方法是可行 的，它对渔皿生产有 重 要价 

值 ， 对于 探讨 鱼发 规律 和强 报方 祛也是 有益 的． 

关■诃，秋讯带鱼，聚集反应，温度，木圃，预报． 

前 言 

海洋渔业生产，首要的任务是寻找鱼类密集分布区域一 即中心渔场。由于缺乏及时、 

正确的中心渔场短期预报，渔业生产存在着一定的随机性。随着海洋航天遥感技术的发展， 

根据海洋环境进行中心渔场短期预报将成为可能。从而使对鱼发规律 的研究和预报方法与实 

践的探讨更成为迫切的课题。 

本文试从分析海洋水温、水团分布变化出发，就渔场 秋 汛 带 鱼 (Trich~urtts lepturus 

Linnaeus)分布格局和规律进行初步分析，并通过预报实践进一步提 出中心渔场短期预报 方 

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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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及统计分析 

1． 生产量资料 本文计算所使甩的产量 资料来 自本公司渔捞 日志记录，并据能得到的 

海洋水文资料条件汇集而成。以网次进网产量y 作爿指标，可估算鱼群分布密度 j ”： · 

¨ =C yii 

( ===== ) ‘ 
式中B 为生产作业渔小区总数|n 为第 小区投网次数’换算常数C为单位产量 (20公斤)渔 

获的尾数平均值除于渔具 (底拖网)和作业扫海面积。 

2． 海况资料 主要取于 日本中央渔业无线电局每周一次发布的 《东中国诲海况速报 》 

此项工作褥蓟倪 菊荚，谭圣宜、蕾l谒才工程师和拓太嘉南级工程师的协助指导，特此致澍． 

率盘于1987年 2月1T日收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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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东海水产研究所的《黄海，东海渔海况速报 》，并按照气 象上通常采用的方 法—— 即以水 

团 (海流)前沿伸展 的舌锋区等温的转折点连线参考作出舌锋线 (或称水舌轴线 ⋯ ，脊(槽、 

线 ⋯ )。此线显示了水团活动趋向与变化 ． 

3． 聚囊分析 本文采用森下正明指出的扩散指数 (ir~ex of disperion) 8一；】 
I 

·∑ ‘( 一1) 

( ) 一 
式中 为样本总数 

， 指数的最大优点是不受样方大小的影响，样方效应小，其值可表明在空间散布的非随 

机程度，因而可直接相互比较 “ 。当动物总体格局为随机时，， =1，在聚集格 局 中L> 

l，在均匀格局中 I 6< 1。同时可以进行F捡验 s 

F ： 旦 ： 

F．以fI=n一1，，2=oo查表求得。 

平均拥挤度M (Lloyd，1967)” 

n 一 1 

1 0 1 

对岩方程 (1wao，1968) 
M =口+ 8M 

进行回归计算。1wao指出，当a=0时为个体独立分布jn> 0时为相互吸引正集合性分布； 
一 1<a< 0时为相互排斥负集合性分布。B在随机分布时为 l，均匀分布时 0≤8<1或近 

似为一 1(n≥ 1)}集中分布时p>l【 。 

4． 回归分折 为 了求得鱼类集聚与舌锋线 的关系，以每小区的平均产量 Yi作指标 ⋯ 

Yj=÷ ∑y“ 

在每结群区内与渔小区中心离舌锋线的距离 配置二次抛物面 (为计算 简单起见)⋯ ； 

Y =A +Bo(d—C) 

进行回归统计计算，得到回归方程，并计算其相关系数R，且以R (f)来进行相关检验(信度 

为 5 )，c为集结中心离舌锋线的距离⋯ 。 

二、秋带鱼渔场分析 

在秋汛生产中，带鱼为主要渔获物 把渔小区平均产量Yi与表层水温分布作水温一产量 

渔场分布图(见图1，图中各箭头表示各水团舌锋线的位置与活动趋势)。图l表明了秋汛带 

X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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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均产培 

●I50±25 

●  。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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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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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d 

圈 1 渔菊产t与承强 (℃)分布 

a。 198fi年1O月 8— 0日 b。 】085年l o月21一 日 

c． 1 086年】o月 l3一¨H d。 108口年1o月2T一28日 
Fig。1 The dlstributlon of vate~te~perture (℃)ol fishlag grou~1 aud h  taiI fish production 

鱼在1985年和1986年l0月间的渔场鱼发分布状况。 

从图中大致可以看到；带鱼常聚集于各水团舌锋与流界相交区附近鱼类适温区域内。 

对上述渔场产量分布分别作聚集分析计算和 回归分析计算见表 1。从表中可见，带鱼处 

于排斥性负聚集分布格局。聚集强度与分布密度正相关，说明鱼群聚集强度越大，则渔获产 ． 

量越高 

研究可见，带鱼在稳定的环境中呈平均型格局分布，表现在渔业生产上经常性的低产或 

均产。带鱼的聚集分布则是由于外界环境压力，如水团舌锋仲展等所耕约造成的。 

回归分析说明，带鱼群的聚集密度 与离开舌锋线的距离呈抛物线形相关。且t 

ICI<10(海里) 

说明带鱼聚集中心紧靠水团舌锋线。离开集结中心远，密度减小。带鱼群分布区还与遥温等 

有关。完整的环境反应应为多维钟形面生态位分布 。这种特性影响了我们计算 的 回归性 

(使变差)，但计算结果还是呈较强的相关性。 

带鱼对高盐水舌有类似反应，其中心渔场位于高盐水舌北侧，并有f殖着 高盐舌锋变化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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襄 1 聚鼻分析和国归分析裹 
Tab]e 1 Aggregate and regression antlysis 

1。85．t D．8— 6l】3 ID I l 。 I l l 
2 l 。 

te s s 一--一s —lD_。s “ -f 1s 

⋯  “ ‘ 1 

网 1 藏 
*1 n：o．os水平 上显 著 }¨ ，n=o．Ol水平 上显 著． 

转移的迹象 ⋯ 。研究和生产情况还表明：鱼类对于水团舌锋的聚集反应，不仅表现在 秋 汛 

带鱼生产上，而且在其它季节，其它鱼类如绿鳍马面~'IA(Navodon se e fr ∞ a is)、马鲛鱼 

(Scomber,omorus n~phonlus)、鲐 (Pneumatophorous]apon~cus)等鱼种的生产上同样有 

类似情况存在。 

三、渔场短期预报初试 

利用海洋环境因子进行渔场短期预报，目前 尚未见著述。它对渔业生产有重要意义 。笔 

者认为，就 目前水平，用航空、航天遥感技术观测表面水温分布等进行分析预报是一条简便 

可行的途径。 

为了进一步探讨鱼发规律和渔场预报方法，笔者于1988年 8月31日始至l0月底进行了秋 

汛中心渔场短期预报。试报是在分析海洋表层水温分布 中水团和海流分布活动情况后，我出 

流界区上水团舌锋伸展位置，结台当时生产情况和历年生产情况，鱼类的造温和生物测定等 

因素综合作出。一般在 收到传真海况速报图后当天或次 日发送预报，做到迅速及时。 

试报效果 试报有的被生产部门采纳，并取得良好的生产实绩。如试报第1期于 8月31 

日发送(见图2a)，当时公司在南部渔场作业。而海况表明在北渔场有沿岸水向外推出，预报 

渔场将移至舌锋区。生产部门采纳了该意见， 9月 4日果然在该区发现鱼群，以后二天形成 

生产高潮，最 高日对船产量达千箱经济鱼类 (投二次网)，获得较高产量。第 8期试报于l0 

月19日发送 (见图2b)。当时生产船只靠近海。根据海况在靠外海上下分别有冷暖水交汇，有 

可能形成中心渔场。生产部九组织船只在此生产，2 日曾获得对船 日产千箱高值鱼的好成绩。 

大部分试报取得较满意的效果：生产鱼发落在预报区内或其附近，试报成功 或 基 本 正 

确。也有二次试报不甚理想，究其原因是多方面的，主要为试报期海况出现大的变化而造成 

渔场较大移动，预报没有或无法 (缺乏连续资料)预见。 

通过预报实践，笔者认为，预报的成功与否，首先决定于我们对海况图的理解与预潮。 

预测的错误，会导致失败，其次 《海况速报 》与实际情况不尽一致，底表层温度分布也常有 

异常，从而影 响了对流界、舌锋与适温区位置 的确定，而生产渔场的移动亦与鱼 类 洄 游 有 

关，但具体位置又决定于海况 (所谓每年大同小异)，鱼类生活水层变化也影响到生产'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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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m 
圈2 趋辆水温(℃)丹布与疆报和后期生产谯场 

-． 1 9B8年 8月s1日 b． 19B8年1D,I~1口日 

Fig-2 The di~rlbutioa 。f tef teml~ ature(℃) 。f fishiag gro d，tbe predietifg flshi~g ~ound 

-Ⅱd the prodnciⅡE flshiag groa~d 

后，也不排除其它诲况因子的作用。总的来说，中心渔场往往就出现在环境条件较好的舌锋 

流隔适温区，但反之有好的海况条件海区不一定就会形渔成场。只有把我们的预报与 生 产 

实际紧密地结合，预报才能取得理想的效果。 

四、结 语 

1． 本文分折了带鱼对水团舌锋的聚集反应，并被进～步的预报实践所证宴。鱼类分布 

密度一般在舌锋线附近较大。渔业产量与聚集强度成正比。 

2． 带鱼在较为稳定的环境中常呈平均型分布，而在环境变化不稳定时，才趋于集结成 

聚集分布。 

s． 利用《海况速报 》，从诲洋表温分布来分析海况，结合生产实际和鱼类适温等生物 

学特性，进行中心渔场短期预报，初步表明是可行的．它对渔业生产具有重要的作用。但在 

夏汛生产中，由于表底层温度差异较大，该种方法运用受到限制。 

探讨鱼发规律和进行中心渔场短期预报，还有许多工作要做，有待于不断地完善，充实 

和提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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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PRELIMINARY STUDY 0N THE AGGREGATION OF AUTUMN 

· HAIRTAIL FISH TO TONGUE FRONT OF W ATERMASSES AND 

■ 

THE SHORT-TlME PREDICTION OF CENTRAL FlSHING GROUND 

W ang Jianzhong 

(Zhousha~ Marine Fishcry Corporation,Ntn~bo) 

This ortiele deals with the aggregation response nf autumn hairmi．1 fish to the 

temperatttre in the stretching water tongue,The response usually occl1]~ in the joint 

area of tongue from’and current rip。whet~ the temperature is suitable to the fish． 

It is de er aggregated near the tgngued傀ntral line．The fishing yeild grows with 

the density becoming greater。qwh耋ch m救e§i=t possibte to make~hort-time prediction 

曲 out rme oen／r~t-fishing ground by analysing the changes distribution ot water- 

mas~es and Currents from surface dislribulion of．water te zl~erature，examJaing the 

pmcfical produotion d boil~gieal st of tivh．The initM results 8h that the 

method is feasible．This will be much helpful both to fishing production and t6。the 

study 0n the rules of fish bloom and the 9~dicting approache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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