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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为了摸清东、黄海 日本鲭的资源量和渔业利用状况，以 2007年 5～12月在 东海近海和黄 

海中南部海域渔获的 日本鲭叉长的测定数据为基础材料 ，结合 东、黄海 区的渔业产量统计资料，应用 

体长结构实际种群分析法(VPA)估算了2007年东海西部 日本鲭种群的资源量，并分析了该资源的 

结构和利用程度 。结果表明，中国利用东海西部 日本鲭种群的年龄 结构以当年生幼鱼(31．87 )和 1 

龄鱼(49．90 )为主，现存年平均资源尾数和资源量分别为 3．68×10 N和 39．55×10 t；该资源的利 

用程度处于中度偏低开发状态，最大持续产量(Msy)为 24．o8×10 t，年渔获量已超过 MSY，进一步 

开发利用的潜力不大；禁止利用当年生的幼鱼，能使 资源处于更佳状 态。通过分析该资源的渔业利用 

时间和年龄结构 ，认为年产量即使超过 MSY，该资源群体仍能保持相对稳定的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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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ased on the data of fork length of Scomber japonicus caught in coastal waters 

of East China Sea and centra1& southern Yellow Sea from May to December in 2007，and fish— 

eries production statistics of East C hina Sea and Yellow Sea，the biomass of Scomber 口ponicus 

resources in the western East China Sea was evaluated by length—structure VPA method and its 

actual utilization structure and degree were analyzed．The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age structure 

of Scomber japonicus of the western East China Sea populations mainly were 0+year fish 

(31．87 )and 1+years fish(49．90 )，the current annual resources was in number 3．68×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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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 and 39．55×10 t in biomass，respectively．The fishery of Scomber japonicus was in the low 

to moderate degree，and maximum sustainable yield(M Sy)iS up to 24．O8×10 t．Catch of the 

year has exceeded M SY，and it can make the resource in a better state if fishing young fish is 

prohibited．By analyzing its utilization period and age structure of catches，it is suggested that 

the stock of Scomber japonicus in the western East China Sea could remain relatively steady，e- 

yen though the annual yield had exceeded M SY． 

KEY WORDS Scomber japonicus of the western East China Sea populations 

Length—structure VPA Resources biomass 

Maximum sustainable yield Age structure 

13本鲭 Scomberjaponicus为暖水性中上层鱼类，广泛分布于西北太平洋沿岸海域，中国沿岸及 日本、朝鲜 

等附近海域均有分布，主要由中国(包括台湾省)、日本和朝鲜等利用(张秋华等 2007；俞连福等 2003)。在 

东 、黄海 ，日本鲭分为东海西部种群和闽南一粤东近海种群(张秋华等 2007；俞连福等 2003；颜尤明 1997)。 

东海西部 日本鲭种群具有长距离洄游的特性，其产卵场、索饵场和越冬场分布于东海和黄海，是东海区、黄渤海 

区各省、市海洋渔业的重要捕捞对象，主要被大型围网、群众小型灯光围网、灯光敷网和拖网等渔具捕获(张秋 

华等 2007；张洪亮等 2007；严利平等 2007)；闽南一粤东近海 13本鲭种群主要由福建省的灯光围网、灯光敷 

网和单拖作业捕获，该种群分布于闽南一台湾浅滩渔场及其以南水域(张秋华等 2007；颜尤明 1997；叶孙忠 

等 2005，2006)。 

有关东、黄海日本鲭的现存资源量，中国学者在不同年代利用实际种群分析法进行过评估(丁仁福等 

1987；陈卫忠等 1998；王 凯等 2007)，但缺乏连续年份的评估结果；日本学者利用实际种群分析法估算 日 

本鲭资源量，并以此为基础从 1997年开始 TAC渔业管理(西海区水产研究所 2008)。日本鲭的生命周期 

短、繁殖力强、生长速度快 ，资源的补充受环境因子制约(丁仁福等 1987)，因此，对 日本鲭资源进行常年监测 

和资源量评估，有利于了解日本鲭的资源动态、利用程度和群体结构，为海洋渔业管理提供科学依据。从中国 

大陆利用 日本鲭 的情况来看 ，拖网、围网等所捕获 的东海西部种群的数量 ，远超过在闽南 、台湾浅滩渔场捕捞 的 

闽南～粤东近海种群的数量。 

本文依据 2007年 日本鲭 的叉长组成结构和渔获量 ，利用体长结构实际种群分析法 (VPA)评估 了东海西 

部 日本鲭种群的现存资源量 。在此基础上 ，估算 了最大持续产量 ，并分析了该资源群体 的结构 、利用程度及开 

发潜力 。 

1 材料与方法 

1．1 资料来源 

1．1．1 生物学测定数据 

2007年 5～12月日本鲭的测定样品取自东、黄海的渔获物，共取样 6次。其中，5月样品取 自浙江南部近 

海的中上层拖网渔获物，7、8和 9月样品取 自浙江北部近海的围网渔获物，1o和 12月样品取自黄海中南部的 

围网渔获物。每月采集的样品均为拖网、围网运输船上岸交易前未经挑选的渔获物，每月每次随机取样 14O～ 

160尾 ，合计取样 880尾 ，记录捕捞区域、日期 ，测定个体的又长和体重 。 

1．1．2 评估对象及其渔获量确定 

东海西部 日本鲭种群是本研究评估的对象。 

中国渔业统计年鉴 中的鲐鱼捕捞产量为 日本鲭两个种群和包括澳洲鲐 Scomber australasicus在内的合计 

统计量(严利平等 2007)，所以该统计量减去福建省在闽南一台湾浅滩渔场的13本鲭产量和在东海中南部的澳 

洲鲐产量才是东海西部种群的产量。减掉的量化依据是，福建省鲐鱼产量的 2O 为闽南一台湾浅滩渔场的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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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叶孙忠等 2005，2006)，2007年东海中南部澳洲鲐产量①约为 1 x 10 t，依此评估的2007年东海西部种群 

产量为 27．99×10 t，样品平均加权体重为 181．90g／ind．，以平均加权体重除以产量得到的年平均渔获总尾数 

约为 1．54×1O。尾。 

1．1．3 日本鲭生物学参数 

Ft本鲭的叉长与体重关系是根据 2007年 5～12月 880尾日本鲭的叉长、体重测定数据，用幂函数拟合，其 

表达式为：W一口L6。其中， 为体重，单位：kg；L为叉长，单位：cm。 

日本鲭的生长参数 K 为 0．320，理论生长年龄 t。为一1．203，渐进叉长 L。。为 45．135 em(刘 勇等 

2005)。 

日本鲭的自然死亡系数 M取 0．51(陈卫忠等 1998)。 

1．1．4 日本鲭年龄与叉长相关表 

刘 勇等(2005)曾对 2002~2003年东海西部种群的耳石做过年轮鉴定，笔者将观察结果制成年龄与叉长 

相关表(表 1)，以此来估计渔获的年龄结构组成。 

表 1 东海西部种群 日本鲭年 龄一叉长 

Table 1 Age／fork length key of Scomber japonicus of the western East China Sea populations 

1．2 日本鲭资源量和最大持续产量的估算 

1．2．1 平均资源量估算 

日本鲭平均资源量的估算采用体长结构实际种群分析法(VPA)，具体运算是利用 FAO开发的渔业资源 

评估软件(FiSAT1I)进行的(Gayanili et a1． 2002；Jones et a1．1981；Jones 1984)。只要把 1年中捕捞群体 

的体长组在 FiSAT1I建立长度频数数据文件，并在 FiSAT1I中体长结构 VPA评估软件中输入该年份捕捞群 

体的年渔获尾数、自然死亡系数、生长参数、渐进体长、最大体长组的捕捞死亡系数、体长与体重关系式的条件 

系数(n)和指数系数(6)，就能在 FiSAT1I软件中直接得到各体长组的渔获尾数、资源尾数、捕捞死亡系数和平 

均资源量(Gayanili et a1． 2002)。 

计算方法如下。最初估算最大体长组的资源尾数 ，计算式为： —C (M+ )／F,。其中，G为最大体 

长组的渔获尾数， 为最大体长组的捕捞死亡系数，由于赋予 的初始值不同，对评估结果会产生影响，而 F 

又是未知值，因此，一般选定终端开发率E 来确定终端捕捞死亡系数F (詹秉义 1995)。在本研究中首先赋 

予日本鲭捕捞群体为轻度、中度和过度开发 3种不同的开发率 E 作为计算的初值，并用迭代法反复计算直至 

赋予的 值与计算的年捕捞死亡系数F收敛为止，并判断该渔业属于何种开发利用程度。 

然后，从 开始，用迭代法连续计算各体长组的 F?值。计算式为： 

C —N ~At(F ／z )[exp(Z At )一1]，式中，△ 为某一体长(组)生长到另一体长(组)所经历的时问，△ 

(￡斗1一t )，t ：￡。一(1／K)In]-1一(L ／L )]。 

某一体长组的资源尾数 』v 计算式为：N 一N +△ exp(Z At )。其中，L 为第i体长组的长度， 为第i体 

长组的资源尾数，N：+△￡为第( +△ )体长组的资源尾数。 
‘

选用后两个方程式，就可以计算得到各体长组的资源尾数和捕捞死亡系数。应用 FiSAT 11软件大大地提 

高了计算效率和精度。 

由于在 FiSATII体长结构 VPA评估软件中最后计算平均资源量时，体长与体重关系式的 a输入有效值 

① 农业部渔业局东海区渔政渔港监督管理局编．2007年中上层鱼类资源动态监测．见：东海区渔业资源动态监测网年会材料(内部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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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誊率 终端捕捞死亡系数Ff 平均资源尾数N()s(N) r平均age s(t) F y 

根据 2007年 5～l2月日本鲭叉长组成结构，引用日本鲭渔业生物学有关参数，并利用 FiSATII渔业资源 

评估软件中的体长结构实际种群分析法，在不同开发率 E下估算得到的2007年 日本鲭平均资源尾数和平均 

资源量如表 3所示。依据 F—C／N 的关系式，求得 3种不同开发率下的捕捞死亡系数 F为 0．408 2～0．426 9 

(表 3)，其开发率 E为 0．444 6～0．455 7，故认为 2007年东海西部种群的利用程度处于中度偏低开发状态。 

经迭代法连续计算，最后确定 F 一0．418 0作为计算的初值，等于年捕捞死亡系数 F(F：0．418 0，由表 3中的 

渔获总尾数与平均资源总尾数相除求得)，计算得到的2007年东海西部种群各体长组的捕捞死亡系数、平均资 

表 4 利用体长结构实际种群分析法估算的 2007年 日本鲭资源量 

Table 4 Assessment on biomass of Scomber japonicus by Length—Structure VPA in 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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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尾数和平均资源量见表 4。累加各体长组的平均资源尾数和平均资源量即为该捕捞群体的现存年平均资源 

总尾数和现存年平均资源量，分别为 3．68×10。N和 39．55×10 t。 

2．4 日本鲭最大持续产量 

以体长结构实际种群分析法估算得到的 2007年 日本鲭的现存年平均资源量 39．55×10 t代入 Cadima经 

验公式 ，则 MSY为 24．O8×10 t。 

3 讨论 

3．1 东海西部 日本鲭种群利用状况与结构 

在中国大陆 ，东海西部 日本鲭种群主要为围网、拖网和灯光敷网所利用 ，2007年渔期属较长的年份 ，5～12 

月整个鲐 鱼汛期主要利用对象为 日本鲭 ，作业 区域为福建北部近海 、浙江近海和黄海中南部海域 ，仅 7～8月 

有部分围网渔船在东海南部捕捞澳洲鲐 ；2006年 ，除 5～6月 中上层拖网捕捞大量 幼鱼索饵群 体外 ，7～9月在 

浙江近海 日本鲭围网产况较差 ，但东海南部和东海外海澳洲鲐有较好产况①。 

近年来，中国大陆在东海捕捞日本鲭从 5月份开始，以中上层拖网在浙江近海捕捞当龄鱼为主，7月中下 

旬开始由围网、灯光敷网等大规模地捕捞 日本鲭，直至 12月或翌年的 1月结束，其余月份的捕捞规模和渔获量 

相对低得多，浙江近海 日本鲭产卵期为 3～5月(丁仁福等 1987)，因此，从渔期来看 ，几乎不利用其产卵群体 ， 

日本鲭资源利用的时间较为合理 。 

本研究结果表明 ，当龄鱼 占渔获物的 31．87 ，1龄 以上鱼 占 68．13 ，其 中 1龄鱼 占 49．9O 。以往研究 

结果表明(西海 区水产研究所 2008)，不 同年龄组的性成熟 比例有所不同：1龄鱼为 6O ，2龄为 85 ，3龄以 

上为 100 。这表明，日本鲭除当龄鱼外，其余年龄组均有一定数量产过卵。在环境条件变动不大和几乎不利 

用亲体的情况下，自然会产生大量的当年生补充群体(渔获比例占 31．87 )，但补充群体于 5～6月份被中上 

层拖网利用，这对资源量水平的提高极其不利。为此，建议设立 日本鲭幼鱼索饵场保护区，禁止捕捞幼鱼群体。 

3．2 东海西部 日本鲭种群资源状况评价 

用 VPA评估资源量主要依据渔获量和年龄或体长组成资料 ，数据来源的不 同会影响到资源量的评估结 

果。丁仁福等(1987)于 20世纪 80年代初依据中国、日本和南朝鲜围网渔获量评估东海区鲐鱼(泛指日本鲭和 

澳洲鲐，下同)资源量，其不足之处是没有考虑鲐鱼的种群，评估结果可能比实际偏高；陈卫忠等(1998)和王 

凯等(2007)依据东海区 3省 1市的鲐鱼统计产量先后估算了 1987~1997年东海鲐鱼资源量和 1990~2001年 

东海 日本鲭资源量 ，其不足之处是没有考虑其他省市及周边 国家和地区的捕捞产量以及种群 ，评估结果可能 比 

实际偏低 。 

本研究在综合考虑了 日本鲭的种群和东、黄海区的实际捕捞产量基础上估算东海西部种群资源量 ，认为评 

估结果较能真实地反映该种群的资源状况，估算的2007年东海西部种群的年平均资源量为 39．55×10 t，年平 

均资源总尾数为 3．68×10。N，最大持续产量(MSY)为 24．08×10 t，而年产量 已达 27．99×10 t，超过 了MSY。 

因此 ，进一步开发利用的潜力不大 ，并且应适当推迟捕捞期 ，禁止利用 当年生的幼鱼 ，使资源处于更佳状态。 

本研究估算的日本鲭开发利用程度处于中度偏低状态，笔者认为主要是每年仅阶段性的利用该种群资源， 

1～5月几乎不加 以利用(包括产卵时期的繁殖群体 )，且每年有大量 的当年生补充群体进入渔场 ，所 以年捕捞 

死亡系数总体上是偏低 的。 

综合分析 日本鲭 的利用时间和渔获年龄结构 ，几乎不利用繁殖期的亲体 ，这样每年能保证一定的亲鱼数量 

参与繁殖，虽然某些年份的产量超过 MSY，但该资源仍能处于相对稳定状态。这也可用来解释Ft本鲭在强大 

的捕捞压力下仍能维持较高的、相对稳定渔获量的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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