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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黄海主要鱼类 Q／B值与种群摄食量研究 

欧阳力剑 郭学武h 
( 山东省渔业资源与生态环境重点实验室，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黄海水产研究所 ，青岛 266071) 

( 上 海海洋大学 ，201306) 

摘 要 利用东、黄海渔业资源调查所获得 的数据 ，在测定年栖息平均水温、渐进体重、尾鳍外形比 

以及 胃含物分析基础上，根据经验公式计算得 出了东、黄海 103种鱼类的 Q／B值。Q／B值 总体 范围 

从 3．09(黄鱼妾鲥I)到 19．13(七星底灯鱼)，平均值为 7．97。根据 Q／B值和生物量评估 了鱼类种群年 

摄食量。黄海的重要 鱼类(鳃鱼 、竹荚鱼 、鲐鱼、细纹狮子鱼和小黄鱼)，共消耗 了449万 t／年。东海的 

重要鱼类(竹荚鱼、带鱼、发光鲷、鲤鱼和蓝点马鲛)，共 消耗 了 175万 t／年。97种鱼类在黄海共摄食 

约 466万 t／年 ，在 东海共摄食 278万 t／年。同时对 东、黄海主要饵料生物(磷虾类、鲲鱼、发光鲷、七星 

底灯鱼、细条天竺鲷、日本枪乌贼、桡足类、樱虾类、细螯虾和脊尾腹褐虾)被摄食量进行了估算。主要 

饵料生物在这两个海区共被 消耗 了 555万 t／年，占整个 97种鱼类摄食 消耗的 74．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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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ies on the Q／B values and food consumption of maj or fishes 

in the East China Sea and the Yellow Se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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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ellow Sea Fisheries Research Institute，Chinese Academy of Fishery Sciences，Qingdao 266071) 

(。Shanghai Ocean University，201306) 

ABSTRACT Based on the trawl surveys in the East China Sea and the Yellow Sea and deter— 

mination of the related annual average temperature(T)，asymptotic weight(W 。。)，the aspect 

ratio of caudal fin(A)and stomach contents(Ft)，Q／B values of 103 fish species were calculat- 

ed by three empirical models．The Q／B values ranged from 3．09(for Lophius litulon)to 19．13 

(for Benthosema pterotum)and the average value was 7．97．The amount of annual food con— 

SUmption by the fish species was assessed based on the Q／B values and the amount of biomass． 

In the Yellow Sea，the major species including Engraulis japonicus，Trachurus japonicus， 

Scomber japonicus，Liparis tanakai，and Larimichthys polyactis，was consumed 4．49× 10 

tons／year．In the East China Sea，the major species such as Trachurus japonicus，Trichiur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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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umela，Acropoma japonicum Gtinther，Engraulis japonicus，and Scomberomorus nipho— 

nius，was consumed 1．75×10 0 tons／year．Food consumption bv 97 fish species in the Yellow 

Sea and the East China Sea were 4．66×10 tons／year and 2．78×10。tons／year，respectively． 

Meanwhile，the quantity of major food organisms such as Euphausiids，Engraulis japonicus， 

Acropoma japonicum GUnther，Benthosema pterotum，Apogon lineatus，Loligo japonica 

Hoyle，Copepoda，Sergestidae，Leptochela gracilis and Crangon affinis consumed in the 

East China Sea and the Yellow Sea was evaluated．The total amount of major food organisms 

consumed in the East China Sea and the Yellow Sea was 5．55×10 tons／year，accounting for 

74．6 of the total food consumption by 97 fish species． 

KEY WORDS Q／B Temperature Food consumption 

鱼类摄食量可用来定量地评估鱼类和饵料生物之问的相互影响，并为建立能量营养模型提供支持。通过 
一 般的实验方法评估一个种群在一段特定时间内的准确摄食量是困难的(Pauly et a1． 1986)。一个种群的 

食物消耗量可以通过 Q／B与它们的生物量联系起来(Polovina et a1． 1984)，但一般情况下难以获得此类数 

据 ，在没有经验公式以前常靠主观估计 (Palomares gt a1． 1998)。食物消耗量是种群在一段时间内摄食的总 

量，一般以1年为单位。Q／B值经验公式的准确性已被证实(Palomares et a1． 1998；Christensen et a1． 

1990；Garcia et a1． 2002；0key et a1． 2004；Kavanagh et a1． 2004)，并被广泛应用(Lin et a1． 2006；Liu 

et a1． 2007)。有一些快捷的经验性的方法可用来获得种群的参数以估算 Q／B数值。探讨在相似栖息地的 

相同种群鱼类的实际测量计算得出的Q／B值与之前预测的Q／B值之间的关联性具有重要意义(Gareia et a1． 

2002)。 

Q／B值是指单位生物量(B)的食物消耗量(Q)(在 1年中，1个种群消耗的食物量与这个种群的总体重之 

比)，是评估鱼类种群摄食量和构建生态通道营养模型(Ecopath trophic mode1)的重要参数(Christensen et a1． 

1993)。它既可用于评价特定鱼类在一定时期某个 区域的摄食量，也可为研究其中的被摄食饵料生物消耗的定 

量分析提供支持。 

1 材料与方法 

本实验利用取样拖 网在长江 口地区以及东 、黄海进行鱼类样品的采集。获得渔获物之后 ，进行了取样 、测 

量，计算底拖网得到鱼类的Q／B值参数(渐进体重、年栖息温度、摄食类型参数)并对样品拍照以计算尾鳍外形 

比。 

1．1 渐进体重 

可用渐进体长和体长一体重关系公式求得。也可用 W。。一w⋯／0．86来计算。对于一些取样过程中很少出 

现的鱼类，在体重确定时参考了近几年的其他航次的数据。 

1．2 尾鳍外形比 

用专业软件 Imagetool处理。鱼类图像的获得主要是对渔获物的实地拍照。而对于稀有种类，根据在已 

有图片上采用截图的方式获取。 

1．3 摄食类型参数 

依据渔获物胃含物中植物含量的分析和摄食类型的判断得出。 

1．4 年栖息温度 

年栖息温度(T )是指在 1年内鱼类栖息环境温度的平均值。由于鱼类处于活动状态，所以求年栖息温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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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须结合鱼类在不同时期、不同地点、不同深度的不同温度得出结果。本文参考特定鱼类在不同时期密度的分 

布图，确定鱼类种群的具体经纬度范围。其中，依据密度梯度的大小和实际距离的远近选取几个密度点，依据 

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黄海水产研究所实地测定的温度计算。如实地测量水温的地点与选取点之间的距离过大 

不可忽略，本文参考了东海水产研究所从 2006年 3月 1日到 2007年 3月 1日东、黄海海渔况速报的数据。 

1．5 Q／B值计算方法 

1．5．1 计算 Q／B的 3个经验性的公式 

lnQ／B= 一0．177 5—0．201 81nW。。+0．612 1ln +0．515 6lnA+ 1．26F (1) (Palomares et a1． 1989) 

logQ／B=7．964—0．204 logW。。一1．965T+0．083A4-0．532h4-0．396d (2) (Palomares et a1． 1998) 

logQ／B=6．37—1．504 5T～0．168 logW。。4-0．14f4-0．276F (3) (Pauly et a1． 1990) 

1．5．2 Q／B值参数的选择和使用情况 

Q／B表示周年种群食物消耗量与生物量之 比。w。。是种群渐进体重 (湿重)，T 是平均周年栖息温度 ，T为 

栖息温度的另一种表达：T一 1 00o／T 4-273．1。A是尾鳍外形比，A—h ／s，h表示尾鳍高度，S表示尾鳍面 

积。F 是摄食类型指数 ，肉食性为 0，植食性和碎屑食性为 1。h和d是与食物类型相关的二进位变量，h是 胃 

含物植物含量。植食性：h一1， 一0；碎屑食性：h一0， 一1；肉食性：h=0， 0。f是摄食类型变量，顶级捕食 

者和／或大洋捕食者和／或食浮游动物者为 1，其他摄食类型为 0。公式(1)比较常用，公式(2)参数多而且适用 

的情况少，公式(3)适用于不使用尾鳍作为游泳器官的种类。 

1．6 东、黄海主要饵料被摄食量的估算 

通过以上 Q／B值的计算结果，参考《中国专属经济区海洋生物资源与栖息环境》(唐启升 2006)、《东海大 

陆架生物资源与环境》(郑元 甲等 2003)以及《东黄海渔业资源利用》(程家骅等 2006)资料 中的与 Q／B对应 

海区鱼类的生物量得出东、黄海 97种鱼类 的摄食量。 

2 结果 

表 1为 103种东、黄海鱼类的 Q／B数值 。 

表 1 103种 东、黄海鱼类的 Q／B数值 

Table 1 Q／B values of 103 fish species in East China Sea and the Yellow Sea 

种类 Species W。。 A T h d HD Q／B(89) Q／B(98) 

斑鱼祭 

鲲鱼 

康 氏小 

赤鼻棱 

黄鲫 

公鱼 

鳗 

凤鲚 

刀鲚 

叉斑狗母鱼 

长蛇鲻 

细蛇鲻 

花斑蛇鲻 

多齿蛇鲻 

龙头鱼 

七星底灯鱼 

青鳞 

沙氏下鱼箴鱼 

Clupanodon punctatus 43 2．34 15．9 0 1 

Engraulis japonicus 35 1．02 19．1 0 0 

Anchoviella commersonil 12 2．09 I8．9 0 0 

Thryssa kammalensis 22 1．84 16．8 0 0 

Setipinnataty 79 1．62 16．8 0 0 

Coiliamystus 165 0．51 17 0 0 

Coilia nasu$ 47 0．56 16．8 0 0 

Synodusmacrops 62 0．97 16．7 0 0 

Saurida elongata 1 128 1．66 14．8 0 0 

Saurida gracilis 140 2．98 14．8 0 0 

Saurida undosquam is 174 2．25 14．8 0 0 

Sauridatumbil 238 1．93 14．8 0 0 

Harpadon nehereus 349 1．70 16．1 0 0 

Myctophum pterotum 2 1．85 15．7 0 0 

Cirrhinus molitorella 49 2．5O 19．4 0 0 

Hyporham phus sajori 169 1．96 17．4 0 0 

1 42．6 

0 9．16 

0 16．48 

0 12．67 

0 9．14 

0 4．39 

0 5．88 

0 7．35 

0 5．01 

0 10．94 

0 8．54 

0 7．41 

0 6．77 

0 19．13 

0 13．76 

0 9．36 

28．9 

10．2 

15．50 

11．65 

8．58 

6．04 

7．80 

7．92 

4．51 

9．63 

7．39 

6．52 

6．19 

17．34 

12．86 

8．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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麦氏犀鳕 

黑鳍犀鳕 

棘鼬鲥 

黑潮新鼬鲥 

日本海鲂 

鳞烟管鱼 

日本鱼于 

油鱼予 

六指马鲅 

四指马鲅 

尖牙鲈 

短尾大眼鲷 

发光鲷 

细条天竺鲷 

中线天竺鲷 

半线天竺鲷 

斑鳍天竺鲷 

多鳞鱼喜 

少鳞鱼喜 

日本方头鱼 

高体若碜 

六带骖 

蓝 圆骖 

竹荚 鱼 

乌鲳 

军曹鱼 

白姑鱼 

叫姑鱼 

黄姑鱼 

黑姑鱼 

鱼免鱼 

大黄鱼 

小黄鱼 

棘头梅童 

黄鲷 

二长棘鲷 

金线鱼 

斜带髭鲷 

横带髭鲷 

鳄齿鱼 

方氏云鲥 

长绵鲥 

绯鱼衔 

鲐鱼 

蓝点马鲛 

Bregmaceros mcclellandii 

Bregmaceros atripinnis 

Hoplobrotula armata 

Neobythites sivicola 

Zeus japonicus 

Fistularia villosa 

Sphyraena japonica 

Sphyraena pinguis 

Polynemus sextarius 

Eleutheronema tetradactylum 

Synagrops japonicus 

Priacanthus macracanthus 

Acropoma japonicum 

Apogon lineatus 

Apogon kiensis 

Apogon semilineatus 

Ap0g0n f̂ ̂ s carinatus 

Sillago sihama 

Sillago japonica 

Branchiostegus japonicus 

Carangoides equula 

Caranx sexfasciatus 

Decapterus maruadsi 

Trachurus japonicus 

Parastromateus niger 

Rachycentron canadum 

Argyrosomus argentatus 

Johnius belengerii 

Nibea albiflora 

Atrobucca nibe 

M iichthys miiuy 

Larimichthys Croceus 

Larimichthys polyacti5 

Collichthys lucidus 

Taius tumifron5 

Parargyrops edita 

Nemipterus japonicus 

Hapalogenys nitens 

Hapalogenys mt‘cronn￡Ms 

Champsodon capensis 

Pholis fangi 

Zoarce$elongatus 

Callionyrnus beniteguri 

Scomber japonicus 

Scomberomorus niphonius 

14 

9 

84 

79 

1 337 

791 

512 

256 

58 

58 

8 

256 

41 

43 

10 

26 

58 

43 

87 

233 

320 

52 

162 

360 

200 

1 279 

314 

165 

360 

86 

3 198 

374 

178 

68 

320 

239 

297 

44 

214 

10 

14 

76 

52 

279 

3 488 

1．48 

0．97 

0．25 

0．82 

0．86 

0．76 

1．99 

1．21 

2．15 

2．24 

lJ 75 

1．56 

1．96 

1．04 

1．63 

1．66 

1．29 

1．7l 

1．34 

1．35 

3．29 

2．96 

2．72 

2．36 

2．52 

1．31 

1．11 

1．10 

0．82 

0．89 

1．02 

0．95 

1．O0 

0．88 

2．03 

1．95 

2．54 

1．28 

1．16 

2．36 

0．82 

1．01 

0．88 

3．59 

2．95 

18．8 

18．8 

15．8 

15．7 

15．7 

16．4 

21．6 

2O 

18 

18 

15．9 

16．4 

17 

16．6 

16．6 

16．6 

16．6 

10．7 

10．7 

15．8 

20．7 

2O，7 

17．2 

16．8 

18．1 

15．6 

16 

15．9 

16 

16 

16．9 

16．4 

1 5．2 

13．6 

16．2 

20．3 

16．3 

16．1 

16．1 

16．6 

10．8 

15．1 

l6．3 

19。3 

16．5 

13．24 

11．57 

3．33 

6．17 

3．80 

3．83 

8．14 

6．9l 

11．72 

11．98 

15．42 

6．97 

11．6O 

8．18 

14．45 

11．54 

8．58 

8．06 

6．17 

6．44 

11．28 

15．40 

10．47 

8．16 

9．96 

4．46 

5．52 

6．25 

4．61 

6．40 

3．43 

5．0O 

5．67 

6．O6 

7．58 

9．O3 

8．66 

8．86 

6．13 

16．55 

6．97 

6．78 

7．12 

11。63 

5．73 

13．22 

13．04 

6．18 

6．93 

4．28 

4．45 

8．11 

7．40 

10．76 

10．96 

14．51 

6．53 

10．58 

8．60 

13．97 

10．76 

8．47 

7．06 

5．70 

6．19 

10．9】 

14．82 

9．33 

7．24 

9．04 

4．29 

5．62 

6．37 

5．17 

7．02 

3．61 

5．37 

5．91 

6．46 

6．75 

8．77 

7．6O 

8．71 

6．17 

14．75 

7．54 

7．02 

7．88 

l1．O4 

5．O2 

O  0  O  O  O  O  0  0 0  O  O  0  0  O  O  0  O  O  O  0  O  O  O  O  O  O  O  0  0  0  0  O 0  0  0  O  O O  0  O  O  0  0  0  O  

0 0  0 O  O  O 0  0 O  O 0  O  O  O  O  0  O  O  O  O  O  0  O  0  0  0  O  O  0  O 0  O 0  O  O 0  O O  0  O  O  O  0  0  0  

O  O  O  O  0  0  0 O  0  0  0 0  O  0  0  O  O  O O  O  0  O 0  O 0  0  O  0  O  0  O O  0 O  0  O  O  0  O  O  0 O  O  O  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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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带鱼 

带鱼 

五眼斑鲆 

褐牙鲆 

宽额缨鲆 

焦氏舌鳎 

窄体舌鳎 

宽体舌鳎 

短吻三线舌鳎 

短吻红舌鳎 

长吻红舌鳎 

紫斑舌鳎 

半滑舌鳎 

带纹条鳎 

日本条鳎 

Eupleurogrammus muticus 

Trichiurus haumela 

Pseudorhombus pentophthalmus 

Paralichthys olivaceus 

Crossorhombus valderostratus 

Cynoglossus joyneri 

Cynoglossus gracilis 

Cynoglossus robustus 

Cynoglossus abbreviatus 

Cynoglossus joyneri 

Cynoglossus lighti 

Cynoglossus purpureomaculatus 

Cynoglossus semilaevis 

Pleuronectes zebrias 

Pseudaesopia japonica 

43 

721 

256 

581 

17 

28 

58 

142 

135 

93 

188 

174 

674 

274 

156 

17．8 

18 

18．3 

18．3 

16．7 

18．3 

18．3 

18．3 

18．3 

18．3 

18．3 

18．3 

18．3 

18．3 

18．3 

5．173 

5．173 

5．163 

5．1 63 

5．192 

5．163 

5．1 63 

5．163 

5．163 

5．163 

5．163 

5．163 

5．163 

5．163 

5．163 

8．39 

5．27 

6．35 

5．53 

9．33 

9．21 

8．14 

7．01 

7．07 

7．52 

6．68 

6．77 

5．39 

6．27 

6．9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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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zs s z s Ⅲ  ⋯  s 20 036 s。。 e。 ze e 。 

罂 ． 5 45o 
E．Japomcus 

发光鲷 

A．japonicum 

Gtinther 

1 591 

366 896 

l7 719 l 513 21 811 5 986 498 52 977 

2 396 26 979 2 739 354 112 2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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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表 2可以看出，在东海被消耗最多的主要饵料生物是：磷虾类、鲲鱼、发光鲷、七星底灯鱼、细条天竺鲷和 

日本枪乌贼。由表 3可见，在黄海被消耗最多的主要饵料生物是：桡足类、磷虾类、樱虾类、细螯虾、脊尾褐虾和 

鲲鱼 。 

2．1 东海主要饵料被摄食情况 

在东海根据消耗量的大小，选取了磷虾类、鲲鱼、发光鲷、七星底灯鱼、细条天竺鲷和日本枪乌贼 6种被消 

耗量最大的饵料生物。其中，七星底灯鱼是在东海区被摄食最多的饵料生物，一共被消耗了 72万 t／年。在这 

些主要饵料生物中，最少的是日本枪乌贼，被消耗了 1．4万 t／年。单一鱼种消耗特定饵料生物的情况，竹荚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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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耗七星底灯鱼的量最大，达 6O万 t／年 。这 6种主要饵料生物共被消耗 了 136万 t／年。 

2．2 黄海主要饵料被摄食情况 

在黄海根据消耗量的大小，选取了桡足类、磷虾类、樱虾类、细螯虾、脊尾褐虾和鳗鱼 6种被消耗量最大的 

饵料生物。磷虾类是在黄海区被摄食最多的饵料生物，一共被消耗了接近 200万 t／年。在这些主要饵料生物 

中，消耗最少的是细螯虾，被消耗了 4 460 t／年。单一鱼种消耗特定饵料生物的情况，鲲鱼消耗桡足类的量最 

大 ，共 197万 t／年 。这 6种饵料生物一共消耗了 418万 t／年。 

2．3 东、黄海区鱼类摄食量 

利用得到的 103种鱼类 Q／B值和对应的生物量评估了鱼类种群年摄食量。由于某些鱼类缺少相关的生 

物量数据 ，所以最后得到 97种鱼类 的摄食量 。这些鱼类在 黄海共摄食 大约 466万 t／年 ，东海鱼类共摄食约 

278万 t／年 ，整个东 、黄海 区共消耗饵料生物 744万 t／年 。主要饵料生物在这两个海区共被消耗了 555万 t／年 ， 

占整个 97种鱼类摄食消耗的 74．6 。 

3 讨 论 

3．1 求算参数的过程、方法的探讨和改进。由于 Q／B值是由 T，w。。，A ，F 4个参数通过公式求得，所以研究 

和统一这几个参数获得过程，提高准确率尤其重要。Palomares等(1998)、Pauly等(1990)提出要获得比较准 

确的尾鳍外形比应遵循鱼类游泳 时的情况 ，表面积应包括尾鳍最末端 的梗部。本研究使用了 Imagetool软件 

来计算尾鳍外形比。Imagetool是一个被广泛接受的生物图像专业软件，具有极高的精确性。在测算表面积时 

(包括尾鳍最末端的梗部)多次计算求平均值避免了因截图的个体差异而造成误差。 

3．2 对于 W。。(种群渐进体重)最值得注意的是取样过程 (主要是取样方法 的不同或捕捞渔具特有的选择性) 

的不 同而带来 的影 响。另外还有一个重要的问题是有些 鱼类 由于捕捞或是本身环境的变化 已趋于低龄化 ，个 

体重量与历史记载已有很大差别，所以必须尊重近期现场的调查数据和报告。本研究 W。。(种群渐进体重)采 

用了在规定海域多次现场收集 的测量数据 。 

3．3 摄食参数 ( ，d，F 等)是根据对采集鱼类样 品的胃含物解剖数据得来。绝大多数鱼类 胃含物不含植物 

成分 。 

3．4 T(年栖息水温)是本课题中最重要的参数，我们计算这个参数的过程有别于以往的方法，在计算中体现 

了栖息的含义，使所得数据的可靠性大大提高。因在求算 Q／B的公式中 T的最本质的表述是“栖息水温”，所 

以只有确定鱼类在研究时问内(通常为 1年)基于自身摄食习性，洄游习惯和根据季节变化等因素求出在海区 

内移动的不同时期 的水温 ，才能比较准确地得到与实际情况吻合 的 Q／B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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