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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 匕太平洋秋刀鱼渔业探析

孙满 昌 叶旭昌 张 健 钱卫国

!上海水产大学海洋学院
,

上海 ∀ #联〕∃ %&

由于近海渔业资源的衰退和恶化
,

我 国海洋渔业 面临严峻的挑 战
。

∋∃ () 年我 国远洋渔 业开始起

步
,

】∃( ∃ 年发展 了远洋鱿钓渔业
,

∋∃ ∃ ∗ 年首次进人西北太平洋从事柔鱼钓生产
,

经过艰难 的创业 和 发

展
,

到 ∀%% ∀ 年我国远洋鱿钓船已发展到 +( % 多艘
,

成为我国渔业生产的支柱产业之一
。

但是
,

近几年来

北太平洋总产量徘徊在 ∃ 万 , 左石
,

另外
,

我国有 (% 多条专业鱿钓船在西南大西洋作业
,

− 一 ∋% 月无生

产
.

因此
,

尽快找到新的捕捞对象
,

提高经济效益
,

是当前发展远洋渔业的迫切任务
。

而栖息在亚洲和

美洲沿岸太平洋热带和温带水域中的秋刀 鱼
,

则以其具有一定的资源量
、

简单易行的捕捞方式以 及广阔

的销售前景
,

成为远洋鱿钓船队今后可供选择的捕捞对象之一
。

一
、

秋刀鱼的生物学特性

秋 刀鱼 !肠�/� 01 23 , 02 40 &
,

属领针鱼亚 目
,

竹刀 鱼科
,

秋刀 鱼属
,

又称竹刀 鱼
。

体型细 圆
,

棒状 5 背鳍后

有 ) 一 6 个小鳍
、

臀鳍后有 6 一 − 个小鳍 5两领多突起
,

但不呈长缘状
,

牙细弱 5体背部深蓝色
,

腹部银灰

色
,

吻端与尾柄后部略带黄色
。

图 ∋ 为秋刀鱼

的形态图
。

秋刀 鱼属中上层鱼类
,

栖息在亚洲和美洲

沿岸的太平洋亚热带和温带的 ∋∃% 一 ) (/ 7 水域

中
,

主要分 布于太平洋北 部温 带水域
,

是冷水

性徊游鱼类
,

适温范围为 ∋% 一 ∀+ ℃
,

最适温度

∋) 一 ∋(℃
「

很多学者 对秋 刀 鱼生长 有过 8

图 � 秋刀 鱼形态

渔期 渔期

研究
,

如图 ∀ 所示
。

秋刀 鱼生长迅

速
,

一般认为 � 龄开始性成熟
,

∀ 龄

全部性成熟 产卵期长
,

几乎终年

均可产卵
,

但有 比较集 中的时期
,

如 日本北部 产卵期为 − 一 ∋∋ 月
,

南

部为 ∋ 一 + 月
,

卵子粘附于浮藻上
,

广泛漂流 ∋ 一 ∀ 星期后孵化
。

同龄

鱼体长度差异较大
,

� 龄 鱼的体长

为 ( % 一 ∋)%
9

,

∀ 龄鱼的体长 为 ∋)%

一 ∀) %
9

,

∗ 龄鱼 的 体长 为 ∀∗ % :

∗ ∗! &9
,

秋 刀 鱼 以 浮 游生 物 为饵

料
,

主要食物 为挠足类
、

端足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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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 各学者研究的秋刀 鱼生长曲线

虾类和十足类
,

其次为鱼卵
,

挠足类为其 比较稳定的饵料
,

摄饵活动主要在 白天
,

夜里基本上不摄食
,

摄

饵时的最适温度为 巧 一 ∃# ℃
。

日本太平洋一侧的秋刀 鱼从 ∀ 月到 #∃ 月在北海道至东北地 区南下徊游到达 日本南方水域
%

从 ∃

月至 & 月进行北上徊游
,

到达北海道至千岛外海
,

渔获物有四个体长群 ∋各年情况有所不同 (
,

即体 长

) ∃∗# 飞# ∗ #
左右为众数高峰类型的特大群

,

) ∗∗ + 左右为高峰类型的大型群
,

∃,∗
、

∃& ∗+ 左右 为高峰类型的



,

∋�& 吸群和 ∀ %%
∋

二 左右为高峰类型的小型群
。

四个体长群具有一些较为明显的差异
。

>
?

鳞片 特大群和中型群有隆起线排列发生变化处的疏密界限的部分
,

而大型群和 小型 群看 不到

这情况

∀
?

耳石 特大群在明显的不透明 !生长带 &的外侧可观察到狭小的透明带 !休止带 &
,

与此相比
,

大

, !口群的透明带宽而明显
,

其外侧再次成为明显的不透明带
。

中型群和大型群没有什 么特别的特征
,

只是

在渔汛期末的边缘可看到明显的透明带
。

∗
?

脊相骨 大型群和中型群脊椎骨数的频率分布不同
,

大型群的脊椎骨数 比中型群的平均数多 %
?

∀ 一 % )

+
?

产卵情况 秋季从东北海区南下的中型群的大部分不在东北海 区产卵
,

早期产卵于 ∋∋ 月
、

≅∀ 月

在业野滩 一带进行
,

但主要于 ∀ 一 ) 月在四 国至常罄外海的广阔水域北上洞游的途 中进行
。

另外
,

大 型

群在东北海区南下途中产卵
,

旺季在 ∋% 月至翌年 ∗ 月
。

二
、

秋刀鱼资源状况

秋 刀 鱼 主要集中在西北太平洋
,

而在该地 区从事

秋 刀 鱼捕捞的国家和地区 有 日本
、

俄罗斯
、

韩国
、

中国

台湾省 近 几年 日本秋刀 鱼舷提 网的渔获量在 ∀ % :

∀) 与 Α 之间 中国台湾省每年捕捞秋刀鱼约为 ∗
?

6 万

Β 左右
?

俄罗斯 ∋ 万 Α
,

韩国 ∀ 万 Α
,

粗略估计西北太平洋

秋 刀 鱼每年的总捕捞量为 ∗% 多万 Α
。

中国台湾省捕捞

秋 刀 鱼的作业船数在 ) % 艘左右
,

平均每艘渔获量大约

(!Χ&�

日前 「#本是西北太平洋秋刀鱼的主要捕捞和消费

表 ∋ 日本秋 刀鱼可捕量配额和实际渔获量

总可捕量!「Δ 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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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6闷 表 > 列出近几年 日本秋刀鱼总可捕量配额
、

实际渔获量和产值
。

三
、

主要渔场和渔期

秋 刀 鱼泅游同亲潮寒流和黑潮暖流有极大的关系
,

随着暖
、

寒流势力的交替
,

秋 刀鱼在春
、

夏季节进

行北
?

≅ 洞游
,

秋
、

冬季节进行南下徊游
。

由于每年寒
、

暖流有强弱
,

潮隔内的暖水块有的年份靠岸
,

有的

年份离岸
,

这样就影响秋刀鱼渔业的丰歉
。

酉北 太平洋秋刀鱼的主要渔场在以下三个地方
% 日本本州东北部和北海道 以东外海

Α 千岛群岛以南

的俄罗斯 ∃ ∗ ∗ 海里 Α太平洋中部的天皇海 山一带
5

一

Β匕卜期的主要渔场形成于千岛中
、

南部外海
,

= )∗ 一 = ,Χ Δ
、

#= ,∗ 一 巧,Χ Ε 附近的流隔 ∋千岛前峰 (区
。

近

海 龟体以中
、

小型为主
,

外海以 中型为主
,

混有大型 鱼
。

从历年渔况的倾向来看
,

渔获量不高
。

南 「第
·

群的出现约于 ∀ 月 ∃∗ 日左右
,

南下初期在色丹一择捉岛近海及外海形成主要渔场
。

从亲

潮分支的扩张状态来看
,

主群的南下经路是外海
,

约在 7 月中旬
,

沿岸渔场在落石角至靳裳角外海
,

外海

渔场达 =#
。 一 =)

4

Δ
、

#= ,∗ 一 #Φ ∃Χ Ε
。

南下期前半段的鱼体 以中
、

小型 为主
,

混有大型鱼 ∋大型鱼多在外海 ( Α

后 平段以 中
、

小型为主
,

在外海北上的大型鱼多
。

根据过去的经验
,

如成 熟度发达
,

则南下 期的渔获量

少 从 各种资料的综合情况来看
,

秋刀 鱼南下期的渔获量比较稳定
。

四
、

秋刀 鱼的捕捞技术

捕捞秋刀鱼基本上都采用舷提网 ∋敷网 (作业形式
。

将网具预先铺设在水中
,

利用秋刀鱼的趋光性
,

用集鱼灯诱集鱼群
,

然后用舷提网捕捞
。

图 ) 为秋刀鱼舷提网作业示意 图
,

图 = 为秋刀 鱼舷提网灯光配

(肾Γ冬Β

#
.

捕捞技术

渔船到 0’渔场
, 一

倒发现鱼群
,

便慢速前进
,

打开诱集灯
,

把其它灯光全部关 闭
,

待船停稳后
,

使作

# #)



业舷受风
,

张开撑杆和网具
。

当鱼群诱集一定数量

后
,

打开诱导灯
,

关闭集鱼灯
,

将鱼群诱集到作业舷
。

有时还撒播些饵料加以引诱
。

当鱼群大量诱集到网

具捕捞范围时
,

关掉 白炽灯
,

留下红色灯
,

使鱼群 七一二犷二
?

浮到水表层
。

然后用卷扬机起网
,

当下缘纲露 出水 一 :

面时
,

把它拉 上船舷加 以 固定
,

并将鱼集 聚到 取鱼

部
,

然后用抄网或用鱼泵取鱼
。

其中
,

将秋刀鱼从集

鱼舷诱集到投网舷一侧的方法分两种
, 一种是引导

鱼群穿过船底移到左舷
? ,

适用于吃水浅的小船
,

其作

业方法是
,

当右舷诱集 4 许多鱼后
,

打开投网舷的集

图 ∗ 秋刀 鱼舷提 网作业正面 图

鱼灯
,

然后 关掉右舷 的集鱼灯
,

将鱼从

船底引到投 网舷一侧
,

然后起 下纲
,

用

抄网取鱼
。

另一种方法 是引导鱼 群绕

过船舷迁回到左舷
,

适用于吃水较深的

大船
,

其作 业方法 是
,

打开投 网舷的集

鱼灯后
,

从船娓向船舷依次关掉右舷 的

集鱼灯
,

把鱼 从船 舷诱集 到投 网 舷一

侧
,

然后起下纲
,

用抄网取鱼
。

∀
?

集鱼灯

作业过程 中
,

秋刀 鱼对光有 明显反

应
,

4 解秋刀 鱼 的趋光行 为
,

对 提高渔

获量有一定的帮助
。

...

ΒΒ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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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ΑΑΑ 厂了了

图 + 秋刀 鱼舷提 网灯光配置图

!�& 使用高照度的集鱼灯
,

集鱼范围大 5照度低
,

集鱼范围狭窄
,

深度浅
。

汇集到集鱼舷的秋刀 鱼若

随时间流逝游泳范围扩大
、

下潜
,

说明照度过高
。

!∀ &灯光颜色不同
,

集鱼需要 的时间也不同
。

一般蓝
、

绿光用时最少
,

其次是白
、

红光
。

!∗& 千扰光 !背景光 &越强
,

集鱼效果越差
。

月光对集鱼灯是一种干扰光
。

!+ &红色光线能够刺激鱼群运动
,

因此网具上方的红色诱导灯一亮
,

鱼群就活跃起来
,

有 许多跳 出水

面
二

!)& 灯光诱集
,

起网捞鱼
,

连续操作
,

如侥幸逃脱的鱼群
,

则对光的反应会逐渐减弱
。

秋刀鱼舷提网的集鱼灯分为诱集灯和诱导灯两种
。

诱集灯安置在诱集舷
,

诱导灯安置在起放网舷

诱集灯用以诱集鱼群
,

根据船型的大小安装一定数量的电竿
,

电竿与水面的交角小于 + )%
,

电竿上配置一

定数量的电灯
,

一般电竿长 −
?

) Γ
,

安装 ) 一 6 盏 3// Η 的电灯
。

此外
,

还应配有几盏探 照灯
,

在必要时配

合诱鱼
,

光色历来采用白炽灯
,

近年来也开始采用白炽灯和荧光灯结合使用
。

诱导灯是用来 由诱集灯诱到的鱼群引导到装有网具的作业舷
。

光色通常采用红色灯
。

因红色在水

中传播差
,

有利于使鱼群集中到水表层
,

方便捕捞操作
。

但也有采用白炽灯和红色灯合用
,

以充分发挥

白炽灯的诱鱼作用
,

又发挥红色灯的集鱼作用
。

根据渔船 的大小合理配置集鱼灯强度
,

一般 )∃ Γ 长 的

渔船配备 + !Χ〕ΙΗ 左右
。

∗
?

秋刀鱼舷提网的设计原则

!�& 为使网衣能够迅速沉 降和起升
,

网线普遍采用锦纶网线
。

!∀& 浮竹 长度为渔船全长的 ∃% ϑ
,

浮竹两端分别空出 )%% 9
,

其间装置浮子纲
。

沉子纲装配长 度比

浮子纲长 ∀ % ϑ
,

网的高度应与鱼的游泳层相适应
。

!∗& 网形应设计装配成深袋形
。

上纲缩结系数 为 , %
?

∗∗ 一 % )
,

下纲 为 %
?

∗∗ 一 %
?

+)
,

侧纲 ;
,

) 一 % 氏

缩结系数对网具网衣材料用量
、

沉降速度
、

网形变化
、

网线张力等有很大的影响
,

要根据各部分的作用合

理选用缩结系数
,

∋ ∋+



!+& 起下纲时
,

为避免网内水压对鱼群的影响
,

网具应足够大
,

便于迅速滤水
,

但以不刺鱼为原则
。

!)& 取鱼部是渔获物集中部分
,

经常受抄网等冲击作用
,

网线应具有足够的强度
。

!6& 舷提网网具也属于 一种过滤性网具
,

当鱼群被包围后不应让鱼类通过网 目而逃逸
,

也不能使鱼

类刺挂在网具上
,

要选 用合理的网 目尺寸
,

一般为 ∀) 一 ∗% 9
。

五
、

秋刀鱼营养分析

秋刀鱼受消费者欢迎 的主要原因
,

是因为秋刀鱼

体内含丰富的蛋白质和脂肪等
,

味道鲜美
,

所以蒸
、

煮
、

煎
、

烤都可 以
,

而且价格便宜 !在 日本产地市场的销价

每公斤 − % 一 (% 日元之间 &
。

从上海水产大学对秋刀鱼

营养成分分析来看
,

秋刀 鱼蛋 白质含量 为 ∀%
?

− ϑ
,

高

�
二

鲤鱼 !∋∃
?

∋ϑ &和带鱼 !∋(
?

% ϑ &
,

与对虾 !∀ ∋
?

∋ϑ &接

近
〔

其营养成分具 体组成如表 ∀ 和表 ∗
。

根据表 ∗ 的数据
,

秋刀鱼所测七种必需氨基酸全

部高于带鱼 及对虾
,

而有五种高于鲤鱼
。

可见秋刀鱼

不仅蛋白质含量高
,

而且质量 也较好
。

另外
,

从钙
、

磷

含量!见表 ∀& 来看
,

与其它水产动物相 比
,

也属于较高

的 当然
,

表格的数据存在一些局限性
,

但至少可 以认

为秋刀鱼 的营养价 值不逊于其它水 产品
。

秋 刀 鱼的

Κ ΛΔ
,

Μ ΝΔ 等的含量 也较高
。

所以
,

日本约有 − % ϑ 的秋

刀 鱼在新鲜状态时食用
,

约有 ∀6 ϑ 的秋刀鱼用各种方

法进行加工
,

只有 + ϑ 左右是供出口
,

或作诱饵和动物

饲料
二

表 ∀ 秋 刀 鱼营养成分含量表

成分 含量

∀%∀Ο义∋∋6−蛋白质 !ϑ &

 �污肪 !ϑ &

水分!ϑ &

灰分!ϑ &

钙!Γ 留 Π &

磷 !Γ 酬 Π &

表 ∗ 秋刀 鱼蛋白质的氨基酸组成

名称
氨基酸含 量

!Π Θ ∋!Χ &Π 蛋 �勺质 &

六
、

秋刀鱼开发前景

根据北太平洋秋刀 鱼的渔业资源状况
,

我国一部

分鱿钓船转向从事秋刀鱼舷提网渔业还是可行的
。

秋刀鱼渔业其渔具结构
、

渔法
、

渔捞设备都 比较简

单
,

只要对鱿钓船进行局部改装
,

就可以投人秋刀鱼舷

提网作业
。

部分鱿钓船投入秋刀鱼舷提网作业后可减

轻北太平洋鱿钓作业 的压力
,

同时也可部分改变我 国

天门冬氨酸

苏 氨酸

丝氨酸

谷氨酸

小=氨酸

甘 氨酸

丙氨酸

半肤氨酸

撷 氨酸

蛋氨酸

异亮氨酸

亮氨酸

酪氨酸

苯丙氨酸

赖氨酸

组 氨酸

精氨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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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太平洋船队的作业方式单一的现状
,

减轻风险
。

另外
,

西北太平洋秋刀 鱼的渔期为 ( 一 Λ 月
,

我国在

酉南大西洋从事鱿钓的作业渔船如能在北太平洋开展秋刀鱼舷提网渔业
,

可以提高经济效益
。

由于秋刀鱼资源大部分集中在俄罗斯的专属经济区 以 内
,

所以 向俄罗斯争取配额是一件非常重要

的 工作
。

∋∃ (− 年以前
,

前苏联发给 日本在其远东 ∀%% 海里水域内作业的捕捞配额只有无偿 的相互配额

!日本 也相应地发给前苏联一定的无偿配额 &一种
。

但 自 ∋∃ (− 年起前苏联发给 日本 的捕捞配额即增加

为两种
,

一种是上述的无偿配额
,

另一种是要支付人渔费的有偿配额
。

目前俄罗斯发给 日本渔船秋刀鱼

的配额呈下降趋势
。

∀ %% 海里专属经济区 的建立
,

使各 国加强 了对本 国 Μ ΜΡ 渔业的管理
。

鉴于中俄关

系的发展趋势
,

我国向俄罗斯取得 Μ Μ Ε 秋刀鱼捕捞配额也是有可能的
。

另外
,

少量渔船可以到俄罗斯

ΜΜΣ 以外的秋刀鱼渔场捕捞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