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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 要: 根据 2004年 7~ 11月 �中远渔 1号 调查船北太平洋公海秋刀鱼渔场探捕调查的生产情况, 对秋刀

鱼渔场进行分析。结果发现: ! 秋刀鱼渔场可根据渔场位置分为北部渔场和南部渔场, 北部渔场范围为 44∀

~ 45∀N、156∀~ 158∀E,南部渔场范围为 41∀~ 42∀N、150∀~ 151∀E, 南部渔场的分布范围小于北部渔场。# 秋

刀鱼的生产以 11月份生产最好,平均日产量达 22. 7 t,其中最高日产量为 60. 42t; 8月份的秋刀鱼生产最差,

平均日产量为 2. 95 t,与 2003年的 12. 05 t反差较大, 主要是由于受到渔场环境因子变化的影响, 鱼发位置偏

至俄罗斯专属经济区内的缘故。∃ 秋刀鱼舷提网作业平均日放网次数达 7. 6次, 最高 1天放网次数达到 16

次, 而最高网次产量为 11. 05 t。%秋刀鱼渔获组成以中小型鱼为主, 占 80%以上, 除 7月份渔获中特大型秋

刀鱼占有较大比例外, 其余月份很少有特大级秋刀鱼。& 在相近的渔场位置, 秋刀鱼个体随着生产月份的推

迟, 鱼体呈变小的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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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elim inary analysis on the fishing grounds ofCololabis saira

in the North Pacific Ocean

HUANG Hong�liang, ZHANG Xun, XU Bao�sheng, WANGM ing�yan, TANG Zhen�m ing

(East Ch ina Sea F isher ies R esearch Institu te, CAFS, K ey and Open Laboratory of Marine and E stuarine F isheries,

M inistry of Agr iculture of China, Shanghai� 200090, China )

Abstract: Based on the product ion database of vessel" Zhongyuanyu 1" in theNorth PacificOcean during Ju ly�
N ovember 2004, the fishing grounds ofColo labis saira were analyzed. The resultsw ere summ ar ized as fo llow s:

( 1) A ccording to the posit ion the above�mentioned f ish ing grounds can be div ided into the north and the south

fish ing grounds, the north grounds are around 44∀- 45∀N, 156∀- 158∀E, and the sou th around 41∀- 42∀N,

150∀- 151∀E, w ith the fo rmer being larger than the latter in the scope of d istribut ion; ( 2) The max imum

catch w as in November, the average production per day w as 22. 7 ,t and the h ighest production per day w as

60. 42 .t Them in imum catch w as the wo rst in Augus,t w ith an average production of 29. 5 t per day, and in

contrast w ith in A ugust 2003, the average day production w as 12. 05.t The production var ied greatly on

account of the change of env ironm enta l factors in the fish ing grounds, and the central fishing grounds w ere on

the Russian EEZ; ( 3) The average day setting number o f st ick�he ld net fishery w as 7. 6, w ith the h ighest day



setting number of 16 and the h ighest production per net o f 10. 05 ;t ( 4) The composition of catch w as mainly

medium�sized and sm all�sized fishes, wh ich accounted for 80% o f the tota l catch. Therew ere few ex tra large-

sizedCololabis saira except July; ( 5) The longer the fishing month, the sma ller the size ofCololabis sa ira on

the nearby fish ing groun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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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秋刀鱼 ( Cololabis saira)作为大众化的食用鱼类,在东亚地区受到普遍欢迎。日本是捕捞秋刀鱼的

主要国家之一,已有 300多年的生产历史, 近几年其捕捞产量始终保持在 20 ∋ 10
4
t以上, 占世界秋刀鱼

总捕捞产量的 2 /3以上
[ 1, 2]
。 2001年,我国台湾省和韩国等国家和地区开始在北太平洋公海尝试秋刀

鱼的捕捞作业,取得了明显的经济效益
[ 3- 5]
。从此,开发利用北太平洋公海秋刀鱼渔业资源得到了东亚

地区的普遍重视
[ 6- 8]

,生产规模迅速壮大 , 2004年, 仅我国台湾省的秋刀鱼生产渔船就已超过 100艘,

产量超过 10 ∋ 10
4
t。我国大陆是从 2003年才开始开展北太平洋公海秋刀鱼捕捞的,生产规模较小, 对

渔场等情况的掌握了解与其他国家和地区相比存在一定的差距。本文对 2004年执行远洋探捕项目期

间收集的资料通过分析整理,就北太平洋公海秋刀鱼渔场情况作一阐述,为我国今后开展此项渔业资源

的研究和开发提供科学依据。

1� 材料与方法

1. 1� 调查船
调查船为中水远洋渔业有限责任公司的 �中远渔 1号  ,船舶总长 69. 3m, 二柱间长 65. 2 m,型宽

10. 60m, 型深 6. 95m, 主机功率 1333 kW, 辅机 441 kW ∋ 2和 279. 3 kW ∋ 1, 日冷冻量 55 ,t排水量

1686. 57 ,t船员定额 35人,续航能力 95 d。

1. 2� 调查时间与范围
调查时间在 2004年 7月 ~ 11月,调查范围为 40∀30(~ 47∀00(N、150∀00(~ 160∀00(E,北太平洋公海

渔场。

1. 3� 产量统计
日产量:不论放网次数,当天捕获秋刀鱼的总产量 ( t /d); 单位网次产量: 每网次实际的捕捞产量

( t/n) ;日平均网次产量:日产量除以当天放网的次数 ( t/n)。

2� 结果

2. 1� 渔场与渔期

2. 1. 1� 渔场分布范围和主要渔场与渔期

秋刀鱼渔场的形成与潮流、水温等因素有关,在寒、暖流交汇的水域易形成丰产渔场, 中心渔场一般

在海域水温变化较大,等温线密集的区域
[ 2、5]
。日本东北区水产研究所的研究表明,当外海亲潮前线偏

北时, 渔场偏向沿海海域; 当亲潮前线偏南时, 渔场偏向外海。西北太平洋秋刀鱼主要分布于以下三个

水域
[ 1、2]

: 35∀N以北日本本州岛东北部和北海道以东的外海 (日本 200海里专属经济区水域 ) ,作业渔

期在 8~ 12月;千岛群岛以南的俄罗斯 200海里专属经济区内; 35∀N以北、150∀E以东的西北太平洋公
海,作业渔期在 7~ 11月左右。

通过本次探捕调查, 2004年度在北太平洋公海的秋刀鱼生产渔场主要集中在两个区域 (见图 1) : 7

~ 8月份生产主要集中在 43∀~ 46. 5∀N、156∀~ 159∀E; 10~ 11月份, 生产范围为 41∀~ 42. 5∀N、149. 5∀

~ 151∀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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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公海秋刀鱼作业渔场分布

F ig. 1� D istr ibu tion ofCololabis saira on the open sea f ish ing grounds

2. 1. 2� 日捕捞产量

从整个探捕期间的秋刀鱼生产统计分析, 秋刀鱼生产共 58 d, 渔获总产量为 806 ,t平均单位日产量

为 13. 90 t /d。从单位日产量的统计分析,最高平均日产量为 11月份的 22. 7 t /d, 其次为 7月份的 14.

45 t /d和 10月份的 8. 47 t /d,最低平均日产量为 8月份的 2. 95 t /d,与 2003年 8月份的 12. 05 t /d相

比,反差明显。从渔场的位置来分析, 10~ 11月份,北太平洋南部渔场的平均日产量为 18. 27 t /d,明显

高于 7~ 8月份北太平洋北部渔场的 10. 83 t /d。调查期间单位日产量最高为 11月 14日 ( 41∀44(N、150∀

21(E)的 60. 42 t /d,最低为 10月 16日 ( 43∀18(N、153∀24(E )的 0. 14 t /d (图 2)。

图 2� 秋刀鱼日捕捞产量分布

Fig. 2� Day produc tion d istribu tion ofColo labis sa ira

2. 1. 3� 单位网次产量

从单位网次产量可分析判断秋刀鱼中心渔场及渔场的分布状况,从探捕期间的生产统计分析,投网

次数共 444次,平均网次产量为 1. 81t /n,平均日投网次数为 7. 66次。从月平均网次产量分析,最高月

平均网次产量为 11月份的 4. 09 t/n,最低月平均网次产量为 8月份的 0. 61 t /n ,而 7月份和 10月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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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平均网次产量相当接近,分别为 1. 52 t /n和 1. 77 t /n。调查期间最高的网次产量为 10月 30日 ( 41∀

34(N、150∀14(E)的 11. 05 t/n,最低网次产量为 10月 16日 ( 43∀18(N、153∀24(E )的 0. 14 t /n (图 3)。从

月平均日投网次数统计, 7月份为 9. 5 n /d, 8月份为 8. 2 n /d, 10月份为 6. 75 n /d, 11月份为 6 n /d。最

多日投网次数为 10月 20日和 11月 14日的 16 n /d,最少日投网次数为 10月 16日的 1 n /d(图 4)。从

各月的平均日投网次数比较发现,南渔场的日投网次数分别为 6. 75 n /d和 6 n /d, 低于北渔场的日投网

次数 9. 5 n /d和 8. 2 n /d。结果表明:日投网次数与网次产量有一定的关系,但网次产量过高或过低均

会造成日投网次数的下降,其原因:一方面,是忙于渔获物的加工处理,另一方面, 则是为了寻找和转移

渔场。

图 3� 秋刀鱼平均网次产量分布

F ig. 3� Average net production d istr ibu tion of Cololabis saira

图 4� 不同月份秋刀鱼舷提网日投网次数

Fig. 4� Day se tting stick- he ld net of Cololabis saira

in d ifferent months

2. 2� 渔获物生物学组成

2. 2. 1� 渔获物规格组成

秋刀鱼规格分级: 根据市场对秋刀鱼规格的具

体要求,目前渔获物加工规格共分 6个等级,分别为

特大级 ( 0级 ) ( ) 60 ind /箱 ) , 1级 ( 62~ 65ind /箱 ), 2

级 ( 80~ 85 ind /箱 ), 3级 ( 95~ 105 ind /箱 ) , 4级 ( 120

~ 130 ind /箱 ) , 5级 ( 130 ind以上 /箱 ), 每箱净重量

为 10 kg。

从不同生产月份秋刀鱼规格的统计 (图 5)可以

看出, 所有生产月份中, 7月份生产的秋刀鱼中以

中、大型为主, 其中特大和 1级品占 50%以上, 其它

月份中特大级数量极少,除 8月份秋刀鱼中有 2. 4%

的特大级外, 10月和 11月份中已很难发现特大级,

其中 11月份 3级及 3级以下的秋刀鱼占该月总产量的 90%。总体来看, 2004年的秋刀鱼规格以中、小

型为主,其中特大级仅占总产量的 12% , 1级和 2级约占 20% , 3级及 3级以下占 68%。

2. 2. 2� 秋刀鱼体长组成

通过对整个探捕期间收集的 1080 ind秋刀鱼体长组成的分析发现,其体长组成为 120~ 340 mm之

间,优势体长组为 220~ 310mm,占 80. 4%, 平均体长为 257. 1 mm (图 6)。不同生产月份的秋刀鱼体长

组成为: 7月份,体长范围为 120~ 330mm, 优势体长组两个,分别为 230~ 270 mm(占 63. 2% )和 280~

310mm (占 23. 5% ), 平均体长为 261. 8 mm; 8月份,体长范围为 170~ 340 mm,优势体长组, 220~ 270

209第 3期 � � � � � � � � � � � � � 黄洪亮等:北太平洋公海秋刀鱼渔场初步分析



图 5� 不同生产月份秋刀鱼规格比例

Fig. 5� G rade proportion of Cololabis saira

in d ifferent months

等级: 0级 (特大级 ) : ) 60 ind /箱, 1级: 62~ 65 ind /箱,

2级: 80~ 85 ind /箱, 3级: 95~ 105 ind /箱,

4级: 120~ 130 ind /箱, 5级: > 130 ind /箱;每箱净重 10kg。

G rade: Grade 0 ( except ional large) ) : 60 ind /box;
Grade∗ : 62- 65 ind /box; G rad e+ : 80- 85 ind /box;

G rad e, : 95- 105 ind /box; Grade−: 120- 130 ind /box;

Grade. : > 130 ind /box. 10kg per box( in netw eigh t)

mm, 占 79. 2%, 平均体长为 247. 5 mm; 10月份,体

长范围为 190 ~ 340 mm, 优势体长组为 250 ~ 300

mm, 占 70. 2%, 平均体长为 266. 7 mm; 11月份,体

长范围为 180 ~ 330 mm, 优势体长组为 220 ~ 280

mm, 占 80. 4% ,平均体长为 252. 6 mm。从本次调

查收集的秋刀鱼体长组成分析, 2004年的北太平洋

公海的秋刀鱼以体长 220~ 270mm的中小型为主,

大型鱼比例明显偏少。而从不同作业渔场的渔获组

成分析,北渔场和南渔场生产初期的 7月份和 10月

份的渔获中,大型鱼的比例分别高于生产后期的 8

月份和 11月份。

2. 2. 3� 雌雄性比例与性腺成熟度

2. 2. 3. 1� 雌雄性比例

在 1080 ind秋刀鱼样品中, 雌性尾数为 958

ind,雄性尾数为 122 ind, 雌雄比例为 7. 85/1, 雌性
比例明显高于雄性。从不同月份的雌雄比例来分

析, 7月份为 4. 60/1; 8月份为 6. 5/1; 10月份为 14

/1; 11月份为 12. 55/1。从不同生产时间来分析,北

渔场秋刀鱼的雌雄性比 ( 5. 4/1)小于南渔场的 ( 13. 2/1) ,不同渔场的渔获物组成呈明显的区别。

图 6� 调查期间秋刀鱼体长组成
F ig. 6� S ize composition of Cololabis saira dur ing the investigation

! 東北區水產研究所,平成 16年資源評價票, ( � �  ! ∀ #版 ) . 2004, h ttp / /: ss. m yg. affrc. go. jp /

2. 2. 3. 2� 性腺成熟度
通过对调查期间秋刀鱼的性腺成熟度组成分析,发现其组成随着生产时间的变化而改变 (见表 ) , 7

月份和 8月份雌性和雄性秋刀鱼的性腺成熟度均以 +期为主, 占 50%左右, ,期约占 30%, 并有约

10%的秋刀鱼性腺成熟度已达−期; 10月份秋刀鱼的性腺成熟度 ,期以上的雌性占 75%, 雄性占

88%,并有 20%以上已达到.期以上; 11月份,雌性秋刀鱼的性腺成熟度 ∗期和 +期的比例又见增多,

并发现有 20%的秋刀鱼已产卵结束。从相同生产月份不同性别的性腺成熟度比较可以看出, 雌性秋刀

鱼的性腺成熟度普遍高于雄性秋刀鱼的性腺成熟度。通过对南北渔场秋刀鱼的性腺成熟度比较分析,

南渔场的性腺成熟度略高于北渔场的性腺成熟度, 而从相同渔场的性腺成熟度比较发现, 性腺成熟度与

渔获组成中个体的大小成正比,平均体长较大的 7月份和 10月份的性腺成熟度高于相同渔场的 8月份

和 11月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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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 不同月份秋刀鱼性腺成熟度组成

Tab. � Gonad maturity ofCololabis sa ira in d ifferen tm onths (% )

性腺成熟度 (期 )

Gonad m atu re stage

7月份 Ju l

0 1

8月份 Aug

0 1

10月份 Oct

0 1

11月份 Nov

0 1

∗ 0. 9 0. 0 20. 1 0. 0 9. 1 0. 0 21. 5 0. 0

+ 44. 3 56. 3 35. 5 52. 8 15. 5 11. 1 24. 7 25. 0

, 36. 2 29. 2 29. 1 36. 1 15. 5 44. 4 18. 7 30. 0

− 9. 5 8. 3 7. 7 5. 6 21. 4 22. 2 10. 8 25. 0

. 0. 5 0. 0 2. 6 0. 0 10. 3 16. 7 5. 2 10. 0

2 8. 6 6. 3 5. 1 5. 6 28. 2 5. 6 19. 1 10. 0

3� 讨论

国外研究表明
[ 6- 11]

,秋刀鱼中心渔场主要形成在亲潮前锋附近的亲潮冷舌前端, 略微偏东。黑潮

第 1、第 2分支与亲潮沿岸支流和亲潮第 2分支是影响秋刀鱼渔场的主要流系, 因此, 亲潮和黑潮势力

的强弱直接影响秋刀鱼渔场的位置和产量。当亲潮的沿岸分支势力较强时,有可能形成日本沿岸的高

产渔场;当亲潮的沿岸分支势力较弱,而亲潮第 2分支势力较强时,则外海可能形成高产渔场。因此, 在

寻找公海秋刀鱼中心渔场的位置时, 应密切注意亲潮第 2分支和黑潮第 2分支的流态变动。随着季节

的变化,鄂霍次克海及其以北洋面的海冰融化、亲潮寒流势力的加强, 中心渔场的位置逐渐由北向南移

动。

从 2004年 7~ 11月北太平洋公海秋刀鱼渔获物的生物学测定结果可以看出,不同生产月份的秋刀

鱼渔获物的体长群体以中型群和小型群为主。但在相同的作业渔场,渔获物的群体存在较大的差异,北

渔场秋刀鱼渔获物的平均体长 7月份为 261. 8 mm, 8月份仅为 247. 5 mm; 南渔场 10月份平均体长为

266. 7mm, 11月份平均体长则为 252. 6mm。南、北渔场生产前期的秋刀鱼渔获群体均大于后期的渔获

群体, 由此可以判断不同生产月份捕捞的秋刀鱼可能来自于不同的秋刀鱼群体。

根据日本东北区水产研究所 2004年对公海秋刀鱼资源的调查结果, 认为 2004年在北太平洋 177∀

E以西的秋刀鱼资源量约为 341 ∋ 10
4
,t 2005年的秋刀鱼资源量仍将维持在高位

!
。目前日本、韩国、朝

鲜、俄罗斯、中国台湾省和中国大陆等主要生产国家和地区秋刀鱼的年捕捞量尚不足 40 ∋ 10
4
,t秋刀鱼

渔业资源尚具有较大的开发潜力。同时, 根据秋刀鱼的种群分布, 北太平洋的秋刀鱼可分为 4个种群,

它们分别为日本海种群、西北太平洋种群、北太平洋中部种群和加利福尼亚种群。而分布于 30∀~ 50∀
N、165∀E~ 175∀W的北太平洋中部水域的秋刀鱼中部种群,分布范围非常广,由于其分布密度不如西北

太平洋种群的密,目前尚未受到商业性捕捞。但从前苏联和日本对该水域秋刀鱼的调查结果显示,天皇

海山渔场周边公海水域是具有开发潜力的秋刀鱼新渔场。因此,北太平洋优越的地理位置,丰富的秋刀

鱼渔业资源,简单的捕捞操作技术非常适合我国远洋渔业的发展。随着我国秋刀鱼生产规模的不断发

展,开发利用北太平洋中部秋刀鱼渔场将是必然的发展趋势。在此, 希望在政府部门的支持下,立项开

展北太平洋中部秋刀鱼渔业资源的开发探捕, 为我国开发利用公海秋刀鱼渔业资源的可持续发展提供

必要的技术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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