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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缩成面钝CNavodon septentrional GUnther)l990年前产量仅次于带鱼，名列第二。本文从资源现状，群

体组成变化，年产量，单位捕捞努力量渔获量(CPUE)及主要作业海场诸方面进行分析，指出近几年来年产量

大幅度下降 ，即由1990年的27.80万吨降到1993年的1.42万吨。这些触 目惊心数字，不得不令人担忧。为了防止

重蹈大小黄鱼资摞枯竭的覆辙，必须强化对绿鳝马面钝的渔政管理措施，才能期望早日恢复其资源。

1 绿鳝马面钝的资源现状

1.1 资源量和最大持镇渔获量

用世代分析法CCothort Analys is)推算出各世代年龄资渐量和年总资源量.1978-1993年绿鳝马面钝平均

资源量为47.04万吨.依据郑元甲[1987]分析，绿鳝马面钝最大持续渔获量为15.4万吨.

1.2 资源特点

1. 2. 1 生命周期较锺，世代史新校快

绿鳝马 西钝的年龄组成较简单，最大年龄为10岁，平均为2.88岁 ，其中以2-3龄为主，1984年前4龄以上占

有一定比例 ，而后4龄以上年占比例较少(表口。绿鳝马面钝的初次性成熟最小体和为107 mm.最小体重-为20

g。在产 卵群体的年龄组成中 ，以2-3龄鱼为主(1992年除外) ，也有少数1龄鱼参加产卵活动。

L 2. 2 分批产卵，产卵的环咙宽广

据日本池原宏二【1918年汉译本1从1969-1975年间在山阴海域和新泻沿岸各地对绿鳝马面钝的产卵和发

育进行了考察。新泻沿岸产卵期为5月F旬至7月上旬，备后滩的产卵盛期为5月下旬 至6月下旬.术平洋一侧的

1994-04-16收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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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南海域，则从3月下旬开始产卵，且产卵是在沿岸烧水区进行。而在我国产卵期是4月上旬-5月中旬，盛期为4

月中、下旬，产卵场在钓鱼岛附近。东海区绿鳝马丽钝产量区域是在80-100 m 等深线的外海区。这说明从沿岸

浅水区到深水区都有，其产卵环境宽广.绿鳝马面钝卵子成熟不是同步的，而是分批成熟，成熟一批排出一批，

属分批排卵类型，这有利于幼鱼的成活和资源的补充。

寝1 1977-1993年我国绿幡马面蝇的年龄组成、平均年龄、

平均体长捕捞努力量、年产量和单位捕捞努力量渔藏量

1977 1978 1979 1980 1981 1982 1983 1984 1985 

0.72 。 。 0.26 0.05 O. 15 。 。 2. 19 
2 0.36 17.14 4. 16 0.08 9.73 0.54 9.17 21. 14 74.07 
3 53. 12 47.35 60.74 89. 12 65.00 19.65 43.47 72.53 12.68 
4 24. 87 19. 17 16.79 0.07 20.01 68.57 8.11 0.03 3、99
5 19.72 11. 40 16.24 8.78 4.14 7.00 32.67 3.97 4.42 
6 0.54 2.45 0.57 0.01 0.39 1. 00 3.31 1. 03 1. 30 
7 0.50 2. 13 1. 50 1. 37 0.57 2.20 3.05 1. 01 1. 04 
8 0.17 0.30 。 0.31 O. 12 O. 12 。.22 0.32 0.32 

样品尾数 392 696 550 750 950 420 3235 2717 2875 

平均体长(mm) 191. 40 182.53 106.96 180.37 180.26 195.57 192.35 169.03 153.31 

平均年龄 3.67 3.34 3.53 3.24 3.23 3.96 3.89 2.96 2.44 

捕捞努力量(网次) 51146 30979 8342 27861 30026 39188 28824 46173 53869 

产量(万吨〉 20.30 24.96 7.50 14.00 18.10 22.40 7.50 21. 50 22.00 
CPUE(吨/网次〉 3..97 8.04 8.99 5.02 6.02 5.72 2.60 4.66 4.08 

1986 1987 1988 1989 1990 1991 1992 1993 

。 。 16.50 。 29.03 1. 23 98.50 50.0 
2 72.54 32.07 41. 50 36.00 63.72 。.13 。 79.96 
3 27.22 65.27 31. 50 62.20 O. 18 83.65 。 19.95 
4 0.01 。 7.50 1. 10 7.32 0.04 。 0.01 
5 0.06 1. 44 2.00 0.70 。 6.68 0.05 0.03 
6 0.08 1. 12 1. 00 。 O. 16 7.53 0.5<1 0.05 
7 0.03 0.08 。 。 。 8.17 0.90 。
8 0.03 。 。 。 。 0.57 。.85 。

样品尾数 2196 880 500 600 544 547 488 1148 
平均体*(mm) 151. 03 166.77 157.55 169.90 149.00 192.92 132.02 157.79 

平均年龄 2.28 2.75 2.48 2.66 1. 87 3.37 1. 08 2.20 

捕捞努力量(网次〉 56776 62961 71036 67659 59647 45537 49379 14947 

产量(万吨〉 31. 00 33.70 18.10 33.60 27.80 16. 12 10.92 1. 42 
CPUE(吨/网次〉 5.46 5.35 2.55 4.97 4.71 3.54 2.21 0.95 

注g此表据詹秉义.1994.应用VPA法评估绿鳝马面钝资源.P.42.

1. 2. 3 都体性强，垒发高度集市，

绿鳝马面钝集群性强，鱼发海区较集中，易于搜捞，网次产量很高，由于捕捞力量过于集中，资源量承受压

力特 大 ，如不注意否?理捕捞，资源也易受到破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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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群体组成变化

2. 1 体长组成变化

平均体长1974-1979年为192.98 mm，1980-1989年为170.62 mm，1990-1993年为157.93 mm.80年代

比7Q年代小22.36 mm，1990-1993比70年代小35.05 mm，比80年化偏小12.69 mm。需指出的是1992年生物学

测定408尾样品中，120-140 mm 占85.33%(其中有小部分为0龄幼鱼)1100-120 mm(全属0龄幼鱼)占7.

08%。这两部分体长组成占92.41%。这个比例数，是非常令人担忧的.

2.2 年龄组成变化

群体的年龄组成起了很大变，1977-1984年以3-4龄占优势，1985-1991年和1993年以2-3龄占优势，

1992年则以l龄鱼占绝 对优势(见表1)。群体的平均优势年龄组也逐年偏小2-3龄，值得引起警惕的是1992年

出现了相当数 量的0龄幼鱼，而1993年未见1龄鱼，2-3龄占99.9% 0以上体长和年龄组成变化足以说明我国绿

鳝马面钝的群体结梢已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充分反映出捕捞群体低龄化和小型化特点。1993年1岭鱼补充群体

未见，所有这些都是不好的征兆.

寝2 1984-1993年鳝马团"每单渔获量和分渔场年产量及所占百分比

年份 总渔获量
对马、五岛海场产量 过路渔场 钓渔岛渔场

(万吨〉

1984 21. 50 

1985 22.00 

1986 31. 00 

1987 33.70 

1988 18. 10 

1989 33.60 

1990 27.80 

1991 16.12 

1992 10.92 

1993 1. 42 

产量(万吨 % 产量(万吨〉

5.83 27. 1 5.80 

5.28 24.0 6.40 

3.30 10.9 18.38 

7. 95 23.6 17.02 

7.11 39.3 ，6.39 

12.47 37. 1 12.97 

18.85 67.8 8.09 

8.45 52.4 6. 93 

1. 51 13.8 8 

。.98 68.7 0.07 

注，本表来源同表1.P44.

(1)钓鱼岛渔场有黄"马商钝1.20万吨，

% 产量(万吨〉

27.0 9.87 

29. 1 10.32 

59.3 9.24 

50.5 8.73 

35.3 4.60 

38.6 9. 16 

29. 1 0.86 

43.0 0.74 

。 1.00 

5.0 0.37 

(2)过路渔场、钓鱼岛渔场分别有黄"马面钝3.81和1.47万吨.

3 历年产量、CPUE与主要作业渔场的分析

3. 1 历年产量

% 

45.9 

46.9 

29.8 

25.9 

25.4 

24.3 

3.1 

4.6 

9.2 

26.3 

济州岛西渔场

产量(万吨〉 % 

8.41 77.0 

备 注

(1) 

(2) 

目前捕捞 量大子年增长量，一般超过的数量由种群生物 量补偿。补偿的结果使种群生物量下降，根据东海

水产研究所许永明先生计算出马面钝的种群的最 高年增长量为15万吨。也就是捕捞 量最宜限在15万吨左右，

否则会影响资源的再生基础。这与前面绿鳝马面钝MSY为15.4万吨基本吻合。按比标准来对照，1990年前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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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三年(即1979、1980和1983年〉没有超过.1979年和1983年曾两次大幅度下降，当时有人怪罪于海 况异常，而

这次由1989年产量36.60万吨下降到1993的1.42万吨，连续四年呈直线下降(见图口，这只有充分说明其资源

已面临崩溃--"枯竭"。

3.2 单位捕捞努力量渔获量

1977年-1979年错"马钝CPUE 为7.00吨/网次. 1980年-1四9年为4.64吨/网次. 1990-1993年为2.

73吨/网次。 目前其资源密度只有70年代的39%.80年代的58.8%.其资摞密度与年渔获量下降趋势基本一致。

(见图1)

CPUE 

z i吨/网次

量
〈
万
吨

年渔获量

单位捕捞努力量渔获量
(CPUE) 

401-10 

77 79 81 83 85 自古 ，，' ‘号
C ， 

年份

国1 1977-1993年我国绿鳝马面钝的年渔获量和单位捕捞努力量渔获量

3. 3 主要作业渔场

从1984-1993年绿'自马面钝分渔场产量及所占百分比可见(见表幻11984、1985年主要捕获钓鱼岛生殖群

体分别占总产量的45.9%和46.9%. 1986年后此渔场所占总产量比例下降. 1990年后产量甚徽， 说明钓鱼岛

生殖群体己遭破坏， 1990、1991年和1993年以捕获对马、五岛渔场越冬鱼群为主.1990年为18.85万吨， 以后三

年也大幅度下降，越冬渔场同样也经不住大批谊轮围捕。由于严重的捕捞过度，该资源已出现枯竭现象，为此

必须强化对绿鳝马面盹的渔政管理措施已迫在眉睫.

4 必须强化对绿鳝马面钝的渔政管理措施

4，1 规定操蜡马面钝作为繁殖保护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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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水产资源繁殖保护条例》第二章保护对象和采捕原则第四条中鱼类E原海水鱼带鱼等26种外，应补加

绿鳝马面钝作为保护对象。

为了逐步恢复钓鱼岛生殖群体和对马五岛越冬群体的资惊，使马面钝能得到补偿生息的时机，立即采用

休谧三年，时间从1994年11月至1996年5月。

4.2 规定可捕量(捕捞限额)

由于1992年和1993资源下降的幅度特 大，即使到1996年11月投产也不能用对绿鳝马面钝的最 大持续产量

(MSY)15万吨作为限制渔获量的标准，原因是资源的恢复要有一个过程，建议第一年以MSY的1/3作为限制

标准，以后逐年增加直至恢复到15万吨水平。由海区渔政局与各海洋渔业公司协调整进行分配。

4. 3 规定作业船数

1996年11月可将现有250对作业渔轮中减少2/3即减少166对渔轮，以后随资源恢复而逐年增加投产船数.

此项工作由海区渔政局通过发放绿鳝马面钝捕捞许可证来严格控制。

4.4 规定可捕标准和鱼比例

绝大多数马面钝初次性成熟体长为140 mm o严禁捕捞<140 mm 的幼鱼.这样做是为了保留足够数量的

亲体得以正常繁衍，使马面钝资源得应有的补充量，以确保其资源是稳定.

规定渔获量中的幼鱼比例，根据中日渔业协定中规定拖网每航次的渔获量，幼鱼所占的比例不得超过同

种鱼总渔获量的20%。超过部分按谧业法规行处罚。此项工作必须加强渔港港口和海上 泡政船监督检查。

4. 5 划定操蜡马面钝撩捕区和禁渔期

要像保护东海带鱼资源那样有力措施来保护好绿鳝马丽钝资源. 根据东海水产研究年调查船在26000'

N、123000'E 为中心周围十来个海区中，其底质为石灰质灰褐色珊珊沙(含 大量贝壳片)，试捕时底纲经常带上

海藻、珊珊枝等物。这表明这一带海区具有马面钝 卵附着的优良条件。为此建议在25045'N -26030' N， 122000' 

E -123030'海区每年从4月.1日起为禁渔期。

4.6 制定奖惩制度

对于在马面钝资源保护中有功的水产科技工作者、渔业行政主管部门的干部和渔政检查人员， 从事渔生

产的干部、渔工、渔民论功行赏给予奖励。而对于破坏资摞繁殖保护的单位和个人，要视其其情节，按照渔业法

规给予批评教育或惩处。每二年由海区政局进行评比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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