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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年代以前，世界海洋鱼类的渔获量以每年约6%的速度持续增加，但到了70年代初期，由于秘鲁鱼是产量

的急剧减少，增长率明显下降[FAO，1994J 0 1980-1989年期间年总增长率仅为2.3%.1990年粮农组织的渔获

统计数字是自1970年以来首次出现下降， 下降率为3.0 % [F AC)， 1993aJ 0随着传统鱼类资源不同程度地衰退，

头足类这-主要捕捞对象，已引起世界各主要渔业国的关注和重视。据统计， 1970-1993年期间世界头足类

总产量以每年约4.8%的速度递增。1993年产量达276万吨，约占当年海洋总渔获量的3. 3% (图1)。国内外学者

[董正之，1991;奈须敬二等.1991;Arnold， 1979; Boyle， 1983， 1987. 1990， Caddy. 1983; Okutani， 1977. 

1980， Pauly. 1985; Rathjen and Voss， 1987; Rath jen， 1991; Voss. 1973， 1983; Worms. 1983; Zuevand 

Nesis ，1971 J对世界头足类的资源与渔业状况作了叙述。

1 头足类分布及主要种类

头足类是重要的经济海洋动物，广泛分布于太平洋、大西洋和印度洋各海域。从沿岸到大洋，从表层到

5000米深处都有分布[Worms，1983J。头足类的密集分布主要在暖寒流交汇的锋区(如西北太平洋的柔鱼)和

上升流区(如新西兰周围海域的双柔鱼)等海域。

全球海域的头足类约有600种，分隶于43科146属[董正之. 1994J。有重要经济种、次要经济种和潜在经济

种之分【直至正之.1987J。已开发利用48种，集中捕捞的仅22种〔董正之.1994J。在有经济意义的15个科中，以大

洋性的柔鱼科和浅海性的枪乌贼科、乌贼科和峭科为最重要，它们的产量约占世界头足类总产量的70-80%。

柔鱼科共10属约30种[董正之.1994J.属大洋性种。该科中作为捕捞对象的约有10多种，如太平洋梢柔鱼

Todarodes户前的cus、柔鱼Ommastrephes bartrami、阿根廷滑柔鱼Illex argentinus、茎柔鱼Dosidicus gigas、双

1995-09-28收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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柔鱼Nοtotodarus sloani、榴柔鱼Todarodes sagittatus、莺乌贼Symplectoteuthis 0ωlaniensis、翼柄柔鱼Ommas

tre户hes ptero户us、澳洲双柔鱼Nototodaris gouldi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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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世界头足类历年产量(根据FAO 有关年份的统计资料)

Fig. 1 Annual catch of cephalopod in the world 

CAccording to some F AO Yearbookes of Fisheries Statistics) 

枪乌贼 科共8属50种[董正之. 1994J.属于浅海性种。已开发利用16种， 捕捞对象有中国枪乌贼Loligo

ch口lens趴皮氏枪乌贼Loligo 户ealei、乳光枪乌贼Loligo 0户alescens、杜氏枪乌贼Loligo duvaucelii、日本枪乌贼

Loligo ja户omca、 伽氏枪乌贼Loligo gahi、剑尖枪乌贼Loligo edulis等。

乌 贼 科 共3属约100种[董正之. 1994J. 属于浅海性种。已开发利用约10种，捕捞对象有 曼氏无针乌贼

Se户ieUa maindrom、金乌贼Sepia esculenta、乌贼Se户ia offiωinal趴虎斑乌贼Speia pharaonis等。 在北美洲和

南美洲的沿岸海域没有发现乌贼类的分布[Voss.1977J。

峭科分为25属约140种[董正之.1994J.多数为浅海性种。已开发利用约10种， 捕捞对象有真峭Octo户us

vulgaris、7.1<峭Octo户us doβeini、短蚓Octo户us oceUatus 等。

2 头足类资源状况及其渔场

头足类是当今世界上具有开发潜力的重要渔业资源。在70多种经济头足类中被规模开发的种类仅占1/3

左右，而作为专捕对象的少，大部分作为兼捕对象。Gulland[l971]佑ìt.全世界头足类的可捕量为0.1一1亿

吨。Voss[1973]估计， 浅海性头足类的资源量大于740万吨，大洋性头足类的资源量为浅海性头足类的8-60

倍。 Clarke口987J 根据各捕食者的食物来源，估计大洋性头足类的潜在渔获最为浅海性的50多倍。据联合国

粮农组织1977年评估，估计大洋性头足类的资源量为2.5-7.5亿吨， 年可捕量为1-3亿吨。董正之[1991]利

用海洋食物链中抹香鲸与中型头足类的捕食者与被捕食者的关系，估算出世界大洋中的头足类资源量为4.2 

6. 6亿吨。目前已开发利用的头足类几乎都是生活在大陆架的种类或是在近海泪游的大洋性种类，开发较为

集中的是在西北太平洋、中西太平洋、西南大西洋、非洲的西北沿岸和地中海等海域，而大多数大洋性种类基

本七没有开发利用[Worms. 1983J。董正之[1994J认为，目前对一些大陆架深水区的头足类资源还开发利用

得较少，对大陆坡中上层头足类资源开发利用得更少，对资源量极大的南大洋头足类海场还尚未开发。

头足类可根据其栖息水深情况，分为浅海渔场和深海渔场[董正之.1991J。浅海渔场主要是浅海性的枪乌

贼类、乌贼类和峭类的主要栖居场所。我国近海和西非、西北非近海等. 都是重要的头足类浅海性渔场，主要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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底层或近底层开发为主。深海渔场主要是大洋性的柔鱼类和其他开眼亚目头足类的主要栖居场所。北太平洋

海域的柔鱼等渔场是重要的头足类深海性渔场，主要以中上层开发为主。

3 头足类的开发利用状况

70年代以前，头足类产 量在世界海洋渔获最中的比例仅为1.0一1.5%; 70年代，头足类平均年产量为

115.1万吨，在世界海洋渔获量中的比例上升到1.9% ;80年代，头足类平均年产量为188.6万吨，占世界海洋渔

获量中的比例为2.5%;90年代的1990-1993年，头足类平均年产量为262.3万吨，占世界海洋渔获量中的比例

为3.2%。世界上从事头足类生产的国家和地区约有30多个，其中日本、韩国、中国(包括台湾省)、西班牙、前苏

联等为主要生产国，它们所捕获的头足类产量约占头足类总产量的1/2以上。

目前世界上开发利用的头足类主要是乌贼类、枪乌贼类、柔鱼类和峭类(章鱼类)。柔鱼类产量最高，约占

头足类总产量的1/20根据FAO划定的渔区，西北太平洋(61渔区)、西 南大西洋(41渔区)、中西太平洋(71渔

区)、中东大西洋(34渔区)、西南太平洋(81渔区)和东南太平洋(87渔区)是生产头足类的六大重要渔区，1993

年头足类渔获产量组成的比例分别为32.8%、25.2%、10.4%、7.8%、2.3%、8.8%。表1详细列出了各渔区头

足类资源开发和利用状况。

渔 区

西北大西洋

东北大西洋

中西大西洋

中东大西洋

西南大西洋

东南大西洋

地中海

印度洋西部

印度洋东部

东南太平洋

西北太平洋

东北太平洋

中西太平洋

中东太平洋

西南太平洋

南 极

表1 世界头足类开发和利用状况

Tab. 1 The exploitation and utilization of cephalopod in the world 

1993年头足类产量 头足类最高年产量 渔业现状

(万吨〉 (万吨) 当地渔业 远洋渔业

3. 49 19. 73(979) + ++ 

4. 37 5. 58(990) + + 

1. 88 2. 15(992) + + 

21. 67 23. 85(991) + ++ 

69.53 76. 39(987) + ++ 

0.70 2. 02(987) # + 

6.72 8. 33(988) 十十 # 

6. 94 7. 52(992) # + 

5. 97 7. 94(989) # # 

24. 33 24. 33(993) 十 + 

90. 61  94. 18(992) +++ # 

0. 03 5. 58(987) # # 

28.62 28. 62(993) ++ # 

3. 82 8. 08(989) + # 

6. 37 20. 49(989) # ++ 

。 。 未开发 未开发

开发前景

'‘ 

'唾 骨

* 

'母

'峰 *

'峰 '‘

'峰 '峰

'畴 *

铸

* 

'晤 '晤

* 

'畴 *

'峰 '‘ *

注::t:t:表示开发程度弱;+表示开发程度一般;++表示开发程度大;+++表示开发程度很大;-表示开发潜力弱g

铸表示开发潜力一般;赞 普表示开发潜力大; 祷 婪 骨表示开发潜力很大。

头足类的作业方式主要有钓钩、拖网和流刺网三种[Arnold， 1979; Voss， 1973; Rathjen 和 Voss， 1987; 
Rathjen， 1991J。钓钩是最重要的作业方式，它的产量约占头足类总产量的40%左右。日本植民早在17世纪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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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始利用钓钩作业，其产量约占日本头足类总产量的95%[Arnold. 1979， Rathjen 和Voss. 1987; Rathjen. 

1991J。拖网是第二大作业方式，其产量约占头足类总产量的25% [Rathjen. 1991 J。拖网作业的方式有单拖和

双拖、底拖和中层拖网。分布在西北大西洋海域的滑柔鱼(]llex illecebrosus) •作业方式主要是底层拖网和中层

拖网[Pierce 和Guerra. 1994J。流刺网曾是重要的作业方式之一[Rathjen. 1991J.其产量约占头足类总产量

的10%.特别是在北太平洋公海海域[Arnold. 1979， Rathjen 和Voss. 1987J。但联 合国第46届大会通过第

46/215号"关于大型远洋流刺网捕鱼活动及其对世界大洋和海的海洋生物资源的影响"决议，规定从1993年1

月1日起，在各大洋和海的公海海域全面禁止大型流刺网作业C乐美龙.1995J.其他还有围网以及传统的作业

方式如矛刺、陷阱网等[Hernado 和 Flores. 1981， Pierce 和Guerra.1994J。

4 捕捞头足类的主要渔区(FAO划定区域，用于渔业统计目的)

4. 1 西北太平洋(61植区)

据FAO统计，该渔区的头足类产量一直居各渔区之首{除1987年外). 70年代该渔区头足类年平均产量

为63.5万吨，占世界头足类总产量的54.5%，80年代年平均产量为75.8万吨，占世界头足类总产量的40..5%，

90年代的1990-1993年，年平均产量为88.1万吨， 占世界头足类总产量的33.6%.1993年该渔区头足类产量

达90.6万吨(表2)。

太平榴柔鱼和柔鱼是西北太平洋二大重要的头足类资源。太平洋裙柔鱼是柔鱼类中传统捕捞对象[董正

之.1994J.开发历史已有一百多年，最高年渔获量达70万吨。主要捕捞国家为日本和韩国。80年代初期资源开

始衰退.1986年产量仅为12.8万吨。但近几年资源已有所恢复。据FAO统计.1993年产量己达到53.8万吨。该

资源已属于过度捕捞[Chikuni. 1985; Murata. 1989J。据千国史朗[1985J估计， 太平洋裙柔鱼的潜在渔获量

为30-40万吨。柔鱼是新开发仅有20多年历史的最重要的柔鱼类之一【董正之.1994J。由于生产规模的不断扩

大，渔场从北海道的东南海域扩展到西经145度的公海海域。 80年代基本上采用了高效率、高强度的流刺网作

业。据统计.1988年日本、韩国和我国台湾省的流刺网作业渔船最高达到776艘[乐美龙.1995， Northridge. 

1991J.流刺网的渔获量一般为20-30万吨C稻田博史等.1995J。但由于公海大型流刺网的全面禁止，给这一

海域的柔鱼渔业带来了一定的影响。Okutani[1977J估计， 北太平撑柔鱼的潜在渔获量为38万吨.千国史朗

[1985J估计，北太平洋柔鱼的潜在渔获量为25-35万吨.Beamish 和Mcfarlane[1989J估计北太平洋柔鱼的潜

在渔获量为30万吨.Jefferts[1986J则认为，自1978年利用流刺网以来，柔鱼己充分利用。

在西北太平洋南部，尤其中国沿岸海域枪乌贼类的潜在渔获量还很大。估计西北太平洋浅海头足类的潜

在渔获量为18-26万吨(唐小曼.1991).目前的捕捞量还未超过10万吨。西北太平洋乌贼类的可捕量为11-17

万吨，目前该资源已得到充分利用。 而章鱼类可捕量为10-12万吨，目前章鱼捕捞量为5.2-5.9万吨，主要是

日本沿岸水域得到充分开发。大洋性北方拟蜻乌贼、日本爪乌贼等，资源丰富，仅为部分开发和利用。

整个西北太平洋头足类潜在资源量很大，据Voss[1973J估计，为200万吨左右。 而目前的产量约为90万

吨，因此渔获量还可以增加，但需开发新的捕捞对象和新的渔场。

4.2 西南大西洋(41渔区)

该渔区70年代前期头足类的年平均产量约为4000吨，70年代后期年平均产量糟至4.4万吨，80年代后期又

翻了一番，达到55.5万吨11987年首次超过西北太平洋而跃居世界第一位，产量为76.4万吨。1988年以后退居

世界头足类渔区产量第二位，年产量稳定在55一77万吨间，90年代的1990-1993年，年平均产量为66.4万吨

(表2). 占世界头足类总产量的25.3%。其中90%以上的渔获量为非沿岸国的远惮渔船所捕获，主要捕攒的国

家和地区有日本、波兰、西班牙、韩国、我国台湾省等。

主要捕捞对象为阿根廷滑柔鱼和伽氏枪乌贼。1989年阿根廷滑柔鱼的产量为最高，达22.3万吨[Barton.

(})庸小曼.1991.世界各大洋头足类捕捞现状及其前景.远洋渔业.(2) .9-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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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5aJ。但近几年产量剧降，1994年仅为6.68万吨。1994年和1995年阿根廷 英国两国渔业科学家所作的联合

调查表明，目前资源状况低于可接受的水平，预计1996年可能不足以形成好的渔场[Barton，1995日。该渔业将

被建立禁渔期，以尽快恢复资源[Barton，1995aJ。伽氏枪乌贼的年渔获量为5-12万吨，近几年也有所下降。

4.3 中西太平洋(71温区)

在世界头足类渔获量中，该渔区居第三位。因受北赤道海流的影响，西部有上升流区，水系虽较单纯，但有

浅海、深海以及海山、海岭等形成优良的渔场。80年代以来，头足类产量基本呈稳定增长趋势 (表2)。主要捕捞

对象是中国枪乌贼和杜氏枪乌贼。而在东南亚海域，中国枪乌贼的资源潜力更大[董正之，1994J，对浅海渔场

中的乌贼类和峭类还很少开发;对大洋性渔场中的柔鱼类和其他开眼头足类基本上还未触及。

据FAO资料，该渔区头足类的潜在可捕量为50-65万吨，其中菲律宾群岛周围为10.0-25.0万吨，南海

20.0-25.0万吨，爪哇海至阿弗拉海20.0-25.0万吨，约为目前产量的2.0-2.5倍。菲律宾群岛周围海域的大

洋性柔鱼和其他开眼头足类具有良好的开发前景。

4. 4 中东大西洋(34谧区)

中东大西洋是世界头足类中的一个重要渔区，在世界头足类渔获量中居渔区第四位。该渔区主要受到加

那利海流、南赤道海流和北赤道海流的影响，上升流区也比较广阔。80年代以来，该渔区头足类年产量一直在

13.。一24.0万吨间波动。1991年达到最高产量，为23.7万吨.1993年产量为21.7万吨 (表2)。重要捕捞海区在撒

哈拉滩和布朗角的毛里塔尼亚沿岸，主要捕掳对象为真峭和乌贼，年总产量达10-20万吨 (季里辉，1993)。同

时还有次要经济种如枪乌贼、福氏枪乌贼Loligo forbesi、翼柄柔鱼和短柔鱼Todaropsis eblanae 等。

据FAO估计，该渔区章鱼潜在可捕量为10.。一13.5万吨，乌贼为3.2万吨，枪乌贼为2.0万吨 (唐小曼，

1991)。实际捕捞量与估计量基本相同。但是对亚速尔群岛、马德拉群岛和加那利群岛外海及大洋开阔区中的

开眼头足类资源，基本上尚未触及，如帆乌贼Histioteuthis bonnellii、尖狭滑柔鱼Illex oxygonius 等大洋性种

都具有较大的潜在渔获量。该渔区中的头足类是我国西非远洋船队重要的捕捞对象之一。作业方式一般为六

片式单拖，作业渔场主要分布在西非北部，尤其以西撒哈拉和毛里塔尼亚沿岸海域。1994年我国作业渔船分别

达到64艘和60艘，以捕捞真峭和乌贼为主，枪乌贼类也有少量捕获，年产头足类3-4万吨。

4. 5 东南太平洋(87、渔区)

东南太平洋是世界上头足类最新开发的渔区，该渔区头足类产量己跃居到渔区第五位。1992年和1993年

头足类产量分别为16.4万吨和24.3万吨 (表2)。 该渔区是世界上主要的上升流区，秘鲁海流。南赤道海流和反

赤道海流对渔场的形成也有着重要的影响。

该渔区曾是世界海洋鱼类产量最高的海域之一，群体十分密集的秘鲁姆和秘鲁沙丁鱼为头足类提供了

重要的食饵来源。但由于大陆架过于狭窄，不宜拖网作业，头足类资源一直未被大规模开发和利用。1989年，日

本钓船首先在秘鲁外海寒暖流交汇的锋区，开发了茎柔鱼 (又称美洲大柔鱼或巨型柔鱼)资源。据统计，1994年

在秘鲁水域外国渔船所捕攒的茎柔鱼产量约为20万吨，而1993年不到14万吨。估计若采用新的渔具，渔获量有

望可增加到50万吨(渔业参考消息，1995)。据初步估算，茎柔鱼资源量为150万吨， 可捕量为数十万吨 (唐小

曼，1991)。在秘鲁近海，枪乌贼类的资源也很丰厚，但都还没有进行正式产业性开发。

4.6 西南太平洋(81渔区)

西南太平洋也是世界上生产头足类的重要渔区之一，该渔区的头足类产量居渔区第六位。该渔区的水系

复杂，不仅有广阔的上升流区，而且还有不同来源水系汇合而成的辐合锋区。

该渔区70年代前期头足类年产量约为2.0万吨，1982年以后产量都维持在10万吨以上，1989年产量达到最

高，为20.5万吨 (表白，1993年产量为6.4万吨。 主要捕捞对象为分布在新西兰周围水域的双柔鱼，其最高年产

(2)季星辉，1993，西非海域渔场资源的简要状况.西非渔业资料之一，10一11.中国水产总公司、上海水产大学编。

(3)渔业参考消息，1995.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信息研究所编，第4期.

(4)庸小曼， 1991.见本文第19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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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为12.9万吨0989年)，1983年新西兰开始实行了限额捕费制度，1987年以后双柔鱼的捕捞限额约为12.0万

吨。 1987-1993年间实际产量仅占捕捞限额的47%.资源没有得到充分的利用，尚有一定的开发潜力。

表2 一些主要渔区的头足类年产量(1970-1993) (万吨)

Tab.2 Annual catch of cephalopod of some main fishing areas(1970-1993) (X 10 thousand tonnes) 

年 份
西北太平洋 西南大西洋 中西太平洋 中东大西洋 东南太平洋 西南太平洋

(61渔区) (41渔区〉 (71渔区〉 (34渔区) (87渔区) (81渔区〉

1970 62.98 0.23 8.54 11. 03 0.08 0.00 

1971 57.03 0.26 7. 22 10.71 0.09 0.00 

1972 69.20 0.25 11. 68 17.73 0.07 0.01 

1973 57.47 0.52 10.83 19.14 0.04 1. 55 

1974 53.33 0.55 11. 66 22.50 0.02 2.46 

1975 64.96 0.53 12.87 20.30 0.05 1. 98 

1976 65.54 O. 93 12.56 17.90 O. II 1. 97 

1977 61. 00 0.35 14.78 14.86 0.03 5.55 

1978 67.00 7.48 15.79 16.16 0.04 3.68 

1979 78.04 12.44 14.18 12.56 0.04 4.97 

1980 94.00 3. II 12.56 12.93 0.03 6.92 

1981 69.19 5.41 14.38 17.12 O. II 6.33 

1982 76.16 20.84 15.49 17.17 0.28 1l.15 

1983 74.54 20.52 18.50 21. 16 0.28 10.72 

1984 73.06 25.21 16.64 16.10 0.34 15.05 

1985 77. 22 27.00 15.94 16.81 1. 95 12.27 

1986 59.60 41. 05 20.11 20.08 0.60 10.24 

1987 70.66 76.39 21. 21 17.56 0.48 10.48 

1988 69.14 68. 14 22.54 17.20 0.72 12.53 

1989 87.88 76.19 23.49 19.25 0.98 20.49 

1990 86.17 55.30 24.09 18.88 2.06 8.44 

1991 81. 56 69.09 26.21 23.85 13.35 8. 18 

1992 94.17 70. 19 26.64 21. 65 12.33 12.81 

1993 90.60 69.50 28.60 21. 67 24.33 6.37 

注g据FAO有关年份的统计资料.

5 结论与分析

(1)头足类资源蕴藏量大且分布范围广泛。虽有少数种类如分布在日本沿岸海域的太平洋榴柔鱼以及西

北非的章鱼等，因过度捕捞而出现资源衰退。但据全球植围内头足类总可捕量的估算值与目前的生产量相 比，

开发率仅为3%左右。可见头足类是一种未充分开发利用的渔业资源，也是一种很有发展前途的捕捞对象。

(2)目前世界上较为大规模开发和利用的大洋性头足类主要有太平洋槽柔鱼、 柔鱼、双柔鱼、茎柔鱼和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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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廷滑柔鱼，它们都有一定的利用率，作业方式基本上为钓捕。在这五种头足类中，柔鱼分布范围最广，年产量

在20-30万吨。 原柔鱼流刺网渔场075E-145W)地处公海海域，不 受200海里专属经济区的限制。同时在

1993年1月1日 大型公海流刺网禁止作业之后，资源恢复迅速，并已达到一个较高水平。分布在日 本沿岸海域的

太平洋裙柔鱼，由于日 韩即将宣布实行200海里专属经济区，同时日 韩又是头足类的主要生产和消费国，因而

估计该资源将会得到严格的管理和保护.双柔鱼、阿根廷滑柔鱼和茎柔鱼主要分布在各沿岸茵的200海里范围

之内。 双柔鱼由于新西兰实行了严格的配额制度，资源得到较好的保护。阿根廷滑柔鱼近几年资源出现衰退，

1994年的产量 (为6.68万吨)不到最高年产量的1/30目前阿一英政府正在联合采取措施，以尽快恢复该资源.

茎柔鱼是80年代末 期新开发的种类，分布范围广，但可作业的海域只有秘鲁外海渔场.茎柔鱼资源潜力大，目

前的产量还不到其可捕量估算值 (约为50万吨)的1/20

(3)分布在西北太平洋亚寒带海域的日 本爪乌贼 、 北方拟蜡乌贼 都具有一定的可捕量可供开发。分布在

印度洋西部热带海域、资源十分丰厚的莺乌贼 B引起日 本就钓界的关注，并正在致力于开发和利用。南大洋是

头足类资源量最大的渔区，也是尚未开发的大洋性头足类处女渔场。据估计年可捕最为100-200万吨。

(4)我国远洋就钓渔业自1989年起步，先后成功地开发了日本海的太平洋榴柔鱼和西北太平洋海域 (1600

E以西)的柔鱼资源。据统计，1995年我国参加就钓生产的单位有18家，作业船只达250艘左右。随着我国远洋

就钓渔业生产规模的不断扩大，进一步开发和探索新的头足类渔场和资源是很有必要的。北太平洋中部海域

(1750E-1450W) 的原柔鱼流刺网渔场，资源量大，渔场离国内生产基地近，应作为我国远洋就钓渔业的发展

重点。去年我国已有4-5家海洋渔业公司进入新西兰周围海域生产，取得较好的生产效果。开发和利用新西兰

周围海域的双柔鱼资源是实现我国远洋就钓渔业全年性作业的一条可行途径。另外茎柔鱼和阿根廷滑柔鱼

都应成为我国远洋就钓渔业重点发展的对象。

本文承蒙王尧耕、乐美龙教授审阅，并提出宝贵意见，在此表示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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