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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根据2008年8月－11月印尼阿拉弗拉海单船探捕调查的浅色黄姑鱼生物学数据�对浅色黄姑鱼的
生物学特性进行了分析。结果为：性成熟度为Ⅱ ～Ⅲ期的占 79．83％；摄食等级主要为 0级和 1级�占
66∙56％；雌雄性比接近1．4∶1；体长范围为11．5～52．0ｃｍ�优势体长组为17．5～21．5ｃｍ和25．5～33．5ｃｍ�
在经纬度上体长分布差异明显；在优势体长组中�15．5～17．5ｃｍ、25．5～32．5ｃｍ优势体长组内的雄性个体
出现频率明显高于雌性�而在其他体长组内�雌性占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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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浅色黄姑鱼 （Ｎｉｂｅａｃｏｉｂｏｒ）为温水性中下层
鱼类�广泛分布于大西洋、印度洋、西太平洋的温
带及热带海域。分布在印度尼西亚阿拉弗拉海
的浅色黄姑鱼已成为我国远洋性渔业的主要经

济捕捞对象之一。我国学者曾对浅色黄姑鱼的
年龄与生长、摄食、分布等方面进行了广泛的研
究 ［1－13］�而目前对于印尼阿拉弗拉海浅色黄姑鱼
的生物学特性研究在国内还未见报道。本文根
据2008年8－11月�在印度尼西亚阿拉弗拉海开
展单船资源探捕调查的浅色黄姑鱼生物学测定

数据�对其性成熟度、摄食等级、性比、渔获物的
体长分布、体长和体重的关系等生物学特性进行
初步分析�为进一步研究生物学特性、资源状况
以及合理开发和可持续利用该海域浅色黄姑鱼

资源提供参考。
1　材料与方法
1．1　调查船、调查时间与海域

调查船：福建远洋渔业集团公司探捕船 “福
远渔887”�单船拖网作业。

调查时间：2008年8月27日－2008年10月
28日。

探捕海域：135°Ｅ～137．5°Ｅ、6°Ｓ～8．5°Ｓ。
1．2　调查方法、调查内容

随机取样进行测定�测定内容为：体长、体
重、性别、性腺成熟度、摄食等级。体长用量鱼板
测定 （精度为0．1ｃｍ）；体重用天平测定 （精度为
5ｇ�范围10ｋｇ）。性成熟度参照我国通常用的划
分鱼类性腺成熟度的6期标准�摄食等级采用5
级标准 ［11］。
1．3　数据处理

对调查期间所测定的浅色黄姑鱼生物学特

性数据分别进行分析。群体组成采用频率分布
法�组距2ｃｍ�对体长与体重关系采用幂函数回
归�其关系式为：Ｗ＝ａＬｂ�Ｗ表示体重�Ｌ表示体
长�ａ�ｂ为参数�利用ＳＰＳＳ统计软件进行显著性
检验。

对不同体长组内性成熟个体的比例和体长

组数据采用线性回归�拟合Ｌｏｇｉｓｔｉｃ曲线�推算不
同性别黄姑鱼的初次性成熟体长：［15］

Ｐｉ＝1／［1＋ｅ－（ａ＋ｂｌｉ） ］ （1）
式中：Ｐｉ为成熟个体占组内样本的百分比；ｌｉ为
各体长组。

初次性成熟体长 （ＭＬ50％ ）＝ －ａ／ｂ （2）
2　结果
2．1　体长和体重组成

对625尾浅色黄姑鱼样本测定得知�其体长
范围为11．5～52．0ｃｍ�平均体长为39．6ｃｍ�优
势体长组分布范围为17．5～21．5ｃｍ和25．5～
33．5ｃｍ�分别占30．4％和47．04％。体长大于
43．5ｃｍ的占2．11％。体重范围为20～1700ｇ�
平均体重1120ｇ。
2．1．1　体长空间变化

从时间上来看�第一航次捕获的浅色黄姑鱼
个体与第二航次捕获的个体无明显差别 （Ｐ＝0．6
＞0．01）（图1）。而在空间分布上浅色黄姑鱼体
长差异较大：同经度个体体长差异显著 （Ｐ＝
0．038＜0．05�Ｆ＝3．111）�同纬度个体体长无显
著性差异 （Ｐ＝0．887＞0．01�Ｆ＝0．332） （图2）。
2．1．2　雌、雄个体体长比较

对360尾雌性浅色黄姑鱼和255尾雄性浅色
黄姑鱼分别进行体长统计发现�在不同的体长分
组内�雌雄浅色黄姑鱼的体长大小的比例是不同
的�在两个优势体长组内�15．5～17．5ｃｍ、25．5
ｃｍ、29．5～32．5ｃｍ雄性个体出现的频率明显高
于雌性�在其他体长组内�雌性占优势。

海上测得雌性个体的体长范围为 11．8～
49．2ｃｍ�优势体长13．5～17．5ｃｍ、25．5～31．5
ｃｍ分别占总样本数的43．76％和33．75％�平均
体长24．0ｃｍ。雄性个体的体长范围为11．5～
52．0ｃｍ�优势体长为 13．5～19．5ｃｍ、27．5～
35．5ｃｍ�分别占总样本数的29．77％和49．74％�
平均体长26．8ｃｍ（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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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浅色黄姑鱼体长频率分布图
Ｆｉｇ．1　Ｔｈｅｌｅｎｇｔｈ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ｏｆＮｉｂｅａｃｏｉｂｏｒ

图2　平均体长与经纬度的关系
Ｆｉｇ．2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ｂｅｔｗｅｅｎａｖｅｒａｇｅｌｅｎｇｔｈａｎｄｔｈｅｆｉｓｈｉｎｇａｒｅａ

图3　雌、雄个体体长比较
Ｆｉｇ．3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ａｎｄ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ｏｆａｎｕｓｌｅｎｇｔｈ

ｂｅｔｗｅｅｎｆｅｍａｌｅａｎｄｍａｌｅＮｉｂｅａｃｏｉｂｏｒ

2．2　性别和性腺
2．2．1　性别和性腺成熟度

对615尾浅色黄姑鱼进行性别和性成熟度

测定发现�调查期间雌雄性别组成接近1．4∶1�见
表1。整个探捕渔场浅色黄姑鱼性成熟度以Ⅱ期
和Ⅲ期为主�占样本总数的79．83％�Ⅳ期只占样
本的14．63％�Ⅴ期为5．53％�未发现Ⅵ期�见表
2。

对不同性成熟期的浅色黄姑鱼体长统计发

现�雄性性成熟最小体长为281ｍｍ�雌性为263
ｍｍ�见表3。
2．2．2　　初次性成熟度体长

雌性和雄性个体的性成熟度-体长关系分别为
雌性：Ｐｉ＝ 1

1＋ｅ－（－2．1027＋0．0549ｌｉ） （Ｒ
2＝0．7524�

ｎ＝360�ｐ＜0．01）
雄性：Ｐｉ＝ 1

1＋ｅ－（－2．7573＋0．0918ｌｉ） （Ｒ2＝0．89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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ｎ＝255�ｐ＜0．01）
50％性成熟 （初次性成熟 ）体长分别为：

雌性个体：ＭＬ50％ ＝38．3ｃｍ�雄性个体：
ＭＬ50％ ＝30．0ｃｍ

表1　浅色黄姑鱼性腺成熟度组成
Ｔａｂ．1ＳｅｘｒａｔｉｏｏｆＮｉｂｅａｃｏｉｂｏｒ

成熟度等级 Ⅰ Ⅱ Ⅲ Ⅳ Ⅴ Ⅵ 总计

总体
尾数 0 204 285 90 36 0 615
百分比 0 33．33％ 46．50％ 14．63％ 5．53％ 0 100％

雌性
尾数 0 63 188 77 32 0 360
百分比 0 17．50％ 52．50％ 21．39％ 8．89％ 0 100％

雄性
尾数 0 141 97 13 4 0 255
百分比 0 55．29％ 38．04％ 5．10％ 1．57％ 0 100％

表2　浅色黄姑鱼性别组成
Ｔａｂ．2　ＧｏｎａｄｍａｔｕｒｉｔｙｓｔａｇｅｓｏｆＮｉｂｅａｃｏｉｂｏｒ

性别 雌性 雄性 未分 总计

尾数 360 255 10 625
百分比 57．60％ 40．80％ 1．60％ 100％

表3　不同性成熟阶段的体长范围分布
Ｔａｂ．3　ＴｈｅａｎｕｓｌｅｎｇｔｈｏｆＮｉｂｅａｃｏｉｂｏｒｏｎｓｅｘｍａｔｕｒｉｔｙｓｔａｇｅｓ

性成熟度 Ⅰ Ⅱ Ⅲ Ⅳ Ⅴ Ⅵ
雌性 0 11．8～42．8ｃｍ 12．2～42．2ｃｍ 13．3～49．2ｃｍ 13．2～28．6ｃｍ 0
雄性 0 11．5～52．0ｃｍ 12．9～41．5ｃｍ 22．7～40．9ｃｍ 23．9～40．1ｃｍ 0

2．3　体重和体长关系
对调查期间获取浅色黄姑鱼的体长 （Ｌ�单

位：ｃｍ）、体重 （Ｗ�单位：ｇ）数据进行回归处理 （见
图4）�得出浅色黄姑鱼的体长－体重关系式为

总体体长与体重关系：Ｗ＝5．4123×10－5

Ｌ2．6368（Ｒ2＝0．9859�ｎ＝625） （3）

雌性个体体长与体重关系：Ｗ＝5．4583×
10－5Ｌ2．6380（Ｒ2＝0．9871�ｎ＝360） （4）

雄性个体体长与体重关系：Ｗ＝5．0716×
10－5Ｌ2．6523（Ｒ2＝0．9839�ｎ＝255） （5）

其中10尾未鉴别性别。

图4　浅色黄姑鱼体长与体重之间的关系
Ｆｉｇ．4　Ｔｈｅ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ｂｅｔｗｅｅｎｌｅｎｇｔｈａｎｄｎｅｔｗｅｉｇｈｔｏｆＮｉｂｅａｃｏｉｂｏ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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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摄食等级
对625尾浅色黄姑鱼进行摄食等级分析发

现�浅色黄姑鱼摄食等级较低�0～1级的比例为
66．56％�见表4。

2．5　摄食与体长、性成熟关系
对625尾浅色黄姑鱼各摄食等级的个体体

长进行分析后�发现不同摄食等级的个体体长差
异性极显著 （Ｆ＝7．577�Ｐ＜0．01）�见图5。

表4　浅色黄姑鱼各摄食等级组成
Ｔａｂ．4　ＦｅｅｄｉｎｇｉｎｔｅｎｓｉｔｙｏｆＮｉｂｅａｃｏｉｂｏｒ

摄食等级 0 1 2 3 4 未分 总计

尾数 196 220 99 84 26 0 625
百分比 31．36％ 35．20％ 15．84％ 13．44％ 4．16％ 0 100％

图5　摄食等级与平均体长
Ｆｉｇ5　Ｆｅｅｄｉｎｇｓｔａｇｅｓａｎｄｔｈｅｍｅａｎｏｆｌｅｎｇｔｈ

　　对不同摄食等级个体性成熟度分析后发现�
在不同摄食等级个体中�性成熟Ⅲ期所占比例较
高�均接近或超过50％�仅摄食等级4级个体中�
性成熟Ⅴ期个体所占比例较高�为47．62％ �见
表5。
3　讨论与结论

探捕期间测得浅色黄姑鱼的体长范围为

11．5～52．0ｃｍ�优势体长组为21．5～17．5ｃｍ和

表5　不同摄食等级个体中各性腺成熟度所占百分比
Ｔａｂ．5　Ｔｈｅｒａｔｉｏｏｆｅｖｅｒｙｓｅｘｍａｔｕｒｉｔｙｓｔａｇｅｏｆ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ｆｅｅｄｉｎｇｉｎｔｅｎｓｉｔｙｉｎｄｉｖｉｄｕａｌｓ

摄食等级
性成熟度

Ⅰ Ⅱ Ⅲ Ⅳ Ⅴ Ⅵ
0 0 18．81％ 63．37％ 11．88％ 5．95％ 0
1 0 19．09％ 51．82％ 23．64％ 5．45％ 0
2 0 12．70％ 53．97％ 25．40％ 7．94％ 0
3 0 9．09％ 49．09％ 32．73％ 9．09％ 0
4 0 0 28．57％ 23．81％ 47．62％ 0

25．5～33．5ｃｍ�分别占总数的 30．4％ 和
47．04％。体长大于43．5ｃｍ的浅色黄姑鱼占总
数的2．11％。体长分布沿纬度方向差异较明显�
有自西向东、自南向北体长差异加剧的趋势。在
优势体长组内�15．5～17．5ｃｍ、25．5ｃｍ、29．5～
32．5ｃｍ雄性个体出现的频率明显高于雌性�在
其他体长组内�雌性占优势。有研究表明 ［13－14］�
浅色黄姑鱼仔、稚鱼阶段都表现出生长偏慢�而
进入早期幼鱼阶段后生长加速这一特性�这可能
就是造成本次调查数据出现两个优势体长组的

原因。
结合探捕海域及周边相关区域的地理环境

因素分析�印尼阿拉弗拉海海域东北部较浅�西

南部较深�且呈逐渐过度状态�水深的变化造成
水温、盐度的变化和浮游生物量种类和丰度的不
同�可能是造成浅色黄姑鱼体长自东向西、自南
向北差异加剧的原因。

本次调查结果显示�雌性的性成熟 （Ⅲ期以
上 ）最小体长为12．2ｃｍ�雄性为12．9ｃｍ�比其优
势体长组均值29．6ｃｍ和31．5ｃｍ要小得多�以
此可以初步推断印尼阿拉弗拉海域浅色黄姑鱼

资源良好�尚未充分利用。
该海域浅色黄姑鱼体长与体重关系与东海

黄姑鱼 ［13］相比较发现�其条件因子ａ（5．0716×
10－5）大于东海黄姑鱼条件因子 （1．633×10－5）�
从一定程度上说明该海域在饵料基础、水文等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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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条件较东海海域优越�但其幂指数系数
ｂ（2．6523）低于东海黄姑鱼 （3．0357）。

对其摄食与体长、性腺成熟度分析发现�摄
食等级为0级及4级个体平均体长较大�分别为
27．6ｃｍ、28．1ｃｍ。在不同摄食等级个体中�除摄
食等级为4级个体外�其余各摄食等级个体的性
腺成熟度为Ⅲ期均接近或超过50％。

整个探捕海区雌雄性别比为1．4∶1。性成熟
度以Ⅱ期和Ⅲ期为主�占样本总数的79．833％�
Ⅳ期占样本的14．63％�Ⅴ期仅占样本的5．53％�
未发现ＶＩ期。由此说明捕获的浅色黄姑鱼以未
成熟个体为主。阿拉弗拉海浅色黄姑鱼的摄食
等级以0～1期为主�空胃现象严重。造成这种
现象可能是底层水温的异常变化�抑制了个体的
发育或摄食�以便降低消耗。但由于性成熟度Ⅲ
期的浅色黄姑鱼比例接近50％�所以初步认为该
海域是浅色黄姑鱼的产卵渔场�其鱼种性成熟受
水温影响而延缓。

由于受实际生产情况的影响�本次调查时间
和范围受到限制�难以完成大面积海域的采样工
作�因此对于浅色黄姑鱼的种群分布、洄游等难
以判断�同时本文所测定的浅色黄姑鱼数据由于
雌雄性比的不均衡�且雄性浅色黄姑鱼体长分布
较集中�加上海上测定重量因受海浪的影响�因
此本文仅对浅色黄姑鱼的生物学特性做了初步

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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