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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为了研究海洋环境因子对西北太平洋秋刀鱼渔场的影响机制，利用２０１３—２０１４年我国大陆秋刀鱼
渔船的渔业统计资料和美国 ＮＯＡＡ网站的海洋环境数据建立 ＭＡＸＥＮＴ模型，使用受试者工作特征曲线
（ＲＯＣ）验证ＭＡＸＥＮＴ模型的精度，用刀切法（Ｊａｃｋｋｎｉｆｅ）评价海洋环境因子的重要性，Ａｒｃｇｉｓ软件制作秋刀鱼
潜在渔场分布图。结果表明：ＭＡＸＥＮＴ模型的预测精度较高，结果可靠。秋刀鱼盛渔期８—１０月的主要渔场
集中在北海道和千岛群岛东部附近海域，海表温（ＳＳＴ）是影响秋刀鱼渔场分布的最重要因子，对模型的平均
贡献百分比为６４．３％，叶绿素（Ｃｈｌ．ａ）的平均贡献百分比为２０．６％，盐度（ＳＳＳ）的平均贡献百分比为１５．２％，
８—９月叶绿素（Ｃｈｌ．ａ）比盐度（ＳＳＳ）对秋刀鱼渔场分布的影响高，１０月叶绿素（Ｃｈｌ．ａ）对秋刀鱼渔场分布的
影响比盐度（ＳＳＳ）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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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秋刀鱼（Ｃｏｌｏｌａｂｉｓｓａｉｒａ）属冷水性洄游鱼类，
广泛分布于西北太平洋的中纬度海域［１］，主要捕

捞国家和地区有日本、俄罗斯、韩国、中国台湾

省、中国大陆和瓦努阿图［２］。其中日本和俄罗斯

在其２００海里专属经济区（ＥＥＺ）内进行捕捞，韩
国、中国台湾省和中国大陆渔船主要在北海道和

千岛群岛的东部海域生产作业［３］。秋刀鱼是西

北太平洋海域重要的国际性商业鱼种，各个国家

和地区在公海作业渔船的渔场位置交互重

叠［４５］，竞争比较激烈，因此了解秋刀鱼的栖息环

境，掌握其潜在渔场对我国大陆渔船在公海的生

产作业有重要意义。秋刀鱼生命周期一般为１～
２年［６］，每年从北太平洋的亚热带一直洄游到靠

近亚北极海域，产卵季节从秋季持续到第二年的

春季［７８］，年际间有明显的资源变动［９１０］。秋刀鱼

的适温范围为 １０～２４℃［１１］，研究发现，海

温［５，１２］、盐度［１３１４］、叶绿素［１５１６］等环境因子对秋

刀鱼的种群分布和渔场变动有显著的影响。

ＳＹＡＨ等［１７］用 ＧＡＭ模型预测秋刀鱼潜在渔场，
并对潜在的渔场进行可视化；日本学者 ＫＵＲＯＤＡ
等［１８］分析了１９９３—２０１４年日本北海道东南部海
域秋刀鱼潜在渔场范围的变化，发现该海域潜在

渔场在逐渐变小，并且近几年，北海道近岸的大

范围潜在渔场已经消失。本文结合现有的国内

渔船生产作业数据和卫星遥感数据，利用最大熵

模型（ＭＡＸＥＮＴ）研究环境因子对秋刀鱼渔场的
影响，预测秋刀鱼潜在渔场，为西北太平洋秋刀

鱼渔业生产和管理提供参考。

１　材料与方法

１．１　数据来源
秋刀鱼的主要捕捞季节在每年的 ８—１０月

份［３］，其中１０月份的捕捞产量最高［１９］，渔业数据

来自于我国大陆秋刀鱼渔船在西北太平洋的生

产统计资料，时间为２０１３—２０１４年的８—１０月，
数据内容为各渔船的作业位置和日产量，以每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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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数据为单位作为建立模型的基础数据。

海洋环境数据包括海表面温度（ＳＳＴ）、盐度
（ＳＳＳ）和叶绿素 ａ浓度（Ｃｈｌ．ａ），来源于美国
ＮＯＡＡ的 ＯｃｅａｎＷａｔｃｈ网站（ｈｔｔｐｓ：／／ｏｃｅａｎｗａｔｃｈ．
ｐｉｆｓｃ．ｎｏａａ．ｇｏｖ／ｔｈｒｅｄｄｓ／ｃａｔａｌｏｇ．ｈｔｍｌ），时间分辨
率为月，空间分辨率分别为０．１°×０．１°，０．５°×
０．５°，１°×１°，最大熵模型要求输入层的环境因
子分辨率一致，用 Ａｒｃｇｉｓ将数据输入层进行栅格
叠加，转换成１°×１°的空间分辨率，数据的空间
范围为３８°Ｎ～５５°Ｎ和１４５°Ｅ～１６８°Ｅ。
１．２　研究方法
１．２．１　ＭＡＸＥＮＴ模型

ＭＡＸＥＮＴ模型即最大熵模型，是以最大熵理
论为基础预测物种地理空间分布的模型（ｓｐｅｃｉｅｓ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ｍｏｄｅｌ，ＳＤＭ）［２０］，最大熵理论基于有
限的已知信息推断未知概率分布，认为实现方式

数量最大的可能性就是实际观察到的真实状

况［２１２２］。

根据现有的秋刀鱼生产作业数据和环境数

据，从符合限制条件的分布中选择熵最大的分布

作为最优分布，预测秋刀鱼潜在渔场。模型的运

算使用软件 ＭＡＸＥＮＴ３．３．３ｋ（ｈｔｔｐ：／／ｗｗｗ．ｃｓ．
ｐｒｉｎｃｅｔｏｎ．ｅｄｕ／～ｓｃｈａｐｉｒｅ／ｍａｘｅｎｔ）。输入层中的
物种分布数据为每月作业渔船的经纬度位置（不

包括渔获为零的点）［２３］，以 ｃｓｖ格式文件的形式
输入到ＭＡＸＥＮＴ模型的“Ｓａｍｐｌｅｓ”模块；环境图
层为ＳＳＴ、ＳＳＳ和 Ｃｈｌ．ａ的 ＡＳＣＩＩ栅格格式数据，
空间分辨率为 １°×１°。２０１３—２０１４年的 ８—１０
月由各月经纬度位置组成的数据集样本数量分

别是：１２０、１３１、１３５、１６８、１７５和１８０个。运算过
程中随机选取８０％的数据集作为训练集（ｔｒａｉｎｉｎｇ
ｄａｔａ）建立预测模型，剩余的２０％作为测试集（ｔｅｓｔ
ｄａｔａ）验证模型。
１．２．２　模型的评价

使用受试者工作特征曲线（ｒｅｃｅｉｖｅｒｏｐｅｒａｔｉｎｇ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ｃｕｒｖｅ，ＲＯＣ）验证 ＭＡＸＥＮＴ模型的
预测精度，计算预测结果可能阈值的灵敏度和特

异度，曲线纵坐标为灵敏度，横坐标为特异度。

ＲＯＣ曲线是一种不依赖于阈值的评估方法，其曲
线下面积（ａｒｅａｕｎｄｅｒｃｕｒｖｅ，ＡＵＣ）的大小作为模
型预测准确性的衡量指标，如果数据是随机的，

那么ＡＵＣ＝０．５，即对角线；如果ＡＵＣ曲线在对
角线的上方，说明结果的准确率较高，ＡＵＣ越接
近１，则表明模型的预测精度越高；如果 ＡＵＣ曲
线在对角线下方，说明与正确结果相反，需取其

反向结果。

１．２．３　环境因子重要性评价
通过ＭＡＸＥＮＴ模型中的刀切法（Ｊａｃｋｋｎｉｆｅ）

评价环境因子的重要性，分析环境因子对秋刀鱼

潜在渔场分布的贡献率，通过仅存在此环境因子

和不存在此环境因子的得分大小，来评估环境因

子对秋刀鱼分布的重要性［２３］。

１．２．４　潜在渔场概率分布
ＭＡＸＥＮＴ模型输出１°×１°栅格点上秋刀鱼

分布存在概率，将输出结果导入 Ａｒｃｇｉｓ软件中，
运用空间分析工具（ｓｐａｔｉａｌａｎａｌｙｓｔｔｏｏｌｓ）中的
Ｋｒｉｇｉｎｇ插值模块进行插值，作出概率分布图，分
析在３８°Ｎ～５５°Ｎ和１４５°Ｅ～１６８°Ｅ海域范围内
秋刀鱼潜在渔场概率分布情况。

２　结果

２．１　ＡＵＣ检验结果
利用 ＲＯＣ曲线获得的 ＡＵＣ值对秋刀鱼

ＭＡＸＥＮＴ模型精度进行验证（表 １），各月份的
ＡＵＣ值均大于 ０．５，且都大于 ０．８，表明通过
ＭＡＸＥＮＴ模型对秋刀鱼潜在渔场进行预测是可
行的，预测结果能够合理反映秋刀鱼潜在渔场的

分布情况。２０１４年训练数据和预测数据的 ＡＵＣ
值明显高于２０１３年，即２０１４年的模型精度更高。

表１　秋刀鱼最大熵模型的ＡＵＣ值
Ｔａｂ．１　ＴｈｅＡＵＣｖａｌｕｅｏｆｔｈｅｍａｘｉｍｕｍｅｎｔｒｏｐｙｍｏｄｅｌｏｆＰａｃｉｆｉｃｓａｕｒｙ

月份Ｍｏｎｔｈｓ ２０１３．０８ ２０１３．０９ ２０１３．１０ ２０１４．０８ ２０１４．０９ ２０１４．１０

训练数据ｔｒａｉｎｉｎｇｄａｔａ ０．８４４ ０．８２１ ０．８０３ ０．８６３ ０．９０９ ０．９０５

测试数据ｔｅｓｔｄａｔａ ０．８５１ ０．８１８ ０．８０３ ０．８７１ ０．８４１ ０．８７１

１８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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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２　环境因子重要性评价
从环境因子在最大熵模型中贡献的百分比

中可以看出（表２），ＳＳＴ的贡献百分比是３个环
境因子中最高的，全部高于５０％，平均贡献百分
比为６４．３％，２０１４年８月贡献百分比最高，达到

了７７．４％。ＳＳＳ的贡献百分比相对较低，平均贡
献百分比为 １５．２％，最低是 ２０１４年 ８月，只有
２．６％。Ｃｈｌ．ａ平均贡献百分比为２０．６％，在８月
和９月的贡献百分比都高于 ＳＳＳ，并且百分比都
高于２０％，但在１０月均低于ＳＳＳ。

表２　最大熵模型中环境因子的贡献百分比
Ｔａｂ．２　Ｐｅｒｃｅｎｔｃｏｎ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ｏｆ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ｆａｃｔｏｒｓｉｎｍａｘｉｍｕｍｅｎｔｒｏｐｙｍｏｄｅｌ

月份Ｍｏｎｔｈｓ ２０１３．０８ ２０１３．０９ ２０１３．１０ ２０１４．０８ ２０１４．０９ ２０１４．１０

ＳＳＴ ５５．３ ６８．７ ６６．１ ７７．４ ５３．１ ６５

ＳＳＳ １７．６ １０ ２０．５ ２．６ １８．５ ２１．７

Ｃｈｌ．ａ ２７．１ ２１．３ １３．４ ２０ ２８．４ １３．３

　　根据 Ｊａｃｋｋｎｉｆｅ检验的分析（表 ３），只包括
ＳＳＴ的得分明显高于只包括 Ｃｈｌ．ａ和只包括 ＳＳＳ
的得分，只包括 Ｃｈｌ．ａ和只包括 ＳＳＳ的得分比较
接近，没有显著区别。不包括 ＳＳＴ的得分明显低
于不包括 Ｃｈｌ．ａ和不包括 ＳＳＳ的得分，不包括

Ｃｈｌ．ａ和不包括 ＳＳＳ的得分差距较小。结果说
明，ＳＳＴ是影响秋刀鱼潜在渔场分布的最主要影
响因子，另外，Ｊａｃｋｋｎｉｆｅ检验无法判断 Ｃｈｌ．ａ和
ＳＳＳ的影响大小。

表３　Ｊａｃｋｋｎｉｆｅ检验结果
Ｔａｂ．３　ＴｈｅｒｅｓｕｌｔｏｆＪａｃｋｋｎｉｆｅｔｅｓｔ

月份

Ｍｏｎｔｈｓ
只包括Ｃｈｌ．ａ
ＷｉｔｈｏｎｌｙＣｈｌ．ａ

只包括ＳＳＳ
ＷｉｔｈｏｎｌｙＳＳＳ

只包括ＳＳＴ
ＷｉｔｈｏｎｌｙＳＳＴ

不包括Ｃｈｌ．ａ
ＷｉｔｈｏｕｔＣｈｌ．ａ

不包括ＳＳＳ
ＷｉｔｈｏｕｔＳＳＳ

不包括ＳＳＴ
ＷｉｔｈｏｕｔＳＳＴ

２０１３．０８ ０．１０９６ ０．１１９８ ０．５１４７ ０．４８９７ ０．３１４８ ０．１８２３

２０１３．０９ ０．１０１９ ０．１２５７ ０．４４１５ ０．２４１５ ０．２４３４ ０．０２７２

２０１３．１０ ０．１１５２ ０．１００１ ０．４６２５ ０．１６２５ ０．１６２８ ０．０１５２

２０１４．０８ ０．１０３２ ０．１２２０ ０．４２０７ ０．１２３４ ０．１４９７ ０．０８３２

２０１４．０９ ０．２３７２ ０．２２７２ ０．４９７１ ０．６２１７ ０．５６１７ ０．３８４６

２０１４．１０ ０．０８２３ ０．１２１０ ０．５１７３ ０．６９１２ ０．５９５３ ０．１４１４

２．３　秋刀鱼潜在渔场分布
２０１３—２０１４年 ８—１０月秋刀鱼潜在渔场的

概率分布图（图１），其中概率超过０．５的部分（即
橘黄色和红色部分）可以被认为是秋刀鱼的潜在

渔场。从图中可以看出，２０１３年８月的主要渔场
有两个，一个在４２°Ｎ～４７°Ｎ和１５０°Ｅ～１６０°Ｅ，
部分海域概率超过０．７，另一个４０°Ｎ～４８°Ｎ和
１６４°Ｅ以东。２０１３年９月的主要渔场集中在３８°
Ｎ～４８°Ｎ和１４６°Ｅ～１６６°Ｅ的大部分区域，概率

超过０．６的区域为４２°Ｎ～４５°Ｎ和１５２°Ｅ～１５６°Ｅ
区域。２０１３年１０月的主要渔场集中在北部千岛
群岛附近，在４８°Ｎ～５２°Ｎ和 １４８°Ｅ～１５８°Ｅ区
域。２０１４年８月的主要渔场相对分散东南部海
域，在３９°Ｎ～４０°Ｎ和１５５°Ｅ～１５７°Ｅ区域概率超
过０．７。２０１４年９月和１０月，秋刀鱼潜在主要渔
场大体相同，集中在俄罗斯和日本专属经济区内

外，分布在４６°Ｎ～５２°Ｎ和１４６°Ｅ～１６２°Ｅ的大范
围区域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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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２０１３—２０１４年８—１０月秋刀鱼潜在渔场分布
Ｆｉｇ．１　Ｔｈｅｐｏｔｅｎｔｉａｌｆｉｓｈｉｎｇｇｒｏｕｎｄｓ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ａｒｅａｏｆＰａｃｉｆｉｃｓａｕｒｙ

ｆｒｏｍＡｕｇｕｓｔｔｏＯｃｔｏｂｅｒｉｎｔｈｅｙｅａｒｓｏｆ２０１３ａｎｄ２０１４

３　讨论与分析

３．１　秋刀鱼潜在渔场预测
通过ＭＡＸＥＮＴ模型预测的秋刀鱼潜在渔场，

除了２０１４年８月外，在秋刀鱼盛渔期８—１０月，
预测结果（图２）显示的主要渔场均集中在北海道
和千岛群岛附近，与 ＳＹＡＨ等［１７］的预测结果相

同。从８月开始到１０月，秋刀鱼逐渐从离岸的东

部海域向西洄游到近岸，１１月到１２月，捕捞季节
逐渐结束，秋刀鱼由北向南洄游到黑潮海域产

卵。本文预测的潜在渔场，基本符合秋刀鱼种群

洄游规律。另外，从预测图中也可以看出，盛渔

期日本和俄罗斯专属经济区秋刀鱼潜在渔场的

概率高于公海海域，与 ＨＵＡＮＧ［２４］研究得出的秋
刀鱼资源丰度近海区高于公海区的结果相似。

秋刀鱼潜在渔场集中在近岸海域的原因可能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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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潮寒流经过千岛群岛向南流入太平洋［２５］，与南

上的黑潮交汇，形成海洋峰，改变了海域的 ＳＳＴ、
Ｃｈｌ．ａ和 ＳＳＳ等海洋环境因子，使秋刀鱼的饵料
生物丰度增加，更有利于鱼群的聚集。

３．２　环境因子对秋刀鱼潜在渔场的影响
在３个环境因子中，ＳＳＴ对 ＭＡＸＥＮＴ模型的

贡献百分比最大，表明秋刀鱼对 ＳＳＴ的敏感度是
最高的。冬春季 ＳＳＴ的变化会影响秋刀鱼的产
卵和幼鱼的生长，也会对秋刀鱼洄游产生影响。

夏秋季捕捞季节的 ＳＳＴ变化会影响秋刀鱼的觅
食，造成大个体（体长大于２９ｃｍ）和中等个体（体
长大于 ２４ｃｍ小于 ２９ｃｍ）的秋刀鱼数量减少。
Ｃｈｌ．ａ对ＭＡＸＥＮＴ模型的贡献百分比小于 ＳＳＴ，
在 ８月和 ９月高于 ＳＳＳ，但在 １０月低于 ＳＳＳ。
ＳＹＡＨ等［１７］研究认为由于９月份秋刀鱼对饵料
数量的依赖大，造成 Ｃｈｌ．ａ对秋刀鱼分布的影响
最大，１１月和１２月秋刀鱼对饵料依赖程度的降
低，使得Ｃｈｌ．ａ的影响力也相应降低，这与本文的
研究结果是类似的。

３．３　ＭＡＸＥＮＴ模型的评价
通过 ＡＵＣ检验的结果（表 １），可以看出

ＭＡＸＥＮＴ模型对秋刀鱼潜在渔场的预测结果是
比较可靠的，但明显小于阿根廷滑柔鱼［２３］的

ＭＡＸＥＮＴ模型分析得到的 ＡＵＣ值，与北太平洋
公海鲐鱼［２６］的 ＡＵＣ值结果差距不大。ＭＡＸＥＮＴ
模型是基于当前存在数据进行分析的模型，模型

结果只能用于当前存在的种群，因此ＭＡＸＥＮＴ模
型更适合用于洄游能力较弱的物种，阿根廷滑柔

鱼相对于秋刀鱼和鲐鱼来说，游泳和洄游能力更

弱，因此对ＭＡＸＥＮＴ模型的适应性更强，得到的
结果更为可靠。

ＭＡＸＥＮＴ模型预测结果虽然是基于当前存
在的种群，但仍对未来秋刀鱼潜在渔场具有很大

的参考价值，除了厄尔尼诺等气候变化情况发生

的年份外，秋刀鱼渔场位置的年际变化较小，对

指导渔业生产是十分重要的。ＳＹＡＨ等［１７］在

ＭＡＸＥＮＴ模型中加入了中尺度的海洋气候因子
涡流动能（ｅｄｄｙｋｉｎｅｔｉｃｅｎｅｒｇｙＥＫＥ），发现秋刀鱼
渔场与 ＥＫＥ关系紧密，集中在中度和低度 ＥＫＥ
附近。在以后的研究中，将厄尔尼诺指数、ＥＫＥ
等一些大尺度和中尺度的海洋气候因子加入到

ＭＡＸＥＮＴ模型中，会使模型的精度和准确度更
高。

ＭＡＸＥＮＴ模型对样本量要求较低（大于５），
只需要出现点的位置信息，不需要获取其它难以

获得的信息，可以解决远洋渔业数据获取成本较

大的问题。另外，ＭＡＸＥＮＴ模型常用于通过局部
信息分析全部信息，如吴庆明［２７］利用 ＭＡＸＥＮＴ
模型来分析扎龙自然保护区内难以获得出现点

数据的芦苇沼泽区域的丹顶鹤生境适应性。本

文运用我国大陆秋刀鱼渔船在公海的作业数据，

同样可以分析日本和俄罗斯专属经济区内秋刀

鱼潜在渔场的位置，并且与日本学者分析结果类

似，为了解专属经济区秋刀鱼的渔场分布提供了

一种新的方法。

参考文献：

［１］　ＦＵＫＵＳＨＩＭＡＳ．Ｓｙｎｏｐｔｉｃ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ｏｆｍｉｇｒ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ｆｉｓｈｉｎｇ

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ｓｏｆｓａｕｒｙｉｎｔｈｅｎｏｒｔｈｗｅｓｔｅｒｎＰａｃｉｆｉｃＯｃｅａｎ［Ｊ］．

ＢｕｌｌｅｔｉｎｏｆＴｏｈｏｋｕＲｅｇｉｏｎａｌＦｉｓｈｅｒｉｅｓ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１９７９，４１：１７０．

［２］　石永闯，朱清澄，黄硕琳，等．基于贝叶斯 Ｓｃｈａｅｆｅｒ模型

的西北太平洋秋刀鱼资源评估和管理［Ｊ］．渔业科学进

展，２０１９，４０（５）：１１０．

ＳＨＩＹＣ，ＺＨＵＱＣ，ＨＵＡＮＧＳＬ，ｅｔａｌ．Ｓｔｏｃｋ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

ｏｆＰａｃｉｆｉｃｓｕａｒｙ（Ｃｏｌｏｌａｂｉｓｓａｉｒａ）ｉｎｔｈｅＮｏｒｔｈｗｅｓｔＰａｃｉｆｉｃ

ｕｓｉｎｇａ Ｂａｙｅｓｉａｎ Ｓｃｈａｅｆｅｒｍｏｄｅｌ［Ｊ］． Ｐｒｏｇｒｅｓｓ ｉｎ

Ｆｉｓｈｅｒｙｓｃｉｅｎｃｅｓ，２０１９，４０（５）：１１０．

［３］　ＣＨＡＮＧＹＪ，ＬＡＮＫＷ，ＷＡＬＳＨＷ Ａ，ｅｔａｌ．Ｍｏｄｅｌｌｉｎｇ

ｔｈｅｉｍｐａｃｔｓｏｆ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ｏｎｈａｂｉｔａｔｓｕｉｔａｂｉｌｉｔｙ

ｆｏｒＰａｃｉｆｉｃＳａｕｒｙｉｎｔｈｅＮｏｒｔｈｗｅｓｔｅｒｎＰａｃｉｆｉｃＯｃｅａｎ［Ｊ］．

ＦｉｓｈｅｒｉｅｓＯｃｅａｎｏｇｒａｐｈｙ，２０１９，２８（３）：２９１３０４．

［４］　吴越，黄洪亮，刘健，等．２００４—２０１１年中国台湾秋刀

鱼作业渔场年际变化初步分析［Ｊ］．渔业信息与战略，

２０１４，２９（４）：２６３２７１．

ＷＵＹ，ＨＵＡＮＧＨＬ，ＬＩＵＪ，ｅｔａｌ．Ｐｒｅｌｉｍｉｎａｒｙ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ｏｎ

ｔｈｅｉｎｔｅｒａｎｎｕａｌ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ｏｆｆｉｓｈｉｎｇｇｒｏｕｎｄｓｏｆｓａｕｒｙｆｉｓｈｅｒｙｏｆ

Ｔａｉｗａｎ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 ｆｒｏｍ ２００４ ｔｏ ２０１１［Ｊ］． Ｆｉｓｈｅｒｙ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Ｓｔｒａｔｅｇｙ，２０１４，２９（４）：２６３２７１．

［５］　张孝民，朱清澄，花传祥．２０１３年北太平洋公海秋刀鱼

渔场与海洋环境的关系［Ｊ］．上海海洋大学学报，２０１５，

２４（５）：７７３７８２．

ＺＨＡＮＧＸ Ｍ，ＺＨＵ Ｑ Ｃ，ＨＵＡ ＣＸ．Ｆｉｓｈｉｎｇｇｒｏｕｎｄ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ｏｆｓａｕｒｙ ａｎｄ ｉｔｓ 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 ｗｉｔｈ ｍａｒｉｎｅ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ｆａｃｔｏｒｓｉｎｔｈｅＮｏｒｔｈｅｒｎＰａｒｃｉｆｉｃｈｉｇｈｓｅａｉｎ２０１３

［Ｊ］．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ＳｈａｎｇｈａｉＯｃｅａｎ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２０１５，２４（５）：

７７３７８２．

［６］　ＳＵＹＡＭＡＳ，ＫＵＲＩＴＡＹ，ＵＥＮＯＹ．Ａｇｅ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ｏｆＰａｃｉｆｉｃ

ｓａｕｒｙＣｏｌｏｌａｂｉｓｓａｉｒａｂａｓｅｄｏｎ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ｓｏｆｔｈｅｈｙａｌｉｎｅ

ｚｏｎｅｓｉｎｔｈｅｏｔｏｌｉｔｈａｎｄｌｅｎｇｔｈｆｒｅｑｕｅｎｃｙ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ｓ［Ｊ］．

ＦｉｓｈｅｒｉｅｓＳｃｉｅｎｃｅ，２００６，７２（４）：７４２７４９．

［７］　ＴＩＡＮＹＪ，ＡＫＡＭＩＮＥＴ，ＳＵＤＡＭ．Ｍｏｄｅｌｉｎｇｔｈｅ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

４８２



２期 张孝民，等：基于ＭＡＸＥＮＴ模型预测西北太平洋秋刀鱼潜在渔场

ｏｆｏｃｅａｎｉｃｃｌｉｍａｔｉｃｃｈａｎｇｅｓｏｎｔｈｅｄｙｎａｍｉｃｓｏｆＰａｃｉｆｉｃｓａｕｒｙ

ｉｎｔｈｅｎｏｒｔｈｗｅｓｔｅｒｎＰａｃｉｆｉｃｕｓｉｎｇａｌｉｆｅｃｙｃｌｅｍｏｄｅｌ［Ｊ］．

ＦｉｓｈｅｒｉｅｓＯｃｅａｎｏｇｒａｐｈｙ，２００４，１３（ｓ１）：１２５１３７．

［８］　ＧＯＮＧＹ，ＳＵＨＹＳ．Ｅｆｆｅｃｔｏｆｃｌｉｍａｔｅｏｃｅａｎｃｈａｎｇｅｓｏｎｔｈｅ

ａｂｕｎｄａｎｃｅｏｆＰａｃｉｆｉｃｓａｕｒｙ［Ｊ］．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Ｂｉｏｌｏｇｙ，２０１３，３４（１）：２３３０．

［９］　ＴＩＡＮＹＪ，ＡＫＡＭＩＮＥＴ，ＳＵＤＡＭ．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ｓｉｎｔｈｅ

ａｂｕｎｄａｎｃｅｏｆＰａｃｉｆｉｃｓａｕｒｙ（Ｃｏｌｏｌａｂｉｓｓａｉｒａ）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ｎｏｒｔｈｗｅｓｔｅｒｎＰａｃｉｆｉｃｉｎ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ｔｏｏｃｅａｎｉｃｃｌｉｍａｔｅｃｈａｎｇｅｓ

［Ｊ］．Ｆｉｓｈｅｒｉｅｓ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２００３，６０（２／３）：４３９４５４．

［１０］　ＷＡＴＡＮＡＢＥＹ，ＫＵＲＩＴＡＹ，ＮＯＴＯＭ，ｅｔａｌ．Ｇｒｏｗｔｈａｎｄ

ｓｕｒｖｉｖａｌｏｆｐａｃｉｆｉｃｓａｕｒｙＣｏｌｏｌａｂｉｓｓａｉｒａｉｎｔｈｅＫｕｒｏｓｈｉｏ

Ｏｙａｓｈｉｏｔｒａｎｓｉｔｉｏｎａｌｗａｔｅｒｓ［Ｊ］．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Ｏｃｅａｎｏｇｒａｐｈｙ，

２００３，５９（４）：４０３４１４．

［１１］　孙满昌，叶旭昌，张健，等．西北太平洋秋刀鱼渔业探析

［Ｊ］．海洋渔业，２００３，２５（３）：１１２１１５．

ＳＵＮＭＣ，ＹＥＸＣ，ＺＨＡＮＧＪ，ｅｔａｌ．Ｐｒｏｂｅｉｎｔｏｐａｃｉｆｉｃ

Ｓａｕｒｙｆｉｓｈｅｒｉｅｓｉｎ ｔｈｅＮｏｒｔｈｗｅｓｔＰａｃｉｆｉｃ［Ｊ］． Ｍａｒｉｎｅ

Ｆｉｓｈｅｒｉｅｓ，２００３，２５（３）：１１２１１５．

［１２］　晏磊，朱清澄，张阳，等．２０１０年北太平洋公海秋刀鱼渔

场分布及其与表温的关系［Ｊ］．上海海洋大学学报，

２０１２，２１（４）：６０９６１５．

ＹＡＮＬ，ＺＨＵＱ Ｃ，ＺＨＡＮＧ Ｙ，ｅｔａｌ．Ｆｉｓｈｉｎｇｇｒｏｕｎｄ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ｏｆｓａｕｒｙ ａｎｄ ｉｔｓ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 ｗｉｔｈ ＳＳＴ ｉｎ

ｔｈｅＮｏｒｔｈｅｒｎＰａｃｉｆｉｃｈｉｇｈｓｅａｉｎ２０１０［Ｊ］．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Ｓｈａｎｇｈａｉ

Ｏｃｅａｎ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２０１２，２１（４）：６０９６１５．

［１３］　ＴＡＫＡＳＵＫＡＡ，ＫＵＲＯＤＡＨ，ＯＫＵＮＩＳＨＩＴ，ｅｔａｌ．Ｏｃｃｕｒｒｅｎｃｅ

ａｎｄｄｅｎｓｉｔｙｏｆＰａｃｉｆｉｃｓａｕｒｙＣｏｌｏｌａｂｉｓｓａｉｒａｌａｒｖａｅａｎｄ

ｊｕｖｅｎｉｌｅｓｉｎ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ｔｏ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ｆａｃｔｏｒｓｄｕｒｉｎｇｔｈｅｗｉｎｔｅｒ

ｓｐａｗｎｉｎｇｓｅａｓｏｎｉｎｔｈｅＫｕｒｏｓｈｉｏＣｕｒｒｅｎｔｓｙｓｔｅｍ［Ｊ］．

ＦｉｓｈｅｒｉｅｓＯｃｅａｎｏｇｒａｐｈｙ，２０１４，２３（４）：３０４３２１．

［１４］　ＴＡＫＡＳＵＫＡＡ，ＮＩＳＨＩＫＡＷＡＫ，ＫＵＲＯＤＡＨ，ｅｔａｌ．Ｇｒｏｗｔｈ

ｖａｒｉａｂｉｌｉｔｙｏｆＰａｃｉｆｉｃｓａｕｒｙＣｏｌｏｌａｂｉｓｓａｉｒａｌａｒｖａｅｕｎｄｅｒ

ｃｏｎｔｒａｓｔｉｎｇ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ｓａｃｒｏｓｓｔｈｅＫｕｒｏｓｈｉｏａｘｉｓ：ｓｕｒｖｉｖａｌ

ｐｏｔｅｎｔｉａｌｏｆｍｉｎｏｒｉｔｙ ｖｅｒｓｕｓ ｍａｊｏｒｉｔｙ［Ｊ］． Ｆｉｓｈｅｒｉｅｓ

Ｏｃｅａｎｏｇｒａｐｈｙ，２０１６，２５（４）：３９０４０６．

［１５］　ＹＡＳＵＤＡＩ，ＷＡＴＡＮＡＢＥＴ．Ｃｈｌｏｒｏｐｈｙｌｌａ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ｉｎｔｈｅ

ＫｕｒｏｓｈｉｏＥｘｔｅｎｓｉｏｎｒｅｖｅａｌｅｄｗｉｔｈａｍｉｘｅｄｌａｙｅｒｔｒａｃｋｉｎｇ

ｆｌｏａｔ：ｉｍ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ｏｎｔｈｅｌｏｎｇｔｅｒｍｃｈａｎｇｅｏｆＰａｃｉｆｉｃｓａｕｒｙ

（Ｃｏｌｏｌａｂｉｓｓａｉｒａ）［Ｊ］．ＦｉｓｈｅｒｉｅｓＯｃｅａｎｏｇｒａｐｈｙ，２００７，１６

（５）：４８２４８８．

［１６］　ＴＳＥＮＧＣＴ，ＳＵＮＣＬ，ＢＥＬＫＩＮＩＭ，ｅｔａｌ．Ｓｅａｓｕｒｆａｃｅ

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 ｆｒｏｎｔｓ ａｆｆｅｃｔ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ｏｆＰａｃｉｆｉｃ ｓａｕｒｙ

（Ｃｏｌｏｌａｂｉｓｓａｉｒａ）ｉｎｔｈｅＮｏｒｔｈｗｅｓｔｅｒｎＰａｃｉｆｉｃＯｃｅａｎ［Ｊ］．

Ｄｅｅｐ Ｓｅａ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Ｐａｒｔ Ⅱ： Ｔｏｐｉｃａｌ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ｉｎ

Ｏｃｅａｎｏｇｒａｐｈｙ，２０１４，１０７：１５２１．

［１７］　ＳＹＡＨＡＦ，ＳＡＩＴＯＨＳＩ，ＡＬＡＢＩＡＩＤ，ｅｔａｌ．Ｄｅｔｅｃｔｉｏｎｏｆ

ｐｏｔｅｎｔｉａｌｆｉｓｈｉｎｇｚｏｎｅｆｏｒＰａｃｉｆｉｃｓａｕｒｙ（Ｃｏｌｏｌａｂｉｓｓａｉｒａ）

ｕｓｉｎｇｇｅｎｅｒａｌｉｚｅｄａｄｄｉｔｉｖｅｍｏｄｅｌａｎｄｒｅｍｏｔｅｌｙｓｅｎｓｅｄｄａｔａ

［Ｊ］．ＩＯＰ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Ｓｅｒｉｅｓ：Ｅａｒｔｈａｎｄ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２０１７，５４（１）：０１２０７４．

［１８］　ＫＵＲＯＤＡＨ，ＹＯＫＯＵＣＨＩＫ．Ｉｎｔｅｒｄｅｃａｄａｌｄｅｃｒｅａｓｅｉｎｐｏｔｅｎｔｉａｌ

ｆｉｓｈｉｎｇａｒｅａｓｆｏｒＰａｃｉｆｉｃｓａｕｒｙｏｆｆｔｈｅｓｏｕｔｈｅａｓｔｅｒｎｃｏａｓｔｏｆ

Ｈｏｋｋａｉｄｏ，Ｊａｐａｎ［Ｊ］．ＦｉｓｈｅｒｉｅｓＯｃｅａｎｏｇｒａｐｈｙ，２０１７，２６

（４）：４３９４５４．

［１９］　ＳＹＡＨ Ｆ，ＳＡＩＴＯＨ ＳＩ，ＡＬＡＢＩＡＩＤ，ｅｔａｌ．Ｐｒｅｄｉｃｔｉｎｇ

ｐｏｔｅｎｔｉａｌｆｉｓｈｉｎｇｚｏｎｅｓｆｏｒＰａｃｉｆｉｃｓａｕｒｙ（Ｃｏｌｏｌａｂｉｓｓａｉｒａ）

ｗｉｔｈｍａｘｉｍｕｍｅｎｔｒｏｐｙｍｏｄｅｌｓａｎｄｒｅｍｏｔｅｌｙｓｅｎｓｅｄｄａｔａ［Ｊ］．

ＦｉｓｈｅｒｙＢｕｌｌｅｔｉｎ，２０１６，１１４（３）：３３０３４２．

［２０］　张路．ＭＡＸＥＮＴ最大熵模型在预测物种潜在分布范围方

面的应用［Ｊ］．生物学通报，２０１５，５０（１１）：９１２．

ＺＨＡＮＧＬ．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ｏｆＭＡＸＥＮＴｍａｘｉｍｕｍｅｎｔｒｏｐｙｍｏｄｅｌ

ｉｎｐｒｅｄｉｃｔｉｎｇｔｈｅｐｏｔｅｎｔｉａｌ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ｒａｎｇｅｏｆｓｐｅｃｉｅｓ［Ｊ］．

ＢｕｌｌｅｔｉｎｏｆＢｉｏｌｏｇｙ，２０１５，５０（１１）：９１２．

［２１］　ＰＨＩＬＬＩＰＳＳＪ，ＡＮＤＥＲＳＯＮＲＰ，ＳＣＨＡＰＩＲＥＲＥ．Ｍａｘｉｍｕｍ

ｅｎｔｒｏｐｙｍｏｄｅｌｉｎｇｏｆｓｐｅｃｉｅｓ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ｉｃ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ｓ［Ｊ］．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Ｍｏｄｅｌｌｉｎｇ，２００６，１９０（３／４）：２３１２５９．

［２２］　邢丁亮，郝占庆．最大熵原理及其在生态学研究中的应

用［Ｊ］．生物多样性，２０１１，１９（３）：２９５３０２．

ＸＩＮＧＤＬ，ＨＡＯＺＱ．Ｔｈｅ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ｏｆｍａｘｉｍｕｍｅｎｔｒｏｐｙ

ａｎｄｉｔｓ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ｉｎｅｃｏｌｏｇｙ［Ｊ］．Ｂｉｏ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Ｓｃｉｅｎｃｅ，

２０１１，１９（３）：２９５３０２．

［２３］　陈秡，陈新军．基于最大熵模型分析西南大西洋阿根廷

滑柔鱼栖息地分布［Ｊ］．水产学报，２０１６，４０（６）：８９３

９０２．

ＣＨＥＮＰ，ＣＨＥＮＸＪ．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ｏｆｈａｂｉｔａｔ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ｏｆ

Ａｒｇｅｎｔｉｎｅｓｈｏｒｔｆｉｎｓｑｕｉｄ（Ｉｌｌｅｘａｒｇｅｎｔｉｎｕｓ）ｉｎｔｈｅｓｏｕｔｈｗｅｓｔ

ＡｔｌａｎｔｉｃＯｃｅａｎｕｓｉｎｇｍａｘｉｍｕｍｅｎｔｒｏｐｙｍｏｄｅｌ［Ｊ］．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

ＦｉｓｈｅｒｉｅｓｏｆＣｈｉｎａ，２０１６，４０（６）：８９３９０２．

［２４］　ＨＵＡＮＧＷ Ｂ．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ｓｏｆｍｏｎｔｈｌｙａｎｄ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ｉｃａｌ

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ｓｉｎａｂｕｎｄａｎｃｅａｎｄｓｉｚｅ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ｏｆＰａｃｉｆｉｃｓａｕｒｙ

ｂｅｔｗｅｅｎｔｈｅｈｉｇｈｓｅａｓａｎｄｃｏａｓｔａｌｆｉｓｈｉｎｇｇｒｏｕｎｄｓｉｎｔｈｅ

ｎｏｒｔｈｗｅｓｔｅｒｎＰａｃｉｆｉｃ［Ｊ］．ＦｉｓｈｅｒｉｅｓＳｃｉｅｎｃｅ，２０１０，７６（１）：

２１３１．

［２５］　ＴＳＥＮＧＣＴ，ＳＵＮＣＬ，ＹＥＨＳＺ，ｅｔａｌ．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ｏｆ

ｃｌｉｍａｔｅｄｒｉｖｅｎｓｅａｓｕｒｆａｃｅ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ｉｎｃｒｅａｓｅｏｎｐｏｔｅｎｔｉａｌ

ｈａｂｉｔａｔｓｏｆｔｈｅＰａｃｉｆｉｃｓａｕｒｙ（Ｃｏｌｏｌａｂｉｓｓａｉｒａ）［Ｊ］．ＩＣＥＳ

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ＭａｒｉｎｅＳｃｉｅｎｃｅ，２０１１，６８（６）：１１０５１１１３．

［２６］　薛嘉伦，樊伟，唐峰华，等．基于最大熵模型预测西北太

平洋公海鲐潜在栖息地分布［Ｊ］．南方水产科学，２０１８，

１４（１）：９２９８．

ＸＵＥＪＬ，ＦＡＮＷ，ＴＡＮＧＦＨ，ｅｔａｌ．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ｏｆｐｏｔｅｎｔｉａｌ

ｈａｂｉｔａｔ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ｏｆＳｃｏｍｂｅｒｊａｐｏｎｉｃｕｓｉｎｎｏｒｔｈｗｅｓｔＰａｃｉｆｉｃ

Ｏｃｅａｎｕｓｉｎｇｍａｘｉｍｕｍ ｅｎｔｒｏｐｙｍｏｄｅｌ［Ｊ］．ＳｏｕｔｈＣｈｉｎａ

ＦｉｓｈｅｒｉｅｓＳｃｉｅｎｃｅ，２０１８，１４（１）：９２９８．

［２７］　吴庆明，王磊，朱瑞萍，等．基于ＭＡＸＥＮＴ模型的丹顶鹤

营巢生境适宜性分析———以扎龙保护区为例［Ｊ］．生态学

报，２０１６，３６（１２）：３７５８３７６４．

ＷＵＱＭ，ＷＡＮＧＬ，ＺＨＵＲＰ，ｅｔａｌ．Ｎｅｓｔｉｎｇｈａｂｉｔａｔ

ｓｕｉｔａｂｉｌｉｔｙ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ｏｆｒｅｄｃｒｏｗｎｅｄｃｒａｎｅｉｎＺｈａｌｏｎｇＮａｔｕｒｅ

ｒｅｓｅｒｖｅｂａｓｅｄｏｎＭＡＸＥＮＴｍｏｄｅｌｉｎｇ［Ｊ］．Ａｃｔａ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

Ｓｉｎｉｃａ，２０１６，３６（１２）：３７５８３７６４．

５８２



上 海 海 洋 大 学 学 报 ２９卷

ＰｒｅｄｉｃｔｉｏｎｏｆｐｏｔｅｎｔｉａｌｆｉｓｈｉｎｇｇｒｏｕｎｄｆｏｒＰａｃｉｆｉｃｓａｕｒｙ（Ｃｏｌｏｌａｂｉｓｓａｉｒａ）
ｂａｓｅｄｏｎＭＡＸＥＮＴｍｏｄｅｌ

ＺＨＡＮＧＸｉａｏｍｉｎ１，ＳＨＩＹｏｎｇｃｈｕａｎｇ２，ＬＩＦａｎ１，ＺＨＵＭｉｎｇｍｉｎｇ１，ＷＥＩＺｈｅｎｈｕａ１

（１．ＳｈａｎｄｏｎｇＭａｒｉｎｅａｎｄＦｉｓｈｅｒｙ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ＳｈａｎｄｏｎｇＰｒｏｖｉｎｃｉａｌＫｅｙＬａｂｏｒａｔｏｒｙｏｆＲｅｓｔｏｒａｔｉｏｎｆｏｒＭａｒｉｎｅＥｃｏｌｏｇｙ，
Ｙａｎｔａｉ　２６４００６，Ｓｈａｎｄｏｎｇ，Ｃｈｉｎａ；２．ＣｏｌｌｅｇｅｏｆＭａｒｉｎｅＳｃｉｅｎｃｅｓ，ＳｈａｎｇｈａｉＯｃｅａｎ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Ｓｈａｎｇｈａｉ　２０１３０６，Ｃｈｉｎ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Ｔｏｓｔｕｄｙｔｈｅ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ｏｆｍａｒｉｎｅ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ｆａｃｔｏｒｓｏｎｔｈｅｐｏｔｅｎｔｉａｌｆｉｓｈｉｎｇｇｒｏｕｎｄ
ｆｏｒＰａｃｉｆｉｃｓａｕｒｙｉｎＮｏｒｔｈｗｅｓｔｅｒｎＰａｃｉｆｉｃ，ｂｙｕｓｉｎｇｔｈｅｆｉｓｈｅｒｙ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ｄａｔａｏｆＣｈｉｎｅｓｅＰａｃｉｆｉｃｓａｕｒｙｆｉｓｈｉｎｇ
ｂｏａｔｓｆｒｏｍ２０１３ｔｏ２０１４ａｎｄｔｈｅｍａｒｉｎｅ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ｄａｔａｏｆＮＯＡＡｗｅｂｓｉｔｅ，ｔｈｉｓｐａｐｅｒｓｅｔｕｐＭＡＸＥＮＴ
ｍｏｄｅｌｓ：ｔｈｅａｃｃｕｒａｃｙｏｆｔｈｅＭＡＸＥＮＴｍｏｄｅｌｗａｓｖｅｒｉｆｉｅｄｂｙｕｓｉｎｇｒｅｃｅｉｖｅｒｏｐｅｒａｔｉｎｇ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ＲＯＣ）
ｃｕｒｖｅ，ｔｈｅ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ｃｅｏｆｏｃｅａｎｏｇｒａｐｈｉｃ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ｆａｃｔｏｒｓｗａｓｅｖａｌｕａｔｅｄｂｙＪａｃｋｋｎｉｆｅＭｅｔｈｏｄ，ｔｈｅ
ｐｏｔｅｎｔｉａｌｆｉｓｈｉｎｇａｒｅａ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ｍａｐｏｆｔｈｅＰａｃｉｆｉｃｓａｕｒｙｗａｓｍａｄｅｂｙＡｒｃｇｉｓ．Ｔｈｅｒｅｓｕｌｔｓｓｈｏｗｔｈａｔ
ＭＡＸＥＮＴｍｏｄｅｌｗａｓｐｒｏｖｅｄｔｏｂｅａｃｃｕｒａｔｅａｎｄｒｅｌｉａｂｌｅ：ｄｕｒｉｎｇｔｈｅＰａｃｉｆｉｃｓａｕｒｙ’ｓｂｅｓｔｆｉｓｈｉｎｇｐｅｒｉｏｄｆｒｏｍ
ＡｕｇｕｓｔｔｏＯｃｔｏｂｅｒ，ｔｈｅｐｏｔｅｎｔｉａｌｆｉｓｈｉｎｇｇｒｏｕｎｄｍｏｓｔｌｙｏｃｃｕｒｒｅｄａｒｏｕｎｄｔｈｅｅａｓｔｅｒｎｗａｔｅｒｓｏｆＨｏｋｋａｉｄｏａｎｄ
Ｋｕｒｉｌｉｓｌａｎｄｓ．Ｔｈｅｆｉｓｈｉｎｇｇｒｏｕｎｄ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ｆｏｒＰａｃｉｆｉｃｓａｕｒｙｉｓ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ｄｂｙＳＳＴｍｏｓｔｌｙａｍｏｎｇｓｅｖｅｒａｌ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ｆａｃｔｏｒｓ，ｏｆｗｈｉｃｈｔｈｅａｖｅｒａｇｅｐｅｒｃｅｎｔａｇｅｃｏｎ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ｔｏｔｈｅｍｏｄｅｌｉｓ６４．３％，ｉｎｔｈｅｍｅａｎｔｉｍｅ，
ｔｈｅａｖｅｒａｇｅｃｏｎ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ｐｅｒｃｅｎｔａｇｅｏｆｃｈｌｏｒｏｐｈｙｌｌ（Ｃｈｌ．ａ）ａｎｄｓｌｉｎｉｔｙ（ＳＳＳ）ａｒｅ２０．６％，１５．２％
ｒｅ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ｌｙ．ＩｎＡｕｇｕｓｔａｎｄＳｅｐｔｅｍｂｅｒ，ｃｈｌｏｒｏｐｈｙｌｌ（Ｃｈｌ．ａ）ｈｏｌｄｓａｈｉｇｈｅｒｍｏｄｅｌｃｏｎ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ｔｏｔｈｅ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Ｐａｃｉｆｉｃｓａｕｒｙｔｈａｎｓａｌｉｎｉｔｙ（ＳＳＳ），ｗｈｅｒｅａｓ，ｔｈｅｅｆｆｅｃｔｏｆｃｈｌｏｒｏｐｈｙｌｌ（Ｃｈｌ．ａ）ｏｎｔｈｅ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ｏｆＰａｃｉｆｉｃｓａｕｒｙｉｎＯｃｔｏｂｅｒｗａｓｌｏｗｅｒｔｈａｎｓａｌｉｎｉｔｙ（ＳＳＳ）．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Ｐａｃｉｆｉｃｓａｕｒｙ；ＭＡＸＥＮＴｍｏｄｅｌ；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ｆａｃｔｏｒｓ；ｐｏｔｅｎｔｉａｌｆｉｓｈｉｎｇｇｒｏｕｎｄ；Ｎｏｒｔｈｗｅｓｔｅｒｎ
Ｐａｃｉｆｉｃ

６８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