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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洋西北海域鸢乌贼渔场分布与海面高度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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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根据 2004年 9 月至 2005 年 1 月我国鱿钓船在印度洋西北海域进行鸢乌贼( Symlectoteuthis oualani

ensis )调查的数据, 并结合海面高度,利用 Marine explo rer 4. 0 软件对渔获量分布及其与海面高度图进行了

叠加分析。结果表明,高渔获量的中心渔场大多分布在海面高度 H SS 0 的附近海域, 在 H SS  0 的附近海域

有一定的渔获量。研究认为,中心渔场分布在冷暖涡的交汇处, 但是渔场的中心偏向于 H SS 0 的冷水涡一

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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鸢乌贼( S ymlectoteuthis oualaniensi s )广泛分布

在印度洋、太平洋的赤道和亚热带海域, 其中印度洋

西北海域尤为丰富
[ 1~ 4]
。前苏联在 1965~ 1990年曾

对印度洋海域的渔业资源进行调查, 其中包括鸢乌

贼资源,初步推定其资源量约 200 ! 10
4
t
[ 5]
。日本于

1975~ 1976年及 1995~ 1996年对印度洋西北的鸢

乌贼资源进行调查
[ 6]

,认为鸢乌贼资源丰富,有商业

性开发的潜力。我国也于 2003年 9~ 11 月首次对

印度洋西北海域的鸢乌贼资源进行调查, 对鸢乌贼

资源分布和生物学特性以及海洋环境作了初步研

究
[ 7~ 9]
。

海洋环境是影响鱼类等水产生物栖息、分布

和移动的重要因子。由于海面高度能够体现海洋

温跃层厚度的变化 [ 10] , 因此, 近年来被应用到海

洋渔业中, 在渔场分析与预测等方面取得了较好

的效果 [ 11~ 13] 。作者利用渔业地理信息系统软件

Marine Explore 4. 0的空间分析功能, 对印度洋西

北海域鸢乌贼的渔场分布及其与海面高度的数据

进行分析, 找出中心渔场分布与海面高度以及冷

暖水团之间的关系, 为合理利用鸢乌贼资源提供

参考依据。

1 材料和方法

1. 1 调查时间、海域及调查船

调查时间为 2004年9月 10日~ 2005年1月 30

日。调查海域为 12∀~ 21∀30#N, 58∀~ 65∀E。调查船

为∃岱远渔 807%, 船长 54. 3 m, 型宽 8. 2 m ,总吨位

432 t, 主机功率 441 kW 和∃ 新世纪 18 号%, 船长

67. 7 m, 型宽 10. 2 m , 总吨位 976 t , 主机功率

1 176 kW。钓捕方式为鱿鱼自动钓机 ( SE 58 型) ,

机钓钩型号为 1. 3 mm ! 3排, 每根钓机安装 15~ 20

个机钓钩。

1. 2 数据来源

记录每次钓捕作业的渔获量、作业经纬度, 并测

定其基本生物学状况。海面高度数据来自美国哥伦

比亚大学网站[ 14] 。时间为 2004年 9月至 2005年 1

月,海区为 11∀~ 22∀N , 55∀~ 64∀E。

1. 3 数据处理

按 1∀! 1∀空间分辨率统计各旬的作业渔获量。

1. 4 数据分析

利用 Marine explorer 4. 0绘制各旬渔获量分布

图,并与海面高度分布图进行叠加, 分析得出鸢乌贼

作业渔场的适宜海面高度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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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结果

2. 1 中心渔场分布

调查区域内基本上都有渔场形成的可能, 各站

点的作业渔获量在 0. 1~ 11. 0 t。在 30#! 30#的一个

渔区内,平均站次渔获量超过 6 t的渔场主要分布在

12∀~ 13∀N, 62∀~ 63∀E, 14∀~ 17∀N, 59∀~ 61∀30#E 和

18∀30#~ 20∀N, 62∀30#~ 64∀E附近海域(图 1)。

图 1 调查期间按经纬度 30#! 30#鸢乌贼渔获量的空间分布

Fig . 1 Spat ial distr ibut ion of catch in the 30 minutes latitude

and 30 minutes long itude dur ing invest igat ion period

2. 2 渔场分布与海面高度的关系

现按各旬对作业渔场分布与海面高度的关系进

行分析。

9月上旬,作业渔场分布在 11∀~ 12∀N, 63∀~ 64∀E

海域,处在 H SS  0的附近, 其 1∀ ! 1∀累计渔获量不

足10 t(图 2)。9月中旬,作业渔场分布在 12∀~ 13∀N,

62∀~ 63∀E海域,处在 H SS = 0 的附近, 其 1∀! 1∀累计

渔获量超过 70 t(图 2)。9 月下旬,作业渔场分布在

12∀~ 13∀N, 62∀~ 64∀E ( H SS = 0 附近) ; 58∀~ 60∀E,

12∀~ 13∀N( H SS  0 附近)和 13∀~ 15∀N, 58∀~ 59∀E

( H S S 0 附近)海域, 其 1∀! 1∀累计渔获量均在 10 t

以下(图 2)。

10月上旬, 作业渔场分布在 15∀~ 16∀N, 59∀~

60∀E 以及 60∀~ 61∀E, 17∀~ 18∀N,处在H SS 0附近,

其 1∀! 1∀累计渔获量为 30~ 70 t(图 2)。10月中旬,

作业渔场分布广,在 12∀~ 13∀N, 63∀~ 64∀E ( H SS  0

附近) ; 62∀~ 63∀E, 14∀~ 15∀N ( H SS  0 附近) ; 62∀~

63∀E, 16∀~ 17∀N ( H SS  0附近) ; 18∀~ 19∀N, 62∀~

64∀E( H SS  0 附近) ; 19∀~ 21∀N, 63∀~ 64∀E( H SS  0

附近)等海域,其 1∀ ! 1∀累计渔获量大部分在 10t 以

下。在 19∀~ 20∀N, 62∀~ 63∀E 海域, 处在 H SS 0 附

近,其 1∀! 1∀累计渔获量均在 50~ 70t (图 2)。10 月

下旬,作业渔场分布在 16∀~ 17∀N, 60∀~ 61∀E( H SS  

0附近) , 其 1∀! 1∀累计渔获量不足 10t; 61∀~ 62∀E,

17∀~ 18∀N( H SS = 0 附近) , 其 1∀ ! 1∀累计渔获量均

在 50~ 70 t ; 以及 62∀~ 64∀E, 18∀~ 20∀N ( H SS  0

附近)海域,其 1∀ ! 1∀累计渔获量大部分在 10 t以

下(图 2)。

11月上旬,作业渔场较为分散,分布在 19∀~ 20∀N,

62∀~ 63∀E( H S S= 0附近) ,其 1∀! 1∀累计渔获量不足

10 t ; 61∀~ 62∀E, 17∀~ 18∀N( H SS  0附近) ,其 1∀! 1∀

累计渔获量均在 10 ~ 30 t ; 以及 59∀~ 62∀E, 13∀~

16∀N大部分海域( H SS  0附近) , 其 1∀! 1∀累计渔获

量大部分在 10t以下(图 2)。11月中旬, 作业渔场较

为分散,分布在 14∀~ 15∀N, 61∀~ 62∀E ( H SS = 0 附

近) , 其 1∀ ! 1∀累计渔获量不足 10 t ; 60∀~ 61∀E,

14∀~ 16∀N( H SS= 0附近) , 其 1∀ ! 1∀累计渔获量均

在 10~ 30 t ;以及 60∀~ 61∀E, 16∀~ 17∀N 大部分海

域( H SS 0附近) , 其 1∀! 1∀累计渔获量在 70 t以

上(图2)。11月下旬, 作业渔场分布在 15∀~ 16∀N,

60∀~ 61∀E( H SS 0 附近海域) , 其 1∀ ! 1∀累计渔获

量在 30~ 50 t(图 2)。

12月上旬, 作业渔场分布在 21∀~ 22∀N, 63∀~

64∀E( H SS  0附近) ,其 1∀! 1∀累计渔获量不足 10 t ;

63∀~ 64∀E, 19∀~ 20∀N( H SS  0附近) , 其 1∀! 1∀累计

渔获量不足 10 t ; 以及 62∀~ 63∀E, 19∀~ 20∀N 海域

( H SS= 0附近) ,其 1∀! 1∀累计渔获量在 70 t以上(图

2)。12 月中旬, 作业渔场分布在 19∀~ 20∀N, 62∀~

63∀E( H SS= 0附近) ,其 1∀! 1∀累计渔获量超过 70 t ;

62∀~ 63∀E, 17∀~ 18∀N( H SS  0附近) , 其 1∀! 1∀累计

渔获量不足 10 t (图 2)。12月下旬, 作业渔场分布在

19∀~ 20∀N, 62∀~ 63∀E( H SS = 0附近) , 其 1∀! 1∀累计

渔获量在 10~ 30 t ; 60∀~ 62∀E, 16∀~ 18∀N ( H S S  0

附近) , 其 1∀! 1∀累计渔获量不足 10 t(图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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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上旬,作业渔场分布在 16∀~ 18∀N, 60∀~ 62∀E

( H S S= 0附近) , 其1∀! 1∀累计渔获量在 50 t 以下(图

2) ; 1月中旬,作业渔场分布在 17∀~ 18∀N, 61∀~ 62∀E

( H SS = 0附近) ,其 1∀! 1∀累计渔获量在 30~ 50 t (图

2) ; 1月下旬, 作业渔场分布在 16∀~ 18∀N, 61∀~ 62∀E

( H SS  0附近) , 其 1∀ ! 1∀累计渔获量在 10 t 以下;

60∀~ 61∀E, 15∀~ 16∀N( H SS 0附近海域) ,其 1∀ ! 1∀

累计渔获量在 70 t以上(图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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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鸢乌贼渔获量分布与海面高度关系

F ig. 2 T he r elationship between catch o f Symlectoteuthis oualaniensis and sea sur face height

3 讨论和分析

海面高度反映的是海平面高度、海水流向、流速

等动力环境参数。海面高度值小于平均海面意味着

海流的辐散或涌升, 这样使得底层海域丰富的营养

盐不断向上补充,从而促进了鱼类的生长、发育及繁

殖,因此鱼类资源十分丰富,容易形成渔场。大量的

观察和实践发现, 高密度的鱼类群体并不是分布在

浮游生物最高的上升流中心区域, 而是分布在其边

缘广阔海域, 鸢乌贼也是如此。因此在作业渔场均

分布在海面高度接近于 0 的区域( H SS = 0, H SS 0,

H SS  0)。研究发现,高渔获量的中心渔场大都分布

在海面高度 H SS 0 的附近海域, 而在 H SS = 0 和

H SS  0的附近海域, 有一定的渔获量,但并不是最高

的。因此通过上述分析,我们可以得出,鸢乌贼的中心

渔场分布在冷暖涡的交汇处( H SS = 0, H SS 0, H SS  
0) ,但是渔场的中心偏向于冷水涡一侧( H SS 0)。

至于为什么浮游生物最高的上升流中心, 其鱼

类群体量不大呢? 从理论上不妨做如下推测: ( 1) 在

上升流的中心区域,尽管浮游生物的密度高, 但由于

其面积有限,因而其总量并不一定最高, 同时有限的

区域限制着鱼类的集群; 而在上升流的边缘区域, 鱼

类栖息海域广,尽管密度相对较小, 但是鱼类资源的

总量是很大的; ( 2) 在上升流的中心区域, 浮游生物

密度高,需要消耗水中大量的氧气, 因此鱼类也就不

可能大量栖息在中心区域。

海面高度主要反映的是海水环境动力状况, 但

由于研究所获取的海面高度数据的时空尺度( 10 d

周期)较粗, 难以较真实地反映渔场的实际海况信

息,作者未对其进行深入研究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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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中,由于调查渔船只有 2艘, 作业海区范围

极为有限。同时要根据实时的海面高度与生产情况

进行对比,进行动态分析与跟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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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ased on the data of Symlectoteuthi s ounlaniensis made by Chinese squid jig ging vessel in the

no rthw estern Indian Ocean from September in 2004 to January in 2005 and the sea sur face height ( H SS ) , the

dist ribut ion of catch and its relationship w ith H S S were draw n by So ftw are Marine Explorer 4. 0.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high yield is dist ributed in the area w here the value of H SS is equal to or near less than zero.

How ever, some catches are also dist ributed in the area w here the value of H SS is near more than zero . T he

results indicated that the centr al f ishing gr ound is located in the m ixed ar ea betw een co ld and w arm water,

but the squids like to be concentr ated in the cold w arm( H SS 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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