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ΣΠΕΧΙΦΙΧ ΦΕΑΤΥΡ ΕΣ ΟΦ ΟΣΜΟΣΙΣ ΟΦ ΧΗΛΟΡ ΑΜΠΗΕΝΙ−
ΧΟΛ ΙΝΤΟ ΑΒΑΛΟΝΕ Ηαλιοτισ δισχυσ ηανναι Ινο ΙΝ ΣΕΑ

Ω ΑΤΕΡ

÷ ≠ ƒ∏ ≤

∆ αλιαν Βιλονγ Σεαφοοδ Χο Λτδ

∆ αλιαν Λιγ ητ Ινδ υστρψ Σχηοολ

Ρ εχειϖεδ ∏

Κεψ Ω ορδσ ≤ Η αλιοτισ δ ισχυσ ηανναι 2

Αβστραχτ

≤ ∏ 2
∏ ∏ × ≤ 2

≤ ∏ ε ∗ ε 2 ∏2
/ ≥0 ∏ √ 2 × 2 ≤ 2

∏ ε ∏

胶州湾及邻近水域曼氏无针乌贼的生长和季节分布3

张宝琳  孙道元  毕洪生  吴耀泉  黄 勃

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 青岛

提要  报告了胶州湾及邻近水域曼氏无针乌贼的生长和季节分布的调查结

果∀所用材料为 年 月∗ 年 月渔业资源调查所获得的资料∀ 曼氏无

针乌贼是 月上旬进入胶州湾生殖洄游 乌贼在胶州湾生长很快 月间日增

长量可达 ∀ 整个胶州湾均为曼氏无针乌贼的产卵场∀ 月曼氏无针乌

贼离开胶州湾 开始越冬洄游∀

关键词  曼氏无针乌贼 生长 季节分布

Ξ  根据 年∗ 年的调查材料 对胶州湾及

邻近水域曼氏无针乌贼 Σεπ ιελλα µ αινδ ρονι 的种群组

成!生长和季节分布等进行讨论 为开发和保护胶州湾

乌贼资源提供依据∀

 调查方法

本文所用材料与 年 月∗ 年 月胶州

湾及邻近水域渔业资源试捕拖网调查中在 个取样

站 调查范围为 β χ∞∗ β χ∞ β χ ∗ β χ

所获的曼氏无针乌贼的材料∀每次调查都将捕获的

样品用冰保鲜 带回室内进行生物学测定∀鉴于本种乌

年第 期

Ξ 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调查研究报告 号∀
董正之研究员审阅本文 特此致谢∀
收稿日期 年 月 日



贼雌雄个体大小差异甚小 仅将春季繁殖亲体雌雄分

别处理 而对当年新生群体雌雄未作区分∀表 中网获

量是指拖网的实际数量∀ 在 个拖网站中有 个设

在湾内 ∗ 每站拖网 湾外设 个站

∗ 每站拖网 ∀ 年用双拖船鲁

崂渔 和 号 主机 • 年用

双拖船鲁黄渔 和 号 主机 • ∀站

位按经纬度设置 湾内站号前两位数 是纬度 后两位

是经度 湾外则相反 ∀

 结果

2 1 胴长与体重的组成
从表 中可以看出 月中旬到 月中旬的繁殖

亲体随着时间的推移 胴长组成有所减小 体重组成也

有明显减轻 这主要是早熟的大个体相继交配!产卵

后 逐渐死亡所致∀ 月中旬到 月上旬 和 月

上旬到 月上旬 当年生群体的胴长分别增长

了 倍和 倍 这说明幼乌贼初期生长较快∀

胶州湾曼氏无针乌贼胴长组成频率分布有两种势

态 月中旬到 月中旬属生殖洄游群体 其胴长频率

分布呈副态分布 胴长组成占优势的组分别为 ∗

占 月 ∗ 占 月

∗ ∗ 分别占 和

月 ∀ 月 月 月三个月新生群体的胴长组成频率

呈正态分布 胴长分布占优势的组分别为 ∗

占 月 ! ∗ 占 月 和 ∗

占 月 ∀

2 2 繁殖与生长
年 月胶州湾水温为 ε ∗ ε ≈

在黄海越冬的曼氏无针乌贼开始陆续进入胶州湾进行

生殖洄游∀ 大部分洄游亲体在胶州湾的繁殖期为 月

∗ 月 繁殖盛期为 月 部分个体延至 月中旬∀ 月

下旬乌贼亲体基本消失 取而代之的是 月下旬产卵

孵化的幼乌贼∀ 年 月 日在 和 号

站 分别捕获稚幼乌贼 个和 个 平均体重已达

个∀这批幼乌贼应当是 月下旬产卵孵化的乌贼

因为 月上旬胶州湾水温只有 ε 左右 所以孵化时

间相对要长∀ 另外从表 中可以看出 月上旬比 月

中旬亲体的体重分别减少了 和 且雌

体体重减少较多 这说明 月上旬捕获的亲乌贼中有

部分亲体已经产卵 所以体重有所下降∀

表 1 曼氏无针乌贼胴长与体重的组成

Ταβ 1 Τηε χοµ ποσιτιον οφ µ αντλε λενγτη ανδ βοδψ ωειγητ οφ Σεπιελλα µ αινδρονι

日期 胴长范围 平均胴长 日增长 体重范围 平均体重 日增重 比重 实测数

个

年 月中旬 ∗ ∗
年 月上旬 ∗ ∗
年 月上旬 ∗ ∗
年 月中旬 ∗ ∗
年 月上旬 ∗ ∗
年 月中旬 ∗ ∗
年 月下旬

表 2 曼氏无针乌贼生殖期间体重变化

Ταβ 2  Τηε χηανγε οφ βοδψ ωειγητ οφ Σ µ αινδρονι

δυρινγ τηε γενερατιϖε περιοδ

时间 性别 平均胴长 平均体重 比重

年 月中旬 雄

雌

年 月上旬 雄

雌

胶州湾曼氏无针乌贼胴长与体重的相关密切 相

关系数 Ρ 其回归方程为 Ω Λ 图

∀个体较小时 胴长与体重的关系比个体大时更为密

切∀

2 3 洄游与分布
胶州湾 月份水温已达 ε ∗ ε ≈ 此时

在黄海越冬的部分曼氏无针乌贼开始向胶州湾进行生

殖洄游∀ 从表 和表 可以看出 月中!下旬调查时

在 个拖网站中均能捕到数量不等的乌贼亲体 出现

率为 共捕获亲体 个 平均网获为 个

最多的是 站一网捕获 个 这说明整个胶州湾

均为曼氏无针乌贼的产卵场∀ 月份调查 个站 其

中有 个站捕到亲体 出现率约为 共捕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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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曼氏无针乌贼胴长与体重回归曲线

ƒ  ∏ √

Σεπ ιελλα µ αινδ ρονι

个 平均每网 个 比 月份减少 最多的是

站 一网捕到 个∀ 月上!中旬调查时 在 个

拖网站中虽有 个站捕到亲体 出现率为 但

网获量比较低 平均每网只有 个 这说明大部分亲

乌贼有的 月份已产卵并逐渐死亡∀ 月下旬调查 个

站 仅在 出现 共捕获幼乌贼

个 平均网获量高达 个 但未捕到亲体∀由此可见

湾内外的生殖群体已基本消失 并逐渐由新生的个体

所取代∀ 月份各调查站中也均未发现亲体 而当年新

生群体大量出现 在 个拖网站中有 个站出现幼

乌贼 出现率为 在 站一网捕获幼仔

个 平均网获量为 个 月份调查 个站中有 个

站捕到稚幼乌贼 出现率为 但平均网获量只有

个 比 月份减少了 月份调查时出现率只

有 捕获量明显下降 平均网获量只有 个 这说

明部分稚幼乌贼也开始游出胶州湾∀ 月份胶州湾水

已降至 ε ∗ ε 平均 ε 左右 此时幼

乌贼已基本游出胶州湾 湾内仅 个站出现 且只获一

个标本∀ 湾外有 个站出现 且数量较多∀ 至此曼氏无

针乌贼又开始一年一度的越冬洄游∀

 讨论

 在浙江东南海域越冬场越冬的曼氏无针乌

贼是 月中旬开始向沿岸水域作生殖洄游 而进入胶

州湾作生殖洄游的曼氏无针乌贼则是 月上旬开始离

开黄!渤海越冬场 相继进入胶州湾 后者比前者迟到

近 个月 但比进入莱州湾产卵洄游的群体要早∀

 曼氏无针乌贼在胶州湾是 月下旬产卵 水

温 ε 而在浙江北部是 月下旬产卵 水温为

ε 两者产卵时间虽然相差 个月 但产卵水温相

近∀

 月下旬在胶州湾拖网时 捕到大量体重

左右 胴长 ∗ 的幼乌贼∀根据幼乌贼日增长

率推算 这批幼乌贼应当是 月初孵化的 这和浙江北

部沿海 月初在庙子湖拖到 浮游生物网 胴长

幼乌贼的时间同样相差 个月 但比渤海莱州湾发现

的时间略早∀

 胶州湾幼乌贼生长很快 特别是 月 月

间 其日增长可达 ∀ 月中旬∗ 月上旬的生

长速度开始减慢 与浙江北部沿海乌贼生长情况基本

相似∀

 从图 中可以看出 当胴长达到 体

重达到 以上 曲线近似直线上升 此时乌贼的体

重随胴长的增长开始大幅度增加∀ 另外从曲线的拟合

效果看 小个体优于大个体∀

 整个胶州湾均为曼氏无针乌贼的产卵场∀

月份调查时亲体出现为 月下旬亲体已基本

消失 但捕到大量的幼乌贼∀ 大沽河口附近水域 月

份浮游动物生物量较高 平面分布达到
≈ ∀ 同时 桡足类和糠虾类等饵料生物丰富 有利于

幼乌贼索饵∀ 胶州湾 月 月饵料丰富!温度适宜 是

幼乌贼成长的有利季节 所以湾内的出现率高且密度

大∀ 月份水温下降 幼乌贼逐渐向湾外水域转移 湾

内密度减小∀ 月份湾内水温已降至 ε ∗

ε 群体开始越冬洄游∀从时间上看胶州湾曼氏无针乌

贼越冬洄游的时间与东海和渤海的越冬洄游时间基本

一致∀

 自 年代开始 进入胶州湾作产卵洄游的

曼氏无针乌贼数量有所下降≈ 同时进湾的时间较

年代初期略晚∀ 所以 为保证湾中有足够的繁殖亲体

希望有关部门采取措施 每年 月中旬至 月中旬 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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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截捕入湾乌贼亲体∀在保护入湾亲体的同时 也应加

强对幼乌贼的保护 特别是对偷捕等违规作业应加以

禁止∀

表 3 胶州湾曼氏无针乌贼各月数量变化

Ταβ 3 Τηε µ οντη χηανγε οφ θυαντιτψ οφ Σ µ αινδρονι

时间 拖网站数 出现站数 出现率 最大网获量 平均网获量 平均水温

个 肉 ε

年 月

年 月

年 月上旬

年 月中旬

年 月下旬 3 3

年 月

年 月

年 月

年 月

3 为幼乌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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