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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作者根据长期调查研究，分析了大黄鱼（Ｌａｒｉｍｉｃｈｔｈｙｓｃｒｏｃｅａ）和日本带鱼（Ｔｒｉｃｈｉｕｒｕｓｊａｐｏｎｉｃｕｓ）
群体数量变动的因果关系，并提出了加强我国海洋渔业资源科学监管的建议：（１）正确划分大黄鱼
和带鱼地理种群及其产卵群体，为资源繁殖保护提供参考依据；（２）修订若干《渔业法》条款，重新
审定《官井洋大黄鱼繁殖保护区管理规定》；（３）充分合理开发利用闽东渔场近海岛屿周边海域，并
且采用抗风浪升降式圆柱形深水养殖网箱养殖大黄鱼；建立内湾性官井洋大黄鱼海洋牧场渔业基

地，并新建中国著名舟山渔场大黄鱼繁殖保护区；（４）继续加强大黄鱼原种场建设，大力开展大黄
鱼良种选育研究，每年提供大批量野生大黄鱼人工培育的原种子一代幼鱼进行增殖放流；（５）巩固
和扩大伏季休渔效果，全年禁止违法而严重损害带鱼幼鱼资源的各种张网作业；（６）以法治渔，加
快制定符合于我国实情的海洋渔业科学监管的有效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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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近海洄游性大黄鱼（Ｌａｒｉｍｉｃｈｔｈｙｓｃｒｏｃｅａ）和
日本带鱼（Ｔｒｉｃｈｉｕｒｕｓｊａｐｏｎｉｃｕｓ；简称带鱼）曾经是中
国的四大渔业中的两大渔业而闻名于世．抗日战争
和解放战争时期，黄渤海、东海、台湾海峡和南海这

两种中国主要海洋经济鱼类的资源尚未合理开发利

用，因此各地理种群及其产卵群体资源丰富．新中国
成立后，从２０世纪５０年代开始，中国海洋渔业迅速
发展．２０世纪７０年代以后，随着捕捞力量的加大，
中国近海渔业已经承受不了严重的捕捞压力，主要

海洋渔业资源都出现捕捞过度，突出表现在大黄鱼

资源从兴旺繁盛时代逐渐衰退到严重枯竭状态，所

有大黄鱼各产卵场目前已不再形成渔汛，大黄鱼的

春宗和秋宗产卵群体也已经完全消失，大黄鱼正面

临着成为濒危物种的威胁．
大黄鱼资源丰盛时期，其生活史隶属于 Ｋ选择

型，种群结构较为复杂，年龄组数高达２９组，个体较
大，生长缓慢，性成熟较迟，开始性成熟的年龄为２
龄，雌鱼性成熟的最小体长为２２０ｍｍ，生命周期较

长，产卵剩余群体多于补充群体．大黄鱼资源更新能
力较弱，而且增殖能力相对较低，资源稳定性较强，

但是资源一旦遭受严重过度捕捞破坏，就很不容易

得到恢复．由于资源严重枯竭原因，目前大黄鱼生活
史类型已经从Ｋ选择型演变为ｒ选择型．

目前日本带鱼资源虽然尚未出现严重枯竭状

态，但也已经处于衰退水平．日本带鱼生活史属于 ｒ
选择型，其资源特点是种群结构较为简单，年龄组数

多为４组，个体相对较小，生长比较迅速，性成熟较
早，开始性成熟的年龄约为半年，雌鱼性成熟的最小

肛长为１７０～１８０ｍｍ，生命周期较短，最高年龄为６
龄，其增殖能力相对较高，但是容易受到环境影响，

资源稳定性较差．虽然日本带鱼资源呈现衰退趋势，
但是由于其世代交替较快，补充群体更新能力较强，

因此目前日本带鱼生活史仍然隶属于 ｒ选择型．本
文初步分析了大黄鱼和日本带鱼资源枯竭衰退的主

要原因，并且提出资源繁殖保护的具体措施，以供渔

政监管部门和海洋渔业专家们共同深入地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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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大黄鱼和日本带鱼群体数量变动分析
１．１　大黄鱼和日本带鱼捕捞强度远超其资源再生

能力

２０纪６０年代大黄鱼年龄组成多达２４～２９个
年龄组，但由于过度捕捞导致大黄鱼年龄组成不断

减少，２０世纪７０年代已减少到１４～１５个年龄组，
８０年代初期仅剩１０个年龄组．６０年代大黄鱼渔业
以剩余群体为主捕对象，但是７０年代后期则以补
充群体作为主捕对象．中国舟山渔场大黄鱼资源枯
竭的主要原因是捕捞强度过大，超过其资源再生能

力．众所皆知，大黄鱼资源衰退枯竭经历３个捕捞时
期［１４］．第１个时期（１９５５～１９６２年）即大力发展敲
罟作业时期，促使大黄鱼资源量急剧地下降．１９６４
年国务院颁布严禁敲罟作业规定后，大黄鱼资源量

才有所回升；第２个时期即大力发展群众机帆船作
业，而且普遍采用鱼探仪，扩大了大黄鱼作业渔场范

围，加强了捕捞强度，因此又导致大黄鱼资源明显下

降；第３个时期大量围捕江外和舟外大黄鱼越冬场
（也就是所谓“中央渔场”的新发现），并且集中拦

捕进入所有产卵场的大黄鱼生殖群体，促使１９７４年
中国大黄鱼产量竟然高达１９７×１０４ｔ，打破了历史
上最高纪录．此后大黄鱼总产量迅速下降，８０年代
后期大黄鱼总产量不足２０×１０４ｔ．自１９７７年起，猫
头洋、大目洋和官井洋等大黄鱼产卵场已不能形成

渔汛，８０年代中期起江苏省吕泗洋、浙江省舟山渔
场的大黄鱼最主要产卵场岱衢洋和大戢洋等产卵场

渔汛也都消失，大黄鱼剩余群体已经消亡殆尽，提早

性成熟的补充群体也寥寥无几，大黄鱼产卵场惨遭

人为严重破坏，因而导致大黄鱼资源至今仍然处于

衰退枯竭状态，该物种已趋向濒危．
依据１９５９～２００３年东海区日本带鱼年龄组成、

肛长等生物学调查研究，对东海区日本带鱼群体结

构进行分析，并利用ＢｅｖｅｒｔｏｎＨｏｌｔ模型的单位补充
量渔获量理论，探讨了东海区日本带鱼资源的合理

利用问题．研究结果表明，东海区日本带鱼渔获群体
组成低龄化趋势明显，渔获年龄由２０世纪５０年代
末期的０～６龄缩小为２１世纪初的０～４龄，群体
主要组成为０龄和１龄鱼，２龄鱼的比例由５０年代
末期的１２８４％下降到２１世纪初的６９１％，３龄鱼
的下降幅度更大，由原来的４９２％下降为０５７％，
东海区日本带鱼渔获年龄组成进一步低龄化［５］．宓
崇道（１９９７）根据日本带鱼年渔获量统计和生物学
测定资料，对东海区日本带鱼资源状况、群体结构和

繁殖生物学特性进行分析研究［６］．调查研究表明，

该海区日本带鱼资源已遭受严重破坏，主要反映在

产卵群体组成结构不合理，出现低龄化和小型化现

象很严重．东海区日本带鱼产卵群体的年龄组成减
少，由２０世纪６０年代初期的１～７龄组（以２龄组
为主）减少到９０年代的１～４龄组（仍然以２龄组为
主）．１９８８年东海区日本带鱼渔获量３０×１０４ｔ，处于
历史上最低水平．虽然１９８９年以后，渔获量呈逐年
上升趋势，１９９４年达到６５５３×１０４ｔ，创历史上最高
记录，其主要原因是：（１）从１９８９年起每年５～６月
带鱼的生殖季节在东海区实施了伏季休渔保护措

施，带鱼幼鱼数量增加；（２）近年来东海区日本带鱼
捕捞力量不断增强，机动渔船总马力超过５００万匹，
常年作业的渔轮和大型机帆渔船数量达到千对以

上，捕捞技术又不断提高，仪器设备更加现代化，强

大的生产力促使日本带鱼产量增加；（３）作业渔场
范围不断扩大，开发利用东海区深水海域的带鱼群

体资源己占带鱼总渔获量的２０％ ～３０％，本研究作
者初步认为东海区深水海域的带鱼很可能就是

１９９２年王可玲等新命名的南海带鱼（Ｔｒｉｃｈｉｕｒｕｓｎａｎ
ｈａｉｅｎｓｉｓ）［７］，也就是Ｌｉ（１９９２）新命名的珠带鱼（Ｔｒｉ
ｃｈｉｕｒｕｓｍａｒｇａｒｉｔｅｓ）［８］．１９９４年以后，东海区日本带
鱼产量呈下降趋势，说明捕捞力量加大是日本带鱼

产量出现短时期内增加的主要原因．总而言之，我国
日本带鱼资源目前仍然处于衰退状态．张魁等
（２０１６）应用贝叶斯状态空间建模对东海区日本带
鱼资源进行评估［９］，研究表明，东海区日本带鱼在

１９９５～２０１０年处于过度捕捞状态，其产量己远超最
大持续产量（ＭＳＹ）．徐汉祥等（２００３）根据 １９８６～
２０００年对东海和南黄海渔获的日本带鱼生物学基
础调查研究［１０］，利用世代分析法计算了东海区日本

带鱼资源量，分析了东海区日本带鱼生殖力和补充

群体特征的变动状况，同时研究了海洋环境与日本

带鱼补充量变动的关系，其调查研究表明，随着捕捞

压力的加大，东海区日本带鱼的最小性成熟肛长、产

卵群体的平均肛长和平均体质量组成都已经进一步

减小．
１．２　张网作业严重损害日本带鱼等主要海洋经济

幼鱼

据汤建华等（２００６）对江苏省沿岸１９８７年以来
单根方定置张网渔获物的分析［１１］，以样品中的经济

幼鱼尾数占总样品尾数比例超过２０％视为 “经济
幼鱼大量出现”为指标，自４月开始主要经济幼鱼
已大量出现在渔获物中，随着时间的推移而逐月增

加，在１９９０～２００４年间，６月的渔获样品中经济幼
鱼尾数比例年平均为 ４８６３％，体质量比例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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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５８６％，其中的小黄鱼（Ｐｓｅｕｄｏｓｃｉａｅｎａｐｏｌｙａｃｔｉｓ）、银
鲳（Ｐａｍｐｕｓａｒｇｅｎｔｅｕｓ）和日本带鱼幼鱼尾数比例年
平均高达４５２１％，体质量比例年平均为３３２９％．７
～８月样品中主要有小黄鱼和银鲳幼鱼，９月经济幼
鱼尾数比例下降到２０％．日本带鱼幼鱼最早大量出
现时间是在 ５月 ４日，最晚为 ７月 １５日．１９９５～
２００４年间，１艘单根方定置张网渔船６月捕捞日本
带鱼幼鱼的尾数高达１５×１０３尾．目前单根方定置
张网捕捞经济幼鱼已从生长型捕捞过度转变为补充

型捕捞过度，当年生幼鱼群体来不及补充就被大量

捕捞．东海区已拥有帆式张网作业渔船２０００余艘，
每艘４顶网同时作业，因囊网网目尺寸过小，对近海
渔业资源的幼鱼和幼体损害十分严重．程家骅等
（２０００）１９９７～１９９８年对东海区帆式张网４０２０网次
的渔获物进行检测，日本带鱼幼鱼资源的严重破坏

性捕捞主要表现在夏季，其渔获比例占总渔获量的

２４９０％［１２］．
汪伟洋等（１９９７）、张壮丽等（２００５）、方水美等

（１９８８）和姚联腾（１９８９）都认为张网作业是福建省海
洋捕捞业中产量最高的一种作业方式［１３１６］．１９９２年
福建省投产张网渔船１３７３４艘，当年渔获物产量为
３３１８×１０４ｔ，约占海洋捕捞产量的１／３．１９８８～１９９１
年福建省水产研究所科研人员先后在闽中、闽东和闽

南近海渔场设置３个调查站点，每月从调查船渔获物
中随机取样４批，每批４×１０３ｇ，全年共取样４８批
（１９２×１０３ｇ）．每月２次大潮汛和２次小潮汛，各取样
１次．调查研究结果表明，福建省张网作业渔获物的
种类共有３６６种，其中以鱼类为最多（２８１种），占总
种类的７６８％．３个站点的渔获物种类呈现由北向南
递增的趋势．渔获物周年出现频率以日本带鱼幼鱼为
最高（８７％）．各调查站点周年渔获物的体质量组成有
所不同，闽东站点依次为中国毛虾（Ａｃｅｔｅｓｃｈｉｎｅｎｓｉｓ）、
七星鱼（Ｍｙｃｔｏｐｈａｍｐｔｅｒｏｔｗｍ）和日本带鱼幼鱼，大黄
鱼幼鱼和银鲳幼鱼的体质量最小．闽中站点依次以中
国毛虾和日本带鱼幼鱼为最多；闽南站点以日本带鱼

幼鱼为最多，全年日本带鱼幼鱼出现频率为８７％，共
计尾数４８７７ｉｎｄ，体质量为１８５１４ｇ，占张网渔获量的
１２８６％，渔获肛长２５～２００ｍｍ，优势组４０～８０ｍｍ，
平均体质量３８ｇ［１３１４］．

大黄鱼在福建省张网作业中出现在１、２、６、７月
和１０～１２月，共计７个月，出现频率为１９３％，渔
获尾数３０８ｉｎｄ，体质量６６１ｇ，占张网作业渔获量的
０４６％；渔获体长１８～１４８ｍｍ，优势组体长３０～５０
ｍｍ，平均体质量２１ｇ．如按海区来分，大黄鱼在张
网渔获物中，以闽东站点为最多，共有尾数２５４ｉｎｄ，

体质量４９０ｇ；闽中站点较少，计有尾数３６ｉｎｄ，体质
量１３４ｇ；闽南站点最少，尾数仅１８ｉｎｄ，体质量３７
ｇ．张网作业中，大黄鱼幼鱼渔获量很少的主要原因
真实地反映了中国近海大黄鱼资源正面临着枯竭状

态，实际上已经趋向于濒危物种．
我国渔民对保护海洋渔业资源意识较为薄弱，

多少还残留着“竭泽而渔”的老旧观念．在张网作业
中，严重违规损害了大量经济幼鱼和经济虾、蟹、头

足类幼体．１９８８～１９９１年福建省张网作业调查表
明［１３１６］，渔获物中出现 ２３种水产资源重点繁殖保
护对象，几乎全部都是其幼鱼和幼体，共占张网渔获

量的 ２０２％，其中日本带鱼幼鱼所占的比例高达
６３６６％．由于日本带鱼幼鱼个体小，年平均渔获体
质量仅３８ｇ，因此日本带鱼幼鱼受损最为严重．福
建省张网作业渔获日本带鱼等６种经济幼鱼合计为
５９×１０４ｔ，其中日本带鱼幼鱼４０９×１０４ｔ，如果不
被张网捕捞，一年后这 ６种经济鱼类可捕量约为
１１１０９×１０４ｔ，其中日本带鱼估计为８０８１×１０４ｔ．
如能控制好张网作业的捕捞力量和捕捞强度，受益

最大者应当是日本带鱼资源．
１．３　近海水质污染和生态环境恶化

人类活动向近海水域排放大量的污染物，重金

属含量严重超标，近海第四类水质海域面积有逐年

增大的趋势；大规模的围海造地、发展临海工业以及

沿海内湾超高密度的海水网箱养殖，使得近海水质

污染和生态环境恶化，破坏了鱼类的产卵场和栖息

地，阻断了鱼类洄游通道，降低了海洋鱼类资源的再

生能力．例如，福建省三沙湾内的官井洋面积 ８８
ｋｍ２，是中国著名的内湾型大黄鱼产卵场，其特点是
水深、流急、暗礁多，表层流速１０～１５ｍ／ｓ，深层
流速约为０５ｍ／ｓ，符合大黄鱼的产卵条件［１７］．目前
官井洋内的大范围和超高密度的海水养殖网箱（主

要养殖大黄鱼）和吊养设施［养殖鲍（Ｈａｌｉｏｔｉｓｓｐｐ．）
、刺参（Ａｐｏｓｔｉｃｈｏｐｕｓｊａｐｏｎｉｃｕｓ）、海带（Ｌａｍｉｎａｒｉａｊａ
ｐｏｎｉｃａ）和羊栖菜（Ｈｉｚｉｋｉａｆｕｓｉｆｏｒｍｅ）等］阻挡了海
淡水的正常交换，减缓了潮流流速，占据了大黄鱼产

卵活动空间，严重地破坏了大黄鱼正常的产卵活动

条件，使得官井洋大黄鱼雌、雄亲鱼无法得到流水刺

激而不能产生交配生殖行为．因此，官井洋内大黄鱼
产卵渔汛期已不再出现．又如，浙江省岱衢洋水面狭
窄，涨退潮时水流湍急，由此形成了大黄鱼产卵的优

越天然场所．但近几十年来，由于长江和钱塘江浅滩
的延伸，尤其是７０年代初以后，围海造田、造地和地
形变迁，昔日渔场环境已经遭受严重破坏，大黄鱼产

卵渔汛期也己消失．大黄鱼系属于石首鱼科，耳石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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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对声音十分敏感．传统的敲罟作业就是利用大黄
鱼对于声响的反应，先引诱而后驱赶大黄鱼鱼群而

围捕，以此获得高产．近几十年来，由于社会经济和
运输业的发展，临海工程爆破作业和船舶所产生的

噪声都会干扰大黄鱼正常的生理活动，容易引起大

黄鱼的死亡．

２　大黄鱼和日本带鱼资源保护措施
鉴于大黄鱼资源衰退已趋向枯竭而成为濒危物

种，当前应当吸取严重教训，坚决采取果断的繁殖保

护措施，像保护中国大熊猫一样保护大黄鱼，让宝

贵的大黄鱼资源重现昔日繁衍生息的美好情景．
２．１　正确划分大黄鱼和日本带鱼地理种群及其产

卵群体，为资源繁殖保护提供依据

大黄鱼和日本带鱼的地理种群及其产卵群体是

由随机交配个体群所组成，具有时间或空间的生殖

隔离以及独立的洄游系统，在遗传多样性上保持着

个体群的形态、生理和生态性状的相对稳定，可以作

为海洋经济鱼类资源评估和管理的基本单元．本研
究作者曾对田明诚等（１９６２）［１８］就大黄鱼地理种群
及其产卵群体的划分加以补充，依照海洋地理生态

隔离原则，将大黄鱼划分为南黄海东海、台湾海峡
粤东和粤西等３个地理种群；根据其洄游分布和渔
民传统的捕捞经验，将官井洋和东引列岛大黄鱼产

卵群体归属于南黄海东海地理种群［１９］．徐兆礼等
（２０１１）和陈佳杰等（２０１２）依据渔业公司多年各渔
区大黄鱼产量统计资料，佐证了福建省官井洋和东

引列岛大黄鱼产卵群体归属于南黄海东海地理种
群［２０２１］．大黄鱼每个地理种群的产卵场内均存在同

域分布的产卵群体，各产卵场的产卵群体较为集群，

其生殖隔离较为明显．资源旺盛年代，大黄鱼３个地
理种群至少有 １４个产卵群体，各产卵群体还有春
宗、秋宗生态群体之分，春宗开始产卵水温１８℃，结
束产卵水温２４℃；秋宗开始产卵水温２４℃，结束产
卵水温１８℃．从高纬度到低纬度，春宗数量逐渐减
少，而秋宗数量则逐渐增多．

日本带鱼的繁殖习性和生殖行为与大黄鱼则

有所不同，其地理种群的产卵场分布范围较为广

阔，而且各产卵场的产卵群体也比较分散，各产卵

群体间的生殖隔离较不明显．而且在不同带鱼鱼
种之间还有可能会产生天然杂交个体，如南海带

鱼（图１ａ、ｃ）与日本带鱼（图１ｂ、ｄ）就是不同鱼种
的带鱼．因此日本带鱼或南海带鱼各地理种群的
产卵场及其产卵群体的鉴别和划分研究就比大黄

鱼种群难度较大．国内一些学者一般都认为中国
近海日本带鱼至少可以划分为黄渤海、东海粤东、
粤西和北部湾等４个地理种群，其中以东海粤东
地理种群分布范围最广，而且种群数量也最

多［２２２８］．王可玲等（１９９２、１９９３）新命名了南海带
鱼［７，２９］，Ｌｉ（１９９２）也将王可玲等新命名的南海带
鱼再命名为珠带鱼［８］．目前国内外一些学者已确
认在北部湾 、粤西、粤东、闽南台湾浅滩渔场外海
以及台湾海峡和东海区的东南外海确实存在南海

带鱼新种［７８，２９３４］，但在新种命名以前却被误认为

是日本带鱼的地理种群，因此今后有必要加强中

国沿海南海带鱼的地理分布、各地理种群的划分

以及产卵群体的产卵场研究．

图１　南海带鱼和日本带鱼外形及其骨骼系统的ＣＴ扫描结果（示骨瘤的位置和数量，×０１）
Ｆｉｇ．１　ＡｐｐｅａｒａｎｃｅａｎｄｓｋｅｌｅｔｏｎｓｙｓｔｅｍＣＴｓｃａｎｏｆＴｒｉｃｈｉｕｒｕｓｎａｎｈａｉｅｎｓｉｓａｎｄＴ．ｊａｐｏｎｉｃｕｓ（ｓｈｏｗｉｎｇｔｈｅ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ａｎｄｎｕｍｂｅｒｏｆｂｏｎｙｋｎｏｂｓ）
ａ．南海带鱼（Ｔｒｉｃｈｉｕｒｕｓｎａｎｈａｉｅｎｓｉｓ），ｂ．日本带鱼（Ｔ．ｊａｐｏｎｉｃｕｓ），ｃ．南海带鱼骨骼系统，ｄ．日本带鱼骨骼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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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年来本研究作者对闽南台湾浅滩外海渔场
的南海带鱼和近海渔场的日本带鱼形态进行了比较

研究（尚未发表论文）：南海带鱼体型较大于日本带

鱼，尾部较为粗短，双眼虹膜金黄色，鱼体呈银灰色，

背鳍和胸鳍淡黄色，其边缘呈灰黑色，左、右额骨愈

合，全长为肛长的２５～２６倍，腹椎骨数一般为４０
～４１个，颅骨形态基本上与日本带鱼相同（图１ａ）．
日本带鱼鱼体呈银白色，尾部较为细长，双眼虹膜银

白色（图１ｂ）．南海带鱼的前额骨骨剌和骨片的形态
及其位置则与日本带鱼显著不同，但两者的腭骨均

有微细绒毛齿．许多南海带鱼个体的背鳍支鳍骨上
（或称背鳍髓棘间骨）一般具有１～３个骨瘤，还有
些个体在其臂鳍棘支持骨、上枕骨和左、右锁骨上都

有骨瘤分布（图１ｃ）．日本带鱼骨瘤比较少，位于臀
鳍棘支持骨、上枕骨和左、右锁骨上（图１ｄ）．南海带
鱼和日本带鱼均随着鱼体的生长，骨瘤的体积都会

增大，其数量也都会增多．南海带鱼耳石的后端略呈
圆弧形；而日本带鱼耳石的前端和后端较为尖形，耳

石外缘较为平直，内缘中央稍为凸出．闽南台湾浅
滩渔场外海水域的南海带鱼和近海水域的日本带鱼

均属于生活史ｒ选择型．南海带鱼分布于水深６０～
１００ｍ的外海水域，为定居性海洋鱼类，其产卵期为
夏末初秋的６～１０月，以粤西和北部湾外海区中的
地理种群数量为较多；日本带鱼则分布于水深４０ｍ
以浅的近海水域，为洄游性海洋鱼类，冬季南下越冬

洄游，其越冬期为１～３月，北上产卵洄游为早春初
夏３～６月，以东海粤东地理种群数量为最多．
２．２　修订《中华人民共和国渔业法》中的一些条

款，重新审定《官井洋大黄鱼繁殖保护区管理

规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渔业法》（２０１３年１２月２８日
第四次修定）中的第二十五条“大中型渔船应填写

渔捞日志”应改为“大中小型渔船均应认真填写渔

捞日志，以便渔政监管人员定期检查”．根据本研究
作者调查，目前小型渔船多已配备较为先进的捕捞

设施，其捕捞强度与大中型渔船不相上下．第三十条
“捕捞的渔获物中经济幼鱼不得超过规定的比例；

在禁渔区或者禁渔期内禁止销售非法捕捞的渔获

物”宜改为“捕捞的渔获物中的主要经济幼鱼尾数

（或体质量）不得超过渔获物３０％（或３５％）以上，
违规者没收其渔获物并处以重罚；在禁渔区或者禁

渔期内禁止销售非法捕捞的渔获物”，其超规比例

应当明确而不含糊．１９９７和２０１１年修订的《官井洋
大黄鱼繁殖保护区管理规定》，已增加了“在保护区

内禁止定置网、流刺网作业”，其中第四条明确规定

“保护区流动作业的禁渔期为每年的五月一日至五

月三十一日”，但是这条规定中所设定的禁渔期不

符合官井洋大黄鱼的产卵渔汛期（即立夏 －夏至），
应当给予修订．对该规定中的“定置张网作业的禁
渔期为每年的六月十六日至九月十五日”的条款，

应当修订为“全年严禁在官井洋设置定置张网捕捞

野生大黄鱼幼鱼”．迫切期望当地政府部门引导和
鼓励渔民将三沙湾内的所有定置张网都逐步地转移

到闽东渔场近海岛屿周边海域作业．
２．３　合理开发利用深水养殖网箱，建立大黄鱼海

洋牧场和产卵场保护区

为修复官井洋大黄鱼产卵场的生态环境，我

国政府和有关海洋与水产领导管监部门应当大力

引导和鼓励三沙湾内海水网箱养殖渔民转移到东

冲半岛附近的四双列岛以及大、小嵛山岛和台山

列岛周边海域设置现代化抗风浪升降式圆柱形大

面积深水网箱养殖大黄鱼．由于这种大型养殖网
箱的空间较大，洄游性大黄鱼可以沿着网箱周边

连续地游动，如同在海洋中洄游一般，使大黄鱼的

体型及其肉质品味近似于野生大黄鱼．原种子一
代大黄鱼苗种，经过这种深水网箱培育后，可每年

不间断地提供大量野生幼鱼增殖并放流到官井洋

原大黄鱼中心产卵场．
内湾性官井洋原大黄鱼产卵场风平浪静，出海

口就在东冲水道，内湾口宽仅３ｋｍ，三沙湾内有白
马河等溪河注入，海淡水交汇混合，潮流湍急，饵料

生物丰富．春夏秋季的水温适宜大黄鱼幼鱼索饵生
长，可以自然形成内湾性大黄鱼海洋牧场基地．冬季
水温下降以后，当年增殖放流的大黄鱼幼鱼会从东

冲口水道洄游到闽东和浙南渔场外海越冬．增殖放
流后性成熟的大黄鱼产卵群体又会在农历立夏到夏

至产卵渔汛期间分批回归进入官井洋产卵场产卵受

精，形成３～４批次的大黄鱼产卵渔汛期．
舟山渔场（包括岱衢洋、猫头洋和大目洋）面积

约３４３００ｋｍ２，既是长江、钱塘江和甬江的入海口，
又是台湾暖流（黑潮分支）与中国大陆沿岸水的交

汇区，水质肥沃、饵料丰富，历史上为中国最大的近

海大黄鱼中心产卵场．进入舟山渔场的大黄鱼有两
大类群：一是从温外渔场（２８５°Ｎ，２６０°Ｅ）向北进
入舟山渔场的大猫洋产卵群体；二是从江外渔场、舟

外渔场向西进入舟山岱衢洋的产卵群体．产卵后分
散索饵，然后陆续洄游至江外渔场越冬．随着大黄鱼
资源的衰竭，目前中心产卵场的产卵渔汛已经完全

消失．然而，从２１世纪初渔获情况来看，还有少量从
江外渔场越冬而洄游到岱衢洋大黄鱼产卵场的少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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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卵群体，这就说明大黄鱼产卵群体尚未完全灭绝．
因此，应当刻不容缓地在该中心产卵场设立大黄鱼

产卵场禁渔区和禁渔期，并且重新建立中国最著名

的舟山渔场大黄鱼增繁殖保护区．
２．４　加强大黄鱼原种场建设，大力开展良种选育

研究，每年提供大批量增殖放流苗种

野生大黄鱼的保活驯养和原种大黄鱼亲鱼的人

工培育至关重要．福建省三沙湾官井洋野生大黄鱼
亲鱼最好要捕获来自同域分布的地理种群各个产卵

群体（即南黄海东海地理种群），目前在其近海只能
偶然捕获到十分稀少的野生大黄鱼亲鱼，应采用放

气保活术保活暂养．海上捕获的大黄鱼亲鱼经过保
活暂养后运回室内水泥池驯养．大黄鱼原种和良种
选育，最好要在闽东渔场近海岛屿周边采用现代化

抗风浪升降式圆柱形大面积深水网箱养殖，以防台

风袭击．体质量１５０ｇ的１龄野生大黄鱼经过１ａ的
培育，或者原种子一代大黄鱼幼鱼经过２ａ的培育，
雌、雄个体可分别达到８００ｇ和４００ｇ以上规格．我
国目前已在福建省宁德市建立大黄鱼育种国家重点

实验室，正在培养科研团队，大力开展大黄鱼遗传育

种专题研究．
２．５　巩固和扩大伏季休渔生态效果，全年禁捕经

济幼鱼资源的张网作业

我国政府于１９９５年开始在２７°～３５°Ｎ的黄海
南部和东海实施７、８月两个月伏季休渔制度，１９９８
年将伏季休渔范围扩大到２６°～３５°Ｎ海域，休渔时
间延长为６月１６日至９月１５日，共３个月．实施伏
季休鱼制度２０ａ来得到了广大渔民的拥护，并取得
良好的生态、经济和社会效益，但还存在不少问题．
徐汉祥等（２００３）建议将伏季休渔时间延长至４～５
个月，并逐年降低海洋捕捞强度，逐步淘汰帆式张网

作业，加快黄渤海、东海和南海区主要经济鱼类总允

许渔获量（ＴＡＣ）制度的实施，延长沿岸定置张网的
禁渔时间，制定渔具网目规格标准［３５］．本研究作者
认为内湾性官井洋每年都在开展增殖放流大黄鱼苗

种，因此应当全年严禁定置张网在三沙湾内滥捕增

殖放流后的大黄鱼幼鱼．凌建忠等（２００５）建议提高
东海区日本带鱼的开捕规格，开捕年龄由０５龄提
高到１０龄，以便更好地养护东海区日本带鱼，使

其资源能得到可持续利用［３６］．徐汉祥等（２００３）根据
历年日本带鱼资源的调查和监测资料，运用数理模

式和以往带鱼研究成果，己计算出１９９０年代中后期
东海区日本带鱼可捕量为６０×１０４～６８×１０４ｔ、最大
持续渔获量为７５×１０４ｔ、总允许渔获量为６５×１０４

ｔ［３７］．郭文路等（２０００）要求渔政监管部门对现有的
海洋捕捞力量执行双控，即控制渔船数量和总功率，

并且严格执行渔业许可证制度，合理调整海洋渔业

结构，转移部分渔业劳动力，严格管控海洋过度捕

捞，完善渔业法规，坚决采取以法治渔，增强法制管

理力度［３８］．
２．６　加强海洋渔业执法力度，保障各项海洋渔业

监管措施到位

我国政府和海洋渔业行政执法管理部门应当吸

取大黄鱼资源从衰退到枯竭的惨痛教训，从思想和

行动上重视我国海洋渔业资源的增繁殖保护，并坚

决采取以法治渔的繁殖保护举措．继续加强主要海
洋渔业资源禁捕法规的巡查力度，同时要对广大渔

民群众热情而耐心地开展海洋渔业资源繁殖保护的

宣传和科普教育活动，提高渔民自觉严格遵守中国

渔业法规，而且让渔民群众能够相互监督各渔区渔

业资源捕捞状况，坚决执行渔业法各项条款，例如全

年严禁张网作业和超标损害日本带鱼等主要经济幼

鱼资源，保护好增殖放流后的大黄鱼幼鱼资源．建议
取消当前全国沿海实行的柴油补贴政策，利用经济

杠杆减少近海作业渔船数量，以减轻近海捕捞力量

压力．有关海洋与渔业水产研究部门必须积极提供
主要海洋渔业资源量评估的研究报告、最适渔获量

和总允许渔获量（ＴＡＣ）等全球通用的海洋渔业资源
量评估的分析法，并且协助海洋渔业行政监管部门

制定双控方案（控制渔船数量和总功率），使海洋渔

业行政监管部门能够实事求是地发放渔船捕捞许可

证．经过多年的修复以后，我国主要海洋渔业资源将
会得到一定程度的改善和恢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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