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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海北部带鱼种群结构与特性
*

罗秉征 黄项芳 卢继武
(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

鱼类的种群结构是该物种主要的生存形式之一
,

而任何一种生存形式都是以达到繁

衍后代和保持其一定数量对环境条件适应的结果
,

查明其存在形式对了解该物种的历史

发展掌握和种群动态有重要意义
。

带鱼 T ,
·

f: 形“ , 。 , h。u , 。l。 (For
sk 肚) 在我国渔业经济中占有重要位置

,

五十年代以

来
,

其产量基本呈上升趋势
,

七十年代中期产量开始有所波动 ;
.

在不断增加捕捞强度下单

位产量并未增加
,

这说明带鱼种群数量不断减少
,

同时也说明该资源已达到最大限度的利

用状态
。

本文对分布于东海北部带鱼的种群结构与特性进行了分析与讨论
。

所用材料取自 1 9 7 8一 19 7 9 年 3一 6 月
、

1 9 8 0 年 4一 1 0 月和 19 8 1 年 4一5 月东海北部

机轮拖网渔获
。

并应用了 19 7 7 年 11 一 12 月和 19 7 8 年 1一 2 月的部分带鱼生物学资料
。

全部样本均为随机取样
,

共分析样本 8 6 6 7 个
。

带鱼的年龄鉴定和早生群
、

晚生群的鉴别

系根据耳石进行的
L10)

。

一
、

年 龄 组 成

鱼类年龄组成的简单或复杂程度取决于其生命期的长短
,

已发现东海北部带鱼最高

龄为 6 龄 l) ,

但在生殖鱼群组成中最高为 3 龄
,

由四个世代组成 (O一3 龄 )
,

这表明带鱼的

年龄组成较为简单
。

从年龄组成的季节变化可看出 (图 1 和表 l)
:

(1) 4 月至 7 月捕捞

表 1 东海北部带鱼年龄组成的季节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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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体主要以 1 龄鱼为主
,

其中早生群平均为 92
.

5务
,

晚生群平均为 5
.

1多
,

当年生个体仅

为 1
.

5务 以下
,

但自 8 月以后当年生鱼群跃为捕捞群体的主要部分
,

由 8 月的 52 多 增至

11 月的 9斗务
。 l 龄早生群则呈下降趋势 ; l一龄晚生群所占比例较少

,

但在 8 月捕捞群体

中可达 17 并
,

以后数量逐月下降
。 2 龄以上个体(包括早生群和晚生群 )在捕捞群体中所

占比例极少
。

(2 ) 4一 11 月各龄鱼数量比例变化的基本趋势为 : 。龄鱼呈逐月增加
, 1 龄

表 2 不同海域带鱼种群的年龄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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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东海北部带鱼种群春
、

夏生殖鱼群的年龄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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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东海北部带鱼种群年龄组成的季节变化 图 2 东海北部不同海区带鱼种群的年龄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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鱼为逐月减少
, 1一龄逐月增至 8 月和 9 月最高

,

而后又逐月下降
。

分析 8 月以后各月的带鱼群体
,

其年龄组成依其分布区的不同而显示出较大的差异

(表 2 ,

图 2 )
。

分布在海礁渔场附近的鱼群
,

当年生个体仍是群体中的主要部分 ; 1 一龄晚

生群的数量虽不及 当年生者多
,

但却是该龄鱼分布最为集中的时期和海域
, 8 月和 9 月分

别为 21 多和 24 外
,

11 月下降到 2肠 左右
。 l 龄早生群的数量变化趋势与 1一龄晚生群相

似
,

但所占比率较少
。

另外
,

于同时期分布在海礁外海和鱼山渔场的鱼群
, l 龄早生群则

跃居群体中的首位
, 8一 12 月平均为 70 多左右 ; 当年生个体降为 27 多 ; 1一 龄晚生群平均

只有 2多
。

以上分析表明
,

带鱼的主要捕捞群体由两个世代组成
。

7 月以前以 1 龄鱼为

主体
, 8 月以后除 1 龄鱼外

,

当年生鱼群进人了捕捞群体
。

至于种群结构在不同分布区表

现出的差异
,

将在讨论中加以阐述
。

比较近年 (1 9 7 8一 19 8 1 ) 带鱼春
、

夏季生殖鱼群的年龄组成变化不大 (表 3)
,

四个年

份 1 龄鱼比率平均波动在 9 7一99 多 之间
,

其中早生 1 龄鱼为 87 一93 务
,

晚生 l一 龄鱼为

5一 10 多
。

当年生鱼群和 2 龄以上个体 平

均一般在 l% 左右
。

可见在当前带鱼春
、

夏季的捕捞中几乎全部为前一年 的 1 龄

鱼
。

二
、

长度和重量组成

带鱼长度组成的变化具有明显的季节

性
,

并与年龄组成呈相应的规律
。

如图 3

所示
,

7 月前组成较为简单
,

自 8 月后趋于

复杂
。 4一12 月长度 (肛长 )分布范围为 70

一4 1 0 毫米
,

其优势组 4 月份为 18 0一2 20

毫米
。

随着鱼体的增长 7 月的长度优势组

增大为 2 10 一2 60 毫米
。
8一 1之月的长度组

成依鱼群的分布区不同亦表现出差异
。

从

图 3 和表 4 可看出分布于海礁外侮和鱼也

的鱼群
,

长度分布出现两个峰
,

一为个体较

小鱼群
,

如 8 月其长度优势组为 1 20 一 140

毫米 ;一为个体较大鱼群
,

其同期长度优势

组为 23 0一27 0 毫米 (海礁外海鱼群 )
。

偏

大鱼群的长度组成与 7 月鱼群的长度分布

相互衔接
,

说明是同一鱼群的延续
。 8 月

以后除较小的鱼群长度分布峰逐月有所减

1 0 0 2 ()0

海礁
每礁外
鱼山

”几
,
一
5 0 0

肛长 (毫米)

图 3 东海北部带鱼种群长度组成的季节变化
.

—
. 海礁渔场二0

—
O 海礁外海 .

—
. 鱼山渔场

弱外
,

其组成的分布趋势一直可延续到 坦 月份
。

而同时分布在海礁渔场附近的鱼群其长

度组成的特点则介于海礁外海鱼群的两个峰之间
。

如 8 月鱼群的长度优势组为 160 一2 20

毫米
,

恰与上述鱼群出现的两个峰(l 20 一 140 毫米和 230 一2 70 毫米) 相衔接
。 9 月和 10

月的组成特点与 8 月者为同样规律
。

可见
,

于同时期栖息不同海域的鱼群其长度组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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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东海北部不同海域带鱼群体的长度组成

长度分布范围 分 布 优 势 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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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1 9 7 8一 1 9 81 年东海北部带鱼种群的长度组成 (5一6 月
, ? + 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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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 1 9 7 8一 1 9 8 1 年东海北部带鱼种群的体重组成

(5一6 月
,
罕+ 护 )



2 期 罗秉征等 : 东海北部带鱼种群结构与特性

结构不同
,

但鱼群的长度分布却具有连续性
,

说明它们之间密切相关
。

1 9夕8一 1 98 1 年春
、

夏带鱼群体的长度和体重组成无显著变化 (图 4 、 5 )
。

长度分布优

势组一般波动在 1 80 一 2斗。
、

190 一 2 30 毫米
。

带鱼体重分布的波动范围颇大
,

但主要分布

范围则较集中 ;体重优势组为 100 一 180 克
,

其中 150 克左右的小型个体 占主导地位
, 1 00

克左右的个体在群体中仍 占一定的比例
。 1 9 8 0 年的带鱼体重分布范围最 大 (10 一 1 1 00

克 )
,

主要分布范围则较其它年份偏小
,

波动在 60 一 140 克
。

25 0 克以上的个体各年份只

占极少数
, 5 00 克以上个体几乎消失

。

三
、

性 组 成

带鱼生殖鱼群的性组成依鱼体的大小而不同
,

肛长在 2 20 毫米以下者雄鱼多于雌鱼
,

肛长在 2 20 毫米以上的个体则雌鱼多于雄鱼 (图 6 )
。

性组成变化在一定程度上反映着种

群结构的变化和特点
。

肛长 2 20 毫米以上的鱼群
,

雌鱼的比例依体长增大而增加
,

雄鱼赐

反之
,

这表明带鱼雌鱼的生命期高于雄鱼
。

伙曰八U八曰�八曰nn曰n�l八IID八比七通任,�

,l

图 6 东海北部带鱼种群性组成和长度的关系

( ? % )

从带鱼种群性组成的季节变化可看出
, 1一 3 月和 10 一 12 月均为雌鱼多于雄鱼 ; 4一 ,

月则雄鱼多于雌鱼
,

尤以 6一7月较明显 (表 , )
。

显然
,

群体性组成的季节变化与其生殖期

密切相关
。

通观全年鱼群的性组成也是雄鱼多于雌鱼
。

带鱼雄鱼的生命期较雌鱼短
,

较

大个体鱼群中的雄鱼愈来愈少
,

中小型鱼群中的雄鱼则为多数
,

这对较大个体群中的雄鱼

的不足有补偿作用
。

东海北部带鱼种群在六十年代中期其全年性组成是雌鱼多于 雄 鱼
,

这说明带鱼在种群结构上发生了变化
。

然而
,

种群数量仍保持一定的水平
,

这反映了该种

群对环境条件调节的适应能力
。

表 5 东海北部带鱼种群性组成的季节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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讨 论 与 结 语

1
.

不同海域带鱼种群结构及其生物学意义

东海北部带鱼种群的年龄和长度结构
,

秋季较春
、

夏季复杂
,

而且在海域分布上也显

示出差异
。

从两海域的种群生物学状况看出(表 6 )
, 8一 10 月栖息于海礁渔场的鱼群

,

主

要由正在生殖的三个年龄群组成
,

即当年较早出生的个体 (8 月约 7 %
,

9 月约 斗多)
,

前

一年的早生群(8 月约 90 %
, 9 月约 60 多) 和前一年的晚生群 (8

、

9 月均约占 67 务
,

10 月

为 14 并)
。

而栖息在海礁外海的鱼群则主要为生殖后性腺处于恢复时期的鱼群 (如 1 龄

鱼 8一 10 月分别为 7 7 外
,

% 外和 10 0呱)
,

它们离开主要产卵场进人 索饵阶段
,

这些鱼群

还包括那些个体较小性未成熟的当年生个体
。

此外
,

从两海域不同年龄群的长度特点可

看出 (表 7)
,

海礁渔场进行生殖的当年生鱼群其平均长度比海礁外海性未成熟的当年生

个体大
,

如海礁渔场 。龄雌鱼的平均肛长为 1 88
.

7 毫米
,

雄鱼为
、

182
.

8 毫米 ; 而海礁外海 。

龄雌鱼为 1 7 4
.

5 毫米
,

雄鱼为 165
.

7 毫米
。

已查明带鱼开始性成熟的首先是那些生长较快

的个体叫
。

栖息于海礁渔场的 1 龄鱼平均长度则小于海礁外海的鱼群
,

如海礁渔场 1 龄

雌鱼为 2 47
.

9 毫米
,

雄鱼 2 18
.

0 毫米
。

海礁外海雌鱼为 2 63
.

4 毫米
,

雄鱼为 2朽
.

8 毫米
。

我

们研究东海北部带鱼种群性成熟时指出
,

种群进人生殖高潮时的主要长度(雌鱼为 2 40 毫

表 ‘ 不同海域带鱼各龄鱼(雌鱼)的生物学状况

苏苏苏
V lllll IXXX XXX

未未未未 已已 恢恢 未未 已已 恢恢
·

未未 已已 恢恢

成成成成 成成 复复 成成 成成 复复 成成 成成 复复

熟熟熟熟 熟熟 期期 熟熟 熟熟 期期 熟熟 熟熟 期期

海海海 000 8 111 777 1 222 7 333 444 2 333 4 333 1444 5 777

礁礁礁 lll 777 9 000 l000 444 6 000 4 0000000 8 666

近近近 1一一一 6 777 2 66666 6 777 2 999999999

海海海海海海海海海海海海海

海海海 000 1 0 000 2 333 7 777 7 222 111 2 888 8 66666 抖抖

礁礁礁 111111111 33333 夕6666666 IUUUU

外外外 1一一一一一 10 0000000000000

海海海海海海海海海海海海海

表 7 不同海区秋季 (8一 10 月)带鱼各龄鱼长度组成的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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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 礁 近 海 渔 场场 海 礁 外 海海

分分分布范围围 平均肛长长 样本数数 分布范围围 平均肛长长 样本数数

罕罕罕 000 12 1一2 6 000 18 8
。

夕夕 3 1666 10 1一2 4 000 17 4
.

555 6 666

1111111 2 0 1一3 3 000 2 4 7
.

999 7 333 2 0 1一3 2 000 2 6 3
.

444 2 0 555

11111一一 1 7 1一2 8 000 2 3 0
。

444 9 444 2 0 1一2 5 000 2 2 2
.

555 444

了了了 OOO 12 1一2斗000 18 2
.

888 斗2 666 1 1 1一2 4 000 16 5
.

777 9 999

1111111 19 1一3 4 000 2 18
.

000 6 777 18 1一2 9 000 2 4 5
.

888 1 8 999

lllll一一 16 1一2 5 000 2 0 8
。

444 11 555 19 1一 2 4 000 2 17
.

000 5



2 期 罗秉征等 : 东海北部带鱼种群结构与特性

米左右
,

雄鱼为 2 20 毫米左右 )
,

也是带鱼生殖群体最终达到性成熟时的种群长度
【10 J, 1) 。

综

观秋季 1 龄和 1 一龄鱼的平均长度(表 7 )
,

恰与该种群生殖高潮时的主要长度基本一致
,

亦

即带鱼种群不论在春
、

夏季或秋季进行生殖的群体主要长度一样
。

以上分析可得出结论
,

带鱼种群结构在不同栖息海域所表现出的差异
,

是 由于鱼群的

生物学状况不同所致
。

我们初步认为
,

这些具有不同生物学状况的鱼群
,

是该种群在一定

时期内和一定条件下分离成各自具有不同生物学意义的生态类群
。

它们与某些鲜鱼和鳍

鱼种群有相似的特性
。

r
.

H
.

蒙纳斯蒂尔斯基 (1 9 5 2 )在论述这问题时指出
: “
鱼群是彼

此分开栖息的
,

即它们构成种群的小生物学类群
,

其组成和数量在群体 内部随外界环境和

鱼的生物学状态而有变化
。

种群的小生物学类群的存在
,

能保证群体的完整
,

以及繁殖
、

索饵区和越冬地点的适当利用
”
[l9 〕。

2
.

带鱼的种群结构变化与影响因素

鱼类群体的年龄组成是通过世代数量
、

生长和减少量(死亡 )三个过程互相作用的结

果比
, ,

其中任何一个因素的变化都可 引起种群结构的变化
。

东海北部带鱼承受着极大的

捕捞压力
,

种群结构较过去已趋简单
。

目前带鱼渔业
,

一年内基本上捕完前一年出生的整

个世代鱼群
。

因此
, 2 龄以上个体在捕捞中已所 占无几

。

另外
,

带鱼幼鱼的损害也是带鱼

种群结构变化的主要因子
。

五十年代末带鱼种群的年龄结构是 : l 龄和 2 龄鱼在春
、

夏

生殖鱼群中占 片多
,

最高为 6 龄 ;六十年代末该两个年龄鱼为 92 外
,

最高为 5 龄 ;七十年

代末 1 龄和 2 龄鱼在群体中已增至 98 务
,

最高年龄已下降为 4 龄 [17j
。

近年的带鱼生殖鱼

群年龄组成与上述年代比较
,

仅 1 龄一个世代的群体就占 98 务 以上
,

说明 目前带鱼的资

源基础 日益被削弱
。

带鱼的长度结构较之过去年代的分布范围和优势组均有逐年偏小的趋势 (图 7)
。

种

群性组成的变动也反映了种群结构的变化
。

根据山田梅芳 (19 7 1)对 1 9 6 6一 1 96 7 年东海

带鱼性比例的观察
,

全年均为雌鱼 占优势
,

性比例开始转变的鱼体长度为 25 0 毫米
,

小于

19611962196319641965哪197719761978刚19801981

1 0 0 1 50 2 0 0

肛长 ‘毫米 ,

图 7 东海北部带鱼生殖鱼群长度组成的变化

l) 罗秉征
、

黄颂芳
、

卢继武
, 19 8 2

。

东海北部带鱼性成熟的研究 n 雄鱼的成熟过程与特性
。

(待刊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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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长度者为雄多于雌
,

大于此长度者为雌多于雄
。

我们的研究表明
,

全年性组成的比例与

六十年代中期相反
,

为雄鱼多于雌鱼
。

性比例开始变化的长度为 22 0 毫米
,

较过去小 3。

毫米 (图 8 )
,

群体组成趋于简单
。

而雄鱼的增多则反映了该种群提高繁衍后代的适应能

力
。

以上分析可以认为
:
影响东海带鱼种群结构变化的主要因素是捕捞过度

。

从 1 9 7 8
,

一 1 98 1 年间的带鱼种群结构看来
,

其结构无明显变化
,

这说明带鱼的种群结构变化是渐

变的 ; 同时也说明在一定时期内种群结构具有相对的稳定性和较强的更新能力
。

八%�军卫必
几公�军纽划

一 2 00 一 2 50 一3 0 0 一 3 5 0 3 5 1一

肛长 (毫米)

1 2 1一 17 0 一 2 20 一 2 70 一 32 0 3 2 1一

肛长 (毫米)

图 8 东海北部带鱼性组成的变化( 罕% )

3
.

东海带鱼资源特性与利用

带鱼在春
、

夏机轮拖网的渔业
,

通常认为捕捞生殖鱼群
,

实际上除了生殖鱼群外 (包括

初次成熟和重复成熟者)
,

还有性未成熟的个体
。

春季早期 出生的当年 (0 龄)个体
,

秋季

也进入机轮拖网作业
,

其中生长较快而达到一定大小的个体开始成熟 (约占 50 多左右 )
,

这部分群体到翌年春
、

夏又重复成熟进行生殖
。

根据带鱼季节生长的速度判断 1) ,

那些重

复成熟的 1 龄鱼应为早生群的较早出生者
,

因此
,

就整个群体而言
,

它们所 占比例不大
,

2

龄以上的重复成熟者更为少数
。

以上分析可认为
: 东海带鱼生殖鱼群 自然组成的特征为

补充群体 (初次性成熟的个体)多于剩余群体(重复成熟者 )
。

看来带鱼与具有上述特征的
,

表 8 东海带鱼
、

大黄鱼某些生物学指标的比较

(以雌鱼为例)

鱼名

汁汁始性成熟熟

的的大小小

(((毫米)))

111 7 0一 1 8 000

开始性

成熟的

年龄

世代成熟

期限

(年)

带鱼

大黄鱼 1

}‘ * , 、 , 。、 * * l 忙 { ‘ } 种 I
’

{
! 江声望凡 再、号人民

, U 斗虫
目 J I 一尸 l 月又 ! 日于辈 } 甸欠 } 」月

} 延续范围 l 龄 } 宫 } 祭 } 柔 ( 狠
l 刃 奋口 1 . 刊 1 州一 】 艾目 l 人U

i

—
l ‘注1 1 之l空 } 」代, l we】, ! 刘公,

} L } w } 数 } 十 } 军 } ‘丫奋、 1 瞥

}兰彭主{三皇兰卜退一卜竺一卜
一
呈一}二兰{j ⋯一

-

{竺竺竺}j卫宜兰卜二一卜二一{二竺 }三兰{二生
{2 2 0一3 4 0 {‘5 0一 5 U0 }

“5 } “9 } ”3 U } 3 7 6 } 2 8

l) 卢继武
、

罗秉征
、

黄颂芳
, 1 9 8 2

。

东海北部带鱼种群的季节生长 (待刊稿)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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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些鱼类一样
,

它们具有以下适应性能 : 种群依其生存条件
、

渔捞条件以及群体各世代的

数量
,

可 迅速地改变群体中的补充群体和剩余群体的比例
〔5J 。

带鱼生命周期较短
,

种群结

构简单
,

有学者指出
,

群体组成的复杂化引起数量的减少
,

简单的组成必然表现为群体数

量的增加
〔1 , ,。

我们将具有种群结构比较复杂的浙江近海大黄鱼与带鱼作一比较 (表 8 )
。

带鱼种群

具有生长迅速
、

补充速度快的特性
,

种群开始性成熟的年龄约为半年左右
。

雌鱼成熟的最

小肚长为 1 70 一 180 毫米
,

成熟期限为一年
。

而大黄鱼开始性成熟为 2 龄
,

初次成熟的最

小体长为 2 00 毫米
,

成熟期限需要四年
。

由此可见
,

带鱼种群较大黄鱼具有更为迅速的更

新能力和较强的增殖能力
。

带鱼初次性成熟的年龄比大黄鱼至少快一年半左右
。

以这两

种鱼为同一世代相比较可看 出
,

等到大黄鱼达到成熟产 出第一批鱼卵时
,

带鱼已经繁殖数

代了
。

具有较强增殖能力的带鱼其生殖力比大黄鱼低得多
,

但其数量则为大黄鱼的三倍

以上
,

说明该物种增殖能力的大小相应地反映着种的数量
。

此外
,

东海北部带鱼种群 占有广阔的产卵场和索饵场
,

种群分布徊游往南可延伸到台

湾海峡
,

北达黄海
。

辽阔的海域给种群提供了优越的繁衍后代的条件
。

综上所述
,

带鱼所

固有的这些特性是该物种能够承受着重大捕捞压力而仍能保持一定数量的原因
。

从带鱼种群结构的研究表明
,

东海北部带鱼种群已处于过度利用的状态
,

资源潜力不

断受到削弱和破坏L7, 9,1 6,1 水‘一 4) ,

因此
,

过度捕捞是当前带鱼渔业中的主要问题
。

科学利用

成为当代渔业中急需解决的问题
。

带鱼所具有的特性(或者说种群繁盛的自身属性 )给我

们对该渔业的利用提供了有利条件
,

即利用种群的 自身属性进行科学管理
,

比那些生命期

长
、

补充速度慢的鱼类
,

可以较大地缩短收到经济效益的周期
。

如能适当地采取一些措施

(保护幼鱼和规定捕捞限额等)
,

从现在的捕捞量减少 20 一 30 务
,

可望短期内(两年多则三

年 )就能收到更大的效益
。

f l ]

1 2 」

[ 3 ]

「4 ]

参 考 文 献

山田梅芳
, 19 71

。

栖息丁求海的带鱼生殖生态的变化
。

国外海洋水产
, 1, 7 5(2 ): 3斗一盯

。

王复振
, 19 6 5

。

带鱼产卵期的食性
。

中国动物学会三十周年学术讨论会论文摘要汇编
。

科学出版社
, 18 0 页

。

尼科里斯基
, r

.

B
. ,

1 9 6 1‘ 鱼类生态学
。

农业 出版社
, 1 96 2: 1科一 1 49 页

。

朱元鼎
, 19 5 9

。

中国主要海洋渔业生物学基础的参考资料
。

太平洋西部渔业研究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论文

集
。

科学 出版社
, 12 2一1 2 7 页

。

迈斯基
,

B
.

H
. ,

1 9 5 3
。

论鱼类产卵群体的 类型
。

论鱼类数量变动的规律
。

科学出版社
, 1 955: 89 一94 页

。

邱望春
、

蒋定和
, 1 9 6 5

。

东海带鱼个体生殖力的研究
。

水产学报 2 (2) : 13 一 2 40

吴家雅
、

朱德林
, 1 9 79

。

浙江近海及邻近海区带鱼资源变动与合理利用的研究
。

海洋渔业 3: 6 一 100

罗秉征
、

卢继武
、

黄颂芳
, 1 9 8 1

。

中国近海带鱼耳石生长的地理变异与地理种群的初步探讨
。

海 洋与湖沼论文
集

。

科学出版社
, 1 8 1一1 9 4 页

。

—
, 19 8 2

。

东海北部带鱼世代性成熟过程与种群特性研究
。

海洋科学 1: 35 一 3 8
。

—
, 19 82

。

带鱼不同出生季节的鉴别
。

海 洋与湖沼 1 3(5) : 3 5 7一3 6 6
。

—
, 19 8 3

。

东海北部带鱼性成熟的研究
。

1
.

雌鱼的成熟过程与特性
。

海洋与湖沼 1 4(1 ): 59 一 6 80

林景祺
, 19 8 1

。

带鱼对海洋环境自然调节适应性的研究
。

海洋湖沼通报 1: 朋一6 30

IJ飞
.J1J .飞.J一二20工jR�r.L�..L1..LF.L

910nlZ

l) 林景祺
, 1 9 8 1

。

黄
、

东海带鱼渔业现阶段渔捞调整及其合理利用
。

海洋水产研究丛刊
,

27 : l一 8
。

( 内部发

行 )

2)
—

, 1 9 8 1
。

东海带鱼性早熟原因的研究
。

全国水域生产力及渔业资源讨论会论文
。

3) 吴家雅
、

王颐良
, 1 9 8 1

。

东海带鱼资源初步评析
。

同上

勺 王颐良 , 1 9 8 1
。

机轮拖网对幼带鱼的损害
。

同上



1 5 8 海 洋 与 湖 沼 1 4 卷

「13 ] 洪秀云
, 1 9 8 0

。

渤
、

黄海带鱼年龄与生长的研究
。

水产学报 4(4 ): 3 6 1一 37 0
。

〔14 ] 郑文莲
、

徐恭昭
, 19 6 2

。

浙江岱衙洋大黄鱼个体生殖力的研究
。

海洋科学集刊 2: 59 一78
。

[l 51 张镜海
, 1 9 66

。

山东省沿海带鱼的初步研究
。

太平洋西部渔业研究委员会第七次全体会议论文集
。

科学出版

社
, 2 6一 3 4 页

。

[1 6] 顾惠庭
、

尤红宝
, 19 79

。

东海带鱼繁殖保护措施的探讨
。

海洋渔业 3: 1一5o

「1习

—
, 1 9 8 0

。

东海群带鱼的增殖曲线和资源管理措施
。

水产学报 4 (1): 盯一620

〔1 8] 徐恭昭
、

吴鹤洲
, 19 62

。

浙江近海大黄鱼的性成熟特性
。

海洋科学集刊 2: 59 一78
。

[1 91 蒙纳斯蒂尔斯基
, r

.

H
. ,

19 5 2
。

经济鱼类的数量变动
。

水产部海洋水产研究所水产 丛书 196 2 (1 ): 94 一 1 13

页
, 12 0一 12 1 页

。

[2 0] 德里亚京
, n

.

A
. ,

19 5 3
。

论鱼类群体的年龄组成
。

论鱼类数量变动的规律
。

科学出版社
, 1, 5头 7 9一88

页
。

〔21 」 三栖 宽
, 1 9 5 8

。

东海
·

黄海逢 夕于 夕方 资源O研究
。

第一毅年令 乏成是‘: 。护 (
。

西水研瑕 1 5 : 2一1 30

[2 2 1
—

, 19 59
。

束海
·

黄海逢 夕于 夕分资源公研究
。

第二毅成熟 乙逢卵氏。护(
。

西水研辍 1价 21 一33
。

[23 1

一
,

196 10 束扮 黄海逢 夕千 宁方 资源。研冬 第三假分布
、

回游 乏 Po nul ati on 。考察
。

西水研辍 20:
1 15一 13 1

。

口41
—

, 1 9 6 4
。

束夕 于海
·

黄海崖 夕千 夕方 O 渔桨生物学的研究
。

西水研报 32 : 1一28
。

t2 51 H H
明

几b e

双认
,

r
.

B
. ,

19 6 5
.

Teo PH 只 阳
H aM“ K H 叮a 几a P悦 6

.

他
及盯e

肠以加
“

H a yK a ” M 。

哪
a ,

12 1一 13 3e
.



2 期 罗秉征等 : 东海北部带鱼种群结构与特性 1 , 9

T H E PO PU LA T IO N ST R U C T U R E O F T H E H A IR T A IL S

T R 矛CH IU R U S H A t少泪rE LA (PISC E S
,

T R IC H IU R ID A E )

A N D IT S PE C U L IA R IT IES
*

Lu o Bin g : h e n g H u a n g So n g fa n g a n d Lu Jiw-u
(九

召t乞t公才e o f O e ea 儿 0 20 9夕
,
A ea d帅她 S艺件落邵)

人B sT R A c T

T h e h air tail s w e r e s am ple d fr o m AP
ril to Ju

n e 1 9 7 8 to 19 7 9
,

APril t o O e to be r 1 9 8 0

a n d A Pri l t o M ay 1 9 8 1 in n o rthe rn E a s t Chin a Se a
.

SPe eim e n s w ere o b t aine d fro m 8 6 6 7

ha ir tails
.

The r e su lt s a r e a s fo llo w s
.

T he s e a s o n al v a r ia tio n o f a g e e o m Po sitio n show
s that th e p o

Pul
a tio n e o n sis ts o f fo u r

g en e r a tio n s (0一3 ye a r s o ld )
.

B u t o过y tw
o g e n e r a tio n s (0一1 yea r o ld ) play an im p o r tan t

p a r t in the e a tehe s
.

9 8 p e r e e n t o ffi sh w e re 1 yea r o ld a n d 0 ye ar o ld fi sh d o m in a t ed e a t
-

ehe s th ro u g ho u t th e ye a r
.

T ho s e o v e r 2 ye ar s o ld acc o u n t fo r a sm all am o u n t in the e a tch
s to ek

.

T he a g e e o m p o sitio n o f the Po pul a tio n after A u
即

s t b ee

am
e m o r e eo m ple x th a n tha t

befo r e
.

Th
e o ecu r re n e e o f 0 ye a r o ld a n d l一 y e a r o ld (the la t e r b r o o d g rou P o f la st ye a r )

m ake s the
s t
ruc tu r e o f p o pul a tio n

mo
r e co 帅直e a t ed

.

T he p o

四la tio n e a n be div ide d in to

seh o o ls th a t a re diffe re n t in bio lo gie a l e o n山t io n s
.

Th
e h a ir ta ils inh

abitin g th e H aiii
a o a r e a

a r e o f m ediu m le n g ths ,
th a t o u t side the H aiii

a o a r e a a r e e ith e r sm a lle r o r larg er
.

Th
e le n gth e o

娜
o sitio n o f th e

卯p u latio n d u r in g th e 19 7 8一1 9 8 1 per io d sho w ed li ttle

v a r ia t io n fr o m y e a r t o 界a r ; m o d al le n g th s r a n g e d (M ay t o Ju
n e ) fro m 1 8 0 to 2 4 0 m m

.

A g e

e o m Po sitio n sh o w ed als o li ttle ch a
飞

e fr o m ye a r to ye a r
.

H o w ev e r diffe
r en ce w e r e o bv io u s

in le n g th a n d a ge co mP
o siti曲

o f hal r t ails a s e o m Pa r ed w ith tha t in the Pa s t
.

T hi s m igh t

ha v e b e e n
du

e to e x e e s s e
xP fo it a tio n

.

A e o m p a r a tiv e a n al ysis o f th e p o pul a tio n s tru etu r e of hair t ai1s w ith L a r罗 Y e llo w C r o -

ake r w ill sho w the fo ll o w in g ch a r a e te ri s ties :

1
.

It h a s sh o r te r li fe
一sPan (m a x im u m a g e o f th e 6 ye ar s ) an d it s a ge c o m Po sitio n 15

r a th e r sim Ple (4 a g e g ro uP
s )

.

2
.

T he Po Pul a t io n a tta in s s e
xu

a l m atu rity m u eh e a rli e r a n d its re eru itm e n t 15 r a th e r

fa st (th e p r o e e s s m atu r atio n tak es ab ou t o n e ye ar )
.

3
.

T he Po Pu la tio n p o s s e s se s h ig he r re Pro
du

e t io n e aPa e ity
.

誉
C o n tr ib u tio n N o

.

8 1 4 fr om th e In stitu te o f o e ea n o lo g y
,

A ea d e m ia S in ic a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