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吕四渔场近岸产卵场鱼卵的种类组成与数量分布

于雯雯, 刘培廷, 汤建华, 张

 

虎, 贲成恺
( 江苏省海洋水产研究所 , 江苏 南通 226007)

摘要 : 为了解吕四渔场鱼卵种类组成和生物密度分布, 2008 年 4 月至 7 月在吕四渔场( 32°～34°N) 底拖网禁渔

区线内侧布设了 31 个站位, 进行了 4 个航次鱼卵调查。调查共发现鱼卵 12 种, 4 月鱼卵优势种为日本鲭( Scom-

ber japonicus) , 5 月为鳓( Ilisha elongata) , 6 月和 7 月均为鳀( Engraulis japonicus) 。垂直网采样鱼卵平均生物密度

为 1. 71 ind·m - 3 , 5 月生物密度最高为 2. 77 ind·m - 3 , 6 月最低为 0. 566 ind·m - 3 , 4 月和 7 月居中, 分别为 2. 06

ind·m- 3
和 1. 35 ind·m- 3 ; 水平网采样鱼卵平均生物密度为 6. 675 ind·min- 1 , 4 月生物密度最高为 12. 484 ind·

min - 1 , 其次为 5 月( 6. 916 ind·min- 1 ) 和 7 月( 5. 323 ind·min - 1) , 6 月最低( 1. 977 ind·min - 1 ) 。吕四渔场鱼卵分

布的主要特点是北部海区多于南部海区。

关键词 : 吕四渔场 ; 鱼卵 ; 种类组成 ; 数量分布 ; 生物密度 ; 优势种

中图分类号 : S 931     文献标志码 : A    文章编号 : 2095 - 0780 - ( 2011) 05 - 0009 - 09

Species composition and biomass distribution of fish eggs at inshore
spawning site of Lüsi fishing ground

YU Wenwen, LIU Peiting, TANG Jianhua, ZHANG Hu, BEN Chengkai
( Institute of Oceanology & Marine Fisheries of Jiangsu Province, Nantong 226007, China)

Abstract: From April to July, 2008, by setting up 31 survey stations within the closed fishing area for bottom trawl fishery in Lüsi

fishing ground ( 32°～34°N) , we conducted 4 investigations to study the species composition and biomass distribution of fish eggs in

that area. Altogether fish eggs of 12 species were found. The dominant species are Scomber japonicus ( April) , Ilisha elongata ( May) ,

Engraulis japonicus ( June and July) . The average biological density of fish eggs vertically is 1. 71 ind·m- 3( 2. 06 ind·m- 3 in April,

2. 77 ind·m- 3 in May, 0. 566 ind·m - 3 in June and 1. 35 ind·m- 3 in July) , while the average biological density horizontally is 6. 675

ind·min- 1 ( 12. 484 ind·min - 1 in April, 6. 916 ind·min - 1 in May, 1. 977 ind·min- 1 in June and 5. 323 ind·min - 1 in July) . The fish

eggs in Lüsi fishing ground distribute more in the north than in the south.

Key words: Lüsi fishing ground; fish eggs; species composition; biomass distribution; biological density; dominant species

  吕四渔场是全国八大渔场之一, 位于黄海中南

部近岸海域, 其南部与长江口渔场相连、北部与海

州湾渔场相邻, 东侧为大沙渔场。吕四渔场处于黑

潮暖流的支流———黄海暖流、长江径流和苏北沿海

水团等 3 个不同水系的交汇处, 水体内营养物质丰

富, 浮游生物种类繁多, 是鱼、虾、蟹摄食产卵的

良好场所。

近年来越来越多学者注意到鱼卵研究对渔业资

源调查评估、估算鱼类种群数量以及开发潜力都有

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然而大多是对黄海、东海、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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州湾、浙江沿岸等海域的鱼卵进行研究
[ 1 - 7] , 对江

苏近海鱼卵种类和数量分布的研究较少
[ 8 - 10]

。文

章根据 2008 年 4 个航次调查数据, 分析了吕四渔

场鱼卵的种类数量、分布特征和影响因素, 以期对

吕四渔场鱼卵的分布现状有所了解。

1 材料与方法

1.1 调查时间和站点

2008 年 4 月 ～7 月每月调查 1 次, 共计 4 个航

次。在吕四渔场附近 32°～34°N, 底拖网禁渔区

线内侧纬度相隔 15′、经度相隔 15′设置 1 个站位,

共布设调查站位 31 个。具体调查站点见图 1。

图 1 鱼卵调查站位布设图

Fig. 1 Sampling stations of fish eggs

1.2 采样方法

采用浅水 I 型浮游生物网 ( 口径 50 cm、网长

145 cm、网目 0. 505 mm) 垂直拖曳和水平拖曳 2 种

方式采集鱼卵。现场用 5% 的甲醛溶液固定标本。

1.3 测量方法

每站位现场测量水温和盐度, 调查按《海洋监

测规范》GB 17378. 7-1998 [ 11]
执行。

1.4 种类鉴别方法

种名按伍汉霖等
[ 12] , 以 NELSON[ 13 ]

进行排列。

1.5 数据处理

垂直网和水平网的生物密度单位分别用 ind·

m- 3
和 ind·min - 1

来表示。根据各站点分析数据,

采用 ArcGIS 9. 3 软件绘制鱼卵数量分布图、等温

线图和等盐线图。

2 结果

2.1 种类组成

4 个航次调查共鉴定出鱼卵 8 624 粒, 其中垂

直网 347 粒, 水平网 8 277 粒。垂直网和水平网调

查共发现鱼卵 11 种, 其中定性种类和定量种类各

11 种, 主要有鳓、鳎科、日本鲭、石首鱼科、鳀、

多鳞 、鲱科、带鱼等, 垂直网 5 月和 7 月种类最

多( 9 种 ) , 其次为 6 月 ( 5 种) , 4 月最少 ( 3 种 ) ;

水平网从 4 月到 7 月依次增多, 数目分别为 6 种、

7 种、8 种和 10 种 ( 表 1) 。用 5 月的数据与熊瑛

等
[ 8 ]

调查的 2005 年 5 月苏北浅滩生态监控区鱼卵

种类相比, 相同的种类有鳓、鳎科、鳀、多鳞 和

带鱼; 此次调查有而上次没有的是油 和小公鱼属

等。历年江苏近岸海域仔稚鱼调查中, 鳀科鱼类占

的比例较大, 且以鳀和小公鱼属的鱼类为主, 其中

7 月( 夏季) 和 10 月( 秋季) 的数量最多, 春季、冬

季很少
[ 9 ]

; 此次调查中小公鱼属以 7 月最多, 而 4

月并未采集到, 与文献[ 9] 的结果相似。

2.2 生物密度

吕四渔场近岸产卵场 4 个航次调查, 鱼卵水平

拖网平均生物密度为 6. 675 ind·min
- 1

, 其中 4 月

生物密度最高 ( 12. 484 ind·min - 1 ) , 其次为 5 月

( 6. 916 ind·min
- 1

) 和 7 月( 5. 323 ind·min
- 1

) , 6 月

最低( 1. 977 ind·min
- 1

) , 水平网采集到最多的是

鳓卵, 其次是小公鱼属, 鳎科和石首鱼科位列第

3、第 4 位( 表 2) 。

垂直网鱼卵平均生物密度为 1. 71 ind·m
- 3

, 其

中 5 月生物密度最高 ( 2. 77 ind·m- 3 ) , 6 月最低

( 0. 66 ind·m
- 3

) , 4 月和 7 月分别为 2. 07 ind·m
- 3

和 1. 35 ind·m
- 3

, 垂直网采集到的主要种类有鳀和

鲐, 其次为油 和鳎科( 表 2) 。

2.3 生物密度分布

4 个航次调查各站位鱼卵生物密度范围为 0. 15

～45. 24 ind·m- 3 , 生物密度最高为 5 月航次 12#
站

位( 45. 24 ind·m
- 3

) , 最低为 7 月航次 2
#
站位( 0. 15

ind·m
- 3

) 。

各月垂直网鱼卵生物密度空间分布见图 2。4

月鱼卵出现的站位共 9 个, 由南到北均有分布, 且

在沿岸的海区分布较多 , 离岸较远的海区较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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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鱼卵种类和数量

Tab.1 Species and number of fish eggs ind 

种类
species

垂直拖网 vertical trawl

4 月 Apr. 5 月 May 6 月 Jun. 7 月 Jul.

水平拖网 horizontal trawl

4 月 Apr. 5 月 May 6 月 Jun. 7 月 Jul.

带鱼 Trichiurus japonicus 4 1 8 1 21 7 192

多鳞 Sillago sihama 2 1 63 8

鳓 Ilisha elongata 41 1 1 260 98 28

日本鲭 Scomber japonicus 14 1 237

鳀 Engraulis japonicus 8 31 102 16 52 34

油 Sphyraena pinguis 19 19 5

鳎科 Soleidae 16 3 32 41 31 158

石首鱼科 Sciaenidae 7 8 1 2 233

鲱科 Clupeidae 1 5 2 41 15

小公鱼属 Stolephorus sp. 11 1 51 17 256

待定 unkown 1 21 23 15 3 597 714 326 871

种类数 species number 3 9 5 9 6 7 8 10

表 2 垂直网鱼卵生物密度( ind·m - 3 ) 和水平网鱼卵生物密度( ind·min - 1)

Tab. 2 Biological density of fish eggs calculated based on vertical and horizontal trawls

种类
species

垂直拖网 vertical trawl

4 月 Apr. 5 月 May 6 月 Jun. 7 月 Jul.

水平拖网 horizontal trawl

4 月 Apr. 5 月 May 6 月 Jun. 7 月 Jul.

带鱼 Trichiurus japonicus 0. 03 0. 01 0. 06 0. 003 0. 045 0. 019 0. 110

多鳞 Sillago sihama 0. 01 0. 003 0. 203 0. 026

鳓 Ilisha elongata 0. 54 0. 03  4. 065 0. 316 0. 090

日本鲭 Scomber japonicus 1. 48 0. 01 0. 765

鳀 Engraulis japonicus 0. 36 0. 29 0. 93  0. 052 0. 168 0. 110

油 Sphyraena pinguis 0. 73

 

0. 061 0. 016

鳎科 Soleidae 0. 58 0. 13 0. 103 0. 132 0. 100 0. 510

石首鱼科 Sciaenidae 0. 54 0. 05 0. 02 0. 006 0. 752

鲱科 Clupeidae 0. 18 0. 04 0. 02 0. 132 0. 048

小公鱼属 Stolephorus sp. 0. 12 0. 03  0. 165 0. 055 0. 826

待定 unkown 0. 04 0. 26 0. 21 0. 13 11. 603 2. 303 1. 052 2. 810

合计 total 2. 07 2. 77 0. 66 1. 35 12. 484 6. 894 1. 974 5. 298

5 月鱼卵数量增多, 出现的站位也增多( 共 13 个) ,

明显分为南、北 2 块海区, 其中北部海区 11 个站

位均有出现, 南部仅 2 个站位采集到鱼卵; 6 月鱼

卵数量略有下降, 站位仍是 13 个, 依然是北部海

区鱼卵数量明显高于南部, 只是南北之间的海区有

了零星的分布; 7 月分布与 6 月情况基本相似, 仍

是北部多于南部, 涉及 14 个站位, 中南部分布区

域较 6 月偏外。

2.4 优势种

各航次鱼卵优势种有较大变动, 4 月鱼卵优势种

主要有日本鲭和石首鱼科, 其中日本鲭优势度最高为

0. 12, 平均生物量为 1. 48 ind·m
- 3

, 占总生物量的

All Rights Reserved. South China Fisheries Science http://www.schinafish.cn



 

]12   

 

南 方 水 产 科 学

 

第 7 卷

图 2 垂直网鱼卵生物密度分布

Fig. 2 Distribution of biological density of fish eggs vertically

71. 54% ; 5 月鱼卵优势种主要有鳓和鳀等, 其中鳓的

优势度最高为 0. 06, 平均生物量为 0. 54 ind·m
- 3

, 占

总生物量的 19. 67% ( 表 3) 。其次为鳀, 优势度 0. 02,

平均生物量为 0. 36 ind·m
- 3

, 占总生物量的 12. 91% ;

6 月鱼卵优势种主要是鳀, 优势度 0. 10, 平均生物量

为 0. 29 ind·m
- 3

, 占总生物量的 43. 31% ; 7 月鱼卵优

势种主要是鳀, 优势度为 0. 09, 平均生物量为 0. 93

ind·m- 3, 占总生物量的 68. 66%。5 月至 7 月吕四渔

场近岸海域的主要优势种为鳀。

2.5 优势种与温度、盐度

4 月鱼卵优势种为日本鲭, 分布多在吕四渔场

沿岸海区, 南北均有分布。4 月水温有 2 个变化特

点: 1) 由近岸向外侧海区逐渐降低; 2) 南部海区

向北部海区逐渐降低。由于近岸淡水注入, 故盐度

由近岸向远海逐渐升高; 在形成的高温低盐区就出

现了日本鲭鱼卵。有研究表明鱼类多在高温低盐区

产卵
[ 9 ]

, 此调查该月鱼卵分布的特征也印证了这

一点( 图 3) 。

5 月鱼卵优势种为鳓, 多集中分布于吕四北部

海域, 南部不见分布。5 月表层水温仍然是近岸高

于较远海域, 整体温度差距不大; 盐度分布也是调

查海域的南部变化梯度较大, 北部和中部有 2 个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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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鱼卵优势种组成

Tab. 3 Composition of dominant species of fish eggs

调查时间
survey time

种类
species

生物量 /ind·m- 3

biomass
占总生物量比例 /%

percentage
出现频率 /%

frequency
优势度 y
dominance

4 月 Apr. 日本鲭 Scomber japonicus 1. 48 71. 54% 16. 13% 0. 12

石首鱼科 Sciaenidae 0. 54 26. 06% 16. 13% 0. 04

5 月 May 鳓 Ilisha elongata 0. 54 19. 67% 29. 03% 0. 06

鳀 E. japonicus 0. 36 12. 91% 12. 90% 0. 02

待定 unkown 0. 26 9. 36% 19. 35% 0. 02

6 月 Jun. 鳀 E. japonicus 0. 29 43. 31% 22. 58% 0. 10

待定 unkown 0. 21 32. 22% 25. 81% 0. 08

7 月 Jul. 鳀 Engraulis japonicus 0. 93 68. 66% 12. 90% 0. 09

待定 Unkown 0. 13 9. 58% 16. 13% 0. 02

图 3 4 月日本鲭鱼卵数量空间分布与表层水温、盐度的关系

Fig. 3 Relation among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S. japonicus′s eggs, surface temperature and salinity in April

对的高盐中心( 图 4) 。

6 月鱼卵优势种主要为鳀, 产卵点多分布在调

查海域的北部, 南部只有 2 个站位有分布。6 月表

层水温比较复杂, 可能是在水团的作用下, 高温低

温成团出现, 但是鳀鱼卵出现的站位水温均在 21

～22 ℃之间; 盐度的变化与温度相似也较复杂,

但变化幅度不大, 鱼卵均分布在盐度≥31 的站位

( 图 5) 。

7 月鱼卵优势种主要为鳀 , 在调查海区的南

部分布较多。7 月的表温分布与 6 月相似 , 在 33°

00′N 近岸处有 1 个高温中心 , 总体温度越往远

海越低 , 该月鱼卵的分布与温度关系不明显, 高

温、低温处均有发现 ; 盐度的变化与温度正好相

反 , 温度高的地方盐度低, 温度低的地方盐度反

而很高 , 而鱼卵分布在盐度相对较高的站位 ( 图

6) 。

3 讨论

3.1 生物密度分布

从 4 个月的鱼卵分布图可见, 4 月鱼卵相对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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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5 月鳓鱼卵数量空间分布与表层水温、盐度的关系

Fig. 4 Relation among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I. elongata′s eggs, surface temperature and salinity in May

图 5 6 月鳀鱼卵数量空间分布与表层水温、盐度的关系

Fig. 5 Relation among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E. japonicus′s eggs, surface temperature and salinity in June

少且大多分布在近岸海区, 参考 4 月的等温图, 近

海相对高温低盐水系对调查水域鱼卵、仔鱼的孵化

与发育有显著影响, 这与以往调查资料吻合
[ 14]

。5

月和 6 月均是北部较多南部较少, 主要是最北边 2

个断面鱼卵的分布较多且比较稳定。分析其原因,

吕四渔场北部西受沿岸水、北受黄海冷水团、东受

黄海暖流的影响, 水文梯度相对较大, 基础饵料丰

富, 适宜鱼类产卵。

3.2 优势种种类及分布

4 月至 7 月的优势种为日本鲭、鳓和鳀。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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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7 月鳀鱼卵数量空间分布与表层水温、盐度的关系

Fig. 6 Relation among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E. japonicus′s eggs, surface temperature and salinity in July

日本鲭是一种暖水性中上层鱼类, 是中国黄海和东

海中上层最重要的渔业资源之一
[ 15 ]

。日本鲭产卵

的水温和盐度各渔场略有不同, 温台渔场表温为

15 ～21 ℃, 表层盐度为 29. 0 ～34. 5[ 16 ]
。此调查 4

月日本鲭鱼卵主要出现在吕四渔场近岸海区, 从温

盐度图上看属高温低盐区。由于吕四渔场比温台渔

场偏北 5 个纬度左右, 所以此调查出现日本鲭鱼卵

中心区表温比文献 [ 16] 偏低, 属正常现象。张晶

等
[ 17]

报道鲐资源量、索饵及越冬洄游的时间、路

径、群集程度和滞留时间等均受海况变化的影响,

说明海况的变化也是决定中心渔场变动的原因之

一; 再加上东海北部和黄海南部受多种不同性质水

团复合作用, 基础饵料丰富, 使这部分海区成为东

海群系鲐的主要索饵场
[ 18 ]

, 这也证实了此次调查

出现大量日本鲭鱼卵的可能性。综上所述, 可以推

断日本鲭洄游的这一生理习性, 以及江苏近岸海区

本身的海况和生物饵料的丰富度, 再加上水温和盐

度的适宜情况, 使得 4 月日本鲭大量出现在江苏近

岸海区。

鳓是中国近海重要经济鱼类之一, 在中国渤

海、黄海、东海和南海均有分布, 平时生活在外

海, 繁殖季节游向近岸。江苏沿岸鳓鱼群比较集中

在北部的海州湾和南部的吕四产卵场, 产卵期主要

在 5 月至 6 月间
[ 16]

。据调查, 吕四渔场的鱼群 5

月下旬至 6 月中旬分批抵达近岸沙洲区产卵, 产卵

后鱼群分散索饵
[ 19 ]

。目前对鳓的研究很少
[ 20 - 22] ,

熊瑛等
[ 8 ]

研究苏北浅滩监控区 ( 121°17′～121°55′

E、32°00′～32°28′N) 鱼卵时发现少量的鳓鱼卵,

仅占采集总量的 0. 07% , 其调查在 32°00′～32°28′

N这个区域也仅 1 个站位采集到鳓鱼卵。2 次调查

结果相似, 表明鳓的产卵场主要在吕四渔场北部以

北海区, 今后的调查研究应将海州湾渔场和吕四渔

场作为一个整体, 从一个大的角度研究鳓的产卵

场。

鳀为中国近海常见暖温性中、上层鱼类, 广泛

分布在中国的渤海、黄海和东海
[ 16]

。鳀大量出现

在 6 月和 7 月, 6 月主要出现在 33°45′N, 与有关

资料报道相一致
[ 1 9]

。鳀是洄游性鱼类, 冬季在 32°

00′～35°00′N、123°00′～125°00′E 以内海域越

冬, 春季随西部海域水温回升而向西迁移, 其中在

34°00′N和 123°00′E 附近的鱼群在黄海暖流的作

用下进入海州湾渔场产卵, 产卵盛期为 5 月中旬至

6 月下旬。此调查 7 月的鳀鱼卵分布图与万瑞景

等
[ 4 ]

对东海北部和黄海南部鳀鱼卵的研究结果大

致相同, 即鳀鱼卵主要分布在 33°30′～36°00′N之

间, 在 32°00′～33°30′N之间的分布较少。此次调

查鳀鱼卵大量出现在 33°30′～34°00′N之间, 南部

海区也是仅有零星的鱼卵分布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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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鱼卵种类与数量的研究是关系到一个海区

生物后备潜力的重要问题, 该方向也是今后渔业资

源调查的重点之一, 这方面仍需进一步探讨和研

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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