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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太平洋长鳍金枪鱼延绳钓渔场分布

及其与海水表层温度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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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根据北太平洋长鳍金枪鱼渔获量、海水表层温度等数据，研究了长鳍金枪鱼渔获量的分布

区及其海水表层温度（ＳＳＴ）的统计特征。结果表明，北太平洋长鳍金枪鱼渔场主要分布于２５～４０°Ｎ
之间的海域。长鳍金枪鱼渔场区平均ＳＳＴ为２３．６℃，中位数为２４．５℃，多数渔场区位于暖温带海

域，其平均ＳＳＴ多数为１６～２８℃，产量数据分布为正偏。海水表层温度为１６～２３℃的海域，长鳍金

枪鱼的平均产量和平均ＣＰＵＥ变化趋势类似，且表层温度为１８～２０℃的海域，长鳍金枪鱼的平均产

量最高。渔获量分布于表层温度为１６～２３℃和２４～２７℃海域，但主要集中于１６～２３℃的范围。交

叉相关分析表明长鳍金枪鱼ＣＰＵＥ同太平洋年际振荡指数具有相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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ｂｅｔｗｅｅｎ　１８～２０℃．Ｔｈｅ　ｃａｔｃｈ　ｏｆ　ｆｉｓｈｉｎｇ　ｉｓ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ａｔ　ｌｏｗｅｒ　ＳＳＴ　ａｒｅａ（１６～２３℃）ａｎｄ　ｈｉｇｈｅ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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Ｓｅａ　ｓｕｒｆａｃｅ　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

长鳍金枪鱼Ｔｈｕｎｎｕｓ　ａｌａｌｕｎｇａ是金枪鱼延绳钓渔业的重要捕捞种类之一，为中型大洋性鱼类，在太平洋、
大西洋和印度洋的热带和温带水域均有分布。１９８０年以来，整个太平洋长鳍金枪鱼延绳钓的年捕捞量维持在

５～１０万ｔ，其中北太平洋约１～２．５万ｔ（ＩＡＴＴＣ　２００１）。有关太平洋长鳍金枪鱼资源及其基础生物学，国外

学者已有研 究（Ｒａｍｏｎ　ｅｔ　ａｌ．　１９９６；Ｗａｔａｎａｂｅ　ｅｔ　ａｌ．　２００４；Ｆｏｕｒｎｉｅｒ　ｅｔ　ａｌ．　１９９８；Ｍｕｒｒａｙ　ｅｔ　ａｌ．　１９９４；

Ｙｅｈ　ｅｔ　ａｌ．　１９９６），认为太平洋长鳍金枪鱼可分为南、北两个种群，但对于其渔场与环境关系的研究报道极少

（戴芳群等　２００６）。
我国大陆地区金枪鱼渔业发展起步晚、规模小，缺少专门对北太平洋长鳍金枪鱼延绳钓生产及资源的调

查，对其渔场分布和环境特征的研究还十分欠缺（戴芳群等　２００６）。鉴于此，本研究主要根据所收集的捕捞生

产数据和卫星遥感海水表层温度（ＳＳＴ）数据，对北太平洋长鳍金枪鱼延绳钓渔场分布与ＳＳＴ的关系进行了综

合分析，以期为我国太平洋金枪鱼延绳钓渔业的进一步发展提供决策依据。

１　材料与方法

１．１　数据

太平洋长鳍金枪鱼延绳钓生产数据来自太平洋共同体秘书处（Ｔｈｅ　Ｓｅｃｒｅｔａｒｉａｔ　ｏｆ　ｔｈｅ　Ｐａｃｉｆｉｃ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
以下简称ＳＰＣ，ｈｔｔｐ：／／ｗｗｗ．ｓｐｃ．ｉｎｔ／ｏｃｅａｎｆｉｓｈ／），数据项内容包括年、月、作业区域的经度和纬度、分品种产

量、尾数和投放钩数等，并由投放钩数和尾数计算得到单位捕捞努力量渔获量（ＣＰＵＥ单位：尾数／１００钩）。其

空间分辨率为５°×５°经、纬度，即一个渔区单元，时间跨度自１９５２年１月～２００１年１２月。海水表层温度数据

是美国国家大气海洋局（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Ｏｃｅａｎｉｃ　＆Ａｔｍｏｓｐｈｅｒｉｃ　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ＮＯＡＡ）提供的１９８２年１月～２００１
年１２月太平洋海域月平均海水表层温度（ＳＳＴ），空间分辨率为１°×１°。渔场分布采用地理信息系统软件Ａｒｃ－
ＧＩＳ　８．１进行制图。在对渔获产量和ＳＳＴ进行数据匹配的过程中，对渔获量出现频次的统计按照ＳＳＴ　０．５℃
间隔进行分析，如２４．７５～２５．２５℃的温度区间代表２５℃温度值。太平洋年代际振荡（Ｐａｃｉｆｉｃ　Ｄｅｃａｄａｌ　Ｏｓｃｉｌｌａ－
ｔｉｏｎ，ＰＤＯ）最早由Ｍａｎｔｕａ等在１９９７年提出，也有一些研究称之为年代际太平洋涛动（Ｉｎｔｅｒｄｅｃａｄａｌ　Ｐａｃｉｆｉｃ　Ｏｓ－
ｃｉｌｌａｔｉｏｎ，简称ＩＰＯ）或北太平洋涛动（Ｔｈｅ　Ｎｏｒｔｈ　Ｐａｃｉｆｉｃ　Ｏｓｃｉｌｌａｔｉｏｎ，简称ＮＰＯ），太平洋年代际振荡是北太平

洋海水温度年代际循环的海洋现象，其指数数据由ｈｔｔｐ：／／ｊｉｓａｏ．ｗａｓｈｉｎｇｔｏｎ．ｅｄｕ／ｐｄｏ／ＰＤＯ．ｌａｔｅｓｔ下载获取。

１．２　统计特征与累计频率计算

渔获量出现频次和ＳＳＴ之间的统计采用两种方法，一是对所有数据进行频率统计分析，二是把所有数据

分为３组进行分析：（ａ）渔获量等于零为一组（３　６６３个记录）；（ｂ）渔获量大于零而小于或等于１３．９６ｔ的为一

组（１０　６９７个记录）；（ｃ）渔获量大于１３．９６ｔ的为一组（３　５６６个记录）。１３．９６为大于零的产量的上四分位数

下限。对分组数据分别计算其中位数、平均值、标准差、方差、偏度、最大值和最小值，了解其分布特征。
渔场区ＳＳＴ的累计频率分布采用下述方法进行计算（Ｐｅｒｒｙ　ｅｔ　ａｌ．　１９９４；Ａｎｄｒａｄｅ　ｅｔ　ａｌ．　１９９９；陈新军

２００６）。其中累计频率分布函数表示为：

ｆ（ｔ）＝ １ｎ∑
ｎ

ｉ＝１
ｌ（ｘｉ）　ｌ（ｘｉ）＝

１　ｉｆｘｉ≤ｔ
０　｛ 其他

（１）

ｇ（ｔ）＝ １ｎ∑
ｎ

ｉ＝１

ｙｉ
珔ｙ
ｌ（ｘｉ） （２）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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Ｄ＝｜ｆ（ｔ）－ｇ（ｔ）｜ （３）
式中，ｎ为作业记录数，ｘｉ 为第ｉ次作业时ＳＳＴ观测值，ｔ为分组（以０．５℃为组距）后从低到高排列的ＳＳＴ数

值。ｙｉ为ｉ次作业的捕捞量，珔ｙ为所有作业记录的捕捞量平均值。Ｄ为累积频率曲线ｆ（ｔ）和ｇ（ｔ）之间的差异度。
渔获产量和ＳＳＴ之间的关联特征可以由产量加权后ＳＳＴ的累计频率计算并进行 Ｋｏｌｍｏｇｏｒｏｖ－Ｓｍｉｒｎｏｖ

（Ｋ－Ｓ）检 验 得 到，主 要 是 进 行 比 较ｆ（ｔ）和ｇ（ｔ）之 间 的 差 异 程 度，即 通 过 Ｋ－Ｓ 来 检 验 在 某 显 著 性 水 平 下

ｆ（ｔ）＝ｇ（ｔ）是否成立。Ｋ－Ｓ检验属于非参数化检验方法，假定数据服从一个常规的连续分布，用来对两个经

验累计频率分布间的最大垂直距离进行统计。

１．３　交叉相关分析

交叉相关分析是指某一时间序列变量与另一个或一些时间序列变量的各对应观测值的相关分析。交叉相

关分析用于长鳍金枪鱼ＣＰＵＥ和ＰＤＯ指数间的时间序列分析，了解长鳍金枪鱼资源状况波动受海洋大尺度

环境变化的关系。其计算公式为：

ｒｍ ＝
∑
ｎ

ｉ＝１

（ｘｉ－珚ｘ）（ｙｉ＋ｍ －珔ｙｍ）

∑
ｎ

ｉ＝１

（ｘｉ－珚ｘ）２∑
ｎ

ｉ＝１

（ｙｉ＋ｍ －珔ｙｍ）槡
２

式中，ｒｍ为交叉相关系数，ｍ为时间步长（月），ｘｉ为第ｉ月的ＰＤＯ指数，ｙｉ＋ｍ为ｉ＋ｍ 月的ＣＰＵＥ。珚ｘ，珔ｙ分

别为相应变量的平均值。

２　结果

２．１　渔场及海表温度空间分布

北太平洋长鳍金枪鱼延绳钓渔场主要分布在２５～４０°Ｎ的北太平洋海域，东、西范围从日本沿岸向东扩展

到１３０°Ｗ附近，尤其集中于３０°Ｎ两侧的海域，并且以１８０°Ｗ为界，分为东、西两个集中分布区（图１）。多年累

计总产量超过１×１０４　ｔ的渔区数量为２５个。其中，超过２×１０４　ｔ的高产渔区为９个，单个渔区最高产量约３．５
×１０４　ｔ。结合ＳＳＴ等温线分布，可看出渔场分布区年平均ＳＳＴ约为１６～２８℃，渔获产量集中分布区域的年平

均ＳＳＴ为１６～２４℃，从该海域的流系分布来看（Ｙａｓｕｄａ　２００３；Ｐｏｌｏｖｉｎａ　ｅｔ　ａｌ．　２００１），渔场分布主要受强大

的黑潮暖水、亲潮冷水所控制，位于亚极锋区和亚热带锋区之间的过渡区，其渔场分布同强大的黑潮流系及其

向东的尾流分布较为一致。

图１　北太平洋延绳钓长鳍金枪鱼多年累计渔获总产量与ＳＳＴ分布

Ｆｉｇ．１　Ｔｏｔａｌ　ｃａｔｃｈ　ａｎｄ　ＳＳＴ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ａｌｂａｃｏｒｅ　ｌｏｎｇｌｉｎｅ　ｆｉｓｈｅｒｙ　ｉｎ　Ｎｏｒｔｈ　Ｐａｃｉｆｉｃ　Ｏｃｅａ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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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２　一般统计特征

统计结果表明，北太平洋长鳍金枪鱼延绳钓渔场区的平均ＳＳＴ为２３．６℃，中位数为２４．５℃，最高温度为

３０．５℃，最低温度为２．７℃，从温度的偏度－０．７２可知，所有渔区ＳＳＴ的分布为负偏，即偏向较暖温度区间

（表１）。单个渔区月平均渔获量为１７．５ｔ，中位数为０．９６ｔ，月最高渔获量为９５０．０７ｔ，最低产量为０，从渔获量

的偏度６．２８可知，渔获量大小的分布为正偏，即偏向较低产量区间。零产量渔区的ＳＳＴ月平均为２４．０℃，中
位数为２５．３℃，；低 产 量 渔 区 的 月 平 均ＳＳＴ为２４．１℃，中 位 数 为２５．２℃，；高 产 量 渔 区 的 月 平 均ＳＳＴ为

２１．６℃，中位数为２１．０℃。从整体上看，当渔获产量为零或产量较低时，北太平洋长鳍金枪鱼产量的大小和

ＳＳＴ的高低差异不显著，但高产量渔场区的月平均ＳＳＴ为２１．６℃，中位数为２１．０℃，表现出与低产量渔场区

的明显差异。从各数据序列的标准差和方差变化来看，ＳＳＴ的变动程度比较小，而渔获产量的差异程度相当

大。

表１　北太平洋延绳钓长鳍金枪鱼产量和渔场区海水表层温度（ＳＳＴ）的统计特征

Ｔａｂｌｅ　１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ｏｆ　ＳＳＴ　ａｎｄ　ｙｉｅｌｄ　ｏｆ　ａｌｂａｃｏｒｅ　ｌｏｎｇｌｉｎｅ　ｆｉｓｈｅｒｙ　ｉｎ　Ｎｏｒｔｈ　Ｐａｃｉｆｉｃ　Ｏｃｅａｎ

统计特征值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全部渔区

Ａｌｌ　ｆｉｓｈｉｎｇ　ａｒｅａｓ

ＳＳＴ　 Ｙ

零产量渔区

Ｚｅｒｏ　ｙｉｅｌｄ　ａｒｅａｓ

ＳＳＴ

低产量渔区

Ｌｏｗ　ｙｉｅｌｄ　ａｒｅａｓ

ＳＳＴ　 ０＜Ｙ≤１３．９６

高产量渔区

Ｈｉｇｈ　ｙｉｅｌｄ　ａｒｅａｓ

ＳＳＴ　 Ｙ＞１３．９６

平均值 Ｍｅａｎ　 ２３．６　 １７．５　 ２４　 ２４．１　 ２．５３　 ２１．６　 ８０．４７

中位数 Ｍｅｄｉａｎ　 ２４．５　 ０．９６　 ２５．３　 ２５．２　 ０．９９　 ２１　 ４５．３３

标准差 Ｓｔａｎｄａｒｄ　ｄｅｖｉａｔｉｏｎ　 ４．２５　 ５２．７８　 ４．６５　 ４．０９　 ３．３１　 ３．６６　 ９４．９７

方差 Ｖａｒｉａｎｃｅ　 １８．０５　 ２　７８５．３７　 ２１．６５　 １６．７１　 １０．９３　 １３．４１　 ９　０１８．２７

偏度 Ｓｋｅｗ －０．７２　 ６．２８ －１．１８ －０．９１　 １．６３　 ０．３　 ３．１６

最大值 Ｍａｘｉｍｕｍ　 ３０．５　 ９５０．０７　 ３０．２　 ３０．５　 １３．９６　 ３０．１　 ９５０．０７

最小值 Ｍｉｎｉｍｕｍ　 ２．７　 ０　 ２．７　 ７．６　 ０．００３　 １０．６　 １３．９７

记录数 Ｒｅｃｏｒｄ　 １７　９２５　 １７　９２５　 ３　６６２　 １０　６９７　 １０　６９７　 ３　５６６　 ３　５６６

　　注：Ｙ 为产量（吨）Ｎｏｔｅ：Ｙ：Ｙｉｅｌｄ（ｔ）

渔获产量和ＳＳＴ频 次 之 间 的 关 系 表 明（图２），长 鳍 金 枪 鱼 延 绳 钓 渔 场 区ＳＳＴ分 布 为 负 偏 态 分 布 型

（图２ａ），多数渔场区的ＳＳＴ大致在１６～２８℃之间，渔场出现频次最多的渔区ＳＳＴ为２７℃左右。从月渔获产

量分布可见（图２ｂ），渔获量集中分布在两个海域，一个是１６～２３℃之间的相对低温海域，产量相对较高，另一

个是２４～２８℃之间的相对高温海域，产量相对较低。图３同样可见，不同表层温度下，累积总产量也主要分布

上述两个温度区间的海域，但１６～２３℃区间的低温海域累计总产量在２万ｔ左右，２０℃附近海域的累计渔获

量接近２．５万ｔ，而相对高温海域累计总渔获量仅在７　０００ｔ左右。由图４可见，不同ＳＳＴ下，平均产量和平均

捕捞努力量渔获量（ＣＰＵＥ）的变化基本一致，考虑到低温和高温区边缘捕捞数据少而不具代表性，１６～２３℃海

域的平均渔获产量较高，以１８．５℃的海域产量最高，为７１．３ｔ，较高的ＣＰＵＥ主要出现在１２～２２℃的海域，约
为１．０～１．５尾／１００钩。

２．３　累计频率分布

图５为ＳＳＴ及产量加权后的累计频率分布。ＳＳＴ累计频率变化曲线比较平稳，约１０％累计频率的ＳＳＴ
小于１７℃，约超过５０％累计频率的ＳＳＴ小于２４℃，超过７５％累计频率的ＳＳＴ小于２６．５℃。产量加权后的

ＳＳＴ累计频率变化则显著不同，当ＳＳＴ≤１７℃时，累计频率约占１０．５％，当ＳＳＴ大于１７℃时，加权的累计频

率快速上升，当ＳＳＴ≤２３ ℃时，累 计 频 率 已 达 到 约７８％，当ＳＳＴ≤２６ ℃，累 计 频 率 约 为９１％。当ＳＳＴ
＝２２．５℃时，ｆ（ｔ）和ｇ（ｔ）之间差异达到最大，最大差异值Ｄ＝０．３６７。采用标准两样本Ｋ－Ｓ检验，在显著性水

平α＝０．１５的水平下，Ｄ０．１５＝０．２５６，由Ｄ＝０．２０５＜Ｄ０．１５可知，其差异不显著，表明所得结论是可以接受的。

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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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２　北太平洋长鳍金枪鱼产量与ＳＳＴ频次统计关系

Ｆｉｇ．２　Ｔｈｅ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ｏｆ　ＳＳＴ　ａｎｄ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ａｌｂａｃｏｒｅ　ｉｎ　Ｎｏｒｔｈ　Ｐａｃｉｆｉｃ　Ｏｃｅａｎ

图３　不同ＳＳＴ情况下的总捕捞产量

Ｆｉｇ．３　Ｔｏｔａｌ　ｃａｐｔｕｒｅ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ａｌｂａｃｏｒｅ　ａｔ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ＳＳＴ
图４　不同ＳＳＴ情况下的平均产量及ＣＰＵＥ变化

Ｆｉｇ．４　Ｍｅａｎ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ｍｅａｎ　ＣＰＵＥ　ａｔ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ＳＳＴ

图５　ＳＳＴ与产量加权的ＳＳＴ累计频率分布

Ｆｉｇ．５　Ｃｕｍｕｌａｔｉｖｅ　ｆｒｅｑｕｅｎｃｙ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ＳＳＴ　ａｎｄ　ｃａｔｃｈ－ｗｅｉｇｈｔｅｄ　ＳＳＴ

２．４　时间序列分析

图６为北太平洋长鳍金枪鱼ＣＰＵＥ同１０年际太平洋

指数（ＰＤＯ）的 时 间 序 列 变 化，可 见 在 开 发 初 期ＣＰＵＥ较

高，１９５５年后至２０世 纪９０年 代 初 期，ＣＰＵＥ相 对 稳 定 在

０．４～０．６尾／１００钩之间。１９９４年后，ＣＰＵＥ又迅速升高，

１９９６年达到最高，为１．２尾／１００钩。ＰＤＯ指数变化较大，
呈现出两个显著不同的阶段，２０世纪７０年代中期前，ＰＤＯ
多数为负值，处于冷阶段，之后为正值，处于暖周期。采用

交叉相关分析方法，计算二者的交叉相关系数，两变量的普

通相关系数（时间步长Ｌａｇ＝０）为０．１２７，ＣＰＵＥ的变化滞

后ＰＤＯ指数１３个月时，二者最大相关系数为０．４３５。

３　讨论

温度是影响海洋鱼类活动最重要的环境因子之一，水温的变化会直接或间接影响到鱼类的分布、洄游和集群

活动。研究显示，北太平洋长鳍金枪鱼渔场主要分布于２５～４０°Ｎ之间的北太平洋海域。戴芳群等（２００６）研究发

现，ＳＳＴ为１５～２２℃时，太平洋长鳍金枪鱼的ＣＰＵＥ较高，在２４～３０℃时，ＣＰＵＥ仅为前者的１／３。这与本研究

结果类似。从作业频次看，虽然多数分布在２０℃以上的温暖海域，但低温海域多年累积渔获产量、平均渔获产量

和平均ＣＰＵＥ均较高（图３、图４）。因此，应充分重视和开发１６～２３℃较低温度海区的长鳍金枪鱼资源。

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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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６　北太平洋长鳍金枪鱼ＣＰＵＥ同ＰＤＯ指数的时间序列变化

Ｆｉｇ．６　Ｔｈｅ　ｔｉｍｅ　ｃｏｕｒｓｅｓ　ｏｆ　ＣＰＵＥ　ａｎｄ　ＰＤＯ　ｉｎｄｅｘ　ｏｆ　ａｌｂａｃｏｒｅ　ｉｎ　Ｎｏｒｔｈ　Ｐａｃｉｆｉｃ　Ｏｃｅａｎ

　　此 外，研 究 表 明（Ｌａｕｒｓ　ｅｔ
ａｌ．　１９９１；Ｇｒａｈａｍ　ｅｔ　ａｌ．　
１９８１），长鳍金枪鱼的渔场分布

及其洄游除受海水表层温度影

响外，还受到大尺度海洋事件、
溶解氧等环境因素的影响。北

太平洋长鳍金枪鱼延绳钓的捕

捞水层会 受 黑 潮、加 利 福 尼 亚

流及转换 区 等 流 系 的 影 响，主

要捕捞水层在２００～２８０ｍ，其

表层水温 为１６～１９℃。声 学

跟踪研究表明，３～５龄成年长

鳍金枪鱼 多 位 于 温 跃 层 内，其

变化对长鳍金枪鱼捕捞水层有重要影响。研究表明（Ｇｒａｈａｍｅｔ　ａｌ．　１９８１），长鳍金枪鱼因受溶解氧影响，其

主要活动范围是在６０％以上的溶解氧范围内，更倾向于活动在清澈的海域，这可能有利于它们逃避捕食者。
长鳍金枪鱼的分布同多种环境要素有关，本研究仅就渔场分布及其变化同ＳＳＴ的关系进行了统计分析，

尚未涉及叶绿素等其他环境因子对渔场变化的影响。到目前为止，人们对金枪鱼渔场时空分布与变化的了解

相当有限，因此，在开发利用金枪鱼渔业的同时，需要进一步获取多种环境参数，进行多角度综合分析，以期为

渔业生产和管理服务。
致谢：美国ＮＯＡＡ和南太平洋共同体秘书处（ＳＰＣ）为本研究提供了ＳＳＴ和渔场生产资料，谨致谢忱！

参　考　文　献

陈新军，赵小虎．２００６．秘鲁外海茎柔鱼产量分布及与表温关系的初步研究．上海水产大学学报，１５（１）：６５～７０

戴芳群，李显森，王凤臣，徐玉成，李　桥．２００６．中东太平洋长鳍金枪鱼延绳钓作业分析．海洋水产研究，２７（６）：３７～４２

Ａｎｄｒａｄｅ，Ｈ．Ａ．，ａｎｄ　Ｅｉｒａｓ，Ｇ．Ｃ．Ａ．１９９９．Ｓｋｉｐｊａｃｋ　ｔｕｎａ　ｆｉｓｈｅｒｙ　ｉｎ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　ｔｏ　ｓｅａ　ｓｕｒｆａｃｅ　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　ｏｆｆ　ｔｈｅ　ｓｏｕｔｈｅｒｎ　Ｂｒａｚｉｌｉａｎ　ｃｏａｓｔ．Ｆｉｓｈｅｒｉｅｓ

Ｏｃｅａｎｏｇｒａｐｈｙ，８（４）：２４５～２５４

Ｆｏｕｒｎｉｅｒ，Ｄ．Ａ．，Ｈａｍｐｔｏｎ，Ｊ．，ａｎｄ　Ｓｉｂｅｒｔ，Ｊ．Ｒ．１９９８．ＭＵＬＴＩＦＡＮ－ＣＬ：ａ　ｌｅｎｇｔｈ－ｂａｓｅｄ，ａｇｅ－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ｄ　ｍｏｄｅｌ　ｆｏｒ　ｆｉｓｈｅｒｉｅｓ　ｓｔｏｃｋ　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

ｗｉｔｈ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ｔｏ　Ｓｏｕｔｈ　Ｐａｃｉｆｉｃ　ａｌｂａｃｏｒｅ，Ｔｈｕｎｎｕｓ　ａｌａｌｕｎｇａ．Ｃａｎ．Ｊ．Ｆｉｓｈ．Ａｑｕａｔ．Ｓｃｉ．５５（９）：２　１０５～２　１１６

Ｇｒａｈａｍ，Ｊ．Ｂ．，ａｎｄ　Ｌａｕｒｓ，Ｒ．Ｍ．１９８２．Ｍｅｔａｂｏｌｉｃ　ｒａｔｅ　ｏｆ　ｔｈｅ　ａｌｂａｃｏｒｅ　ｔｕｎａ　Ｔｈｕｎｎｕｓ　ａｌａｌｕｎｇａ．Ｍａｒｉｎｅ　Ｂｉｏｌｏｇｙ，７２（１）：１～６

ＩＡＴＴＣ．Ｓｔａｔｕｓ　ｏｆ　ａｌｂａｃｏｒｅ　ｔｕｎａ　ｉｎ　ｔｈｅ　Ｐａｃｉｆｉｃ　Ｏｃｅａｎ．ＩＡＴＴＣ　Ｓｔｏｃｋ　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　Ｒｅｐｏｒｔ　１．２００１：２５５～２８３

Ｌａｕｒｓ，Ｒ．Ｍ．，ａｎｄ　Ｌｙｎｎ，Ｒ．Ｊ．１９９１．Ｎｏｒｔｈ　Ｐａｃｉｆｉｃ　ａｌｂａｃｏｒｅ　ｅｃｏｌｏｇｙ　ａｎｄ　ｏｃｅａｎｏｇｒａｐｈｙ，ＮＯＡＡ　Ｔｅｃｈ．Ｒｅｐ．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Ｍａｒｉｎｅ　Ｆｉｓｈｅｒｉｅｓ　Ｓｅｒｖｉｃｅ，

１０５：６９～８７

Ｍａｎｔｕａ，Ｎ．Ｊ．，Ｈａｒｅ，Ｓ．Ｒ．，Ｚｈａｎｇ，Ｙ．，Ｗａｌｌａｃｅ，Ｊ．Ｍ．，ａｎｄ　Ｆｒａｎｃｉｓ，Ｒ．Ｃ．１９９７．Ａ　Ｐａｃｉｆｉｃ　ｉｎｔｅｒｄｅｃａｄａｌ　ｃｌｉｍａｔｅ　ｏｓｃｉｌｌａｔｉｏｎ　ｗｉｔｈ　ｉｍｐａｃｔｓ　ｏｎ　ｓａｌｍ－

ｏｎ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Ｂｕｌｌ．Ａｍｅｒ．Ｍｅｔｅｏｒ．Ｓｏｃ．７８：１　０６９～１　０７３

Ｍｕｒｒａｙ，Ｔ．１９９４，Ａ　ｒｅｖｉｅｗ　ｏｆ　ｔｈｅ　ｂｉｏｌｏｇｙ　ａｎｄ　ｆｉｓｈｅｒｉｅｓ　ｆｏｒ　ａｌｂａｃｏｒｅ（Ｔｈｕｎｎｕｓ　ａｌａｌｕｎｇａ），ｉｎ　ｔｈｅ　Ｓｏｕｔｈ　Ｐａｃｉｆｉｃ　Ｏｃｅａｎ．Ｉｎｔｅｒａｃ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Ｐａｃｉｆｉｃ　ｔｕｎａ

ｆｉｓｈｅｒｉｅｓ，ｖｏｌ．２，ｐａｐｅｒｓ　ｏｎ　Ｂｉｏｌｏｇｙ　ａｎｄ　Ｆｉｓｈｅｒｉｅｓ，ＦＡＯ　Ｆｉｓｈｅｒｉｅｓ　Ｔｅｃｈｎｉｃａｌ　Ｐａｐｅｒ　３３６／２，１８８～２０６

Ｐｅｒｒｙ，Ｒ．Ｉ．，Ｓｔｏｃｋｅｒ，Ｍ．，ａｎｄ　Ｆａｒｇｏ，Ｊ．１９９４．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ｎ　ｔｈｅ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ｇｒｏｕｎｄ　ｆｉｓｈ　ｉｎ　Ｈｅｃａｔｅ　Ｓｔｒａｉｔ，Ｂｒｉｔｉｓｈ　Ｃｏｌｕｍｂｉａ．Ｃａｎ．

Ｊ．Ｆｉｓｈ．Ａｑｕａｔ．Ｓｃｉ．５１（６）：１　４０１～１　４０９

Ｐｏｌｏｖｉｎａ，Ｊ．Ｊ．，Ｈｏｗｅｌｌ，Ｅ．，ａｎｄ　Ｋｏｂａｙａｓｈｉ，Ｄ．Ｒ．２００１．Ｔｈｅ　ｔｒａｎｓｉｔｉｏｎ　ｚｏｎｅ　ｃｈｌｏｒｏｐｈｙｌｌ　ｆｒｏｎｔ，ａ　ｄｙｎａｍｉｃ　ｇｌｏｂａｌ　ｆｅａｔｕｒｅ　ｄｅｆｉｎｉｎｇ　ｍｉｇｒ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ｆｏｒａｇｅ　ｈａｂｉｔａｔ　ｆｏｒ　ｍａｒｉｎｅ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Ｐｒｏｇｒｅｓｓ　ｉｎ　Ｏｃｅａｎｏｇｒａｐｈｙ，４９（１－４）：４６９～４８３

Ｒａｍｏｎ，Ｄ．，ａｎｄ　Ｂａｉｌｅｙ，Ｋ．１９９６．Ｓｐａｗｎｉｎｇ　ｓｅａｓｏｎａｌｉｔｙ　ｏｆ　ａｌｂａｃｏｒｅ，Ｔｈｕｎｎｕｓ　ａｌａｌｕｎｇａ，ｉｎ　ｔｈｅ　ｓｏｕｔｈ　Ｐａｃｉｆｉｃ　Ｏｃｅａｎ．Ｆｉｓｈｅｒｙ　Ｂｕｌｌｅｔｉｎ，９４（４）：７２５～７３３

Ｗａｔａｎａｂｅ，Ｈ．，Ｋｕｂｏｄｅｒａ，Ｔ．，Ｍａｓｕｄａ，Ｓ．，ａｎｄ　Ｋａｗａｈａｒａ，Ｓ．２００４．Ｆｅｅｄｉｎｇ　ｈａｂｉｔｓ　ｏｆ　ａｌｂａｃｏｒｅ　Ｔｈｕｎｎｕｓ　ａｌａｌｕｎｇａｉｎ　ｔｈｅ　ｔｒａｎｓｉｔｉｏｎ　ｒｅｇ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ｃｅｎｔｒａｌ　Ｎｏｒｔｈ　Ｐａｃｉｆｉｃ．Ｆｉｓｈｅｒｉｅｓ　Ｓｃｉｅｎｃｅ，７０（４）：５７３～５７９

Ｙａｓｕｄａ，Ｉ．２００３．Ｈｙｄｒｏｇｒａｐｈｉｃ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ａｎｄ　ｖａｒｉａｂｉｌｉｔｙ　ｉｎ　ｔｈｅ　Ｋｕｒｏｓｈｉｏ－Ｏｙａｓｈｉｏ　ｔｒａｎｓｉｔｉｏｎ　ａｒｅａ．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Ｏｃｅａｎｏｇｒａｐｈｙ，５９（４）：３８９～４０２

Ｙｅｈ，Ｙ．Ｍ．，ａｎｄ　Ｗａｎｇ，Ｃ．Ｈ．１９９６．Ｓｔｏｃｋ　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　ｏｆ　ｔｈｅ　Ｓｏｕｔｈ　Ｐａｃｉｆｉｃ　ａｌｂａｃｏｒｅ　ｂｙ　ｕｓｉｎｇ　ｔｈｅ　ｇｅｎｅｒａｌｉｚｅｄ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ｍｏｄｅｌ，１９６７－１９９１．ＡＣ－

ＴＡ　Ｏｃｅａｎｏｇｒａｈｉｃａ　Ｔａｉｗａｎｉｃａ，３５（２）：１２５～１３９

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