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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水温度与渔场之间的关系
`

李 雪 渡

(国家水产总局黄海水产研究所 )

前

海洋鱼类在不 同的生活时期对海水温度的适应性是不同的
.

就是相同的鱼类
,

栖息子

不 同的海区
,

其对水温的适应性也是不同的
.

由于鱼类对海水温度的适应性最为敏感
,

当

水温变化在 0
.

1一 O
.

Z
O

C 之间时
,

都会引起鱼类行动的变化
.

如 小 黄 鱼 (尸se 耐 os 百 ae an

oP ly ac lt’s lB ee k。 ) 在黄海越冬场时期适温范围为 8
.

0一 1 2
.

0
“

C
,

春汛生殖徊游停留在 烟

威渔场适温范围为 5
.

0一 6
.

5
”

C 到达渤海莱洲湾产卵场时
,

进入渔场的温度为 8
.

0
“

C 以上
,

集大群产卵时为 1 2
.

0一 1 4
.

o0 C
,

产卵结束离开渔场时温度为 15 .0
“

C 以 上
.

海水温度的变

化主要受太阳辐射的影响
,

其次是海流
、

地理位置
、

海底地形
、

陆岸
、

气象等因素
,

这些

因素的综合影响引起海水温度平面结构产生变化
,

从而影响渔场位置
、

鱼群集群与散群
、

鱼群停 留渔场时间长短
、

徊游迟早
、

徊游路线的偏移和渔场转移等方面的变化
; 海水温度

的垂直结构的变化
,

对鱼类栖息水层
、

垂直洞游
、

集群与散群等有着密切的关 系
; 海水温

度的时间变化可分为 日变化
、

逐 日变化
、

季节变化
、

年变化等
,

水温日变化会引起鱼类的

垂直徊游及起群于海而时问的变化
; 水温逐 日变化引起渔场转移

、

渔汛期时间的长短
; 水

温季节变化 引起鱼群徊游时间的提前与推迟
; 水温年变化引起渔场周期移动

.

以上
,

我们了解到海水温度的变化对渔场的影响
.

海水温度随着空间与时间而变化
,

可用数学表达式表示为
:

T 二 f ( 二
,

y
, z , t )

.

( 1 )

而渔场随水温的变化其数学表达式为
:

1衬二 F ( T )
.

( 2 )

根据 ( 1 ) 式
一

与 ( 2 ) 式渔场又可表示为
:

R 二 厂〔 (j 二 ,
y

, 二 ,
t ) 〕

.

( 3 )

( 3 ) 式表示渔场随空间与时间变化的关系
.

下面我们分三种情况讨论
:

海水温度平

面分布对渔场的影响
,

刀 二 F 〔f (二
, 夕 ) 〕 , 海水温度垂直分布对渔场的影响

,

R 二 F 〔 f ( )z 〕 ;

海水温度随时间变化对渔场的影响
,

R / 尸〔f (0 〕
.

木文 19 80年 了月 了日 收到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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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

海水温度平面分布对渔场的影响

在渤海
、

黄海区
,

海水温度的平面分布可分为四种型式
:

等温线平行于海岸
; 等温线垂

直于海岸
; 等温线封 闭分布

; 等温线呈舌状分布
.

这些等温线所处地理位置和形成原因不

同
,

因此对渔场的影响也不同
,

下面分别叙述其对渔场的影响
.

(一 ) 等温线平行于海岸

等温线平行于海岸对渔场与鱼群行动的影响可分两种情况
:

等温线平行于海岸对渔场

的影响
; 另一等温线 与徊游路线平行

.

从等温线平行于海岸其形成原因
,

是由于沿岸低盐

水系与外海高盐水系势力强弱和流向不同
,

在其交汇区形成等温线密集区
; 因陆地与海洋

性质不同
,

在增
、

降温时期两者所受热力效应不 同
;
较长时期风向与海岸平行

; 海岸地形

及其性质的不同
.

在表层近岸海区
,

开始增
、

降温以后
,

表层平行于海岸的等温线
,

有时

受到破坏而变为另外一种分布型式
.

图 1 是烟威渔场底层等温平行于海岸与渔场关系分布

图
,

等温线受海岸
、

海底地形
、

高低盐水系的影响
,

每年 9 一 10 月在这一海区等温线形成

密集区
,

温度值在 8
.

0一 24
.

0
O

C 之间
,

具有多种鱼
、

虾类的适温条件
,

不同的鱼类 根 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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烟 j戎渔场 9 月底层平行海岸等温线与渔

场关系分布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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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 e p t e m b e r
)

①f i s h i n 只 只 r o , n d

不同的适温范围
,

分别栖息于不同的等温

线范围内
.

如鳝鱼 ( aG d su 水 ac orF
o
hP al 。 )

分布在 8
.

0一 9
.

0
“

C 等温线范围内
,

虾喋

O类 ( P a ar l fhC t h岁
0 1艺。 a e e o s ,

C l e i s t h e n e

“ e r z e n , t e f” ` )分布在 1 0
.

0一 1 5
.

0
“

e 等温线

范围内
,

对虾 ( P e o a 。 。 。 O r i e n t a l f 、 K `。h -

l: u夕e )
、

带鱼 (T r ` e h f u r u 、 ha o m e l a ) 分布

在 21
.

0一 23
.

0
O

C 等温线范围内
.

渔业生
匕

-

产的实践证明
,

当顺着 2 1
.

0一 23
.

0
“

C 等

温线分布方向拖网时
,

只能拖到对虾
、

带

鱼 ; 当拖网方向与等温线分布垂直时
,

如

从 8
.

0一 1 5
.

0
”

C 等温线垂直拖网时
,

则可

拖到鳍鱼
、

鲜蝶类
.

从这里可 以清楚 池了

解到
,

等温线的分布对鱼
、

虾类的分
一

韦起

着限制的作用
.

若等温线的温度依发生变

化
,

则鱼
、

虾类分布海区也得随着发生变

化
.

如图 2 ,

在成山头正东海区等温线与

徊游路线平行
,

这种等温线的分布受高低

盐水系
、

海底地形
、

陆岸
、

风向等因素的影

响
.

如小黄鱼 4 月初离开越冬场
,

经过成

1土少匕l41i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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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水温度 与渔场之间的关系

山头 正东海区沿着 5
.

0一 6
.

O
O

C 等温线

北 匕 在向北泪游前迸方向不受温度的

限制
,

鱼群行动快
; 当 5

.

0一 6
.

o
O

C 等

温线之间的距离小时
,

鱼群则集巾
,

洞

游路线窄
; 否则鱼群分散

,

徊游路线宽 ;

当5
.

0一 6
.

0
“

C 等温线偏西时
,

则 徊 游

路线偏西
,

否则相反
.

等温线分布与洞

游路线相平行
,

可分为产卵与越冬徊游

时期
,

在这两个时期
,

鱼
、

虾类对温度

的适应性具有共同的特点
,

所 以对徊游

路线的影响具有相同的性质
.

鱼
、

虾类在

产卵或越冬徊游过程中
,

等温线与徊游

路线平行时
,

产生下列结果
:

1
.

鱼
、

虾类洞游过程中
,

是沿着适

温等温线范围内行动
,

由于 徊 游 路 线

与等温线平行
,

所以前进方向不受等温

线温度值的影响限制
,

因而徊游行动较

快
,

2
.

适温等温线分布密集时
,

则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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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F i g
.

2

3月底层等温线与徊游路线关系分布图

D i a g r a m o f th e d i s t r
i b u t i o n o f b o t t o m

i s o t h e r m a n d m i g
r a ti o n r o u t e ( i

n
M
气 y )

① f s s h i o g g r o u n d: ② m s g r a t i o n r o u t e
.

洞游路线狭窄
,

鱼群集中
; 否则洞游路线就宽

,

鱼群分散
.

3
.

当适温等温线偏移外海时
,

徊游路线也偏移海外
,

否则洞游路线偏移近岸
.

另外徊

游路线的偏移
,

是与沿岸低盐水系与高盐水系强弱程度有着密切的关系
.

4
,

在产卵洞游时期
,

高于或低于适温等温线的温度值
,

对鱼群行动都 起 限 制 作用
.

这是由于产卵时期温度的变化对鱼类生理影响有密切的关系
, 低温对鱼类性成 熟 发 育 推

迟
,

高于适温的温度值使鱼类性成熟发育提前
.

5
.

在越冬徊游时期
,

在沿着洞游路线行动过程中
,

低于鱼类适温等温线的温度值
,

对

鱼群行动起限制作用
; 当等温线的温度值高于鱼类适温范围时

,

则洞游路线向高温等温线

区偏移
.

所 以在侦察判断鱼群行动时
,

根据等温线高低温度值的分布
,

一般高温等温线是

指示渔场位置
.

6
.

等温线分布形状常受海底地形的影响
,

有时呈弯曲程度不 同 的 形 状 (或 蛇 行 形

状 )
,

因而鱼类沿着适温范围的等温线徊游
,

其徊游路线同样呈弯曲程度不同的形状 (或

蛇行形状 )
,

因而会影响洞游时间的延长
,

停留中途渔场渔汛 期会延长
.

(二 ) 等温线垂直于海岸

等温线垂直于海岸
,

其形成原因是由于受海洋季节转换
、

气象季节转换
、

风向与海岸

垂直较长时间的影响和海区其它特性所影响
.

如冬季近岸水温低于外海水温
,

春季开始增

温时
,

由于近岸海区增温较外海为快
,

逐渐转为近岸水温 比外海水温为高
,

在这个转换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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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近岸与外海水温近似相同
,

则形成垂直于海岸的等温线
.

在此 l月
一

期鱼类开始离开大沙越

冬渔场向产卵场进行生殖徊游
,

洞游的迟早
,

决定于近岸与外海水温高低转换的迟早
.

若

近岸水温 认低温转为比外海水温高的时 l’0J 早 ,

则春汛鱼类离开越冬场洞游就 早
,

否 则 就

晚
.

鱼类离开越冬场涧游的迟早
,

水温虽然是重要影响因素
,

但是在进行渔情预报时
,

还

要考虑鱼类性腺成熟度的变化及气象因素和潮汐的影响
,

才能得到鱼类离开越冬场洞游迟

早的正确判断
.

当近岸水温高于外海水温时
,

则鱼群转移到产卵场
.

由于产卵场所处地理

位置不同
,

以及产卵场与越冬场之间的距离不同
,

因而近岸与外海水温差值的变化影响也

是不同的
.

如 吕四 小黄鱼产卵场距离大沙越冬场较近
,

吕四小黄鱼离开大沙越冬场直接进

入吕四产卵场
,

当大沙越冬场与吕四产卵场水温相差 4
“

C 以上时
,

小黄鱼则离开越冬场进

入产卵场
.

而大沙越冬场渤海种群小黄鱼徊游路线较长
,

在徊游过程中要在黄海北部海区

停 留一段时间
,

然后转移至渤海三个湾产卵场
,

当莱洲湾小黄鱼产卵场与渤海中部水温相

差 3 一 4
O

C 时
,

而与黄海北部烟威渔场水温相差 5
“

C 以 上
,

则小黄鱼就进入莱洲 湾 产 卵

场
.

在夏季近岸水温高于外海水温
,

秋
、

冬季开始降温时
,

近岸海区逐渐较外海水温为低
,

在此时期鱼类开始离开近岸海区向越冬场洞游
.

若近岸水温从高温转为低温的时间早
,

越

冬洞游就早
,

否则就晚
.

当近岸水温低于外海水温时
,

则鱼群开始进入越 冬渔场
. 、

在黄海

巾部海区近岸水温与越冬场水温相差 5
“

C 以上
,

除近岸与越冬场水温差值外
,

还要考虑表

底层水温垂直等温出现时间早晚
,

才能正确判断鱼类进入越冬场的时间早晚
.

产 卵
、

越冬时期等温线与徊游路线垂直时
,

其影响作用是不同的
.

产 卵时期等温线与

徊游路线垂
一

改时
,

当徊游路线前面等温线温度值低于适温范围时
,

则低值等温线就起阻挡

作用 (如图 2 ,

在黄海北部烟威渔场
, 4

·

0
’

C 等温线与洞游路线互相垂直
,

这一低值等温

线就阻挡了小黄鱼向渤海洞游前进的去路
.

4
.

0
“

C 保持时间长短
,

就成为决定小黄鱼停留

烟威渔场时间长短的温度指标 )
.

起阻挡作用的等温线保持时间的长短
,

则会影响渔讯期

的长短
.

当涸游路线前而等温线温度值高于适温范围时
,

则会引起渔汛很快结束 (如小黄

负在黄海北部海区
,

徊游路线前进方向为 7
.

0
”

C 等温线
,

是渔汛结束的温度指标 )
.

越冬润游时期等温线与徊游路线垂直时
,

在徊游路线前进方向的等温线温度值低于适

温范围时
,

则低值等温线会促使鱼群加速行动
,

渔汛期提前结束
; 如徊游路线前迸方 向的

等温线温度值高于适温范围时
,

则会引起渔汛期延长
.

如秋汛渤海对虾
、

小黄鱼在渤海海

峡附近形成渔场
,

这时间对虾
、

小黄鱼适温范围为 17 一 20
O

C
,

如渤海海峡南端水温为 19

一 2 3
O

C 时
,

则对虾
、

小黄鱼在渤海海峡停留时间较长 ,相反
,

如渤海海峡南端水温为 16 一

17
O

C 时
,

因为 16 一 1 7
“

C 水温值较渤海海峡附近适温范围偏低
,

在这种情况下
,

鱼 群 行

动将产生两种情况
,

一种情况会引起鱼群洞游路线较大的偏移
;
另一种情况会引起渔 讯很

快结束
,

并且影响鱼群行动较快
.

其原因是在秋汛越冬徊游过程中
,

渔场转移是从低温区

域向高温区域 方向移动
,

所以洞游路线前进方向的温度高低
,

对渔汛期的长短及鱼群行动

起着重要的影响作用
.

根据上述分析可以得出下列结果
:

1
,

近海与外海水温高低转换的时问迟早
,

对产卵与越冬洞游时间的迟早
,

其影响具有



l期 渡
:

海水温度与渔场之间介勺关系

一致性
.

2
.

徊游路线前进方向等温线的温度值低于适温范围时
,

对产卵与越冬洞游的影响
,

具

有相反的特征 (产卵时期渔讯期可延长
,

越冬时期渔汛期提前结束 )
.

洞游路线前进方向

等温线的温度值高于适温范围时
,

对产卵与越冬徊游的影响
,

也具有相反的特征 (越冬时

期渔汛期可延长
,

产卵时期渔汛期结束的早 )
.

3
.

上述 1
,

与 2
.

在渔情分析与预报中是很重要的指标性因子
.

(三 ) 等温线呈舌状分布

舌状等温线的形成
,

主要受沿岸低盐水系
、

外海高盐水系及沿岸河 口淡水冲入海中影

响的原因
.

外海高盐水系 (黄海暖流 ) 在底层常年保持舌状等温线分布
,

在夏季表层受热力

效应舌状等温线受到破坏
,

而产生其它型式的分布
.

外海高盐水系控制着黄海大沙越冬渔

场
,

大沙越冬渔场是多种经济鱼
、

虾类的越冬与索饵场
.

如小黄鱼在越冬时期栖息于外海

高盐水系
,

分布在 8
.

0一 1 2
.

0
“

C 等温线范围内
,

当外海高盐水系强时
,

舌状等温线向北伸

展
,

渔场位置则偏北
,

否则渔场偏南 (如 1 9 7 8年 2 月外海高盐水向北伸展势力强
, 8

.

0一

1 2
.

O
O

C 等温线向北偏移
,

则越冬场位置偏北 ) ; 越冬渔场舌状等温线位置变化是引 起 渔

场位置变化的主要因素
,

沿岸低盐水系是沿着海岸而流动
,

在流动的过程中
,

受海岸
、

地形和水系强弱的影响
,

在局部海区也会形成舌状等温线的分布
,

舌状等温线的前部是低温或高温
,

对渔场在不同

时间的影响作用是不同的
.

沿岸低盐水系主要对表层温度的分布影响较大
,

渔场处在不 同

的地理位置
,

其影响作用是不 同的
.

河 口入海处受淡水流速的影响而形成舌状等温线的分布
,

河水与海水受季节变化
,

而

影响其温度的高低
,

在夏季河水温度高于海水温度
,

因而对海水的温度的变化影响较大
,

在这种情况下形成的舌状等温线其后部为高温
,

前部为低温
; 在冬季河水的温度低于海水

的温度时
,

舌状等温线前部为高温
,

而后部为低温
.

由于河 口 海区营养丰富
,

是构成各种

鱼
、

虾类产卵场的重要条件
,

也是幼鱼繁殖的重要场所
,

舌状等温线位置受河水径流量大

小的影响而产生变化
,

因而会影响产 卵场位置变动以 及鱼类资源未来的数量变动
.

(四 ) 等温线呈封闭型式

等温线呈封闭可分冷中心与暖中心
,

在底层形成主要是海底地形的影响 ; 当温度跃层形

成以后
,

由于内波振动
,

在其它水层也会形成冷
、

暖中心封 闭等温线
,

封 闭等温线存在时

间长短及温度值的高低不同
,

对渔场的影响也是不同的
.

封 闭等温线在渤海
、

黄海区出现

于下列海区
:

黄海北部冷水团的位置
;
青岛外海冷水团的位置

;
长江口外海区

; 渤海中部

及老铁山水道区域
.

下面分别叙述冷
、

暖中心封闭等温线对渔场的影响
.

1
.

冷中心封 闭等温线

黄海北部海区
,

由于海底地形的影响
,

在冬季表
、

底层温度均匀一致
,

春季表层海水

受热增温以后
,

水温垂直结构产生分层
,

这时在底层就明显出现冷中心封 闭等温线
,

这就

是我们所说的黄海北部冷水团
,

在秋季开始降温以后
,

受风与降温的影响
,

垂 直 混 合 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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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
,

直到表
、

底层垂直等温为止
,

冷中心封闭等温线消失
.

冷水团形成时间一般为 5 月至

n 月
,

根据增
、

降温时间的提前与推迟
,

其存在时间是有差异
.

封闭中心等温线温度俏的

高低
,

取决于冬季的冷暖程度
,

中心等温线一般为 3
.

0一 8
.

o
.
C 之间

.

黄海北部冷水团是构成黄海北部渔场重要条件之一
,

是冷温性鱼类鳍鱼的索饵场
.

如

图 3 所示
,

鲜鱼渔场分布于冷中心封闭等温线的外缘
,

适温为 8
.

0一 9
.

o
O

C
,

封 闭等 温 线

的变化可引起渔场位置的变动
,

渔场随着封闭冷中心的位置变动而移动
,

生产单位可根据

封闭冷中心位置及 8
.

0一 9
.

o
O

C 等温线的分布判断鳍鱼渔场位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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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底层低温封闭等温线与婚鱼渔场分布图

F i g
.

3 D i a g r a m o f t h e d i s t r i b u t i o n o f bo t t o m

e l o s e d i s o t h e r m s o f l o w t e m P e r a t u r e

a n d t h e d i s t r
i b u t i o n o f f i s h i n g g r o u n d s

① a r e a s o
f e o n e e n t r a t i o n ; ② a r e a l

.

青岛外海也有一个冷中心 封 闭 等 温

线
,

我们通常称之青岛外海冷水团
,

该冷

水团是受海底地形
、

渤海沿岸低盐水势力

强弱等因素影响
;
底层形成封闭等温线的

时间早晚
,

决定于温度跃层形成的早晚
,

取决于冬季冷暖程度及垂直混合
;

该封闭

等温线可影响到表层
、

10 米和 20 米水层
.

存在时间一般为 4 月至 7 月
, 6 一 7 月向

东移动与黄海中部冷水团合并
; 该封 闭等

温线是构成青岛外海及乳山渔场的环境条

件之一 该封 闭等温线的温度值为 5
.

0一

9
.

0
“

C ;
从温度条件来看

,

适合冷温性鱼

类鳍鱼栖息的适温条件
,

为什么不能形成

鳍鱼渔场呢 ? 其原因是封 闭等温线范围比

黄海北部冷水团为小
,

存在时间短
,

存在

水深为 30 一 40 米 (鲤鱼栖息
、

水深为 50 一 60

米 )
.

由此可知
,

温度条件适 合 色 类 栖

息
,

但不一定能够形成渔场
.

2
.

暖中心封闭等温线

在渤海中部偏西附近海区
,

由于受海

底地形的影响
, 7一 8月温度跃层形成 比较

显著的时期
,

在底层出现 21
.

。一 23
.

O
O

C 高温中心的封闭等温线
,

当秋季开始降温以后
,

近

岸海区水温不适合鱼类栖息
,

对虾
、

小黄鱼便开始集群进行越冬洞游
,

在洞游开始之前在渤

海中部形成对虾渔场
,

渔场位置就在高温封闭等温线附近
,

这一高温封闭等温线的位置偏

移
,

会影响对虾渔场位置的偏移
,

所以高温封闭等温线就起指示对虾渔场位置的作用
.

高

温封闭等温线消失的迟早
,

决定于降温程度及垂直混合
、

寒潮侵袭的频率等等
.

一般形况

下在 10 月上旬左右高温封闭等温线就消失
,

对虾渔场向渤海海峡附近转移
.

可见高温封闭

等温线消失的迟早与对虾渔场转移具有一致性
,

因此这一特征无论在现场侦察虾群密集区

及渔情预报中应用都得到良好的效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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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

海水温度垂直分布对渔场的影响

海水温度随着地理位置
、

海区特性的不同
,

其垂直分布也不同
,

故对渔群行动及渔场

变化影响作用不同
.

从垂直结构来看
,

在夏季表层为高温
,

底层则为低温
,

海水呈现垂直

稳定分层状态
.

但是
,

由于海 面上的风
、

海水中的浪
、

潮
、

流等动力因素的作用
,

促使上

层海水之间产生激烈的湍流混合交换
,

从而形成一个上均匀层
.

在这个均匀层之下
,

海水

呈现分层现象
,

形成一个垂直稳定度较大的水层
,

我们称它们为 ,’1 卜均匀层 ”
.

在这层之

下
,

海水密度较大
,

海水垂直梯度较小
,

又呈现近似均匀层状态
,

通常称为
“ 下均 匀层

” .

这种结构 (上均匀层
、

非均匀层
、

下均匀层 ) 称之为三层模式结构
.

另外有些海区
,

由于

动力或热力的作用
,

使上述温度分层中的一层 (
_

上均匀层或下均匀层 ) 消失
,

从而
,

使三

层变为二层模式
.

当降温开始以后
,

由于气温下降
,

表面海水与冷空气的接触
,

使得海面

水温随之下降
,

从而海水呈现垂直不稳定状态
,

增强了海水垂直对流
,

因而形成海水温度

垂直均匀的一层模式
.

从上述水温垂直结构可分为垂直等温与垂直分层
,

这两种垂直结构

对渔场的作用是不相同的
.

垂直等温分布
,

在鱼群产卵
、

越冬洞游过程中停 留在某一渔场时
,

由于表底层水温具

有相同的温度值
,

鱼群可以分布于各个水层
,

有时起浮于海面
.

如 1 9 5 9
、

1 9 6 0年黄 海 北

部海区 4 一 5 月增温早
,

垂直混合均匀
,

对虾
、

小黄鱼停 留在黄海北部海区分布于各个水

层
、

鱼群分散
,

而影响了渔获量
.

1 9 7 7 年在渤海
,

由于 10 月 6 日一次寒潮的影响
,

导致

垂直等温
,

引起对虾垂直移动并起浮于海面
,

影响捕捞生产
.

表底层水温垂直分布对不同的鱼类处在不同的渔场作用是不同的
.

如黄海大沙越冬场

是受黄海暖流控制的区域
,

底层水温比表层水温约偏高 1
“

C 左右
,

则蛤鱼栖息 于 底 层
,

对拖网捕捞有利
,

如用灯光围网生产
,

可把栖息底层的贻鱼用灯光诱到可以用围网捕捞的

水层
.

当底层水温比表层水温偏高 2
“

C 时
,

则始鱼进行灯诱极为不利
.

产卵场 由于水较浅
,

水温垂直结构处于等温状态
,

对鱼卵孵化及幼鱼成长是有利的条

件
,

在大沙越冬场时期内水温处于等温状态
,

引起鱼群昼夜垂直移动
.

如 小黄 鱼将要离开

大沙越冬场之前
,

傍晚 16 一 17 时起浮
,

早晨 5 一 6 时开始下沉
,

早晨 7 一 8 时移动 至 底

层
.

可见鱼类的垂直移动在表
、

底层垂直等温情况下
,

不受温度值的限制
.

海水温度表层受热增温以后
,

垂直温度结构逐渐产生分层
,

由于海区特性
、

分层结构

不 同
,

对不同的鱼类产生不同的影响作用
,

即使是同一渔场
,

由于垂直温度结构不同
,

对

同一鱼种的影响作用也是不同
.

如 图 4
、

5
、

6 的垂直分层不同对贻鱼 (尸 n eu m a ot P h or su

]’a 加 ln’ cu 、 ) 渔场的影响也是不 同的
.

图 4 中
,

温度上均匀层不明显
,

下均匀层在 35 米水

层
,

这种温度垂直结构对贻鱼起群不稳定
.

其原因是温度上均匀层不明显
,

跃 层 强 度 太

小
,

跃层下均匀层深度太大
,

鱼群活动范围大
.

图 5 中
,

温度垂直结构产生两 个 跃 层 拐

点
,

同样上均匀不明显
,

下均匀层深度太大
,

温度垂直结构不稳定
,

不适合于始鱼起群
.

图 6 中
,

垂直结构分层明显
,

温度
.

上均匀层在 15 米水层
,

下均匀层在 25 米水层
,

跃层强

大
,

对贻鱼起群是 比较有利的条件
,

鱼群起群比较稳定
,

起群时间较长
,

起群时集结大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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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 。阳年 5 月垂直水温分布图

F i g
.

4

1 9 7 5 年 5 月垂直水温分布图

D i a g r a m o f v e r t i
e a l d i

s t r i b u t i o n

o f w a t e r t e m p e r a t u r e ( M
a y

,

1 9 7 5 )

① t e m p e r a t u r e
(

’

C ) : ②d e p t h (m )
.

a g r a m o f v e r t i
e a l d i s t r i b u t i

o n o f

w
a t e r t e m p e r a t u r e

( M a y
,

1 9 7 6 )

① t e m p e r a t u r e (
’

C ) ;
@ d e p th (

n , )

①水温 ( C )

D产4 ` 扛4 一牛4 斤毕

机会较多
.

从上面分析可以得出结果
:

表底层垂直等

温对鱼类垂直移动不受温度限制影响 , 当形成

垂直分层以后
,

对鱼类垂直移动起限制作用
,

对上层鱼类来说
,

只能在上均匀层内行动
,

对

底层鱼类来说
, 只能在下均匀层内行动

,

而温

度跃层强度的大小
,

则对垂直移动起限制的作

用
.

(兴à送节0

四
、

海水温度随时间变化对

渔场的影响

图 6

F i g
.

6

1 9了7年 5 月垂直水温分布图

D i a g r a m o f v e r t i e a l d i s t r i b u t i o n

o f w
a t e r t e m P e r a t u r e ( M a y

,

1 9 7 7 )

① t 。 , n 。 。 r a t u r e ( C ) ; ② d
e p t h ( 111 )

.

海水温度随时间变化可分年变化
、

季节变

化
、

逐 日变化
、

日变化
,

这些变化 随 海 区 而

异
,

它们对鱼类处在不同的渔场对其影响作用

是不同的
.

海水温度的年变化
,

一般最低值是在 2 月

份
,

这时表底层水温均匀一致分 布
,

在 这 时

期是处在越冬时期
,

栖息水深超过 50 米以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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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对虾
、

小黄鱼
、

贻鱼等暖温性种类 ;而对冷温性种类如鳍鱼
、

青鱼 ( l C
oP绍 加 l I as i)则

处于产卵时期
.

表层水温最高值时一般在 8 月份
,

底层水温最高值则推迟至 g 一 10 月份
,

鱼类在这时期处于索饵时期
,

鱼群分散
,

因为这时期温度跃层强度较大
,

阻挡了表底层溶

解氧的交换
,

因而影响鱼群集群时所需要的氧气
,
但是这时期在黄海北部冷水团附近形成

蹭鱼渔场
,

主要是受黄海北部冷水团产生
_

L升流与下降流的原因
,

不断供给鳍鱼集群时需

要的氧气
.

所以表层水温最高时期
,

底层产生鱼类集群
,

一定要有上升流与下 降 流 的 存

在
,

否则鱼群不能集群形成渔场
.

海水温度的季节变化
,

季节变化的划分
,

我们规定 1一 3 月为冬季
, 4 一 6 月为春乖

,

7 一 9 月为夏季
,

10 一 12 月为秋季
.

冬季是鱼类处于越冬时期
,

水温降温变化比较缓慢
;

夏季水温升高到最高值时
,

水温增温也 比较缓慢
,

鱼类处于索饵时期
; 从春季到夏季或夏

季到秋季水温增温与降温都比较剧烈 (表 2 )
,

鱼类处于徊游过程
,

由于徊游而渔场位置

发生变动
.

如鱼类从越冬场转移到沿岸产卵场
,

从产卵场转移到索饵场
,

再从索饵场转移

至越冬场
,

徊游的迟早
,

决定于水温季节变化的早晚
.

从表 1 与表 2 可以清楚的看出
,

水

温季节变化随海区而异
,

从而影响渔场位置移动是其原因之一

表 1 渤
、

黄海区水温季节变化统计表

季节
海区

冬 季 春 季 夏 季 秋 季

CCC任̀今ó J任,山n乙ǹ渤 海 近 岸

黄 海 北 部

黄海 中部外海

1 0
.

3
O

C

1 1
.

5
“

C

1 2
.

9
”

C

“

C

o

C

12

14CC

表 2 渤
、

黄海区季
一

竹水温偏差统计表

季节偏差
海 区

渤 宁芥

冬季一春李 春季一夏季 夏季一秋季

黄 海

近 岸

北 部

1 4
.

3
“

C 1 2
.

2
“

C

1 1
.

3
“

C

掩海 , 11部外海 3
.

4
O

C
L」 川

一…
_

一
J

二
』

…黑
。

燕
.

~ :.
「

~

言
~

_
.

几
3~

:..
」 . L .

海水温度的逐日变化
、

随海区而异
,

由于海区特性引起增
、

降温率不 同
,

因而引起渔

场转移时间不 同戍同一渔场进行鱼种 交替
.

如 4 月初小黄鱼进入烟威渔场时适 温 范 围 为

5 一 6
O

C
,

水温随时间变化升高到 7
O

C 以上时
,

小黄鱼则离开烟威渔场而转移至渤海沿岸

产卵场
.

这时贻鱼开始进入烟威渔场
,

鱼台鱼进入渔场时的温度为 8
.

0
“

C 以上
.

这就发生了

同一渔场不同的鱼种进行交替
.

由此
一

可见
,

在产卵徊游时期
,

不同的鱼类进入 同 一 渔 场

时
,

适温低的鱼种离开渔场后
,

适温高的鱼种才能进入渔场
,

在产卵场的情况也是如此
.

表层水温日变化因受气象
、

热 力等因素的影响特别显著
, 6 月份在烟威渔场进行连续

观测
,

有时日较差 2
.

0一 3
.

O
O

C
.

温度跃层形 ,〕丈L匕较显著时期
,

底层水温 日较差甚 微
,

其

日较差在 O
.

I
O

C 或 O
.

05
O

C
,

有些海区没有日变化
.

可见温度跃层阻止表层与底层的热量



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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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换
.

当垂直等温时期
,

表底层水温日较差是相同的
.

表层水温 日变化对蛤鱼起群于海面的时间影响比较明显
.

如在烟威渔场 5 月上旬水温

为 1 .0 0一 12
.

。
。

C 时始鱼起群干海面
,

但是起群较多是在 14 时左右
,

其它时间起群很少
.

因为 14 时水温 日变化为最高值
,

更能满足贻鱼起群的适温条件 (鱼台鱼起 群 适 温 条 件 为

1 2
.

0一 1 4
.

0
O

C )
.

当水温升高到 16
.

0一 18
.

0
”

C 时
,

蛤鱼起群时间多在早晨 7 一 8 时
,

这

时水温日变化处于最低值
.

水温升高到 1 9
.

O
O

C 以上时
,

鱼合鱼产卵结束
,

进行索饵
,

在这

时期起群时间多在傍晚或夜间
.

五
、

结 论

1
.

产卵
、

越冬徊游过程中
,

鱼类适温等温线水平梯度大小
,

影响鱼群集群或散群
、

徊

游路线宽与窄 , 适温等温线偏离近岸或外海时
,

}回游路线也随着产生偏离
2

.

产卵徊游时
,

徊游路线前进方向水温比适温等温线温度值低时
,

对 鱼类 徊 游 起 阻

挡作用
,

渔汛时间长
; 越冬徊游时

,

徊游路线前进方向的水温比适温低时
,

会加速鱼群行

动
、

渔汛期缩短
.

3
.

产卵洞游时
,

徊游路线前进方向水温比适温等线温度值高时
,

则渔讯很快结束
; 越

冬徊游时
,

徊游路线前进方向水温比适等温线温度值高时
,

渔汛期会延长
.

4
.

冷水团引起的封闭等温线是冷温性鱼类构成渔场的重要外界条件
.

5
.

外海高盐水系形成的舌状等温线
,

是构成越冬渔场的重要条件
,

渔场位置的变动受

外海高盐水系强弱的控制
.

6
.

水温季节变化影响鱼群徊游
、

渔场位置转移
、

渔汛期的迟早
.

7
.

水温日变化是引起贻鱼产卵时起群时间变动的重要因素
.

8
.

水温逐 日变化引起同一渔场鱼种交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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