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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岛上岸渔获调查与分析

童玉和, 麦日利, 陈积明, 李向民
( 海南省水产研究所 , 海南 海口 570206)

摘要 : 上岸渔获调查是调查渔业资源的主要方法之一。通过 2010 年 9 月至 2011 年 8 月监测海南岛主要渔港渔

情, 统计分析渔获上岸量、渔获组成和作业类型 , 评估南海渔业资源开发现状并提出建议。结果表明 , 1) 低值

幼鱼渔获比例超过 40% , 经济渔获蓝圆鲹 ( Decapterus maruadsi) 、带鱼 ( Trichiurus haumela) 、马鲛 ( Scomber-

morus) 、眼镜鱼( Mene maculata) 、金线鱼( Nemipterus) 和头足类( Cephalopoda) 的总和不足 25% ; 2) 蓝圆鲹和带鱼

是海南岛上岸渔获的优势种 ; 3) 拖网是海南岛近海渔获量最高的作业类型 ; 4) 海南岛近海底层渔业资源已严重

衰退 , 远海中上层渔业资源具有巨大开发潜力。建议禁止海南岛近海拖网生产, 允许南海休渔期间灯光围网和

灯光罩网生产 , 通过增加远海作业船只的柴油补贴等途径扶持灯光围网和灯光罩网生产 , 构建“养护近海渔业、

开发远海渔业”的新捕捞格局。

关键词 : 上岸渔获调查; 蓝圆鲹 ; 休渔 ; 海南岛

中图分类号 : S 931. 1

     

文献标志码 : A

    

文章编号 : 2095 - 0780 - ( 2012) 06 - 0085 - 07

Survey and analysis of landings on Hainan Island

TONG Yuhe, MAI Rili, CHEN Jiming, LI Xiangmin

( Fisheries Research Institute of Hainan Province, Haikou 570206, China)

Abstract: Landing survey is one of the main methods for fishery resources survey. According to the landing survey data collected in

Hainan Island from April 2010 to August 2011, we conducted a statistical analysis for the total landing catch, species composition and

gear type to evaluate the current status of exploitation of marine fishery resources in the South China Sea and to provide advices for fish-

eries management. The result shows that in Hainan Island: 1) The percentage of juvenile fish is over40% , but the sum of percentage

of commercial species including Decapterus maruadsi, Trichiurus haumela, Scombermorus, Mene maculata, Nemipterus and Cepha-

lopoda is less than 25% ; 2) D. maruadsi and T. haumela are the dominant species in landing catch; 3) Bottom-trawl is the dominant

fishing gear; 4) The fishery resources in offshore waters are overexploited, while pelagic fishery resources in high sea has great devel-

opmental potential. It is suggested that trawling be banned in the offshore waters of Hainan Island, but light purse seine and light fall-

ing net fisheries be permitted in closed fishing seasons and be funded by increasing subsidy of diesel oil for fishing vessels, so as to

construct a new marine fisheries structure of “conserving offshore fisheries and exploiting high sea fisheries”.

Key words: landing survey; Decapterus maruadsi; closed fishing season; Hainan Island

  

海南岛是海南省的主岛, 渔业资源种类十分丰

富
[ 1 - 4 ]

。海南东部、南部及北部湾海区渔业资源中

经济种类达 40 多种, 可捕量约 100 ×10
4

t
[ 5]

。渔

业生产实践表明, 西、中、南沙群岛海域均有良好

的中上层渔场, 然而其开发程度及前景分析未见详

细报道。据 2000 年南海渔业声学调查结果, 仅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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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中部和南部海域鸢乌贼 ( Symplectoteuthis oualani-

ensis) 生物量就高达 51. 7 ×10
4

t
[ 6 ]

。

上岸渔获调查是调查渔业资源的主要手段之

一, 主要是通过统计渔港作业船只和渔获情况, 包

括船只大小、作业类型、渔获种类及渔获量等, 从

而掌握资源开发现状, 为渔业管理提供科学依

据
[ 7]

。由于上岸渔获调查具有调查经费少、人员

投入少、数据误差小、掌握渔业信息全面等优点,

在渔业发达国家已是资源调查主要手段之一
[ 8 - 9 ]

,

而在中国鲜见报道
[ 1 , 10 ]

。该研究采用上岸渔获调查

的方法, 通过对海南岛上岸渔获时间、渔获种类、

渔获量和作业类型等数据的统计和分析, 掌握海南

岛近海当前渔业资源开发程度, 从资源可持续利用

的角度分析当前渔业中存在的问题, 以期为渔业管

理部门提出可行性建议。

1

 

材料与方法

该研究采用上岸渔获调查法, 通过采集海南省

各主要渔港上岸渔获日志的方法收集数据, 分析渔

获种类、数量、渔船数量和作业类型的季节性差异。

1.1

 

渔港调查

走访调查海南岛主要涉渔市县, 包括海口、三

亚、文昌、乐东、琼海、临高、儋州、陵水、昌江

和洋浦等, 掌握渔港分布情况和生产状况, 依据统

计结果确定海南岛的主要渔港分布( 捕捞上岸量总

和占全海南岛总渔获量的 90% 以上) 。调查结果表

明海南岛主要渔港包括清澜、潭门、陵水、三亚、

八所和白马井渔港( 图 1) , 该研究将这 6 个渔港设

为上岸渔获调查监测点。

1.2

 

数据收集

在每个上岸渔获调查监测点, 每天对渔业生产

情况进行填写自编的渔业生产日志, 日志主要内容

包括渔获时间、渔获种类、渔获量、作业类型和作

业地点等。此次调查作业类型包括灯光围网、灯光

罩网、单拖网、双拖网、底层流刺网、表层流刺网

和钓业, 因其他小型作业方式如张网、笼壶等的渔

获量少, 且往往不在渔港交易, 故不在此次统计范

围之内。收集的数据经过渔获种类俗名转换为学名

后录入 Excel 表格。

1.3

 

数据统计分析

对数据进行统计分析处理, 并绘制不同作业

方式、渔获量和渔获组成等的季节差异图表。此次

调查周期为 1 年, 从 2010 年 9 月至 2011 年 8 月,

图 1

 

海南岛上岸渔获调查监测点

Fig. 1

 

Landing survey sites in Hainan Island

由于夏季 5 月中旬至 7 月底为法定休渔期, 上岸渔

获数量极少, 因此, 该研究只统计其他 3 个季节数

据, 分别为 2010 年秋季 ( 2010 年 9 月至 11 月 ) 、

2010 年冬季( 2010 年 12 月至 2011 年 2 月) 和 2011

年春季( 2011 年 3 月至 5 月 ) 。由于海南岛全部渔

船和部分广东、广西及福建过港渔船均在海南岛渔

港交易, 这些渔船一部分在海南岛近海作业, 另一

部分在北部湾口和西、中、南沙等海域作业。因

此, 此次海南岛上岸渔获调查能反映海南岛近海和

远海渔业资源开发利用的现状。

2

 

结果

2.1

 

上岸渔获特征

2. 1. 1

 

渔获种类

  

海南岛渔港上岸渔获种类丰

富, 但由于渔获量比例较小的种类统计困难、误差

大, 因此此次调查仅对渔获量比例较大的种类进行

鉴定、归类和统计, 主要类别包括蓝圆鲹 ( Decap-

terus maruadsi) 、带鱼 ( Trichiurus haumela) 、马鲛

( Scombermorus) 、眼镜鱼 ( Mene maculata) 、马面鲀

( Thamnaconus) 、舵鲣 ( Auxis) 、金线鱼 ( Nemipter-

us) 、金枪鱼 ( Thunnus) 、小公鱼 ( Stolephorus) 、蛇

鲻( Saurida) 、方头鱼 ( Branchiostegus) 、海鳗 ( Mu-

raenesox) 、大眼鲷 ( Priacanthus) 和头足类 ( Cepha-

lopoda) 。拖网捕获的幼鱼和其他上岸量很小 ( 小于

总上岸量 1% ) 的种类合并命名为“其他”。

2. 1. 2

 

年度渔获优势种

  

从全年数据来看, 拖

网捕获的幼鱼和其他上岸量很小的种类渔获量超过

了总渔获量的 50% , 蓝圆鲹和带鱼是海南岛上岸

渔获最主要的优势种。渔获量超过 1% 的高值鱼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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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 6 期

 

童玉和等 : 海南岛上岸渔获调查与分析

 

]87

   

图 2

 

2010 年秋季至 2011 年春季间主要

渔获种类和比例

Fig. 2

 

Main landing species and their percentages from

autumn of 2010 to spring of 2011

有带鱼、马鲛、金线鱼、大眼鲷和舵鲣, 超过 1%

的小型低值渔获种类则分别是蓝圆鲹、头足类和眼

镜鱼( 图 2) 。

2. 1. 3

 

渔获优势种的季节性差异

  

不同季节渔

获种类组成存在明显差异, 蓝圆鲹和带鱼是各季节

海南岛上岸渔获常见优势种。2010 年秋季蓝圆鲹

渔获量占该季节总渔获量的 23% , 另外 2 个季节

的比例也超过 16% , 远高于其他种类; 各季节带

鱼渔获量均超过 6% , 优势度仅次于蓝圆鲹。其他

种类的渔获季节差异非常大, 如在 2011 年春季马

面鲀的渔获比例高达 18. 14% , 超过了蓝圆鲹, 而

在 2010 年秋季和冬季小于 1% ; 2010 年秋季马鲛

的渔获比例超过 12% , 然而 2010 年冬季和 2011 年

春季渔获比例不足 1% ( 图 3) 。

2. 1. 4

 

低值渔获比例高

  

海南岛上岸渔获中绝

大部分是低值渔获, 平均上岸批发价低于 10 元·

kg
- 1

, 主要包括拖网捕获的幼鱼 ( 平均上岸批发价

低于 4 元·kg
- 1

) 和灯光围网、灯光罩网捕获的蓝圆

鲹、眼镜鱼和马面鲀等 ( 平均上岸批发价为 4 ～10

元·kg
- 1

) 。这类低值渔获在各季节的体质量比例均

高于 60% , 其中幼鱼各季节体质量比例均高于

40% , 显著高于其他低值渔获比例 ( 图 3) 。带鱼、

蓝点马鲛、金线鱼、金枪鱼类和头足类等是海南岛

上岸渔获中最主要的高值鱼类, 但各季节渔获之和

不到各季节总渔获量的 25% 。

图 3

 

2010 年秋季至 2011 年春季各季节主要

渔获种类和比例

Fig. 3

 

Main landing species and their percentages from

autumn of 2010 to spring of 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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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2010 年秋季至 2011 年春季不同作业方式的渔获比例

Fig. 4

 

Landing percentage by different fishing gears from autumn of 2010 to spring of 2011

2.2

 

主要作业方式的渔获比例和产值

该研究数据表明, 各作业方式渔获比例无明显

季节性差异。依据捕捞上岸渔获比例高低排序依次

为单拖网、灯光围网、底层流刺网、灯光罩网、双

拖网、钓业和表层流刺网, 其中单拖网渔获量超过

总渔获量的 45% , 春季甚至超过 50% ( 图 4) 。但

从产值分析, 灯光围网和底层流刺网的产值高于单

拖网。灯光围网主要捕捞对象是蓝圆鲹、眼镜鱼和

带鱼等中上层鱼类, 渔获新鲜, 鱼体规格大于拖网

渔获, 产量仅比单拖网略低; 底层流刺网捕捞对象

主要是带鱼、马鲛和金线鱼等高值鱼类, 虽渔获量

仅为单拖网的 20% ～25% , 但渔获价格较高, 总

产值反而高于单拖网。

3

 

分析与讨论

3.1

 

上岸渔获调查方法的优点与不足

自 1975 年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南海水产研究

所赴西沙群岛海域进行探捕调查
[ 11]

之后, 中国学

者陆续开展了多项南海渔业资源的海上调查, 根据

调查地点和调查手段这些海上调查可以分为 2 类:

1) 采用延绳钓、手钓及刺网等作业方式, 在南沙

群岛、西沙群岛主要岛礁及其海域进行鱼类资源调

查, 掌握该海域岛礁鱼类资源的群落结构
[ 2 , 12 - 13 ]

;

2) 采用底拖网等作业方式在海南岛近海、南海北

部及北部湾等开阔海域进行鱼类资源调查, 掌握该

海域底层鱼类资源的群落结构
[ 14 - 22 ]

。虽然这 2 类

调查方法能在一定程度上了解南海渔业资源的群落

结构, 但也存在调查范围小、调查方法少、调查次

数少等局限性。

与上述 2 类调查方法比较, 上岸渔获调查不仅

调查经费少, 还具备以下优点: 1) 海域覆盖度大,

调查数据涉及整个南海海区, 因为作业生产渔船几

乎覆盖整个南海; 2) 作业方式全面, 调查数据涉

及多种作业方式, 其中灯光围网和灯光罩网能够有

效捕捞中上层渔业资源, 底拖网能够有效捕捞底层

渔业资源, 还有其他多种作业方式, 保证了各种渔

业资源均被捕捞; 3) 时间连续性强, 调查数据通

过持续监测获得, 能有效掌握资源的季节变化和流

动性。因此, 上岸渔获调查不仅能较好地反映群落

结构的主要特征, 掌握经济种和优势种的资源变动

情况, 也可以较好地掌握不同作业方式的渔获特

征, 为渔业管理部门制定针对不同类型作业船只的

管理策略提供科学依据。

上岸渔获调查也存在如下问题: 1) 作业船只

移动性强, 难以掌握渔获精确的捕捞地点; 2) 张

网等作业方式捕获的渔获不在渔港销售, 缺乏相关

渔获数据; 3) 调查地点仅限于大型渔港, 众多小

型渔港的渔获数据难以获得; 4) 大型渔港停靠渔

船数量较多, 而调查对象船数的比例有限, 导致渔

港上岸渔获数据存在误差; 5) 由于拖网渔获种类

繁多、个体较小、受挤压时间较长和保鲜措施不足

等原因, 渔港记录员难以对拖网渔船上岸渔获进行

种类鉴定, 因而上岸量统计到种的种类相对较少。

3.2

 

上岸渔获组成分析

渔业资源状况、捕捞类型组成与上岸渔获组成

紧密相连。拖网捕获的幼鱼是各季节上岸渔获的最

主要部分, 而拖网主要在近海作业, 说明近海渔业

资源以小型低值的幼鱼为主, 同时也说明拖网的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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捞强度非常高, 具体原因包括拖网船数量多、拖网

作业受风浪等海况因素影响相对较小等。蓝圆鲹、

头足类、马面鲀和眼镜鱼是上岸渔获中最主要的中

上层资源, 除了资源量比较高的因素外, 近年来灯

光围网和灯光罩网渔业发展迅猛也是重要因素, 其

中海南三亚等地的大型灯光围网渔船是捕捞蓝圆鲹

最主要作业类型, 广西北海等地的大型灯光罩网是

捕捞头足类的主要作业类型。带鱼、马鲛和金线鱼

是上岸渔获中最主要的高值鱼类, 长期以来都是刺

网、钓业的主要捕捞对象, 也是拖网和其他渔具的

兼捕对象。

3.3

 

南海渔业存在的问题

3. 3. 1

 

幼鱼渔获比例高, 对资源损害严重

  

幼

鱼是海南岛最主要的渔获组成, 其捕捞方式主要是

拖网。由于价格低廉, 绝大部分直接成为鱼类养殖

的饵料。随着物价上涨、海南岛近海底层渔业资源

衰退等不利因素加剧, 渔业生产利润日趋减少, 从

业者为了维持生计, 不得不增加捕捞强度, 甚至冒

着违法的风险开展带电拖网等严重损害渔业资源及

其生境的毁灭性捕捞方式, 海南岛近海底层资源已

经遭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毁灭性打击, 且并未停止。

该研究表明海南岛近海幼鱼当前的捕捞死亡率非常

高, 同时性成熟个体渔获数量非常少, 表明资源同

时处于补充型过度捕捞 ( recruitment overfishing) 和

生长型过度捕捞( growth overfishing) [ 23 ]
。

3. 3. 2

 

捕捞结构不合理, 近海捕捞强度大

  

拖

网是世界公认的对渔业资源及海底生境损伤强度最

大的作业方式, 各主要渔业国家已经或正在禁止拖

网作业
[ 24 - 2 6]

, 而中国虽然已经不允许额外增加拖

网数量, 但目前拖网数量并没有明显减少。依据该

研究结果拖网捕捞的幼鱼高达全岛渔获的 40% 以

上, 因此迅速取缔拖网作业时不可待。另外, 流刺

网的网目、钓业的鱼钩大小等也需要加以限制, 以

减少对幼鱼的捕捞强度。近海捕捞强度大也是近海

资源衰退的一个重要因素, 海南省近海作业的小型

渔船数量庞大, 无证渔船数量较多, 总捕捞强度远

远超过近海渔业资源的承受能力, 亟需加以控制。

4

 

建议

4.1

 

调整捕捞结构, 降低近海捕捞强度

南海经济鱼类主要是近海底层鱼类和远海中上

层鱼类。后者主要包括蓝圆鲹和眼镜鱼等, 具有生

长快、繁殖力高、死亡率高和洄游性强等特点, 资

源恢复较快, 抗捕捞能力强
[ 27 - 29 ]

。南海鸢乌贼等

头足类是远海灯光罩网的主要捕捞对象
[ 19 , 3 0]

。目

前此类资源刚开发不久, 探捕效果非常好, 有巨大

的开发空间。相比之下, 南海近海底层鱼类则脆弱

得多, 资源严重衰退、渔获小型化已是不争的事

实, 近海渔民正面对无鱼可捕的尴尬局面。拖网从

业者不得不捕获更多的幼鱼来维持生计, 导致近海

底层资源衰退更严重, 渔获更少, 从而形成了“增

加捕捞强度 - 资源衰退 - 渔获减少 - 增加捕捞强

度”的恶性循环。因此, 远海渔业资源还有开发潜

力, 近海渔业资源应该以养护为主。针对远海渔业

资源, 政府应政策扶持建造捕捞中上层渔业资源的

大型灯光围网和灯光罩网船只, 并在西沙或南沙建

立补给基地和避风港, 为渔民到远海作业提供物资

和安全保障。针对近海渔业资源, 笔者认为近海捕

捞强度应大幅降低, 拖网作业亟需禁止, 近海捕捞

强度可以转移到远海。以上目标可以通过以下 2 种

途径去争取实现: 1) 功率整合, 将多艘拖网、刺

网作业的小船的功率整合起来造一艘大型灯光罩网

或灯光围网渔船; 2) 作业方式调整, 拖网作业改

为钓业或刺网作业。以上手段不仅可以减少近海底

层渔业幼鱼的捕捞量, 还能增加高值鱼类的渔获

量, 充分开发远海中上层渔业资源, 在保证资源可

持续利用的前提下解决了渔民生计问题, 最终构建

一个“养护近海资源、开发远海资源”的新捕捞格

局。

4.2

 

调整休渔制度和柴油补贴制度

调整休渔制度是构建新捕捞格局的另一个重要

手段。目前的休渔制度依据 2009 年农业部颁发的

《农业部关于调整海洋伏季休渔制度的通告》( 农业

部通告[ 2009] 1 号) , 明确提出 5 月 16 日 12 时至 8

月 1 日 12 时, 限制单层刺网和钓具外的所有作业

类型在南海区北纬 12°以北生产作业。然而 5 月至

8 月是灯光围网、灯光罩网在西、中沙群岛及其附

近海域生产的重要季节, 不仅蓝圆鲹、舵鲣和鸢乌

贼渔获丰富, 而且此季节风浪情况适宜出海生产,

因此建议解除休渔制度对灯光围网、灯光罩网的限

制。

调整柴油补贴制度能加速构建新捕捞格局。现

行柴油补贴制度补贴覆盖面广, 为渔民生产提供经

济保障。基于文章提出的“养护近海资源、开发远

海资源”的新捕捞格局, 可取消近海作业的拖网渔

船油补, 增加赴西、中、南沙群岛生产的灯光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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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灯光罩网的油补额度, 从而在原南沙补贴的基

础上增加经济扶持力度。此经济手段将直接促进近

海拖网渔船的锐减和远海渔船的增长, 实现近海资

源的养护和远海资源的可持续开发利用的目标, 还

响应中央提出的“开发南沙, 渔业先行”的战略决

策, 具有重大的政治、经济和社会意义。

致谢 : 张羽翔、朱海、刘维和黄秀程等同志参与完成

上岸渔获调查工作 , 谨此致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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