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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贾晓平和李纯厚等编著的《南海北部近海渔业资源及其生态系统水平管理策略》是最近5年来本项目
研究的理论和技术成果总结，进一步丰富和充实了南海北部海域和广东省海域渔业资源与渔业生态环
境理论研究成果，在近岸海域渔业生态系统模型构建和近岸海域渔业资源生态水平养护策略等方面取
得了突出创新成果。
我们希望，本书有助于促进广东、南海乃至我国近岸海域渔业的科学管理，为我国海洋生态型渔业的
持久稳定发展发挥积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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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同一海域的不同站点头足类的渔获率也存在着差异，以海门湾、广澳湾的差异性最
大，最高渔获率是最低渔获率的173倍，其次大亚湾、碣石湾—神泉湾和韩江口分别是34倍、8倍和6倍
，以博贺港—沙扒湾的站位渔获率的差异性最小。
 （二）优势种渔获率分布 柘林湾—南澳岛海域：在本次调查共捕获头足类6种，其中渔获率占总渔获
率1％以上的头足类共有4种，杜氏枪乌贼和目乌贼为主要经济优势种。
杜氏枪乌贼第一位，平均渔获率为1.35 kg／h和57.71尾，分别占头足类总渔获率的62.56％和尾数渔获
率的85.24％。
目乌贼居第二位，分别占24.45％和8.44％。
此外，中国枪乌贼和剑尖枪乌贼的渔获率也相对较高。
 韩江口海域：本次调查仅捕获头足类2种，分别为杜氏枪乌贼和目乌贼。
其中，杜氏枪乌贼占绝对优势，其重量渔获率为1.46 kg／h，尾数渔获率为101.60 ind／h，分别占总量
的91.82％和98.83％。
目乌贼的重量渔获率为0.13 kg／h，尾数渔获率为1.20 ind／h。
 海门湾海域：在本次调查中共捕获头足类7种，其中渔获率占总渔获率1％以上的头足类共有5种，以
中国枪乌贼和杜氏枪乌贼的渔获率最高，两者的渔获量约点总渔获量的94.60％，占总尾数的87.86％，
是本次调查渔获头足类的优势种类。
 碣石湾、神泉港海域：本次调查共捕获头足类5种，以田乡枪乌贼的渔获率最高，占头足类总渔获率
的45.86％；其次为杜氏枪乌贼，占头足类总渔获率的44.73％。
尾数渔获率也是田乡枪乌贼最高，占头足类总尾数渔获率的61.46％；其次为杜氏枪乌贼，占头足类总
尾数渔获率的35.70％。
田乡枪乌贼和杜氏枪乌贼是本次调查渔获头足类的优势种类。
 红海湾海域：本次调查共捕获头足类7种，杜氏枪乌贼、田乡枪乌贼和目乌贼是主要优势种。
其中，以杜氏枪乌贼的渔获率最高，占头足类总渔获率的32.56％和头足类总尾数渔获率35.29％。
其次为田乡枪乌贼，占头足类总渔获率的30.26％和总尾数渔获率的44.12％；其次为杜氏枪乌贼，占头
足类总尾数渔获率的35.70％。
田乡枪乌贼和杜氏枪乌贼是本次调查渔获头足类的优势种类。
 大亚湾海域：调查共捕获头足类3种，杜氏枪乌贼和曼氏无针乌贼是本次调查渔获头足类的优势种类
。
在本次调查中，杜氏枪乌贼的重量和个体平均渔获率分别为5.52 kg／h和522 ind／h，胴长和体重分别
介于9～117 mm和1.5～54 g之间。
曼氏无针乌贼的重量和个体平均渔获率分别为0.38 kg／h和5 ind／h，胴长和体重分别介于84～98 mm
和61～104 g之间。
 伶仃洋海域：共捕获头足类5种，杜氏枪乌贼是本次调查渔获头足类的优势种类。
在本次调查中，杜氏枪乌贼的重量和个体平均渔获率分别为0.28 kg／h和16.67 ind／h，最高渔获率出现
于S10站，为1.77 kg／h。
渔获的杜氏枪乌贼的胴长和体重分别介于27～110 mm和2.0～55 g之间。

Page 5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南海北部近海渔业资源及其生态>>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