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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将该文未涉及的有关问题
,

特别是

1 9 91 ~ 19 9 2 年冬的探捕情况补充如下
。

l 柔鱼 习性

4 00 义 10 ‘

元
,

利润 58 3
.

sx lo‘元 ;平均单船产值 46 3 00

元
,

利润 40 3 00 元
。

一般一条船冬季捕柔鱼 1 个半月的

产值
,

高于春季 3 个月生产的产值
,

并且费用低
,

一举使

传统的渔闲季节变为一年中最宝贵的黄金渔季
。

一9 9 1一 19 92 年冬我们捕捞的柔鱼平均体重 5 50 9
,

最大体重 6 30 9 ;平均桐长 2 7 0mm
,

最大胭长 3 05 m m
。

探

捕期内
,

柔鱼有趋光性
,

喜弱光
、

怕强光
,

夜间栖息于 Zm

水深以内的上层
,

白昼则下沉三底层
。

黄昏和黎明是柔

鱼最活泼的时刻
,

也是最佳刺网时刻
。

柔鱼在产卵期活

动能力明显减弱
,

产完卵后亲体便自然死亡
。

4 柔鱼渔场

2 生产情况

一99 1 年 1 2 月上旬至 19 92 年 1 月中旬
,

即墨市有

95 条 2 9 刁1 9
.

9 6一 9 9 2 9 2
.

3 7w “ o一 1 3 5HP )的渔船投

入柔鱼流网生产
,

总产量 7 56 t ,

其中柔鱼 572 t。 平均单

船产 7 958 比
,

其中柔鱼 6 O2 0kg
。

旺汛期中心渔场一般

网产柔鱼 5 00 ~ 1 0 00 ks
。

3 经济效益

柔鱼在黄海分布面较广
,

6 月份远东沙? 鱼流网船

在石岛渔场能兼捕到体重不足 1 0 05 的幼柔鱼
,

最主网

产 2 00 kg
。

8 ~ 10 月拖网船在石东
、

连东和长江口渔场捕

到体重 2 5呢左右的柔鱼
,

年产量数千吨
.

到 10 月下旬
,

冷空气活动频繁
,

石东
、

连东索饵场的水温下降
,

柔鱼便

开始南下做冬季产卵泅游
。

过去一般认为黄海柔鱼冬季

全部离开黄海而到东海产卵繁殖
,

通过我们的试验生产

看
,

石东
、

连东渔场的柔鱼在游向东海的同时
,

有一支游

向大沙
、

吕泅渔场
.

11 月中
、

下旬大沙
、

吕徊渔场就有少

量柔鱼出现
,

到 12 月中旬柔鱼就大量出现在该两渔场
,

并于 1 月上
、

中旬产卵繁殖
,

形成了柔鱼流网生产的旺

讯
。

柔鱼产卵场表层水温 8 ~ 12 ℃
,

水深 30 ~ 40 m
。

柔鱼徊游路线受环境因子影响较大
,

因而鱼场相对

也不稳定
,

在生产中要灵活地控制中心渔场
,

以夺得高

产
。

19 91 年~ 19 92 年冬即墨市柔鱼流 网生产总产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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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兰斯菲尔德海峡
,

自生石膏
,

溶度积

在本区正常海盆的表层沉积物中首次发现了微晶

—细晶的 自生石膏
。

细晶石膏 0
.

5一 Zm m
,

呈单晶或

双晶散布在 s :

站位的砂
、

砾质沉积物中
。

石膏晶体中常

包裹有细小的石英砂粒或岩屑
。

有的呈放射状晶簇选择

性地附生于砾石表面或凹坑中 ; 微晶石膏十几至几十微

米
,

呈针状单晶或放射状晶簇生长在 S : ,
S ; ,

S : : ,

M
: 。 ,

m : ,
h :

等站位的粉砂质粘土沉积物中的石英颗粒表面

上
。

所见细晶—微晶石膏
,

晶体保存极其完好
,

无明显

磨损现象
,

显然是原地自生的石青
.

对石膏晶体的研究
,

除了显微镜下鉴定外
,

我们还

进行了染色试验
,

x 射线分析
、

电镜扫描及电子探针等

海洋科学
,
1 99 2 年 9 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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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
。

结果都表明为石育无疑
。

本区气候极其寒冷
,

但很干燥
,

有利于蒸发
。

另外
,

海冰的生成过程中又不断地将部分盐分排斥到海水中

而增高了那里海水的盐度
,

但还不足以使石膏从海水中

析出
、

根据石膏在沉积物中产出的特征表明
,

石膏的生

长是受沉积物粒间提供的生长空间控制
。

同时
,

本区 M
:

和 R :

两站位沉积物间隙水中。 十+ ,

so 不一 离子积在

1 9
.

5 1 义 0
一

,
一2 5

.

sg x lo
一
‘ ,

大大超过硬石膏溶度积(6
.

1

~ 10
一
‘
)

、

在沉淀序列中石裔先于硬石膏沉淀
。

因此
,

本区

沉积物间隙水是以能析出石介晶体
。

本区石膏是在间隙

水过饱和的Ca ++
,
5 0 不的微地球化学条件下结晶出来

的
,

可能是沉积后早期成岩作用的产物
。

造成本区有利石裔生成的微地球化学环境
,

可能与

本区繁多的生物 (浮游
、

底栖)活动
,

特别是磷虾的大量

繁殖有关
。

当生物死亡后沉降海底
,

有机物质的氧化作

用和细菌作用产出硫酸根离子
。

同时
,

生物壳体的溶解

作用
,

钙被释放出来
.

因此
,

在底水中造成钙离子和硫酸

根离子的富集
。

此外
,

也许与本区大地构造位置不无关

系
。

本海峡属于南极大陆边缘
一

弧
一

盆体系中一部分
。

即

拉张性弧后盆地
。

海峡底地形崎岖
,

海底发育一串珠状

等深的小高点
、

这些海底高地是火山活动的产物
,

欺骗

岛就是至今仍在活动的现代火山
。

因此
,

本区石膏的成

因是否与海底火山活动有关
,

是值得进一步研究的问

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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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方越冬

l 材料和方法

1
.

1 试验用鱼

本次试验用鱼捕自山海关
、

北戴河两海区
,

为缩短

越冬周期
,

采捕推迟到 19 8 0 年 10 月 19 日
,

共采获当

年半龄鱼 64 条
,

从降低试验经费角度出发
,

选材规格有

意偏小
。

红鳍东方纯 妮 条
,

重约 9飞
,

虫纹东方纯 13

条
,

重约 18呢 ;假睛东方纯 9 条
,

重 11呢
。

所获幼鱼无病

无伤
,

入池后摄食正常
。

暂养期环境因子见表 1
。

越冬试

验在室内进行
,

在越冬前首先进行了饵料
、

温度
、

盐度等

方面的多项小试
。

表 1 暂养期环境因子

2 越冬试验布置

河鱿鱼越冬试验从 198 0 年 10 月 2 8 日至 19 8 1 年

表 2 河纯鱼室内越冬试验情况 . 曰司

水水温温 PHHH 比重重 光照照 IX 〕〕 透明度度

(((℃ ))))))) (Lu X ))) (m 以L ))) (m )))

555
.

0~ 9
.

444 8
.

0~ 8
.

222 1
.

02 3〔〔5 00~ 30 0 000 5
.

4 ~ 6
.

444 1
.

4 ~ 1
.

666

组组别别 放养养 放养数数 成活数数 增重重 成活率率

品品品种种 (尾))) (尾))))) (% )))

一一组组 假睛睛 444 333 未增重重 7555

东东东方纯纯纯纯纯纯

二二组组 红鳍鳍 444 444 同上上 10 000

东东东方纯纯纯纯纯纯

三三组组 虫纹纹 444 333 同上上 7 555

东东东方纯纯纯纯纯纯

四四组组 混养养 444 444 同上上 1 0 000

注
:

越冬期水温控制在 9
.

6一 13
.

7℃之间
,

比重 1
.

0 12 ~ 1
.

0 16 .
越冬期主要饵料采用瘦猪肉

,
3 种东方纯食欲一直很旺

盛
,

有 93 %的鱼患了鱼奴病
,

一组和三组各死亡一条
.

加阴刀石V E N o
.

5
,

Se Pt
. ,

1 9 9 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