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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海和东海握济焦类区系
‘”’

成 厦 泰
(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

飞

/

在我国古书中
,

关于海产焦类的研究很早就有犯载
,

例如汉郭璞的尔雅释焦
、

明李时

珍的本草胭 目鳞部等等著作
。

.

近代黄
、

东海焦类区系的研 究 自
’

1 8科 年 Ri ch ar ds on 始
,

稚之有 : B a silew sk y 1 5 , 5 、 G 泣n the : 1 5 7 3 、 B o

血
n 朗 : 1 5 9 , 、

Jo r dan & se ale 1 9 0 ,
、

Jo r d a n &

S , a rk , 1 9 0 6 、 R e g a n IP0 8 、 R o
nd

a h l 1 9 2 4 、 o s h如
a 1 9 2 夕

、

寿振黄 1 9 2 9
、

伍献文 1 9 2 9一 3 2 、

朱元鼎 1 9 3 1一5 8 、

伍献文和王以康 1 9 3 1一 3 3 、

陈兼善 19 3 , 一4 8
、

方炳文 1 9 3 4 、

顾光中

1 9 3 3 、

王以康 19 3 3一 3 5 、

瀑独新 1 9 3 斗一3 7 、

林书颜 1 9 3 5一 3 5
、

张春霖 1 9 3 ,一 5 5 。

尤其是

解放后中国科学院海洋生物研究所
,

动物研究所
,

上海水产学院
,

水产部黄海水产研究所
,

南海水产研究所以及辽宁
、

河北
、

山东
、

江苏
、

浙江
、

福建各地水产截阶所等
,

都先后进行了

一系列的刹查研究
。

水产部黄海水产研究所与苏联大平洋海洋派业及海洋学研究所于
1 95 7一 , 8 年合作对东海

、

黄海樵场进行了漪查
,

并取得了重大的成果
。

握过百多年的稠查研究已握集显了不少关于水产青源方面时食料
。

解放以来
,

在党

的正确倾导下
,

祖国水产事业随着社会主义建魏事业的发展
,

正在一 日千里地大跃进
,

在

研究工作密切桔合生产
、

为生产服务的正确方封指导下
,

全面地
、

有爵划的水产研究工作

巳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中
。

一
、

黄海和东海的自然环境

黄海和东海音为倾斜度小而平坦的大陆棚地带
,

大部海区的深度都不超过 2 00 米
。

黄

海在北部最深处为 80 米
,

在济州岛附近为 1 80 米
。

东海在浙江
、

福建的沿海地区
,

一般告

不超过 40 米
,

只在琉球攀岛西侧狭窄地区最深到 2 0 0 0 米
。

故黄海和黄海深度与相邻近

的白令海
、

日本海大部深达 4 0 0 0 米以上的深海盆地相比
,

有极大的不同
。

从与焦类分布有密切关系的底厦来看
,

黄海沿岸岛屿很少
, ’

多半为开朋的泥砂海岸
。

黄海的泥厦底分布甚广
,

在西部深度 25 一30 米和东部深度 1 00 米告为软泥厦 (包括范围

大的为 32
“

30
‘

一3 7
“

N
, 122

“

一12 5 “

30 ,E )
。

在黄海与东海交界处为泥质砂
。

东海的特点有

显著不同
,

沿岸多位于岩石的山麓
、

岛屿星罗棋布
,

尤其在浙江沿海
,

大小岛呜竟达 8 00 个

么上
。

东海底厦随沿海深度不同
,

从砂质软泥到泥厦砂
,

在 1 50 米深度处棘变为砂或砂与

只壳的沉积阅。

黄海和东海位于太平洋西部温带地区
,

跨寒带与亚热带之简
,

所以其北部多季具有寒

带气候
,

而南部夏季刻具有热带气候
。

春季和夏季(以 5 月和 8 月为代表)
,

气温高过表

. 中国科学院海洋研宪所碉查研究报告第科 号
。

助 本文承上海水产学院朱元鼎毅授提供舒多宝食意觅、特此游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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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水温 1一 3弋
。

冬季和春季 (以 2 月和 5 月为代表 )
,

气温低于表面水温 3一so c 。

表面

水温与 2 5 米水层水温
,

春季相差为 5 O c 左右
,

夏季相差达 1 oo c 以上
。

黄海和东海的盐度变化
,

受季节性及河流洪水冲入的影响
。

在春季与冬季盐分变化
范围较小

,

一般由 30
.

5痴到 32
.

5殉之简
。

夏季盐分变化较大
,

例如
,

渤海口 由于淡水的冲

出
,

盐分低于 30 瓜
,

而长江 口外
,

因洪水入海
,

亦低达 22 殉以下
。

关于黄
、

渤海和东海底栖生物的类翠和生物量
,

据 1 9分 年冬季青料
,

大部分底栖生物
量不超过 20 一 4 0 9 /扩

,

只在少数地区达 1 00 一 1 3 2 9 /澎
。

底栖生物类军的地理分布
:

1)

在东海北部 中央区以甲壳类的长尾类
、

短尾类
、

海参类占优势
。 2 )在黄海济州岛西南区

似蛇尾类占艳对优势
。 3 )在东海舟山摹岛外海区以海星类 占最大优势

,

而腹足类次之。

的 在东海中部中央区以腹足类占压倒优势
,

而四朝海棉次之
。 , )在东海温州东南区

,

虾
类

、

头足类
、

海星类都是占优势的类草[l1]
。

二
、

黄海和东海的主耍翘济焦类

黄海和东海的焦类种类繁多
,

黄海产焦类有 25 0 余种
,

东海产焦类豹达 40 0 种左右
。

其中以底层和中底层焦类为主
,

而上层惫类占少数
。

一般生活于 1 00 米以内的浅海区
,

作

短距离区域性的移动
,

甚少远出重洋作长距离的洞游
,

同时在焦类数量变动五
,

也比较稳

定
。

虽有些种类
,

近年来单位网次产量有逐渐下降趋势
,

然到 目前止
,

变动井不太大
,

如今

后注意合理捕捞
,

有爵划生产拜在繁殖保护上及时采取一些措施
,

简可达到增产的 目标
。

兹先将主要握济种类叙述如下 :

I、

小黄焦 (Ps
e u

dqs
c ia e n a p o ly a e tis B lee k e r

) (黄花惫
、

小黄花
、

小群
、

古焦)
。

尸卿d o s ci aen a Po z夕配t1’s B lee k e r ,

1 5 7 7
,

v ers l
.

A 及a d
.

A m “盯J“m
,

P , o t,, V er b
. ,

2 4 ;

18 7 9
,

V erk
·

A左
a d

·

A m st , d a m
,

1 8
,

5
,

PI
.

1
,

fig
.

1 (上海)
.

S ci a e n a o a n c人u 厅ca Jo r d a n & T h o m p s
on

,

1 9 1 1
,

P r o e
.

U
.

S
.

N “ t
.

M “5
. ,

3 9
,

2 5 5 ,

fiz
·

3 (旅顺)
.

p
seu

d o s ci a口, a
_

u , d o t, itta ta (n
o n Ia d a n & Se a le) Lin

,

1 9 3 5
,

B “11
.

C 几。砂
“。 9 p r o 。 ,

Fi s左
.

E x p t
.

sta
. ,

l (1 )
,

9 fig s
.

4一5
.

小黄焦分布于我国东海
、

黄海和渤海
,

一部到朝解西岸
。

普通熟为有三个种摹 : 北部

种覃
—

活动于黄海与渤海之简
,

越冬锡为 33
“

一35
“

N
,
1 2 3

“

一 1 24
“

E; 中部种拿
—

活
‘

动于黄海南部和东海北部
,

越冬锡为 32
“

一34
”

N
, 1 2 3 “

一 1 2 ,
”

30
‘E ; 南部 种摹

—
活劝

于东海南部与台湾海峡之简
,

越冬锡为 2 8 “

一29
“

N
, 12 2 。

一 12 3
“

E 。

小黄焦适温范围颇

广
,

的 6一20
“

C 简
,

产卵泅游期适温为 11 一1 3
“

C ,

喜栖息于水深 20 一80 米而不超过

1 05 米的泥盾砂海底的底层和中层
。

成焦主要解料为糠虾 (Ne
口m y后 万。 ,

衍)
、

中国毛虾
(Ac etes cki 。。白

、

小天竺酮 (A , ogo
。 , p p

.

)和虾虎焦类 (G
口

bit’dae )等
。

生殖焦草主要年龄

为 2一 5 岁
。

卵为浮性卵
,

含油球一个
,

成熟卵径为 1
.

0一1
.

5 毫米
,

含卵量在 2 0,0 00 一

30 1 ,

00 0 之简
。

生殖期 自 斗到 7 月
,

生殖旺期为 5 月
,

并密集向大陆河 口水深 , 一22 米处

产卵
。

小黄焦体中等大
, 2一5 岁焦体长为 140 一26 0 毫米

,

平均体重为 60 一 6 30 克
。

小黄

焦为我国海洋握济焦类中产量最膏者
, ‘”””年派获量达 “‘

,

42 ”
·

”‘吨
。

风帆船捕获量占

7 6. 36 界
,

机翰占 23
.

64 拓 ; 以海区分时
,

渤海占 40
.

5 %
,

黄海占 41 .2 4 务
,

东海占 18
.

26 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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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 目前为止看来
,

小黄焦是属于产量高
、

青源补充力张的种类Iz, ,
·
‘31 。

11
、

大黄焦 (Ps
e u

do
s e ia e n a cr o e e a壁(R ic h a rd s o n )) (大黄花

、

大解
、

金龙
、

大仲 )

Sci a 己刀‘ cr 口‘‘绍

P‘己u d os c ia 口n a

p l
.

6 (香港)
.

R ieh
a r d so o 1 8 4 6

,

I c滩跪
.

C 左i, a JaPO n ,

2 2 4 (中国)
.

a m b lyc

绑 B le eke r ,

1 8 6 3
,

肠d
·

巧击
c汤,

·

D io r
反

· ,

1
,

1 4 2

u ”d o , itta ta Jo rd a n & S e

ale
,

1 9 0 5
,

P ro c
.

D a , 朗Po rt A ca d
.

(

协

大黄焦分布于我国南海和东海 (黄海南部一小部亦有零星分布)
。

就现在初步 了解
,

大黄焦可分为四个种覃 :南海的粤西和粤东各有一种草
,

生殖期为 10 一 3 月
。

东海亦分二

种覃
,

郎移动于福建三都澳和浙江温州外海的南洋种草
,

以及移动于浙江岱衔洋与嗓泅近

海的北洋种翠
,

其生殖期均为 4一6 月
。

大黄焦属于暖水性中上层惫类
,

适温范围为 19 一
2 斗

“

c ,

喜栖息于水深不超过 60 米的软泥或泥盾砂海区
。

主要捅踢告位于 1 2 2 ”3 0 ,E 以内
,

故只限产于我国东海和南海的近海
,

似不游往其他国的镇海内
,

故大黄惫有我国
“
家焦

”
之

称
。

成焦解料为虾类
、

虾姑
、

梅量焦
、

龙头焦
、

脐焦等小焦
。

卵为浮性卵
,

合油球一个
,

成熟

卵径为 1
.

2 87 一 1
.

3 86 毫米
。

油球径 0. 33 7一 0. 40 3 毫米
。

天黄焦性喜急流
,

大潮时上浮
,

小

潮时下沉
,

产卵于软泥或泥盾砂浅滩
。

大黄焦体形较夫
, ‘2一7 岁焦体长为 1 10 一41 0 毫米

,

平均休重 50 0一 14 0 0 克
。

1 9 5 6 年全国大黄惫捕获量的在 10 万吨左右
,

广东产量为 9 7 62
.

6

吨
,

浙江豹占总产量之 3 / 4 。

主要生产为风帆船
,

网具为小对网
、

大捕网
、

流网
、

小豹
、

围网

以及撤舶派业
,

现已征实了撤舫庶业严重的揖害了大黄惫青源
,

浙江已完全禁止这项作

业
,

广东亦逐步在取稀中 [2. 5,8 1。
.

111
、

带象 (Tr ie hiu r 。: ha u m e la (F o r s

ka l))(刀惫
、

牙带
、

麟刀焦
、

白带惫
、

禺鬃带 )
.

C I“Pe a 去a “ m e la F o r sk a l
,

17 7 5
,

D es c r iPt
·

A n 若, 浮l
· ,

p
.

2 7
,

Mo e h a ,

R e d S o a
.

T , ic 左iu ; u s 五a u 。。la B lee k e r ,

1 8 4多
,

Na
t

.

G 口,

二反
.

A r c方
.

N e了一I n J
. ,

2
,

p
.

5 1 6
,

B a ta v ia
,

J
a v a .

带焦分布范围极广
,

从杠海
、

非洲东岸
、

印度沿海
、

京印度草岛
、

菲律宾
、

中国的南海
、

东海和黄了每及至朝解
、

日本沿海一带
。

关于黄海和东海的带焦
,

一般熟为有三个地方种军
,

启p北部种覃
—

移动于黄渤海北部和黄海东南部之简
,

越冬爆为 32
“

一34
“

N
、

12 4 “ 3 0
‘

一

12 ““ E ,中部种草一
移动于黄海济州岛南方和东海北部之熙 越冬踢为 3 ”

。

3 0’一3 2
O

N
、

1 2 5
”

一12 6
“

30 ,E ; 南部种草
—

移动于东 海南 部 与 台湾海峡 之 简
,

越冬 坍为 26
“

一

27
O

30’N ; 1 21
“

一12 2
“

30
’

E 。

带焦属兑猛性惫类
,

以中小型焦类
、

虾类及扁贼等 为 食 鲜
。

适温范围为 n 一 1so c 。

带焦的产卵区主要在水深 7一22 米的大陆河 口处
,

其产卵期在东

海较黄海为早
。

其卵为浮性卵
,

成熟卵径为 1
.

62 一1
.

83 毫米
,

含卵量 7 6 2 0 0一12 0 , 。0 0 粒
。

带焦于天气温暖时焦草分散
,

寒冷时焦草密集 ; 大潮时起浮
,

小潮时下沉 ; 白天栖息海底
,

夜简起浮
,

黎明时下沉
。

带焦是我国海产主要握济焦类之一
。 1 9 5 5 年总产量达 133 ,5 38

.

88

吨
,

仅次于小黄焦
。

风帆船的憔获量占总产量 90 拓以上
,

机翰只占 l一 2并
。

庶具主要为

延视钓
、

圆网
、

小对网
、

大围髻
,

其次为拖网及张网等tl, 2 ,s1
。

iv
.

的焦 (n is。。 。lo n , a t人(B
e

nn
e tt )) (脍焦

、

白麟焦
、

力焦
、

曹 白焦 )
.

A lo 二 elo n邵ta B e n n e tt
,

1 5 3 0
,

L价
o f R a ff肠

,

p
.

6 9 1 (s
u m at r a

)
.

嫩焦属亚热带种类
,

自印度洋
、

东印度草岛
、

越南以达我国南海
、

东海毛黄渤海
、

朝群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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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
。

每年春季游向近岸
,

产卵于8一11 米的泥砂厦浅海
,

其生殖期适温范围为23 一26
“
C
。

东海庶汛较早
,

一般为 4一5 月
,

黄海稍晚
,

一般为 , 月下旬到 6 月冲旬
。

成熟卵径为

2
.

21 一 2
.

48 毫米
,

油球径为 1
.

7一1
.

8 7 毫米
,

含卵量为 1 10
, 0 0 0 粒左右

。

当年生小焦
,

东海

在 10 月初体长达 68 一7 5 毫米
。

锄焦食甲壳类的长尾类和短尾类为主
,

白天游泳于水的

中下层
,

夜简与黎明上升至水的中上层
,

小潮时起浮
,

大潮时下沉
。 1 9 5 5 年撅 获量 为

34 ,0 00 吨左右
。

挽具以流网
、

小对网
、

圆网
、

风网为主
,

拖网与延视钓次之[2.1 ,lo

v
.

其他种类 上面所述小黄惫
、

大黄焦
、

带焦
、

姗焦为黄海和东海主要的樱济惫类
,

除这四种外
,

在这海域里尚有年产量由数千吨到几万吨的食用焦类
,

不下数十种
,

这些焦

类非但分类地位相距悬殊
,

而生活习性
、

分布区域和所在水层亦是多样化的
。

现在献以分

类系兢
,

选其中具有握济价值的略作如下介貂
:

(1) 板鳃类
:
板鳃类广泛分布于黄海和东海中

,

黄海产有 3 7 种
,

东海产达 7 0 种以上
。

扁头哈那麓 (万
o to r五夕。c汤u , 户za t , e

ePk
a lu s

(T
e n o re

))
,

每年夏季出现于黄海山东高角
,

体

重由数百斤到千斤
,

肝合油量达 加外以上
,

为制焦肝油的良好原料
。

姥胶 (c 。。从动 ,

。碱二。 (cu
n
ne r) ) 和触试(R 汤动co 而

。 即钾
才 sm it h ) 这些体重在万斤的大型装类

,

每年

春夏之交
,

出现于浙江温州外海
。

此外
,

产量相当多而分布广的各种鳍 (R咖
s
PP

.

)
、

红

(D卿ati
, s

PP
.

)等等
。

估舒黄海和东海板鳃类年产量在 5 万吨以上
。

板鳃类的青源在我

国潜力还很丰富
,

有待进一步捕捞和利用 [alo

(2 )其 口焦类 : 具 口焦类在黄海有 21 。余种
,

东海有 3钓余种
。

包括麟形 目到婉形
目

,

艳大多数属亚热带性焦类
,

只有少数几种属于寒带性焦炙
,

以中
、

底层焦类为主
,

上层

焦类次之 [4,7 〕。

在麟形 目中除脚惫外
,

具有握济价值的种类
,

肯有躲焦 (黄泽) (c l“和招o d o 绍
娜

, 。公扭r

(T
.

& 5
.

))
、

青麟焦 (青皮)(H
a r o g u za 二u ,

而 Blee ke r
)
、

醚(海涎 )(石
。g。翻行 j‘p o 。纪“‘ (T

,

& 5
.

))
、

脐(风尾焦)(c
o izia : p p

.

)
,

黄海
、

东海均产之
。

瓣焦 (三来)(H il二
r
“

t, 口511 (R ieha rd
-

so n) ) 分部于东海及南海
,

并于春季上溯入江内
。

灯能焦 目中具有握济价值的种类不多
,

分布于黄
、

东海的有蛇峭 (狗母焦) (s。厅面

sP p
.

)
,

分布东海有龙头焦 (虾爆)( Ha
rPo 面

, , 动

~
(H

.

B
.

))
、

七星焦 (My“口琳
“m s

PP
.

)

此两魏焦虽属于杂焦类
,

但在浙江沿海一带分布退盯‘
,

产量亦较高
。

鳗媲目中只海鳗 (M
邵

一。
二 ci 口

~
,
印or sk 各l)) 产量大

,

具有樱济价值
,

分布广
,

我

国沿海均产之
。

蟾形 目中的瞻焦 (大口焦)(Ga du
; m o cr oc ‘p左al o Ti les ius )每年冬季出现于黄海北部

,

但产量不大
。 1 9 , 5年产量为 4 1 9 6

.

0 6 吨
, 19 , 6 年产量下降为 3 3 7 4

.

3 6 吨
。 .

麟形目中袒济种类有缝焦(M
“乡l , 汤a lu s L‘n n a e u s

)
、

簿焦 (M
“g ￡15 0 一

爪, B a silew s ky)
,

它俩都是海港放养的良好对象
。

服形目中具食用握济价值的种类繁多
:
在酮科中 有具 姆 (加吉 焦

、

加拉焦
、

嫩焦)

(尸
口g 犷口了口、。 。ajo r

(T
.

& 5
.

))和黑姆 (海附
、

黑竣) (5如
尹。, 二acr

o c即左。彻 (B
a si卜w sky))

分布于黄
、

东
、

南海 ; 黄幽 (黄加拉
、

黄酸 ) (Tai us tu m ifro 。 ;
(T

.

& 5
.

))和长棘姆 (赤鬃
、

盘

子焦)(Ar gy ro 芦 bl ee 反eri os hi m a) BIJ 分布于东海和南海
。

在石首焦科中除上述大
、

小黄惫

外
,

在我国沿海广泛分布的还有娩(Mi ic 人t左, s , iiu , (B
a s ile w s ky))

、

黄姑焦(Ni b o a l‘fzor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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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 ich ar d so n
))

、

白姑焦(价gy r。。。姗 ar gen 招t, (H
o ut tu yn

)) ; 只分布于东海和南海的有毛

常焦 (Ni 石ea di ac 而动。,
(L

a e如配e
))

、

牙缄 (o to lit孟。 盯 g印t。, e u v加r
)
、

聚城 (s百助
。‘

而翩。‘己厅 (c
.

& v
.

))o 在掺科中除竹黄焦 (刺蛛
、

池焦)(了阳比, , 夕即
口耐件,

(T
.

& 5
.

))

分布广而产量大外
,

还有圆缪 (滚子焦
、

焉鳃棍)(D胡Pt 即“ , , 盯匆岔万 (T
.

& 5
.

))
、

大甲够

(敛甲池
、

大甲池) (Mega
la s户若5 co rd 刃a

(L
.

))
、

掺 (c , an : sP p
.

) 等分布于南海和东海南

部的南方种类
。

在蜻科中的蛤焦 (P
,

~
at 口
琳

口、, ia P伽i。 ,
(H

o ut t
uy n) ) 广泛分布于太

平洋各地
,

我国烟台外海为一主要滚锡
。 1 9 , 3一54 年烟台蛤焦总产量为 9, 6”

.

5一8, 90 8
.

7

吨
,

到 19 56 年总产量急蹂下降到 8 38 .4 吨
, l夕5 7 年稍增为 1 , 0 5 5 , l吨

,

由此看来
,

蛤焦青源的

波动是极大的
。

在鱿科中分布广的有蓝点鱿(sa ~
召 ,

娜
口演。

(C
.

& v. ))
,

分布于东海祖

南海吃有康氏鱿 (思交焦)(伪b依m co 二m ers
。

诫 (L
a c乙砂de))

。

其他具食用握济价值种类的

还有筋妹科币的肛娘焦(杠娘子
、

杠头焦) 狂ePi 而沉g la 。汤即
公盯‘ G o

nth er ) 和操鳍焦 (椽

翅) (“戒do 厉动肠厂 扣二试L
.

, G
.

)) ; 朔科中的簇娟 (白昌
、

平焦) (s tro o a

teo i衍
a r窟吟n -

te移s

(E
u p hr a s e n

)); 蛹科中的蛹焦 (牛尾焦) 护za t夕c eP 4 a z“, io J介侧,
(L

.

))和妈蛹 (大眼蛹)

(C
o rC ‘u

s c‘o c o d ilu ,
(T ile siu s

))
,

省在我国分布甚广
。

蝶形 目完全属于底栖焦类
,

我国沿海分布亦广
。

在黄海和东海中具樱济价值的种类

中 : 牙解 (大牙片) (尸
‘犷“li幼 t妙

,

oli
,

ace 。 (T
.

& S. ))
、

木叶蝶
一

(鼓眼
、

砂翰) (Pl 。
-

ro 二

汉必声 co 。“绍,
(T

.

& 5
.

))
、

高眼蝶 (小长脖) (cl 蕊介石如es 去。,
“污形 (s

e h功idt ))
、

黄

盖蝶 (小嘴 ) (尸二
“J 。, leu

r 。。。 , es , o反。汤a o a
。

(G o n t加 r
)

.

) 以及舌摄 (c yn o : z。。
, s p p

.

)等

等
。

最后提一下属于纯形 目的河纯 (s琳er oi ‘es s
PP

.

) 种类不下十余种
,

河婉虽属有毒惫

类 (肝
、

卵巢及血液有剧毒 )
。

然从其肉盾韧腻
、

产量大而分布广看来
,

仍可列为握济焦类

之一
。

现在市面出售前都进行加工硷制
,

除去内脏有毒部分
,

制成河珑干亦为一般拿众所

乐于食用
。

三
、

桔 输

黄海和东海的握济焦类区系与邻近海域作一此鼓时
,

极易看出有显著不同之点
。

黄

海北部虽接近 日本海和鄂霍次克海
,

但在 日本和朝解产量高的上 层 焦类如太平 洋解

[ (c z“

娜 和 zzas ii (e
.

良v
‘

) ]和秋刀焦 [ c o zo za 石行 , ai r。
(B

r o vo o rt
)l

,

以及溯河性焦类如大

麻哈焦 [o 。‘or 入夕, c五u s 左e ta
(w

a lba u m ) ] 、鸵背触焦 [ o , e o r左yo c五。 5
90

, b 。、人‘
·

(W
a lb a u m ) ]

等在我国黄海均不产
。

又如在西北太平洋产量高的握济种类
:
瞻焦 (‘

。J公 m ac ro c e
乡汤

a l二

Ti 正siu s)
、

明太焦 〔孙era g 犷‘ 动a

lco 脚, , 武Pa lla s) ]
,

在黄海北部虽有分布
,

但摹休甚小
。

黄海蟾焦产量在 1 9 5 5 年为 4 1 9 6
.

0 6 吨
,
而 1 9 , 6 年只 33 7 4

.

3 6 吨
。

东海的南部以台潜海峡与南海相速
,

在焦类 区系上
,

福建南部海区有多种樱济种类与

南海相同
,

例如
:
金袋惫 (肛三) INe 叨iPt

e、 , ‘, ga tus (H ou tt uy n )t1
、

划
,

眉 笛 明 (划 眉)

【乙“tia
。。 ‘tta (Q

.

& G
.

) ]
、

喇焦 (丁公) 〔孙少护
口, 幼即‘声 (C

.

& v. ) ]
。

但有些种类在

南海涂业上占有重要地位的如叙鳍笛明 (杠焦 ) [乙俐‘朋“, er y幼犷口户介丫。 (Bl 钾h) 〕
、

二长棘

躺义波肚) [A 馆尹oPs 械ta (T , ak a) 〕替不产于东海
。

总之
,

黄海和东海有广大的浅海大陆棚地带
,

有众多的河流入海
,

气候处于温带地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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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海洋自然环境形成了爵多地方性的典型惫类
,

并丰富了这两海区的天然食源
。

今后

应进一步地采取有效措施
,

在砚有丰富查源的基础上
,

为提高产量
,

提供人民需要的
、

更丰

富的物美价廉的水产品
,

使沿海樵业为祖国社会主义建忍事业累积更多的青金
。

主 要 参 考 文 献

「1 〕中央水产实除所
,
1953

.

山东沿海重要艇济焦类标豁放流工作报告
。

中央水产实麟所研宪报告第 2 号
。

〔2J 朱元鼎
,
195 7

.

中国主要海洋愧业生物学基础的参考餐料(油印本)o
1 3] 朱元鼎

,
19阳

.

中国板鳃类香源及其利用的商榷
。

海洋与湖沼
,
1(3 ): 3 25 一33 6a

[ 斗 ] 成庆泰
,
19多6

.

中国海产习见焦类
。

生物学菠报
,
19 5 6 (1 2 ) : 1 8一2 2

。

【5J 成庆泰
,
195 7

.

租国海产四大激业
。

学艺水产月刊
,
1 9 57 (z)

: 2一5
。

[ 6 ] 克利黯娃
,
19 5 8

.

海洋地盾图
。

海洋与湖沼
,
1(2) : 243 - 2 5斗

。

[ 7 J 张春霖等
,
1好5

.

黄渤海焦类荆查报告
。

科学出版社
。

〔8 1 黄文漫
,

19 阳
.

我国四大焦族的徊游路钱和概况
。

中国海洋湖沼学会会熟第一期
,

31 一和真
。

tg 〕浙江水产局
,
1956

.

浙江南部沿海水产香源稠查报告么
[ 10 } 管秉鬓

,
1好 7

.

中国沿海的表面海流与风的关系的初步研究
。

海洋与湖沼
,

1巴) : 92 一1 2 2
。

【1 1 ] 推金斯基 A
.

n
. ,

1夕58
.

1另7一占8年中苏东海黄海憔踢稠查总精
。

黄海水产研究所 (油 印本)
。

口2] 字田道隆
,
193 6

.

日本及其接邻海区的海况
。

水产拭除踢报告第二号
,

91 一1 51 直
。

口3] 池田郁夫
,
19弘

.

黄花焦的查源研宪
。
日本西海区水产研究所报告 4 号

。

[1 们 松井魁
、

高井彻
,

19 书
.

黄海东海重要趣济焦类的生态研宪
。

第二水产耕习所研究报告
,

第 1卷
,
1 号

。

「15 1 Ba s ilew
sk y

,

5
. ,

18 55
.

Ich th yo g ra
曲ia C hin a e 卜o re alis

.

No
。乙 Me m

.

s o e
.

从
t

.

M o sc
ou

,

1 0 : 2 15ee 2 6 4
‘

汇16 ] C h e n ,

T
.

F
.

(陈兼善)
,

19 4 8
.

T he sh a rk s
(P!e

u , .o

tre 脚
a 故) o f C hin a

.

口tt

叭 IO 。几 了戚。
n M u ,

. ,

1 (2 ) ;

2 1一斗5
-

117 ] e he n ,

T
.

F
,

(陈兼善)
,

19 4 5
.

N o t e s o n ‘h : fish
一

fa u n a o f Ta iw a n
.

w ith d e s Cr ip tio n o f a n ew sp e c ie , o f

Da
,夕a后

.

口“a叮
.

Io u 八 T a

~
n M “介 ,

1 (3 ) ; l一 1 4
·

tls] C he n
,

T
二
F

.

(陈兼善) 19 4 8
.

A syn
叩

5 15 o f the p la ro s o m a e o f Gh in a
.

Q u a r‘ 1
0 “八 丁ai 留a n 对。‘

,

1(4); 2 3一

5 0
.

工19 1 Fa
n g ,

p
.

W
.

(方炳文 )
,

19 3 4
.

s t ud y o n the fishe s re fe r r in g to sa la o g 心‘。 o f C hin a
.

sin o n

sia
,

4 (9 ) ; 2 3 1一
2 6 8

.

12 0 1 F a n g
,

P
.

W. (方炳文 )
,

a n d w
a n g

,

正
.

只 (王以康 )
,

29 32
.

T h。 elasm o bra n ch 认沈 fish e s o f sh a n g tu n g

C o a s t
.

c o 刀扮
.

召如1
.

压 b
.

s c f
.

s o c
.

Chin a
,

8 (8 ) : 2 13
- we 2 8 3

、

f2 1 ] G 而
th e r ,

A
二

1 87 3
.

Re 卯
r t o n a c o lle c t io n o f fi亦 e s fr

om C hin a
.

才。 刀
.

& 几介9
.

Na
t- 子l云t. ,

1 2 (斗) : 2 3 9一2 5 0
·

[2 2 ] G On th er, A
. ,

25 7 3
.

o n a e o lle e tio n o f fishe s f
r‘〕rrl Ch efo o ,

N o釜th C hin a
.

话汉
,

1 2 (4) : 3 , 7
月

5 0
.

[2 3 ] G 让n the r ,

A
, ,

、8 73
.

T hird n o ti e。 o f a

col le c tio n o , fishe s m ad e b y M r
.

sw in ho e in e hin a
.

i石讨
. ,

1 3 (4 );

1, 4一15 9
.

「2牛] Jo rd a n ,

D 5
.

a n d se ale ,

A
· ,

190 5
.

L is t o f fishe s c o工le c te d in 18 82一18 83 by p ie r r e L o u is Jo u y a t sha n g hai

a n d H o n g k o n g
,

c hin a
.

枷
c

.

v
.

5
.

脚
了

.

材“ ,
· ,

2 9 ; 5 17一52 9
,

「2 5 ] Jo r d a n
,

D
.

s
·

a n d s ta rk s ,

E
.

c
· ,

19 0 6
.

N o te s o n a c o llee tio n o f fi咖 e s fro m p o r t A r thu r ,

M a n ch u r ia
,

Ob
-

tain e d by Jam e s
Fr

a n c is A bb o tt
.

Ib ‘d
· ,

3 1,; ,几,一5 2 6
·

正2 6 ] L‘n
,

s
.

y. (林书颇)
,

‘93 5
·

No
te s o n s o m e im p o r ta n t sc ia en 记 f‘S he s

.
o f C h‘n a

·

B u

U
·

C为e

左心
n 、 P)

·

O 。、

Fis h
·

公P
.

黝
. ,

1 (1 ); l一3 0
.

〔27 ] L in
,

5
.

Y
.

(林书薄)
,

1 9 3 8
,

F u r the r n o te s 。汗 : c兹e n id f达h。、 o f c hin a
.

L io g o a , s c i Io o r. 1 7 (1一斗) ; 3 3一
4 3

,

2
0

6 2一 173、3 67月 52
,

弓3 9一5 50
.

〔2 8 ] o 由 im a ,

M
. ,

29 2 7
.

A r e v ie w o f th o sp a r o id fishe、 fo u n d in th “ wa te r of Fo
r m o s a

·

la 户
·

10 ;‘r. 2 0 0 1.
,

1 ;

12 7一1 55
.

「2 9 ] Ta
n g

,

D
.

s
·

(渴独新)
.

19 3 7
·

A s t u d y o f s c ia e n o id fi, he s o f C h in a
·

A 您。 ,
.

入了盯
.

Bio l
·

B o ll
· ,

2 ; 4 7一 88
·

[3 0 ] 及h a n g ,

T
.

L
.

(张春霖)
,

19 3多
.

No
te s
姐 so m e c hin e s e p anl p a n o s

.

万cl’. Q“a rt. Na
t

.

U 。加
.

Pe 友i
n 乙 5 (2 ) ;

3 59一3 70
.

夕

[3 1 ] T eh a n g
,

T
.

L
.

(张春霖)
,

19 3 8
.

s o

me Chin ese clu p o id fish es
.

勘11
.

Fa
打

.

沁水
.

In , 一
而l、 7 ; 3 3一 3‘

.

〔32 1 Tc h a n g ,

T
·

七
.

(张春霖)
, ‘

19 4 o
.

No
忙5 o n so lne

ela s

mo br a n chia ‘e fishe s
·

ib心
· ,

1 0 ; 159一梦6
.

[3 3 ] w
a n g

,

K
.

F
.

(王以康 )
,

19 33
.

S t’U d y o f the tele o s, fish e s o f e o a s净1 r eg io n o f sha n tu n g
,

I
.

c 。。tr
·

及0 1. 肠b
.

选

元

S c l. S o c
.

[3 4 1 W
a n g

,

K
.

名7一1 1 7
。

C为i刀a ,

9 (1 ): l一76
.

F
.

(王 以康)
.

2 95 3
.

p r elim in a ry n o te s o n th e f又she s o f c hek ian g (E la sm o bra n eho s)
.

1云i岔
. ,

, (3 );



士 期 成庆泰 : 黄海和东海握济焦类区系 5 9

W
a n g, K

.

F
.

斗8 1

(王以康)
,

19 3 5
.

stu d y o f th e te leo st fishes o f e o a st 代g io n sha n tu n g
.

11
.

t’b id.
,

10 (9 ); 3 9 3一

W
u ,

H
.

w
.

(伍献文)
,

19 3 2
.

C on tr ibu tion 盏 l
’

己ru d e 。“p hol ogi q u e
.

bi ol嘟q u 。 e r s”企细
a ri q u e d es 附

s

二
s

H o t e r o s

om es 士 Ia c hin e ,

p a ris
, .

2一1 79
.

w
u ,

H
.

W
.

(伍献文) a n d w
a n g

.

K
.

F
.

(王以康)
,

1 93 3
.

su p p lem en ta ry n o 忱5 o n th e fishe s of H ete r o s o m 寻te

of c h in a
.

e o刀, ri
.

刀苦口1
.

‘动
.

5百
.

s oc
.

c 八ln 气 9 (7) ; 2 9 7一3 0
「

4
.

6]51匀
,j�jrjrLJr三Lr.L

NO T邱 O N T H E E CO N O MI C FISH FA V N A O F YEL LO W
S军A A ND E A ST CH INA SEA

礁
C

.

T. C H E N e

(In stit
“介 01 0 、肋lo gy

,

A ca d‘二触 Si 旅ica )

A B sT助e r

淤

T h e Ye llow Se a r eg ) o n a n d a larze 那r t o f E a s r

Ch i n a Se a b e lo n g to th e

tem 详ra te zo n e
.

了、e

com mon
e e o n o m ie fis he s in b o th s e as a re q u ite nu me

r o u s
.

T he p re se n t p a pe r
,

15 只o t i n te n de d t o

de sc r

ibe i n
·

d e t ails th e fi
sh fa u n a o f th es e reg io n s ,

b u t o n ly g ive s a b r ie f a cc o un t 抚 th e re p r e se n tat iv e

ty详 5 w hi
e
h h

a v。 im 即 rta n t 。c o n

om i。 , a lu e
s .

叭
r st 。f a ll

,

山ey a re
, t址 , m a lz 。 ro a k e r 尸re u j o sc动若

n a

Po
ly a

面 B le ek e r ,

th e la rg e e roa k e
r
几亡u do sci aen

a c r o

cea ( R ie ha r dso n )
,

the g ird le fi sh T万c hiu ru ,

人a “m ela (F
o r sk各l) a n d the W hi te

一se a le he rri n g llts 人a elo
n

脚
a
(Be

n n ett ) w hic h a re the m o st

im po r

如
t ec o n

om ic 川a rin e fi she s o f C hin a
.

T he sm a ll e ro ak e r ,

乃‘、J山‘召‘, a 户oly
“邵认 is a m ig ra to r y fi sh

.

外
e y u su ally live a t d e p th s

咖
u t 2 0一70 m e tres w he re the bot tom

15 s a n d y a n d m u d dy
.

T h e 叩
tim u m w a te r te m 体ra -

tu re 15 a b o u t 11
。

一 13
O

C
.

A cc o rd in g to the lo e a lity a n d the m ig ra t io n c ha rac te r , sm a ll
一

c ro a e ke r

o ff , he C hi讹se C o a s t c a n ‘e
‘

d iv i幸d i n to th re e 盯o u 那 : 1)
“s o u the m g ro 叩

” w hi e h ha ve t he ir

w i n te ri n g g r o u r d in th e so u

the
rn 界rt o f E a st Se a (2 8

’

司 9
0

N
.

122
’

一123
0

E
.

) ; 2 )
“Cen tr al

g ro u p
, ,

w h ic h have th e i r w i n te ri鳍 g r ou n d o任 the c o a st 璐 the p ro v ince
o f 儿an g su

(32
。

- 34
“

N
.

12 3
’

一12 5
0

3 0
‘

E
.

) a n d 3 )
“
N or t
卜
e
rn g o u P” w h i eh ha ve th

e i r wi n “ri n g 脚
u n d in the

so u th e rn

p a r t o f 狡l份w S e a ( 3 3
“

一35
0

N
.

12 3
。

一12 4
0

E
.

)
.

Th
e

、

fi sh i n g g ro u n d o f sm a ll e r o ak e r o ff
th己 C hi n e se c o as t oc e u p ie s a w id e a re a e x 比n d in g fro m th e p ro v i n ce o f Fu k企n in th e so u oh to tha
L iao

一

tu 鳍 P e n in s u la in th e n o rth
.

A 卜the ti : n e e f sPa wi 叹 m ig rati on
,

the y m ig ra t e to g e th e r an d

fo rm a la r肛 g ro u P
. 、

A n n ua l to tal e a tc h o f th e sm al l e roa k e r 15 a bo u t 14 0
,

000 to n 犷 ( 195 5 )
, o f w hic h

Po
一

ha i ren re se n t a bo u t 4 0
.

5%
,

Ye llo w Se a
,

.

4 1
.

2%
, a n d E a st Se a, 18

.

3%
.

Th
e large

e ro a k e r ,

几
‘u d“蕊‘亡n a cr o ce a ,

15 a k i n d o f w a rm
目

w a t e r fi sh loc ate d in the S o u th

Chin 冬 Sea ‘n d E a st Ch in a se a
(2 0

。

司
o

O

N
·

110
。

一125
O

E )
, o n ly occ

a si o n ally fo u n d i n the

Ye llo w se a
.

T he i : o p tim u m w a丘r

tem 讲r a tu re 15 19
。

月
4

’

C
.

Th
e y live a t d印ths abo u t l,一O

mc
te r : w he re the 七o ttom

is sa n dy
‘

a n d m u d dy
.

T h e ir be ha v ior d u ri n g the 卿w in g m igr
a t io n 15 th

e

,

am
e a s th a t of th e sm a ll 。r o ak

e r
.

A n n u a l to ta l e a tc h of la唱e e ro a k e r is a加u t 110 ,0 00 to n s
(19 55 )

,

i n

w hic h p ro du c t io n o f th e s血
th C hi n a S e a r e p re se n ts a b o u t 15%

, a n d tha t of th e E as t Chi n a Sea ab o u t

35%
.

Th
。 gi rd le fi s h

,

补元诵爪姗 五解。el4 15 a s u btro Pi e a l fi sh
.

T he y a re 群 n e ra lly fo u n d in e lea r

w a te r a t de pth s a bo u t 7一2 2 m et r e s
.

丁、e ir
.

o p t汕
u m wa te r te m pe r a tu re 15 11

’

一1 8
’

C
·

T hi , fish

h a : a 拍t址 r w id e d i st r ib u t io n i n I n di a n a n d Pac ific C坛e a n s ,

b u t t

hey
a re

、

m o st ab u n d a n t o ff the

C hin e se C o a st
.

T h e w hite se a le her ri雌
,

瀚ha elo n g a ta
,

15 a s
ub tr oP ic al fi sh

.

丁征ir oPt im u m w ate
r

tem pe ra tu r e

15 23
’

一6 .oC
·

丁、c y live dt de 沁
s abo u t s一1 1

met res w he re
;

the b ot to m 15 m ade of m u d a n d

, a n d
,

Th is 15 also a n im 卯rta ntt ec o n o m ic fish a n d 15 fo u 尽d to 抚衅
se

nce
alo n g th e e n tire C hin e明

、



海 洋 与 溯 沼 2 卷

C o a st
.

Be side s the 北o v e m e p ti o ne d fi’s hes
, t址 r e a re

’

o 出e rs w h ieh a re a xso o f ce rta in

econ om ie v a zu e s
,

A m o n g the m the m ore im 脚r tant on es a re N o to rk 夕n ch u ,

Pla ty以沪乃召Z哪 (Te nore )
,

C eto rk 动脚 , n a -

xi m u ,
(G

u n n e r
)

,

Sc oli o dO , 即召了beeh m i (B le eke r
)

,

C召r动
a n’n u , s pp

.

R hI’n c o do n 即P“ ; Sm ith
,

材口b“协

jaP
口n
tca (M

.

& H
.

)肠脚
“lis 夕aPO ,

l’c “ , T
.

& 5
.

月苦几‘ re e o

ha R ic h
.

sa “万碑‘ 刁口
, 窟司召 (T

.

& S. )

M u ra 改n es o x ct’n e re u 了

了4若。 , 匆m ijr o n , (T.

(Fo rsk al)
,

尸卿
月

口 , o m u , , 7, .7j o ; (T
.

& 5
.

)
,

阶m 恤eru
, 。”曹召名“m (H ou ttuy n

)
,

& / S
·

)
5

.

)
,

Str
口m ate of d灼 ‘,岁刀扮“,

}aPo n tc u , (H o u tt u y

m 丫r OPte犷a G u n th e x

; n
)

,

了犷召动 u ru ,

]aP on 叫
s

r ,

C人eli d o n

l’ch th y, 左u m “

(T
.

&

(L
.

&

G
.

)
, a n d sP h e r o idcs

sp p
.

Th
e se fi s he s d istr ibu , e w id ely alo n g the C hincs

e C o a st a n d a re p ro ba bly

fo u n d still fa rt he r n o r th a n d so u th
.

A e o m p a ra ti v e s tu dy o f the 平a ri ne
e eo n o m ic fish fa u n a o f C hin a w ith th a t o f he r n e ig hbo rin g

se a s dem on s tr a te s e le a rly tha t there 15 d e fi n ite e n v iro n m e n ta l fa eto r w hieh in flu e n e es the d is tr ibu -

ti o n o f fishe s
.

F o r 。x am Ple
,

亡了“户
〔妞 户口22“五滋C

.

& V
.

Cof o la b行 ,

azra (B re v oo rt) a n d 孙即啥ra ch al~
c og ra m 二a (Pa lla s ) a re a b u n da n t in Ja p a n Se a ,

b u t v e ry r a re o r c

om p le te ly
a b sent in th e

Ye llo w

Se a
.

O n the o th e r ha n d
,

了肠乃a elo
n窟a名a a n d 几。dO ~ 翻a Polv ac 衍 w hieh 15 the e

om m o n

eco
n o -

m i: fo rm , o f th 。 c o a s t o f both
the

Ye ll
o w a n d the E a st Chin a se a , a化 ha r d ly fo u n d 友n Ja p a n

歇a.

T he fi she : o f tho
Ye llo w Se a a re la啥el y o f 忱m 详

r ate ty Pe w hile tho se o f the
so u

the
r n Pa r t o f

t坑 E a st C hin a Se a a re m a in ly s u bt r

oPi
e a l tyPe

·

Th
e re fo re , there are se ve r al fi she s, su ch

、

a ;

了耐“, tu 。,’lr
o 。, (T

.

& 5
.

) N o m l’P‘
r“s 。介g 韶‘m (H

o u ttu yn ) a n d L u tz’a 似毖
。

灿 (Q
,

& G
.

)
e tc

.

诵ic h a re fo u n d in b呱 比e so u th e l、in a se a a n d th。 so u小e rn p a rt 。f the E a s t e hin , se a ,

Th o n u m be r o f the

eco
n o m ie fi s he s a lo n g th e e n tire c o a s t o f bo th se a s 15 m u eh g re批

r tha n th a t

de sc ribe d here
.

Th
e fi shes w hic h ha v e be en d iscu sse d in the Pre se n t re Port

a re o n ly the re Pres
e n ta ti ve

ty详5
.

黔

介韶
“
河 口演变过程的理渝及其研究方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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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出版社出版 定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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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系 H
.

尽
.

隆莫依洛夫教授在中国科学院粗徽的南京河 口研宪报告会上的修正研稿
。

内容分总

兼
、

河 口研究的理豁及河 口研究的方法三部分
。

第一章为总敲
,

内容是布置河 口研究的一般简题 ;理盆部

分包括 河中紊流的洗体动力学
、

河床演变过程
、

海的情况
、

河 口 区
、

海的情况对河 口的影响
、

河 口的河床演

变过程
、

三角洲有机界的发展和成土过程等
。

研究方
,

法部分包括踏勘碉查
、

河流近 口段及河 口段的水文

砚浏
、

水文化学观测
、

中国河口考察和敲站研宪的粗徽阴佣等
。

本书系 H
.

B
.

睡莫依浴夫教授根据其研究苏联河 口的趣愿桔合我国河 口情况
,

对于河 口研宪的理渝

及方法
,

作扼要地介招
。

可作为高等学校陆地水文专业
、

海洋水文专业
、

自然王心哩专业
、

水道及港 口专业

教学参考用书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