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胶州湾中国对虾增殖效果与

回捕率的研究
*

刘瑞玉 崔玉寿 徐凤山
(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

, 青岛 2 6 6 0 7 1 )

提要 以没有放流幼虾的 1 98 7 年的河口 区仔虾相对数量和 8 月份幼虾数量比值(1 0 9 )

为系数 (
。

)
,
以 瓜 ~ 。 ‘式 (石 是 ‘年自然补充量

, 二 ; 是 i 年河口区仔虾相对数量)
,

估

算胶州湾中国对虾有关年份自然补量
。

将各年 8 月份幼虾数量 (Ni ) 扣除自然补充量后
,

再

按捕捞系数 (钓 为 。
.

75
,
以 ci 一 (N i 一 耐)划R 式估算放流虾的回捕量和回捕率 (c )

。
结

果表明
, 1 9 8 5 , 1 9 8 6 和 19 8 8一 1 9 9 0 年回捕率分别为

一

1 6
.

0 5 , l一 2 3 , 5
.

4 9 , 一3
.

6 9 和 1 7
.

略。%
。

对虾放流增殖效果显著
。

关键词 资源增殖 对虾放流与回捕 中国对虾

近年来对虾类资源增殖研究和生产实践均已证明
,

放流人工培育的幼虾可以达到增

加资源和提高渔业产量之目的 (K u r a ta , 1 9 8 1 ; H ir a t a ‘, , 1 9 8 4 ; L iu
, 19 9 0 )

,

同时也

应注意幼虾放流数量必须适当 (U no
, 19 8 , )

。

为此就应研究增殖海域的饵料基础及虾群

的 自然补充情况
。

由于不同年份之间对虾自然补充量差别极大
,

因此适度放流以及估算

放流虾的增殖效果和回捕率
,

就不能不对自然补充量作出估算
。

这是一项颇有难度的研

究课题
,

只有掌握了长时间的系统资料
,

才有可能进行探讨
。
我们从 1 9 81 年起在胶州湾进

行中国对虾资源增殖研究
,

并已报道了放流幼虾入海 以后的生长
、

移动情况(Li
u , 1 9 9饥

刘瑞玉等
, 1 9 9 2 )

。

本文根据逐年获得的基本资料
,

对胶州湾中国对虾群体的自然补充量
、

放流增殖效果和回捕率进行探讨
。

1 材料与方法
1 9 8 5一 1 9 9 0 年在胶州湾积累的有关参数及其获取的方法如下

。

1
.

1 参与繁殖亲虾的数量 中国对虾 (尸
。
加“

了
ch io ns i,

) 的产卵洞游
,

雌虾通常于

4 月上旬进人胶州湾(刘瑞玉等
, 1 9 9 0 )

。

自 4 月上旬到产卵约延续 1 月余
,

在这段时间中

其数量常因捕捞而大为减少
。

为了探讨亲虾数量与资源补充量的关系
,

确定用 5 月上旬

的调查结果表示参与繁殖的虾群数量
。

使用 6 0 H P 双拖渔船
,

在胶州湾内设 8一 10 个站

拖网调查
。

每站拖网 30 m in
,

扫海面积为 0. 0 2 3k m
2

/ h
。

按逃逸系数为 0
.

5 计算雌虾密度

* 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调查研究报告 2 1 6 , 号
。

中国科学院
“

七
·

五
”
重大研究课题

。

收稿 日期 : 1 9, 2 年 7 月 21 日 ; 接受日期 : 1 , 9 2 年 12 月 8 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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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尾 / k m
,

)
。

L Z 河 口区仔虾相对数量 即大潮汛时两个潮汐周期内 (2 5 h ) 调查取样中所获取的

仔虾数量
。

站位和断面布局
、

取样方法参照 X ia o
等 (1 9 8 8 )和肖永顺等 (1 9 8 2 )

。

L 3 8 月幼虾数量 系幼虾群体集中分布在胶州湾内潮下带时的调查结果
。

每 年于

8 月上
、

中旬进行调查和估算
。

调查方法
、

站位布局与 5 月亲虾的调查一致
。

L 4 幼虾放流量和秋汛对虾渔获量 青岛市没有对胶州湾及邻近海域 的秋 汛 对 虾渔

业产量单独立项统计
。

表 l 中列出的青岛市对虾渔业产量 (青岛市水产局统计 )
,

包括渔

民在黄海广大海域的捕捞量
,

仅供分析参考
。

表 1 1 9 8 5一 19 9 0 年胶州湾亲虾
、

仔虾
、

幼虾数量
,
放流虾数量和青岛市对虾渔获量

T a b
、

l

y o u n g

T h e d e n sit y o f b r o o d s to ek
, r e la t i ve n u m b e r o f P o : tla r v a e , th e s t o ek

一s iz e o f

sh r im P
, n u m b e r

o f

o f r e le a se d s h r i m P in Jia o z h o u

C hi n e o e sh r im P in Q in g d a o C ity

B ay a n d fish e r y y ie ld

1 9 8 5一 1 9 9 01n一

⋯
年份

, 月亲虾密度
(尾 / k m

’

)

6 月河 口区仔
虾相对数量

8 月幼虾数量
(火 1 0

3

尾 )
幼虾放流量
(又 1 0

3

尾)
青岛市对虾渔
获量 (

t
)

,J八UQ了�b八比2曰二.月,O矛内JJ,臼产OJOJI口U工工oJa1 9 8 5

1 9 8 6

19 8 7

19 88

19 89

19 9 0

5 3
。

2

5 6
.

8( 0 )
a )

2 9
.

5

斗2
。

l

2 3
。

0

4斗
。

0

14 5

3

l 9

9 l

3

11 5

4 1

3 0

2

3 0

2 1

2 6

斗8 0

2 9 0

0 7 0

3 0 0

, 1 0

斗5 0

1 2 0 0 0 0

2 0 0 0 0 0

1 8 0 0 00

9 8 0 0 0

6 0 0 0 0

a
) 19 8 6年 5 月中旬调查时未捕到雌虾

, 但 4 月调查时雌虾密度为 , 6
.

8 尾了k m
Z , 列出供参考

。

讨论与结论

胶州湾中国对虾的自然补充量 迄今对于对虾类资源 (种群 ) 自然补充量的评估
,

.

,目,自

主要是从幼虾期的数量评估做起
。

渤海中国对虾资源评估 ( Y e e t al
. ,

19 8 7 ) 的是其 8

月份幼虾的数量 ; 对亲虾和仔虾数量与资源补充量的关系很少研究
。

随着人工放流增殖

计划的实施
, 8 月份胶州湾的中国对虾群体中包含了自然补充和人工放流补充两部分

。

如

果不从亲虾和仔虾参数人手估算其自然补充量
,

将无法估算放流增殖的确切效果和回捕

率
。

在胶州湾中国对虾增殖研究中
,

我们已获得了胶州湾亲虾
、

仔虾和幼虾的时间序列

参数
。

这里用没有放流幼虾的 19 8 7 年 6 月的仔虾相对数量与 8 月份幼虾数量间的比值

( 1 0 9 ) 作为系数 (
a
)

,

再将 1 9 8 5
,

19 8 6 和 1 9 8 8一 1 9 9 0 年 6 月份的仔虾相对数量
,

推算这

凡年胶州湾中国对虾的自然补充量
。

计算公式为
: ni 一 。对

,

式中
,

示 是 f 年中国对虾

的自然补充量 (尾数 ) ; xi 是 i 年河口 区仔虾的相对数量 ; 。 是未放流幼虾的 1 9 8 7 年

6 月河口区仔虾相对数量 ( 1 9 )与同年 8 月胶州湾的幼虾数量 ( Zo 7 o X lo ’

尾 )的比值
。

据此

所估算的胶州湾中国对虾 自然补充量列于表 2 。 估算结果除显示各年之间中国对虾群体

的自然补充量有很大差别以外
,

还可以看出
,

参与繁殖的亲虾数量(密度 )与河口区仔虾相

对数量的波动趋势相似
。

经对 19 8 5 和 1 9 8 7一 1 9 9 0 年共 5 年 ( 1 9 8 6 年 4 月中旬与 5 月中

旬两次调查结果亲虾密度差别甚大
,

第一次调查距虾群产卵还有一段时间
,

后一次调查时

首次产卵期已过
,

都不能代表参与繁殖的亲虾数量
,

故不对这一年的资料进行相关分析资

料进行回归分析
,

得出仔虾数 (力 与亲虾数 ( x) 的直线回归方程为 : y一 5
,

04 x 一 1 18
.

7 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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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 a b
.

R e e r u itm e n t

表 2 胶州湾中国对虾的自然补充皿
o f n a t u r al s t o ‘k o f P e n a 君“下 c h i称口移 sis i n Jia o z h o u B a y

年 份

19 8 5

1 9 8 6

1 9 8 8

1 9 8 9

1 9 9 0

, 月亲虾数量 ⋯
6 月河 口 区仔虾 }

幼虾自然乎睐量

一一
,

二星丝空一一卜
~

一少里暨愁一一}
.

一一竺竺旦一一一
”3

·

2
】

’4 5
}

‘5 “0 5

5 6
·

8 (0 ) {
3

}
3 2 7

4 ,
·

‘

⋯
, ,

{
’ 9 ‘

艺
}

’

}
、: ,

4 4
·

o
! “ 5 ! ’z , 3 5

r ~ 0. 98 93
, ‘~ 93

.

3 3 2 。 查表可知
x 与 y 显著相关亲虾密度 (尾 / k m

Z

)与河 口 区仔虾相对

数量相关性十分明显
,

如图 1 所示
。

2. 2 放流增殖效果 日本是 对 虾 类放 流

增殖研究和生产最早的国家
。
迄今为止从事

日本对虾 (车虾 ) 增殖研究的学者们
,

仍然

仅用对虾渔业产量稳定在较高水平上来说明

放流增殖的效果 (K
u r a ta , 1 9 8 1 ; H ir a ta ‘, ,

1 9 8 4 )
.

目前尚未见报道确切的放流效某评

估的其他方法
。

我们在估算了胶州湾各年中

国对虾 自然补充量的基础上
,

进而评估放流

增殖的效果
。

由于青岛市水产部门的渔捞统

计中没有分海区的资料
,

我们 只得以湾内 8

月份的幼虾数量为基础
,

并参照 Y o C han g
-

。
he

n
等 (1 9 8 7 )预报渤海区秋汛对虾渔 获量

时所采用的捕捞系数 (0
.

7 5 )
,

分别估算胶州

湾及湾外沿岸海域的各年 对 虾 渔 获量 (尾

数 )
。

再参照 8 月中国对虾幼虾的平均体重

(约 10 一2 0 9 )
,

分别按每吨 4 万尾到 6 万尾

虾
,

将渔获尾数换算为对虾渔业产量 (O
。

估

�气�燕渝华

亲虾数 (x )

图 1 胶州湾中国对虾亲虾密度与

仔虾相对数量的相关关系

Fi g
.

1 R e la t i o n s h i p b e t w o e n d e n s i t y o f b r o o d

5 t o c k a n d r e la t i v e n u m b e r o f P o s t 一 l a r v a e o f

P e 移 a o u , c h i 月 e 称 , 苦5 i n J i a o z h o u B a y

算结果见表 3 。 表 3 中还列 出了青岛市 1 9 8 5一 19 9 0 年的捕虾量 (青岛市水产局生产处提

供 )作为参考
。

由表 3 中可 以看出
,

通过人工放流幼虾
,

可使胶州湾 8 月的虾群 增 大
,

达 2 0 0 0一

4 0 00 万尾
。

若按以上的捕捞系数计算
,

胶州湾内外秋汛对虾渔获量可达 , 00 一6 0 0t
。

只

是近几年中
,

因为捕虾作业提前了近一个月
,

渔获量明显下降
。

这是因为开捕时间过早而

主要捕捞体重仅 10 余克的幼虾的结果
,

并不是由于对虾群体 (尾数 )减小所致
。

这是不合

理的利用资源
,

应该纠正
。

2. 3 放流虾的回捕率 依据 8 月上旬湾内幼虾群体数量并扣除上面估算的自 然 补 充

量
,

再按捕捞 系数 0
.

75 可推算出回捕放流虾的尾数
。

将其与放流的尾数相比
,

得出放流

虾的回捕率 ( C )
。

算式为
: C i 一 ( N i 一 n i )及/ 尺i

,

1 ) H i r a t a ,

手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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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T a b
.

3 T he e st im a tio n o f

胶州湾中国对虾放流回捕率估算和捕捞产且
r e e a Pt u r e e a t eh a n

d r a t e o f r e le a s e d s hr im P o f P e ”a e “ 5 c hf”e 那 5 15

in J ia o z h o u B ay

幼幼虾放流量量 8 月幼虾数数 估 算 回 捕 量量 回捕率率

(((1 0
3尾 ))) 量(只 10

3

尾 ))))))))))))))))))))))))))))))))))))))))))))))))))) (% )))自自自自然补充充 放流补充充 总计计
ttttt

(((((((又 1 0 3

尾 ))) (X 1 0
3

尾 ))) (义 10 ,

尾 )))))))

1112 0 0 0 000 斗1 4 8 666 1 1 8 弓444 1 9 2 3 666 3 1 1 1 000 7 7 7
。

777 1 6
。

0 555

222 0 0 0 0 000 3 0 2 9 000 2 4 444 2 2 4 7 666 2 2 7 1 111 (4 8 1
.

4 ))) 1 1
.

2 333

111 8 0 00 000 2 0 7 000 1 5 5444 15 2 9 333 1 5 5444 56 7
。

999 8
。

4 999

999 8 00 000 3 0 3 0 000 7 4 3 222 l , 8 8 777 2 2 7 2 555 (56 1
.

9 ))) 1 3
。

6 999

666 0 0 0 000 2 1 5 1 000 2 4 555 1 0 4 5 555 1 6 1 3 222 3 8
。

888 1 7
.

斗000

22222 6 4 8 000 9 4 0 11111 19 8 6 000 5 6 8
。

lllll

(((((((((((((3 8 2
.

3 )))))

3333333333333 2 2
。

66666

(((((((((((((3 1 7
.

1 )))))

3333333333333 3 11111

(((((((((((((17 4
.

2 )))))

注 : 括号内是放流虾的产量 (t)o

式中
,

Ri 为 i 年幼虾的放流量
。

估算结果 (表 3) 表明
,

5 年中放流虾回捕率波动

在 8 49 多一 17
.

40 多之间
。

在幼虾的中间培育和放流操作大体相似的情况下
,

放流的数量

是否过多
,

是影响回捕率的重要因素
。

关于胶州湾水域中国对虾的增殖潜力问题
,

将以另文进行探讨
。

这里只是简单地指

明 : 为 了使 8 月上
、

中旬胶州湾内对虾群体保持 3 00 0 万尾左右
,

除 自然补充之外
,

在 目

前 的放流操作技术和放流后的渔政管理情况下
,

人工放流幼虾控制在 7 0 00 万到 1 亿 尾

是适宜的
。

过量放流幼虾达不到增加 8 月份虾群数量的目的
。

例如
, 19 8 6 年放流幼虾达

2 亿尾
,

1 9 8 8 年放流幼虾 1
.

8 亿尾
,

两年的自然补充分别处于低及中等水平上 (河 口区仔

虾相对数量分别为 3 和 9 1 ) ; 其 8 月份幼虾数量则与自然补充量处于中等水平 (河 口区仔

虾为 l巧 尾 )的 1 9 9 0 年 (放流幼虾 6 00 0 万尾 )的 8 月份虾群大小相近似
。

这说明 1 9 8 6 和

1 9 8 8 年放流幼虾虽多
,

但没有相应地增加 8 月份湾内虾群之密度
。

所以 1 9 8 6 年 1 9 8 8 年

的回捕率就相对较低
,

经济效益较低
。

我们曾于 1 9 8 8 年提出胶州湾对虾放流量控制 在 7 0 0 0 万一 1 亿 尾 为 宜 的 建 议
。

1 9 8 9一 1 9 9 2 年中
,

除 1 9 9 0 年放流 6 0 0 0 万尾幼虾外
,

其他 3 年都是放流幼虾 l 亿尾 左

右
。

而秋汛对虾渔获量一般在 3 0 0t 余
。

因此
,

4 年的生产实践都证明了放流幼虾控制在

上述规模上是正确的
。

可以根据 5 月初亲虾的数量(密度 )安排 当年放流幼虾的规模
。

3 结语

本文研究了 19 8 5 年以来胶州湾 5 月份亲虾密度与 6 月份河口 区仔虾相对数量 的 相

关关系
。

以 1 9 8 7 年河口 区仔虾相对数量与 8 月份幼虾数量的比例为系 数
,

结 合 1 9 8 5 ,

1 9 8 6 和 1 9 8 8一 1 9 9 0 年河 口 区仔虾相对数量
,

估算了各年胶州湾对虾的自然补充量
。

将

以上 5 年的 8 月份幼虾数量扣除自然补充量后
,

按捕捞系数为 0 7 , 估算了胶州湾人工放

流幼虾的回捕量和回捕率
。 19 8 5 , 1 9 8 6 和 19 8 8一 1 9 9 0 年的回捕 率 分 别 为 16

.

05 务
,

11
.

23 %
,

8
.

49 %
,

13
.

69 务 和 17
.

40 外
,

讨论了放流量适当与否同回捕率高低的关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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