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辽东湾北部近海大型水母数量分布 
和温度盐度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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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要    通过 2009—2011年 5月下旬—7月下旬辽东湾北部近海 10m等深线内的大型水母调查数据, 
分析了辽东湾北部近海近三年中大型水母资源状况, 并探讨了辽东湾大型水母的生态类型。结果显
示: 辽东湾北部近海大型水母种类主要有海蜇(Rhopilema esculentum)、沙蜇(Nemopilema nomurai)、
白色霞水母(Cyanea nozakii)、海月水母(Aurelia sp.1), 海蜇和沙蜇是优势种。海蜇幼水母阶段主要集
中分布在 5m 等深线以内的近岸河口水域, 随着个体增大有略向深水或密度较小的水域扩散的趋势, 
仍主要分布在 5m 等深线两侧水域, 属于高温低盐种类。6 月份调查海区中发现大量的沙蜇幼水母, 
随着沙蜇个体增大, 7 月份调查海区中沙蜇数量大幅度减少。辽东湾海月水母在南部海域出现较多, 
2010、2011 年在北部近海部分海域出现。白色霞水母近几年来辽东湾出现较少, 栖息在盐度较高的
水域。辽东湾各种大型水母中, 沙蜇的生长速度最快。辽东湾海蜇幼水母、沙蜇幼水母的海区出现
时间要晚于黄、东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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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些年来 , 全球性的渔业衰退过程恰好伴随水
母类资源量的剧增, 水母不仅摄食浮游动物, 而且摄
食鱼卵和仔稚鱼, 对海洋食物网带来巨大的影响(马
喜平等, 1998), 在西北太平洋地区, 大型水母暴发已
经对渔业生产和海洋生态系统带来巨大的影响

(Kawahara et al, 2006; Uye et al, 2004; 仲霞铭等, 
2004; 程家骅等, 2005; 董婧等, 2005), 大型水母的
暴发机理的研究迫在眉睫。 

辽东湾位于渤海北部 , 是我国传统意义上的重
要渔场, 中国对虾、毛虾、海蜇、小黄鱼、口虾蛄等
经济种类是辽东湾的重要经济渔获物。近些年来随着

辽东湾渔业资源的衰退 , 海区中能形成规模渔汛的
只有海蜇等少数资源。海蜇作为经济性大型水母种类, 
多年来一直在辽东湾渔民的经济收入中占据最重要

的地位。沙蜇是辽东湾另一主要的大型水母种类, 属

于大型灾害性水母, 经济价值较低, 但由于其产量巨
大, 也是辽东湾渔民的捕捞对象。大型灾害性水母暴
发对海洋生态系统造成破坏 , 严重影响海洋渔业资
源和渔业生产作业 , 部分种类已经成为渔民捕捞加
工的对象。在辽东湾, 部分渔民捕捞沙蜇并进行加工
生产; 在福建沿海部分地区, 霞水母作为捕捞对象已
进行渔业加工生产(卢振彬等, 2003)。 

因此, 了解各年不同阶段大型水母的资源状况, 
对渔业生产和灾害预警预报具有重要意义。大型水母

的自然生态研究 , 国内许多学者从种群数量分布及
暴发原因探讨(仲霞铭等, 2004; 程家骅等, 2004), 海
区渔业资源特征(严利平等, 2004; 丁峰元等, 2005), 
群体生长与浮游生物关系(李惠玉等, 2007; 王彬等, 
2010), 及生态习性(程家骅等, 2005; 丁峰元等, 2007)
等方面进行了探讨 , 并且在大型水母的暴发机理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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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大型水母的生活史、繁殖生物学(丁耕芜等, 1981; 
Dong et al, 2006; 刘春洋等, 2009)、环境受控实验及
形态学研究(鲁男等, 1995; 董婧等, 2006; Dong et al, 
2008; 孙明等, 2010)等方面已有较多的研究。渤海大
型水母自然生态及海区分布特征的描述较少 , 辽东
湾北部近海一直是海蜇的自然生长区 , 由于近些年
来海蜇资源减少 , 近些年来休渔期开始后在辽东湾
北部近海进行海蜇增殖放流(Dong et al, 2009), 2009
和 2010年的 6月 1—7日均在辽东湾北部近海进行了
海蜇放流, 2011年未进行海蜇增殖放流。本文基于每
年 5月下旬—7月下旬, 对辽东湾北部近海 10m等深
线内的大型水母资源进行了全面的动态监测 , 通过
大型水母不同阶段海区的分布特征 , 以期了解辽东
湾大型水母的生态习性 , 以期为合理利用辽东湾大
型水母资源提供科学依据。 

1  材料与方法 

1.1  数据来源 
本文分析了 2009—2011 年每年 5 月下旬—7 月

下旬在渤海辽东湾北部近海进行的大型水母调查数

据。调查船采用功率为 88.2kW 的锚流网渔船, 并根
据海区中大型水母不同生长阶段的个体大小不同选

择不同规格网目的锚流网 : 密眼网(60m×8m, 网目
1cm)、青皮网(60m×7m, 网目 3cm)、海蜇网(60m×8m, 
网目 10cm)。 
1.2  站位设置 

辽东湾北部近海 10m 等深线以内的海区设站 18
个, 见图 1。其中 1#—11#站位为 5m等深线附近及以
内站位, 12#—18#为 5—10m等深线内站位。 
1.3  分析方法 

海区中大型水母的渔获量用渔获密度[ind/(net·h)]
表示, 即每小时每网大型水母的渔获数量。同期利用 

 

 
 

图 1  渤海辽东湾的调查站位图 
Fig.1  Sampling stations of Liaodong Bay, Bohai Sea 

YSI-30型盐度、电导、温度测量仪和 AAQ1183多参
数水质监测仪测定调查海区中表层海水温度和盐度。 

2  结果与分析 

2.1  大型水母栖息水域的温度、盐度特征 
辽东湾北部近海有双台子河、大凌河、小凌河、

辽河等众多河流汇入, 水深在 1—10m 之间。夏季受
到北部众多河流和水深较浅的影响 , 海水温度随着
海区深度增加逐渐降低 , 盐度随着海区深度增加逐
渐增大, 往往在不同河口区形成高温低盐区, 见图 2、
图 3。 
2.2  大型水母的海区分布与数量组成 

通过 2009—2011 年三年的调查数据分析, 辽东
湾北部近海大型水母种类主要有海蜇、沙蜇、白色霞

水母、海月水母。其中优势种类为海蜇和沙蜇。  
2.2.1  5 月下旬及 6 月中旬    5 月下旬, 未调查到
大型水母。6 月中旬, 主要进行的各个河口近海站位
的调查, 调查海区中只发现沙蜇和海蜇的幼水母, 未
发现其它大型水母的分布。2009、2010 年在双台子
河河口近海发现海蜇数量较多, 2011 年未发现海蜇, 
三年海区平均渔获密度分别为 1.6ind/(net·h)、4.2 
ind/(net·h)和 0。海区中沙蜇数量明显高于海蜇, 2009—
2011 年三年的平均渔获密度分别为 41.9、28.9、
85ind/(net·h), 2011 年在双台子河口渔获密度高达
533ind/(net·h), 见图 4。 
2.2.2  6 月下旬    6 月下旬, 调查到大型水母种类
有海蜇、沙蜇、白色霞水母和海月水母, 渔获种类以
沙蜇和海蜇为主。海蜇主要分布在 5m等深线以内的
近岸河口水域, 5—10m等深线内数量较少, 三年平均
渔获密度分别为 48.8、34、0.2ind/(net·h), 2009 年在
双台子河口渔获密度高达 213ind/(net·h), 2010年辽河
口渔获密度高达 293ind/(net·h), 2011 年海蜇数量较
少。沙蜇近海分布较广 , 三年平均渔获密度分别为
16、131、7.6ind/(net·h), 集中分布区出现在双台子河
口近海, 2010年在双台子河口近海渔获密度高达 667 
ind/(net·h)。白色霞水母 2009年在辽东湾东北部沿岸
出现, 渔获密度 1.2ind/(net·h), 2010和 2011年均未出
现。海月水母在调查海区数量较少, 2009年仅在南部
近海出现, 渔获密度仅为 5ind/(net·h), 2010年则在辽
东湾南部近海大量出现, 渔获密度高达 533ind/(net·h), 
2011年在辽东湾西北部锦州湾出现, 见图 5。 
2.2.3  7 月上旬    7 月上旬, 大型水母渔获种类以
海蜇为主, 沙蜇数量明显减少, 海月水母和白色霞水



570 海   洋   与   湖   沼 43卷 

母数量较少。三年海区海蜇平均渔获密度分别为 49、
29、6.2ind/(net·h), 海蜇仍然集中分布在 5m等深线以
内的近岸河口水域, 5—10m等深线内海蜇数量较少。 
2009 年大凌河至双台子河口附近较多, 最高渔获密

度可达 300ind/(net·h), 2010年主要分布在双台子河口
至辽河口一带, 2011年数量较少, 主要分布在双台子
河口; 此时沙蜇较多站位仍有分布, 但数量较少, 三
年海区中平均渔获密度分别为 5、2、5.9ind/(net·h)。 

 

 
 

图 2  2009—2011年 6月下旬(a—c)和 7月上旬(d—f)海水表层温度(℃)的平面分布 
Fig.2  The horizontal distribution of sea surface temperatures (℃) in late June (a—c) and early July (d—f) from 2009 to 2011 

 

 
 

图 3  2009—2011年 6月下旬(a—c)和 7月上旬(d—f)海水表层盐度的平面分布 
Fig.3  The horizontal distribution of sea surface salinities in late June (a—c) and early July (d—f) from 2009 to 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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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2009—2011年 6月中旬大型水母渔获密度[ind/(net·h)]的平面分布 
Fig.4  The horizontal distribution of the catch densities [ind/(net·h)] of giant jellyfish in mid June from 2009 to 2011 

a—c: 海蜇; d—f: 沙蜇 
 

白色霞水母 2009 年在辽东湾西北部零星出现, 三年
中海区平均渔获密度分别为 0.05ind/(net·h)、0、0。
海月水母 2010年在辽东湾南部和北部两个站位出现, 
渔获密度分别为 15、10ind/(net·h); 2011 年在辽东湾西
北部部分站位出现, 海区平均渔获密度 11.2ind/(net·h), 
最高渔获密度可达 153ind/(net·h), 见图 6。 
2.2.4  7 月中下旬    7 月中下旬, 大型水母调查站
位主要以近岸 5m等深线内站位为主。调查到海蜇的
数量占绝对优势, 沙蜇和海月水母数量较少, 白色霞
水母几乎不出现了。三年海蜇海区平均渔获密度分别

为 26、25、50ind/(net·h); 5m等深线内海区海蜇的数
量比 7 月上旬分布的略显均匀, 调查到的少数 5—
10m 等深线内站位的海蜇数量略有增加; 沙蜇的平
均渔获密度分别为 4、0.5、2.4ind/(net·h)。仅 2009年
在辽东湾西北部发现白色霞水母 , 海区平均渔获密
度仅为 0.2ind/(net·h)。2009—2010 年未见海月水母, 
2011年海月水母的平均渔获密度为 2.7ind/(net·h), 主
要出现在辽东湾西北部的站位, 见图 7。 
2.3  大型水母的渔获密度及海区的温度盐度变化 

辽东湾近岸海水温度从 5月下旬—7月下旬逐步
上升, 不同年份同期海水的平均温度有一定的差异; 
受到近岸降雨及河流的影响, 不同年份盐度也有一定
差异, 2011年海水平均盐度明显低于 2009和 2010年。 

如图 8 所示, 海蜇在增殖放流年份 2009 和 2010
年, 随着调查海区水温的升高, 海蜇从 6 月下旬—7
月上旬渔获密度达到高峰 , 此时表层海水的平均温
度为 24—26.2℃, 平均盐度为 30.1—30.4。在未增殖
放流的 2011年, 海区中 6月下旬发现海蜇幼水母, 此
时海蜇数量很少, 表层海水平均温度为 22.4℃, 平均
盐度为 27.9; 在 7 月下旬海蜇数量达到高峰, 此时表
层海水平均温度为 25.9℃, 平均盐度为 27.9。每年从
7 月下旬开始 , 由于海蜇开捕 , 海蜇数量大幅减少 , 
短期内数量降至极低, 很难捕到。 

沙蜇每年 5月下旬调查海区中均未出现, 不同年
份从 6月上中旬—6月下旬出现沙蜇渔获密度的高峰, 
此时表层海水的平均温度为 20.6—23.7℃, 平均盐度
为 27.2—30.4。7月份调查海区中沙蜇数量逐渐减少。
白色霞水母近几年在辽东湾偶有出现, 数量偏低。海
月水母 2010 年在辽东湾南部近海大量出现, 2010、
2011 年在辽东湾北部近海部分站位出现。调查海区
海月水母一般在 6 月下旬—7 月上旬渔获密度较高, 
出现较高渔获密度年份的表层海水平均温度为 22.4—
24.2℃, 平均盐度为 27.1—30.4。 
2.4  大型水母伞弧长及海水温度变化 

表 1 列举了不同阶段大型水母的平均伞弧长范围
和表层海水平均温度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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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2009—2011年 6月下旬大型水母渔获密度[ind/(net·h)]的平面分布 
Fig.5  The horizontal distribution of the catch densities[ind/(net·h)] of giant jellyfish in late June from 2009 to 2011 

a—c: 海蜇; d—f: 沙蜇; g—i: 海月水母 

 
从表 1中可以看出, 5月下旬—7月中下旬, 各种

大型水母的伞弧长随着海水温度的升高而逐渐增加。

5月下旬, 各种大型水母均未调查到。6月中旬, 海蜇
增殖放流的 2009和 2010年平均伞弧长介于 4—6.2cm
之间, 处于幼水母阶段, 而未进行增殖放流的 2011
年未调查到海蜇。沙蜇此时也为幼水母阶段, 伞弧长
一般介于 3—20cm之间, 平均伞弧长 6—12cm, 沙蜇
个体大小大于同期海蜇的个体大小。 

6 月下旬 ,  海蜇仍处于幼水母阶段 , 2009 和
2010年海蜇的平均伞弧长 11.3—11.4cm, 2011年海蜇
的平均伞弧长 5cm。沙蜇的平均伞弧长 18—27cm, 白
色霞水母和海月水母也处于幼水母阶段 , 平均伞弧
长 5—10cm。沙蜇出现高峰较晚的 2010 年, 小个体
沙蜇伞弧长 5—20cm, 占沙蜇总量的 80%, 沙蜇的平

均伞弧长偏低, 但海区中同时也有 50cm 左右的大个
体沙蜇, 占沙蜇总量的 10%。海蜇也在部分年份出现
大小相差较大的现象, 小个体一般较多, 大个体较少。 

7 月上旬, 2009 和 2010 年海蜇平均伞弧长 23.6—
27cm, 2011年海蜇个体偏小, 伞弧长平均仅为 8.1cm; 
各年沙蜇的平均伞弧长 33—50cm, 个体最大的沙蜇
可达 1m。白色霞水母和海月水母平均伞弧长分别为
15—20cm和 10—15cm。 

7月中下旬, 2009和 2010年海蜇的平均伞弧长增
大到 24.8—29.1cm, 最大个体可以达到 60cm; 2011年
7 月中下旬海蜇调查中, 调查到的海蜇伞弧长分为两
个群体, 较大个体的海蜇用海蜇网可以捕到, 平均伞
弧长为 25.9cm; 较小个体的海蜇必须用青皮网才能
捕到, 数量很多, 平均伞弧长 7cm。综合 2011年 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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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2009—2011年 7月上旬大型水母渔获密度[ind/(net·h)]的平面分布 
Fig.6  The horizontal distribution of the catch densities [ind/(net·h)] of giant jellyfish in early July from 2009 to 2011 

a—c: 海蜇; d—f: 沙蜇; g: 白色霞水母; h—i: 海月水母 
 

中下旬, 海蜇的平均伞弧长为 18cm 左右。此阶段沙
蜇近海数量极少, 各年捕到的沙蜇平均伞弧长在 50—
65cm之间, 最大个体超过 1m。海月水母平均伞弧长
在 15—20cm之间。2009年发现的白色霞水母伞弧长
在 20cm左右。 

3  讨论与结论 

3.1  辽东湾大型水母栖息的水域环境和生态类型分析 
表 2 列出了 2009—2011 年辽东湾北部近海大型

水母栖息的海水表层温度、盐度范围。 
黄鸣夏等(1987)报道海蜇的初生碟状体到稚蜇

阶段的适应盐度为 8.89—33.68, 而碟状体、小海蜇生
活在河流的入海口附近。通过本文的研究, 辽东湾海
蜇幼水母阶段主要集中分布在辽东湾北部 5m等深线
以内近岸河口区, 从幼水母到成蜇, 随着海蜇个体增

大 , 海蜇有略向深水或者密度较小的水域扩散的趋
势, 但仍然主要分布在 5m 等深线两侧水域。三年来
出现海蜇较密集区的海水表层温度范围 22—27℃ , 
海水表层盐度范围 22.1—31.1, 体现出海蜇高温低盐
的生态属性。 

6 月份辽东湾北部近海发现大量的沙蜇幼水母, 
集中分布区出现在双台子河口近海 , 随着沙蜇个体
增大, 7 月份调查海区中沙蜇数量大幅度减少。调查
海区形成沙蜇较密集区的时间段均出现在 6 月份幼
水母阶段 , 三年来出现沙蜇较密集区的海水表层温
度范围 19.6—24.4℃, 海水表层盐度范围 24.7—31.6。 

辽东湾 2004 年白色霞水母大暴发, 2005 年以后
的数量较少, 从 2009—2011 年的调查来看, 仅 2009
年 6 月下旬—7 月上旬在辽东湾东北部和西北部的
1#、11#、17#发现白色霞水母 ,  且渔获密度较低 , 

辽东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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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  2009—2011年 7月中下旬大型水母渔获密度[ind/(net·h)]的平面分布 
Fig.7  The horizontal distribution of the catch densities [ind/(net·h)] of giant jellyfish in mid to late July from 2009 to 2011 

a—c: 海蜇; d—f: 沙蜇; g: 2009年 6月下旬白色霞水母; h: 白色霞水母; i: 海月水母 
 

2010、2011年的调查中则未发现。从 2005年以来历
年出现白色霞水母的站位的温度和盐度来看 , 出现
站位的海水表层温度范围 21.2—26.8℃, 海水表层盐
度范围 29.4—32.9, 属于辽东湾较高盐度的区域。
2004 年辽东湾白色霞水母暴发区的海水表层盐度甚
至高达 33—35 (Dong et al, 2008)。程家骅等(2005)报
道霞水母在东海主要分布在台湾暖流伸向东海北部

的暖水高盐水域 , 辽东湾白色霞水母的海区分布特
征也印证了霞水母高盐的生态属性。 

调查海区中海月水母的出现频率较低 , 据本调
查研究的结果 , 海月水母栖息分布水域的海水表层
盐度为 27.5—32.1, 较密集区的海水表层盐度范围
29.5—32.1, 属于辽东湾偏高盐水域。 

3.2  辽东湾大型水母生长速度的推断及不同海区间
大型水母出现时间比对 
根据辽东湾北部近海多年的大型水母调查记录, 

不同年份 6 月上旬—6 月下旬, 各种大型水母的幼水
母均已出现。由伞弧长的变化情况来看, 沙蜇从 6月
中旬—7 月中下旬个体增大约 40—50cm, 生长速度
较快, 海蜇同期个体增大约 20—30cm, 白色霞水母
和海月水母近些年来海区调查记录较少 , 从目前海
区调查到的生长情况看, 要明显慢于沙蜇。沙蜇的生
长速度快于海蜇、白色霞水母和海月水母。 

张芳(2008)1)报道黄、东海交界处 2007年 5月初
发现沙蜇幼水母, 伞弧长为 5—10cm,  6月末黄海南
部沙蜇伞弧长为 6—40cm; 李建生等(2009)报道东海 

 
1) 张  芳, 2008. 黄东海胶质浮游动物水母类研究. 青岛: 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博士学位论文, 1—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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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  2009—2011年 5月下旬—7月中下旬辽东湾北部近
海大型水母的渔获密度[ind/(net·h)]及海水表层温度(℃)、盐

度变化 
Fig.8  Dynamic changes of the catch densities [ind/(net·h)] of 
giant jellyfish, the sea surface temperature (℃) and salinity in 
inshore waters in the northern Liaodong Bay from late May to 

mid to late July from 2009 to 2011 

北部 2008年 6月中旬沙蜇伞弧长 10—51cm, 平均伞
弧长 27.81cm; 程家骅等(2005)报道东海区 2004 年 6
月份沙蜇平均伞弧长可达 60cm。辽东湾最早的沙蜇
发现记录是在 6月上旬, 伞弧长范围在 2—10cm之间
(王彬等, 2010)。根据本文的调查研究, 6月中旬辽东
湾沙蜇的平均伞弧长在 6—12cm 之间, 可见辽东湾
沙蜇的发生时间要晚于黄、东海。 

杭州湾 5 月下旬—6 月初调查到海蜇幼水母(黄
鸣夏等, 1985), 浙南近海在停止海蜇放流后的年份, 5
月初—5 月下旬调查到海蜇幼水母(王永顺等, 1997), 
福建沿海不同河口 2月下旬—4月下旬出现海蜇幼水
母(戴泉水等, 2004), 辽东湾最早调查到海蜇的幼水
母的时间是在 6月上、中旬(王彬等, 2010; 姜连新等, 
2007)和 6月下旬(李培军等, 1988, 1990), 2011年辽东
湾 6月下旬调查到海蜇幼水母。海蜇幼水母发生后经
历缓慢生长期、快速生长期和衰老期, 从上面的记载
来看 , 海蜇幼水母的海区出现时间随着纬度的增高
而推迟, 并且印证了卢振彬等(1999)报道的我国辽东
湾、杭州湾、浙南、闽江口海蜇四大群体, 海蜇伞径
的快速增长期和伞径最大值的出现期 , 随着纬度的
增高而推迟的现象。 

姜连新等(2007)记录到 6月上、中旬辽东湾沿岸
调查到白色霞水母幼水母, 福建到浙江沿海一带 3—
4 月份出现霞水母的幼水母(卢振彬等, 2003; 周永东
等, 2004; 程家骅等, 2005), 江苏沿岸则是在 5 月底— 
6月初出现霞水母的幼水母(仲霞铭等, 2004), 辽东湾
霞水母幼水母海区中调查到的时间也要晚于东海 , 
与黄海较为接近。 

对于许多钵水母种类而言 , 水温的变化是促使
其横裂生殖的诱因(Arai, 1997), 陈介康等(1984)对海
蜇横裂生殖的季节规律研究表明 , 海蜇在野外状态
下当自然海区温度升高到 13—15℃时其开始横裂生
殖。沙蜇在实验室内水温从 13℃升高到 23℃诱其发
生横裂生殖(Kawahara et al, 2006), 因此不同海区海
水温度变化的差异很可能导致海区中大型水母的发

生时间不同。表 3列举了历史资料记载的中国海域部
分大型水母幼水母的出现记录 , 更直观地比对了各
个大型水母不同海区中的出现时间。 
3.3  近年来辽东湾大型水母资源状况的分析 

辽东湾 2005—2010 年进行了海蜇放流, 2005—
2010 年辽东湾海蜇均形成规模渔汛, 最高年产 9.1 万 t 
(姜连新等, 2007)。2011 年辽东湾未进行海蜇放流,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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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辽东湾不同时间段大型水母平均伞弧长和平均海水表层水温(℃) 
Tab.1  The mean sea surface temperatures (℃) and mean umbrella arc lengths of giant jellyfish in Liaodong Bay in different time 

quantum 

平均表层 伞弧长(cm) 
时间 

水温(℃) 海蜇(2009, 2010) 海蜇(2011) 沙蜇 白色霞水母 海月水母 

5月下旬 16.8—20 — — — — — 

6月中旬 20.6—22 4—6.2 — 6—12 — — 

6月下旬 22.4—24 11.3—11.4 5 18—27 5—10 5—10 

7月上旬 24.2—26.2 23.6—27 8.1 33—50 15—20 10—15 

7月中下旬 25.4—25.9 24.8—29.1 18 50—65 20 15—20 

注: 表中数据为 2009—2011年各年数据的平均值范围。白色霞水母和海月水母出现个体较少, 且上网后易碎, 所测伞弧长为估测值 
 

表 2  2009—2011 年辽东湾大型水母栖息的海水表层温度(℃)和盐度范围 
Tab.2  The range of sea surface water temperatures (℃) and salinities in the inhabitation area of giant jellyfish in Liaodong Bay from 

2009 to 2011 

种类 海水表温(℃) 海水表盐 较密集区表温(℃) 较密集区表盐 

海蜇(R. esculentum) 20.5—27.9 22.1—32.1 22—27 22.1—31.1 

沙蜇(N. nomurai) 17.7—27.8 24.3—31.9 19.6—24.4 24.7—31.6 

海月水母(Aurelia sp.1) 20.4—27.3 27.5—32.1 20.5—23.6 29.5—32.1 

白色霞水母(C. nozakii) 21.2—26.8 29.4—32.9 — — 

注: 以渔获密度高于 100ind/(net·h)的区域为较密集区, 且白色霞水母由于近三年出现较少, 引用 2005—2011 年的调查数据。2004
年辽东湾白色霞水母暴发区海水表层盐度为 33—35 (Dong et al, 2008) 

 
表 3  中国沿海部分大型水母幼水母出现记录 

Tab.3  The occurrence of larval medusa stages of giant jellyfish in the coastal China sea 

种类 时间 海区 伞弧长(cm) 文献 

沙蜇(N. nomurai) 2008年 6月中旬 东海北部 10—51 李建生等, 2009 

 2007年 5月初 黄、东海交界处 5—10 张芳, 20081) 

 2007年 6月末 黄海南部 6—40 张芳, 20081) 

 2006年 6月上旬 辽东湾北部近海 2—10 王彬等, 2010 

海蜇(R. esculentum) 1993年 5月初 福建闽江口 1.8—3.5 卢振彬等, 1999 

 2月下旬—4月下旬 福建沿海 幼水母 戴泉水等, 2004 

 1995年 5月初 浙江南部近海 2—3 王永顺等, 1997 

 1996年 5月下旬 浙江南部近海 2.1—5.3 王永顺等, 1997 

 5月下旬—6月初 杭州湾 2—5 黄鸣夏等, 1985 

 1982年 6月下旬 辽东湾北部近海 1—2.2 李培军等, 1988 

 1989年 6月下旬 辽东湾北部近海 4 李培军等, 1990 

 2005年 6月上、中旬 辽东湾北部近海 1.1—1.6 姜连新等, 2007 

 2006年 6月上旬 辽东湾北部近海 2—3 王彬等, 2010 

霞水母(Cyanea sp.) 1994年 4月初 福建东山岛海域 1.4—4.5 卢振彬等, 2003 

 3—4月 杭州湾及长江口沿岸岛屿附近 2—15 周永东等, 2004 

 2004年 4月 浙江中北部沿近海高盐水域 15—20 程家骅等, 2005 

 5月底—6月初 江苏沿岸 水珠大小 仲霞铭等, 2004 

 2005年 6月上、中旬 辽东湾北部近海 幼水母 姜连新等, 2007 

 
海蜇的产量仅 1000t左右。2011年从 6月上、中旬—
7 月上、中旬, 辽东湾低温寡照天气较多, 海区水温
比往年同期低 0.5—2℃, 这对高温低盐种的海蜇的发

生和生长较为不利。历史上记载 80 年代辽东湾北部
近海 6 月下旬出现海蜇幼水母的集中分布区(李培军
等, 1990), 2011年 6月下旬仅少数站位零星出现海蜇



3期 王  彬等: 辽东湾北部近海大型水母数量分布和温度盐度特征 577 

幼水母, 7 月上、中旬仅在双台子河口出现海蜇幼水
母的集中分布区, 甚至海蜇开捕前 7月下旬双台子河
至大凌河口一带仍有较多的海蜇幼水母分布 , 同时
海区中其它调查站位海蜇数量较少。因此推测 2011
年辽东湾海蜇产量较低的原因 , 除了未进行增殖放
流和各种原因导致的海区中海蜇螅状体的栖息数量

可能较少的因素以外 , 水温偏低导致的海蜇发生较
晚及生长速度慢也是影响因素之一。 

沙蜇在黄、东海暴发期间对海区中浮游动物的潜

在消耗是非常大的, 甚至是毁灭性的(张芳, 2008)1)。

沙蜇作为辽东湾大型水母的优势种类之一(王彬等 , 
2010), 近些年来在辽东湾多次大量出现 , 大量出现
期间同样会对辽东湾浮游动物产生较大的潜在消耗, 
对辽东湾的渔业生态系统造成影响。在辽东湾渔业资

源日趋减少的情况下 , 辽东湾部分渔民将沙蜇作为
食用水母来进行捕捞生产, 虽然经济价值低, 但产量
巨大, 捕捞期较长, 辽东湾沙蜇生产船仍然具有可观
的经济效益。因此辽东湾沙蜇的暴发对辽东湾生态系

统和渔业资源结构带来负面影响的同时 , 在某种程
度上也形成了低值渔业资源。 

海月水母一般在辽东湾南部海域出现较多 , 根
据辽东湾南部的海洋环境监测调查数据 , 往往在大
连、瓦房店等南部海域海月水母有较多的分布, 2010、
2011 年在辽东湾西北部近海部分站位出现了海月水
母。由于该水母在辽东湾北部近海数量相对较少, 并
且毒性较低, 个体较小, 对辽东湾北部近海生态系统
和渔业生产的影响较小。 

2004 年辽东湾白色霞水母暴发, 对辽东湾渔业
生产造成巨大影响。2005—2011 年辽东湾北部海区
中白色霞水母的数量较少 , 在辽东湾北部近海偶有
出现, 对海洋生态系统和渔业生产的影响较小。 

大型水母的暴发和栖息分布, 受到温度、盐度、
海流、饵料、敌害生物等多种因素的共同影响。由于

受到调查时间段及调查区域的限制 , 辽东湾大型水
母的生态习性研究还需要进一步的调查和实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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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QUANTITY DISTRIBUTION OF GIANT JELLYFISH AND ITS RELATIONSHIP TO 
SEAWATER TEMPERATURE AND SALINITY IN INSHORE WATERS OF THE 

NORTHERN LIAODONG BAY REGION 

WANG Bin,  DONG Jing,  WANG Wen-Bo,  LI Yu-Long,  LI Yi-Ping,  LIU Xiu-Ze,  FU Jie 
(Liaoning Ocean and Fisheries Science Research Institute, Key Laboratory of Marine Biological Resources and Ecology,  

Liaoning Province, Dalian, 116023) 

Abstract    The distribution of giant jellyfish and the ecological type were analyzed on the basis of the sampling data 
obtained during the surveys in inshore waters within 10m isobath of the northern Liaodong Bay, Bohai Sea from late May 
to late July from 2009 to 2011. There were four main species of giant jellyfish, Rhopilema esculentum, Nemopilema no-
murai, Cyanea nozakii and Aurelia sp.1. The larval medusae of R. esculentum was mainly found within 5m isobath in 
coastal estuaries of the northern Liaodong Bay, and adult medusae was mainly found in both sides of the waters near 5m 
isobath. The adult had a slightly tendency to go to deep waters or low jellyfish catch density waters with the individual 
increasing. The relatively high temperature and low salinity area of coastal estuaries was an optimum environment for the 
growth of R. esculentum. There were a large amount of larval medusae of N. nomurai in inshore waters of northern 
Liaodong Bay in June, and the amount of N. nomurai decreased a lot with the individual increasing in the area in July. Au-
relia sp.1 mainly inhabitated in the southern Liaodong Bay, and was found a few in inshore waters of the northern 
Liaodong Bay in 2010 and 2011. 

C. nozakii inhabitated in high salinity area, and was few found in Liaodong Bay in recent years. Among giant jelly-
fishes in Liaodong Bay, N. nomurai grew more quickly. The occurrence time of the larval medusa of R. esculentum and N. 
nomurai in Liaodong Bay was later than in the Yellow Sea and East China Sea. 
Key words    Liaodong Bay,  Giant jellyfish,  Rhopilema esculentum,  Nemopilema nomurai,  Cyanea nozakii,  
Aurelia sp.1,  Temperature,  Salinity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