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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部湾中北部 (广西近海 )虾类资源

广西海洋水产研究所 黄世耿 陈世 汉

摘 要

北部湾中北部虾类资源怎样 ?这是人们很为关注的间题
。

本文根据多年来调查资料
,

扼要介绍了北部湾中北部 ( 广西近海 ) 虾的种类 及 分 布 情

况
,

对虾类资源量和渔获量变动进行了初步探讨
,

认 为环境因素是影响虾类渔获量变动的 主

要原因
,

特别是二月份表层平均水温
,

关系密切
;
并就今后虾类资源量增长途径提 出了自己

的看法
。

前 言

广西近海地处北部湾
,

自然环境优越
,

海况
、

气象等条件适合各种虾类繁殖生长
;

特别

是北部湾沿岸
,

海岸线曲折
,

河川纵横
,

浮游生物和底栖生物丰富
,

是各种虾类的 良好繁系

场和幼苗长育场所
。

每年春天都有大量亲虾到沿岸产卵繁殖
,

孵化后仔幼虾就在近海一带长育成熟
;

冬季寒

潮来后
,

它们大部分又在附近深沟越冬
,

形成了自己特定区系
。

据刘瑞玉的 《 南海虾类区殖

的初步研究 》 认为
,

南海约有虾类23 0种
。

其中有些种是不进入北部湾的
,

许多种在 北 部湾

都有分布
,

尤以中北部为著
。

近十年来
,

我们对北部湾中北部 ( 广西近海 ) 虾类资源进行 了专题调查
,

收集整理了海

上和陆上调查大量资料
,

编写了调查报告
。

现仅从如下三方面对北部湾中北部 ( 广西近海 )

虾类资源进行初步探讨
。

由于所得资料 尚欠全面
,

水平有限
,

错谬之处请予批评指正
。

一
、

北部湾中北部 ( 广西近海 ) 虾的种类及其分布情况

通过多年来调查
,

现 已收集和整理了北部湾中北部 ( 广西近海 ) 虾类标本达 四十多种
,

经初步鉴定分类的有四十一种
,

隶属于对虾族对虾亚科有七个属三十个种
,

管鞭虾亚科 一个

属二个种
,

单肢虾亚科一个属一个种
; 樱虾科一个属一个种

;

真虾族鼓虾科一个属二个种
,

长臂虾科一个属 二个种
,

长额虾科一个属一个 种
;

另有且 t h 。 。 。

一种
,

M t o lo 。 。 : i : 一种
。

其种类如下
:

长 毛对虾 P e n a e u s P e n i c i l l a t 、 : A l 。 o e k

墨吉对虾 P e : a e u s o e r g u f e : ` : 1 5 D e
M

a n

日本对虾 P e : a e u s j a 尸 o n i c : ` : B a t e

宽沟对虾 p e ” a e u s l a t i s ,` I c a t “ 5 K i s h i n o u y e

焦沟对虾 P e o a e u s S e m f : u l c a t u : D e H a a n

班节对虾 P e n a o u : , n o n d o 打 F a b r i e u S

刀 额新对虾 M
e t a 夕e n a o u s e n s f : D e H a a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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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一

一

一
. . . . 、 . . . . . .` . . .

一中型新对虾 M
e t a p。 ” a e 。 : ` n r e r m o d i u :

( K i s h i一
n e o u y e

)

近缘新对虾 M
e t a 夕 e n a e “ 5 a

f f ￡
。 f s

( H
、

M i l n e
一 E d w a r d 。 )

周氏新对虾 M
e t a 尸 e ” a e “ “ j o 夕 n e r i ( M i e r S

)

布氏新对虾 M
e t a 尸。 n a e o s B u r 人e o r o 。 d` K u b o

哈氏仿对虾 P a r a尹 e n a e o 尸 s f :
H

a r t u` e k` l ( M i e s
)

亨氏仿对虾 P a r a 夕 e ,: a e o 尸 s f :
H

u o g e n
f

o n d c A I。 o c k

教肢仿对虾 p a r a 尸 e , , a o o 尸 : i :
M

u x ` 111夕e d o
( A I C o 。 k )

刀额仿对虾 p a r a 尸 e n a e o 尸 s f s C o l t r ` r t ` 5 A l c o e女

细巧仿对虾 p a r a 尹 e n a e o 尸5 15 T e n e i i u s

角额仿对虾 p a r a 尸。 ” a e 。 尸“ 1 5 C o r n u t u s

长额仿对虾 p a r a 尸 e n a e o 尸s f s
H

a r d w i C k f` ( M i e r :
)

须 赤 虾 M
e t a p o n a e O 尸s ` 5 B a r d a t “ s

( D e A a a n
)

巴贝岛赤虾 M
e z a 夕 e n a e o 尸: f s B a r d e e o s f s H a l l

墨 吉 赤 虾 M
e t a 尸 e ” a e o 夕 5 15

M
o g f e n s i s

( R a t h b 。 血 )

音 响 赤 虾 M
e t a 尸 e n a e 。 尹5 15 S t r ` d u l a o s

( W
o o d一M a s :

)

掌 状 赤 虾 M
e t a 尸 e n a e o 夕 5 15 p a l o e ” 5 15

( H a s r v e l l )

脊 赤 虾 M
e t a 尹 e n a e o 户 s f s a o l i o i s

( R a t h s a n
)

鹰 爪 虾 T r a c h , 尹 e n a e o s C a r o i o s t e l s
( S t i m p s o m )

长足鹰爪虾 T r a c h夕夕 e n a e u s L a 。夕 e s
( P a n l s o n

)

红褐鹰 J’\r 虾 T r a c h夕户 e n a e , ` 5
M

a l a l a o a s B a l l s s

澎湖鹰爪虾 T r a c h夕夕。 , : a e u s P e s c a d o r e n s i s S e h m i t t

长足拟对虾 P a r a 夕e n a e u s L a n 夕i夕 e : A l e o e k

扁足异对虾 A t夕尹。 尹 e n a e 。 : S t e ,: o d e t夕u s
( S t i m p s o n )

中华管鞭虾 s o l e n o c e r a , ￡n e n s i s Y u

扁 管 鞭 虾 s o l e n o e e r a d e尹 e r e s a
K

u b o

披针单肢虾 S i c 夕 O n i a L a n C` f
e r

M
a l e

中 国 毛 虾 A c e t e s C h i n e n s i s

鲜 明 鼓 虾 左 l夕 h e o s d i s t f n g u e ” d u s ( D e H a a n
)

短 脊 鼓 虾 A I尹 h e u s b r e v i e r ` s t a t u s
( D e

H
a a n

)

脊 尾 白 虾 p a l a e o o n
( E 二

O尸 a l a e n o n
) C a r i n i e a u d a

锯齿长臂虾 p a l a e m o 。
( p a l a e m o 。 ) S e r r i f e r

滑脊等腕虾 H
e t e r o c a r尹 o d e s L e v l C a r `” a n

( B
a t e

)

M t o l o e n s i s T y p e F e m a l e

A t h a n a s S P

在近海虾类品种中
,

经济价值较大
、

产量较高
、

成体长度在 100 毫米以上的有长毛对虾
、

墨吉对虾
、

日本对虾
、

短沟对虾
、

宽沟对虾
、

班节对虾和部分刀额新对虾
、

中型新对虾等
,

其中前四 种数量约占全部虾类的 60 肠左右
.

近海虾类品种分布 与自然环境关系是比较密切的

了各自一定的活动分布
,

栖自
、

场所 ( 即自然环境 )
;

,

一方面 由虾类自身生态生殖习性选择

另一方面一定的自然环境 ( 包括海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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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象等因 幸 ) 又影响着各种虾类的活动和栖息分布
。

就广西近 海主要经疥虾类来说
, 一

长毛刘

虾 与墨古对虾花沿岸二
一

卜米左右水深区域内几乎都有分布
,

其中西邓比东部 多
,

秋 讯 群 阵

大
。

日本对虾
、

宽沟对虾与短沟对虾近海均有分布
,

但东沁比西部多
,

也 较 为 集 中
。

须赤

虾
、

巴贝 岛赤虾等赤虾属分布范围较广
,

近海一带及 j匕部湾中部海区都有
,

但沿 岸 产 量 较

高
。

其他如刀额新对虾
、

中型新对虾及哈氏仿又
`

{
一

虾
、

亨氏 f方寸虾等多 分布在近海泥沙质或 暇

质海区
;

脊尾白虾则多分布在沿岸港湾
、

江 河日 附近
。

二
、

北部湾中北部 ( 广西近海 ) 虾类资源量与渔获量变动的初步

探讨

一般来说
,

资源量变动可从渔获量变动中得到反映
,

而渔获量变动 则是资源量变动的相

应表示
;
渔获量 ( 相应资源量 ) 变动主要受扑捞强度

、

环境因素和鱼
.

虾类自身生物学特性的

影响
。

广西近海虾类渔获量历年来变动较大
,

据 1 9 6 5一 19 80年全区虾类收购量统计 ( 约 占渔获

量 90 呱 )
,

十六年来呈一高一低的波浪式
,

其中连续两年增加出现三次
,

连续两年下降出现一

次
,

连续三年下降出现一次
;

而以 19 6 7年和 1 9了了年收购量最高
,

分别为 2 9 4 0 5担和 3 4 8 9 。担
,

1 0 6 5年
、

19 6 6年收购量最低
,

分别为9 9 0 5担和王3了7 4担
,

最高和最低相差 2 4 8 9 5担
,

最高为最

低的 3
.

49 倍 ( 见下表 )
。

广 西历年虾类收购量统计表
单位

:

市担

一一一
丫

— 一一
年 份 ! 1 9 6 5 1 9 6 6 1 9 6 7 19 6 8 1 9 6 9 1 9 7 0 } 1 9 7 1 { 1 9 7 2

收购量

年 份

收购量

9 9 9 5 1 3 7 7 4 2 9 4 0 9 2 5 0 0 9 2 0 0 4 6 1 9 2 2 8

1 9 7 3 19 7 4 ! 19 7 5 1
.

9 7 6 1 9 7 7 1 9 7 8

2 2 6。。

}
2 3 , 4 7

1 9 7。
…

1 0 8。

1 5 0 3 9 { 2 15 6 0 } 2 3 2 3 2 18 7 1 0 3 4 8 9 0 18 6 2 0 15 6 5 3 } 2 2 3 8 3

历年虾类渔获量变动较大的原因
,

从扑捞强度上分析
,

前十年我区扑虾机动船只都在不

断增加
,

特别是 19 75 年后
,

全区新增机动扑虾船达 7 21 艘
、

4 1 2 2 0匹 马力
,

但 1 9 7 6年收购量反

而比 1 9 7 5年下降了 2 3
.

6肠
,

1 9 7 7年则有较大幅度增长
,

而 19 7 5年
、

1 9 7 9年又比上一年下降了

4 6
.

6肠和 15
.

9肠
。

近年来北 海市联合扑捞公司先后从国外引进二十多艘大马力扑虾机船
,

但

三年来 ( 1 9 7 9一 1 9 81 年 ) 渔获量也没有逐年增长
。

因此近海虾类渔获量并不是随 扑 捞 船 只

( 扑捞强度 ) 增加而增加的
,

其变动 与扑捞船只增加没有密切相关关系 ( 影响较小 )
。

丛环境因素上分析
,

影响虾类渔获量变动 的因子较多
,

有海况和气象方面的
,

也有理化

和生物方面的
,

我们在比较中发现二月份表层平均水温对虾类收购量影 响较大
。

一般来说
,

如二月份表层平均水温高
,

当年虾类数量就少
,

二月份表层平均水温低
,

当年虾 类 数 量 就

多
。

如 19 67
、

1 9 68
、

1 9 7 7三年中二月份表层平均水温都低 ( 以涸洲海洋站观测数 字比较 )
,

这

三年收购量就高
;
而 19 65

、

19 66
、

l日7 3
、

1 9 7 9 四年中二月份表层平均水温较高
,

收购量则低 ( 见

历年收购量与二月份水温变化曲线图 )
,

它们的关系基本是 负相关
,

相关系 数 Y二 一 o
,

7 4 5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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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信度在 99
.

9肠以上 )
。

如取平均值比较
,

它们的关系则更灵著
,

十六年中除 1 9 69
、

1 97 5

年外
,

其余年份如二月份表层平均水温高于十六年平均值的
,

当年虾类收购量就减少
,

低于

平均值的
,

当年虾类收购量就增加
。

至于虾类自身生物学特性对渔获量变动的影响
,

现时尚缺完整资料分析
,

不过从近年来

测定的各种虾类生物学资料来比较
,

我们发现部分对虾体长有渐小趋势
,

这一方面 为 过 早

扑捞所致外
,

另一方面还受 到环境因素的影 响 ( 主要在生殖和索饵期间 )
,

因此我们认为影

响近海虾类渔获量 (相应资源量 ) 变动的主要为环境因素
,

特别是二月份表层平均水温
。

但

应指出的是若 不注意虾类资源的繁殖保护
,

滥扑亲幼虾
,

好年景也会造成资源量和扑获量下

降的
.

三
、

虾类资源稳定增长的途径是发展养殖业
` _

我区近海的虾类资源是丰富的
,

但
一

也是有限的
.

我区沿岸虾类资源破坏严重
,

据有关资

料估算
,

我区沿岸仅等网和 塞密网两种浅海作业
,

每年因滥扑虾苗造成埠失的资源量达三万
多担

,

比全年扑虾量还多 ; 另外港澳大马力扑虾机船在近海酷刮滥扑
,

也牌资源遭受严重的

破坏
。

欲使虾类渔获量稳定增长
,

就必须使虾类资源量相应增长
.

我们应

保护的同时
,

因地制宜地发展养殖业
,

这是保证虾类资源稳定增长的

来我区对虾养殖取得了一定成绩
,

沿海县市相继建立了养殖试验场
,

进

好虾类资源繁殖

途径之一 近年

大面积 试 养 和

人工育苗工作 ; 但目前应迅速解决种苗和饵料问题
,

努力研究解决亲虾越冬及防治虾病的技

术等
。

我们认为在对虾的自然繁殖场附近建立育苗场是适宜的
,

适当扩大优 良养殖品种也是

可行的 ; 在全区育苗能力达到一
、

二亿尾以上时
,

可考虑向海湾投放人工苗种
,

进行海洋放

牧
,

逐步增加虾类的自然资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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