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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部湾的水产资源与广西

海洋捕捞生产的前景

黄世耿 罗继璋 李武全

(广西海洋水产研 究所 )

摘 要

北部湾是著名的渔场
,

湾内鱼灯种类繁 多
、

资源丰富
。

广西 沿海地处北部湾
,

发展

渔业生产得天独厚
,

但长期 以 来捕捞生产 大部分都在近海作业
,

捕捞强 度过 大 , 今

后要充分利用北部 湾丰富的中上层鱼 类资源和湾西部公海渔 区 的鱼 类资源
,

并向海

口及外海发展
,

进一 步发展广西海洋捕捞生产
。

北部湾是广西海洋渔业的主要作业场所
,

长期以来
,

广西沿海渔民群众
,

一年四季大部

份时间都在北部湾生产
,

进行拖
、

围
、

刺
、

钓等各种作业 ; 北部湾水产资源好坏
,

直接影响

着渔民群众的生活
,

影响着广西海洋渔业生产的发展
。

近十年来
,

北部湾的水产资源发生较

大的变动
,

致使广西海洋捕捞产量若升若降
,

究竟原因何在 ? 今后有否发展前途? 这是广大

渔 民群众和各级行政
、

企事业部门的领导所要关注的
。

为了探讨其原因
,

了解和掌握其变动规

律
,

为发展海洋渔业生产服务
,

自1 97。年以来
,

在中央和自治区的领导 下
,

我们对北部湾鱼类资

源进行了多次调查
,
并进行过多学科

、

多专业的海岸带和海涂资源综合考查
,

现根据我们调

查和掌握的资料
,

对北部湾的水产资源与广西海洋捕捞生产在优势和特点方面
、

发展生产的

潜力和途径方面提出初步看法
,

供有关单位参考
。

一
、

地理位置独特
,

自然条件优越
,

发展渔业生产得天独厚
。

北部湾是亚热带的大陆海湾
,

位于 北纬 1 7
“

至 2 1
0
3 0产

、

东经1 0 5
0
4 0 产至 1 0 9

“
5 0尹之间

,

面

积约 15
。

36 万平方公里 ( 联合国粮农组织出版的资料数字 玩 三面环陆
,

南联南海
,

径 通 太

平洋和印度洋
,

中部与琼州海峡相通
,

形成了半封闭的海湾
,

地理位置独特
。

湾内岛屿众多 ( 仅广西沿海就有 6 24 个 )
,

海岸线较长 ( 仅广西海岸线 就有 10 83
。
2 4公

里 ) , 气候温和
,

年温差较小
;
雨量充沛

,

水文
、

海化等因子适合各种鱼虾类的繁殖生长
,

加上注入湾内河流较多
,

带来 了大量的有机物和无机盐
,

使沿岸水质肥沃
,

浮游生物和底栖

生物丰富
,

繁衍着丰富的水产资源
。

湾内海底平坦
,

倾斜度徐缓
,

坡度不大
,

一般不超过 2
。 , 底质多为泥沙和沙泥

,

水深平

均为 40 多米
,

最深很少超过 100 米
,
大风天数不多 , 便于渔业生产

,

适合于各种作 业
,

是 著

名的渔场之一
。

广西 沿海濒临北部湾
,

离岸不远便是渔场
,

发展渔业生产得天独厚
,

应充分 发 挥 和 利

用
。

二
、

北部湾鱼虾种类繁多
,

资源丰富
,

对发展海洋渔业生产有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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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北部湾有优越的地理位置
,

良好的自然条件
,

因此北部湾的鱼虾种类繁多
,

生物量

高
,

资源丰富
。

据资料记载
,

北部湾鱼类有500 多种
,

其中较大条的经济鱼类有30 多种
,

经

济价值较高的有红鳍苗绸 (
r

俗称红鱼 )
’

、

石斑鱼
、

绍鱼
、

马交鱼
、

二长棘绸
`

( 俗 称垃 鱼 )

等
。

虾类仅广西沿海就有40 多种
,

主要经济虾类 1公多种
,
大多散虾类经济价值都很高

,

如长

毛对虾
、

墨吉对虾
、

日本对虾
、

斑节对虾等
。

同时还有大量的头足类 ( 尤 鱼
、

墨 鱼
、

章

鱼 )
、

贝类等等
。

关于北部湾的资源量
,

许多国内外专家学者都作过研究
,

尽管估算的结果相差较大 ( 最

高的为 1 76 万吨
,

低的为 50 ~ 60 万吨 )
,

但在表示资源好坏指标一三三鱼类资源密度数宇 上
,

大多数专家学著都比较接近
,

而且均在 3吨 / 平方公里以上
,

比很多海 区都要高
。

’

从近 年 来

进行的海岸带调查结果也反映了北部湾 ( 广西部分 ) 生物种类和生物量在南海北部沿岸是比

较高的
。

因此
,

北部湾的鱼类资源是丰富的
。

至于北部湾鱼类资源量 和可浦量是多少 ? 我们根据我 区国营单拖渔轮和群众机船双拖十

多年来在北部湾各渔 区生产的渔捞记录资料
,

用 日本学者
“
真道重明

”
的公式来推算出北部

湾底层鱼类的现存资源量为 35 ~ 3 7
。
4万吨 , 加上有关专家对北部湾中上层鱼类资源量 估 算

为 3 0万吨
,

则北部湾鱼类资源量为 6 5~ 67
。

4万吨
,

可捕量取。 。
5为 3 2

。

5~ 3 3
。

7万吨
。

从北部湾渔业生产实绩来看
,

广西平均年产为 10 万阵
,

最高年产为14 万吨 , 广 东在 北

部湾平均年产为 12 万吨
,

最高年产为15 万吨 , 越南约 7~ 8万吨
,

港澳地区及外轮 约 3~ 5 万

吨
。

以上数字若取低值
,

则略有剩余 , 取高值就涌捞过渡
,

造成往下年景产量乍降
。

近十年

来
,

广西海洋渔业产量变动情况基本与此相符
,
必须加孩保护和管理

,
合理利用

,

北部 湾

丰富的鱼虾类资源对拳展海洋渔业生产就更为有 oPJ
, _

广酉沿海虾类资源量
,
据我们调查推算为 5 2 2 7吨

,
主要分布在沿岸 2 0米水深区域内

,
要

进一步加强保护和管理
,

才能发挥这一资源优势
,

发展广西的捕虾生产
。

三
、

北部湾多数的鱼虾种类性成熟早
、

繁殖力强 , 生长快
、

生命周期短
,

种群更新快
,

资源恢复也快
,

对发展渔业生产有利
。

由于受亚热带和热带气候影响
,
北部湾大多数鱼虾种类性成熟早

,
1龄鱼就加入 产 卵 群

产卵
,

常见种类的怀卵量为 10 ` 20 万粒
,
繁殖力强 , 在整个海 区一年四季都适合共生长

,
生

长速度快
, 1龄鱼体长可达 150 毫米 , 生命周期短

,

多数鱼种的最大年龄为 4龄
,

一般为2 ~ 3

龄
,

少数种类最大年龄可达 6~ 7龄
,

因此种群 自然死亡率高
,

世代交替频繁
,

种群更新快
,

资

源恢复也快
,

这对渔业生产则是有利的
。

即使某一年景资源捕捞过渡
,

但只要来年加强繁殖保

护和管理
, 2 ~ 3年后资源基本恢复

,
这是北方海区所不能的 , 如能合理利用

,

资源就能稳定

增长
。

发展广西海洋渔业生产
,

在水产资源方面除上所述的优势和特点外
,

尚有如下潜力
。

1
.

北部湾有着丰富的中上层鱼类资源
,

待进一步合理开发利用
。

据国内外专家估算
,

北部湾中上层鱼类资源量约为 30 万吨
,

我区捕获中上层鱼类最高年

产不到 4万吨
,

一般年产 2万吨左右
。

利用率较低
。

主要原因是捕捞作业结构不合理
,

大部分

地区作业单一化
,
底拖网比例越来越大

,

围网及其它作业比例越来越小
,

中深海围网作业基

本是个空白
。

因此只要认真调整作业结构
,

发展围网生产
,

充分利用 北部湾丰富的中上层鱼

类资源
,

我区渔业生产量就能大大增加
。

2
。

可进一步利用北部湾西部公海渔 区的鱼类资源
。

据资料统计
,
北部湾的局产渔区

,

大部分在湾西郡公海
,

过去我区在西部公海渔区产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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占了全区海水鱼产量的 6 0%左右
。

越南当局反华后
,

我 区在湾西部公海渔 区生产受到 了骚扰

和影响
,

作业的海域缩小 , 而西部海区的鱼类资源得到了恢复
,

产量较高一 可有组织有计划

地组织船队过线生产
,

进一步利用湾西部公海渔区的鱼类资源
。

3
.

开发利甩湾口及外海包括西沙
, `

南沙的鱼类资源
。

L
`

据调查
,

在北部湾 口海区
,

经济鱼类多
,

主要有红鳍
、

笛绸
、

真绸
、

黄绸
、

四长棘绸
、

石斑鱼

等
,

捕获到的种类不但个体大
,

经济价值高
,

而且网产高
·

( 平均时产为 3担以上 )
,

资源丰

富
,

开发利用潜力大
。

另外
,

在南海大陆架海区和西
、

南沙群岛海域
,

除有丰富豹中上层鱼类
、

鳞 鱿科 鱼 类

( 主要为羊鱼 ) 和底层
、

近底层鱼类外 ( 估算的可捕量分别为 2 1
。
3万吨

、
1 5

。
9万吨和4 3

。
0万

吨 )
,

还有丰富的虾类和头足类
。

发展我区外海渔业生产
,

可进一步利用这些海域的鱼虾类

资源
。

由此可见广西海洋捕捞生产的前景是广阔的
。

目前我区海洋渔业捕捞生产
,

大部分都在近海 40 ~ 60 米水深海域作业
,

渔轮
、

机船同一

渔场
,

捕捞强度过大 , 发展我区海洋渔业生产
,

就必须向湾 口及外海发展
,

以减轻近海渔场

压力
。

在此同时
,

要进一步加强渔政
、

渔船管理
,

采取有力的措施
,

保护沿岸和近海的水产

资源
,

以达到合理利用
,

发展渔业生产的 目
_

的
。

总之
,

海洋渔业的兴衰
,

关系着沿海渔业劳力的生活出路利广大人民的吃鱼问题
。

在海

洋渔业的发展过程中
,

虽然存在着不少的向题和困难
,

但只要认真对待
,

’

扬长避短
,

尽力解

决
,
生产就能很快搞上 去

,

海洋渔业新的局面就会出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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