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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为更好地保护南海幼鱼资源,文章从渔港抽样调查、模型分析和时令谚语3个方面分析了调

整南海休渔期的必要性。2017年的南海渔港抽样调查显示,当年的休渔期延长取得的渔业资源保

护效果并不理想,但模型分析支持2017年的休渔新政应是3个半月休渔方案中保持产卵群体存量

最好的方案。渔民谚语揭示南海幼鱼集中出现在4月。而目前的南海休渔期仍未能覆盖到幼鱼生

长的旺发期。因此,建议现行的南海休渔时间再提前半个月或从4月1日开始休渔,甚至未来尝试

在春季休渔,这样既可保护成长中的幼鱼,又可保护产卵中的亲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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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InordertoprotectthejuvenilefishresourcesinSouthChinaSea,thenecessityofadjus-

tingtheclosedseasonwasanalyzedfromtheaspectsofsamplingsurveyatfishingports,modela-

nalysisandseasonalproverbs.Thesamplingsurveyatfishingportsshowedthattheeffectoffish-

eryresourceprotectionwasnotsatisfactorybyextendingfishingseasonin2017.Themodelanaly-

sissupportedthatthenewdealofclosedseasonin2017shouldbethebestonetomaintainthe

spawningstockinthethree-and-a-half-monthclosurescheme.Fishermen'sproverbsrevealedmas-

siveoccurrenceofjuvenilefishinSouthChinaSeainApril.Thecurrentclosedseasonstillfailed

tocoverthepeakgrowthperiodofyoungfishinSouthChinaSea.Therefore,itisrecommended

thatthecurrentclosedseasoninSouthChinaSeashouldbeanotherhalfamonthinadvanceor

beginon1April,andevenstopfishinginthespring,thus,itcannotonlyprotectthegrowingju-

venilefish,butalsoprotecttheparentfishinspaw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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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1999年起,南海开始实行海域伏季休渔制度。

最初规定每年6月1日至8月1日是南海海域的休

渔期。随后在2009年,休渔期延长了半个月,改为

从5月16日至8月1日。直至在2017年又延长为

3个半月,即5月1日至8月16日。2017年“史上

最严”的海洋伏季休渔制度执行后,南海的渔业资

源密度与往年同期相比,有较大增长[1],但局部海域

也有出现渔获下降的情况[2]。休渔期的制定是经济

民生和环境生态协调的产物,也是多方诉求与利益

博弈的结果。林万泽等[3]提出休渔期定在南海区幼

鱼虾贝繁殖季的5—7月3个月。为确保优势品种

的幼鱼发育有足够的时间,黎文彤等[4]提出南海休

渔期定在5月15日至7月15日。杨风等[5]则提出

休渔期应避开6—8月的台风多发季节。从休渔实

践效果来看,现行休渔时间无法保护在春季产卵的

亲鱼[6]。故当前休渔期仍有调整完善的必要,本研

究将从渔港抽样调查、模型分析和时令谚语3个方

面对南海休渔期的合理调整进行探讨,以期为有关

部门优化休渔期提供科学依据,更好地养护南海渔

业资源,维护渔业生产秩序。

1 材料与方法

1.1 渔港抽样调查

本研究于2017年分4个季节在广东、广西和海

南各渔港对渔船生产状况进行分层抽样调查。调

查渔港为汕头、海门、汕尾、珠海、闸坡、博贺、海口、

清澜、陵水、三亚、八所、新港、海头、江洪、企水、北

海和企沙等。对不同作业方式按功率段进行分层

抽样统计,功率段区间参照陶雅晋等[7]划分,测算该

年度4个季节拖网、围网、刺网、钓具、张网和罩网的

CPUE情况,CPUE按下式计算:

CPUE=
Ci

Pi×Di
(1)

式中:CPUE为单位捕捞努力量渔获量;Ci为某作

业方式某功率段的季节产量;Pi为该作业方式某功

率段的总功率;Di为该作业方式该功率段该季节的

作业天数。

1.2 B-H模型分析

B-H模型可用于评估休渔期政策的影响效果。

不同休渔期政策将产生不同的 YPR和SBR的表

现。SBR和YPR计算公式分别如下:

SBR=
SB
R =

tmax

t=0
exp{-[(FStAt)-M]t}

a(Lt)bGt (2)

YPR=
Y
R =

tmax

t=0

FStAt

FStAt+Mexp

((-(FSt-1At-1)-M)×(t-1)×
(1-exp(-(FStAt)-M))a(Lt)b (3)

式(2)和式(3)中:YPR为单位补充量渔获量;SBR
为单位补充量产卵亲体量;SB为总产卵群体生物

量;Y 为渔获量;R 为补充量,其取值为1;F、M 分

别为捕捞死亡系数和自然死亡系数;a 和b 是体长

体重关系常数;时间步长t为半个月;Lt为VB 生长

方程返算的t龄时的平均体长(mm);tmax为样本中

观测到的最大年龄;At提示对应于t龄时的公历月

份是否开渔,是则为1,否则为0。起算月份t=0设

定为1月份,此时稚鱼开始出现,成鱼的性腺指数在

该月最高,集中地大量产卵。性成熟Gt和网具选择

性St都是“刀刃型”的,公式分别为:

Gt=
0, ift<tm

1, ift≥tm
{ (4)

St=
0, ift<tc

1, ift≥tc
{ (5)

式(4)和式(5)中,tm为50%性成熟年龄,tc为初次开

捕年龄。

本研究以北部湾二长棘犁齿鲷为例,在当前捕

捞死亡系数Fcur下,无休渔期、实施2个月休渔(6—

7月)、2个半月(5月16日至8月1日)、春季休渔

(3—5月)、3个半月步推休渔(全年按半个月排出

24个方案)。热带气旋、冷空气形成的大风天气会

导致自然休渔。据报道[8],冬季冷空气南侵形成的

大风天(6级以上)可达36~50d,而夏秋季台风在

南海形成的大风天可达27~36d。冷空气活动最强

在11月到翌年1月,台风活动最盛期在8—9月。

由于大风天分布较散,为便于计算,保守地将自然

休渔期定为两个月,分别设定在12月和8月下半月

至9月上半月两个时段。模型分析时将结合自然休

渔期,比较上述28种休渔方案在保护SBR和改善

YPR收益之间的差异。模型分析使用的参数值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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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所示[9]。

表1 单位补充量模型分析时使用参数值

参数 数值 参数 数值

a 0.00003907 M 0.280/a

b 3.0308 Fcur 0.626/a

L∞ 292.8mm tmax 7a

k 0.167/a 50%性成熟体长 104mm

t0 -1.116a 初次开捕体长 70mm

1.3 民间谚语整理

搜集 广 东、广 西、海 南 沿 海 地 区 的 渔 民 谚

语[10-13],并对之梳理汇总,排出渔业物候历,找出南

海幼鱼大量出现的时段。

2 结果

2.1 不同渔业CPUE的季节变化

2017年南海渔港抽样调查显示(表2)。拖网渔

业春 秋 季 CPUE 较 低,夏 冬 季 较 高;围 网 渔 业

CPUE随冬、春、夏、秋季节 次 序 降 低;刺 网 渔 业

CPUE冬春季较高,夏秋季较低;钓渔业CPUE随

春、夏、秋、冬季节次序降低;张网渔业CPUE春夏

季较高,秋冬季较低;杂渔具CPUE夏季最高,春季

次之,秋冬季较低。2017年南海渔业CPUE的总体

情况是先降后升,冬春季较高,夏秋季较低。从

2017年全年整体趋势看,当年的休渔时间延长对渔

业生产的改善未能得到体现,即秋季渔业生产的

CPUE没有出现预期的提高。

表2 2017年南海不同作业方式CPUE的季节变化

kg/(kW·d)

季节 拖网 围网 刺网 钓具 张网 其他 平均

春 4.45 14.80 10.36 2.47 5.05 10.13 7.32

夏 6.08 9.21 5.10 2.05 6.00 20.01 5.68

秋 4.39 6.16 5.12 1.86 4.21 7.18 4.61

冬 5.21 25.80 7.73 1.71 3.75 7.21 6.39

2.2 不同休渔期方案的效果评估

以二长棘犁齿鲷为例,考虑自然休渔期,实行

两个月休渔,就可使该资源SBR存量恢复到20%
警戒线以上(表3)。实行休渔两个半月或以上,效
果更明显。实行3个半月休渔方案时,在5月15日

前开始休渔,可保证使SBR 存量维持在28%以上。

而YPR最高收益较最低收益也不过下降6.91%。

5月15日后开始休渔,人为休渔期与自然休渔期重

叠,鱼群得以休养生息的时间短,SBR存量相对较

低。表3的模拟结果也从理论上在一定程度支持了

2017年的休渔新政,即从5月1日至8月16日休

渔,会取得3个半月休渔方案中最高的SBR存量结

果。故人为休渔期的设置也要充分利用好自然休

渔期,避开冬季寒潮盛行期和夏季台风暴发期。

表3 不同休渔方案可能导致的二长棘犁齿鲷

SBR存量与YPR产出变化

休渔方案 SBR存量/% YPR/g

无休渔期 17.29 41.18

6月1日至7月30日 23.60 42.75

5月16日至7月30日 25.32 42.60

3月1日至5月31日 26.48 41.68

1月1日至4月15日 29.29 42.30

1月15日至4月30日 29.08 42.04

2月1日至5月15日 28.87 41.79

2月15日至5月31日 28.67 41.55

3月1日至6月15日 28.47 41.32

3月15日至6月30日 28.27 41.10

4月1日至7月15日 28.81 41.61

4月15日至7月31日 29.36 42.11

5月1日至8月15日 29.92 42.61

5月15日至8月31日 27.78 42.95

6月1日至9月15日 25.85 43.18

6月15日至9月30日 26.32 43.67

7月1日至10月15日 26.79 44.15

7月15日至10月31日 26.58 43.83

8月1日至11月15日 26.36 43.52

8月15日至11月30日 26.15 43.21

9月1日至12月15日 26.15 43.21

9月15~日至12月31日 26.15 43.21

10月1日至1月15日 25.94 43.07

10月15日至1月31日 25.73 42.94

11月1日至2月15日 25.53 42.80

11月15日至2月28日 25.34 42.68

12月1日至3月15日 25.15 42.55

12月15日至3月31日 27.13 42.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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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民谚之幼鱼出现时段

渔民时令谚语包含着广大渔民对海产生物繁

衍规律的细致观察,是长期生产实践经验的总结。

现将搜集到的139条渔业物象谚语按节气顺序整理

(表4)。民谚中幼鱼最早出现于立春,香港大埔有

谚云:“立春晴,鱼仔上高坪,立春雨,鱼仔坡下死,

立春阴,鱼仔拼脱鳞”。然后在惠来、大埔、防城、阳

江、儋州、琼山、茂名、北海等地出现如“清明雨,鱼

子死”“清明天暗,鱼仔会喊”“清明晴,小鱼向坡

游;清明雨,小鱼走落锅”“清明落、鱼落镬,清明晴,

鱼上岭”等大量幼鱼出现的时令谚语。直到夏至仍

见“四月初一晴,鱼仔上高坪(惠阳)”以及“三月清

明,四月八,鱼仔鱼儿走光光(琼山)”等。由此可

知,南海幼鱼最早出现于2月初,旺发于4月初,收

尾于5月上旬。要维持渔业种群可持续发展,必须

保证补充(幼鱼)群体充分成长。因此即便是2017
年调整后的休渔期仍未能完全覆盖到南海幼鱼生

长的旺发期。

表4 南海北部渔业物候现象

节气 物候现象

立春 初春汛,海鲇、大黄鱼、墨鱼等旺发,开始出现仔鱼群

雨水 -

惊蛰 有鱼集群现象,海鲇、二长棘鲷、墨鱼等旺发

春分 带鱼汛,鱼群从外海向近海洄游

清明

南海沿海各地幼鱼群体大规模地出现,晴天有向浅滩游

的习性;带鱼大量集群;鳓鱼、小沙丁、宝刀鱼、梅童鱼、

凤鲚、马面鲀、鲳鱼等出现鱼汛;海鲇肥度最好,大黄鱼

鱼汛消失;飞鱼从外海向近海洄游

谷雨 带鱼汛,鱼群游向近海岛礁

立夏

海鳗向浅海洄游,飞鱼集群,梭子蟹轻瘦,乌鲳、毛虾、

鲥、鱿鱼鱼汛;仍有幼鱼向浅滩集群的现象;马鲛鱼群

消失

小满 虾潜底,不易捕捉,初夏鱼汛出现

芒种
梭子蟹轻瘦,金线鱼摄食旺盛,大黄鱼群体再次出现;高

盐度海区,鱼群分散,飞鱼群消失、鱼游外海

夏至 青蟹游近岸产卵、飞鱼群消失

小暑 梭子蟹轻瘦,鲳鱼深潜

大暑 暑热鱼散

立秋 初秋鱼汛开始,鱿鱼、鲾旺发,青干金枪鱼鱼群消失

处暑 鲾等鱼虾旺发,秋汛正旺

白露 鱼集群,大黄鱼摄食旺盛,绯鲤、鲾等旺发

秋分 水渐冷、鱼群开始向外海洄游

续表

节气 物候现象

寒露 梭子蟹肥满,旺发;蓝圆鲹拖网产量高,大黄鱼等鱼汛

霜降 蓝圆鲹拖网产量高,带鱼鱼汛,鱿鱼鱼群消失

立冬 鱼虾集群,初冬鱼汛开始,海鳗向岸游

小雪 -

大雪
冷空气影响,大部分鱼群消失不见;铜鼓渔场有黄鲷

鱼汛

冬至 蓝圆鲹、竹莢鱼等鲹科鱼类出现旺汛

小寒
冷空气影响,大部分鱼群消失不见;大黄鱼冬季鱼汛

开始

大寒 -

3 讨论

3.1 休渔对南海渔业生产的积极影响

实行休渔制度对南海渔业促生产有积极的作

用。1999年首次休渔后,广东、广西、海南的部分拖

网、围网、刺网、钓具、定置网作业方式以kg/h为单

位计算的渔获率均比1998年有所增加[6]。该年8
月和9月海洋渔业产量分别比1998年同期增长

40%和17%[14];2000年8月与往年同期持平,9月

海洋渔业产量较往年同期增长了13%[15];2007年

拖网 渔 船 在 北 部 湾 海 区 比 2006 年 同 期 增 长

16.76%,在 粤 西 海 区 比 2006 年 同 期 增 长

35.59%[5];2012 年 东 莞 双 拖 监 测 船 渔 获 率 为

307.3kg/h,比实行休渔制度前的1998年增加1倍

多[16]。又有2012年休渔后广西的拖网渔业CPUE
增加了10.42%,围网渔业CPUE增加了0.88%,

刺网渔业 CPUE增加了83.64%[17]。2013—2015
年北部湾北部沿岸渔场休渔后的桁杆拖网和灯光

罩网渔 船 的 平 均 CPUE 比 休 渔 前 分 别 提 高 了

28.23%和13.73%[18]。笔者于2017年在粤西海域

的渔业资源调查发现休渔后两周内的底拖网渔获率

比休渔前高90.10%。但正如陈万灵[19]所指出的,休

渔的效果在时间上具有阶段性。休渔后全面丰收的

景象仅能维持1个月,之后又恢复到休渔前的水平。

2017年渔港抽样调查的结果也证实了他的结论。尽

管如此,伏季休渔制度仍是目前我国保护渔业资源的

最有力度的举措[20]。当然仅靠休渔单一的管理手段

实现渔业资源的完全保护是不可能的,还需要其他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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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力的措施来配合。

3.2 我国幼鱼保护制度的历史变迁

我国历史上极为重视幼鱼的保护。早在夏朝

开始就有了明确的幼鱼保护制度。“禹之禁”明文

规定“夏三月,川泽不施网罟,以成鱼鳖之长”。战

国《吕氏春秋》中记载,仲春之月,无竭川泽,无流阪

池。西汉《淮南子·主术训》云:“獭未祭鱼(雨水),

网罟不得入于水”。李茂林[21]所梳理的我国历代禁

渔期(表5),历史上的禁渔期多规定在春夏季。民

国时期虽然也制定了《渔业法》,提出要保育水生生

物,然而未见出台具体禁渔期政策,但在地方上仍

能见到山东在清明至芒种时节的巡海护渔活动[22]。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发布的《关于渤海、黄海及

东海机轮拖网渔业禁渔区的命令》及补充规定和

《关于划定南海区和福建省沿海机动渔船底拖网禁

渔区线的意见》虽然都规定了常年禁止拖网船在机

轮禁渔线内作业,但这两项文件未能有效落实。直

至1995年农业部实施伏季休渔期政策后,才真正地

缓解了近海渔业的捕捞压力。

表5 中国历代禁渔期

朝代 禁渔期

夏 5—7月

商 1—9月

周 3—8月

春秋战国 1—10月

秦 12月至翌年4月

汉 全年除2月外

南北朝 怀卵期

唐 2-6月

宋 3-10月

元 无

明 冬春之交,1—2月

清 怀卵期、海禁

2002年 农 业 部 发 布 的《中 国 海 洋 渔 业 水 域

图》[23]指出机轮禁渔线内的幼鱼繁育场的保护期为

全年1—12月。但实践中执法力量的不足,幼鱼被

滥捕的现象仍屡见不鲜[24]。我国内陆休渔制度虽

然起步较晚,但休渔期基本能覆盖幼鱼生长的关键

时段。如长江禁渔期制度中云南德钦县至葛洲坝

以上的为每年的2月1日至4月30日;葛洲坝以下

至长江口为每年4月1日至6月30日;珠江禁渔时

间为每年的4月1日12时至6月1日12时;黄河

禁渔时间为每年4月1日12时至6月30日12时。

农业部发布的《中国海洋渔业水域图》[23]也指出南

海大部分鱼类产卵活动集中在2-7月(表6),产卵

盛期在3—6月。2018年春季,笔者在北部湾作渔

业资源底拖网调查时,发现了大量的二长棘犁齿

鲷、竹莢鱼幼鱼。另据南海水产研究所[25]的仔稚鱼

四季调查结果显示,南海北部近海春季的平均网采

仔稚鱼尾数也多于夏季。因此,现行的南海休渔期

应当向春季延伸,加强对幼鱼资源保护的覆盖。

表6 南海重要渔业种类的产卵盛期

种类 海域 月份

蓝圆鲹

粤东外海 3—7月

粤西外海 4—6月

珠江口近海 12月至翌年3月

北部湾 3—7月

粤东近海 1—4月

台湾浅滩 12月至翌年1月

鲐鱼

珠江口近海 1—3月

粤西外海 1—6月

粤东外海 2—4月

珠江口外海 1—3月

金线鱼
南海北部 3—8月

北部湾 2—8月

二长棘鲷 北部湾 1—3月

中国枪乌贼 台湾浅滩 5—9月

红笛鲷 北部湾 4—7月

绯鲤类

珠江口近海 3—6月

海南岛以东 3—6月

粤西外海 3—6月

北部湾 2—8月

深水金线鱼 南海北部外海 3—9月

短尾大眼鲷
南海北部 4—7月

北部湾 4—7月

长尾大眼鲷
南海北部 5—7月

北部湾 5—7月

脂眼鲱 海南岛以东 5—8月

黄鲷
南海北部 12月至翌年3月

海南东南部 10月至翌年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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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南海休渔期调整的建议

当前我国南海的休渔期政策的作用,更多地表

现为降低捕捞压力。虽然客观上维护了渔业种群

资源,但尚未完全转移到幼鱼的保护。黎文彤等[4]

指出南海区多数优势资源种群的产卵期都在冬春

季节,相应的幼鱼发育期一般在4—5月。幼鱼在发

育期,个体较小,逃逸能力较弱,高密度的拖网渔船

作业对种群繁衍的打击是几近毁灭性的。吴壮[26]

也指出4—5月南海鲐鲹、小公鱼等幼鱼明显增多,

拖网渔船捕捞的基本都是幼鱼。同时由于南海水

温相对偏高,很多渔业生物生长周期短,鱼汛多发

在6—7月,如海蜇等种类汛期非常短,在汛期休渔

就会造成一定的资源闲置。他还强调既然休渔是

人为的控制捕捞强度,就应该选择在鱼类最需要保

护的阶段开始实施控制行为。本研究的模型分析

表明在上半年5月15日前开始休渔,资源存量都会

较好。再从物候的角度来看,南海的渔业生物繁殖

期要早于北方海域。因此建议现行的南海休渔时

间再提前半个月或从4月1日开始休渔,甚至未来

可考虑在春季(3—5月)休渔,这样既可保护成长中

的幼鱼,又可保护产卵中的亲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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