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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

， ． 这是一部比较系统完整地介绍舟山海域海洋生物的著作。

舟山海域位于浙江省东北部，地处长江、钱塘江、甬江入海

交汇处。纬度居中，属亚热带海洋型季风气候区。年平均气温。
· 16。C左右。黑潮分支台湾暖流夏季锋舌伸至舟山海域，带来透明

度较大的高温高盐水系，与大陆沿岸低盐水系相交汇，加上黄海。

冷水团的季节影响，形成水文要素高梯度混合水系，水色(水夹)

繁复，流隔濒生，夏季偏里，冬季偏外，水文环境优越。长江、钱塘

江、甬江径流入海，给海域带来丰富的营养盐类，有利于海洋生

物的繁衍生长。而星罗棋布的岛礁，成为海洋生物的聚集地。岛

礁间流态复杂，多回流、憩流、涌升流，饵料生物种类分布广、数

量多，是鱼虾蟹类优越的索饵场、产卵场，也是过路鱼群良好的

停留栖息场所，更是岛礁型海洋生物群落集中分布海域。岛礁潮

间带和浅水滩涂区，为品种繁多的贝类、藻类生长提供了良好的

环境条件。
j

。 诚然，随着捕捞死亡系数不断增大，海域主要经济鱼类资源

衰退，低营养层次海洋生物数量增长，海洋生态系统面临着新的

变化。但舟山海域上述种种优势条件依然存在。只要着力研究

海域海洋生物的态势，依照其自身变化规律，采取切实有效的生

物资源管理和必要的增殖措施，舟山海域的生物资源就会很快

恢复和增长。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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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共收入舟山海域海洋生物1163种，其中对开发利用和

r经济价值较高、有代表性的311个品种作了系统介绍，除形态描

述外，还以生态、分布及经济意义着力加以阐述。

本书属科普性、应用性读物，使人们对舟山海域海洋生物有

一个概括了解。可供水产工作者、有关生物和水产院校师生i研

究人员、广大渔业生产者参阅，也可供广大生物和渔业爱好者增

长知识之用。

愿本书在合理开发利用、保护及增殖舟山海域海洋生物资

源方面起到积极作用，使我国最大的近海渔场——舟山渔场永

葆“渔都”之誉。

唐逸良

1991年‘lo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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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舟山海域是东海大陆架的一部分。，地处中纬度，在浙江省东

北部，长江、钱塘江，甬江出海口。海区范围北至花鸟山，南迄东、

西磨盘礁，西起大陆海岸。东连公海。即北纬29。30’～3l。C,9’j东，

经121。307-"125。00’，面积约7万平方千米(含岛屿面积)，有大

，小岛屿千余个。海区因处在沿岸低盐水．外海高盐水．黄海冷水

团水系的相交汇合处，地理、水文．气候等环境非常适宜于各种

海洋生物的繁衍生长，形成极为丰富的水产资源，成为全国最优

，最大的近海渔场——舟山渔场。

，。

j

第一章海域环境

一，海底地貌、底质

“

境内海域位于杭州湾霜，形成于全新世海进对期。长期以

来．透过以长江为主大小径流带来的大量泥砂，经海流、潮流。波

浪等海洋动力因素的作用，使海底表面逐渐形成极为深厚的沉

积层。掩埋了海侵前的地貌，塑造成现今海底地形。其概况为：

整个海域海底微向东南倾斜。西北部舟山岛以北近海沉积

较厚，底形平坦，水深一般不超过20米，虽略有崎岖罐i淤积改

造快，不甚复杂。东部以至东南部底形亦平坦，坡度缓，水深向外

逐步加大，细质沉积层渐薄，至50,---,60米一带与外海衔接。

东北部浪岗山列岛濒临由东南方深入的水下海湾状洼谷，

_1_如
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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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万余年前的古海岸线边缘。那里等深线间距小，坡度与倾度较

大。列岛外陡坎附近，常有外洋流——台湾暖流沿底顶托，不断

出现流隔，从而促进邻近海域沉积层的加速发育。浪岗与乌礁之

间，20,-,-,50米等深线间距小，坡度较明显，与乌礁以西更浅处的

底形平坦颇不相同。 ·

．中街山列岛以南沿舟山岛东、南方的岛列东缘是基本与大

陆海岸平行的江浙沿岸流经过海区。等深线排列较规整，自20

米等深线开始，各等深线的间距逐步加大，反映海底坡度平缓，

是有名的江浙沿岸流经过的水下岸坡，乃优良的南北涸游鱼类

的过路渔场。

西南部由镇海半岛岸线与舟山岛及其东南方各岛列环绕的

中间海域，很少直接经受江浙沿岸流的影响，泥沙沉积较少，沉

积程度与其邻近海区有明显不同，是属于沉积层发育不完全的

：幽静沿岸海区。水深一般在30米左右，个别小区可达60--,80

米。此一海区的等深线不规整，稍有崎岖，但浅滩少，具有适合船

舶锚泊、避风等良好条件。此海域面积达100多平方千米，周围

．岛岸多处可建深水码头，是难得的洲际大港理想地(图l一1)。

。-”海域的底质以粉砂质细砂、粉砂质泥以至泥质粉砂等较细

粒物质为最普遍。呈现随水深增加而颗粒渐细的现象：只有潮流

较急的窄水道多为中粗砂间或有局部水下礁石、砂砾。少数港湾

两侧出现淤泥。有不少水流较缓的岸边出现细砂，可以辟为海水

一．浴场。还有不少岛屿周围，除粉砂沉积外，出现不规则的细砂斑

‘块，也有零星的砂砾和贝壳出现(图1—2)。 ．

二、气候、气温、水温，、．
”

-一 舟山海域属亚热带海洋型季风气候区。冬夏季长，春秋季
， 一3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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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四季分明，无酷暑严寒，温暖湿润，光照充足，雨量充沛，季风

显著。 ．

．年均气温16℃左右。春季(3月26日～6月15日)，气温10

～22℃，此期间冷暖空气交替频繁，风向多变，温度变化大，降水

增多，常出现低温连阴雨。夏季(6月16日～9月30日)，候平均

气温高于22℃，其中6月中旬至7月上旬为梅雨期，雨量集中，

暴雨增多，多偏南风。秋季(10月1日一--12月10日)，气温10～

，22。C，夏季风渐转冬季风。副热带高压南撤，高空西风带南移，大

陆高压影响，冷空气逐渐转强，气温呈波状式下降，偶有台风、秋

雨出现。冬季(12月1日～翌年3月25日)候平均气温小于

lo℃。北方冷空气频繁南下，气温急剧下降，多晴冷天气和偏北

大风。 ’

整个海域气温南部比北部年平均高约1℃左右，其中冬季

1．5℃以上，春季1．5℃，夏季差异不明显，秋季1℃左右。

舟山海域是多种鱼类洄游、产卵、越冬和索饵场所，气候尤

其是冷空气活动的强弱，出现的迟早与渔汛迟早、渔期长短密切

相关。如一年四季最大的冬季带鱼汛，冷空气出现较早、活动较

强年份，嵊山渔场较往常提前半月于立冬前(11月7日)进入旺

发阶段，向南洄游速度也加快，在沿途渔场停留时间短，而且集

群性大，易捕捞。夏秋季出现的台风及大风对海洋生物也有一定

影响。 ， ，

一 水温同浙江近海，与四季气候相一致：春季为增温阶段，夏

季最高，秋季为降温阶段，冬季最低，增温与降温过程，表层较底

层快。冬季，对流混合作用强烈，表、底层水温垂直分布均匀，水

平分布4．7～13．6‘C，海域西北部，因受长江、钱塘江冲淡水影

响，属浙江近海低温区。春季，水温回升，至5月，表、底层水温分

布分别为15．1～16．9℃，12．4"17．o℃，且东南部高西北部低。

一6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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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季，属年间高温期，表层水温分布25．6"'28．4'C，底层水温分

一布与表层不同，与表层水相比具有相对低温性质，其低温水舌沿

东经123030’附近一线北上，舌锋达北纬31。附近，舟山海域在其

影响范围内，水温分布19．0---．26．2V，西侧高，东南部偏低。且

垂直温差较大，海水层化处于强盛时期，温跃层强度一般0．2～

0．5℃／米。秋季，表层水温渐降，降幅约7℃，11月表层水温16．9

～21．7。C，底层因黑潮次表层水向东南退缩，东海暖水又重新出

现，此时，上下水层趋垂直等温，水温平面分布东部高于西部。

三、海流 ．

舟山海域分布着沿岸流和黑潮暖流两大流系。．； ，

’沿岸流：指江浙沿岸流，主要源于长江、钱塘江等河流的冲

淡水，具低盐、水温季节变化大、水色浑浊、透明度小等特征。夏

季，入海径流剧增，在偏南季风作用下，江浙沿岸流顺岸向东北

方向流动，形成一个巨大低盐水舌指向东北，在长江径流较强年

份，可伸展到济州岛附近海域，此时沿岸流影响可及长江口渔场

一和舟山渔场，表层流速0．3,-,-0．4节。冬季，入海径流大减，沿岸

流势力衰退，在偏北季风作用下，沿近岸南下，经舟山近岸海域

至鱼山渔场。舟山海域流幅约60海里左右，流速较夏季大，约

0．3"-'0．7节。
。

：

。|

‘

黑潮暖流：指台湾暖流而畜，具高温、高盐、水色偏蓝、透明

，度大等特征。台湾暖流从黑潮主干分出后，沿着大陆架逆底坡北

上，途受海底地形影响，流速渐缓，北纬30。以南0．6～o．8节，北

纬30,--,32。为0．4节左右，至长江口外海域，减至0．2节左右。台

湾暖流具明显季节变化。夏季暖流势力强，影响遍及东海浅水

区，前锋达舟山以北海域，与沿岸流构成明显锋面，俗称流隔，这

—7一



是舟山渔场夏秋汛丰产重要海况条件之一。冬季，暖流势力减

弱，流域缩小，表层北流不明显，中、下层流向稳定，终年向北。流

速较夏季略减，平均不到0．3节，最大0．6节，此时，舟山海域暖

流与沿岸流界限分明，沿岸一侧低盐水浮置于上层，暖流水则楔

入底层，形成自西向东上倾锋面。锋面左上方(面北观之)沿岸流

顺海岸南下，锋面右下方暖流逆底坡北上。加冬季沿岸流流幅趋

狭，导致暖流路径略靠向海岸，舟山渔场一带，高盐水逼近海岸，

并与沿岸流构成很强锋面，成为冬汛带鱼良好渔场。

四、盐度

盐度的分布与变化，内、外侧海域有明显差异。内侧受江河

径流影响成低盐区，外侧受外海高盐水调节，常呈高盐区分布。

秋冬季，江浙沿岸水衰退并顺岸南下，外海高盐水相对靠向

岸边，海域盐度值上升，冬季表层海水冷却下沉，涡动对流混合

加剧，盐度上下均匀，盐度值水平分布25．2～34．2‰，外侧高于

内侧，等盐线呈南北走向，两大水系交汇区内，等盐线密集，水平

梯度每海里0．20"---0．60‰。

7冬春季，大陆径流量增大，长江1：1至舟山海域盐度下降，至

5月，长江、钱塘江冲淡水低盐水舌表层已转向东北，低盐中心

位于花鸟北首，舟山海域表层盐度19．5～33．5‰。底层，低盐区

仍局限于花鸟北首，盐度值20．8----33．8‰。 4+

春夏季，长江，钱塘江进入事瘩期，冲淡水势力增强，表层海

水继续降盐，至8月，花鸟东首盗度降至16．5‰，低值中心范围

扩大，东南部小范围水域表层盐度仍选3t．0～32．o‰，余水域

表层盐度均减至20．0--一30．o‰。底罗盐度与表层不同，低盐区

仍局限于花鸟北首，极值比春季偏高，嵊山、东福山东首一带，黑

一8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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潮次表层水爬坡北上，影响至长江口附近，逼使低盐区紧贴岸

边，以东经123。一线为界，东侧为34‰以上高盐水占据，西侧在

其值以下，且水平梯度大。夏季盐跃层强，舟山濑域常出现0．2

"-0．8‰／米的跃层区。

夏秋季，长江、钱塘江冲淡水势力减弱，春夏季指向东北首

的低盐水舌向西退缩，顺偏北风沿岸而下，致使长江口以南近岸

水域表层盐度低于30％。，舟山海域在其控制范围内，表层盐度

15．7～32．o‰。底层因外海高盐水势力减弱，34。‰等盐线在北

纬30。附近和东经123。307左右，较夏季向南、向东分别退缩一个

纬度和半个经度。混合水区更较表层推向沿岸，西部底层盐度水

平锑度增大。秋季盐度垂直分布渐趋均匀，盐跃层基本消失。

五、水色和透明度

水色和透明度的分布变化，主要受海底地形，、水漂消长以及

水体对流混合影响。一般近岸浅水屈j水色低(水色号码大、趋向
黄棕色)、透明度小，俗称浑．水毽，外侧海区，水色高(水色号码
小，趋向青蓝色k透明度犬，．俗称外洋水区。外侧岛屿联线附近j，

浑水和外洋水交汇处(呈绿色)，为水色、透明度居中的混合水。，

春夏季，外海高盐水入侵舟山海域，水色、透明度逐月递增吩

至8月，东南角最大透时度巩米队上．，混合水区明显缩／J、，初春

分布嵊山、洋鞍一带1米等透明度缆，西移衢山内侧水域，此时，

水色、透明度呈夏季型分布，水色1．6～6号，透明度1-～22米，两

者等值线水平梯度犬‘，均呈1朝匕走向。
、

秋冬季，受偏北季僳膨响，近海水域对流混合加强，舟山海

域水色、透明度逐月递减，至2月：，海域东部最大透明度3米，浑

水区扩大，1米等透明度线扩至I曝山、洋鞍东首一带，此H督，。水

。——9一



色、透明度呈冬季型分布，水色20～10号，透明度l～3米，两者

等值线分布呈南北走向，水平梯度大减，为全年最低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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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海域海洋生物生态类群

舟山海域自然条件优良，生物资源丰富。据调查和记载，有

海洋生物1163种，分别隶属十几个门类。尽管形态、构造上彼此

有很大差异，但按其栖息场所和活动方式，可分为三个基本生态

类型，即生活于水层中的浮游生物(Plankton)、游泳生物(Nek—

ton)和栖息于岸边或海底的底栖生物(Benthos)。 ，

●． ～ ，，

一、浮游生物

， 浮游生物是指栖息于一定水层中，营漂浮生活方式的动、植

物。 ．

海洋浮游生物是一个庞大复杂的生态类群，种类多、分布

广、数量大，除海蜇、毛虾等可供食用外，大量微小生物，虽不为

人类直接利用，却是海产动物的天然饵料，在海洋的物质循环中

占有重要地位，是海洋食物链中不可缺少的环节。：
’

(一)种类组成’。， ∥ 。

舟山海域浮游生物有194种，其中浮游植物91种，浮游动

物103种。前者种类组成比较简单，仅包括各种单细胞藻类，其

中尤以硅藻为大宗。后者是一个种类繁多，形态各异，隶属于若

干个门类的动物群，包括从原生动物到尾索动物中的被囊类，都

有营浮游生活的种类，其中以浮游甲壳类种类最多，为46种，分，

隶22科32属。‘。，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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