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马面鲀（hypargyreus)是南海北部底拖网生产的
主要大宗经济渔获物之一，资源存量不稳定，产量
的变动幅度比较大。本文将利用剩余产量模型对南
海北部的黄鳍马面鲀进行资源评估，以期为未来南
海的限额捕捞及渔业资源的可持续利用提供科学依
据。

    本研究数据来源于2009-2019年南海北部渔业

生产渔港抽样调查统计资料。在统计资料中整理汇

总不同作业方式及功率段下的捕捞努力量、单位捕

捞努力渔获量和渔获量等数据。

    采用 5 种剩余产量模型拟合马面鲀捕捞努力

量和渔获量时间序列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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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haefer模型:Ct = aft-bft2                 

Fox模型:ln(Ut) = a -bft                     

W-H模型:Ut+1/Ut -1 = a-bUt-cft                        

I-Fox模型:ln(Ut+1) = a+bln(Ut)-c(ft+ft+1)    

Schnute模型:ln(Ut+1/Ut) = a-b(Ut+Ut+1)/2-c(ft+ft+1)/2                                

结果   Results     

南海北部的马面鲀（Thamnaconus）的产量主要
来自单拖，占总产量的65.50%。剩余产量模型
分析结果显示南海北部马面鲀的最大可持续产
量在73 9 1 3 . 7 3～2 3 7 2 1 1 . 2 5  t，平均为
111772.83 t。2012年、2013年、2016年的产量
超过了平均最大可持续产量，表明当年发生了
过度捕捞，该鱼种的总可捕量可设为8×104 t。
本研究结果可为南海北部马面鲀资源的管理和
保护提供借鉴。

材料与方法   Materials and methods    

前言  Introduction

结论  Conclusion    

图1.马面鲀单拖3个功率段的CPUE及年总产量

表1  不同CPUE数据与模型组合的拟合优度与统计显著性

表2.不同模型推测的TAC管理目标

图2. 模型Ⅱ的Kobe分析

    限额捕捞制度的试点工作取得一定的成效，但

仍然存在难以科学准确的确定可捕量、监督管理及

分配方式单一、捕捞限额的法律法规不全面等问题。

科学的资源调查与评估是全面有序开展限额捕捞设

定的重中之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