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西太平洋重要金枪鱼群体时空分布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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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 不同金枪鱼群体的生物学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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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背景

◼ 发展远洋渔业是我国十四五海洋渔业高质量发展规划的重要

内核。金枪鱼是全球分布广泛的高价值大洋性鱼类，其中太平

洋海域金枪鱼年捕捞量最高（左）。近年来我国大陆延绳钓捕

捞能力仅在约100吨/艘/年，不足高产国或地区的50%（右）。

◼ 洄游性金枪鱼群体的时空分布变动特征是表征不同生活史阶段

金枪鱼环境偏好的生态学证据。掌握金枪鱼群体栖息、洄游、

繁殖、摄食等生物习性是提升我国远洋渔业“找鱼”、“捕鱼”

能力的重要理论基础。如何区分金枪鱼同种异群，掌握不同金

枪鱼群体时空分布变动规律，解析金枪鱼生活史历程是突破远

洋金枪鱼找鱼困难技术瓶颈的重要科学问题。

➢ 分类结果显示黄鳍、长鳍、大眼金枪鱼分别由3种、2种以及2种组成，三种金枪鱼群体分布均存在明显的空间分化，但季节

性差异并不显著；

➢ 黄鳍金枪鱼产卵洄游目的地主要聚集在中西太平洋赤道两侧的群岛附近；长鳍金枪鱼洄游范围覆盖西北太平洋海域并在北回

归线附近进行产卵；大眼金枪鱼洄游目的地主要聚集在太平洋中部，不同群体的洄游路径出现了明显的纬度差异，这可能由

于历年海水温度升高等环境因素造成了大眼金枪鱼的渔场北移现象。

结果 金枪鱼群体的时空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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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具有k个类别的混合分布的概率密度函数：

式中：x是数据集中的任意值，𝑓为单模概率密度函数， 𝜋𝑘是混

合系数， 𝜃𝑘是函数𝑓的参数向量。使用参数为α和β的gama分布，

使得𝑓 𝑥 𝜃𝑘 = Γ 𝑥 𝛼𝑘 𝛽𝑘 ，用来处理数据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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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数据来源：1950-2019年WCPFC渔业年鉴

◆数据模型：基于无监督学习的有限混合模型 Flexmix (R 4.3.3)

◆模型理论

猜想 太平洋重要金枪鱼生活史假说
2）观察组个数为G, G组中的观察个数为Ng的对数似然函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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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 重要金枪鱼的群体分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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