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西太平洋围网渔业兼捕渔获物组成分布研究

中西太平洋地区是全球渔业最重要的区域之一，尤其

以其围网渔业对金枪鱼等高经济价值的鱼类捕捞著称。

然而，在捕捞目标鱼种的过程中，围网渔业不可避免

地捕获到大量非目标物种，包括鲨鱼、海龟、海洋哺

乳动物及其他鱼类。这些兼捕物的捕捞不仅对非目标

物种的种群数量产生负面影响，也对区域生态平衡构

成威胁。因此，了解兼捕物种的组成及其分布情况对

于实现渔业的可持续管理具有重要意义。

引言

背景

式中：n为样本总数，xj为要素j的密度；wi,j为要素i和
要素j之间的空间权重，表示i与j之间的空间邻接关系，

(相邻为1，不相邻为0)。空间关系采用固定距离法，统

计结果为z得分(即G*)，z得分为正且显著，则表示热

点，值越大热点聚集越紧密；z得分为负且显著，表示

冷点，值越小冷点聚集越紧密。 

研究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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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建议

l 改进渔具和捕捞技术：推广使用更加环保的渔具，例

如加装海龟逃生装置，以及使用圆形鱼钩，以减少非

目标物种的捕获率。

l 区域闭捕和限捕措施：在兼捕率较高的区域或季节，

实施区域性闭捕管理，保护脆弱物种的栖息地。

l 渔业观察员制度：增加渔业观察员的覆盖率，以便更

全面地监控兼捕情况，及时采取应对措施。

l 加强国际合作：中西太平洋是多国共有的渔业资源，

减少兼捕需要各国之间的合作，包括数据共享、技术

交流以及协同管理。

研究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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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etis-Ord Gi*的热点分析是一种常见的局部空间自相关

分析方法，可以有效识别出在不同置信区间内统计特征

显著的空间聚集区。较高值聚集点为热点，反之则为冷

点。因此，该方法中的热点表示具有高值的数据点被类

似的高值点包围，冷点表示具有低值数据点被类似的低

值点所包围。Getis‐Ord Gi*计算公式： 

图1 主要兼捕渔获物BPUE与鲣鱼CPUE的比较

图2 鲸类兼捕热点分析

图3 鲨鱼兼捕热点分析

图4 海龟兼捕热点分析

l 鲸类兼捕热点主要集中

在0°至10°S，140°E

至160°E之间，靠近巴

布亚新几内亚、所罗门

群岛以及周边岛屿。

l 鲨鱼兼捕热点主要集中

在0°至10°N，150°W

至160°W之间，靠近太

平洋中心海域。

l 海龟兼捕热点主要

集 中 在 1 0 ° S 至

10°N，140°E至

150°E之间的海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