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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国家海洋局第二海洋研究所柴扉研究员和美

国缅因大学陈勇教授共同发起的第二届渔业海洋学

研讨会,于2017年6月19日至20日在杭州召开,这
是继上海海洋大学举办2016年渔业海洋学国际研讨

会后的第二次会议。本次研讨会由国家海洋局第二

海洋研究所卫星海洋环境动力学国家重点实验室主

办,31名参会专家来自国内外各研究所及高校的渔

业海洋学相关学科领域。本会围绕全球气候变化对

海洋渔业资源的影响、海洋遥感和数值模型在渔业海

洋学中的应用以及海洋渔业资源管理与评估等议题

展开交流与讨论,为物理海洋学与渔业海洋学的科研

工作者提供交流平台。

1 渔业海洋学面临的挑战

会议期间,学者们针对物理生态环境要素的变化

对海洋生态系统造成的影响展开深入讨论。渔业资

源的发展依赖于海洋中初级生产力的支持,即浮游植

物通过光合作用将CO2和水合成为有机物并储存下

来。营养盐在浮游植物光合作用的过程中至关重要,
例如珠江冲淡水的强弱及路径显著影响着广东沿岸

海水的营养盐浓度,进而引起近岸初级生产力的变

化[1]。海水温度对于渔业资源也具有显著的影响,在
一定的变化范围内,温度与鱼类幼体的成长速率具有

负相关关系,低温更利于幼鱼生长,例如北太平洋柔

鱼渔场对北太平洋年代际涛动(PDO)具有显著地响

应,PDO冷期发生厄尔尼诺事件时,黑潮势力变弱,
渔场水温异常变冷,柔鱼数量增多,提高了单位努力

捕获量(CPUE)[2]。又如工业生产排放的大量细颗粒

物超出大气承载能力,造成了雾霾和沙尘暴,通过跨

洋输送和沉降,影响浮游植物繁殖、碳封存和地球气

候,造成北太平洋沙丁鱼(Sardinopssagsx)资源的变

迁[3]。
在渔业资源评估中,传统模型主要依赖于对渔业

要素的刻画,其缺陷日益突显,如利用渔业学生产模

型已无法准确对北太平洋秋刀鱼(Cololabissaira)进
行资源评估[4]。仅针对渔业要素的模型已不足以评

估渔业资源的动态变化,然而统计结果显示,1250项

渔业评估模型中,只有24个模型考虑了环境要素[5]。
由此可见,环境要素对于海洋生态和渔业资源具有重

要的影响,然而由于对其影响机制的认识仍有不足,
目前开发的渔业模型尚未充分考虑环境要素的作用,
这为渔业海洋学的研究提出了严峻挑战。

2 渔业海洋学发展的机遇

将环境要素与渔业评估模型相融合,是渔业发展

的必经之路。美国是践行这条道路的先锋者之一,在
阿拉斯加威廉王子湾漏油事件之后,政府加强渔业管

理并建立三重嵌套模型,对大气、海洋进行动态集合

预报,为管理者提供准确的环境信息[6]。我国学者运

用GAM 模型对北部湾渔业资源数据进行评估,结果

表明捕捞强度和气候变化导致了北部湾湾口游泳动

物的种类演替和数量波动,伴随捕捞强度的增加,导
致对渔业资源的过度捕捞,从而致使北部湾口底层渔

业资源急剧下降、高值鱼类被低值鱼类所替代[7]。
促进海洋渔业领域的研究发展,不再是渔业科学

或物理海洋学等单个学科领域的职责,而需要多个学



科之间共同协作。如何将渔业与海洋环境要素结合

起来,综合考虑环境变化与渔业资源之间的关系,是
海洋渔业面临的主要挑战[8]。基于多学科研究,建立

更为完善的综合模型是整合渔业模型与物理模型重

要途径。例如,OSMOSE-JZB模型将FVCOM水动

力模型、NEMURO低营养级生态模型、OSMOSE高

营养级生态模型相互耦合,并在加拿大、美国、突尼斯

等国家获得成功应用[9]。我国学者业已在胶州湾建

立OSMOSE-JZB模型,利用其对当地生态系统结构

和动态变化开展模拟工作[10]。Hsu等[11]利用ROMS
-CoSiNE物理生态耦合模型,研究北赤道流北部日

本鳗鱼(Anguillajaponica)的洄游规律,由于该区域

的鳗鱼鱼卵能够进入东海和日本海域,理清影响鱼卵

输运轨迹的动力过程对于进一步开展渔业资源评估

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在模型中加入环境变量后,能
够较好的模拟输送过程,结果表明鱼卵输运的路径受

到黑潮波动的重要影响,需要在渔业评估和管理中对

该过程予以关注。

3 渔业海洋学未来的展望

巩固渔业管理是我国建设海洋强国的必要途径

之一,通过获得准确、完整的数据,建立科学的渔业资

源模型,最终帮助渔业管理部门预备适当的措施来应

对环境变化,是渔业海洋学的重要作用。目前我国多

套预报系统正处于发展阶段,例如西北太平洋海洋生

态环境的预报系统、长江口厌氧区的预报系统、对赤

潮等灾害事件的预报系统[12]。利用海洋生态系统模

型以指导渔业管理,对于我国的渔业发展来说至关重

要,必将对我国渔业发展和管理产生重大的推动

作用。
经过本次渔业海洋学研讨会的讨论,与会专家达

成普遍共识,即将渔业海洋学研究与环境变化研究相

互关联,形成从物理海洋气候变化、到浮游植物动物、
到特定物种的完整研究链条。在渔业管理层面聚焦

部分重点研究物种,选取在我国乃至世界均有广泛分

布,且具有一定渔量和较高经济价值的海洋生物作为

研究对象。针对近岸环境变化的现况,特别是有关栖

息地变化的问题,评估环境变化对渔业资源和生态系

统造成的影响。本次研讨会确立了9种有重点研究

意义的海洋生物,近海区域包括大黄鱼、小黄鱼、带
鱼、鲅鱼、墨鱼和梭子蟹,远海区域包括金枪鱼、鳀鱼

和鸢乌贼。计划从物理海洋学入手,探讨海洋环境与

单一鱼种的关系,搞清鱼种的生命史、经济价值,以及

从业人数等重要信息,进而明确从国家统筹角度,如
何开展有针对性的管理工作。在未来的渔业发展过

程中,我国将继续坚持“以养殖为主”的发展道路,形
成中国独特的水产养殖种类结构,以“高效、优质、生
态、健康、安全”为目标,探索可持续的海洋渔业发展

模式[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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