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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水域；在我国，成鱼和仔鱼分布 于南海、东海 

和黄海 。 

圆舵鲣在鱼类分类学上属鲈形 目、金枪鱼 

科、拉丁学名 Au：cis rochei(Risso，1810)。地方 

名有炸弹鱼(浙江)；铅锤、水棍 、海快 (福建)；圆 

花鲣、花鲣、舵鲣、棱氏舵鲣、臭肉鱼、圆花烟鱼、 

花烟、烟仔(台湾)；长翅大黄抽、鸟脚、铁 甲鳞、 

竹棍、阳贯、自 (广东)；、鲑鲇(海南) 

体粗壮，近纺锤形．躯干横 断面近 圆形，尾 

柄纵扁细小．每侧具 3个发达 的隆起嵴，尾鳍呈 

新月型。头大，背部及两侧平坦．腹部较窄。吻 

圆锥形，两颌牙各 1行，细尖。侧线平直、明显。 

体除胸甲及沿侧线附近被鳞外，余均裸露光滑。 

背鳍 2个，分离远，其间距离大于头长的 1／2， 

第 1背鳍条为硬棘．9～10根；第 2背鳍条 11～ 

12根，其后有 7--8根小鳍，每 1小鳍仅有 1软 

鳍条，但分枝很多。臀鳍条 12根，其后有小鳍 

7根。胸鳍条 25根，紧贴在体的凹陷处。腹鳍 

条 6根，位于胸鳍之下，间突长大，腹鳍折叠时 

可以藏于其下。 

体背部深蓝色，腹部 白色，胸甲部之后，侧 

线上方有不规则的宽窄不等的白色渡状纹．第 

1背鳍前部深蓝色．余各鳍均为黑黄色。 

体侧的上部的皮下有发达 的血管 系统，下 

部的皮下血管系统萎缩。 

相近 种 有 扁舵 鲣 A．thazard(Iacepede， 

1800)[ 。 

圆舵鲣为热带或亚热带暖水性中上层洄游 

性鱼类。在我国海域分布面广，喜栖 于沙底或 

岩礁底质的沿岸附近和岛屿周围 圆舵鲣的近 

纺锤形的体 形，细小具隆起暗 的强有力的尾柄 

和新月形 的尾鳍 以及体大部裸露光滑的特微． 

能使其在水中减低水的阻力而迅速 游泳，所以 

福建渔 民叫他“海快”。它 的鱼群规模变化很 

大，一般 1～2千尾．多者达 1～2万尾，队列稀 

疏、行动缓慢 、鱼头蹿动、在水面形成一片水花。 

在产卵前后均有聚群海面的现象。体长一般为 

300～380ram、体重为 1 000～2500g 主要摄食 

小鱼、其次为枪乌贼 、甲壳类和胸甲类。性成熟 

鱼体长 350--480mm 繁殖力强，产卵期长，产 

卵场分布 广，一般在我国南海、东海和黄海 

的沿岸的 18～35m 深的浅海区产 卵。在南海 

的产卵场，由南向北有中沙群 岛、西沙群岛、三 

亚、铜鼓角、洲头、电自、沙堤 口、珠江 口偏东海 

区和北部湾等。产卵期为 5～7月ET- 】。在东 

海 2～3月有少量产卵、产卵场有北纬 28。以南 

的闽东渔场、温台渔场，5～6月陆续增加产卵。 

同时．4～8月，闽南和台湾浅滩渔场亦有产卵。 

7～8月为产卵高峰期，在鱼山渔场外海、舟 山 

渔场和长江 口外渔场大量 产卵。9月为产卵末 

期。在南海和东海的产卵期呈越往南越早的规 

律。卵圆球形．浮性、分离，卵经 0．95ram，卵黄 

无龟裂，油球大多为 1个，少数为 2～3个。3 

月份初现仔鱼，9月份大量 出现。初孵仔鱼体 

全长约 2．7mm，稚鱼体全长约 7．4mm。主要分 

布在水深 100～200m、水温 2O～29℃、盐度为 

3．3％～3．4％的海区内⋯ 

2月份太平洋的北赤道暖流(黑潮)势力逐 

渐 向北伸展，暖流主流经过台湾岛东侧，并渐向 

岸向北形成夏季和秋季势强和冬季、春季势弱 

的台湾暖流和黄海暖流。圆舵鲣鱼群随着这两 

股 暖流从外海由南向北，沿台湾东岸，朝近海生 

殖洄游。春季 3～5月北上至大陈岛游向长江 

口外，集群水温为 15～16℃ ；夏秋，7～11月，从 

黄海南部一带向北至黄海中南部的青岛外海的 

朝连岛、水灵山一带洄游。其中．7月份达东海 

石浦近岸的鱼山渔场外海，8月份达长江 口外， 

主要分布在北纬 27。～28。、30。～32。，东径 125。 

以西海区。特别是 9～10月份南下，在黄海中 

部(东经 122 ～123。，北纬 33。36 ～34。【】(] )鱼群 

大量出现，高达 1～2万尾，栖息表层水温 21～ 

24℃，集群水温为 14～15℃。约 10月份，南下 

抵达长江 口渔场和舟山渔场之间嵊山外海一带 

的海礁渔场。10月下旬至 12月继续南下，经 

长江口外至浙江近海的大陈岛和洋鞍外沿海． 

游向台湾 以东的东南部外海，向越冬场洄游。 

其间 10月下旬至 11月之间约有 7天的时间在 

浙江洋鞍外沿海有大的鱼群出现。 

在南海季候风引起的漂流影响到鱼群的活 

动。于每年 11月圆舵鲣从西沙群岛一带，向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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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岛东南沿岸及 广西 、广东沿 岸生殖洄游。1 

月份达三亚港外，2～4月到海南岛东南岸的琼 

东和潭门一带，5～7月 间到清澜 江 口及七洲 

洋，后沿大陆向东洄游，8月份达雷卅l半岛东岸 

至阳江，8月后离近 岸向汕 头外海 越冬场 洄 

游 [ 。 

为海产食用经济鱼类，个体较大，肉质肥 

厚，曾是南海群众渔业的专捕对象之一，有较高 

经济价值。浙江 、福建及广东渔民均有捕捞经 

验。以往主产于南海，东海产量不多，对黄海的 

初步了解始于 1959年-”J。产量变 化大，1955 

年海南岛产 400吨 ，1963年福建产约 35吨， 

1996年浙江温岭渔民获 4O吨。虽 以往产量不 

高，但其经济价值不可忽视。做为现今世界渔 

业的重要支柱的金枪鱼种之一的圆舵鲣可销鲜 

品、冷藏 品、干制品、盐干和罐头食品等，可谓餐 

桌上的美味佳肴，其鱼油有重要医药保键效用。 

是发展游钓事业的好品种。在渔业上有发展潜 

力。 

南海渔场分布甚广，几乎全年可捕捞。在 

海南岛东部有三亚渔场、铜鼓渔场、洲头渔场； 

雷州半岛以东至阳江有电白渔场、沙堤口渔场； 

珠江 口至汕头沿岸一带有珠江 口渔场、粤东渔 

场。 总之，在水深 30～180m的海 区中，渔期每 

年为 1̂一8月 海南岛沿岸除东部外，尚有莺歌 

海渔场、昌化渔场 、白马井一西 口渔场。作业时 

间为 s～7月。 

东海渔场分布亦广，主要是福建、台湾渔 民 

在台湾近海和东海外海作业 渔期为 3～5月 

和 9～12月。渔场有台湾东岸和西南岸、闽东 

渔场和闽南渔场。实际上，浙江沿岸周年均可 

作业 春季 4～6月，可在温台渔场、鱼山渔场、 

舟山渔场、长江 口外渔场捕北上的鱼；秋季后，9 
～

12月，可在上述 4渔 场先后捕南下的鱼，特 

别在 11月份在浙江洋鞍能捕到大群 的鱼。福 

建秋末冬初，用大围缯网，可捕到经浙江近海南 

下的鱼⋯～ 。 

黄海中南部渔期为 7～11月，渔场有青岛 

外海，其 中，黄海中部 的大沙渔场 附近，9～10 

月，有大群出现l1 。 

使用的网具有围网、流刺 网、扛缯 阿、延绳 

钓、拖毛钓、活饵手竿等。在南 海近岸，一般 4 

～ 6月用扛缯 网，5～8月用拖 毛钓，9～1月使 

用刺 网[2,20，2】l。 

以往，由于圆舵鲣在金枪 鱼中，个体最小， 

仅被当作金枪鱼的食物链之一而不被重视0 ， 

甚至在船上被随手抛弃。实际上，从 目前情况 

来看，其在小型金枪鱼的太平洋产量中，意义重 

大，不可轻视。国外有人根据仔 鱼的广泛 的世 

界性的分布和在东太平洋的生物量约为金枪鱼 

的 11～17倍 的事实，认为蛇鲣属鱼类，可能是 

金枪鱼类中数量最多者。早在 1975年，国外有 

人认为舵鲣属 的利用量，在大西洋和印度洋为 

1，5～2万吨，在太平洋为 3～6万吨。近 些年 

来，其捕获量有增长的趋势。其中，中西太平洋 

占其总捕获量的 80％以上，仅 13本在太平洋西 

北部，年渔获达 2万吨。目前 ，主要经营者是菲 

律宾。但是从近期来看，在 13本和太平洋西南 

的各群 岛水域 ，圆舵鲣渔业，似乎并 不单 独存 

在，或仍不被重视，处在无可无不可的无足轻重 

的境地。表现在舵鲣属 的 2个种的分类学混 

淆，鱼名称的使用混乱，商品名不统一。甚至， 

在近期报道该水域的文献的小型金枪鱼类中， 

竟然未列圆舵鲣 多年来，13本和太平洋西南 

各国，均无明细、单列的产量统计，一般 只是笼 

统提舵鲣属，或包含在其相近种扁舵鲣 的产量 

内。这样无法体现圆舵鲣的渔业价值 由此可 

见，圆舵鲣的渔业资源的利用处于尚未正规化 

的初级阶段。我们应不失时机，积极开展捕捞 

圆舵鲣的渔业活动[23--26]。 

我国学者对圆舵鲣做了一些研究工作 ， 

包括形态学、生物学和 渔业等。8O年代以来， 

初步研究了仔稚鱼的形态特微及分布，根据仔 

鱼分布及栖息水探、水温、盐度和暖流流经路线 

及 已怀 V期卵的鱼的捕捞水域，可做为探索渔 

场的依据。90年代，在种 群动 态变 动规律 方 

面，做 了一些研究工作，指出圆舵鲣的渔获量． 

主要受海水温度及 暖流强弱的影响，长期监测 

暖流表层动态变化，可有效地预测 圆舵鲣的到 

来季节及渔获量。初步掌握了暖流、生殖洄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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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渔业生产的关系。 

Ej前，我国海洋渔业资源 的种群结构，已发 

生较大变化，如大黄鱼、小黄鱼和带鱼等已不成 

渔汛。当务之急是调正海洋渔业生产结 构，抓 

紧大好 时机，开发利用一些尚未出台的中上层 

鱼类品种，是保障海洋渔业生产持续发展的新 

路。为了合理开发利用圆舵鲣的再生性 资源， 

我们必需在前人工作的基础上，花大力气，对其 

进行大规模的全面系统地调查研究，包括科学 

界关注的它在金枪鱼 的食物链中的地位，才能 

有充分可靠的科学依据，制定长远的发展规划， 

指导渔业生产。我们要吸收以往的经验 教训， 

协调各种关 系，保护渔业资源。避免近 海渔业 

资源由利用不足，逐步走向充分利用，进而捕捞 

过度而使资源遭到严重破坏的境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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