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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Spawning ground is the place where fish, shrimp and shellfish mate, lay eggs, hatch and raise the 
young. It is very important for the survival and reproduction of aquatic organisms and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supplementing fishery resources. The spawning grounds of fish are closely re-
lated to their spawning methods, the nature of their eggs and the requirements of externally en-
vironmental conditions. This paper reviews the research progress on the investigation and moni-
toring of fish spawning grounds at home and abroad in order to provide reference for the protec-
tion and restoration of fish resources in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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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产卵场是指鱼虾贝等交配、产卵、孵化及育幼的水域，是水生生物生存和繁衍的重要场所，对渔业资源

补充具有重要作用。鱼类的产卵场和它们的产卵方式、卵的性质以及对外界环境条件的要求有密切的关

系。本文综述了国内外关于鱼类产卵场调查监测的研究进展，以期为我国鱼类资源保护与恢复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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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海洋生物尤其是海洋鱼类可以通过产卵、受精、发育、生长补偿由于自然死亡和捕捞而减少的数量。

补充量的大小与亲体数量、产卵场和栖息地的环境等因素密切相关，是鱼类长期以来对栖息地环境形成

的一种适应性。研究表明鱼类幼体对外界环境适应能力很差，容易造成自然死亡，因此产卵场的外部环

境，如气候、水温、海流、盐度、营养盐、饵料丰度、敌害生物量，对补充量有直接或间接的影响[1] [2] 
[3]。国内外的研究学者在产卵场的时空分布、资源增殖等相关领域开展了大量的研究工作[1] [4] [5]。 

2. 国外产卵场调查 

国外海洋生物学家从十九世纪开始进行鱼类早期发育阶段的研究，且主要集中在英国、德国、丹麦、

挪威等西欧和北欧的国家。鱼类早期发育阶段的研究开始于对鱼卵仔稚鱼种类鉴别、生物学特性(孵化时

间、发育战略等)的观察和描述，例如英国的 Holt E. W. L.，德国的 Guitel F.等海洋生物学家利用人工受

精孵化的方法，鉴定了英国附近海区大部分(约为 80%)硬骨鱼类的卵子和仔鱼。二十世纪初，幼鱼拖网

的发明，推动了稚幼鱼的早期发育的深入研究，例如 Hjort J.研究发现大西洋鲱鱼类资源数量的变动和仔、

稚鱼数量有关，特别是和卵黄吸收后期仔鱼成活率密切相关，而天然饵料的丰度是决定卵黄后期仔鱼的

存活率的关键因素，这一研究结果对指导大西洋鲱种群的恢复起到了重要作用[4]。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

已完成了多数北欧鱼类的早期发育阶段的描述和鉴定工作。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各国科学家普遍采用鱼卵、仔鱼的调查数据来估算鱼类资源，并计算当年的

最大允许捕获量，尤其是在北欧的鲱鱼、沙丁鱼和鲐鱼，美国和日本海的沙丁鱼，以及太平洋鲐鱼、太

平洋和大西洋鲱鱼等鱼类资源利用等方面[1]。 
此外，国外非常注重在较大范围海区的鱼类资源的调查工作，并以此为依据进行鱼类资源的利用与

开发，例如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对鲐鱼、沙丁鱼等产卵场的调查均取得了重要成果。而且，国外普遍采

用较大规模的国际联合调查，如印度洋国际合作调查(IICE)、热带大西洋国际合作调查(ICITA)、东部热

带太平洋海洋学研究(EASTROPAC)、黑潮及临近水域合作研究(CSK)。还有一些地区性的调查活动，如

加勒比海及其临近水域合作研究(CICAR)以及中大西洋北部分的合作调查(CINECA)等等。这些调查活动，

使得科学家掌握了重要经济鱼类的早期发育情况，为鱼类资源的开发利用、种群恢复提供了巨大的帮助。 
近年来，随着资源衰退和气候变化，国外学者对产卵场、鱼卵仔稚鱼转运机制并对产卵场调查站位

设计、评估模型构建、数据库建设等研究领域开展了大量工作[3]。 

3. 国内产卵场调查 

随着国力的增强，我国产卵场调查方法经历了由低级到高级、从定性到定量的发展过程。但总体而

言，与国外先进国家相比，国内的调查研究在调查持续时间、覆盖范围、调查频次、调查方法等方面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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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定差距。 
1) 淡水鱼类产卵场调查 
① 四大家鱼产卵场 
国内对四大家鱼产卵场调查较为关注，特别是对工程建设后，产卵场变化关注较多，研究范围涉及

长江中游、汉江中游、赣江中游等区域四大家鱼产卵场。 
段辛斌等对三峡水库蓄水前后长江四大家鱼产卵场特征如产卵种类、组成特征、产卵场分布、产卵

场规模、环境因子均进行了调查研究，并提出了长江中游产漂浮性卵鱼类产卵场保护措施[6]。此外，国

家水产总局长江水产研究所、长江四大家鱼产卵场调查队、王尚玉等也对长江水系四大家鱼产卵场进行

过调查[7]。 
李修峰等对汉江中游四大家鱼产卵场进行了调查，根据当时水温条件下胚胎发育经历时间乘以江水

平均流速估算鱼卵漂流距离，确定产卵场位置，并根据鱼卵数、水流量估算了产卵规模，分析了产卵场

变化、苗(卵)资源下降原因，并提出了保护建议[8]。此外，丹江口水利枢纽建成后，周春生等在 1976~1978
年对汉江中游产漂流性卵鱼类产卵场进行过调查[9]；刘健康等、李修峰等对个别种类产卵场进行过调查

[8] [10]。刘彬彬等对赣江中游四大家鱼产卵场现状进行了调查，并根据发育时期推测了发育时长，分析

了产卵场变迁，水利设施对产卵场的影响并提出了保护措施[11]。此外，中国科学院南京地理研究所、任

百洲等曾对淮河产卵场进行过调查[12]。 
② 葛洲坝中华鲟产卵场 
中华鲟是我国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有水中大熊猫的美誉。国内许多专家对其产卵场水文、地形

进行了研究与分析，表明产卵场的水流速、水温、地形、敌害生物等对中华鲟亲鱼的产卵等繁殖活动、

仔鱼成活率均有影响，并依据数据建立了一系列的水文学模型、产卵场模型等[13] [14] [15]。研究表明金

沙江下游的老君滩以下至长江上游的合江县以上约 600 km 江段是中华鲟传统的产卵场。葛洲坝水利枢纽

的建设，中华鲟传统产卵场被放弃，而在葛洲坝下游长约 7 km 的主河道中形成了新的产卵场，表现了中

华鲟对环境改变的适应性[16]。 
其它区域的一些产卵场调查包括千岛湖黄尾密鲴产卵场调查[17]、赣江鰣鱼产卵场调查[18]、红水河

下游鱼类产卵场调查[19]、建溪徐墩河段黄尾密鲴产卵场调查[20]、白沙长河银鱼产卵场调查[21]以及保

安湖产卵场调查[22]，这些调查范围较小，调查持续时间也较短。 
2) 海洋鱼类产卵场调查 
我国海洋鱼类产卵场的调查起始于上世纪五十年代，初期采用直观方法进行产卵场的调查，调查海

域从北往南，从渤海、黄海，一直到东海、南海。这一阶段进行的调查，规模普遍较小，且主要针对于

大宗经济鱼类的产卵场，例如渤海小黄鱼(1952~1962)，烟威渔场鲐鱼，海州湾鱼类，海礁带鱼，北部湾

渔场，此外，1958~1960 年进行的近海海洋生物资源调查是该时期唯一的一次全国范围的大规模调查，

且调查内容包含鱼类的早期发育情况[23]。 
上世纪六十年代，我国近海海洋鱼类产卵场调查，主要集中在东海和南海大宗经济鱼类的产卵场，

例如吕泗渔场小黄鱼，浙江近海多种经济鱼类，岱巨洋大黄鱼，东、黄海鲐鲹鱼和南海北部底拖网鱼类

[23]。 
上世纪七十年代，我国开始进行跨省市多部门联合(尤其是海洋科研院所)的较大规模海洋鱼类资源调

查工作，不但对我国主要大宗海洋经济鱼类的产卵场进行了调查，也对其早期生活史进行了研究。在此

之后，福建各单位联合在闽南渔场开展调查也包括鱼卵、仔鱼的内容；在南海还开展了中、西沙群岛渔

场的鱼卵、仔鱼调查。邓景耀等对渤海湾虾产卵场进行过专项调查。我国目前海洋渔业资源的许多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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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都是来自这一时期[23]。 
上世纪八十年代之后，我国开展的产卵场调查较少，主要有八十年代末期、2008~2010 年开展的山

东近海产卵场调查，金显仕等曾对 2000~2004 年山东半岛南部鳀产卵场进行过专题调查，林龙山等对

2003~2007 年间黄海南部和东海小黄鱼产卵场进行过调查[24] [25] [26]。调查显示，相较于六七十年代，

我国近海鱼类产卵场受人工捕捞影响较大，已不同程度地遭受到破坏，亟需进行资源保护及修复。 
基于这些调查，国内科研人员开展了大量研究，基本掌握了黄渤海产卵场范围、产卵群体、产卵期、

鱼卵仔稚鱼种类密度、产卵场环境条件等部分资料，但在目前黄渤海渔业资源大规模衰退、群落结构明

显改变、产卵场及产卵场的资源条件已发生较大程度改变的情况下，目前掌握的资料已不能满足产卵场

保护及修复示范区选划要求。同时前期调查对黄渤海重要经济种类产卵场的分布、特点等资料掌握尚有

欠缺。尤其是在进入二十一世纪后，我国海域生态资源发生了重大改变，渔业法律法规不断完善，海洋

资源恢复工作不断深入开展，因此也亟需进行较大规模的、联合的、系统性的海洋生物资源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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