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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明 
海鲜明鉴团队在进行所有物种的评估工作时，将严格遵循评估标准，并参考最新的、公正客

观的科学数据。常见的评估数据参考渠道包括：文献、官方发布的资料、客观公正的媒体报

道、实地调研获取的数据、专家访谈等。当然，许多渔业存在数据缺乏或只有部分数据的现

实问题，还有部分数据没有对外公开，这不可避免地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评估结果。海鲜明

鉴团队承诺在尊重客观事实、最大限度利用公开数据、依靠专家严谨把关的基础上，客观公

正地开展所涉物种的评估评价工作。相关物种评估结果并不代表任何特定专家、学者等的意

见。海鲜明鉴团队对相关评估结果拥有最终解释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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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鲜明鉴简介 
中国是全球第一渔业大国，也是水产消费大国。我们舌尖上的选择，决定了海洋、淡水生态

系统的现在和未来。为了培养新一代负责任的海鲜“吃货”，青岛市海洋生态研究会发起海鲜

明鉴项目，为中国消费者定制科学、有趣的可持续水产品消费指南。我们希望通过提升公众

意识促进其消费行为改变，从而利用市场的力量倒逼产业转型，为中国海洋生态环境健康的

不断改善做出长久的贡献。 

 

评估结果概述 
带鱼（Trichiurus japonicus）是目前我国近海捕捞量最大的经济鱼种，年产量在 100 万吨左右，东海是
我国带鱼产量最高的海区。 
 
由于过度捕捞等原因，自 20世纪 60年代以来，东海带鱼的资源状况下降明显，表现在带鱼群体结构日
趋不合理，群体组成呈现低龄化和小型化趋势，高龄鱼数量减少，低龄鱼比重日益上升，群体比例失

调，生长型捕捞过度显著。同时，带鱼性成熟年龄逐渐提早，个体初次性成熟最小肛长趋小，并出现

产卵期延长，产卵场分散以及产卵场位置有所向外扩展等情况。 
 
我国对于带鱼的捕捞主要通过拖网、围网、延绳钓、刺网、帆张网等捕捞作业方式。拖网渔业的作业

方式易对作业海区底质产生明显的负面影响，且选择性较差。帆张网（单锚张纲张网）属过滤性定置

渔具，依靠水流迫使捕捞对象进入网内，从而达到捕捞的目的。帆张网存在捕捞强度高、破坏幼鱼资

源等问题，目前在带鱼的主产区浙江舟山等地已被逐步清退。带鱼与许多其他种类的海洋生物处于同

一渔场，这是由于带鱼的索饵场所会根据饵料的移动而发生改变，常见的有糠虾类、磷虾类、口足

类、鱼类等，所以在对带鱼进行捕捞作业时会兼捕到其他海洋生物，其中除了常见经济生物（如：大

黄鱼、蓝点马鲛、长蛸、银鲳、灰鲳等）和无经济价值的生物外，因捕捞方式多样对 ETP（濒危、受
胁、受保护）物种也存在一定威胁。 
 
带鱼渔业的管理遵循《中华人民共和国渔业法》等法律法规的规定。我国针对带鱼设立了东海带鱼国

家级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同时渤海全面禁止拖网作业的决定、《渤海生物资源养护规定》和伏季休

渔制度均对带鱼的渔业资源保护有重要意义。 
 
鉴于我国带鱼拖网、帆张网渔业存在捕捞强度过大、对资源造成压力等问题，因此海鲜明鉴对我国近海

捕捞的带鱼评级为黄——总体可持续性良好，但仍有改善空间，消费者在购买时应谨慎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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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种概况 
带鱼(Trichiurus japonicus)，属于辐鳍亚纲(Actinopterygii)，鲈形目(Perciformes)，带鱼科(Trichiuridae)，
带鱼属(Trichiurus)。带鱼主要分布在西太平洋和印度洋，中国沿海各省均可得见。带鱼产卵期很长，一
般以 4 月～6 月为主，其次是 9 月～11 月，一次产卵量在 2.5 万粒～3.5 万粒之间，产卵适宜水温为
17℃～23℃。根据带鱼地理分布和形态特征，一般将分布在我国的带鱼分成黄渤海种群、东海种群和南
海种群，但学术界对此仍有分歧。其中南海种群资源数量调查研究数据不足；黄渤海种群已于 20 世纪
60 年代严重衰退；东海种群是分布在我国的带鱼主群，而研究发现东海带鱼资源遭受严重破坏，主要
反应在带鱼群体组成日趋不合理，低龄化、小型化及生长型捕捞过度现象十分明显，年龄组成序列缩

短，由六十年代的 1-7龄组缩短为九十年代初的 1-4龄组。 
 
东海带鱼群体越冬场主要位于浙江中南部机动渔船底拖网禁渔区线外侧，其次是济州岛西南海域。每

年 3~4月起，南部越冬的带鱼鱼群大致以每两个月一纬度的速度向东北方向移动；5~7月产卵洄游的鱼
群到达舟山渔场和长江口渔场产卵；7~8 月产卵后的索饵群体北上黄海南部大沙渔场索饵；9 月索饵群
体前锋到达 35°00'N 禁渔线外侧。10 月以后随着冷空气南下，南部群体带鱼向南越冬洄游，并且在 10
月回到长江口海域。其中小部分群体游向外海越冬场，大部分群体继续南下回到东海中南部的越冬

场。台湾暖流和黄海暖流的进退和消长是影响带鱼越冬洄游路线空间和时间变化的主要环境因素。 

 
图 1 东黄渤海带鱼的洄游路线分布[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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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估正文 

评估项一 渔业对目标物种资源的影响 

资源状况 
东海带鱼资源在开发之初，渔场主要集中在近海水域。上世纪 70 年代后期，机帆船拖网和渔轮拖网作
业迅速发展，损害了大量的带鱼补充群体，导致带鱼资源密度下降，80 年代后期东海带鱼渔获量降到
最低，1988年仅为 29.37*104吨。[18]虽然后陆续获得了设立保护区、伏季休渔等管理手段的保护，东海

带鱼渔业资源始终无法恢复到历史状态。徐汉祥等利用 1986-2000年带鱼数据分析其资源量状况，对东
海带鱼的生殖力和补充群体进行了研究，结果表明，随着捕捞压力的加大，东海带鱼的亲体数量仍不

充足。[12]袁帆（2022）总结了 2010-2019年的双拖网、帆张网及灯光敷网作业捕捞带鱼的单位捕捞努力
量渔获量（CPUE），认为该指标反映出近几年带鱼资源状况有所好转。但同时其对东海海域 2016-2020
年的带鱼资源进行采样调查，发现采样海域带鱼年龄结构以 1 龄鱼为主，3 龄鱼占比较低，而 20 世纪
80 年代尚存在 6 龄带鱼，这表明东海带鱼群体组成逐渐低龄化。其研究也估算得出带鱼生长速率 K 值
近些年一直保持在 0.4左右，初始年龄逐渐增大，表明带鱼群体呈现小型化趋势。[15]谢玉（2023）等人
对东海带鱼的个体繁殖力进行研究，发现带鱼产卵群体肛长呈现下降趋势。[11] 
 
张魁（2022）基于渔船 CPUE 对东海带鱼渔业资源进行评估，结果显示，20 世纪 90 年代至 21 世纪 00
年代的大部分时间内，东海带鱼资源量水平低于可持续生物量（B/BMSY<1），而捕捞死亡水平过高
（F/FMSY>1）。表明带鱼资源处于较高强度的捕捞压力之下，种群处于过度捕捞状态。[17]袁帆（2023）
等人对东海带鱼使用 Beverton-Holt 模型进行分析，得出当前渔业参考点为 tc=0.38a, F=2.11，也表明东
海带鱼渔业资源处于捕捞过度区域。[14] 
 

表 1 2010-2019年主捕带鱼作业方式渔获 CPUE变化[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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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东海带鱼渔业单位捕捞努力量渔获量[17] 

 
总结来说，虽然目前带鱼资源量能维持渔业生产，但是经过几十年的高强度捕捞之后，带鱼现已处于

生长型过度捕捞状态，种群出现了资源衰退的生物学特征，包括小型化、低龄化、生长加快、性成熟

提前等现象。 
 

捕捞水平 
目前，带鱼是中国海洋捕捞鱼类中产量最高的种类，如下图所示近十年基本维持在 100 万吨左右的产
量（带鱼统计数据包括近似种，如高鳍带鱼Trichiurus lepturus、沙带鱼Trichiurus savala等），其中2016
年产量达到了最高 110万吨。近三年稍微有所回落，2021年产量为 90万吨。带鱼在全国的产量相对平
稳，没有显示出激烈波动趋向。中国沿海均产带鱼，以东海产量最大。东海带鱼产量在 20世纪 50年代
初至 1974 年间一直呈上升趋势，1974 年达到最高，东海三省一市共渔获 52.8×104 吨，其中浙江省捕

34.1×104 吨。[6]这得益于 1970 年代初机帆船拖网迅速发展，对网机帆船、拖网渔轮、拖网机帆船被大
量投产使用，其中 4-7月对补充群体的捕捞已达到很高的程度。之后波动下降，1988年仅 29万吨；此
后由于捕捞能力快速增长，带鱼捕捞产量大幅增加，2000年达到 91万吨；2000年后又开始波动下降，
但一直能维持渔业生产，2018 年上海、浙江和福建 3 省的捕捞产量之和约为 53 万吨。2021 年浙江的
带鱼产量为 36.5 万吨，占到了全国三分之一以上，其次是海南、福建、广东等。总体上北方带鱼产量
比南方几个省市要低很多，可见中国近海带鱼主要分布及其捕获渔场分在东海和南海海域，尤其舟山

渔场是高产的中心渔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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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中国近海带鱼的海洋捕捞量年际变化[10] 

 

 
图 4 2021年中国近海沿海各省市带鱼的产量分布[10] 

 
张魁（2015）等对东海区日本带鱼进行了资源评估，认为东海带鱼在 1995-2010年处于过度捕捞状态，
其中 2000-2006年捕捞死亡系数 F>FMSY，2012年状况相对较好。[16]袁帆（2022）对历年研究中的带鱼
捕捞死亡率 F 进行统计比较，发现上个世纪 60 年代东海带鱼仍处于传统小型捕捞网具开发阶段，因此
捕捞死亡率低，资源开发率仅为 70%，70 年代大型拖网网具投入东海带鱼的作业生产，捕捞死亡率上
升，资源开发率达到 80%以上，目前仍保持较高的捕捞死亡率和资源利用率，带鱼资源已被过度开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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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李立华（2022）等人通过对浙江近海的带鱼历史捕捞产量数据进行分析，计算得出带鱼 MSY 值为
77.83*104吨；2018 年张魁等人计算的结果为 69.75-86.25*104吨。[6]目前带鱼的捕捞强度已经远超该水

平。 

 

评估项二 渔业对非目标物种资源，尤其是受胁物种的影响 

其他同时被捕捞的物种及受威胁、濒危或受保护（ETP）物种兼捕 
带鱼的食物组成存在季节差异，春季以细条天竺鲷、磷虾和带鱼为主要食物；夏季以带鱼、磷虾、糠虾和

刺鲳为主要食物；秋季以口足类幼体、七星底灯鱼和竹筴鱼为主要食物；冬季以带鱼、七星底灯鱼、小带

鱼和糠虾为主要食物。摄食强度的季节变化并不明显，秋季最高，夏季最低；各个季节的主要饵料类群组

成存在差异，鱼类饵料的重量百分比均最高；饵料多样性指数季节差异并不显著，秋季最高，冬季和夏季

较低。通过与历史资料进行比较发现，东海带鱼的食物组成发生了较大的变化，已由过去以磷虾为主转变

为以鱼类为主，同时表现出明显的同类相食的现象。同时，带鱼的索饵场所与其捕食者（尖头斜齿鲨、龙

头鱼等）的聚集地基本重合，经常使用帆张网、围网、刺网对带鱼进行捕捞，且在捕捞带鱼时也会兼捕一

些其他海洋生物，如下表所示。 
 

表 2 可能被同时捕捞的物种 
可能被捕捞的大类 举例具体代表物种名称 

糠虾类 儿乌囊糠虾，长额刺糠虾等 

磷虾类 太平洋磷虾，微型磷虾，宽额假磷虾等 

口足类 虾蛄，虾蛄幼体 

鱼类 银鲳、蓝点马鲛、方头鱼、黄鲫，日本鲭，小黄鱼等 
 

带鱼渔业中濒危受保护物种兼捕比较少见，偶尔有如一些鲨类被误捕，量很少、也非常少见，比如李灵智

（2010）等人在东黄海区开展银鲳流刺网网目尺寸选择性研究时，在流刺网中有路氏双髻鲨（Sphyrna 
lewini）出现。[7]路氏双髻鲨被世界自然保护联盟（IUCN）濒危物种红色名录评为极度濒危（CR）物种，在
我国分布于南海、东海和黄海，在西、南、中沙海域是延绳钓作业的常见种类。[2]路氏双髻鲨在刺网作业

中被兼捕应该是偶然事件，对其种群影响较小。此外，在刺网渔业中可能还有大黄鱼（Larimichthys crocea）
（IUCN—极度濒危 CR）出现，虽然其在我国不被列为濒危受保护物种，大黄鱼野外种群始终未得到真正恢
复，资源状况面临较大威胁；另外在东海常见的经济物种龙头鱼（Harpadon nehereus）（IUCN—近危 NT），
虽然是 IUCN 濒危等级较高的物种，但在我国产量较大；另外可能也有尖头斜齿鲨（Scoliodon laticaudus）
（IUCN—近危 NT）等物种偶见于近海渔业。后期在渔业管理实施中应尽量采取措施对这些偶有捕捞的受威
胁、濒危或受保护物种进行登记释放，或者从渔具选择性上进行改进，降低对其的兼捕风险。 

 

评估项三 渔业活动对关键生态系统的影响 

渔具影响 
拖网、围网、延绳钓、刺网、帆张网是带鱼主要生存海域中常用的捕捞作业方式。对海域生态系统影

响最大的渔具当属拖网与帆张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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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拖网是利用船舶运动带动渔具在海底或海水中前行，利用水压迫使鱼虾蟹进入网囊，达到捕捞目的，

是一种移动式过滤渔具。拖网作业不但对鱼类资源本身造成巨大的损害，而且对鱼类赖于生存的海洋生态

环境也造成巨大的破坏，尤其是底拖网。最近 10多年来，底拖网船的升级革新使得过去的普通尼龙拖网也
发展成网底加装防刮尼龙布，提升了网具的强度，更容易在复杂的底质环境中作业，对海底栖息环境造成

更加广泛的影响。底拖网利用水压使扫到的海洋生物进入网具中，拖网囊网一般由传统菱形网目组成的网

衣制成，其网囊在拖曳张力作用下网目处于半张开状态，并随着拖速增大逐渐合拢，导致幼鱼难以逃脱。 
 
带鱼是帆张网渔获组成中的主要物种，因此亦成为帆张网选择性研究中的主要分析对象。帆式张网起

源于江苏，20世纪 80年代初期，江苏启东相关技术人员在韩国鮟鱇网基础上加以改进，研制出帆式张
网。由于该网具主尺度规格大，捕捞作业机动灵活、产量高、成本低、效益好，迅速得到推广。90 年
代初该作业方式被引入到浙江，至 20世纪末期，整个东海区的作业渔船已经发展到近 3000艘。[8]帆张

网（单锚张纲张网）属过滤性定置渔具，依靠水流迫使捕捞对象进入网内，从而达到捕捞的目的。但

是，帆张网渔具网目偏小，选择性差，对经济鱼类的幼鱼造成了不利的影响，影响该物种持续发展。

刘勇（2022）等人对江苏省帆张网渔获物的研究显示，帆张网渔获物中小型鱼类和经济物种的幼体比
例在冬季超过 80%，相对较低的秋季也超过 30%。[8]程家骅（2000）等人对东海帆张网渔获物分析后发
现，小黄鱼幼鱼在渔获中占比全年均在 30%以上，带鱼和银鲳幼鱼比例也较高。[3]为此，东海区渔政局

1995 年制定了《帆式张网作业管理实施办法》，控制渔船总量、限制作业区域和网具数量，实施休
渔，渔船总量控制不得超过 1000艘；国家渔政渔港监督管理局 2000 年颁布了《帆式张网作业管理暂行
办法》，对帆式张网作业实行专项许可、逐年削减、最终淘汰的管理原则。舟山市提出在 2023 年底前
调减帆张网渔船 90%以上，并在 2024年 9月 16日前实现帆张网渔船全面清零的目标，期间持续开展推
进帆式张网、大型拖网等资源杀伤力大的渔船作业方式调整工作，旨在保障海域内渔业资源可持续利

用。[21] 

 

基于生态系统的渔业管理 
基于生态系统的渔业管理需在考虑目标物种的基础上，将其他主要的生态系统相关组分和服务也

纳入渔业管理的考虑范畴。[4]基于生态系统的渔业管理是目前较为先进的资源管理方式，然而现阶

段我国的渔业管理仍普遍以总捕捞量控制和投入控制管理为主，缺乏在生态系统层面上开展渔业

资源养护和渔业管理的实践。同时，为保护和恢复带鱼渔业资源，设立了东海带鱼国家级水产种

质资源保护区，但该保护区的规划设计尚未将带鱼生态位功能、对生态系统的影响等方面纳入该

渔业管理的设计中。 
 
带鱼在生态系统中属于营养层级较高的鱼类，其数量下降可能导致生态系统中较低营养级生物的

比例增加，种群结构发生变化，海洋生态系统稳定性降低，相关研究已经证实这种现象的存在。

因此，海鲜明鉴认为在设计带鱼渔业资源管理方案时，需更进一步综合考虑多方因素，如对其饵

料资源也进行管理，从而更好地实现维护海洋生态系统平衡，恢复渔业资源的管理目标。 
 

评估项四 渔业管理制度及其执行 

目标物种渔业管理计划 
1955年国务院的《关于渤海、黄海及东海机轮拖网渔业禁渔区的命令》，设置了由 17个基点连接而成
的禁渔区线，规定机轮拖网不得在禁渔区线内生产，即备有螺旋推进器的渔轮，拖曳网具以捕捞底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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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产动物的渔船（不包括帆船渔船）都不得在禁渔区内作业。1957年 7月 26日国务院颁布了《关于渤
海、黄海及东海机轮拖网渔业禁渔区命令的补充规定》，将机轮拖网渔业禁渔区线向南延伸两个基

点，至北纬 27°。1980年规定北纬 27°以南海区的禁渔区线，福建海区定了 6个基点；南海区共设 17个
基点,第 1基点为福建海区第 6基点,东部设 10个基点,第 10基点为北纬 18°东经 109°，转向进入北部湾
设 6个基点，第 17基点为北纬 21°31ʹ东经 108°4ʹ。从北往南全国机动渔船拖网禁渔区线为 40个基点的
联线。1981年起所有机动底拖网渔船都不得进入上述禁渔区线内作业。 
 
1995年起，为养护夏季期间产卵的渔业资源，东海区开始在 7-8月实行拖网和帆式张网全面休渔管理，
并逐渐被推广到整个中国沿海。目前，伏季休渔制度已成为我国渔业管理最基本的制度之一，覆盖主

要渔业作业类型，并随每年的实际情况调整时间、禁渔类型及禁渔范围等。2022 年，我国渤海和北黄
海的伏季休渔时间是 5月 1日至 9月 1日，南黄海及东海北部海域休渔时间为 5月 1日至 9月 16日，
东海南部及南海海域休渔时间为 5月 1日至 8月 16日。 
 
2003 年《渤海生物资源养护规定》加强了对渤海生物资源的重要产卵场、索饵场、越冬场和洄游通道
的保护，对带鱼的资源养护起到了重要的指导作用。 
 
1989 年东海海域设立了带鱼产卵保护区，目标是保护带鱼亲体和补充群体。农业部于 2008 年 12 月批
准成立了“东海带鱼国家级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是迄今我国海洋最大的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位于浙
江省沿岸东北部海域，是东海带鱼最重要的生长、繁育场所。[5]保护区总面积约 2.25万 km2，其中核心

区面积约 72万公顷，试验区面积约 153万公顷。核心区特别保护期为每年 4月 16日至 9月 16日。主
要保护对象有带鱼、大黄鱼、小黄鱼、鲐、鲹、灰鲳、银鲳、鳓、蓝点马鲛等重要经济鱼类。2013 年
起在保护区核心区实施禁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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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东海带鱼国家级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示意图 （来源：网络） 

 
关于带鱼的最小可捕规格，目前已经存在相关管理规定。2015 年，浙江省发布《关于实施海洋渔业资
源重点保护品种可捕规格及幼鱼比例制度的通告》，规定带鱼的可捕规格为体重 125克，或肛长 205毫
米。[19]2016 年，根据《浙江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加强海洋幼鱼资源保护促进浙江渔场修复
振兴的决定》规定，浙江省开始施行带鱼、大黄鱼、小黄鱼、银鲳、鲐鱼、三疣梭子蟹等六种海洋渔

业资源重点保护品种最小可捕过渡性规格制度。[20]2017 年 2 月，浙江省海洋与渔业局发布《关于海洋
渔业资源重点保护品种最小可捕过渡性规格的通告》，规定带鱼可捕规格为体重 60克，自 2017年 3月
24 日起实施。[19]为切实保护幼鱼资源，促进海洋渔业资源恢复和可持续利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

渔业法》有关规定和《中国水生生物资源养护行动纲要》要求，农业部决定自 2018年起实施带鱼等 15
种重要经济鱼类最小可捕标准及幼鱼比例管理规定，规定带鱼在渤海、黄海、东海最小可捕尺寸肛长 
≥210毫米；南海最小可捕尺寸肛长 ≥230毫米。[9] 
 

渔业管理制度 
我国渔业现行的管理主要基于伏季休渔、机轮拖网禁渔区线、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等方法来控制捕捞强度、

减轻捕捞压力，虽然初步取得一定效果，但并未从根本上解决资源恢复的目的。目前，中国的渔业管理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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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在完善的科学监测、评估、捕捞控制和合规性方面相对不足。主要缺陷包括： 
1. 在渔获量的统计、监测等方面存在欠缺，因此也缺乏结合渔业捕捞数据的物种生物量评估和监测。 
2. 渔具选择性低，渔获物中低经济价值、低营养层级的物种和经济物种的幼体占比较高，且缺乏相
关的信息用于评估相应的影响。 

3. 大量捕获低营养级物种可能对生态系统产生显著影响，然而缺乏相关信息用于评估这些影响。 
4. 除伏季休渔、机轮拖网禁渔区线等一般性管理措施外，缺乏针对单个物种制定的捕捞策略。 

 
另外，目前中国近海绝大多数为多鱼种混合渔业，由于渔业法规尚未完善、渔船及捕捞量的数据缺乏等原

因，设计和实施限额捕捞管理制度也存在较多挑战，包括配额捕捞难以确定、缺乏有效的渔业监控体系等。 
 
因此，在加强现有管理措施的执行力度，包括严格限制破坏性渔具渔法、打击 "三无"渔船、提高渔具选择
性、实施禁渔期和禁渔区、设置最小网目尺寸和最小可捕尺寸等管理规定的同时，还需要制定完善的渔获

物监测体系、设计基于生态系统的管理方法，以及将基于捕捞策略的管理方法纳入现行管理体系，为建立

更加健全有效的渔业管理体系奠定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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