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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位底拖网是在不改变现有机帆船双船底拖网 网身结构的基础上
,

采用吊纲绳
,

侧 空纲以及
“ G”
型

脱卸钩等装置
。

使拖网能在一定幅度内有效地调整网位
,

满足捕捞选择性要求
,

提高捕捞效果
,

在拖网

捕捞技术方面为国内初次
。

生产实践证明
,

变位底拖网在捕捞带鱼
,

起到了保护资源的作用
,

既 能提高渔

获物质盈
,

降低幼鱼的比例
,

又能减少网具消耗
,

减轻劳动强度
,

具有较为显著的经济
,

生态和社会效益
。

一
、

变位底拖网的设计思路

多种海洋经济鱼类
,

随着光照强度的不同以及海况的变化
,

往往改变其栖息水层并作垂直移动
。

我

国的几种主要经济鱼类如大
、

小黄鱼
,

带鱼等都有这种习性
.

底拖网作业发现
,

昼夜渔获 t 有明显差异
,

鱼类栖息水层的变化
,

是造成这种差异的重要原因
。

捕捞带鱼实践证明
,

在正常的情况下
J

从上午八点到下午四点
,

是底拖网作业具有较佳捕捞效果的

时限
,

其中上午十点至下午二点
,

则具有最佳浦捞效果 (亦即人们所称的拖网黄金时刻 )
。

其他时间则为

底拖网作业的非捕捞经济时限
。

设法延长捕捞经济时限
,

缩短非捕捞经济时限
,

从而达到提高捕捞效果

之目的
,

是拖网渔业革新
、

提高的重要标志之一
。

一

变位底拖网的设计思路是
:

从我国拖 网渔业的现状出发
夕

在现有双船底拖网作业的渔具
,

渔法及渔

船机械设备不作太天变动的情况下
,

根据不局的作业渔场
,

不同的海况
,

不同的渔获对象及栖息水层的

不同 ; 有选择地升高网位
,

提高网 口高度
,

以达到延长浦捞经济时限
,

提高捕捞效果之目的
。

与此同时
,

尽

可能地多使幼小鱼在拖曳过程中自然地逃逸
,

以解决提高捕捞效益与保护资源
,

提高生态效益之目的
.

二
、

变位拖网技术关键

在以往的双船底拖 网中
,

当遇到天气
、

海况的变化
,

鱼类栖息水层较高的情况下
,

通常是以调整网具

的浮沉比或缩短两船的拖曳间距
,

来达到提高网 口高度
,

捕捞离底鱼群之 目的
。

但由于运用上述方法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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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高网 口高度是非常有限的
,

且往往因为提高了网 口的纵向高度而缩小了网 口的横向宽度
,

网 口 的总展

开度并没有增加
,

因此其捕捞效果并不 明显
。

在夜间
,

双船底拖网为了捕到离底更高的鱼群
,

往往还采取缩短曳纲
,

以达到提高网 口高度的 目的
。

但由于在缩短了曳纲相当长度的情况下 (不放混合纲 )
,

此时网的沉子纲是离底的
,

它使整顶网具悬浮在

水中
,

网具就不能按原来沉子纲贴底时的形状在水 中正常展开
。

所以在拖曳过程中
,

两船间距越来越短
,

拖至一定时间后
,

两船自然拖曳间距即处于最低值
。

显然
,

这时的网位尽管可能处于鱼群栖息的水层
;

但仍无法达到预期的捕捞效果
。

变位底拖网的技术关键是
:

使拖网沉纲仍然与海底接触
,

以保持网具原来在水中的展开形状
,

同时

又使网位能有选择地进行升高变位
,

以满足选择性捕捞之 目的
。

三
、

各项技术参数测试及对比试捕

(一 ) 静水池网模试验 静水池网模试验在南京林业大学水运研究室静水池进行
。

模型网规格及

其测试要求按日本田内森三郎模型试验准则
,

经中间网换算
,

网模长度 二实物网 长度价
,

大尺 度比

入 = 即
,

小尺度比 丫 二 5
甲

3 5
,

模型网上
、

下中纲
,

网袖缩结系数与实物网一致
。

网模试验结果表明
:

1
.

在吊纲绳由 3 米高度调节至 5 米模拟试验中看到
,

由于 空纲没有作相应的调整
,

而网位虽升高

但仍无法与吊纲绳的增长度保持一致
。

2
,

从三龙形几何结构看
,

当一边长度发生变化
,

欲保持与原有形状相似的结构图形关系
夕

则其相邻

的二边必须作相应的变化
,

否则就无法保持与原有形状相似的图形结构
.

3
.

当吊纲绳从 3 米伸长至 5 米高度时
,

则流体对吊纲绳的投影面的作用力
,

随着投影面的增大而

增加
,

吊纲绳的拱度也因之增大
,

5 米吊纲绳的拱度大子 3 米吊纲绳的拱度
。

从以上三点关系看出
,

当吊纲绳从 3 米长度增至 5 米长度时
,

欲使网口高度达到预期的效果
,

必须

做到以下几点
:

(功通过计算
,

放长空纲长度
,

这样使空纲的夹角保持原有的值
。

( 2 )根据本船的主机功

率
,

增加浮力
,

调整浮沉比
,

使网 位升至预期的高度
。

从水池试验中
,

当我们将浮沉比由 98 绍调整至1加男浮沉比时(空纲保持原有长度 )
,

在同一测试条

件下
,

则网口 的高度 (在吊纲绳由 3 米调至 5 米高度 )后者 比前者网位升高 2
.

2 米
,

吊纲绳拱度亦随之减

.J
、 。

(二 ) 曳纲张力及网 口高度测定

1
.

曳纲张力测定使用无锡光学仪器厂的邢 Z一6 吨水下张力仪一架
,

测定点在空纲前端与曳纲连

接处
,

相对拖速以劳兰定位仪测定
。

测定结果表明
,

网位升高后的曳纲张力稍大于不升高网位时的曳纲

张力
。

从几次海上实测记录看风力在 盛一 5级的海况
,

无吊纲绳的曳纲张力为1
.

6吨左右
,

吊纲绳 3 米
,

曳

纲张力为 1
.

7 2 吨左右
,

吊纲绳 5 米
,

曳纲张力为 1
甲

S Q吨
.

2
.

网口高度测定
,

使用东方红 67一 3 型垂直探鱼仪在试验拖曳时
,

由对比船从网档中央进行航测
,

三次侧定的高度不一致
,

这与当时的作业水深
,

风浪情况及测定时操作技术有关
。

所测定的数据与静水

池网模试验所测到的升高网位 3 米时 1 0一 12
.

3米的网 口高度基本相符
.

(三 ) 网位升高对比试捕 网位升高对比试捕是在上海市金山县山阳渔业队沪金机 7 1n 一7土12,

沪金机 7 1 17 一 7 1飞8两对机动渔船进行的
。

网位分别升高 2 米
、

3 米
、

5米
、

6米四个层次
。

试验结果表

明
:

1
甲

在捕捞带鱼的孚节里
,

小型机动渔船底拖网网位升高 3 米最为理想
,

其原因在于
:

( 1) 渔获

中的经济鱼 类 比重尽管略低于网 位升高 5 米和 6 米
,

但已明显大于原拖网
。

( 2 ) 小鱼比例尽管稍大于

网位升高 5 米
,

但已明显低于原拖网
.

( 3) 渔获物质盈已大大优于原拖网
。

( 4 )帛纲绳长度适中
。

总之

网位升高 3 米
,

经济效益
、

生态效益和社会效益都能充分的体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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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

网位升高
,

蟹的产量减少最为明显
。

网位升至 5 米以上
,

蟹几乎没有
。

蟹的进网率与网位升高成

反比
。

这是因为
:

( 1) 蟹栖息的水层较一般经济鱼类栖息的水层低
,

( 2) 蟹有遇网 即向下逃逸的习性
。

(3) 网位升高
,

渔获物中小鱼比例明显下降
,

网位升得越高
,

比例下降越大
;

小鱼下降比率与网位升

高成正比
。

这表明
,

在正常的情况下
,

大多数经济鱼类的幼体鱼的活动能力要低于成年鱼
。

因此
,

它们

的栖息水层一般要比同种成鱼栖息水层低
。

当网位升高后
,

一部分幼体鱼处于网口下部的水层中
,

无从

进网
,

这是幼小鱼 比例明显下降的原因
。

4
.

网位升高了
,

梅子和黄卿不但不少于原拖网
,

有时在夜间甚至还多子原拖网 ; 表明这两种鱼类栖
J

息水层是比较高的
,

特别在夜间
,

它们能集群上浮
.

四
、

研 究 结 果

底拖网是一种杀伤幼小鱼较为严重的捕捞工具
。

如秋汛
,

东海区底拖网作业的幼小鱼比例占总 渔

获最的三分之一以上
。

因此
,

它要受到最严格的限制
。

这样
,

提高底拖网作业的捕捞效果
,

势必与资原

保护
,

提高生态效益成了尖锐的矛盾
。

底拖网作业的渔获质量是各种海洋捕捞作业中质量最低劣的一种
。

同时由于处理渔获物过程中 操

作工艺粗放
,

致使鱼体鳞片磨损
,

鲜度大大下降
,

特别象带鱼之类的无硬鳞鱼类
,

断头掉尾
夕

外观变色
、

体

无完肤的要 占相当大的比重
。

渔获量越高
,

处理渔获物的时间越长
,

渔获物的质量就越差
。

囚此
,

往往

出现汽获最与渔获物质量成反比的状况
。

渔船到港后
,

再经过一道起卸鱼货的工序直至到菜场 出售
,

质

量更 厄汲长地下降
。

为此
,

其社会效益和 经济效益都履直线下降的趋势
。

据沽计秋汛拖网渔获物 上 市

率仅占总渔获量的三分之二左右
。

而上市的鱼货巾
,

也仅有二分之一左右到达了国家鱼货鲜度标准
。

再则
,

由于底拖网作业的网具是在贴着海底拖曳的
,

因此网具的损坏率是所有的作业 网具中损坏率

最高的一种
。

底拖网网具的损坏率
,

除了与网具在水中的拖曳时间成正比外
,

还与作业水域的底质
,

障碍

物等密切相关
。

在渔用物资价格昂贵的情况下
,

网具损坏率的增夫与降低成本
、

提高经济效益又形成了

矛盾
。

经过三年十六个航次 2 90 网次的反复对比试验的结果表明
:

我们所构思的双船变位底拖网在 理 论

上是能够成立的 ; 所设计的变位底拖网结构是合理的
。

归纳如下
:

1
.

探索 了提 高捅捞效果 的新途径 拖网作业与其他作业一样
,

共渔具渔法处于不 断地改节
,

提

高之中
。

中层拖网
,

疏目网等改革成功
,

都曾为提高拖网渔业的捕捞效果作出了贡献
,

然而就双船拖网而

言
,

要象单拖那样进行变水层作业
,

现阶段尚未取得理想的效果
。

变位底拖网的特点在于
,

从我 国 双

船拖网的现状出发
,

根据天气
、

海况
、

渔获对象
,

鱼群栖息水层的变化等不同情况
,

调节网 位
,

以达到

延长捕捞经济时限
,

提高捕捞效果
,

满足选择性捕扮之 日的
。

在捕捞带鱼的季节里
,

在夭气
,

海况正常的

情况下
,

一般来说
,

白天鱼群比夜间较为贴底
,

要求拖网网具能在近底或贴底进行拖曳
,

但就是在白天
,

鱼群也总是作逐步下沉与上浮的移动
。

在鱼群上下移动的过程中
,

网位适当离底
,

其捕捞效果要比贴底

拖曳为好
。

在双船拖网无法用网板来调节网位升降的情况下
,

变位底拖网已突破了这个技术关键
。

在天

气
、

梅况反常
,

白天鱼群也栖息在较高水层的情况下
,

升高网位其捕捞效果更为明显
。

如在八五年八月

八 日至十二日的这航次对比试捕
,

由于鱼群栖息水层偏高
,

试验网网位升高 3米
,

十二网总产 飞5
,

6 50 公斤

平均网产为 1
,

3 01
.

5 公斤
,

原拖网十二网总产 7 , 7 00 公斤
,

平均网产 6 41
.

5 公斤
,

试验网比原拖网产量增

长一倍多
。

由于试验船只能进行单开网 (即一条船连续放起网 ) 作业
,

故我们的试验对比一般都在大定

的水层内进行
,

很少在一天内进行不同层次的网位调节
。

如果是双开网的渔船 (即两船轮流放起网 ) 在

不影响作业时间的情况下
,

中午一网调节网位贴底
,

那么增产的幅度更为明显
。

2
.

缓和 了提高播捞效果与资源保护的矛质 对于杀伤幼鱼较为严重的底拖网作业来说
,

提高捕

捞效果的过程即意味着加剧资源破坏的过程
。

变位底拖网尽管在某些季节 (如东海 区的秋汛 )
,

在某些

作业场所
,

(如长江口
、

吕洒渔场 )
,

在某些渔获对像 〔如带鱼 )的幼体鱼占较大比例的情 况下
.

网位升高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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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捕到一定数 t的幼体鱼
,

但其比例却明显地下降了
。

一九八五年和一九八六年两年的对比试捕 (共十

二个航次 )中
,

试验网幼小鱼分别仅占总渔获 t 的 14
甲

4 8形和 9
.

8形
,

而原拖网幼小鱼却分别占总产里的

洲
.

4 5落和 4 7
.

7 3男
,

试验网的幼小鱼比例比原拖网 分别
’

「降了 5 6
.

7 箔和 7 9男
,

(幼小鱼包括小带
、

梅子
、

小什鱼及其他幼小鱼 )
。

现代渔政管理的一项重要课题是保护海产海源
,

提高生态效益
。

可以肯定
,

在

秋汛
,

规定渔船在幼小鱼密集 区进行底拖网作业时
,

要升高 一定高度的网位才能进行作业
,

要比目前所

实施单一的幼鱼检查更有意义
。

3
.

开碎了提高渔 获物质量新途 径 提高渔获质量
,

使渔获物中的
,

经济鱼鱼体完好以达到最大

的上市率
,

从而获得最好的社会欢益
。

七十年代渔部隔热舱的试验成功
,

目前推广使用的保温鱼箱
,

以

及有现代化速冻设备的渔轮投 产
,

都为提高渔获物质量 2lJ 造了良好的条件
。

变位底拖网的试验成功
,

为

提高渔获质量开辟新的领域
。

以 12 个航次计算
,

试验船的渔获组成比是
:

带鱼 7了
.

7形 (其 中 大 带 鱼

1 4
.

6 7
,

中带鱼 s t
,

1
,

小带鱼 4) 其他鳗鱼
、

黄螂
、

白古等为 18
.

3 1落
,

蟹 2
.

9 2男幼小鱼 99 0
。

(不包括小带

鱼 )
,

带鱼占绝对优势
。

而原拖网带鱼 5 3
,

6了男 ( 其中
:

大带鱼 7
.

6 2
,

中带鱼 29
,

92
,

小带鱼 1 8
.

13) 其他 (鱼昌

鱼
、

黄卿
、

白古等 ) 10
.

5 9弓
,

蟹 1 5
,

9 9粥 (其中幼蟹飞
.

2 5
,

沙蟹 3
.

3 7
,

蟹 1 1
,

1 )
,

幼鱼 1 9
,

7 5男 (不包括小带

鱼 )
。

而试验 网带鱼 比原拖网提高 3 0劣
。

在捕捞带鱼的季节里
,

影响带鱼鲜度和鱼体完好率除了与渔获

物进入囊网后在海底长时 间拖曳受磨损有关外
,

还
.

与渔获物中的 混合什物 (包括蟹
、

贝类 )
,

及处理渔获物

时间的长短诸因素有关
,

尤其是蟹在网囊中对鱼体的损伤更甚
,

而试验网渔获物中蟹的比重仅是原拖网

的四分之一
,

这是试验网 带鱼鱼体完好率大大高于原拖网的带鱼鱼体鲜度和完好率的关键所在
。

连
,

增添 了提高经济效益的 梁道 产值与成本是衡 ! 渔业生产经济效益好坏的重要指标
,

变位 底

拖网由于提高了 捕捞效果
,

增加经济鱼 比重
,

特别是提高 r 渔获量质量
,

因此
,

其产值也得到了相应的增

加
。

一九八五年
、

一九八六年的对比试验 (以对比十个航次计算 )试验网的总产值为 16 4
,

27 0
.

6 9 元
,

而原

拖网的总产值是 1 17
,

32 8
.

94 元
,

试验网 比原拖 网产值增加了40 芳
。

变位底拖网由于除了沉子纲以外
,

网

具的其他部位均被升高离底
;

因此大大减少网衣与海底摩擦
,

网具的损坏率大大地下降了
,

在一般的情

况下
,

变位底拖 网网具损坏率仅是原拖网的三分之二左右
。

在作业渔场底质不好或遇障碍物的情况下
,

原拖网网具损坏率是很大的
,

甚至还逃脱不了整顶网丢掉的厄运
。

而变位底拖网在这种情况下除了沉子

纲损坏率大些
,

网具的共他部位就不会受多大影响
。

5
.

减轻 了渔 民的 劳动 强度 底拖网作业由于经常在风吹
,

日晒
,

浪打的情况下长时间修理网具

和处理渔获物
,

从而增添了渔工
、

渔民海上捕鱼生活的艰苦性
。

变位底拖网如前所述
,

由于渔获物清爽
,

垃圾什质少
,

鱼体鲜度高
,

幼鱼比例小
,

特别在捕捞带鱼季节里
,

很少有蟹和带鱼混什在一起
,

因此处理

渔获物时间 比原拖网处理渔获物时间大为减少
。

在八四年第一次对比试捕中
,

试验网产量 1
,

2功公 斤
,

处理物获物时间仅化了一个多小例的时间
,

就全部下船进舱
,

而原拖网产最 3
,

0o 。公斤
,

处理到后来
,

产

量 只剩下 1
,

2的公斤左右
,

然而它却化了四个多小时处理完毕
。

变位底拖网由于具有上述各项优势
,

因此深受渔民的欢迎
。

在我们的试验工作还没有结束
甲

鉴定会

还未召开
,

还没有进入推广阶段
,

山阳渔业队的所有十三对渔船以及潜径渔业队的部分渔船都先后采用

变位底拖网技术进行生产
,

收到了明显的效果
,

形成了自行推广的局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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