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 20 卷第 2 期
l哭祝5年 6 月

水 产 学 报
」O U R N A L OF FI S H E R IES O F C H INA

V o l
.

20
,

N o
.

2

Ju沈
,

l男6

北太平洋柔鱼脱钩率研究

孙满昌 陈新军
(上海水产大学

,

2 (X 洲更X ))

摘 要 北太平洋柔鱼个体大
,

腕足易断
,

脱钩率高
,

成为制约提高渔获量的主要因素之一
。

1卯3 年 7 一 8 月和 1 9 9 姜年 8 月在
“

舟渔 130 1
”

等鱿钓调查船上的测试结果表明
,

机钓的平均脱钩率在

25 % 一 4O % 间
,

手钓的平均脱钩率约为 20 %
。

不同型号钓机和 不同位置的钓机脱钩率不同
,

其中

S E- 一8 1 型钓机和船中部位置的脱钩率最低
。

不同型号手钓钩和机钓钩
,

脱钩率也不同
,

并与柔鱼的

个体大小有一定关系
。

改良型手钓钩可 以降低原脱钩率 42 %
。

合理选择钓机的工作参数可有效降

低脱钓率
。

关键词 柔鱼
,

脱钩率
,

北太平洋

头足类资源丰富
、

分布广
、

种类多
,

而且营养丰富
、

肉嫩味美
,

深受人们青 睐
。

随着传统鱼

类资源的衰退
,

世界主要渔业国都在努力研究头足类开发利用的问题
。

北太平洋的柔鱼 (口爪
-

~
trel 分王“ ba rt

~ i) 是世界上最重要的经济头足类之一〔董正之
,

199 1」
。

70 年代初首先由 日本

鱿钓船在北海道东南海域开发和利用「O吸水o 和 M ura ta
,

19 83 ]
。

由于需求量大
,

渔场不断向外

海拓展
,

加 年代基本上采 用 了高效率
、

高强度的流刺 网作业
,

渔场也伸展到西经 145
“ 。

据统

计
,

1985
一 199 1 年 日本

、

韩 国和我国台湾省柔鱼流刺网渔获量稳定在 25 万吨以上
。

但由于公

海大型流刺网对海洋生物 (如海豚
、

海鸟等 )危害性大
,

因而联合国 46 届会议通过决议
,

规定从
199 3 年 1 月 l 日起

,

全面禁止公海流刺网作业仁乐美龙
,

199 5 1
。

因而如何利用这一丰富资源
、

采用何种作业方式代替流刺网作业
,

成为各柔鱼捕捞国十分关心的问题
。

日本于 1卯3 年开始实施
“

替代流刺网渔业的北太平洋柔鱼好渔场探索调查
”

的科研项 目

[早懒茂雄
,

1卯3」
,

结果表明以钓捕作业较为合理
。

我国于 1叩3 年 7 一 8 月
、

19 9 4 年 8 月二次

赴西北太平洋进行柔鱼渔场调查与钓捕作业试验
,

钓捕效果较好
,

取得 了明显的经济效益和社

会效益
。

调查过程中
,

发现柔鱼的脱钩率高
,

平均在 20 % 一
4O %之 间

,

因此降低柔鱼脱 钩率是

提高渔获量的主要途径之一
。

目前国内外对如何降低柔鱼脱钩率的研究报导甚少
,

为此
,

我们在调查期间进行 了钓捕技

术上的试验和研究
,

并取得了一 定的效果
。

1 材料与方法

1
.

1 材料

调查试验船分为两种
,

即 8 1 52 型 13的 马力和 81 54 型 6 )〕马力
。

81 52 型船配灯 1 20 只

(lr 刃/ 只 )
,

两行排列
。

钓机 20 台
,

其中 SE 一 81 型 8 台
,

SE 一 58 型 1 台和 K an 10 m e 型 n 台
。

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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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参数见表 1
。

发电机功率 75 kw (三台 )
。

81 54 型船配灯 100 只 (1妙刃/ 只 )两行排列
。

钓机

16 台
,

其中 SE 一 81 型 4 台
,

S E 一 阳 型 12 台
。

发电机功率为码kw (二台 )
。

. 1 三种钓机的工作 , 傲

T曲触 I W房的吃 成 白”陀 橄押. 嘴 Jl目呢 . 目油. ,

内 容 sE
~
泌 SE 一 8 1

精人电洲(V )

翻定功率(W )

减速比

主轴宜径(m )

最大可达深度(m )

零位设t 功能

上升速度(耳肋)

下降速度 (印m )

自动抑侧功能

抖动上限定位

电控核心元件

户”. n d . 自

K . n
翔尼

人C汉刃 、 , l)

创J)

黝

图

么刃

无

15 .
听

15 ~
男

无

电子延时

集成数字电器

AC 、么洲)

别刃

沮

邓

2以 )

无

O 、 l仪)

O ‘ 1(X )

有

机械限位

继电器

A C乙刃

, 力

36

黝

性芯勺

有

10 ~ 决拍

10 ~ i刀

有

戮字控侧

Za〕C门J

机钓钩采用 CR
一 2 型(小号 )和 CM 一 2 型 (大号 )二种

。

手钓钩使用 2 70 ~
1

.

4 x
2( 小号 )

器On u n l
.

4 x Z(大号 )
。

机钓线
、

手钓线分别采用直径 为 100 号 的粗线和直径为 3O 号 的细和线

1
.

2 试验时间与作业海域

1卯3 年 7 一 8 月
,

作业渔场为犯
。 一

40O N
、
14矛 一 1印

o

E; 19 9委年 8 月
,

作业渔场为 《护一
43

O

N
、

14 7
0 一 1团

o
E

o

1
.

3 试验方法

采用对比试验法
。

在条件相同的情况下
,

同时记录渔获量和脱落量
,

以尾数为单位
,

从而

计算脱钩率
。

所谓脱落t 包括水中脱落和水上脱落
,

如有柔鱼的腕足 (须头 )挂于钓钩上而柔

鱼 已逃走的
,

即为脱落
,

并及时将须头拿掉
。

脱钩率为
:
脱落量/( 渔获量 + 脱落量 )

。

以 2 小 时

为一个测试单位
。

侧试时风力为 3 一 5 级
。

钓机主典工作参级
:
上升邃度 朋吻肋

,

抖动速度 is rp .
,

下降速度 仪昨肋
。

机钓作业水深 印
一 loo m

。

每根机钓续加枚钓钩
,

钓钩间距 lm
。

双连钩的钩距 5 一 1饭, 为一组
,

每组间喃 lm
,

每根钓线共 勿 组
。

不同规格机钓钩和双连钩的侧试在同一台钓机的两侧进行
。

手钓线由加晚 长的粗线和 5 根 lm 长的细线连接而成
。

透择 2 一 3 名技术水平不同的船

员
。

手钓作亚水深匆
一
乃.

。

改度型手钓钩为自行改装
,

即将原来 2 伞针钩改为 3 一 4 伞针钩

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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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试验结果与分析

2
.

1 各种型号钓机的脱钩率

该试验在
“

舟渔 130 1 ”钓船进行
。

采用安装于船中部相邻近的三 台不 同型号钓 机 (S E -

81
,

SE 一 58 和 K 出n o n le
)

,

测定机钓脱钩率(表 2)
。

钓钩全部为 C R 一 2 型
。

表 2 不同型号钓机脱钩率

T a 目e Z H议盘ed 一

off m te of 山月笼re n t ji目
n g Ir la d 亩阴

次数
1 2 3 合 计1 2 只 会 计

渔获 脱落 脱钩率 渔获 脱落 脱钩率

0 2 70

0
.

3 16

0
.

2 4()

渔获 脱落 脱钩率 渔获 脱落 脱钩率

22328525600061阳79221213勿幼231联
000232487田02

1111

2726

38 12 75 19

翔311293ZB5299 481516SE 一 8 1

SE 一 宝玉

K田】刃 I】】e

注 :渔获和脱落分别指以尾数为单位
。

从表 2 可知
,

s E 一 81 型的脱钩率最低
,

为 0
.

2 23 ; sE 一 58 型最高
,

为 0
.

2 85 ;K a m o

me 型为

0
.

2 56
。

l性洲) 1年 8 月机钓柔鱼的平均体重为 7 00 9
,

平均胭长为 28 1

~
。

这说明 SE 一 81 型适合

于钓捕大型柔鱼
。

2
.

2 手钓钩脱钩率

手钓在渔发情况不好 (每夜产量小于 3 吨)时
,

占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

约 占总产量 的 功%

左右
。

手钓钩脱钩率测试结果见表 3
。

表 3 手钓钩脱钩率

T a b k 3 H以盘ed 一
心邝te of l翻rld ed j电罗r

钓 次 技 术 程 度

B (一般)
钩 数

渔获

A (好 )

脱落 脱钩率 渔获 脱落 脱钩率 渔获

C(差 )

脱落 脱钩率
’

渔获

合计

脱落 脱钩率

2团小 1 34 7 0
.

171 40 10 0
.

么刃 1 8 6 0
~

25 0 叨 四 。 万n
2 (拭)

肠8’72829田1151263331910叭2290002530730
.

1%

0
.

173

么叉〕

l勇

n930咫67

0
,

194

453612112102945印13923计

号合

l的 1oo l阳大 1 34 5
’

0
.

128 36 6 0
.

1铭 30 7 0
_

1的 lm 1 8 0 1明

0
.

仪芍 6 0
.

1 15 臼

8 0
.

15 1 放

1肥 1苗

19 5 1阴

0
.

《X粗1826钓45

5 l

149

0
.

0肠

0
.

(阳晒 1 2 7 2 0 0
.

136 1 巧 0
.

17 1 4 2 1 64

0
.

14 1

0
.

1 32

61630631425计

号合

注 :

渔获和脱落分别以尾数为单 位
。

从表 3 统计数字表明
: (l) 技术好的船员脱钩率最 低

,

其大小手 钓钩 的脱钩率分别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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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X女3和 0
.

17 3; 技术差的船员脱钩率最高
,

其大小手钓钩的脱钩率分别为 0
.

17 1 和 0
.

2 33
。

(2 )

手钓柔鱼的平均体重 82 09
,

平均胭长 3 00 ~
。

因而对大型柔鱼
,

大型手钓钩的脱钩率小于小

型手钓钩
,

其平均脱钩率分别为 0
.

132 和 0
.

194
,

脱钩率降低了 32 %
。

2
.

3 不同规格机钓钩脱钩率

试验于 199 3 年 7 一 8 月在舟渔 130 1 钓船进行
,

采用 S E 一 81 型 钓机
,

安装于 网机后左一
。

结果如表 4
。

从表 4 可知
,

小 号机钓钩的脱钩率小 于大号机钓 钩
,

其平均值分别为 0
.

2 1 7 和 0
.

2 99
。

199 3 年 7 一 8 月捕获的柔鱼个体小
,

平均胭长为 2 30 ~
,

平均体重 3 52 9
。

对大型柔鱼采用何种

规格的机钓钩有待于进一步测试
。

2
.

4 不同位置钓机脱钩率

船体的摇晃程度影响着机钓脱钩率的大小
。

由于钓机安装位置的不同
,

其脱钩率也不 同
。

该项试验于 1卯3 年 8 月在
“

宁渔 7 03
”

钓船进行
,

全部选用 S E 一 58 型钓机和 CR 一 2 型钓钩
。

结

果如表 5
。

从表 5 统计数字表明
,

船尾和船首钓机 的平均脱钩率高达 印%
,

船 中钓机的脱钩率只有

30 %
,

其主要原因是船首和船尾摇晃比船中部剧烈
。

毛由.e 4

表 4 不同规格机钓钩脱钩率

B仪山曰冬心
别吐e or di 压, en t ll坦d l七班d 」哈罗r

大号 小号
次数

——
渔获 脱落 脱钩率 渔获 脱落 脱钩率

表 5 不同位置钓钩脱钩率

T妞b le s n 犯 l称吹ed
. o ff 邝te of

曲晚代
n t l洲对垃朋‘ 毖甩嗯 “旧d亩 , e

渔获 脱落 脱钩率

淤姗翎3oo0000料出39773115422039哪24201 25 10 0
.

么拓 34

2 沁 9 0
.

3 10 26

9 0
.

2 10

2352102178 0

钓机位置

右船首一

右船首二

驾驶台右n邓4ll0l划29913323O753

合 计

注 :

渔获和脱落分别指以尾数为单位
。

网机后左一

龙门后右一

右舷船尾一

0
.

发巧

0
.

日1 3

注 :
渔获和脱落分别指 以尾数为单位

。

2
.

5 机钓双连钩试验

针对柔鱼脱钩率高的特点
,

设计了双连钩进行试验
,

目的是上一个钩脱落的柔鱼可能会在

下一个钩钩住
。

该试验于 19 争1年 8 月在
“

沪渔 8 23
”

钓船进行
,

采用 SE 一 58 型钓机
,

钓钩为 CM

一 2 型
。

结果如表 6
。

表 6 统计数字表明
,

双连钩脱钩率低于单钩
,

并且其渔获量也高于单钩
。

但据实地观察
,

其脱钩率低并非因上一个钩脱落
、

下钩再钩上
,

而是其上钩的机率增加
,

其原因有 待于进一步

研究
。

另外
,

北太平洋风浪较大
,

流向复杂
,

双连钩容易纠缠
,

需要经常停机
,

非生产时间过多
,

因此建议双连钩不要随意使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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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

6 改 良型手钓钩试验

由于改良壁手钓钩为 3 一 4 伞针钩
,

接触面积扩大
,

柔鱼腕足会更容易
、

更牢固地挂于钩针

上
,

从而提高渔获量
、

降低脱钩率
。

采用大号手钓钩的测试结果如表 7
。

从表 7 得知
,

改 良型手钓钩 的脱钩率明显低于原型钩
,

降低 了 42 %
,

渔获量也 比原型 钩

高
。

现在多数鱿钓船已开始使用
,

它是提高手钓产量的一种较好钩型
。

班 ‘ 双班钩与单钩的脱钩率

T吐白 ‘ 1触 b既山目叫对 州时e 度

自侧臼卜火渗 r . d 自心e- 」电罗 r

表 7 改良型和原型手钓钩的脱钩率

T a b le 7 n 祀 h 叹承团
. 。份 邝忱 of

如pro 叭月 田日 。咬如al l如记ed 」i目李r

原型 改 良型

渔获 脱落 脱钩率 渔获 脱落 脱钩率

技程术度双建钩 单 钩
次数

渔获 胶落 脱钩率 渔获 脱落 脱钩率

6 0 4 O

A 23 4 0
.

148 33 4 0
.

1田

B

合 计

3 0
.

140

9 O 7 0
.

1 18

l952卿2O5
Q�5

11久d

307姗574期翔424
21274

注 :
渔获和脱落分别指以尾数为单位

。

0Ol975

92720640皿333塑349淤渤姗
000000157竹sl

2112龙n57129

5

合 计

注 :
渔a 和肠 . 分别指 以尾数为单 位

。

3 讨论

3
.

1 根据案鱼个体大小合理选用机钓钩和手钓钩

1望)3 年钓获柔鱼的个体较小
,

平均胭长为 路0
~

,

小号 钓钩的脱钩率小于大号钓钩 ;而

19 9 姜年钓获柔鱼的平均胭长为 28 1
~

,

小号钓钩的脱钩率大于大号钓钩
。

因而可认为小号钓

钩适合于小塑柔鱼 (酮长小于 25 cln )
,

而大号钓钩则适合 于大型柔鱼 (月同长大于 2 5c m )
。

根据

历年流刺网的洛获组成
,

随着渔场逐步 向东拓展
,

柔鱼个体将越来越大 ( 2
一

4kg )
,

因此需要进

一步研究和比软钓钩的伞状针大小
、

分布密度 (根数 )以及伞状针的排数对柔鱼脱钩率的影 响
。

3
.

2 合理透禅钓机的工作参数

影晓雍鱼. 构率的工作参数主要有抖动速度和上升速度等
。

生产实践表 明
: 上升速度过

快
,

则上衡少
、

. 级多
;上升速度过慢

,

则上钩少
、

断须也少
,

因而如何选择一个最佳的上升速度

是十分奋. 必的
。 1
993 年 8 月

“

舟渔 1、1
”

钓船采 用 sE 一 8 1 型钓机在同一抖动速度 ( 1 5rPm )

下
,

改必上弃应众
,

对脱钩率进行 了试验
。

以 l 小时为一个测试单位
,

记录渔获量和脱落量
。

其结果如众如
从级. 呀办

,

大开速度为 , rPm 和 《均, 1时的脱钩率最低
,

但前者的渔获量为最高
。

对不

同大小南介盛
,

澳抖劫强度和上升速度对脱钩率的影响不同
,

通过反复试验可找到最佳的工作

参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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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

3 手钓线的细线长度

手钓线细线的长度影响着脱钩率的高低
。

199 4 年 8 月在
“

舟渔 130 1 ”

钓船
,

选五名技术水

平基本相同的船员
,

分别用细线长度为 l
、

2
、

3
、

4 和 sm 进行测试
,

采用大型手钓钩
。

以 1 小时

为一个测试单位
。

结果如表 9
。

从表 9 统计数字表明
,

脱钩率随着细线长度 的增加而缓慢降低
,

最后称定在 4 一 sm 时的

0
.

16 左右
。

这是由于细线 白色透明
、

不易被柔鱼发现
,

具有隐蔽性 ;另一方面娜线的弹性 和柔

软性好
,

柔鱼喷水逃逸时
,

具有很好的缓冲作用
,

因而腕足不易断
。

但对不同体长的柔鱼采用

多长以及何种规格的细线长度
,

需要在生产和试验中进一步摸索
。

表 9

T 刊日e g

表 8 不同上升速度的脱钩率

T a汉e 8 1】le h以点ed
.

心花沈 of 山ffc ”n t ri 目l唱 匆泊团s

不同绷线长方手的钧的脱钩率
1 1比 l. d . ‘侧叮州加心 知肚日曰

jig , 犷 . 司巴 山邢匕. . 如户 d 创n l七犯

细线长度(m )

275255匆6扑,90
11�.1

次数
* 粉 叨冲m 团冲m “冲m

渔获 脱落 脱钩率

1 8 2 0
.

么刃

2 11 3 0
.

2 10

3 9 3 0
.

2印

合计 邓 8 0
.

22 2

渔获 脱落 脱钩率

么) 5 0
.

么I 】

渔获 脱落 脱钩率

0
.

4 2 )

0
.

34 0
.

粉 0
.

答 0
.

16 0
.

15

0
.

之以)

0
.

2 3 )

0
.

4 20

渔获

脱钩

脱钩率

渔获

脱钩

脱钩率

O31
且卫1

48
飞111

14 场 沁 23 24

18 0
,

2 :理

16 12 0
.

公旧

J

铭 3 5 0 4 2 1

2518份

0
.

26 0
.

路 0
.

幼 0
.

15 0
.

1 7

注 :
渔获和脱落分别指以尾数为单位

。

渔获 33 37 叼 铭 51

脱钩 15 14 12 9 10

脱钩率 0
.

3 13 0
.

2币 0
.

路 1 0
,

1阳 0
.

1从

合计

4 结语 注 : 渔获和脱落分别指以尾盆为单位
。

我国在北太平洋 的鱿钓渔业才刚刚起步
,

尽管在 1叩4 年取得了可喜的成绩
,

但在钓捕作

业的过程中
,

存在着许多问题
,

例如灯光的有效利用
、

海锚的正确使用和中心渔场的掌握等等
,

都需要进一步研究
。

本文承蒙王尧耕教授审阅
,

并提 出宝贵意见
。

沈海忠
、

唐 议
、

孙 康
、

陈 锐等同志参加了剥 试工作
,

在

此一并表示感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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