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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的绳拖网渔业首先在国营渔业公司发展起来。 1979 ～ 1980 年 ,沪渔在我国首次设计 、试验了以纵向

绳索代替网袖的绳拖网[钱锦昌和金荣苗 1982] ;1990 ～ 1992 年 , 又在 441kW 渔船先后试验了目大 1.6m 和

2.2m网 , 增产 30%～ 40%;辽渔 、烟渔 、青渔和海南省的海渔等单位分别使用目大 1.5～ 8m网 , 都取得明显的

增产效果[ 杨　吝和王 良 1994 , 孙泰昌等 1996] 。但是群众渔业绳拖网发展起步较晚 , 直到 1992 年 , 目大

1.5m的网具才刚刚问世 , 并且在网具设计 、制作工艺和操作技术诸方面都还存在一定问题。本文重点介绍

目大 10.8m绳拖网的网具设计及其试验 、生产情况。

1　材料与方法

1.1　网具

1.1.1　设计依据
网目尺寸的确定　依据捕捞底栖生物(如底栖鱼类 、小型虾蟹类 、贝类和软体动物等)以及某些对外界刺

激反应迟钝的中上层鱼类(如小鳞鱼箴), 网目不宜过大[ 王世安 1991] 、而捕捞对外界刺激反应敏锐的中上层海

洋生物(如鲅 、鱼是 、青鳞 、鲳 、柔鱼等), 可使用大目拖网的原理 , 笔者将以中上层鱼虾类为主要捕捞对象的

198kW 渔船的绳拖网网目尺寸选定为 10～ 12m。

网口周长的确定　根据近几年各地绳拖网的有关资料 , 198kW 渔船使用的目大 0.3 ～ 6m的拖网网口周

长 C(m)与最大网目尺寸 A(m)之间呈幂函数关系 , 即:C=188.67A0.375。由上式可算出 , 198kW 渔船使用的

网具 ,当网目大为 10～ 12m 时 ,其网口周长为 447 ～ 479m 。

网身形状的选择　根据对全国几十顶有代表性的拖网[ 冯顺楼等 1989 , 魏绍善等 1989] 网身线型的分

析 ,决定在设计以中上层鱼类为主捕对象的绳拖网时 ,网身形状采用腰鼓形。这种网具在作业中 , 网身前半部

的网衣比较宽松 ,冲角小 , 对提高网具的垂直扩张是有利的。同时在网身前半部空间开阔 , 为入网鱼类提供了

一个比较大的活动空间 ,从而可减少其逃逸率 ,提高渔获量。

网线的配置　通常 ,拖网网袖 、网盖和网身第一节网衣 , 都采用相同规格的网线编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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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 ,以往人们对拖网网身配线的研究较少。拖网网身作为一个锥形网袋 , 它的每一条目脚的张力主要

是由网衣阻力产生的。如果在网身某处截一横断面 A i-A i , 在该断面上网衣所含乙纶单丝总数为M=2nm

(n 为每条网线所含单丝数 , m为在该断面圆周上的网目数)。由于网身各断面的网衣所受阻力的大小 ,由前

至后逐渐变小 ,因而各断面配置的网线 M值应自网口向后依次递减。

网盖和网袖设计　针对中上层鱼类有较强的活动能力 , 游速较快 ,对外界刺激的反应较敏捷 , 遇到网具时

有向下潜逃的趋向 ,而且它们的集群性强 , 对外界的刺激 , 往往是整个鱼群作为一个整体产生反应的情况 , 为

防止鱼类在网口处向下潜逃 ,将绳拖网的网口设计成簸萁形 ,即将普通拖网的网盖连接在网腹的前缘。

就普通中层拖网而言 ,为了减少阻力 , 提高拖速 ,一般采用短袖结构。但对于绳拖网来说 ,由于袖部网目

特别大 ,网衣阻力明显减小 , 权衡它的显著地驱鱼效果和增加阻力的不利因素 , 我们在绳拖网设计中适当加大

燕尾长度 ,缩短网袖(指网盖与燕尾之间部分)长度。

网具其他部分的结构形式和参数值 ,按传统设计方法确定[ 鹿叔锌等 1993] 。

1.1.2　网具结构
由于试验船主机由 136kW 更换为 198kW ,船机不是很匹配 , 其拖力小于一般的 198kW 渔船 , 故网口周

长比设计尺寸略小。网具结构如图 1 所示 ,网身网衣以增(减)目方式编结而成 , 图中每增(减)目一次 , 作为一

节网。网口周长 432m , 网具总长 157.1m , 最大网目 10.8m。上纲装配直径 250mm的硬质塑料浮子 90 个 , 总

浮力 5880 牛;下纲为铁链 ,总沉力 5980牛。

在捕捞鱼是鱼时 ,网身后部附加长 30 ～ 40m ,目大 20 ～ 25m的小目网衬。

1.2　方法

1.2.1　网具阻力测试
1996 年 9月 11 日 ,林德芳等(1996)在黄海北部渔场对试验网进行了阻力和其他参数的测试 , 测试方法

见实测报告。

1.2.2　生产对比试验
进行双拖试验的两条船 ,分别使用试验网和对比网 ,轮流交替投网 , 分别称量渔获物 ,进行产量对比。

2　结果与分析

2.1　阻力测试

结果见实测报告。根据测试数据 ,绘出网具阻力 R(t)与拖速 V(m/ s)之间的曲线(图 2), 并求出其关系

式为:R=2.034V1.58 。

刘政海等[ 1994]曾于 1992 年对 198kW 渔船使用的网口周长为 200m , 最大网目为 0.5m 的多片式拖网

进行过模型试验。在试验中曾对网具参数作了调整 ,分别进行了阻力测试。我们根据其中阻力最小的一组试

验结果 ,作出 R-V 曲线(图 2)和关系式:R=2.877V1.46。

从图 2 可以看出 ,尽管大目绳拖网网口周长比多片式网具增加一倍以上 ,但由于网目大 , 而阻力仍明显减

小 ,当 V=0.5 ～ 2m/ s 时 , 平均减小 35%。

　　(1)林德芳 ,阎永祥 ,黄文强.1996.网具测试报告.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黄海水产研究所.

94　　　　　　　　　　　　　　　　　　　　　　水　产　学　报　　　　　　　　　　　　　　　22 卷　



图 1　网具结构

F ig.1　Net diagr 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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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网具阻力比较

Fig.2　Net r esistance compar ision

1.目大 10.8m 拖网;　2.目大 0.5m拖网

2.2　生产对比

1996年 5 ～ 10 月 , 在黄海北部渔场进行试验。 5

月 12 日～ 6 月 27 日 , 首先与目大 8m 网具对比 , 主捕

(占渔获物的 90%以上)、青鳞等 , 两船共投网 78 次,

总产量201.76t ,其中试验网投网 41 次, 产量 118.32t ,平

均网产 2.886t;对比网投网共 37 次 , 产量 83.44t , 平

均网产 2.255t , 试验网增产 27.98%;6 月 12 ～ 27 日 ,

又与目大 6m 的网具对比 , 主捕鲅 、鲳 、带鱼和其他杂

鱼 ,两船共投网 43 次 , 总产量 11.35t , 其中试验网投

网 25 次 ,产量 8.97t ,平均网产 0.359t;对比网投网 18

次 ,产量 2.38t , 平均网产 0.132t , 试验网增产 1.72

倍;9 月 1 日～ 10 月 21 日 , 仍与目大 8m 的网具对比 ,

主捕 ,兼捕少量斑 、鲅和其他杂鱼 , 两船共投网

141 次 , 总产量 180.36t ,其中试验网投网 72 次 , 产量

105.86t平均网产 1.47t;对比网投网 69 次 ,产量 74.5t ,平均网产 1.08t , 试验网增产 36.1%。

3　结语

随着绳拖网网目尺寸的增加 ,网衣阻力明显减小 , 为扩大网型 、增加网口周长 、改善网具扩张性能创造了

条件。根据绳拖网的有关资料分析 , 198kW渔船绳拖网网口周长 C(m)与目大 A(m)的关系为:

C198=188.67A0.375

自 80 年代中期以来 , 国营公司采用大目绳拖网生产 ,普遍增产 30%～ 40%;近期山东省群众渔业绳拖网

发展很快 , 58.8kW 以上功率渔船正逐步采用目大 7 ～ 10m的网具 , 大都增产 20%以上 ,经济效益较好。

在绳拖网设计中 ,可根据捕捞对象习性确定网身形状。若捕捞对象游泳能力差 ,拖网速度低 , 其网身可选

为喇叭形;而捕捞游速较快的鱼类时 , 拖网速度偏高 ,网身以腰鼓形较好 , 这样在网身前半部 , 网内空间开阔 ,

入网鱼类活动自由度大 ,从而可减少逃逸率 , 提高产量。

以往我们在拖网设计中 ,大都凭借经验配置网线 ,有些网的网线配置不太合理。 我们认为网身配线要以

各部分的网衣受力大小为依据 ,各断面所含乙纶网线单丝数应由前至后递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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