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拖网网目尺寸及其速度效应的探讨
`

季 星 辉

(上海水产大学 )

提 要

拖网的网目大小 (特别是网具前部 ) 对拖速有直接影响
,

而拖速又对捕捞效率产生重要作

用
。

从理论上说
,

不但存在着没有渔获效果的临界低速
,

而且应有一个具有良好渔获效果的最

佳拖速
。

在渔船功率与网具尺度不变的条件下
,

网目大小的确定应以保证拖网达到最佳拖速为

目的
。

网目可按下式确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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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以上分析
,

作者计算了我国沿海几种常见拖网的网 目尺寸
。

主题词 : 拖网
,

网目尺寸
,

拖速
.

本世纪上半叶
,

苏联学者 截惩玩脚即
B 曾对渔具的网目作过专门的研究

,

他指出
,

刺

网的网目应与鱼类的体型特征相适应
,

拖网网目则按刺网确定
,

并保持以下比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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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

ao
、 a 。 、

.a
、

` 和 a ,
分别表示拖网囊网

、

身网
、

盖网
、

翼网和刺网网 目的单脚
。

这个结论也许是世界拖网渔具长期使用小网目的主要理论依据之一
。

五十年代末
,

苏联学者 G
.

B
.

r 。 双兔脚OM
B 又提 出了根据鱼体断面周长确定中层拖网

网 目 ,
其结论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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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甲 “ 刀世件黝显烟琢断训洞认 ’ 甲 `

蓄
’

六甲 “ 衣小踢亢妇琢体闻
,

吗 刀皿眼

球处体高 , , =

李
,

: 表示鱼眼球至鳃盖后缘体长
。

其余符号同前述
。

门
、

~ 汗
’刊 ’ 了 do ” 认 “ ,

。 叭闪
、

~ 别皿泪孙片卜
“

片小 ” ? ’ , 朋心
“

以上两位学者的理论依据相同
,

都认为拖网网 目应与捕捞对象体型特征相适应
。

但

按 C
.

B
.

r 刃耳 6邸容M OB 的方法确定的拖网网 目要比 垂
.

H
.

万a aP 朋 B 方法大些
,

特别在拖网

本文承滕永笙同志审阅并提出修改意见
,

刘铭同志帮助有关海上鱼类生物学测定
,

本院海洋捕捞专业 74
、

7 5

届部分同学参加海上试验
,

在此一并表示谢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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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起决定作用的两翼
、

盖网及身网前段网 目放大的幅度要大得多
。

作者认为
,

以上研究结

果似不完善
,

还可作进一步分析探讨
。

鱼类行动的观察和研究结果表明
,

多数鱼类在进入拖网后
,

并不立刻试图穿过网 目逃

逸
。

它们在网具曳行中
,

或因体力不支被导入网内
,

或迅速退出网 口离开网具
`

因此不仅

用远远大于鱼体的网目制成的网衣能起威吓鱼群的作用
,

就是纲索
、

网板等属具及其扰动

的涡流
、

泥浆也能驱集鱼群
。

而只有那些进入身网后段狭窄区的鱼才企图穿过网目
,

但这

部分网衣网 目常设计得较小
,

且鱼类回旋余地小
,

所以鱼逃走的可能性已不大
。

被卷入囊

网的鱼 中
,

只有贴近网具内壁的小鱼才可能被挤压漏出网目
。

值得注意的是那些在网口

附近的鱼
,

在感知拖网逼近时确有逃离拖网的可能
。

至于它们最终是否能逃出拖网作业

区
,

很大程度上决定于拖网的曳行速度
。

当前
,

疏目拖网已在世界各地盛行
。

中层拖网的网口以及身网前段的网 目已由早先

的 20 厘米逐步增大到 40
1

80
、

18 。 、

36 。 厘米
,

甚至还出现了单个网目达到 16 或 即 米的
召
超级疏目网

” 。

底拖网的网 目也在程度不同地增大
,

一般也有 2 0一 40 厘米
。

现代设计的

这类大网目拖网
,

或因渔具规格增大
,

或因拖速提高
,

往往获得增产
。

这都表明拖网网 目

并不完全取决于鱼类体型
。

七 十年代以来
,

我国拖网渔具的网目也在不断增大
。

但是
,

现有国内外拖网网目的选用大多凭经验确定
,

尚缺乏必要的理论依据
,

这便是本文想要

探讨的缘由
。

确定网 口网目的理论依据

拖网是一种过滤性的运动渔具
,

只有当网具的曳行速度达到或超过鱼类的耐久游速

时
,

捕捞作业才为有效
。

显然
,

网具尺度和网目大小对拖速有直接而显著的影响
。

现有拖网结构的分析表明
,

在拖网曳行中
,

起决定作用的部位是网口及其前方的部

位
。

这部分网衣的展开面积 占整个拖网的一半至三分之二
,

因此这部分网衣的网目大小

对拖速影响最大
。

通常
,

囊网网目在设计中是很少变动的
,

且常应根据保护渔业资源的

需要确定尺寸
。

由网口至囊网
,

网目逐渐减小
,

变化幅度不大
。

本文讨论的网目尺寸限于

网口及其前方部位
,

我 国沿海底拖网这部分网衣习惯上多便用同样的网 目及网线规格
。

据有关研究
〔` , ,

我国二片式底拖网曳行中的渔具阻力可用下式表达
:

几 = 无旦朋v
,

· 。

式中丑为网具阻力 声为阻力系数州 为网线 直径 , 。
为网目单脚长 , A 为拖网特征性

尺度之一
,

常用网口拉紧周长 , B 亦为网具特征性尺度之一
,

常用网具拉紧全长 , V 为相

对拖速
。

整个网具的

和
取各部分网衣普的加权平均值

。

则渔船用于拖网的消耗功率为
:

N 二
R

。

V 无比通B户
·`

7 5比

(习 渔轮拖网阻力计算协作组
,

均78
。

拖网阻力计算方法的探讨
。

(油印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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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构类同的两顶拖网的消耗功率之比为
:

从
兀

“

比
,

二`
,

刁 1

按母型网改进设计的网 目尺寸 (单脚长 )按下式计算

Nl
·

命禹
·

B
: ·

瑰
·

, _

几 =

瓦斌冲沛弥宇叭

由此确定的网目
,

使网具达到下列拖速

即
二

会豁浅会丹
’

在计算时
,
渔船拖网消耗功率之比可视为额定马力之比

,

但机型不同时例外
。

如拖速能达到鱼类耐久游速
,

则应有最佳渔获效果
,

此网目尺寸即为适用网目大小
。

通常
,

设计拖网总是选择渔船马力相同或接近的网具作母型
,

则保持网具规格不变时的适

用网目可直接按最佳拖速和母型网实际拖速确定
,

即

/玖 \ 2
!

,

内 一

凡兀 ,
’ “ `

长期生产积累的经验
,

为各地在确定的渔场的拖网作业提供了最佳拖速 (凡 ) 的基本

数量幅度
, 必要时宜通过专门的试验进行测定

。

拖网的实际拖速 ( V
:

) 往往不是一个确定

的数值
,

而是在一个狭窄的范围内波动
,

说明除网目外尚有一些其它因素 (如网具沉力配

备和贴底程度
、

两船间距
、

渔场底质等 ) 影响实际拖速的大小
。

人们对拖速在实际生产中

的影响感觉是不尽相同的
。

我国台湾海峡南部及整个南海地 区
,

鱼的种类多
,

游速快
,

群

体比较分散
,

六十年代起就使用疏目快速拖网
,

取得了较好经济效益
,

生产中对拖速的反

应就比较敏感 ,台湾海映以北
,

汛期鱼的种类比较单纯
,

群体相对较大
,

其游速相对较慢
,

栖息水层较高
,

人们对网口 高度的反应甚于拖速
。

但这些年来拖速对生产的影响也已引

起重视
,

只是需要通过试验进一步分析探讨其影响的程度
。

材 料 和 方 法

本文用于分析探讨的材料取自作者几次海上试验的结果
。

第一次于 1 9了6 年 3 月至 12 月底在闽南渔场进行了疏目拖网试验
,

以开发利用 台湾

海峡的蓝圆够资源
。

试验船闽厦科 5 01 号和 502 号
,

为木质机帆渔船
,

主机 16 。 马力
,

机

型 6 E 13 6
, 1 10 总吨

,

自由航速近 10 节
。

试验地点的水深为 4 0一 60 米
,

底质粗糙
。

试验

用双拖底曳网的规格为 4 00 目 又 16 厘米
。

以当地 62 。 目 x n 厘米生产网作对照网
。

海上

试验 14 航次
,

两船各投网 1 00 次左右
。

试验网正常网次 79 次
,

捕鱼 1 7 0 9 担
,

平均网次产

量 2 1
.

6 担
,

比对照网增产 31 拓
。

翌年
,

在推广使用中又获得部分资料
。

第二次试验于 1 9 7 8 年 3 月底至 5月在浙江外海进行
,

目的是探索用疏目拖网捕捞东

海区常见经济鱼类的增产途径
。

试验船为本校实习渔轮 1号和 2 号
,

主机 6 00 匹马力
,

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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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 8 3。。 O型
,

满载排水量 37 5 吨 ,
自由航速 12 节

。

试验地点水深 6 0一 65 米
。

试验用双

拖底曳网的规格为 4 04 目 x 37 厘米
, 以上海市海洋渔业公司 1 0 44 目 x n

.

43 厘米双拖网

作对照网
。

海上对比试验两航次
,

两船各投网 21 次
。

试验网捕鱼 12 00 箱
,

与对照网基本

相同
,

但渔获组成略有差异
。

试验网在生产中有严重刺鱼现象
。

此外
,

从 19 8 2 年 3 月以来
,
我们又在长江 口渔场进行虾蟹拖网试验

。

为保护鱼类资

源
,

在确定拖网速度时我们采用了低速
,

以减少鱼类进网
。

该项试验虽仍在进行
,

但低速

拖网不致拖及鱼类的措施已可确认
。

以上试验网具均由作者设计
。

试验拖速
,

用漂水法测定
,

取多次实测平均值
。

虾蟹

拖网拖速
,

用 丑I
通

M l 型流速仪测定
。

试验结果和讨论

.

网目尺寸对拖速 的影晌

海上对比试验实际测定的拖网速度列于表 .1

表 1 拖速测试结果

T叻 l e 1 T e st 加 9 r e 翻 d加 o f ot w in g .钾叻

网网 具 规 格格 渔船马力力 网 具 规 格格 拖 速速 渔 场场

双双 o r 工。 已 offf (匹 ))) S p 改 l f i e a t i onnn T 。喇 n g .洲械( h
.

))) F ts bj 比 ggg

ttt r习W坦e 亡亡 P O飞V e r
o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 公加 u n dddfffff 1S hl n ggg 网 口拉曦曦 网具拉紧紧 网线直径径 网 目目 理 论 值值 实 侧 值值值

VVVVV O成始 111 周长 ”” 全长 朴朴 1 1奋夕 , 1 、 自七曰 ,,
M .血血 T 五的

r o毛卜卜 卫工a心 t l e吕11111

(((((冲
甲

))))))))))))))))))))))))))))) 以: e ( m DI ))) e a 】V吕】U eee V司 U OOOOOooooooooooof t W i n 白白白白白白

(((((((((((m m )))))))))))

666万.八 Y 万丫n n 〕 11 111 1印印 6888 能
.

999 1
。

8444 U OOOOO 2
,

777 闻 南南

MMMMMMMMMMMMMMMMMMMMMMMMMMMMMMMMMMMMM 」力」〕 a nnn

444加今
x 16 Om mmm I印印 6444 石1

.

111 1
.

加加 1份 /公X ... 3
。

石石 3
。

555 倒 南南

MMMMMMMMMMMMMMMMMMM jn n a nnn

444 X() 合
x l已孙卫功功 18555 以以 6 1

.

111 1
.

9000 卫60 /急X ... 3
.

888 4
,

000 阅 南南

MMMMMMMMMMMMMMMMMMM i n n a DDD

111 04 4心 x 1 1 4m mmm 仪X }}} 1 1 9
.

333 8生
.

666 2
.

功功 U 4
.

33333 3
一

222 浙江外海海
0000000000000000000 f l 日h o

拐
o fff

ZZZZZZZZZZZZZZZZZZZ h e
j孟劫 ggg

444D 4心 x
别o tn lnnn a X }}} 1即即 94

.

555 2
.

6666 黔OOO 4
一

444 4
,

777 浙江外海海

OOOOOOOOOOOOOOOOOOO f f s h o r e o fff

ZZZZZZZZZZZZZZZZZZZ五 e
j ia n ggg

z ) 网 口拉紧周长 ( iC 代 u纽 r ] e n g 乞h o f n时 助
u t h wj t五 f 执时曲 e d m e比 )

2 ) 网具拉紧全长 ( T o t a l l o n g ht
o f f 二 s七。 n o

d 朋亡t i n g )

表 1 数据表明
,

网口网目改变后实际达到的拖速与理论计算结果基本一致
。

实测数

据比计算值略高
,

误差在 10 % 以内
。

这可能是由于身网后段网目略有增大的结果
。

推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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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该处网目不增大
,

可能会获得实测值与理论值更吻合的结果
。

闽南渔场测试数据表

明
,

网具尺度基本相同时
,

网口网目由 n 厘米增大至 20 厘米 (背部用 托 厘米 )
,

相对拖速

由 2
.

7 节提高到 3
.

5 节
。

即网 目增大 幼终
,

相对拖速加快 30 另 ;同一网具马力增大 23 %
,

拖速加快 14 拓
。

浙江外海渔场测试数据表明
,
在网口周 长增大 26 那

、

网 口 网 目增 大

22 4环时
,

拖速增高 4 7拓
。

显然
,
拖速的增加幅度比网目增大的幅度要小得多

,

只有在大

幅度增大拖网前部网 目的条件下
,

才能获得较快的拖速
,

这便是疏目拖网得以发展的原

因
。

增加渔船功率虽也能提高拖速
,

但其经济效益还需要研究
。

2
.

拖网速度对渔获效果的影响

两次对比试验的产量记录列于表 2 。

表 2 对比试验产量记录

T a b l e Z 人 l i st of e

二 aP
r at l v e e x 拌 r i , nt a l y l e l d

网网 具 规 格格 实测拖速 (节 ))) 正常网次次 总 产 量量 平均网次产受受 最大网次产量量 渔 场场 渔 获 物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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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出之吕W加心 ttt t a l 切初 n ggg 五月习 】】 到即ddd y成 ] d p e rrrrrrrrrrrrrrrrrrrrrrrrrrrrrrrrr g r o u n ddd 。 o m OP 日王t加 nnn已已已p 洲 d ( k 力
.

))))) ( k g
.

))) 五。 二1 ( k g
.

))) l d fo r 毛五。。。。

hhhhhhhhhhhhh auj l ( k g
.

)))))))

666则 1八 丫 1 1 0 ,、、 下 nnn
2

.

777 脸脸 拐
,
9即即 8幼幼 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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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白白

MMMMMMMMMMMMMMMMMMMMMMMMMMMMMMMMMMM加
刃习立立 姑鱼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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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aaaaaaaaaaaaaaaa n d w址怕
c
址 n ---e

阳阳阳阳阳阳阳阳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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粼粼幻合 x 1 60 刀〕
mmm 3

.

555 湘湘 肠
,

4即即 1
,
0 8000 5

,

的 00000 二长棘细
、

白姑姑

鱼鱼鱼鱼鱼鱼鱼鱼鱼及蓝圆续等等

RRRRRRRRRRRRRRRRR e冬打n 乡盯 9 0 ,,

wwwwwwwwwwwwwwwww h i t e o h i n e s eee

eeeeeeeeeeeeeeeee r
oa k 。 刃。

an ddd

rrrrrrrrrrrrrrrrr o u n d s e a d
, 。 t o

...

加加妞令
又 1 14 m mmm 3

.

222 1 555 18
,

即 OOO 1
,
2 6000 3

,
4 X())) 浙江外海海 带鱼

、

大黄鱼
、

乌乌

ooooooooooooooo f f
日五o r 。。 贼

、

撕鱼等
1李李

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f Z五e
ij -----------------------a叨叨 4令 x 8 7 0 m mmm 3

.

666 1石石 19 声如如 1
,

2韶韶 8
r
2助助 肚 ggg 基本同上上

BBBBBBBBBBBBBBBBB 九劝。 a l l y 韶 t h 。。

aaaaaaaaaaaaaaaaab 时。 日 r 旧 ic 器器

i ) 带鱼
、

大黄鱼
、

乌贼
、

鲍鱼 ( b 二 i ; `a i工
,

y e l l ow
e :

oa k e r, e u t击l o f里日h
,

比 i n 。朗 加
r r lo g

4

)

以上结果证明
,

渔场地理位置和捕捞对象品种不同
,

拖速对渔获效果的影响是不同

的
。

闽南渔场地处台湾海峡南部
,

捕捞对象以二长棘绸
,

自姑鱼为主
,

尚有蓝圆够及其它

底鱼
。

增加拖速是提高渔获量的有效途径
,

平均网次产量几乎以拖速相同的比例 增长
。

1 9 7了年在推广应用疏目网时
,

普遍获得增产 30 拓的效果
,

且发现捕捞对象也有改变
,

一些

原先极少被捕获的对象在拖速达到 3
.

5 节以上时也能捕获
,

如发现网获物 中儿乎都是蓝

圆缪或马毓鱼的情况
。

闽江公社还曾在闽江 口一网捕获十多条大毛常鱼
,

这都说明拖速

的显著影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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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外海机轮拖网试验中
,

捕捞对象主要是带鱼
、

大黄鱼和乌贼
,

亦有其它底鱼
。

提

高拖速并未获得明显增产效果
,

我们曾将拖速调节到最大限度 (5 节 》
,

产量反而有所下

降
。

在整个拖速范围内 (3
。

0一 5
.

0 节 )
,

未捕获异常品种
,

但统计发现
,

当拖网拖速不 同

时
,

各种鱼在渔获物中出现的比率是不同的
。

详见表 3
。

表 3 机轮拖网试验渔获组成比较
*

T a b l e 3 A e

帅aP 山on of
e at e h c

om po 吐七10 劝 I n
叮 eP r i哪ut a l tt 钾 110 9

协协众众
带鱼鱼 大黄鱼鱼 乌贼贼 银妈妈 细鱼鱼 马绞鱼鱼 尖头头

下下下干应 乍个去几于111 L a r g 。。 C
u 士士1一 f i s bbb S ll v e汀汀 C b j力 。阴阴 S孙 D 臼hhh 斜齿笙笙

外外外外外外外外外外外外外 ] ]o wwwww OP m f r e ttt 卜n , , 言, 口口 扭 a e k e r o lll S五 a r k感感

CCCCCCC r O朗k 白 rrrrrrrrrrrrrrrrrrrrrrrrrrrrrrrrr

叼叼叼叼叼叼叼叼叼叼

111 04 住令
x 1 14 m mmm 平均网产 (公斤 ))) 以 7

.

222 3 2 1
.

444 1韶
,

eee 呜习
`

000 1 1 6
.

000 6
.

666 4
.

000

(((平均拖速 3
.

2节 ))) 人
v o r a幼 了玩址址址址址址址址址

((( M邹立 t o w l二 ggg 孙
: b旧 u l ( k g

.

)))))))))))))))))

。。 p朗d = 3
.

2 k 。
甲

)))))))))))))))))))))))))))))))))))))))))))))))))))))))))))))))))))))))))))))))))))))))))))))))))))))))))))))))))))))))))))))))))

平平平均网获比率 (络 ))) 43
`

韶韶 幼
。

555 9
.

滩滩 3
.

8000 9
.

叙叙 0
.

加加 O
。

仪 ]]]

卫卫卫er e心 n t a g e o fffffffffffffffff

aaaaa v e ar g e y l e lddddddddddddddddd

详详详
r

加 u l (男 )))))))))))))))))

44404 令 x
盯 om mmm 平均网产(公斤 ))) 62 6

甲

666 2器
,

生生 16 3
.

222 1当
,

444 叻
。

OOO 涎
.

666 器
,

魂魂

(((平均拖速 3
.

6 节 )))))))))))))))))))))))))))))))))))))))))

((( M
e a n t o w i n ggg 未、 v U l l` 9 . 涅之。 玉uuuuuuuuuuuuuuuuu

。。 p e e d = 3
.

6 k n
.

))) 伪
: b au l ( k g

.

)))))))))))))))))

平平平均网获比率 (络 ))) 拐
.

韶韶 1 7
.

4 111 1 2
。

七888 9
.

竹竹 弓
,

8888 2
.

沁沁 1
.

8000

卫卫卫。 r o e n t a卿
。王王王王王王王王王

执执执 v e r a它e y i e记记记记记记记记记

ppppp e r b助 l (万 )))))))))))))))))

据 2 1 网次记录统计(卫速斑月 o n t h o il 毗 日毛a t l o t i昭 o f 班 h阴 lS )

不同鱼种因拖速不同在网次渔获中出现的比率也不同
,

其原因虽有渔场地理位置的

影响
,

但也反映了拖速对鱼种存在一定的影响
。

探究这一间题
,

对拖网生产具有实际意义
。

3
.

拖网的临界低速和最佳拖速

生产表明
,

拖网作业需要一定的拖速
。

对任何一种鱼类
,

如网具曳行速度跟不上鱼群

前进速度时
,

捕捞便无效
。

只有在拖速能跟上或超过鱼群游速时
,

生产才有成效
。

理论上

鱼群的这一游速可视为拖网捕捞这种鱼类的临界低速
。

我们在这几年的析拖网的试验研

究中
,

得知东海区常见底层鱼类 (比目鱼除外 ) 的临界低速至少是 1
`

5 节
。

从临界低速向

上的一定拖速范围内
,

拖网产量随速度增加而增加
。

但对某单一鱼种来说
,

当速度达到某

一范围内
,

在网获中出现比率最大
,

甚至成为单一渔获品种
。

如速度继续增加
,

该鱼种的

产量下 降
。

在理论上
,

我们可以把这个渔获效率最高时的拖速称为最佳拖速
。

我们在东海机轮拖网试验中
,

曾利用 4 04 目 x 3 70 毫米双拖底曳网可能达到较高 拖

速 (最大 5 节 )的条件
,

进行了专门的调速试验
,

并根据这一结果将主要鱼种在网获中的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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钧

八次à针公形星

现比率绘制成曲线 图 1
。

图 1中曲线是根据 0 3箱以上网产各 试

验点按趋势绘制而成
,

临界低速取自彬拖网

试验
。

结果表明
,

在试验渔场和季节中
,
多数鱼

种出现渔获效率的曲线峰值
。

由此 可认为
,

带鱼的最佳拖速为 3
.

0一 3
.

4 节
,

网获中出现

概率一般为 洲一邪那 ; 大黄鱼的最佳拖速为

3
.

4一 3
。

6 节
,

网获概率一般为 30 一 35 终 , 踢

鱼的最佳拖速为 3
.

7一 3
.

9节
, 网获概率一般

为 20 一 25 % ,乌贼的最佳拖速为 3
.

9一 4
.

1节
,

网获概率一般为 3 5一 40 拓 ; 瑜鱼数量少
,

网

获概率常在 10 形 以下
,

在试验速度范围内
,

似无最佳拖速
。

O J 日

1
`

0

图 1

F i g
.

1

拖速 ( k 。
,

二

不同鱼种在网获中的出现比率

T h e a P I用a r a
ne

o
ar 切袱 v a r io u 昌

f i s h 印 e o ie s i n 拌r h a 吐

4
.

拖速对鱼体长度的选择性

试验中
,

我们还观察和测定了在不同拖

a
.

带鱼 ( H 舀还七a工1) b
.

乌贼 ( C
o t t ] e f工已h ) e

甲

大

黄鱼 (L . r g o y e l lo w e
or 高 e h ) d

·

帽鱼 ( g王l锐叮
r 。功 l r 。士 ) e

.

肠鱼〔hC i二 e 日。 五e r l」二 g )

速下主要描捞对象的鱼体长度
,

结果列于表 4
。

表 4 鱼体长度测定结果

T a b l e 4 M e a名 u r 纽9 r e
su l st o f f加 h bo d y ~ 1. 叫妨h

、 \ \
、

、

项 目

鱼 种

鱼 体 长 度 〔毫米 )

jF 曲 b o d y -拍雌 t h (工。
r o

.

)

S P e e ie吕 B县乃 g e of 加 d y ee 〕e n g七h oD m i皿。 舀
bo d y ~ le o g t h

性
; 。 ,: , 。

产 16 8一韶 0 2 1 2
,

6

。 馆粼泉
w

sro 、 1毖一反良 ! 1的
。

2

峪 鱼
S定Iv e

汀 Pom f即右 加8
,

2

鱼
阳 h e rr l n g

马 蛟 鱼
S P a n 土日h m a e k e

re l

3 3 4
`

1

5 1 9
.

6

注
:
本测定的拖速范围为 吕

.

Oes 4
.

君节 ;平均拖速为 3
.

62 长 带鱼为肛长
,

其余为尾柄长
。

N o七邹: T五。 七。W l n g 日r 心e d ar n g e o f t五 i吕 盯护 ir rn e 似 t i日 3
.

o se 4
.

3 kn
,

; m o a n t洲 i n g o p 。。 d 二 3
.

犯k n
.

A 皿 u ,

l e n g th 宜s o f t玩 h a i r
at 工1; ht

白此吕七 a拍 七a i l b o勿 加力 g t h
.

为分析拖速对不 同鱼种体长的选择性
,

将各鱼种体长和拖速的对应关系绘制成图 2
。

由试验得知
,

在试验速度范围内 ( 3
.

0一 4
.

3 节 )
,

捕获鱼体长度随拖速增加而增加
。

拖

网每秒曳行的距离大致是带鱼优势肛长的 10 倍
,

是绍鱼优势尾柄长的 10 倍
,

是大黄鱼的

8 倍
,

是绮鱼的 7 倍
,

是马绞鱼的 6 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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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 如 60加 如 帕 加 劲 印 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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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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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 、

加一不亩一丽一亩
体长 (扭 m)

图 2鱼类体长与拖速关系

Fi g
.

T h e

嫩
a t昆 o n北 iP b e t w ee n b od y工 e n梦 h时 f i s h a n d to w i二 g日 P e ed

。
.

带鱼 (狂 a lr协 11 ) b
.

大黄鱼 ( L缸 9 0

ye n帅
e功 a比 )

。 .

竭鱼 (S且 v e叮 PO耐
r e t)

d
,

拗鱼 ( C U n 朗。 灿
r r in g ) e

.

马坡鱼(吕p a 力 i日h 刃。 a心 k e re J)

可见
,

拖速对鱼类体长有一定选择性
。

相反
,
通过鱼类生物学指标的测定

,
也有助于

我们选用合适的拖网速度
。

5
.

拖网适用网 目的计算及确定

据以上讨论
,

以东海区 6 00 马力渔轮常用 46
,

00 x 1 77
.

6 米 / 4 44 目双拖底曳网为例
,

计算网目尺寸如下
:

据上海市海洋渔业公司提供的实测资释
劝 ,

主机常用转速 3 30 一3 5 0 R
.

P
.

m 时
,

相对

拖速 2
.

2一 2
,

8 节
。

现用网口网目 40 厘米
,

按捕捞带鱼最佳拖速 3
.

2节
、

大黄鱼 3
.

5 节
、

鳍鱼 3
.

8 节
、

乌贼 4
.

0 节计
,
该拖网适用网目应分别为 56

、

70
、

86 和 98 厘米
。

实际上拖网

总同时兼捕几种鱼类
,

故网目尺寸及拖速要求应按主要对象确定
。

作者以为该网具应主

要考虑带鱼和大黄鱼
,

上述网具改进设计时可考虑选用 60 厘米网目
。

总之
, 网具设计时尺度经常有变化

,

也不难从基本计算式中考虑这一影响并确定相应

的网目尺寸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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