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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柔鱼
,

钓钩颜色
,

选择性

K E Y W O犯粥 山~
￡代夕姗 石喇~

,

Ji g c o IJ 叮
,

女 lCe ti vi yt

柔鱼 ( 〔劲训
之拈止伙叫此 b叫~ )是世界头足类中最重要的资源之一

,

广泛分布于北太平洋海域
。

我国在开发

和利用日本海太平洋褶柔鱼以后
,

又于 1卯3 一 1卯 5 年开发和利用 了西北太平洋的柔鱼资源
,

并已取得较好的

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

形成规模性生产
。

生产实践表明
,

大洋性的柔鱼类对钓钩的颜色具有 明显的选择性
,

即不同颜色的钓钩
,

其上钩率不一样
。

据许柳雄 ( 1哭双 )
,

对 日本海太平洋褶柔鱼
,

选择黄色和绿色钓钩有利于产量的提高
。

据 曰川皿山 等 〔19 83 〕
,

对

分布于加利福尼亚海域的茎柔鱼
,

透明颜色的钓钩渔获量最高
,

银白色的钓钩最低
。

但是北太平洋海域的柔

鱼对钓钩颜色的选择性研究
,

国内外未曾有过类似报道
。

作者通过对各种颜色钓钩的对比试验
,

选出选择性

较好的钓钩颜色
,

为生产提供服务
。

材料与方法

材料

调查船的主机 95 6kw
,

白炽灯 120 只 ( I kw / 只 )
,

两行排列
,

钓机 20 台
,

其 中 S E一81 型 6 台
,

S E一 5 8 型 6

台
,

K A M O M王型 8 台
,

发电机功率为 75 kw ( 3 台 )
,

试验的钓机位置分布在船的中部
。

机钓钩为 SM一 2 型
,

颜色有淡绿色
、

青色
、

淡蓝色
、

橙色
、

粉红色和宝蓝色等 6 种
,

其中宝蓝色为硬体
,

其

余都为软体
,

钓钩都为 日本进口
。

手钓钩为 350 ~
1

.

4 x 2 (大号 )
,

由不锈钢材料制成
,

本色
,

表面光滑闪光
,

头部呈菱形
,

尾部呈扁平状
,

手

钓钩由粗线 (直径 100 号
,

30
一

40 米长 )和细线 (直径 30 号
,

4 一 6 根
,

每根 1 米长 )组成
。

收稿日期
: 1哭巧 一

仍
一 14

( )l 许柳雄
.

1望沦
.

钓钩对鱿鱼钓捕效影响的研究
.

日本海柔鱼钓渔场调查和钓捕技术研究论文集 ( 198 9 一 199 1 )
.

上海水

产大学鱿钓课题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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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

2试验时间及作业海域

试验时间为 1卯 5年 7一 8月
,

作业海域为 38 一 月伊N
、

144 一 1 50
O

Eo

1
.

3 试验方法

选用三种不同型号 ( K A M O州E[
、

S E - 58
、

S E一 81) 的钓机各数台
。

在同一台钓机上
,

各种颜色机钓钩的数

量相同
,

每列钓线装有机钓钩共 D4 枚左右
,

钓钩间距 l m
,

不同颜色的排列对称而均匀
。

同一试验中
,

不 同钓

机之间钓钩颜色的排列相同
。

以一个小时为一个测试单位
,

分别记录每台钓机每小时各种颜色机钓钩的上钩

总尾数 (包括钓获和脱钩 )
,

并计算出各种钓钩所占的百分比
。

钓机主要工作参数
:
上升速度 50 r/ 姗

,

抖动速度 巧 r/ 而 n ,

下降速度 印 r/ 山 jn
,

机钓作业水深一般为 os -

l oo m
。

每次试验时其工作参数取相同
。

手钓由手钓钩和各种颜色的机钓钩数枚组合而成
,

钩间距为 0
.

2 一 o
.

s m
,

并用细钓线 (直径 os 号 )连接
。

选用技术水平较好的船员进行试验
,

以一小时为一个测试单位
。

分别记录每小时各种钓钩的上钩总尾数 (包

括钓获和脱钩 )
。

作业位置在船的中部
。

作业水深 20 一 40 m
。

试验数据采用 t 检验或 F 检验方法分析
,

以确定对比试验结果差异是否显著
。

置信度取 0
.

05 或 0
.

01
。

2 试验结果

2
.

1 淡绿色和青色机钓钩选择性 比较

采用淡绿色
、

青色二种机钓钩在 SE- 一 58 型和 SE一 81 型钓机上同时进行试验
,

每列钓线上每种颜色的钓

钩各装 沁 枚
,

测试结果如表 1
。

表 1 淡绿色和青色机钓钩的渔获率

1知b晚 1 〔知t hc ar et 成 肚沙 t gr 伙 11 a n d g 陀 . 1 1皿d 公1姆 j怡罗招

次 数 平均值

S E 一58

S E 一 8 1

淡绿色

青 色

淡绿色

青 色

43
.

5

56
.

5

38
.

1

6 1
.

9

肠
.

8

53
.

2

47
.

4

沁
.

6

52
.

3

47
.

6

45
.

6

乳
.

4

34
.

1

65
.

9

53
.

6

46
.

4

汤
.

2

铭
.

8

们
.

0

印
.

0

46
.

7

岛
.

3

46
.

1

53
.

9

2
.

2 淡绿色
、

青色和淡蓝色机钓钩的选择性 比较

T划bl e Z

表 2 淡绿色
、

青色和淡蓝色机钓钩的渔获率

〔抽创 1 ” 吐e 嘴 咬少t gr 忱n ,

g 限曰 1田记 肚沙 t bl ue m傲蛆此 j电罗招

平均值

S E 一 日〕

K A M O州E[

淡绿色

青 色

淡蓝色

淡绿色

青 色

淡蓝色

25
.

8

铭
.

4

25
.

8

3 7
.

5

铭
.

8

18
.

7

34
.

0

36
.

9

29 l

豁
.

5

犯
.

8

龙
.

7

34
.

8

邓
.

8

36
.

4

34
.

1

38
.

2

27
.

2

3 1
.

0

4 1
.

4

2 7
.

6

3 5
.

0

45
.

0

沁
.

0

44
.

0

幻
.

0

16
.

0

19
.

4

38
.

7

4 1
.

9

3 2
.

2

:巧
.

8

3 1 0

32
.

3

D4
.

4

27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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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用淡绿色
、

青色和淡蓝色三种机钓钩在 S - E一阳 型和 K AM O州[ E型二种钓机 中同时进行试验
,

在每列钓

线上每种颜色的机钓钩各装 13 枚
。

测试结果如表 2o

经 F 检验
,

在两种钓机中
,

淡绿色
、

青色和淡蓝色三种颜色的机钓钩选择性均无显著性差异 (
a < 0

.

05 )
,

但

比较它们的平均渔获率
,

结果为青色的 > 淡绿色的 > 淡蓝色的
。

2
.

3 淡绿色
、

青色
、

浅蓝色和橙色机钓钩的选择性比较

采用淡绿色
、

青色
、

浅蓝色和橙色四种机钓钩在 K A M O州E[ 型和 S E- 一 8 1 型钓机中同时进行试验
,

每列钓

线上各装各种颜色的机钓钩 10 枚
。

测试结果如表 3o

通过 F 检验
,

四种颜色的机钓钩选择性比较如表 4 所示
。

表 3 淡绿色
、

青色
、

淡蓝色和橙色机钓钩的渔获率

T创比e 3 〔滋td l ar et of 咬少t g 陀el . , g ℃. 两少t 加搜 田 d o “ 四罗 。 . d l il长 】i目乒比

784814印33311915
二.26呱遨

青 瑟 卫
3 1

平均值

K A M O州E[

S E 一 8 1
.

淡绿色

淡蓝色

橙 色

青 色

淡绿色

淡蓝色

29
.

3

1 5
.

5

19
.

0

犯 2

15
.

8

2 1
.

0

2 1
.

0

43
.

4

24 5

22
.

6

9
.

4

4 1
.

2

35
.

3

17
.

6

5
.

9

36
.

8

26
。

3

5 3

33
.

3

3 1
.

1

27
.

8

犯 2

35
.

5

理
。

9

19
.

4

沁
.

0

13
.

3

熟
.

1

35
.

3

23
.

5

3 1
.

2

2 7
.

1

4
.

2

3 7
.

卯

3 1
.

48

23
.

72

6
.

韶

表 4 四种颜色机钓钩的 F 检验结果

T a b le 4 叨犯 r es ul st 优 F t已兹 of 11沙 t gr een
,

『伙n ,

U沙 t 叹u e a 】日 。 r a n攀 叮坦d 山能 」19 笋 sr

A B C D

K A M O州E[

S E 一 8 1

青 色

淡绿色

淡蓝色

橙 色

18
.

18
. 母

巧
.

阳
价

3
.

豁

14
.

鼠
份

12
.

乳
份

284814印33311915

青 色

淡绿色

淡蓝色

橙 色

3 7
.

卯
3 1

.

铭

23
.

72

6
.

咫

3 1
.

呢二

24
.

6
.

16
.

84 二

14
.

18
骨 .

7
.

76
.

6
.

42

注 : 二 * 有极显著差别 (
a
<0

.

0 1)
, , 有显著差异 (

a
<0

.

05 )

2
.

4 淡绿色
、

青色
、

淡蓝色
、

橙色和粉红色机钓钩的选择性 比较

采用淡绿色
、

青色
、

淡蓝色
、

橙色和粉红色五种颜色的机钓钩在 K A M O M E[ 型和 SE- 一 8 1 型钓机中同时进

行试验
,

每列钓线各装各种颜色的钓钩各 8 枚
。

测试结果如表 5 所示
。

通过 F 检验
,

五种颜色的机钓钩选择性比较如表 6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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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淡绿色
、

青色
、

淡蓝色
、

橙色和粉红色机钓钩的渔获率

毛山珍 eS C场权五 拍加 o rUt gh g r稗n ,

孚伙n ,

咬少t b加 e , 。 r a n罗 . 日 声n k n 坦d 止此 」i目笋比

数

青

平均值

月石名8262521.719
.

4

36 2

22
.

2

34 8

次〕
.

4

::

17
.

4

4
.

3

13
.

1

29
.

4

24 0

25
.

7

8
.

4

12
.

5 17 9

28
.

7

2 7
.

8

2 1
.

7

7
.

9

1 3
.

9

:0
石o名332221.814

…8
8忍2828沁.518

门了Q口

75

2534251
,
It沙2232028

淡绿色

淡蓝色

橙 色

粉红色

青 色

淡绿色

淡蓝色

橙 色

粉红色

4 1
.

7

22
.

2

6
.

9

11
.

1

18
.

1

36
.

9

2 7
.

7

7
.

7

9
.

2

18
.

5

5
.

1

路
.

1 U
.

8

22
.

6

32
.

3

2 5
.

7

1 1

1 8
.

3

表 6 五种颇色机钓钩的 F 检验结果

毛止 le 6 勺犯 r es 川st of F te 蛇 of 咬少t 『以,
,

g ℃忠 n j j梦吐 加此
, 。邝网罗 扭日 p如盆田叹五七此 j电罗招

A B C D E

青 色

淡绿色

淡蓝色

粉红色

橙 色

印
.

咫
, ,

19
.

咫二

13
.

咫二

5
.

男
.

14
.

以二

13
.

仍二

7 斜
.

7
.

00 二

6
.

00
母

0
.

叭

:70
70肋韶28272113乳

2 4
.

棍
` .

2 1
.

圈
怪 母

13
.

26
奋

12
.

田
.

1 1
.

砚二

9
.

24
.

0
.

田

11
.

16

8
.

56

2
.

印.0408416502718.18

K A M O N E[

S E 一 8 1

青 色

淡绿色

淡蓝色

粉红色

橙 色 5
.

泌

注 : 二 二
有极显著差异 (

。 < 0
.

0 1 )
, 二 有显著差异 (

。 < 0
.

05 )

2
.

5 手钓钩与各种颜色机钓钩的选择性比较

利用技术水平较好的船员对手钓钩组合类型 (即手钓钩 + 各种颜色机钓钩 )进行选择性试验
,

其测试结果

如表 7 所示
。

表 7 不同手钓钩和机钓钩组合的渔获率

T目比e 7 C a tc l. r a et of t】犯 。 叨” 肠四住阅 度 山肠, 田 t 如旺Kl 班吐 口曰出加 e j ig 界Sr

%5%%%%%
11
4
11
67

所一151017

%%%%%%ù勺96363琳田8776707341415222

手 钓 组 合

手钓钩 十青 色

作业次数 钓获总尾数 各 自 占 比 例

手钓钩 + 淡绿色

手钓钩 十宝蓝色

手钓钩 十 宝蓝色 + 粉状色

手钓钩 + 宝蓝色 + 宝蓝色

手钓钩 + 青色淡 十绿色

留 + 15

刀 4十 25

2赓》+ 6 1

29
+ 8 + l

24 + 6 + 4

沮 + 5 + 3

2
.

6%

11
.

8%

10
.

0%

11,`6
q̀工卫11

从表 7 中可以看出
,

手钓钩的渔获率均高于各种颜色的机钓钩
,

占总渔获尾数的比例为 70 % 一

oo %
,

而

在搭配的机钓钩中
,

宝蓝色为最好
,

青色和淡绿色次之
,

粉红色最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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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讨论与分析

(l )根据观察
,

夜间柔鱼一般栖息在水深 O4 m 以内的水层
,

机钓钩的作业水深为 的 一 l oo m
,

实际的钓钩

线长度为 O4 m 左右
,

因而每一钓钩都可 以从柔鱼的栖息水层通过
,

即都有上钩的可能性
。

可见试验设计是合

理的
,

试验结果是可信的
。

( 2 )机钓钩的试验结果表明
,

各种颜色机钓钩的上钩率相差较大
,

其中以青色
、

淡绿色和淡蓝色为好
,

橙色

较差
。

据研究【罗会明
,

198 5 ]
,

头足类对光谱的吸收峰值为 4 7 0 一 5即 unI
。

但由于种类不同
,

生态习性有所差异
,

对短波光的最适光色必有所不同
。

柔鱼偏爱青色
、

淡绿色和淡蓝色等波长短的颜色机钓钩
,

这说明与柔鱼本

身生活的水质清
、

水色高的光学环境相适应的
。

根据光在海水中的传播特性
,

波长长的颜色 (如红光 )衰减得

快
,

而波长短的颜色 (如绿光
、

蓝光 )衰减得慢
。

又根据测定
,

白天 印 一 10 0 m 水层的海水颜色基本上由绿色和

蓝色光组成
。

分布在西北太平洋西部 ( l尹 E 以西 )海域的柔鱼
,

其白天的栖息水层一般在 70 一 1 0 0 m
,

因而柔

鱼对波长短的颜色 (如青色
、

淡绿色和淡蓝色 )有着特殊的适应性
、

敏感性和较好的选择性
,

而对波长长的颜色

(如粉状色和橙色 )则具有较差的选择性
。

在西北太平洋海域生产的日韩鱿钓船的集鱼灯为蓝绿色
,

产量比白

炽灯提高 30 % 以上 ;生产实践表明
,

机钓钩在试用 15 天以后
,

由于颜色的下降
,

导致产量下降约 印 % 一 钓%
。

这都说明柔鱼对波长短的颜色钓钩具有较好的选择性
。

(3) 手钓钩与机钓钩的组合试验表明
,

手钓钩的上钩率最高
。

这是由于手钓钩是由不锈钢材料制成
,

呈菱

形状
,

四面具有极强的反光能力
。

在钓捕拖曳的过程中
,

受水中光线的照射
,

反射比机钓钩更多的颜色光
,

对

柔鱼产生强烈的刺激作用
,

因而柔鱼对手钓钩具有较强的选择性
。

作者推测若机钓钩全部采用反光极强的不

锈钢材料制成
,

则渔获量可能会增加
。

在手钓钩中
,

宝蓝色的机钓钩渔获率好于其他类型的机钓钩
,

这可能是由于宝蓝色是硬体
,

且颜色适合
。

因而
,

具有比其他软体型钓钩更好色泽和发光能力
。

在机钓中
,

同一颜色的硬体型机钓钩与软体型机钓钩的

渔获率需要在试验中作一比较
。

当试用手钓组合型时
,

建议采用手钓钩与宝蓝色硬体机钓钩组合为好
。

(4 )柔鱼对钓钩颜色的选择性随着海况条件 (如透明度
、

风
、

流 )
、

柔鱼的栖息水层等的不同而改变
。

海况

条件不同
,

光线在海水中的传播与分布也不同
,

从而影响到柔鱼对钓钩颜色的选择
。

由于柔鱼个体大小不一
,

其生长发育及其栖息水层也不一样
,

对颜色反应的最适光色不尽相同
,

在钓钩颜色的搭配上
,

不能以一种单纯

的颜色钓钩
,

而是应该根据实际情况
,

选用几种选择性较好的机钓钩颜色 (如青色
、

蓝色
、

绿色以及界于它们之

间或附近的颜色 )进行组合
。

分布在西北太平洋中
、

东部海域的柔鱼个体大
,

栖息水层在 l印 一 汉犯m 间
,

该水

层的海水颜色偏向波长更短的光
,

因而作者推测在该海域作业的机钓钩应以深蓝色等波长短的颜色为主
,

青

蓝色次之
,

粉红色和橙色等波长长的颜色机钓钩钓捕效果会更差
。

(5) 本文在研究柔鱼对钓钩颜色的选择性方面
,

仅是在钓获量上进行了统计和分析
。

在试验过程中受到

一些因素的制约和影响
,

如钓机的上升速度
。

柔鱼的饥饿程度以及海况条件等
。

另外
,

钓钩颜色试验不够全

面
,

需要进一步完善和补充
。

同时也需要从柔鱼的视觉功能 (包括运动视觉
、

颜色视觉
、

视敏度 )
、

生物学特性

等方面深人研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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