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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虾流网掉虾原因分析及其

补救的技术措施
’

田学摸 崔国平

(山东省海洋水产研究所 )

滕永童

(上海水产大学 )

提 要 渤海
、

黄海北部秋汛捕捞对虾
,

以往主要使用拖网
。

为保护渔场水域的生态环

境和幼鱼 (幼体 )资源
,

通过针对虾类行动的实验性观察
,

同时使用流网试捕
。

分析流网掉虾的

原因和提出防范掉虾的技术措施
,

以便更好地实现 “ 以流网代替拖网捕捞对虾
”
的技术改革

。

关键词 对虾
,

流网
,

掉虾
,

技术措施

捕捞主要分布在渤海
、

黄海北部海域的对虾任协应沼哪: 时命。招环: K is 址助 u y 。 ) (刘 瑞

玉
,

1 9 5 9)
,

是我国北方海域海洋渔业生产中的大宗产品
。

对虾鱼货产值高
,

是六十年代

以来中国对外贸易渔产品中的重要品种之一
。

在国内
,

也是生活消费水平层次高的人们

所渴望得到的
。

目前
,

养殖对虾在产
、

供
、

销儿方面紧密联系下
,

为对虾货源作了很大

的补充
。

使得国内的消费也有一定的数量依靠了养殖对虾
。

但是
,

由于 自然海产对虾所

具备的固有风味和品质
,

在某些消费者确定的美食要求下
,

养殖对虾也无从完全取而代

之
。

长期来捕捞对虾的主要渔具是拖网
,
尤其在使用小马力的渔船作业为了经挤利益时

更是如此
。

但历史上渤海文登沿海
、

海州湾等浅海区
,

春汛中也曾有过用流 网 捕 对 虾

的(1)
,

不过这在对虾捕捞生产中所占比重甚微
。

随着海洋捕捞渔业的发展
,

黄
、

渤海区海洋渔业资源滑坡的态势愈来愈严峻
,

加上渔

政技术管理上的迫切需要
,

促使渔业生产者和科技人员试验研究各种改进型拖网
,

试图既

能和以往一样捕捞对虾 (主要在秋
、

冬汛 )
,

同时还能释放进入网 内的幼鱼 (幼体 》之中的大

多数
,

并增产对虾 (李惠礼等
, 1 9 8。 ,山东省海洋水产研究所

,
1 9 8 5 )

。

在以往的一定时期内

收到了效果
。

在国外
,

作业于挪威等沿海的虾拖网
,

为了在捕捞桃红长额虾的同时释放和

拯救鳄科鱼类的幼鱼
,

采用在网囊中装有虾
、

鱼分隔或分离装置
,

也收到了某些预期效果

( oJ 五“ W
·

v
a ld e m时“ “

,
198 5 )

。

这些都是利用鱼
、

虾在催网前的短暂时刻
,

对阻碍物具

有截然不同的遁逸反应的生动事例
。

处于前述情况下的对虾捕捞生产
,

为了实际的需要而寻求技术出路
,

于是试验用流网

捕捞对虾的技术改革
,

企求肯定的生产实效
,

以便取代拖网
。

在我国北方
、

南方沿海渔区
,

均 已先后开展了这方面的试验
。

以流网代替拖网在渤海秋汛中捕对虾 (田学模
、

崔国平
,

本文部份插图由李守刚
、

张 申同志猫绘
,

并经赵 青同志复墨
,

特致谢意
。

收稿年月
: 1 0 88 年 4 月 ;同年招 月修炎

(1 ) 黄海水产研究所
、

上海水产研究所
,
1叱 .9 中国海洋渔具调查报告

,

肪~ 阳
。

上海科技出版社 (内部发抒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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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86 )
。

为了适合秋讯虾体成长和网目相适应的捕虾技术要求
,

在每单位网片内
,

配置相

差不大的几种网目尺寸规格 ( C
,

.J G ra nt
, 1 9 8 1) 的横向网条

,

意图满足流网捕捞的需要
,

也取得一定的成绩 (蔺和平等
,
1 987 )

。

在南海区雷州半岛沿海
,

为了提高对虾 (主要是墨

吉对虾和长毛对虾 )的渔获量
,

试验使用三重流刺网捕虾
,

在一个小的作业渔场范围内
,

取

得了较佳的捕捞效果 (杨日晖
, 1 9 87 )

。

虾类中属于大型
、

稍具自主游动能力 (在顶流索饵时表现得明显 ) 的对虾
,

和其他品种

的虾一样
,

遭遇栖息环境内的刺激 (指敌害袭击
、

触及异物或外界惊吓等 》
,

通常的反应是

屈体躬身向刺激源的上方或斜上方弹矶逃遁 (刘永昌
, 1 98 2 )

。

即使是游泳能力 比对虾弱得

多
、

随波逐流的毛虾也有这种行动反应 (魏绍善等
,

19 8 5 )
。

而这种 习性乃是采用流网捕对

虾的渔法基础
。

根据专业技术人员的观察和具有丰富生产经验渔民 口述
,

对虾卡入网目

开始时背部先入
,

受阻后呈屈曲状的腹节被网目卡紧
,

而此时头胸甲和尾扇相对着 (伙罗

迈威
,

1 98 1 )
。

虾体的卡入
,

显然同鱼类刺入网目不同
,

也和被刺网最终缠络而捕获蟹类的

渔法原理 ( 巴甫洛夫斯基
,

E
.

三
.

, 1 9 5 7) 不一样
。

但在确定的捕捞对象 (如墨吉对虾等 )和

具体的作业渔场中
,

采用三重流刺网也是行之有效的 (杨日辉
,

1 9 8 7 )
。

此乃一般与个别神

合貌悖辩证关系的体现
。

本文分析和讨论以流网取代拖网
,

在渤
、

黄海秋汛浦捞对虾
,

根据对虾行动特点的试

验观察
、

对捕捞作业过程中操作的观察
,

揭示对虾流网掉虾的原因提出防备流网掉虾的技

术措施
。

工 具 和 方 法

一
、

观察受骚后对虾的行动

1
.

19 88 年 10 月 田 日至 10 月 s1 日
,

在山东省海洋水产研究所生物实验槽 ( 4 6。
、 1。。 x 1 00 立方

厦米 )中进行试脸
。

桩内水深肚 厘米
,

水混 12℃
,

盐度为 拍偏
。

对虾体长 1。 厘米左右
,

虾体重 1。~ 15

主主网衣网目目 单位网片数数 单位网具规格格 单位网具高度度 备 注注
规规 格格 (片 ))))) 方向的目数数数

(((名卜毫米 ))))))))))))))))))))))))))))))))))))))))) 11111侧弥~ 1 9 84 年年 乙(米 ))) 叹米 )))))))

阳阳
。

333 10 + ( 0 ))) 即
.

阳阳 1 0
.

2 111 2筋筋 一耀珊默望摺扁鬓易鑫晶晶印印
。

OOO 幼 + ( 1 2 ))) 动
.

0 333 O1
。

oooo 2名a~ 留日日 二
、

鳖履知具每片
的 , 向目 , 均为 ,

, :
,,

6661
。

777 幻
+
( 11 ))) (肋

.

韶 ))) (10
.

20 ))) 习2 0八
.

名扮扮

憨怨鬓乎
的网线为 锦 纶 胶 ””

脂脂
.

333 10
+ ( 0 ))) 6 3

.

4777 1 0
。

1 888 2 1石~ 2 2 000 四
、

热磷黔鬓桑类井署龚馨
: 摄黯黯此此

.

777 0 + ( 8 ))) 88
.

般般 ( 10
.

拐 ))) 20 888 五
、

豁群瓣锡戳魂魂碎碎碎碎
。

加加 10
。

1 3333333

111111111O
。

3aaaaaaa

注
:

( l) 括号中的数字表示 1 9吕4 年添加的网具数或网具规格
。

( 2 ) 1 ,朋 年单位网其 6。片曰欣蛤 年单位网具 拍 O片
。

(幻 巾国水产学会海洋捕捞及渔船驾驶专业委员会
,
1 ,朋

。

海洋捕捞专业学术讨论会 ( 1洲 2 年 )论文报告选编
,

翻~ `盛妇~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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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的 8 3尾养殖对虾
,

用宜径为 。
.

25 毫米的镀锌铁丝一端
,

分别触及其头
、

尾
、

背
、

两侧
、

触鞭六个部位
,

目测并记录对虾受惊后的反应
。

2
.

198 5 年 6 月 26 日在浙江岱山养殖场的对虾矩形敞池中 (水深 95 厘米
,

水温 2扩 C ,

盐度 18 编 )
,

作对虾对移动着的帘垂状网片 (下有沉子 )的接触试验
,

观察对虾触网时的反应
。

敞池四周光线不强
,

池

水清
。

二
、

在起网过程中
,

观察对虾卡入网目的状态
。

1 983 年 9 月 6一30 日和 均84 年 9 月 1 0~ 旧o 日
,

随

鲁蓬渔 11 6 1 号去渤海渔场
。

水深 18 一 26 米
。

试验网的规格与参数详见上表
。

三
、

19 85 年 加 月 巧 日
,

随鲁蓬渔 1 161 号去黄海渔场
,

在水深 18 米处起网时作现场潜水观察
。

共

6 组 阳尾
,

在对虾卡入网目的流网网衣上
,

从水底提升至水面的这段时间内
,

并未掉虾
。

结 果 和 讨 论

一
、

对虾受外界刺激源触及后的反应
,

其动态见图 1
。

试验中观察到的情况如下
:

刺刺 激 源源 触 及 次 数数 朝刺激源相对对 朝 刺激源 的上方方 备 注注
斜斜斜斜上方弹逃次数数 或相对的水平方方方

向向向向向弹逃次数数数

移移动的镀锌铁丝端端 妞 1 (加 O ))) 108 ( 89
.

3 ))) 功〔10
.

7 ))) 1
.

均见工具和方法 ;;;

移移动的帘垂状网片片 24 ( ] oo ))) 朋 ( 0 1
.

7 ))) 2 (8
.

8 ))) 2
.

实验槽和敞水池内均为扮水 ;;;

33333333333
.

括号内的数字为百分数
。。

对虾触及刺激源的瞬间
,

紧收腹和尾
、

屈体躬背
,

尾扇和腹足急速击水
,

刹那间
,

对虾蓦地

弹逃
,

向着刺激源的另一侧逃遁 (见上表 )
。

其瞬间弹逃距可达 60 ~ 70 厘米
。

逃遁的
“

分解

动作
”

见图 1 ,

虾背在前开路
。

第三腹节的背面在最前
,

即指虾体躬背屈体的转折点
。

开始

时虾头朝下
,

虾体和槽
、

池底面几近垂直
,

经过图 1一 (b ~ e
)至图 1一 f 时

,

最后虾体的侧

一一
~ ~ 户 、 乃甲 、 砂 ~ 洲丙、 沪、 奋网、 曰~ 州呜~ 、 ~ . 户 、

夕

一、告̀ ` ~ 岛已尸
.

弓

一一ù一ù

去

,
ù

一一
·

一ǔ

一几三
一

三
二妾二

面和水平面成 10
。

一 1 5
。

交角
。

二
、

在起网过程中
,

随机取样中观

察对虾催网后卡入的姿态和部位
。

( 1) 卡入姿势见图 2 。

不管试验 网

图 1 对虾逃遁的主要方向和姿势

万址
.

T加 江以还 创湘么 p i贻 山沙沈 t i o n a
dn

幽
u 刀 e r o f 七he P邝w n

图 2 虾体卡入网目
,

A (横向 ) ; B (纵向 )

王
l

i g
.

Z T址 p路w 刀 b L阅 l叔 访 t细 功粥 h of
刀旧七t iD g

, A ( h
o州比 o nt a

街 ) ; B ( v e r七i o a场 )

网衣是横目使用还是纵目使用
,

卡入网 目的虾体以图 2一 A 的姿势 (即横向卡入 )居多 (所

占百分数未作统计 )
。

这种横向卡入可同图 l 一似一f) 属体中对虾的姿势相适应
。

招 ) 卡入部位见图 3
。

从四种规格的试脸网上观察到对虾卡入网 目后所滞留的部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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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以综合分析
。

有 A A(第一腹节前缘和第六腹节前缘 )虾体横截面处的屈体周长 ; B B

(第一腹节前缘和第五腹节前缘 》横截面处的屈体周长 , C C (第二腹节前缘和第六腹节前

缘 》横截面处的屈体周长 , D D (第二腹节前缘和第五腹节前缘 )横截面处的民体周长
。
A A

处为对虾最大屈体周长
。

网目卡住在虾体的 D D 处时
,

一般是在秋汛前期中的 越 年 雌

虾 ,在秋汛中后期
,
也有个休较大的当年生雌虾

,

该处是虾体卡入网 目
“

最浅
”

的部位
,

对每

一只催网的对虾而言是最小的可以卡住的屈体周长
。

而 B B 处或 C C 处的对虾屈体周长

则在上述两者之间
。

据观察
,

只 因对虾卡入网目时摧网方向不同所致
。

一
助

l

一
刀

况劫

图 3 虾体卡入网 目的部位

F址
.

3 T I玲 b l叨 k改1 p a rt s o f

p扭 w n o a吧址 b y 口保山 ba 瑞

图 4 图解横向上网的对虾
,

当网 目纵向伸长时的掉虾原因

F褚
,

住 1 11留t ar t i o n f o r 七ha 姗阳乙 o f

b城 kde p加 w n d工o P伴1 h o 巧叨U切 n y i及 t加
t n 疏h b ar i改双 t班 u v e介坦街 d让 ir 鳍 ha u u馆

三
、

几点讨论

1
.

摧网对虾掉落的主要原因分析 对确定体长的对虾来说
,

网目尺寸大小虽与掉

虾有直接关系
,

但非属本分析之例
。

而意在对任一体长组的对虾来说
,

如不考虑网线对虾

体的压缩系数
,

则其最佳网目周长 ( 4 a) 应等于其平均屈体最大断面周长 (应
。 。二

)
,

即 4。 二

四川
、 。

如以横向上网的对虾为例
,

则如图 4 中 ( l )
。

当在外力作用下网目发生纵向伸长 和

相应的横向缩短时
,

网线对虾体 A
,
A 等点 (指截面外缘接触处 )产生压力

,

导致对虾屈体

程度增加
,

A一八屈体断面周长变小如图 4 中 ( 2 )
。

当外力消失网目恢复原形的瞬间
,
A一A

断面周长小于网目周长如图 4 中 ( 3 )
,

网线对虾体的压力减小或消失
,

虾便从网 ;目 中掉

落 (是虾头和尾扇一侧最后脱出网目》
。

纵向上网的对虾
,

当网目发生横向伸长和相应的

纵向缩短时
,

也因同理导致对虾掉落
。 1 9 8 8 年前秋虾汛开捕期为 9 月 6 日

,

主网衣网目

常用规格为 a2 二 1 20 m m
。

北方有关研究人员曾测得汛初 凡
。 二

为 1 16 m。 〔助 ,

也有测得一

定数量对虾的瓜
:

为 111
.

6m。 内
,

可见网目尺寸略大或很接近以上两数据
。

i图 3 为对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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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屈体卡入网目后的四个屈体断面 ( A A
.

B B
.

C C
.

D D )
,

以 人A 为最大断面周长
。

可见

捉摸优势群体的平均最大断面周长是对虾流网主网衣网目规格的关键所在
。

根据这几年

的生产实践和本试验观测所得
,

以 9 月 10 日开捕期为准
,

建议网 目大小 ( 2司为 62 nI ,
。

2
,

网衣横目或纵 目使用对催网对虾掉落的影响 从虾掉落原因分析中推定
,

网衣

使用方向与掉虾直接有关
。

1 9 8 4 年纵
、

横目网掉虾率对比试验结果表明
,

规格相同的网
,

在同一渔期相同渔场作业
,

纵目网比横目网掉虾率高 6
.

3绍 (见下表 )
,

即网衣横目使用可

使全部掉虾量减少 14 拓 左右
。

其原因在于横向上网的虾多于纵向
,

起网时在横向拉力的

作用下
,

不会导致横向上网的虾屈体周长变小
,

故虾不易掉落 , 同时由于拉力的方向与网

衣编结方向一致
,

虾体在网目中所受的压力 (挟持力 )的大小等于四个目脚张力的纵向分

力 4裂 和结节闭合力的纵向分力 4几 之和
,

如图 5 ( 1 )所示
。

而纵目使用时
,

虾体在网 目

中所受压力的大小等于 遵尺 与 4几 之差
,

如图 5 ( 2 )所示
。

前者压力大于后者
,

因此虾掉

网网目使用用 作业时间间 试验次数数 网产对虾虾 兜接对虾虾 上网虾总数盈盈 掉 虾 率率 备 注注
方方 向向向向 (公斤〕〕 (公斤少少 (公斤 ))) (万 )))))

纵纵 目 网网 公
一

5~ 9
.

2 111 222 1邓
.

444 工2 4
.

444 3工4
一

666 咦3
.

仑仑仑

横横 目 网网 公
。

6~ 9
.

2 111 222 114
.

666 62
.

333 l韶
。

888 3 7
.

66666

注
:
接虾效果以试验结果的络计

。

上网虾总数 t
二
(网产虾 十兜接虾 ) 备部写 ;掉虾率

二 兜接虾 , 9O男 , 上网虾

总数盆
。

图 6

F馆

横向和纵向卡入横向网目时
,

虾卡入网目时虾体的受力状况

5 凯 a 七e o f 悦 a r i力 9 f o r c心灼
on t ha b城 k ed p ar w n 玩沮了

加过阴 n t a l ly 还 七加 刀双唱h b ar 记叭 t二

~
斯

(习)

( 4 )

同本文 (幻的第 4 页

同上的第 5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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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的也就少些
。

纵向卡入网目中的虾
,

无论是纵目网还是横目网
,

由于起网时网衣主要

受横向拉力
,

都会因压迫虾体导致屈体周 长变小而掉落
。

3
.

起网过程中风
、

流
、

船
、

网的相对位置与虾掉落的关系 图 6 为漂流的流网网列

~
J户呜 、 J

一
, 一

`

~ 、

~ 一 目 尸、 . . . 州 户- ~ 沪
.

- 、
. ~ .

一~
.

~ ~ 一
口. ` ` . 碑

.
. 、 、 ~ .

一
. ~ .

_

浮子纲

- 一
去 -

- 一
咨

沉于纲
万卿了犷二

了匀~

图 6

r 七
.

6

缪
,

, 晌叫 州如、

才勺只
气

贾馆不习奋霉界长甲忍

漂流的流网网列侧视图

8 1面 v 生e w o ￡七如 山 I f 七一刀吧七

七ar 认 过 七细 dr 过七i鳍
已t a et

侧视图
。

几年的试验结果得知
,

掉虾率除与

网目大小
,

网衣使用方向
、

风浪大小有关外
,

与起网时网的受流面朝上 (虾背朝上 )或朝下

(虾背朝下 )关系甚大
。

由下表看出
,

在 1984

年的试验中
,

规格相同的网
,

起网时网的受流

面朝上 〔图 7( 1 )] 较朝下 [图 7( 2 ) ]掉 虾率可

减少 21
.

5环
。

其原因在于多数对虾在网目中

被卡住的是 A 一 A 部位
,

当网目在外力作用下

发生变形压迫虾体时
,

虾的近头尾部位屈体

周长变小的程度大于近背部
。

也就是说此时

近背部的屈体周 长大于近头尾部位的屈体周

长
,

起网时如保持网的受流面朝下
,

即对虾的

头尾朝上
,

弓背朝下
,

屈体周长小者在上大者在下形成
“

顺荐
” ,

在对虾 自身重量及因网衣

振动而产生的惯性力作用下便很易掉落 ,如保持网的受流面朝上
,

即体周大的虾背在上
,

体周小的头尾在下形成
“

抢荐
” ,

如网目不发生较大的变形虾很难
“

抢荐
”

从网 目中掉落
。

即

便因网衣近船时倾斜虾从网目中
“

顺荐
”

脱落
,

也是掉在浮沉纲之间的网衣上
,

重捕率极

高
。

故起网时尽量保持网的受流面朝上是减少掉虾的重要措施
。

起起 网 方式式 试验次数数 网 产 虾虾 兜 接 对 虾虾 上网虾总数 ttt 掉 虾 率率 备 住住
(((((((公斤 ))) (公斤 ))) (公斤 ))) (男 )))))

受受流面朝上上 222 1妞
.

555 幼
。

666 丈6 7
.

444 1 3
。

丫丫丫

受受流面朝下下 1 444 6 2 1
.

111 2万4
.

222 8 0 3
.

555 3石
.

22222

图 7 起网时网的受流面的两种情况

万址
.

7 T w 。 舫。

俪
。 f 七玩击 i f 七- 刀心 t 七ar i 。 么郎 i玛七七地 。 u

麟此 w 玩。 h a u li n g

( 1 )
,

受流面朝上芍 (幻
,

受流面朝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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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 短 的 结 语

一
、

在渤海
、

黄海北部的秋
、

冬汛中
,

以流网代替拖网捕捞对虾是可行的 ` ,) 。

这对上

述海区有经挤价值的水产动物的幼体保护很为有利
,

对水域环境及渔业生产的综合效果

也有好处
。

也就是说捕捞生产必须适应始终处于动态中的渔业资源状况 (朱德山
, 19 87 )

。

此外
,

即使只从对虾捕捞本身而言
,

采用流网可以降低能耗
、

渔获较整齐
、

虾的质量高
,

经

挤效益得以提高
。

但存在着在作业过程中主要在起网时流网掉虾这一皿待判明和解决的

伺题
。

否则
,

将从根本上影响
“
以流代拖

”

这项技术改革工作
。

二
、

减少掉虾的几项技术措施

( 1) 如采用本项试验的结果
,

则在设计和装配对虾流网的单位网具时
,

网衣要横目使

用
。

水平缩结系数建议从 0
,

62 一 0
.

67 增至 0
.

7 1 左右
,

以适应对虾卡入时二种姿势 (主要

是水平卡入 )的需要
。

在秋汛中
,

对虾成长快
。

为了提高渔获率
,

必须考虑到网目尺寸和

渔期中对虾优势体长组的最大断面体周的持续适应
。

建议至少先后用两种网目规格 ( a2 )

的网衣
,

其网目大小 ( 2“ )均在 62 毫米以上
。

( 2) 不论是人力起网或机力起网
,

都要尽量减少振动
。

浮
、

沉子纲和网衣的绞进速

度
,

要经常加以调整得尽可能一致
。

舵手和起网机操纵者的动作要协调
。

根据潮汐和天气

预报
,

要争取在比较平稳的海况条件下起网
。

要着重强调
,

在起网时根据现场风
、

流
、

船 (包

括漂流着的网列 ) 三者的位置关系
,

竭尽全力保持网的受流面朝上
。

采取以上这些措施

后
,

所能取得的综合效果
,

据实验时观察
,

一般可以减掉虾量的 60 一 80 绍
。

( 3 》 使用接虾网兜
。

推广浮动式接虾网兜的初步结果表明
,

仅此一举可接住掉虾中

的 ( 8 5一 90 终 )
。

这同茅绍廉 ( 1 9 8 5 )提到的
“

虾帘网
”

或
“

虾兜 ,实际的功能相同
。

三
、

建议有关科研单位
,

继续进行在各种情况下对虾流网掉虾数量的研究
、

掉虾成活

率的研究
。
以巩固和推进这项

“
以流代拖

”

的技术改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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