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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为 Z型死结
。

在
.

以同种规格网线打 Z型死结
,

则结牢度随勒紧张力增加而增加
,

呈线性关系
.

6
.

网线的捻向明显影响死结的结牢度
。

建议 z 型死结网片采用 S捻网线编织
,

这可提高结牢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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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会渔业资源专业委员会远洋渔业学术讨论会和农业部

全国远洋渔业工作座谈会同时召开

中国水产学会资源专业委员会远洋渔业学术讨论会和农业部全国远洋渔业工作座谈会于 1 989 年

11 月 6一n 日在浙江省普陀山同时召开
。

这是一次对我国远洋渔业生产
、

科研工作全面检阅和经验交流

的会议
。

来自全国远洋渔业行政
、

业务主管部门以及生产和科研单位的代表共 I n 人 (包括资源专业委

员会委员 17 人 )参加了会议
。

会议共收到论文共始 篇
。

其主要内容有
:
(一 )交流

、

总结了自 1 98 5 年 3

月由中国水产联合总公司组建的第一支远洋渔业船队赴西非海域捕鱼开始的我国远洋渔业四年多来的

发展情况
、

生产经验教训以及为远洋渔业发展所必须的科学调查
、

研究资料的相互交流
,

科研为生产服

务的体会等 ; (二 )远洋渔业行业内部的协调问题 ; (三 )发展远洋渔业的指导思想
、

目标和要求 ; ( 四 )为适

应远样渔业的发展
、

提高船员素质而提出的远洋渔业船员培训间题 ; (五 )为发挥行业组织协调
、

指导
、

服

务的作用而倡议筹组协会问题
。

此外
,

专业委员会还就主办的《远洋渔业屹 J刊二年半来的工作进行了回

顾与总结
,

并结合这次会议的精神提出了 6 条今后的设想
,

以便更好地为远洋渔业的生产和科研服务
,

会议由农业部水产司远洋渔业处黄克义处长主持
。

会上
,

首先由钱志林副司长作了讲话
,

他并就这

次会议的目的
、

要求做了说明
。

还就远洋渔业的发展过程
、

远洋渔业的发展前景及方针
、

发展远洋渔业

的若于政策性问题
、

加强渔业人员培训
、

成立远洋渔业协会以及加强远洋渔业行业之间的协调
、

加强

宏观管理等六个方面进行了详尽的论述
。

接着专业委员会邓景耀主任介绍了远洋渔业的科研工作概况
。

他强调了我国水产科研工作具有密切结合生产
、

为生产服务的优良传统
,

并指出目前在远洋渔业方面
,

科研工作可考虑以下几个方面 : 资源和渔场调查 ; 捕捞技术的研究 ; 加工技术的研究以及在研究掌握国

际市场动向
、

收集各国渔业法规
、

贸易法规
、

国际渔业间的限制和反限制斗争策略等方面
,

科研工作都是

可以大有作为的
。

紧接着进行大会发言
,

共有 1 5 位同志在大会上交流了远洋渔业组织协调
、

捕捞作业
、

运销等方面的经脸教训
,

科研工作开展的情况及成果等
。

大会发言后为小组活动
。

会议始终在紧张
、

热

烈的气纷中进行
,

大部分小组的工作直至深夜
。

提出了作为会议成果的三份材料 : ` 1) 会议纪要
,

( 2) 送

报国务院的 `关于加快发展远洋渔业若干问题的报告
” ; ( 3 )中国水产学会资源专业委员会向领导部门提

出的
“
充分发挥科学研究在远洋渔业中的作用— 关于巩固

、

发展我国远洋渔业的几点建议
” 。

在专业委员会的建议中指出
,

自第一支远洋渔业船队赴西非海域捕鱼以来的四年生产实践表明
,

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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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技术对巩固
、

发展远洋渔业至关重要
。

如在远洋渔业起步初期
,

有关科研和教育部门协同工作
,

搜集

并提供大量技术资料
,

为了解和掌握所要开发的资源
、

渔场
、

所在国的渔业法规以及最后的定项决策等

都起到重要作用
。

但迄今远洋渔业调研工作未能列入国家科技规划
,

无专项科研经费
。

由于科研工作

的落后
,

在远洋渔业实际生产过程中
,

暴露出一些诸如难于全面掌握中心作业渔场和鱼群数量分 布状

况
,

对海流
、

地形
、

地貌了解不够
,

作业方法不适应
,

网具破损严重
,

捕捞效率不高等一系列科学技术方面

的问题
,

这些都直接影响了远洋渔业的经济效益
。

我国在白令海公海水域的狭蟾捕鱼业
,

目前已面临美
、

苏两国在这一公海海域对外国渔船不断进行限制的严峻现实
,

前景令人忧虑
。

为了我国远洋渔业的 生

存和稳固发展
,

立足于激烈的国际渔业斗争中
,

更需要拥有自己调查研究所取得的科学技术资料
,

以维

护我国远洋渔业的合法权益
。

为此全休委员建议 :
( 1 ) 远洋渔业的科学研究必须纳入国家 ,t/ 又五

, 、 召九

五
”

科学技术发展规划
。

在国家和地方经委定项的远洋渔业
,

一定要相应的在国家和地方科委同时定项
,

相应拨款
,

让科研部门组织力量与生产部门协同工作 ; (幻组织和调动黄
、

东
、

南海区三个水产科研所和

有关省 (市 )水产研究所
、

大专院校科技人员的积极性
,

密切结合生产
,

明确分工海区和鱼种
。

根据需要
,

派船进行重点渔场试捕调查
,

积极收集研究世界渔业资源和渔场利用潜力
,

描捞和加工技术等资料
,

掌

握有关渔业法规和国际合作与贸易动向等
。

也可采用组织科研人员随生产船出海的方式
,

协助 生产 单

位及时解决存在的技术难题
。

大力支持继续办好《远洋渔业 》等期刊
,

及时交流经验
,

提供宏观决策参考 ;

( 3) 根据远洋渔业的特点
,

从实际需要出发
,

采取教育
、

科研
、

生产相结合
,

长远和短期相结合
,

多层次
、

多

渠道的方式对远洋渔业的管理人员和职务船员等进行培训
,

以迅速提高我国远洋渔业队伍的素质 ; 〔引

远洋渔业是一项外向型开拓性开发事业
,

具有投资大
、

担风险
、

涉及面广等特点
。

为增强后劲
,

急需国家

加强对远洋渔业的领导和宏观管理
,

制定优惠政策
,

依靠
、

协调和组织科研工作
,

才能得以巩固和稳步发

展
。

(黄海水产研究所 林福申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