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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诱鱿鱼浮拖网渔具渔法试验报告

郑国富 郑雅友 戴天元 洪明苇 黄桂芳

福建省水产研究所 厦门

泉州市水产局

提要 ∗ 年开展光诱鱿鱼浮拖网渔具渔法研究的生产试验结果为 年生产试

验 个夜 航次 总产量 其中鱿鱼产量为 占总产量的 总产值

元 ∀比同村光诱敷网的平均产量 高 左右 ∀ 年生产试验 夜 航次 总产量

其中鱿鱼产量 占总产量的 总产值 元 ∀试验网产量比同村光诱

敷网的平均产量 增产 产值增加 鱿鱼产量占总渔获量的比例提高

近 个百分点 投入产出比为 Β ∀取得了较好的试验结果 达到了预期试验目的 ∀此外

文中还讨论了水上灯数量 ! 网具规格和柔性网板等对生产效果和捕捞对象的影响及适应性情

况 并建议开展光场强度及其分布的海上实测和光场强度对鱿鱼 ! 趋光性鱼类的行为习性以

及生长影响等试验研究 制定出光诱鱿鱼浮拖网和敷网作业诱鱼灯数量和分布标准 以合理

利用鱿鱼和中上层鱼类资源 实现可持续发展 ∀

关键词 鱿鱼 光诱浮拖网 渔具渔法

表 1  属具

Ταβ .1  Συβορδινατε χοµ πονεντσ

名称 材料 规格 数量

上 !下纲 °∞ Υ ≅

括纲 ° Υ
浮子 泡沫塑料 Υ 个

沉子 铅块 个 块

底环 铁环 Υ 个

沉锤 铁饼 个 个

撑杆 毛竹 Υ ≅ ≅

柔性网板 帆布 !°∞绳 !镀锌管 ≅ 个

福建省海洋与渔业局资助项目 ∀参加该项目试验研究的

还有福建省水产研究所捕捞室方水美高级工程师 ∀

收稿日期 2 2 修回日期 2 2

年代中期到 年代初 福建省泉州市通过引

进台湾的光诱鱿鱼捕捞技术 发展了光诱鱿鱼敷网作

业 ∀作为定置网和流刺网等小型渔船的季节性兼轮作

工具 在沿岸海区作业 获得了广泛推广运用 ∀目前

头足类资源仍是福建省海区中还有一定开发潜力的

三大捕捞品种之一 特别是外海 !深水区的鱿鱼资源

还有较大的开发利用潜力 ∀为了更合理 !充分地利用

渔业资源 并解决部分单拖渔船伏季休渔期间的生产

出路 作者在福建省海洋与渔业局的支持下 于

∗ 年开展了 / 光诱鱿鱼浮拖网渔具渔法试验

研究0 ∀本文报告其试验结果 ∀

材料与方法

1 1 试验渔具

试验渔具结构接近于传统的 / 浮水缯0 拖网网

型 又类似于双船簸箕型敷网 ∀网具在水中张开成/ 戽

斗0状 具有下天井网长 网身和网囊短等特点 ∀网具

规格为 ≅ 图略 ∀

网衣

除缘网网衣外 网衣均由机织锦纶网片 ° 制

成 ∀网线规格为 ≅ 和 ≅ ∀最大网

目尺寸 最小网目尺寸 缘网衣采用

≅ 的乙纶 °∞ 网线编织而成 网目尺寸

∀

属具

详见表 ∀

1 2 渔具装配

网衣缝合

网衣由数十片网片缝合而成 ∀有些缝合边一侧是

直目网片 另一侧是剪裁边网片 因此缝合要求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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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格 ∀ 每一段网衣应尽可能使用相同规格的网片并

保证长度相同 ∀纵向缝合时要按节结对节结绕缝并

/ 加锁0 各段网衣之间的横向缝合则依据各自的网目

数用对目或挂目编缝 ∀

纲索装配

上纲的缩结系数为 ∀把浮子穿在浮子纲上

依预定间距与上纲缚扎 ∀浮子分布方式为 网口中央

处的 个浮子 间距为 接下去的 个浮子

间距为 再接下去的 个间距为 剩下

个的间距为 ∀下纲的缩结系数为 与主网衣

的缩结系数为 ∀沉子均匀地穿在沉子纲上 再与

下纲缚扎 ∀

底环与括纲装配

底环用 Υ !长度为 的乙纶绳吊挂在下

纲上 底环之间的距离为 ∀括纲则直接套穿在底

环内 两端连接到起网机上 ∀

1 3 试验渔船与光源布置

试验渔船

试验在闽狮渔 号上进行 ∀该船为木质单拖

渔船 主机功率 • 副机功率 • 净吨位

∀配备有卫星导航定位仪 !垂直渔探仪 !单边带和

对讲机等 ∀为进行光诱作业 安装了一套 • 的发

电机组和一台拉力为 的链传动卧式起网机 ∀

光源配置

诱集鱼的光源分水上灯和水下灯两部分 另配一

盏引鱼入网的/ 导鱼灯0 ∀其中水上灯 盏 自前桅杆

至艉分两列悬挂在左右两舷的内侧上方 每列上布置

盏 • 的金属卤化灯 铊铟灯 和 盏 • 的可

调光白炽灯 ∀水上灯离水面高度约为 水下灯仍为

• 的金属卤化灯 共 盏 ∀布置于船舷两侧水下

∗ 处 导鱼灯则为 • 的可调光白炽灯 布

置于艉后水下 左右深处 ∀

1 4 生产试验渔场

试验渔场为 渔

区 ∀最深作业水深近 ∀

1 5 捕捞操作技术

与光诱鱿鱼敷网作业相似 浮拖网作业也为单

船作业 采用当天晚上生产 !次日早晨返港卖鱼的作

业方式 ∀渔船通常在傍晚 Β 前后 到达事先选

择好的作业渔场 根据风向与流向情况选择好放网方

向 尽可能选择顺风顺流方向放网 放下艉沉锤 使

艏顶流 ∀开亮水上灯和水下灯进行漂流诱鱼 ∀整理网

具 撑开撑杆 ∀如需使用柔性网板 则先要把柔性网板

的前叉纲和后叉纲分别与撑杆末端的拉纲和网袖端

连接好 并把柔性网板悬挂在船艉舷外侧 为放网做

好准备 ∀放网时 先依次放出网囊和网身 再松放出括

纲和柔性网板等 ∀放网时要保证渔船微速前进 特别

是使用柔性网板或流水环境较复杂时 主机应开慢车

以保证与水流成 ∗ 的相对运动速度 以

使网具充分张开 ∀放置导鱼灯 等光诱时间足够时开

始集鱼 !起网 ∀集鱼时 要按一定时间间隔 一般 ∗

自艏到艉依次关闭水上灯 卤化灯 每次关闭

或 盏 ∀水上卤化灯全部关闭完后 再将水上白炽灯

船上工作灯 电压降至 ∂ 后关闭 改为由水下灯

继续集鱼 ∀继续自艏向艉依次关闭水下灯 将鱼群逐

步引导至导鱼灯附近 ∀慢慢降低导鱼灯电压 减弱导

鱼灯的光强度 并使其缓慢向网具的上纲中部移动

将鱼群导入网内 ∀迅速绞起括纲并把下纲提离水面

继续绞收网衣将鱼群赶入网囊 卸出渔获物 ∀打开水

上灯和水下灯开始下一次诱鱼 ∀初次光诱时间一般为

∗ 以后各次的光诱时间则在 左右 一般每晚

可作业 ∗ 个网次 ∀

1 6 试验方法

年 试验船与闽狮渔 号船 木质 主机

功率 • 配备水上灯 盏 开展对比试验 ∀但

因渔船大小和光源数量不同 有时甚至连作业渔场也

不相同 可比性低 年 采用试验渔船详细记录生

产和卖鱼情况 对比资料则为试验所在地 石狮市东

埔一村 年全部光诱鱿鱼敷网作业的平均生产情

况 根据村委会生产统计资料以及生产 !卖鱼的抽样

调查结果计算求得 ∀

结果与分析

2 1 试验效果

试验结果

年 ∗ 月 试验船共出海生产试验 个

夜 航次 总产量 其中鱿鱼产量为

占总产量的 总产值 元 ∀在该年度的

试验中 月 日 ! 日和 日 试验渔船的夜产量

分别为 ! 和 其中鱿鱼产量分别

为 ! 和 占总产量的 !

和 分别比对比船高出 倍 ! 倍和

倍 鱿鱼产量分别高出 倍 ! 倍和

倍 ∀但从整个季节的生产效果看 仅比同村光诱敷网

的平均产量 高 左右 ∀

年 月 日 ∗ 月 日 试验船共生产

夜 航次 总产量 其中鱿鱼产量

占总产量的 总产值 元 ∀本年度 石狮

市鸿山镇东埔一村共有光诱鱿鱼敷网作业渔船

艘 ∀除试验渔船外 最大渔船的主机功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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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备水上灯 盏 水下灯 盏 最小的主机功率

• 配备水上灯 盏 水下灯 盏 ∀自 月生

产至 月 总产量 总产值 ≅ 元 其中

鱿鱼产量 占总产量的 ∀平均单船产量

单船产值 元 试验网产量增产

产值增加 鱿鱼产量占总渔获量的

比例提高近 个百分点 ∀渔获品种主要有中国枪乌

贼 !剑尖乌贼 !杜氏枪乌贼 蓝圆 !金色小沙丁鱼 !鲐

鱼 !脂眼鲱 !扁舵鲣 !带鱼和东方　等 ∀

经济效益

试验渔船由原来的单拖渔船改装而成 渔船自身

价值在 元左右 ∀改装费用为 元 如果

把渔船和所有的设备均按 折旧计算 则年投入为

元 ∀平均每夜 航次 的经营费用在 元左

右 包括油 !水 !冰 !船员工资和其他杂费 ∀则年生产

季度 个月 的经营费用 元 试验纯利润为

元 投入产出比为 Β ∀

在项目带动下 年福建省泉州市共有 艘

主机功率在 • 以上的渔船采用光诱浮拖网作

业 作业水深范围扩大到 左右 ∀总产量

产值 ≅ 元 ∀正在逐步形成开发我省外海深水

区鱿鱼资源的捕捞作业能力 ∀

讨论

3 1 水上诱鱼灯的数量

与传统的光诱鱿鱼敷网作业相同 试验渔船使

用 盏 • 的卤化灯做为水上灯 ∀早期的光诱鱿鱼

敷网作业 水上灯一般仅使用 盏左右 • 的白炽

灯 ∀以后随着作业的发展 水上灯改用发光效率更高 !

诱鱼效果更好的卤化灯 数量也逐渐增加到 盏左

右 目前已发展到 ∗ 盏水上灯 卤化灯 ∀

由于空气介质和海水介质对光谱吸收与散 !反射

的特性不同 因此 使用水上灯能大幅度地提高有效

光诱范围 ∀理论计算表明 ≈ 使用 盏水上铊铟灯的

水平最大光诱距离可比仅使用 盏水下灯增加近

倍 ∀同时 当水上灯从 盏增加到 盏时 其水平最

大光诱距离仅继续增加 垂直方向仅继续增加

从投资回报的角度看并不合算 ∀但在实际生产

中 当很多渔船在同一渔场作业时 一方面全面增加

了大范围的海区光照强度 在这样的情况下 对鱿鱼

的光诱作用就相当于在有背景光 甚至是强背景光

下的光诱作业 ∀何大仁等 年 !兰希文 年曾

指出 背景光降低了鱿鱼视觉对人造光源的敏感性

为了消除其不利影响 必须提高刺激光的强度 ∀因此

需要有较多的水上灯 另一方面 各渔船之间由于光

源不同 存在着互相/ 争夺0鱿鱼群的问题 ∀这时具有

较多水上灯的渔船显然占有明显的优势 ∀因此 使用

更多的水上灯可提高光诱作业的产量 ∀据介绍 在台

湾和温州的光诱鱿鱼敷网作业中 目前普遍使用

盏 共 • 的水上灯 生产效果更好 ≈ ∀

但从管理方面看 无限制地增加水上灯的数量

会形成恶性竞争 致使大范围海区长时间处于强光照

射之下 单拖作业反映 如果作业时周围正好有光诱

鱿鱼作业 其船上有如白昼 捕捞操作无需开灯 是

否会对鱿鱼和趋光性的中上层鱼类的行为与生长产

生不利影响 应该引起有关管理部门的重视 ∀建议在

继续开展深入研究的基础上 制定光诱鱿鱼浮拖网作

业中水上灯光源数量及其分布的标准 以利于对趋光

性渔业资源的可持续利用 ∀

3 2 网具规格与柔性网板

传统的光诱鱿鱼敷网 网具规格在不断扩大 ∀下

纲长度从 年的 扩大到 目前有的已达

甚至还有继续扩大之势 ∀但另一方面 却依然

采用撑杆来保持网具的水平扩张 ∀根据悬链线理论计

算或模拟的结果 ≈ 当撑杆长度为 船体宽度为

时 下纲长度为 的敷网具 在水中的水平扩

张值约为 垂直扩张值约为 ∀网口的水平

扩张值约为 垂直扩张值约为 下纲长度为

时 下纲的水平扩张值约为 垂直扩张

值则达 左右 网口水平扩张值约为 垂直扩

张值约为 ∀因此 仅单纯地扩大网具规格 增加

的只是下纲在水中的垂直扩张值 而水平扩张值的增

加极其有限 ∀同样根据理论分析 ≈ 导鱼灯电压为

∂ 时 鱿鱼集群于以垂直方向 为长半轴 !水平

方向 为短半轴的半椭圆球形范围内 ∀因此 在

进一步扩大网具规格的同时 还应积极采取措施来提

高网具的水平扩张值 增加两网墙之间的距离和网口

的水平扩张值 以利于鱼群入网 ∀

作者在开展光诱浮拖网作业的试验中 除了采用

撑杆来维持网具的水平扩张外 还参考了有关研究成

果 ≈ 设计和制造了以帆布为主要材料的柔性网板

做为辅助水平扩张装置 用于进一步增加网具的水平

扩张 ∀该柔性网板在风向和流向相一致 即顺风顺流

作业 时使用 海上观察可见网袖端已处在撑杆末端

之外 其水平扩张的估算值在 左右 网口水平扩

张估算值在 ∗ 网具的水平扩张得到了进一步

提高 具有较好的效果 ∀但考虑到撑杆强度问题 在风

向与流向不相一致的情况下 不敢使用柔性网板 ∀而

且在顺风顺流作业的试验中 虽然鱿鱼产量增加 但

扁舵鲣等鱼类的产量却减少 ∀可能是由于鱼类趋光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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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于较深水域 而网具水平扩张增加后造成了垂直扩

张的减少所致 还有待于进一步试验改进 ∀

小结与建议

开发适应于较大功率渔船和外海 ! 深水

渔场作业的光诱鱿鱼浮拖网捕捞技术 对进一步充分

利用福建省海区的头足类和趋光性中上层鱼类资源

特别是外海 ! 深水区的头足类和中上层鱼类资源 具

有十分积极的意义 ∀生产试验结果表明 该技术具有

投资少 !经营费用低 !劳动强度小 !捕捞效率高 !经济

效益高等优点 而且捕鱿专业化程度高 取得了较好

的试验结果 达到了预期的目的 ∀

以帆布柔性网板取代撑杆 做为网具水平

扩张的主要工具 在理论上是可行的 也在我们所开

展的初步试验中得到了验证 ∀它不仅可简化操作技

术 而且能较大幅度地提高网具的水平扩张 ∀但因条

件限制 该方面的试验只是初步尝试 ∀建议进一步开

展试验研究 以取得更完整的试验结果 同时进一步

扩大网具规格 在提高鱿鱼产量 !简化操作技术的同

时 也提高趋光性鱼类的捕捞产量 ∀

建议开展光场强度及其分布的海上实测

和光场强度对鱿鱼 ! 趋光性鱼类的行为习性以及生

长影响等试验研究 ∀在此基础上 制定出光诱鱿鱼浮

拖网和敷网作业诱鱼灯数量和分布的标准 以合理

利用鱿鱼和中上层鱼类资源 实现可持续发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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