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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渔具分类
、

命名及代号 》 “

序号 8 2 3 1 ” ,

国家标准 G( B 51 47 一 85) ( 以下简称《标准》 )
,

已

由国家标准局于 19 8 5 年 5 月批准发布
,

并于同年 12 月实施
。 《标准》适用于使用在海洋

和内陆水域的所有渔具 (不含
“

渔法
”

)
。

它基本上体现了分类
、

命名及代号所必须具备的

科学性 ;制订专业基础标准的必要性与可行性 ;纳入《标准》的渔具所具有的生产性川
。

《标准》主要以我国六十年代所汇集的调查报告内容为基础资料
,

并把八十年代以来

为制订标准而搜集的调查素材作为补充资料
。

在近期调查资料中
,

尤其对来自淡水渔区

的新资料引用较多
。

在保持上述诸要求的前提下
,

结合我国渔具的现状
,

适当顾及历史上

沿用的某些习惯分类
,

并参考了国内外有关渔具分类
、

命名及代号的文献 〔“ , ` , ’

,7,
.

,1l 一 al]
,

同

时还参照其他行业的相应标准而编订的 a1[
。

在我国制订这类基础标准
` 1,
尚属初次

。

建国以来虽对渔具作了多次重点调查或普查
,

并编成若年《调查报告》和图集卿
,

但在当时
,

对分类命名及统一代号均未作过专门讨论与

系统确定
。

在八十年代开始的现代化进程中
,

为了制定与贯彻渔业法规的需要和加强渔

业管理
, 《标准 》的制订是十分必要的

。

《标准》的基本内容和特点

根据确定的原则
,

规定了渔具分类系统
、

命名
、

代号
。

渔具的分类为
“

类
” 、 “

型
” 、 “

式
’

( l ) 农牧渔业部
、

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
,
1 988

.

中国水产标准论文专辑
。

(内部发行 )

( 2) 膝永望
、

忱宝祯
,
1洲 4

。

建国后渔具调查及图集的编纂
。

渔业史
,
1 :舰

~
36

。

(内部发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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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级
。

按式
、

型
、

类的名称给渔具以命名
。

关于代号
:

(1 )
“

类
”

各按其名称的汉语拼音字

首 (包括声母 )来表示
。

字首相同时
,

或因拼音文字本身规则的限定
,

则由制订者考虑与选

择
,

加写一个小写字母以资区别 ; ( 2 )
“

型
”

的代号
,

在确定或选择拼音字母时
,

其原则基本

上与确定
“

类
”

的原则相 同
,

但每个型的代号有 2一 4 个字母
。

在确定其部份代号时
,

更带

有指定性 , ( 3 )
“

式
”

按其名称
,

经过通盘考虑加以分组
,

以给定的阿拉伯二位数 字来表

示 〔, 1。

渔具分
“

类
”

的依据是其捕捞原理
。

《标准》将渔具分为
:
刺网 (C)

、

围网 (W )
、

拖网

T( )
、

地拉网 (D i )
、

张网 ( : h)
、

敷网 ( r )
、

抄网 ( e五)
、

掩罩 ( Y )
、

陷阱 (X )
、

钓具 (D )
、

耙刺

(P )
、

笼壶 (L) 十二个类别
。

同
“

类
”

的渔具中
,

分
“ 型

”

的依据是渔具的结构特征
。

所有渔具共分为柄钩 (B G )
、

箱荃

(BQ )
、

叉刺 (。 h C )
、

撑架 ( e五J )
、

齿耙 ( e h P )
、

插网 ( e h w )
、

倒须 (D江 )
、

单囊 (D N )
、

单片

( D P )
、

多囊 (Du N )
、

洞穴 (D X )
、

兜状 (D z h )
、

滚钩 (GG )
、

析杆 (E G )
、

建网 ( JW )
、

箭话

(J X )
、

箕状 (J比》
、

框格 (K G)
、

框架 (K J )
、

拟饵单钩 (N D )
、

拟饵复钩 (N玛
、

锹铲 Q(
c
h)

、

三重 ( 5 0 11 )
、

双重 (。五
: h )

、

竖杆 (
s五G )

、

弹卡 (T K )
、

无钩W G o )
、

无囊 (W N )
、

无下纲 (W G )
、

有翼单囊 (Y D )
、

有翼多囊 (Y D u)
、

有囊 ( Y N )
、

掩网 (YW )
、

真饵单钩 (止D )
、

真饵复钩

(油乃
、

张纲 (
: h G )

、

罩架 (: 盯 ) 三十七个型别
。

以上排列是依汉语拼音字母顺序而来
,

并

无他意
。

在
“

类
” 、 “

型
”

相同的渔具中
,

分
“

式
”

的依据是渔具的作业方式
。

将渔具列成单船 ( 。。 )
、

双船 ( 0 1 )
、

多船 ( 0 2 )
、

单桩 ( 0 3 )
、

双桩 ( 0 4 )
、

多桩 ( 0 5 )
、

单锚 ( 0 6 )
、

双锚 ( 0 7 )
,

拦截 ( 1 0 )
、

导陷

( 1 1 )
,

定置 ( 2 0 )
、

漂流 ( 2 1 )
、

包围 ( 2 2 )
、

拖曳 ( 23 )
、

曳绳 ( 2 4 )
、

并列 ( 2 5 )
、

船张 ( 2 6 )
、

墙张

( 2 7 )
、

垂钓 ( 3 0 )
、

撑开 ( 3 1 )
、

推移 ( 3 2 )
、

扣罩 ( 3 3 )
、

罩夹 ( 3 4 )
、

投射 ( 3 5 )
、

钩刺 ( 3 6 )
、

铲耙

( 3 7 )
、

抛撒 ( 3 8 )
,

穿冰 ( 4 0 )
、

拦河 ( 4 1 )
、

岸敷 ( 4 2 )
、

船敷 ( 4 3 )
、

船布 ( 4 4 )
、

散布 ( 4 5 )
,

单船表层

( 50 )
、

单船中层 ( 5 1 )
、

单船底层 ( 52 )
、

双船表层 <5 3 )
、

双船中层 ( 5 4 )
、

双船底层 (叩 )
、

定置延

绳 ( 5 6 》
、

漂流延绳 ( 5 7) 四十一个式别
。

本文为 了在评论 《标准 》时有所依据
,

并便于读者对照与查索
,

在大量的渔具中
,

现选

择若干较具代表性的渔具
,

各按其分类命名
、

(式一型一类 )代号列入附表中
。

在该表的
“

渔具

示例
”

栏内
,

一一列出的渔具名称乃是每件渔具的通用俗名 (有些则是地方名 )
。

《标准 》是继上一轮为编签
“

渔具调查报告
”

编列目录时所作分类之后的一 次 重 要 变

动
。

它还同别的生产事业的工具标准一样
,

确定了命名规则及代号闭
。

同六十年代相比
,

显然向前迈了一大步
。

《标准》的特点
,
也就是它的优点

,

主要有以下几点
,

1
.

采用了三级分类系统
。

正确地以捕捞原理作为分
“

类
”

的依据
,

且作为该分类系统

的最高一级
。

从而结束了我国曾经习用的
“
网

”

与
“
非网

”

这个概念模糊的
“

大
”

分类法
。

2
.

能把以往的分类法中列入
“

其他
”

或
“

杂渔具
”

等类的各种捕鱼工具
,

分别据其捕捞

原理纳入相应的
“

类
”

中
。

3
,

同渔业法规有抵触
、

或有碍于渔业资源长期利用的渔具
,

不予列入
。

4
.

《标准》对主要在内陆水域 (水库中居多 )使用的
“

拦
、

赶
、

刺
、

张
”

联合渔法
,

认为应

归在作业过程中哪种渔具具有最终渔获功能的这个类别之内
。

5
.

《标准》中不列入少数在江河
、

湖泊中使用驯兽
、

鱼鹰
、

媒鱼等捕鱼动物
。

但某些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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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层刺网 (川 )
书

三层
,

即本标准的兰重
。

贻鱼散腿流网 (鲁 ) 据
《 中国海洋渔具调查报告

》
( 1 0 6引

。

以下海洋
渔具

,

凡不注明出处者
,

均据该报告
。

单船无囊围 网

双船有囊围网

双船底层有翼单囊拖网

o1
- Y N

一

W
反卜Y D

一
T

单翼式机轮围网 (沪
、

苏
、

浙等 )

大围蹭 (闽 )

机轮底拖网 (沪 )

据上海市海洋渔业公司等
。

单船底层朽杆拖网

单船底层单囊拖网

石2一且G
es T

朋
一 D N 一 T

朽拖网 (苏
、

浙
、

沪 )

蟹拖网 (皖 )

据
《
福建省海洋渔具调查报告

》
( 1%的

。

据
.

上海市海洋渔具调查及区划
》

C l貂幼
。

指

机轮对拖网
。

据季星辉
、

孙满昌〔1 9 84 笋1

飞

据
`
长江流域渔具渔法渔船调查报告

》
( 19右8 )

。

以下淡水渔具
,

凡不注明出处者
,

均据此
。

船布无囊地拉网

船布无囊地拉网

单锚析杆张网

船张框架张网

船敷箕状敷网

拦河撑架敷网

推移兜状抄网

抛撒掩网掩罩

扣罩罩架掩罩

导陷建网陷阱

拦截箔签陷阱

曳绳拟饵单钩钓具

定置延绳弹卡钓具

定置延绳滚钩耙刺

拖曳 齿耙耙刺

定置延绳倒须笼壶

散布洞穴笼壶

4 4 we 从
下

N 一
D 主

4 4 we 下V N 一
D 主

〔陷一 I I G 一, h

26 一K J
一 z h

4冬 J z h 一 F

4 1一 e h J 一F

3 2 es D z h 一 e h

3 8
.

Y 、 V - Y

3 3一 z h ~ Y

1 1
-
J 、 V 一X

10 es 它Q
一

X

公卜N D ~ D

弱
~ T K

一

D

日三
一

G G
一 P

2 3一 e h P es P

反蛋一 D
3
X
一 L

4 5一 D X 一L

大拉网 (粤 )

刀鱿包网 (皖 )

绞缘网 (辽
、

苏 )

船张网〔辽 )

者箕网〔峨 )

拦河智 (皖 )

推虾网 (鄂 )

大黄鱼掩网 (闽 )

蔑罩 (鄂 )

落网 (鲁 )

硬筋 (沪 )

拖毛钓 (粤 )

卡钓 (湘 )

空钩延绳钓 (闽 )

风耙 (皖 )

乌贼笼 (浙
、

闽 )

纸鱼筒 (沪 )

单钓系相对子复钩而言
。

据
《
福建省海洋渔具调查报告

》
( 1邪 9 )

。

区在编订各自的
“

图集
”

采用《标准 》的同时
,

如有必要
,

可以把这些捕鱼技艺与渔法加以附

载
。

6
.

《标准》在分类命名方面的科学性
,

主要体现在
,

( )l 滚钩
、

也称空钩延绳钓列入耙刺类 ;

( 2) 掩网和蔑罩统归入掩罩类 ;

( 3 ) 把各种建网并入陷阱类
,

同箔签等渔具归入一类 ;

(的 地拉网和拖网在捕捞原理
、
网具结构

、

作业方式上均有明显的区别
,

因而增加了地拉 网

类;

( 6 ) 对一定数量的渔具起到了
“
正名作用

” ,

务求名副其实
。

如大围增为双船有囊围网 (01 -

y N 一

W ) ;鼓蛛网为单锚析杆张网 ( 0已H G 一

bz ) ; 拦河曹为拦河撑架敷网 ( 41
4

比 J
一
F ) ; 等

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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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标准》的初步评估

一
、

正如本文前面提到过的
,

制订《标准》的依据主要是属于渔具图谱
、

图集类的《中

国海洋渔具调查报告 》 等
`卜

里。 ,
若于基本资料

。

尤其是 《中国海洋渔具调查报告 》 和 《长江

流域渔具渔法渔船调查报告》 ,

是建国以来对我国的捕鱼工具状况所作的一次极为周详的

调查研究
,

并在本行业中开始了每隔一个相当时日进行一次系统调研的优 良学术风气
。

对

渔具标准化工作和渔具分类的研究起着推动作用
。

这些集体创作的著作给现阶段八十年

代的渔具调查与区划提供了不可或缺的借鉴
,

对提高本行业科学化的水平历史地起到了

永不磨灭的作用
。

但从现时现地
、

八十年代国家标准化和向前推进了的科学渔具分类来

要求时
,

则必须注入新鲜的内容以便尽可能多些
、

生动地反映捕鱼生产工具的现状
。

从
1 9 8 2 年起

,

全国各省
、

市
、

自治区渔业区划工作与渔具调查
,

还有图集的编纂工作
〔11 一

` , ’
多

已先后展开
。

最近二年内
,

大多数已基本完成
。

其中少数行政区的渔具图集亦已付梓或

发行 [川
。

所有这些
,

也都推动与支持了《标准》的制订工作
。

二
,

众所周知
,

内陆水域的渔具
,

在其规模上一般比海洋渔具小
,

但其种类繁多
,

且面

广量大
。

可以估计在采用 《标准 》时会产生少许例外
,

如本文在前面一节
“ 《标准》的基本内

容和特点
”

中提到过的
。

作者认为
,

在最大限度纳入 《标准》的同时
,

可暂在各地区各自编

订的
“

图集
”

或
“

渔具调查报告
”

中
,
附录备载尚未列入的个别或少数渔具

。

所以会产生这

种预计的另一个原因是
, “

六
。

五
”

计划最后二年我国渔业生产的重点逐渐向内陆水域转

移的趋势是明显的
。

这将会导致淡水捕捞工具的比重递增
,

以及渔具更加多样化
。

为日后

渔具标准化增加了工作内容和任务
。

三
、

为了适应
“

七
·

五
”

计划期间我国捕鱼业的发展
,

实施《标准》最主要的一环
,

是通

过渔业系统的行政当局
、

科研机构与教育单位宣传和采用这一法定标准
,

在我国整个渔业

行业范围内起到普遍知晓和迅速统一的作用
。

以求在实施的过程中
,

逐步积累有待修改的

问题
,

在一定时限之后
,

遵照主管标准化的行政当局以及标准的立法与出版部门有关的立

(幻 黄海水产研究所
、

上海水产研究所
, 1 9 6 0

。

中国海洋渔具调查报告
。

上海 (科技 )版
。

(’ ) 浙江雀海洋水产研究所
、

上海水产研究所
,
1弱 9

。

浙江省海洋渔具调查报告
。

浙江 (定海 )版
。

(6 ) 福建省水产周
、

福建省水产科学研究所
.

1泌 9
.

福建省海洋渔其调查报告
。

福建人民出版社
,

福州
。

(的 广东省水产研究所
, 工肠匀

。

渔具渔法调查选编 (上.) 广东海洋捕捞技木研究
,

广东 (广州 )版
。

(” 广东省水产研究所
, 工那 0o 渔具渔法调查选编 (中.) 广东海洋捕捞技术研究

,

广东 (广州 )版
。

(幻 长江水产研究所
、

上海水产学院
,
1洲6

。

长江流域渔具
、

渔法
、

渔船调查报告
。

第一册
:
渔具渔法

。

上海 (科

技 )版
。

( 9 ) 山东省海洋水产研究所
,
1 9 7 0

。

山东省海洋渔具图集
。

山东 (烟台 )版
。

( o1 ) 广东省海洋渔具编写组
,

10 浦
。

广东海洋渔具 (拖网 )
。

广州版
。

(U ) 国家水产总局全国渔业区划办公室
,
工9 8 2

。

全国海洋渔具调查和 区划工作筹备会议纪要
。

(油印件 )

( 12 ) 国家水产总局全国渔业区划办公室
, 19 52

。

海洋渔具区划的调查研究
。

(油印件 )

(幼 ) 国家水产总局全国渔业区划办公室
,
1 9 8 2

。

县级渔业资源调查和渔业区划工作技术要点
。

(铅印件 )

(妞 ) 综合渔业区刘组渔县区划分组
,

19 88
.

海洋渔具调查提纲
二

〔铅印件 )

(巧 ) 综合渔业区刘组渔具区划分组
,

1 9 8凌
。

中国梅洋渔具调查和区刘的报告
、

图集编写提纲及说明 (修改稿 )
.

(袖印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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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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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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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期 膝永笙
、

钟若英等
:

对《渔具分类
、

命名及代号 》 国家标准 (G B乳 4 7e w

85 )的述评 3 3 7

法规定进行修订
。

作者认为皿应强调的是
,

在实施《标准》的法定前提下
,

当务之急是宣传

和推行这项标准
。

四
、

作者预计
,

在采用《标准》时颇费思索之处可能在于
:

( 1 )
“

类
”

以下的分类是否充

分包括了
“

渔具
”

这个整体 ; ( 2) 宣传与推行
“

分类命名
”

会遇哪些情况
。

例如
,

某种渔具的

分类命名赘长
。

其中
,

有新名称的使用必然有一个逐渐习惯与接受的过程
,

但可能也确实

存在着有待商榷的一面
;
( 3) 对一定时效后修订《标准 》迫切性的估计

。

这方面的信息要畅

通反馈
,

课题承担单位和标准归曰部门一定非常关心
。

五
、

关于代号
,

它首先受制于分类与命名以含几, 要尽可能作出表达简明与内涵合理的

选择
。

《标准》规定的代号
,

从整体看无异是合乎逻辑的
,

但少数代号还存在着可予改进的

余地
。

六
、

《标准》 (G B 5 1 4 7一肠 》是我国关于渔具这类生产工具的综合性基础标准
。

它同联

合国粮农组织建议采用
、

由大西洋渔业统计局 A( P )s 的协调工作组 C( W P )提出的国际渔

具标准统计分类 (l s S OCF ) 〔
` 〕 (包括渔具类别

、

标准缩写和标准统计分类代号 )中分为十四

类的精神
,

在保持本国特点的条件下基本一致
,

并能衔接
,

也存在着互通性
。

当然两者必

然具有差异
。

好在要制订这类标准时
,

必须按照各自不同的实际条件与生产工具的状况
,

在占有大量材料的基础上
,

经过审慎考虑
,

作出判断与抉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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