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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十年代中期以来
,

中国沿海机动渔船迅谁增加
,

其中肠 O马力以下小型渔船占极大比例
。

随着海

洋捕捞产量增加
,

海洋鱼类资源状况也在不断恶化
,

渔获物中优质鱼的比例持续降低
。

单位马力产 t 和

网次产量下降
。

因此
,

必须在国家大力发展远洋渔业的同时
,

尽快地大幅度减轻对沂海渔场的捕捞压

力
,

加强渔政管理
,

并对数量众多的中
、

小型渔船实施技术改造
。

飞9 88 年 6 月作者们受福建连江县某渔

业公司委托
,

对该单位 250 马力钢质
、

木质渔船进行技术改造
。

该项目包括对 25 。 马力钢质渔船改装导

管螺旋桨
,

对 巧。 马力木质渔船改装导管螺旋桨并加装 16 0 马力带普通螺旋桨边机
。

在机
、

桨改装的基

础上通过实测和计算获知渔船拖力
,

并按动力相似原理匹配新网
,

在海上进行对比生产
。

试验工作已历

时一年
.

渔船海上生产也有 6一 8 个月
,

已取得初步成效
。

机帆渔船推进装置的设计与安装

试验工作主要在该公司 30 历
,

3 0邸 号对船和 3 0妈
,

3 0 4牛号对船进行 ; 并以条件相沂
,

同步生产的

3昭9
,

30 叨号对船作刘比
。

作业渔场为福建闽东渔场
,

作业水深 40 一 80 米
。

试验船与对比船船型
,

机型基本相同
,

但 3 0哭
,

3 05 6 船为钢质
,

其余为木质
。

船
、

机主要参数如下 :

设计水线长 (几
:
)舫

·

o 米 ; 宽〔橄 6
·

8 米 ; 平均吃水 ( T 。
)1

.

5 米 ; 排水体积 (甲 ) 1 249
.

加米
.
;

排水量 (刁 ) 15 0
.

03 吨 ; 方形系数 ( 己) o
,

5 7 2 ; 棱形系数 ( 中 ) 0
.

6 6 6 ; 主机型号 6 1 6 OA
一
13 ; 额定

转速 ( N )土o 。。 转 /分 ; 额定功率( p 动 2 23 马力 ; 减速齿轮箱速比 (石) :3 ]
.

; 减速齿轮箱效率 (勿 )

0
.

98 ; 轴系效率 ( ” 习 ) 0
.

9 6 ; 边机为 6E I黝
,

带普通桨
。

拖网渔船属 多工况船舶
,

既要求有较大的自由航速又要求拖网时有足够的拖力
,

据此
,

选用合适的

,

本试验承欧建春
、

江金水
、

欧水春
、

欧依土
、

江天顺大力帮助
,

在此表示感谢
。

收稿年月
: 1 9即年 6 月 ;加即年 3 月修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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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导管螺旋桨的机帆渔船与拖网匹配试验 它场

推进装置是和们最先考虑的问题之一
。

对中国沿海几种常见拖网渔船推进装置分析计算结果 表明 (见

表 1至表 3)
,

导管螺旋桨在重载时的效率显著高于普通螺旋桨
,

且螺旋桨的吸收功率受船速变化的影响

较小
口 、

采用双速比齿轮箱虽然对改善推进性能也是行之有效的措施之一
,

它能兼顾航行和拖网两种工

况下充分利用主机功率
,

但 目前生产的双速比齿轮箱的速比范围太小
,

尚无法满足要求
。

因此
,

在集体

渔业机帆渔船上采用导管螺旋桨是一个较为理想和现实的方案
。

实施这个方案的关键是导管在尾部的

安装固定
,

以解决船舶在大风浪和 “ 坐滩” 等恶劣条件下因尾部变形可能出现的习
一

管螺旋桨无法正常工

作的问题
。

同时也考虑到局部技木改造所受原有条件的限制
,

只能从导管桨的选型
,

导管的结构和固定

三方面着手进行
。

该渔业公司现有拖网渔船都是从原有 1 50 马力围结型改造而来
。

2s 队钢质渔船仅改装导管螺 旋

桨
,

工程较简单
。

其余木质渔船 2 6。 马力主机也改装导管螺旋桨
,

同时为不废弃原有巧 。 马力主机并获

得较大拖力
,

作边机处理
,

使用普通螺旋桨
。
2 50 马力主机和 1茄 马力边机作不对称布置

,

形成
“
双机双

桨
” .

渔船自由航行时
,

一般仅开主机
,

拖网作业时主
、

边机同时使用
。

表 1 1的马力木质拖网渔船推进装一分析比较

T a b l e I oC 功aP ir . 吐 of t h
, yt 户 。 of P功禅 1.1 sr at t助 h e d Ot I印 H P W oo如 n t r a布 l“

.

推推进 器类型型 设计工况况 自 航 工 况况 拖网工况 ( 3节 ))) ! 系 泊 工 况况

舫舫舫舫速速 转速速 P日日 响
津却…

(
·

既
))) 伪伪 有效推力力 转速速 r sss

咬咬咬咬k n少少 (
r
/。 i公 ))) ( k w ))))) ( k w ))) ( k N ))) (

r
/执 i。 ))) ( k w )))

普普通桨桨 自由肮行行 8
一

6 222 翻 444 9 0
一

333 灯
。

3 000 3 t涟
。

555 8888 1 6
`

4 999 28 555 7 7
。

777

(((((((((((卫 0 0 ))))))) ( 88
.

7 ))))))) (湘
_

3 )))

888888888888888
一

3 444 36 444 7 888 妨
一

7 999 3习 222 的
.

666 1 7
`

筋筋 3 1111 84
.

888

折折折 衷衷衷衷 ( 78
.

7 ))))))) ( 9 1
.

2 ))))))) (肠
一

4 )))

888888888888888
.

1 222 拥 444 邸邸 巧
.

8555 3码码 9 9
.

333 18
.

叮叮 34 333 韶
.

555

拖拖拖 网网网网 (阴
,

6 ))))))) ( I DO ))))))) (料
。

2 )))

导导管桨桨桨桨桨桨桨 8
,

6 444 3肚肚 的
.

333 17
。

9 888 吕娜OOO 9 2
.

555 22
.

的的 3 8 111 加
。

333
自自自由航行行行行 ( 10 0 ))))))) ( 9 8

.

2 ))))))) (那
.

9 )))

折折折 衷衷衷衷衷衷衷衷衷衷衷衷衷衷衷衷衷衷衷衷衷衷衷衷衷衷衷衷衷衷衷衷衷衷衷衷衷衷衷衷衷衷衷衷衷衷衷衷
8888888

.

5工工 36444 朋
.

555 18
.

6 666 34 333 哪
。

777 2 3
.

盯盯 习3 333 加
.

888

((((((((((( 8 0
.

2 ))))))) (蛤
.

2 ))))))) ( 9 1
.

5 )))

拖拖拖 网网 8
.

4 222 3召444 8 000 18
,

6 777 3肚肚 习9
.

333 邓
。

6 999 8 5 666 9 7 111

(((((((((((印
,

9 ))))))) ( 10 0 ))))))) ( 9 7
.

8 )))

普普通桨 千双速速 自由航行

{
“一一 3 oooo 9 9

`

888 1 6
.

4 111 2盯盯 的
.

333 18
,

石555 2巧222 9 3
`

777

ttt匕齿轮箱箱箱箱 ( 1 0 0 ))))))) ( 1 00 ))))))) (泌
.

4 )))

………
。 衷

…
8一一 3脂脂 的

甲

888 1 7
,

闷刃刃 3 1 333 匀9
.

333 1 9
。

坦坦 2 9 222 舱
。

666

((((((((( 1X() ))))))) ( 1即丁丁丁丁 (邪
.

4 )))

,,, 网

…
8

甲

必必 3劝劝 9 9
.

333 扮
.

2 000 3 3000 9 9
.

333 1 9
.

邓邓 8 0 666 92
。

111

((((((((( 1叨 ))))))) ( I D0 ))))))) (蛇
.

7 )))

注
: P s

(k w )栏内
,

括号中的数字为百分率
。

主机导管螺旋桨采用 目前国际上较先进的 N o
.

l g A 导管 十凡 系列桨川
。

L
八 `

~ 一
, ,

S
。 、 。 上 , :

一 二 f
, 。 , . ~

, 、 袱 _ 二 卜 , 卜 、 。、 一 、 。 。 。

,

石 = U
`

刁宁 l旱走泛 口匕万万 , U
·
l 。 ; 咬只

J

曳比弋芍 = U
,
U , 升岁字{毛长坛不月用到箕又石二 !毗岁乏用 内 昌 日

。 `
-

」山声 通少 J少

oN
.

l gA 导管的长径比

。

试验研究表明
,

负荷

较轻时宜用短导管
,

负荷较重时宜用长导管
,

当功率系数 饰> 45 时长导管推进器的效率 比短导管推进

器高
.

N o
.

: g A 导管的长径比要
一 。

.

5 是个折中数值
,

在自由航行时有较高的效率
,

拖网时效率接近长
, ” ~

. -
-

-

一 勺 ~ ” 甲 “ 、
’

一
r kJ
D

-

一 ~
. “ ” ~ 口

’ L 声’ ` 曰

~
了粼 “ ’ 碑 ” 碑 ’ 甲 飞~ ’

、
曰 J

~ ~
尹 . 才

月
’ 一

刁 ’
一 “

~ 一场~ 一

导管
,

且使导管的长度与船尾尺寸相适应
。

了
。

系列螺旋桨的特点是阔叶梢
,

等螺距
,

平叶面
,

其叶梢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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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2肠马力钢质拖网渔船推进装 t分析比较

T 汕场Z C助川P a 山a of o切 r
e .P e y t,

of P犷o .P l le sr a tt 时 h de ot 185 H p . ` 姆 l tr 辞城

普普通桨 卫 4书 555 自由航行行行行行行 1111111 0
.

0 111

系系系 泊泊 8
.

加加

普普通桨 + 双速比 齿轮箱箱 自由航行行行行行行 11111110
。

O666

系系系 泊泊 9
.

9 333

导导 管 桨桨 自由航行行 9
。

咫咫

JJJ D 77叹 + K
a
今砧砧砧砧砧砧砧砧砧砧砧

折折折 衷衷 S
。

铭铭

系系系 泊泊 8
.

888

自自由航行行 10
.

1 777

有效推力 ( k N )

VVV s 二 2
.

s k nnn V 导 二 OOO

111 6
.

1888 17
。

0 555

222 1
.

4 999 2 5
,

1444

习习习4
.

6 111

肠肠肠
.

2 000

韶韶
。

驼驼 29
。

能能

222 5
.

6 000 3 2
.

加加

222 5
.

韶韶 3 2
.

协444

33333 4
,

5 888

999994
.

7 000

表 3 6 00 马力钢质拖网渔船推进装 t 分析比较

T ` b l e 3 OC 也aP ir
sou of t h

ree ty p 昭 of p ro 户11. 邝 宜计 a e h ed to 以x ) H P s饭姆 1 tr a w七

推推进器类型型 设计工况况 自 航 工 况况 拖网工况 ( 3 k N ))) 系 泊 工 况况

航航航航速速 转速速 P 日日
有效推力力 转速速 P 日日 有效推力力 转速速 P 吕吕

((((((( k 刀 ))) (
r Zm 主

n
))) ( k w ))) 〔k N ))) ( r /m in ))) ( k w ))) ( k 万 ))) (

r
/m l。 )))一( k w )))

普普 通 桨桨 自由航行行 1 1
.

6 111 4 6 000 似 111 4石
.

444 , 。。万万
羽 6

.

555 石 1
甲

2 444 8 7 000 3 6 2
`

444

((((((((((( 1 01) ))))))) 1 (盯
·

` ))))))) (吕2
.

又 )))

折折折 衷衷 10
,

9222 4功功 34 111 日)
.

666 4 3 0
.

555 4 2 2
.

222 石5
.

邓邓 盛扮扮 4 0 4
`

666

((((((((((( 7 7
.

8 ))))))) ( 9 5
,

7 ))))))) 戈9 1
.

7 )))

拖拖拖 网网 10
,

777 4功功 3 1 1
.

555 5 1
.

777 4动动 44 111 67
`

4 222 4 3000 4 2 1
。

888

((((((((((( 7 0
.

6 ))))))) ( 1的 ))))))) (筋
.

6 )))

导导 管 桨桨 自由航行行 11
。

777 45000 妊111 动
.

111 4 24
`

222 4 1666 6 9
.

8 222 4 1666 4的
甲

777

((((((((((( 1的 ))))))) (供
.

3 ))))))) (肥
.

4 )))

折折折 衷衷 1 2
.

4 222 45000 4 8 4
。

333 日〕
.

4 555 4 4 2
.

555 4韶
.

777 沁
。

7 111 43444 4 2乃
.

333

((((((((((( 8 7
,

i ))))))) ( 9 8
甲

3 ))))))) (洲
.

4 )))

拖拖拖 网网 11
.

2 888 45000 习习O
`

777 6 1
。

阳阳 4动动 4 4 111 7 1
.

工888 4 3 999 翎 0
.

666

((((((((((( 5 6
.

3 ))))))) ( 1的 ))))))) (盯
.

6 )))

昔昔通桨
十
双速速 自由航行行 11

。

7 333 3石OOO 妞 iii 6 1
。

石石 3 1888 科工工 6 8
`

7 444 3 0 555 4 2 8
,

666

比比齿轮箱箱箱箱箱 ( 100 ))))))) ( 1 00 ))))))) (娜 )))

折折折 衷衷 1工
。

7 222 3即即 44 111 6 4
。

999 3 6 000 44 111 石9
。

1 777 8 3 666 4 2222
((((((((((( 1幻C ))))))) ( 1 00 ))))))) (9 5

.

7 )))

拖拖拖 网网 11
.

6 888 4 0 666 44 111 砧
.

111 3 6 000 4 4 111 璐
.

2888 跳666 4 1幼
。

555

(((((((((((互0 0 ))))))) ( 1 00 ))))))) (邻 )))

注 : r 成k w )栏内
,

括号中的数字为百分率

饱敏感性小
。

为避免叶梢卷边
,

其导边和随边均割去一些
,

使之外形轮廓线呈画弧状
.

叶梢和导管内壁

之间保持 8 毫米间隙
。

导管本身是个圆简状壳休
,

由厚度 . 二 4 一 6 毫米钢板弯卷而成
,

一般强度能得到保证:r1
。

值得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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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是
,

木质渔船在大风浪中坐滩时
,

船尾可能产生变形
,

导致龙骨
、

底板弯曲变形
,

因此必须事先估及船

体变形造成的导管变形以及由此引起的事魄 因此
,

必须正确估计恶劣情况下可能出现的导瞥变形并

使之在许碗围内
,

在导管内壁不进行机床加工条
盯

保证有一定的圆度
·

为此
,

产了按常规在导 管
中间设置鱼形肋板外

,

中间还配置二块厚度为 12 一 14 毫米的环形筋板
,

这是提高导管本身刚度和克服船

尾变形的重要措施
,

效果较好
。

导管安装力求简便
、

可靠
。

船尾采用钢木结构
,

以便最终能使导管靠连

接钢板而焊接在船体尾框中
。

安装过程中
,

必须用有效工夹具找准导管的正确位置
,

并视条件采取措施

防止空抱剥蚀
。

渔船拖力和网具匹配

计算表明
,

渔船改装导管螺旋桨比普通螺旋桨能获得更大有效推力
,

其节能效益是明显的
。

2 5 0 马

力钢质渔船改装后不同拖速条件下 的渔船有效推力
、

船体阻力以及可用于拖网的力分别列于下表
。

表 4 常用拖速下渔船有效推力
、

船体阻力和网具许可阻力

叭 b .l 4 T嵘 in g p o w
e r ,

如U 琳 l s at ~
a
dn 成 IOw a b .l n e t dr 鳍

un d . r 禅 . 耽I c 吕 I t帅纽 9 s p帕 d

拖速 (节 ) 习
。

石 3
.

0

有效推力 (千牛 )

船体阻力 (千牛 )

拖网许可阻力
今
(千牛 )

OB
.

84
1

.

动

29
0

84

8 1
.

仑3

1
。

邓

加
`

6 5

*

拖网许可阻力为单条渔船数值
。

加装导管螺旋桨的 肠。 马力钢质渔船网具许可阻力可直接由表列数据取得 ; 2 50 马力木质渔船加装导管

螺旋桨并配置普通 1印 马力边机后
,

主机发出的拖力也按表列数据
。

但边机拖力按常规数据 (平均每千

瓦为 80 牛顿或每马力 6 公斤 )计算
,

再酌情考虑双机的相互影响和机器使用期限
,

取每千瓦 6 6
.

7 牛顿

( 撼马力 5 公斤 )并以此拖力作为匹配新网的依据
。

网具设计以浙江省 6 300 型 6 00 马力渔轮使用的 4奶 。 、 40 0 m m 双船底曳网为母型
,

网线粗度

3 6七峨书 。 试 3
,

直径 3
.

2
~

,

渔船每千瓦有效拖力为 80 牛顿 (每马力有效拖力为 6 公斤 .)

网具设计计算按动力相似原理进行缩放
「刁 1。

计算公式为

p
.
_

{题三
,

,
.

叼汉
,
~

丫 下二
.

丈不, .

F 宝

门盆

式中 、 d
、

一母型网网线直径 (毫米 ) ; d
:

一设计网网线直径 (毫米 ) ;

a :

一母型网网目尺寸之一半 (毫米 ) ;几一设计网网 目尺寸之一半 (毫米 ) ;

R
士

一母型船拖力即网具阻力 ( k N ) ; 几一改装船拖力 ( 网具许可阻力 ) ( k N ) ;

汽一母型网网 口拉紧周长 (米 ) ;几一设计网网口拉紧周长 (米 )
。

为了保证网具具有良好实用性能
,

设计中我们作了如下考虑和改进
:

上下纲网衣配置了足够长度的

悬链线剪裁
,

使上下纲受力均匀
。

网端配置成长燕尾状结构 ; 在保证网具强度的前提下
,

使用较细网线

但配纲系数较小
,

为了使网具能充分贴地
,

基本浮沉力尽量与生产实际一致
,

在生产过程中视作业渔场

和捕捞对象的实际情况作现场调整
。

由此设计的两种渔船所配置的网具规格分列如下 :

舫。 马力配导管螺旋桨的钢质渔船使用双拖网规格为 6 14 。 只 150 o m一 1 04
.

80 胜
.

网口拉 紧周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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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邸
.

6米
,

网具拉紧全长 104
.

80 米
,

上其网拉紧长 21
.

13 米
,

天井网 8
.

69 米
,

网身 65
.

2 6 米
,

网囊9
甲

8 米
,

上纲全长 51
.

2 米
,

下纲全长 62
,

8 米
,

网口 目大 26 C 毫米
,

网线粗度 36t eX Z3 `
12

,

下中纲缩结系数0
.

邓
,

上中纲缩结系数。
.

3 6
,

空纲长 7 6 米
,

力纲以网衣拉紧装配
。

网具贴地数 2
,

98 米
,

网具基本沉力 2
.

队 千

牛
,

调整沉力 1
.

0 6 千牛
,

俘沉比 1
,

2 。
。

邵。马力主机装导管螺旋桨并配置普通 150 马力边机木质渔船使用的双拖网规格为 7 00 令 x
25 o m 。

一12 0
.

1米
。

网口拉紧周长 1 75 米
,

网具拉紧全长 120
.

1米
,

上翼网拉紧长 2 4
,

88 米
,

天井网 。
.

1 3 米
,

网

身 7雀
甲

1弓米
,

网囊长 招 米
,

上纲全长 邸
.

12 米
,

下纲全长71
.

44 米
,

网口 目大 巧 。 毫米
,

网线粗度 3 6协 x/ 3

,
14

,

下中纲缩结系数0
.

38
,

上中纲缩结系数 0
.

4
,

空纲长 7 5 米
,

力纲以网衣拉紧装配
。

网具贴地数 3
.

2 0

米
,

网具基本沉力 4
.

4 1千牛
,

调整沉力 1
.

9 6 千牛
,

浮沉比 1
.

1 0
.

海上作业与实测

为了测知渔船拖网过程中的实际参数
,

我们在 19 阳 年 3 月下旬对 3。肠
,

3 0 56 号钢质对船进行了海

土实测
,

测试工作于 3 月2 4 日在 2 45 渔区进行
,

作业水深 邵~ 3 6 米
,

底质泥沙
,

海面风力为 N习风 4 级
。

测试项 目及使用仪器如下 :

曳纲张力用波兰制 D P ,

一 U R 4n r 张力仪测定
,

量程 O~ 12 吨
,

误差 士 2男 ; 网口高度 用 波 兰 制

T Y P几一U .R 压差式网口高度仪测定
,

最程 。一20 米
,

误差 士 。
.

5米 ; 相对拖速用 H L M I 型海流仪测定
.

点上三项参数在同一网次同时测定
,

并以自测估计相应的
.

两船间距和两曳纲的水平倾角
。

测试时
,

流逮

仪用铁杆撑于右舷外
,

记录仪在水面上方约 1
.

6 米处
,

待船速稳定后再记录读数
。

张力仪串接千曳纲

内
,

自动进行记录
。

网口高度仪受压气囊缚于下纲中央
,

记录仪装于上纲中央
,

自动进行记录
。

仪器安

置完毕
,

两船协同调整船距
,

维持 5 00 米左右
,

变化三档转速分别测试各项数据
,

结果列于下表 :

表 5 2 50马力钢质渔船海上实测结果

T ab l e s 班 .
as uer 枷

n t s o n Z即H p ,t ee l f i
` h i n g bo at at se .

777
,

000

666
。

555

666
,

000

单根曳纲张力
(千牛 )

曳纲倾角
(度 )

2 5
.

9 3

幼 48

那
。

4 2

广矍1

…
·

翼
101010

测定结果表明
,

安装导管螺旋桨的 250 马力钢质渔船
,

拖曳 61 4 0 、 250 m m一 I O4
.

8 M 双拖网时
,

当

主机转速为 8 00 转 /分时
,

网口高度为 7 米
,

相对拖速为 1
.

招米 /秒 ( 即 2
.

1 7 节 )
,

单根曳纲实测张力为

2
.

6吨 ( 2 6
.

0 9千牛 )
,

相当于单条渔船发挥的拖力为 2
.

7 6 吨 ( 27
.

07千牛 )
,

网具总阻力为 5
甲

15 吨 ( 6
甲

肠 千

牛 ) ; 当主机转速为 83 5 转 Z分时
,

网 口高度为 6
.

6 米
,

相对拖速为 1
.

1了米 /秒 (即 2
.

幻 节 )
,

单根曳纲实

测张力为 2
.

90 吨 ( 2 8
.

4住干牛 )
,

单条渔船发挥的拖力为 2
.

94 吨 ( 28
.

73 千牛 )
,

网具总阻力为 5
,

7 5 吨

〔6 6
.

始千牛 ) 于当主机转速的 朋5 转 /分时
,

网口高度为 6 米
,

相对拖速为 1
,

部 米 /秒 ( 即 2
。

46 节 )
,

单根

曳纲的实测张力为 3
`

4 1 吨 ( 33
.

4 4 千牛 )
,

单条渔船发挥的拖力为 3
,

邓 吨 ( 3 6
,

盯 千牛 )
,

网具总阻力为

6
.

左8吨 ( 60
,

61 千牛 )
。

我们注意到实测网口高度比我们用网 口周长和相对拖速估算的数值平均降低了 5 。形左右 (估算值

约为 10 米 )
,

其原因是实测时使用了过大的两船间距 (约 600 米 )和较小的浮力配备
,

看来在实际生产中

缩小两船间距和使用较大浮力是提高网口高度的有效途径
。

由曳 万张力计算的渔船拖力在上述拖速范

围内比普通螺旋桨平均增加一倍
,

这个结果与拖网设计理论中“ 拖力增大一倍
,

网具可放大钊形
”
的结论

完全吻合
,

也充分证明了使用导管螺旋桨在上述拖速范围国内能获得明显的附加拖力
,

节能效果显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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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导管探旋桨的机帆渔船与拖网匹配试验 2 4 9

试验结果分析

1
.

不同船
、

机
、

桨
、

网匹配方式生产效果 比较

统计表明 (见表 6)
,

使用导管螺旋桨的 舫。 马力钢质渔船 7 个月的总产量为 124
.

60 吨
,

总油耗为

1 17
.

4 吨
。

平均月产盘 17
`

8 吨
,

月油耗 16
.

8 吨
。

试验期间吨油渔获量为 1
.

06 吨
。

使用导管螺旋 桨并

配置边机的木质渔船
,

疾个月的总产妞为 7 9
.

4 5 吨
,

总油耗为 8 3
.

。 吨
。

平均月产摄为 19
.

8 吨
,

月油耗

为 20
.

8 吨
。

试验期吨油渔获量为 。
.

蛇 吨
。

对比船 6 个月的总产最 67
.

23 吨
,

总 油耗 1盯
.

。 吨
。

平均

月产里 11
.

邵 吨
,

月油耗肠
.

2 吨
。

该期间吨油渔获量为 0
.

始吨
。

表 6 试验期间生产悄况统计

T汕.l e C国比 h 扭。 d fu .l oo
n 习u m tP 加 n at .s

a

论论论
2加马力钢质渔船船 粼霭隽臀掇难难
使使使用导管螺旋桨桨 机带普通螺旋桨

。。

111 9 8 8年年
V 臼 、 、、 3

,

皮 6
.

5555555
nnnnn 产 t (公斤 ))) 空份

_

OOOOOOO

彭彭彭汕 了咕 、、、、、

OOO111 产皿 〔公斤 ))) 一”
一

((({{{{{

邓邓邓邓
,

4 7习
。

0000000

111 III 矛七于山
、

u 沪沪 了
一 , JJJJJ 1 9

,
829

。

000

产产产且 (公斤 ))) 公刀3 2
.

0000000

... . . . 曰 . . . . . . . 口曰 . . 曰 . . . . . .山山

耗油 (吨 ) !}}} 抚 000 3 2
,
1 9 3

.

000 形
.

000

下下夕夕 产盈 (公斤 ))) 8 7
,
90 2

.

00000 1 8
,

44 5
`

000

111 9的年年 耗油 (吨 ))) 2名
.

000 2 1
.

000 2 8
。

OOO

产产产苍 (公斤、、 2
.

4 37
`

55555 2
.

汉O
`

OOO

11111 耗油 (吨 ))) 1 1
。

000 {
, 。 月。 二 ” ” ”

{{{ 2 6
.

000

公公公 ` 月 . 了孟、 盯白、、 ’

}}}}}
{ O r『妇 , 八八

22222 月 月巨 、 奋二决 少 l 产产产
.

一一 : LLL ` , ,】日网 日尸目 . 一 , JJJ

耗耗耗油 (吨 ))))) 1 7
。

OOO 2 7
。

000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户 . . . . . . . . . . . .

-
J J ... . ~~ ~~~ 月J 毛 曰. . 曰 , . 白 山. . . . . .

~
, . . ...

88888 产量 (公斤 ))) 2 6
,
6 0 6

,

555 2O
, 1功

。

OOO 13
, 0 10

。

555

耗耗耗油 (吨〕〕 1 6
`

888 1 7
、
000 2 5

。

000

111 7
,

钧 7
.

000 1 9月朋
。

OOO

2224
.

666 2 8
.

000

装置导管螺旋桨渔船的平均月产量比装置普通螺旋桨的渔船高 68 男
,

月产值高 70 男
,

平均月油耗

低 3 9男
。

从节能的观点看
,

使用导管螺旋桨的平均吨油产值比普通螺旋桨高 1部 男
。

可见在小型拖网

渔船上推广使用导管螺旋桨能获得明显增产和节能效益
。

近年来
,

我国南方沿海集体渔业中正在发展双机
、

双桨甚至三机
、

三桨的推进装置改革
,

在生产上

取得一定效益
.

然而在我们的试验和比较中可以看出
,

这种增产效益是以增加能耗为代价 的
,

投入和
·

产出不成比例
。

以该渔业公司 28 队和 22 队相比较
,

后者因按装边机功率增大 60 另
,

油耗增加 韶
.

8形
,

吨油产值反而下降 14
.

3男
。

由此可以认为增机增桨虽可增产
,

但无节能意义
。

当然
,

一些单位从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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废弃的小功率主机着眼
,

应该另当别仑 从我国能源供应的现实状况而言
,

我们认为改装导管螺 旋 桨

是机帆渔船技术改造的一个有效途径
。

该公司 22 队和 6 队的船只条件几乎完全相同
,

唯一的差异是使用的螺旋桨不同
。

改装导管桨的 湘

队拖力明显大于 6 队
,

以致 5 队本来打算使用与 2 2 队相同的网具实际上行不通
,

不得不从该省陇海县

引进较小网具
,

网具规格比 22 队小 留 %
,

拖网规格不同是该队生产效益上不去的又一个重要原因
,

这种

情况在闽东渔场主要捕捞带鱼
、

绍鱼
、

小杂鱼
、

黄鱼
、

马绞鱼等栖怠水层较高的对象时尤其突出
。

2
.

导管螺旋桨的拖力估算

无论从渔船推力曲线或海上实测结果看
,

装置导管螺旋桨渔船的拖力明显高于普通螺旋桨渔船
。

如

果普通螺旋桨渔船的拖力以下式估算
t ’ ,

里 , ;

_
_ _ ,

.

厂
_

, 价 、 2气
户

l

= 了
·

八 忆1 ] 一 .

— 二L 、 V / 」

式中
:
F

— 渔船拖力 (千牛 )宝

f— 每千瓦发出拖力 (千牛 ) ;

N `

— 渔船功率 (千瓦 ) ;

犷 t

— 拖网速度 (节 ) ;

F

— 渔船 自由航速 〔节 )
。

则实测条件下导管螺旋桨拖力比普通螺旋桨大 9 0一 1 4。笼
,

平均增大一倍
。

拖力的明显增大结论
,

告来
,

由普通螺旋桨改装导管螺旋桨后拖力的变化还值得深入研究
。

3
.

渔具渔法中值得注意的一些问题

机帆渔船的技术改造中
,

渔具渔法方面的技术问题值得引起高度重视
。

广大集体渔业中不少生产

单位似平对自己使用的网具应与船舶拖曳能力相匹配的问题并不讲究
,

有些甚至不顾自己的具体 条件

直接引进外地网具
,

导致生产效益不佳
。

也有这样的情况
,

即便船
、

机
、

桨
、

网甚至渔场条件都相同
,

实践

结果生产情况十分悬殊
,

其原因可能是船员对渔具的设计
、

装配
、

使用
、

调整缺乏必要的知识
。

我们在 28

队船员出海生产中感觉到
,

渔具调整是个薄弱环节
,

诸如两船间距
、

拖网速度
、

网具轻重与贴底状况
、

网

口高度及其它异常现象的观察调整均有一定的盲 目性
,

但稍加指导便能接受
。

我们高兴地看到
,

这对渔

船迄今为止生产一直处于领先地位
。

由此我们想到
,

在我国大量集体渔业今后的技术改造中
,

普及生产

知识
,

进行技术培训是必要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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