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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型单拖网渔船拖力与渔具

系统匹配的研究

崔建章

(上海水产大学
,

2 00 09 0)

提 要 中国有数十艘中型单拖渔船在大西洋中东部海域捕鱼
,

但对渔船拖力与网具
、

网板之间的匹配研究较少
。

作者经对三种不同型号渔船的测试
,

并同外国同类作业渔船进行对

比分析
,

提出了网具
、

网板和纲索三者阻力的合理分配比例
。

同时提出确定渔具系统总阻力的

方法
。

关键词 匹配
,

拖力
,

阻力
,

渔具系统

目前我国已有一批中型单船底拖网渔船
,

在大西洋中东部海域从事海洋渔业生产
。

经

多年的努力
,

我国在该海域的捕鱼技术水平正在不断提高
。

为了充分发挥现有渔船的潜

力
,

需着重解决好船舶拖力
、

网具
、

网板和纲索尺度之间的匹配问题
。

外国学者曾对上述匹配间题进行了研究
,

并提 供 了有 价值 的见 解
。

K oy
a o a ,

T.

〔1 9 74 〕曾对六艘不同功率渔船使用的十余顶拖网进行测试和研究
,

并指出
,

确定网板尺度

的原则是网板的扩张力为网具阻力的 18 一 20 形 ,刀介方: 。。 ,

W
.

〔1 9 7 1 )和 K oy
a m a 〔1 9 7 4〕

指出
,

网 口水平方向充分张开的必要条件为袖端间距 (石)与上纲长度 (幻 之比 (习B) 为

。
.

5一0
.

6 , 我国大量的网模试验则以 习S 二 0
.

4 6一。
.

5 作为水平方向充分张开的必要条

件 (黄锡昌等
,
工9 8 1 ) ; K oya ln a ,

T. 巨1 9 7 1三还提供了大型拖网正常网形时渔具系统中阻力

的分配比例
,

网具阻力 占 8 5
.

0 %
,

网板阻力占 11
.

5%
,

纲索阻力 占 3
.

5拓 , 日本和韩国在

西非渔船匹配的实况也提供了可借鉴的经验
。

鉴于我国在大西洋中东海域作业的单拖渔

船的船型
、

主机
、

螺旋桨
、

网具和 网板的特点
,

可参考但不能照搬国外和国内的经验
。

为此

作者对我国有关单拖渔船和网具系的匹配间题进行了试验和研究
。

一
、

材 料 和 方 法

1
.

材 料

(1) 渔船与渔具 系统 渔船船型为 G Y 81 66
、

G Y 8 1 6 。和 G Y 81 04 三种
。

所使用的网

具都为六片式单拖网
,

网板类型为双叶椭圆形网板
。

渔船巨邱成宗等
,
1 9 9 1〕和网具系统的

主要参数见表 1 。

(2) 测量仪器 计程仪的型号 J L N 一2 0 3 ,雷达的型号 JMA 一35 25
一 4 , 角度器

。

收稿日期
:
加93 we刃3一09

。

(1 ) 黄锡昌等
,
1邻1

。

渔具模型试验与拖网渔具的设计和改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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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渔船和渔具等主要参数

T a ble 1 T h e c h a r a o te r ist i“ Of fis h in g v e s s e ls a n d g ea r sy stem

船 型

总长 (米 )

排水盈(吨)

主机功率 (千瓦 )

主机型号

网 其类型

网 口周长 (米)

网具总长 (米)

上纲长 (米)

手纲长(米)

空纲 长(米)

网 板类型

网板面积(米
:
)

网具线面积 (米勺

G Y 8 1 6 6 G Y 8 1 6 0 G Y 8 10 4

4习
.

0

石1 0

1 0 2日

Y泊卫连A T Z以卜B 工

4 4
‘

邓

— }
、4

甲

6 6

4 的

7新
B Y 8 3 刃Z C :

六片式单船底施 网

4 7
.

2 2

4名
.

9 2

3 4
0

3 0

饰

3 5

双叶核 国形

3
.

0 ; 3
‘

2

8 6
.

2

些
“

的1

盯
甲

9O

4 3
。

拱

3 2
。

加

补
30

8O的80砧成40肠40

4
。

4

1 18
.

8

2. 8

7分
。

1

2
。

方 法

(1) 测量拖速和两根曳纲对应点之间的水平距离
、

两曳纲间的夹角
,

由此可换算出网

板间距
。

(2 ) 测量袖端间距 (L) 时
,

将网具系统各部分的尺度和相对位置按比例绘图 (见图

1 )
,

从图上可量出袖端间距
。

并用力学模拟悬链法加以校核
。

(3) 绘制 G Y 8 16 6 等四种类型渔船的螺旋桨拖力曲线
。

拖力等数据的计算公式 [广

东工学院造船系编写组
, 1 9 7 6 1有

:

.

、产
‘

,
J
、产、.户、1声

‘1qO呀dj任亡目.

亨、
户‘、
J

‘、J口气了、
。 了

? Q
, ,

名 君
= 一 卞产

-

一 二蕊
, . 、l 一 少,

2飞 口 」少

Q 二 D R F x 7 5 x 6 0 / 2 万刀

砂 = 0
.

7 (0
.

7 7氏 一 0
.

2 8 )

t = 0
.

6 (0
.

7 7氏 一 0
.

3 0 )

F =
J

.

N
.

D

0
.

5 1 4 5 x 6 0 (1 一 W )

‘

、
廿
、少几七月‘占

‘、了、
J 一

磊
二二 6

可赓哥
以上诸式中

,

Ta—
拖力 ; 了

,

—
扭矩系数 ; 了。

—
推力系数 ; 刀

—
螺旋桨直径 , ‘-

一
推力减额系数 , D H P

—
螺旋桨收到功率 ; 八几一一主机每分钟转速 , 那

—
伴流 系 数 ,

几
—

船体方形系数 ; 7 ‘一般舶的进速 , 了

一
般舶进速系数 ;

一
主机每秒钟转速

;

p

—
海水密度

。

(4) 计算网具线面积的公式为

。 = 竺喜丝
.

H
.

4。‘、 1。一 、米
, )

乙
(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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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

习

—
网片线面积 , 刀了

—
网片多目边横向目数 ;刃‘一一网片少 目边横向目数 ; H 一一

网片纵向目数 沼

—
目脚长度 ; d

—
网线直径

。

(5) 网具系统阻力计算公式〔陈良国
, 1 9 8 0习有

:

丑刀 二 8.
d

, 二。

—
否

.

口
.

F -

。 1 。 。 , , 。

。

。
“ , = 百灯沪

’
。 犷

一
十 订

’

J

。 1 。
, , , , 二 , .

。
,

一

乓
=

百灯改p a 公
’

F
一
+ 叭

’

Jl + 义
『

0

(g )

(1 0 )

(1 1 )

以上诸式中
,

R N

—
网具阻力邦

—
网具拉直长度 ; 。

—
网具网 口拉直周长 , 公

—
拖速 。

凡
。

—
网板阻力 ;吼—

网板阻力系数 ; p

—
海水密度 ; 习

—
-

网板投影面积 ; G

—
网

板水中重量 州
—

网板与海底的摩擦系数 ;凡
—

纲索阻力 ; Gl
—

纲索接触海底部分的

水中重量 ;关
—

纲索与海底的摩擦系数 , C二
—

纲索悬垂部分的阻力系数 ; d

—
纲索直

径办
‘

—
纲索长度 ,少

。

—
曳纲水中自重引起的水平张力

。

二
、

结 果 和 讨 论

(一 ) 对我国有关单拖渔船功率与网具
、

网板匹配的分析

(1) 网具的水平扩张 图 1 是按比例绘制的 G Y 8 1 6 6 型渔船网具系统各部分的尺度

和相对位置
。
G Y 8 1 6 6

、

G Y 8 1 6 0 和 G Y 8 lO4 三种类型渔船网具的袖端间距 (L)
、

刀尽值及

网板间距实测值均列于表 2 中
。

由表中可得
,
G Y 8 1 6 6

、

G Y 8 1 6。
、

G Y 8 1 O4 渔船网具的 刀习

平均值分别为 0
.

4 1
、

0
.

3 9 和 0
.

4 1 。

它们均低于 D iek o o。 ,

W
,

[ 1 9 7 1 ]提出的 刀召
= 0

.

5一

0
.

6 和我国模型试验公认的 刀习
= 0

.

45 ~ 0
.

5 的结论
,

其 中以 G Y S工6 0 型渔船的网具 更

为 明显
。

究其原 因主要与网板面积偏小
,

扩张力不足有关
。 产

吓⋯燕二仁止淤
图1 G Y 8 1 6 6 型渔船渔具系统的尺度和相对位置

F馆
.

1 T be 滋朋 a
砚 加l碱佣 泌al e o f e a o h p a rt 址 g e a r

sy 流m

1
,

曳纲 ; 2
.

手纲 ; 8
.

空纲 ; 4
.

网板间距 ; 石
.

网具(网崔除外)荞 6
,

袖端间距 ; 7
.

上纲

(2) 网板面积与船舶主机功率之间关 不 把实测的三种类型渔船
、

摩洛哥渔船(船长

大多是韩国人 )
、

日本渔船和法国渔船(F
,

人
.

0
, ,

1 9 7 4) 所用的网板面积与各自的主机标

定功率之间关系绘成曲线
,

如图 2 所示
。

由图 2 可看出
,

我国单拖渔船主机功率为 4 41 一

7 3 5 千瓦
,

其所配的网板面积为 2
。

8一3
.

2 米
. ,

与国外渔船相比明显偏小
。

在我国渔船中

仅 G Y 8 1 6 6 型的网板面积稍大一点
。

造成我船网板偏小的原 因之一是沿用 了国内的经验
。

国内单拖注重网口高度
,

并且下纲等配置较轻
,

如南海 4 u 千瓦渔船的网具下纲重 2 60 千

克〔李豹德等
,

1 9 9。〕
,

因此采用面积较小的网板足以扩张网 口
。

而在西非沿海等海域作业

的单拖网要求配置较重
,

如摩洛哥 441 千瓦渔船的网具下纲和驱赶链的重量为 9 00 千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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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网具的水平扩张

T a M e 2 sprea d of 时te r b o a rd B a
叼 诚 布加‘ en d .

船 型 l 曳纲 长(米) 风向厂风力 拖向(度) 网板间距(米) L / 习

83464抽才86863邵竹必筋醋O16抑210080助哪180即030030姗姗192哪200220220勒250230锄翻锄230
(】Y 8 1 6 6

G Y 8 1O4

到E / 7

N E / 6

N E / 4

N E / 5

N E 阵

N丑声

N E / 4

N E / 4

N肠

N E / 5

双E 超

N E / 5

的
甲

6

幻4
、

日

4 6
。

7

和
.

7

5 0
.

0

111 8
.

000

111 6
。

555

111 4
.

000

111 9
.

000

玛玛
。

OOO

111 3
。

000

111 5
.

333

111 2
.

000

111万
。

000

111 1
。

000

111 6
。

666

111 2 000

0
.

4 4 1

0 通0 4

O
,

a4 3

0
.

4右5

O
。

峨0 8

0
.

3 7 9

0
,

44 6

O
。

3续9

0
.

4闭

O
。

3 4 1

0
.

4 8 1

0
.

3 7 2

户兴)目彩多咪国

户共�礴栩塌理

.

{11
, 。.
溢

, 1 1 . ] 1吃
仁15 口I ) ( 之#

渔 架功 率r

】1 1仓3日 卫29了
O自》 哎2 5性口〕 ‘1 OOU》

千瓦 马 力忍
、

图2

F址
,

2

网板面积与船舶主机功率的关系

R 启la ti o n be t w e o n

肠a记 a
妞 PO w o r o f

1
.

中国 ; 2
.

摩洛哥 ; 3
.

a r e a

之U a l且

法国 ;

o f o忱 e r

e n g 扭e

4
.

日本

( 5口口) 〔I日0口) ( 15口0 ) ( 2目口日) ( 25旧C〕 ( 3 J〔归)

渔加功率 [千瓦 ‘马 力)]

图3 网具线面积与船舶主机功率的关系

F褚
.

3 取运桩姐 be 伽ee n ne t恤g a

邸
a
碱 Po w e r o f砒i n an g 玩e

1
.

中国 ; 2
,

摩洛哥 ; 3
.

法国 ; 盛
.

日本

因此只有用较大的网板
,

才能使网具达到所需的扩张
。

(3 ) 网具线面积与船拍主机功率之间关 系 网具线面积是组成网具的网线受流面积

之和
,

其数值应与网具阻力成正 比
。

有关渔船所使用网具线面积见表 1 ,

网具的线面积与

船舶主机标定功率之间关系如图 3 所示
。

从图 3 中可见
,

我国渔船的网具线面积与摩洛

哥渔船基本一致
,

比法国渔船大
。

可以认为我国渔船的网具线两积属正常情况
。

(幻 网 板面积 与网具线 面积之间关 系 网板面积与网具线面积之 间 关系 如 图 4 所

示
。

该曲线基本上可表示网板与网具的匹配关系
。

由图 4 中也可看出我国渔船的网板面

积偏小
。

但 G Y 8 1 6 6 型渔船的网板面积值偏于曲线之上 ( 网具线面积 11 9 米
. ,

网板面积

4
.

魂米
含

)
,

说明与其他中国渔船相比网板较大
。

但与摩洛哥
、

法国和 日本渔船相比
,

网板面

积仍然偏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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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由
.

.亡,冲」

矛兴蜘那自彩贾

与0 】. 口 15 9 2旧口 25 0

闷其线百积(米
, )

图连 网板面积与网具线面积的关系

班 9
.

在 珑h 桩皿 be tw 帕卫 a re a o f Otte r boa
r d 吕
祖 助比

n g a加毯 of tra 衬
1

.

中国 ; 2
.

摩洛哥 ; 3
.

法国 ; 4
.

日本

(二) 船舶拖力与网具
、

网板的匹配

1
.

船舶拖力的确定 船舶拖力 的大小直接影响到网具和网板的尺度
。

我国惯常根据

船舶的主机标定功率来确定网具的主尺度
,

即先选择母型网的尺度及其船舶主机标定功

率
,

再根据设计网的船舶主机标定功率
,

用动力相似原理计算出网具的主尺度
。

作者认为

用这种方法误差较大
,

因为主机标定功率并不等于船舶的拖力
,

船舶的拖力是主机所发出

的功率逐级被机械摩损
、

螺旋桨
、

船体等损耗后的剩余部分的能量
。

对渔船而言
,

在拖速

范围内只有约 18 一 2 5 %的标定功率转换为拖力
。

再则由于各船的机型
、

传动系统
、

轴系

统
、

螺旋桨等效率不尽相同
,

故拖力并非与主机功率成比例
。

因此
, ;备设计网具时

,

不能光

用标定功率来计算网具的尺度
,

而应以拖力为依据
。

G Y S工6 6
、

G Y 8 1 6。
、
G Y S工。4

、

G Y 81 54 等渔船的螺旋桨拖力曲线如图 5 所示
,

由图 5

可查出任意拖速时的拖力
,

例如拖速为 3
.

5 节时
,

G Y 8 16 6
、
G Y 8 1 6 0

、

G Y 8 1 O4
、

G Y 8 154 各

类型渔船的拖力依次为
:
1 2 8 千牛

、

82 千牛
、

65 千牛
、

5 9 千牛
。

另外
,

从图 5 可知
,

在拖速

5 节范围内
,
拖力曲线基本为直线

,

则各类船型 的拖力与拖速的关系式为
:

G Y 8 1 6 6 型 及 = 1 5 6 一 8 7 (1 2 )

G Y 8 1 6 o 型 全
, = 9 6 一 4 7 (1 3 )

G Y 8 i o连型 望
。 = 9 1 一 7犷 (1 4 )

G Y 8 1 5 4 型 T
。 = 7 1

.

3 6 一 3
.

5F (1 5 )

以上诸式中
,

T
。

—
拖力 (千牛 )

,
不几- - 一拖速 (节 )

。

当 犷= 。时
,

上述各类型船的 T
。

分别

为
。1 5 6

、

9 6
1

9 1 、 7 1
.

36 千牛
,

即是它 们的系柱拖力
。

根据拖速和对应的拖力以及标定功率可求出消耗于拖网的功率和船舶总拖 曳 效 率
。

其公式为
:

凡 二 T 。
·

V (1 6 )

_ 甄
·

7
,I. “

1 瓦万
, (1 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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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片冬~
�令平)叔理

~ ~
.

一
2

~ 乏贬溉
。

4

3

浅速(节 )

图5

及9
.

5

渔船螺旋桨拖力和速度关系曲线

取地位。川址p be tw o e n to w i峪 fo r o e

吐 Pr o 讨场了 a公d 切们n g 印* d f or th e 、期七

1
.

0 Y8 1郎 型 ; 2
.

G Y 8 i邵型 ; 3
,

0 Y 8 10 4 型 ;

4
.

GY 8 1 6 4 型

上两式中
,

凡—
消耗于拖网的功率 ;叭

—
拖力 ; 不尸一一拖速

; 、

—
船舶总拖

曳效率 ; B H P

—
主机标定功率

。

当拖

速为 3
.

5 节时
,

G Y 8 1 6 6
、

G Y 8 1 6 o
、

G Y

8 1 0 4 和 G Y 8 1 5 4 型渔船消耗于 拖网 的

功 率依 次 为 2 3 0
.

4
、

1 4 7
.

6
、

1 1 7
.

0 和

1 0 6
.

2 千瓦
,

总拖曳效率依次为2 2
.

4男
、

2 0
.

1终
、

17
.

7 % 和 24
.

1%
。

从总拖曳效

率的差别可进一步了解不宜直接采用标

定功率计算网具尺度的原因
。

2
.

储备拖力 ( T 二) 的确定 在大风

天气顶风拖网时
,

由于风力和船舶的颠

簸
,

使船舶的附加阻力增加
,

从而导致船

舶的拖力和拖速降低
。

在实际生产中绝

对速度甚至会降至 2
,

7 ~ 2
.

8 节
,

这不但

减少了扫海面积
,

而且容易造成网板倾

倒的事故
。

因此需有储备拖力
,

以补偿

由于船舶附加阻力增加所造成的拖力损

失
。

据生产经验大风天气顶风拖网的绝对拖速达 3
.

。节以上可避免网板倾倒
,

因此可将

绝对拖速从 2
.

7 节增至 3
。

。节所增加的拖力作为储备拖力
。

经对 10 顶模型试验拖网〔黄

锡昌等
, 1 9 8 1 ,

见本文脚注 ( 1 ) ] 的计算
,

拖速从 2
.

7 节增至 3
.

。节时
,

网具阻力增量的平

均值为 8
.

1% (以 4
.

5 节时的阻力为 10 0环 )
。

由此可确定储备拖力为船舶拖力的 8终左右

较适宜
, 即 T

。

二 。
.

08 T
, 。

尹 一

式中
,
T 落

—
储备拖力 <千牛 ) ; T

e

—
船舶拖力 (千牛 )

。

3
.

渔具系统各部分阻 力的比例确定 网具系统各部分阻力的比例是船舶拖力 与 网

具
、

网板和纲索相匹配的关键
,

当船舶拖力和网具系统各部分阻力 的比例确定后
,

就可利

用阻力公式 ( 9 )
、

( 1。)
、

( 1 1) 计算出网具
、

网板和纲索等各部分的尺度
。

若网具的正常水平扩张的条件为 石/ 召 = 0
.

47 ~ 0
.

5
,

以及达到该 L/ 名值的一块网板

扩张力至少是网具阻力的 玲%
,

则网具系统中各部分阻力之间关系可用下式表示
,

T
。 一 T 石二凡

十 2风
。 + Rr ( 1 8)

T
。 一二 一

岛
· 2

(0.l
‘、豁

十序
小

,
( 1 9 )

式中
,

T
。

—
船舶拖力 (千牛 )

,
T 二

—
储备拖力 (千牛 )

,

凡
。

—
单块网板的阻力 (包括水

阻力和摩擦阻力 )
,

O
, 、

吼—
网板的阻力系数和升力系数

,
公

一
网板水中重力 (千牛 )

,

介
~ 一网板与海底摩擦系数

,

丑二

—
网具阻力 (千牛 )

,

凡—
纲索阻力 (包括曳纲

、

手纲
、

空纲和驱赶链的摩擦阻力
、

曳纲水阻力 )
。

G Y 8 1 6 6 型渔船在大西洋中东部海域生产
,

使用双叶椭圆形网板
,

捕捞头足类
。

当拖

速为 3
.

5 节时
,

由图 5 可得拖力 T
。 = 1 28 千牛 ; 储备拖力 T 落二 0

.

0 8少
。, 网板冲角为 3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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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
,

其 吼 二 0
.

78
,

氏 = 1
.

13 [上海水产研究所
,

19 7例
,

网板面积为 4
.

0一 4
.

4 平方米时
,

在

水中重力 a = 4
.

7千牛 ; 网板与海底的摩擦系数介 0
.

4 ;纲索阻力经计算 凡 = 7
.

5千牛 (其

中曳纲 1
,

45 千牛
、

手纲 1
.

2 5 千牛
、

空纲 0
.

4 千牛
、

驱赶链 4
.

4 千牛 )
。

将以上数据代入式

(1 9) 可得 G Y 8 1 6 6 型渔船网具系统各部分的阻力值及其占允许使用拖力的百分 比分 别

为
:

网具阻力 8 5
.

3 3 千牛
,

占 7 2
.

5弱 , 网板阻力 2 4
.

9 。千牛
,

占 2 1
.

1% , 纲索 (包括驱赶

链 )阻力 7
.

5 千牛
,

占 6
.

4环
。

如G Y 8 1 6 6 型渔船采用大展弦 比弧面网板〔黄锡 晶
, 1 9 8 4 ]

,

G Y 8 1 6 0 型渔船采用或不

用驱赶链等不 同情况
,

以 同样方法分别计算
,

所得网具系统各部分阻力 比例的结果列于表

3 中
。

从表 3 中可看出四种情况下
,

网板阻力 占总阻力的百分比分别 为 2 1
.

1终
、

14
.

7终
、

2 1
.

2 %
、

22
.

1 %
,

均大于 K o y a m a ,

T
甲

仁1 , 7 1〕的试验结果 (1 1
.

5环 )
。

这是由于网板型式

和网具结构的不同而造成的
。

K oy
a m a ,

T
甲

在试验时采用阻力系数较小的大展弦比弧 面

网板
,

同时不加装驱赶链
,

因此
,

网板的面积和阻力都相对小些
。

而表 3 中所列情况中或

采用双叶椭圆网板
,

其阻力系数一般较大 ;或加装驱赶链
,

所需网板面积也较大
,

故使网板

阻力 占总阻力的
一

百分 比就较大
。

表3 网具
、

网板和纲索的阻力分配表

T a b le 3 T h e P ro PO r tio n s of d r o g s of n e t ,

Of o tt e r b oa r d s a n d o f ro 拌s 她 g 。压r 吕y . t她

船船 型型 G Y 8 1 6 666 G Y 8 16 666 G Y 8 1印印 G Y 8 1 6OOO
(((((椭圆网板))) (大展翼比网板)))))))

已已知条件件 主捕对象象 头足类类 大展翼比弧面面 双叶椭圆圆 硬体鱼鱼

网网网板类绝绝 双叶椭圆圆 1 3 0())) 6oooo 6 0 000

网网网板重琶(千克 ))) 8oooo 0
.

3 111 0
.

7 9 ,
---

O
,

阳阳

网网网板阻力系数
,

几几 0
.

7888 1
.

0 9 555 1
.

1 333 1
‘

1333

网网网板扩张力系数
,
C ,, 1

.

1 333 心3666 脚OOO 无无

马马马区赶链重量(千克))) 6 3 666666666

拖拖 力力 3
甲

5节时拖力(千牛))) 1 2 888 1 2 888 8 222 8 222

储储储备拖力(千牛 ))) 1O
,

2444 1o
,

2444 6
.

5 666 6
.

6 666

网网具阻力力 网具阻力(千牛))) 8 5
.

3 333 9 2
.

9222 6 3
.

1 444 5 5
.

7 111

网网网板阻力(千牛))) 2 4
。

9 000 1 7
.

邓邓 1 6
.

0 000 1 6
.

6666

纲纲纲索阻力(千牛))) 7
.

555 7
.

555 6
,

333 3
.

1 000

阻阻力分配配 网具 (万 ))) 7 2
.

555 7吕
。

999 7 0
,

444 怕
甲

888

比比 例例 网板(万 ))) 2 1
,

111 1 4
,

777 2 1
。

222 22
.

111

纲纲纲索(男 ))) 6
.

444 6
。

444 8
.

444 4
.

111

根据渔船拖力 和网具系统各部分阻力的比例
,

就可利用网具
、

网板和纲索的阻力公

式
,

确定出它们各自的尺度
。

三
、

结 语

1
.

我 国在大西洋中东部海域作业的中型单拖渔船
,

所配网具的袖端间距 (石)与上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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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度(的 之比(L / s) 为 0
.

3 9 ~ 0
.

41
,

该值小于正常值 0
.

45 一 0
.

6 ,

是由于网板面积小和网

具阻力大而造成的
。

2
.

采用船舶螺旋桨拖力曲线来确 定船舶拖力是比较准确和可靠的办法
。

3
.

渔具系统与船舶拖力相匹配时
,

必须考虑足够的储备拖力
,

其值宜为 8形的船舶

拖力
。

当设计网具时
,

应从船舶拖力中扣除储备拖力
。

4
.

对 G Y 8 1 6 6 型渔船
,

如采用双叶椭圆形网板和加装驱赶链时
,

渔具系统各部分阻

力占总阻力的百分比应为
:

网具 72
.

5拓
、

网板 2 1
.

1%
、

纲索 (包括驱赶链 ) 6
.

4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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