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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网自囊网的机帆渔船双拖网

增产对虾和释放幼鱼的试验研究

立丝通李惠礼 王民诚徐华勤
(黄海水产研究所 )

提 要

为合理利用我国北方海区对虾资源
,

每年秋季在渤海使用机动渔船双拖网捕捞生产
。

由于

渤海既是主要的对虾渔场
,

又是多种经济鱼类产卵繁殖和幼鱼生长的良好场所
。

在拖网捕虾的

同时
,

大量捕到当年的幼鱼
,

损害渔业资源
。

因此
,

在 19 74 一 1 9 77 年研究一种能够多捕对虾
、

大最释放幼鱼的新型双拖网
。

新型网的主要特点如下 : 它的夭井网比原型网长一倍左右
,

并增加侧网使网 口的镇盖 面

积和网高相应扩大
,

防止对虾接触网具后弹跳逃逸 ;将囊网网目放大到 5。 毫米
,

以释放网内的

幼鱼
。

试验效果较为满意
。

在模型网水槽试验中
,

新型网的主要优点是阻力较小
、

网口较高和网

口前方筱盖面积较大
。

捕捞生产试验证明可以增产对虾 住。男 以上
,

少捕幼鱼不少于 6 0弓
。

对虾是黄
、

渤海区的主要捕捞对象之一
。

对于这一重要的渔业资源
,

我国有关部门采

取合理利用和繁殖保护措施
,

规定每年秋季可在渤海湾内进行捕捞生产
。

但渤海既是对

虾的产卵繁殖场所
,

又是多种经济鱼类产卵繁殖的优良环境
。

因此多年来在渤海以机动

渔船双拖网为主的集中捕捞对虾的同时
,

也损害了多种经济鱼类的幼鱼
。

见于上述情况
,

我们在 1 9 7 4一 1 9 7 7 年
,

以增产对虾
、

释放幼鱼为目的
,

进行新型机帆

船对虾双拖网的试验研究
。

在模型试验和生产性试验各个阶段
,

得到南京林产工业学院

水工实验室和有关的地方水产部门的协作
,

取得了较好的效果
。

现在有关生产单位 已进

行试验推广
。

长天井对虾双拖网的设计

(一 ) 长天井对虾双拖 网的设计依据及其主要的结构特点

长天井对虾双拖网主要依据对虾的行动习性设计的
。

我 国北方群众渔业在长期的生

产实政中发现
,

对虾触及网具时多向后上方弹跳
。

在生产中使用的护拉网
`1) 就 是 一 例

。

( 1) 北方沿海的 -种小型析拖网
。
网口上方有析杆

,

联结网衣时装
“

倒帘
’ ,

向后方形成若干兜状
,

主要截捕由网

内向网口上方弹跳的对虾和其它虾类
。

渔船向前后各伸出一枝长杆
,

拖曳几个网作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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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地小型机帆船拖网也曾仿照过扒拉网
,

在浮子纲上装
“

倒帘
” 。

但伴随发生的问题是落

入
“

倒帘
’

内的虾多了
,

增加了上纲重量便网口高度降低
,

影响后续对虾的入网 , 同时这种

装置在网具工艺和捕捞操作上也很复杂
。

因而这种网型没有得到推广
。

根据对虾行动习性特点设计的新型网
,
主要增大网口前方覆盖面积

, 即加长天井网

(比原型网增长一倍 )和加宽上袖网
。

大马力船的新型网还增加了两片侧网以提高网口高

度
。

侧 网的高度等尺寸视船的拖力大小而定
。

同时
,

袖网端改为
“

燕尾式
” ,

以利袖网的张开

并减小阻力
。

为使网口更好地张开
,

上
、

下中纲上的缩结系数分别 为 。
.

42 和 0
.

38
。

这 样

上
、

下中纲和上
、

下袖网的长度差 (1) 分别比原型网增大三倍和二倍左右卿
。

图 1和图 2 分别为主机 60 匹马力
、

13 5 匹马力机帆渔船新型网的结构和尺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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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1生。o 目 x 6 6 毫米新型网的网图仍

〔幼 上
、

下袖纲的长度差
,

系指上袖纲与下袖纲分别装在上
、

下袖网上
,

上袖纲比相应部份的下袖纲大出的一段

长度
。

俘 J 黄海水产研究所
,

19 7 7年
。

长天桥对虾拖网试验总结又手稿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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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 试验方法和结果

1
.

拖网模型 水榕试验

在新型网和原型网的模型水槽对比试验中
,

着重研究拖曳中网具的阻力和网口高度

变化
,

分析网形
,

其结果如下
:

(1 ) 新型网网 口和袖 网部份张开 图形的分析 图 3 是根据拍摄 1 35 匹马力机帆渔船的

新型网和原型网的照片
,

描绘的天井网和上
、

下袖网水平张开的俯视图
。 一

为了简化起见
,

取拖曳中上
、

下纲的形状是抛物线型
,

即符合方程式 护 二 2 , 夕
。

上
、

下

纲分别围成的弓形面积即可用积分法求得
。

设 摊为上纲 弓形围成的面积
,
召下 为下纲

(幼 10 7 6年试验的长天井对虾双拖网
,

其第三节身网到囊网的网 目均小于 5 0 毫米
。

1 9 77 年试验中
,

则保持

原身网和囊网的大小不变
,

从第三节身网到囊网的网 目均放大为 5 0 毫米
。



水 产 学 报 4 卷

,I
X!丫

Q自
2

!!!!!
,,

,

III

11111

图 3 对虾双拖网模型网试验中天井及袖部的俯视图

弓形围成的面积
,

可根据抛物线方程 , = 士创厄乡了计算之
。

由于 曲线对称于 。 y 轴
,

将算出的半弓形面积加倍即为总的面积
。

自变量的上下限是

由 。 到 叭

凡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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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 S 为网 口覆盖面积

则
。 二 ` 一

凡
二

普
(`

/ , `一 ` , ,

牛

— 两上袖网端间距之半 ,

扩

— 两下袖 网端间距之半 ,

夕

— 上纲中点至两上袖端连线的垂线 ,

丫— 下纲中点至两下袖端连线的垂线
,

以上数值是根据图 3直接童取的
。

表 1 为 1 3 5 匹马力机帆渔船 1 6 0 0 目 x 5 6 毫米新型 网 对 13 0 0 目 又 肪 毫 米 原 型 网
,

6 0 匹马力机帆渔船 1 4 0 0 目 x 66 毫米新型网对 15 00 目 x 50 毫米原型网模型试验所得 的

有关数据
,

并应用上式计算的结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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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网 口前方杖盖面积的比较

网网 别别 劣劣 扩扩 万万 习
,,

名上上 S下下 吕吕

(((((厘米 ))) 〔厘米 ))) (厘米 ))) (厘米 ))) ( 厘米弓))) 〔厦米奢
))) (厘米

三
)))

111 6 0 0 目 x 5 6 毫米新型网模型型 OOO3 3 7
.

666 3 999 6444 1 6 6 000 }}} 1 6召000

场场oo 目 x
弱 毫米原型网模型型 2 7

。

555 3 111 触触 4888 工2 4 666 3 2 〔X】】 铭 888

1114 00 目 x

砧 毫米新型网模型型 2 444 3 2
。

555 3 222 石000 1呢
J

头头 19 8 444 1 15 222

里里反沁 目 x 邱 毫米原型网模型型 2888 幼幼 3 333 4 000 1 1习888 习1 7 444 嫂J ZZZ

111111111111111日X汤汤汤

由此可知
,

1 6 0 0 目 冰弱 毫米新型网网口前方覆盖面积比原型网增大 1
.

2 倍 ; 1 4 0 0 目

欠 5 6 毫米新型网比原型 网增大 1
.

8 倍
。

从水槽试验中还在侧面观察到新型网的网口
、

袖网和燕尾网的张开形状 良好
,

侧网张

开充分
,

整个网形比较光顺
。

袖端
“

燕尾
”

纲成近似的悬链线型
,

网衣也充分张开
,

但无
“

燕

尾
”

的
,

网衣有堆积现象
。

(2 ) 新型网 与原型网的拖速和 网具阻 力
、

网 口 高度的比较 图 4
,

图 5是根据模型试验

得出的新型网和原型 网的拖速和 网具阻力
、

网口高度关系的曲线
。

试验结果表明
,

尽管

1 35 匹马力机帆渔船新型网比原型 网大
,

但其网具阻力接近原型网
。

60 匹马力机帆渔船

新型网小于原型网
,

它的阻力也比原型网明显减小 ( 模型 网换算成实物网拖 速 。
.

6一 0
.

8

米 /秒 )
。

此外
,

新型网的网口高度均比相应的原型网为高
。

可见
,

长天井对虾机帆渔船双

拖网不仅增加了网口前方的覆盖面积
,

同时还提高了网口高度
,

为捕捞离海底较高的虾群

创造了条件
。

这一点在生产性试验中
,

也得到证实
。

.

—
14 00 目新型网

1 5 00目原型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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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任 模型网试验中拖速与网具阻力
、

网口高度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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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模型网试验中拖速与网具阻力
、

网口高度曲线

2
.

生产性试验

1 9防 年对虾渔汛期间
,

有 1 35 匹马力和 65 匹马力机性渔船各一对进行生产性试验
。

其中一对船的新型网比原型 网增产对虾 30 形 以上 ,另一对船则效果不倒 .l)

1 9 7 6 年对虾渔汛期间继续作试验
,

两对船的新型网分 别 比 原 型 网增产 4 4
.

1形 和

9 4
·

9 % ( , ) 。

此后
,

有关地区曾做过推广性试验
,

均取得不同程度的增产效果
。

大网目囊网释放幼鱼

(一 ) 大目囊网的网目尺寸和结构

1 9 7 7 年开始在长天井对虾机帆渔船双拖网上进行大网 目囊网释放 幼鱼 的 试验
。

根

据机帆渔船拖速慢
、

网线细
、

开捕期早和开捕时虾体小等特点
,

新型网的囊网网目采用 50

毫米
,

其它各部份的网衣的网目均大于 5。 毫米沟
。

网纲与囊网网衣的纵向缩结系数 为

0
·

8 5 ( , , 。

(二 ) 试 验 方 法

在每对试验船上
,

一船使用新型网
,

一船使用原型网
,

两船轮流作业
。

每航次分别统

计每对船的对虾和幼鱼的产量
,

并进行对 比
。

为了验证从大网目囊网逃出幼鱼的成活率
,

新型网起网时
,

立即取出附加在囊背网上

(幻 黄海水产研究所
,

钧? 7年
。

长天桥对虾拖网试验总结(手稿本 )
。

(创 黄海水产研究所
,

均竹年
。

机帆船长天桥对虾拖网释放幼鱼试赋手稿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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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小网目网兜 内的幼鱼
,

统计各种幼鱼成活的尾数
,

而后按鱼种计数并测定其体长
、

体重
,

同时统计留在囊网内的幼鱼数量淘
。

拖曳的时间
,

分别为 3 小时
,

2
,

5 小时和 2 小时
。

个别的为 1小时和 0
.

5 小时
(幻 。

(三 ) 试 验 结 果

1
.

释放幼鱼的效果

表 2 为 19 7 7 年进行释放幼鱼试验的效果
。

试验结果表明
,

1 9 7 7 年的试验除 增产对

虾 66 % 外
,

幼鱼产量减少 67 环
。

1 9 78 年的继续试验中幼鱼产量减少 70
.

4 终
。

由于新型

网和原型网都是长天井网型
,

对虾产量基本相同
。

但都高于当地一般同类型机帆渔船的

产量
。

表 2 大网目囊网释放幼鱼的效果

量 (公斤 )

试验日期 (年
、

月
、

日 ) ! 网 具 ! 作 业 网 次

!耸声蛋卜里吕些
-

卜竺些上

卜二全塑一卜黔兰
!一迎些

-

卜掣一
}

1 7 9叩 } 于明
·

4

新型网比原型网减少 (男 )

沁一肚
19 77

.

9
.

1 2一 1 9 7 7
.

1 0
.

2 1

新 型 网

原 型 网

19治
甲

9
,

执一加馆
.

10
.

14

新 型

原 型

9 3
、

一
0 5

一网网

2
.

拖网各部份 网衣释放幼鱼的情况

为了验证各部份网衣释放幼鱼的种类和数量
,

在身
、

囊网各节网衣的背部结附呈兜状

的小网 目网片
。

每次起网后
,

取出兜内的渔获物
,

按鱼种分类
,

并测量其体重
、

体长
。

可以

看到
,

囊网中放出的幼鱼最多
,

其次为囊网网头
,

越往前端越少
。

19 7 7 年对虾汛期内
,

新型

网的囊网释放幼鱼的比例如表 3
。

可见放大囊网网目
,

同时采用相应的缩结系数
,

是释放

幼鱼的有效方法
。

表 苏 囊网释放幼鱼所占的百分比 单位
: 公斤

日 期 人

释放的幼鱼
B

其中囊网释放
的幼鱼

日 期
B /人 从万

(月
、

日 )

人

释放的幼负
合 计

B

其中囊网释放
的幼鱼

B 厂冉 x
万

1000DI%80币加10巧如04拓2900001010巧47肠2O舒00
占

10002OJ3344加1010101010韶82邪邻04般100印奶印64脚邸加002000060防的盯肚阳即0020000
tl24502口曰223

.̀

…
99999

1O

1 0

f劝 黄海水产研究室
,

19 阳年
。

机帆船长天桥对虾拖网释放幼鱼试验 (手稿本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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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

被释放幼鱼的种类组成

从试验中观察到
,

经济鱼类的幼鱼占 4 0一 5 0 %
,

主要是小黄鱼
、

劫鱼
、

真绸
、

黄姑鱼和

白姑鱼等
,
体长最大的是 14

.

1 5厘米
,

小的仅 5
.

6 厘米
。

在释放经济鱼类幼鱼的同时
,

必

然要释放出部份个体较小的非经济品种如黄螂
、

叫姑鱼
、

鹰爪虾
、

虾蛤
、

小枪乌贼等等
。

由

于渔场
、

渔期不 同
,

经济鱼类幼鱼的种类组成和数量也不相同
。

如在渤海东部
,

主要为真

绸
、

编鱼
、

鱿鱼
、

白姑鱼等
,

后期在北部主要为小黄鱼
、

绚鱼
、

蝎鱼等
。

4
.

释放幼鱼的成活率 (1}

幼鱼穿过囊网网 目后的成活率是本试验最为关心的间题之一
。

根据不同拖 曳 时 间
,

观察结附网兜内幼鱼成活数量计算的成活率
。

结果如下
:

( l) 逃至小网 目网兜内的幼鱼
,

成活率与拖曳时间有关
。

拖曳时间半小时的几乎全

部成活 ,拖曳 1小时的
,

大部份成活 ,拖曳 2 小时以上的
,

由于在囊网中挤压
、

磨擦
,

成活率

较低
。

据此推测
,

在 网具拖曳过程中
,

陆续进入囊网随后又不断从网 目中逃出的幼鱼
,

会

有相当高的成活率
。

( 2) 小黄鱼
、

真绸
、

白姑鱼
、

鳗鱼等的幼鱼
,

生命力较强
,

成活率也较高
,

约在 70 % 以

上 ;中上层的黄螂
、

青鳞鱼以及小乌贼等
,

生命力弱
,

成活率较低
,

经 3 小时的拖曳几乎全

部死亡
。

由此推断
,

在对虾渔汛期间
,

放大拖网的囊网网目
,

对保护底层鱼类的幼鱼更为

有利
。

( 3) 从囊网锁纲以上逃出的幼鱼成活率较低 , 锁纲以下的则相反
,

可达 55 拓
。

根据

国外有关拖网作业时在水下拍摄的囊网网 目的照片川推测
,

幼鱼成活率可能同网目的张

开程度有关
。

结 语

1
.

长夭井大网目囊网的对虾机帆渔船双拖网网型
,

增产对虾与少捕幼鱼的效果较明

显 (在一般情况下
,

比原型网增产对虾 4 4
.

1% 以上
,

有时甚至高达 94
.

9 % ; 少捕幼鱼
、

小

杂鱼 70 % 以上 )集体渔业的机帆渔船可以推广使用 ; 国营企业的渔轮双拖网
,

在对虾渔汛

期间也可作相应的试验
。

2
.

试验证明
,

机帆渔船双拖网的囊网网目为 5 0 毫米
,

未见逃虾现象
,

但体长在 招 厘

米以内的幼鱼基本可以从网 目中释放出来
,

有利于保护幼鱼资源
。

为利于释放幼鱼
,

使囊

网网目在拖曳过程中较好地张开
,

囊网网衣对力纲的装配应取 0
.

85 的缩结系数
。

5
.

长天井大网 目囊网的机帆渔船双拖网虽能起到增产对虾
,

大量释放幼鱼的作用
。

但在渤海秋季对虾渔汛期间
,

由于捕捞强度高
,

幼鱼资源仍然受到一定程度的损害
。

为

此
,

今后有待进一步研究专捕对虾
,

甚至不捕或极少捕到幼鱼的网具
。

( 1 ) 黄海水产研究所
,

拍 7 8 年
。

机帆船长天桥对虾拖网释放幼鱼试验 (手稿本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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