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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合成纤维弹性较大
、

表面光滑
,

打结后结不易牢固
。

渔具自从使用合成纤维材料以来
,

网结的

牢度或网结的稳定性引起人们的关注
。

国外学者 G
.

H u 就 (1 蛇2 )
,

A
.

o n
.

B饥 n d 七(196 2) 和本多胜司

(19 80 准他们各自的著作中
,

对结牢度的试验研究略有介绍
,

大致可归纳为三种情况
:

1) 当网结受拉伸

后
,

网结反转而网结中网线无滑移 ; 2) 网结松散 ; 3 ) 网线在网结中滑移
。

按 G B 3 938 名 3 .

渔具材料墓木

名词术语
,

中
,

结牢度的定义为网结抵抗滑脱变形的能力和 按 G B 1 0 024 一 88 。合成纤维渔网 结牢度试

脸方法
,

中规定用拉伸网结三根目脚作为结牢度的试脸方法
。

我们以手工打结制备网结试样
,

进行结牢

度的测试
,

由此探讨不同网材料
、

不同规格
、

不同网结类型
、

不同勒紧张力与结牢度的关系
。

现将本试脸

报道如下
。

试验材料与测试方法

1 试验材科 本试验的网线均由上海绳网)

下简称 PE 网线 )有五种规格 ;锦纶复丝捻线(以

三种不同材料的网线
.

其中乙纶单丝捻线 (以

~ f
.

网线 )三种规格 ;锦纶单丝网线(以下简

称 P人二。n
.

网线 )二种规格 ;涤纶复丝捻线〔以下简称 P E S 网线) 一种规格
。

各种网线的规格及主要技

术指标见表 1
.

牙 测试方法

试验仪器 采用等加伸长 (C R E 〕强力试验机 〔英国的 工NS TR ON 1 122 型 ; 日本的 SC一。) C

型 ;美国的 CR B 一。oo 型 )
,

配有记录绘图装置
。

网结类型 本试验采用活结
、

双活结
、

死结(S 和 Z 型)
、

双死结(s1
、

2 1
、

5 2 和 2 2 型 )八种网结(见

附图 )
.

网结勒紧张力和勒紧时间 据人
.

~
B扭u d t (1 96 2 )介绍

.

在测试网结滑移阻力时
,

在测试以前施

.

参加本试验的还有上海水产大学1 98 8届学生相值文
、

肖常惕
,

特此致谢
。

一z东海水产研究所 (丑
口时仍亡肥 名‘“ F位a触f

伽 丑‘含亡“: eh l杯忍忿艺公“翻
,
S人口甸加‘)

气上海水产大学(S 几。夕加‘尸0 加汁佃 确亡衅川咐
.
8上海绳网厂 {习J川”夕加弓丑。, 即口 万d 它感峪 F a c 理o 了犷)

收稿年月
: 1 9 8 8年 8 月

; 1的9年 5 月修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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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网线的主要技术特性

T ab le 1 T he ln 幼n te c h址CI 日 。h ar aC te 州坛tios of n毗纽g y 睡r . 旧

网网 线线 直 径径 综合线密度度 结 强 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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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什m m 阳t elll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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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些
PPP人

一
0 ] o rn l丁飞 1 0 七e xxx O

,

叩叩 I 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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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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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UUU

PPP 尸C映吕2
,

Zt户 x 义 3 减 2 几 17 5 兮e 戈ZZZ O
,

韶韶 1花
.

000 1 0
‘

峨444

结强力为 又型班结纵 向结强 力
口

加等于结强力的 2。落的力勒紧网结
,

勒紧时间为 10 秒
,

并在 6 分钟之内测试结牢度
。

本试验为比较不

同勒紧张力对结牢度的影响
,

勒紧张力除取 部男结强力外
,

还取 1 0男
、

场写
、

器形
、

30 芳的结强力进行试

验
。

拉伸速度 取用结强力试验时相同的拉伸速度
。

结强力试验按 S C 1 1。一8 3 。

合成纤维渔网线 试

验方法
,

规定
,

平均断裂时间为 20 士3 秒
.

试样长度 (即上下夹具间距) 考虑到一般网片的网目尺寸及试样的数量
,

本试验的试样长度为

1 的m m
.

试验室温
、

湿度 温度为 20 士 2℃ ; 相对湿度为 6 3 男~ 67 男
,

试样在试验室
.

内平衡 24 小 时 以

上
。

试验步骤 按试验所需要的网结类型
,

将网线打结后装置于强力试验机上下夹具内
。

当拉伸 负荷

达到预定的勒紧张力后立即停机 10 秒
,

然后按附图所示剪断一根 目脚
,

再拉伸至网线从网结中完全滑

出或网结完全断裂
。

在拉伸时绘出结牢度拉伸曲线
。

结牢度进行 20 次有效测定
,

试样在夹具处 滑 移

时
,

该次测试无效
。

结果计算 网结试样作拉伸试验
,

当网线从网结中滑移时
,

伸长明显增加
,

而负荷明显下降
。

因

而
,

拉伸曲线一般呈多峰状
。

以第一个明显滑移峰的负荷值为结牢度 (巧1 )
。

取结牢度实测值的算术平

均值
,

以十牛顿或公斤力表示
。

试验结果与分析

1 试验结果 对五种规格的 PB 网线分别用活结
、

双活结
、

死结 (s 和 z 型 )
、

双死结sl
、

2 1
、

匆
、

2 2

型)八种网结 ;对三种规格的 P人
~

f
,

网线和一种 P E S 网线用z型死结 ; 对二种规格的 P 去皿。。
.

网线

分别用四种双死结 ;对直径为 。
.

ZOm m 的 P A m on
.

网线用死结(S 和 Z 型 )
,

以上网结均在各自20 男结

强力为勒紧张力时测试结牢度
,

结果见表 2
。

同时又选取 P 且一R ll2 0比1 2 、 PB 一R 9 3。加x z 和 p A 一 R 9 7。~

te 二Z 三种网线打 Z型死结
,

在 10 男
、

1石男
、

20 形
、

邪男和 3。粥结强力为勒紧张力时测试结牢度
,

结果见表

3
。

各种网结结牢度的拉伸曲线以 PE讯93 ote xZ 试样为例
,

如附图所示
。



水 产 学 报 拢卷

表 2 不同网结类型的结牢度

T幼le 2 T h e m e妞, u r叻 v al . s o f k n o七.协b il蚝y o f var in u s k n 口如 (k砂)

网网 线线 活结结 双活结结 死 结结 双 死 结结

ZZZZZZZZZ 型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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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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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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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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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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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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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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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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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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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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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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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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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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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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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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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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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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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不同勒紧张力下的结牢度 (k沙 )

T a b le 3 K n ot s ta b ilit 了 un d e r v a ri o码 ti ed fo r。”

网网 线线 勒紧张力为结强力的百分率(万 )))

丈丈丈000 1 555 2 000 2 666 3 OOO

PPPE ~ R l l
姗

。x z
‘‘

1
。

阳阳 2
甲

脸脸 3
.

蛇蛇 4
. J

幼幼 5
.

招招

PPPE se R 9 30 te 艺 ZZZ 1
.

3 999 1
.

9 555 2
.

7 000 3
.

5 111 4
.

8 777

PPPA si R 的o te x ZZZ 1
。

oooo 1
.

4 333 1
。

盯盯 2
.

6333 3
。

6 111

2 结牢度与网线综合线密度的关系 从表 2 可见
,

网线的结牢度随网线综合线密度的增加而增加
,

并呈幂函数关系
。

经回归分析
,

其关系式列于表 4
。

3 结牢度与网结类型的关系 由表 2 可见
,

对每一种网线均在 2 0绍结强力的勒紧张力下
,

各类网结

的结牢度是不相同的
。

根据表 4 中P E 网线的回归方程
,

用积分法可算出每种网线的平均结牢度
,

即 ,

_ (、(
’·)

方
’‘;

~ 纽卫‘- - - - - -

O 一 a

式中
: 万,jl—平均结牢度 (k g f ) ;

凡
—

P E 网线的综合线密度 (k切 二 )芬

a 二 0
.

2 29 k加x 芬

h 二 1
。

3 8 2k te x

计算结果列于表 5
.

由表 6 可见
,

当目脚在拉应力作用下
,

八种网结中以双活结的结牢度为最大
,

其次为活结 ; S 型死结

的结牢度是Z型死结的 1
.

3 倍 ; 四种双死结的结牢度均为Z 型死结的 1
.

6 倍 ; 四种双死结的结牢度差别

不大
,

尤其是 s2 和 2 2
,

s1 和Z1 各相应数值基本相近
。

4 结牢度与网结拗紧张力的关系 由表 3 可见
,

当使用Z型死结 的 P B 网线和 PA阅n f
·

网线的结牢

度随勒紧张力的增加而增加
,

且呈线性关系
。

经回归分析
,

其关系式列于表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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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

T 乌b le 峨

节牢度与网线综台线碑度的关系式

R. ;毗恤吻 加tw e. . k
哪 毗杯侧脚

. 从d r . a泊. lt a o t 耳纽. 时 de 助it y of n娜t切9 ya r . .

网网结英型型 关 系 式
...

PPPE 网线线 活 结结
.

巧 ‘三 6
.

4盯6 ,
‘ 。

小小 0
,

匀乞台777

双双双 活 结结 尸, 书“ 7
.

洲了]八
0 1冲f ... 0

.

认边777

SSSSS 型死结结 万,卜 4
.

3 0 3兮户
. 0 “协协 0

.

匀8 7333

···

Z 型死结结 马‘二 3
.

韶“内
。

瀚瀚 O
‘

匀已8 888

卿卿卿型双死结结 分, 云二 乙
.

4 宁〔幽阳
. ,
晰晰 0

.

匀日砧砧

沁沁沁型刀死结结 万
.

, : 片 丘
.

压红玲户公
·

‘i
场场 0

.

匀台3 111

多多多1型双死结结 万J‘= ‘
·

。2阴对
,“ ...

·

0 妇9 1,,

田田田 型双死结结 尹 , :奋6
‘

咖1对
一

~~~
U

.

辘0匀匀

二二二二二二

FFF人亡。时 网线线 Z 型死结结 尹” ! 1
.

7柳2内
.

甲

”““
.

0 讯城城

.

表中 夕,
卜结牢度(火 g f) : 内一综合给密度 (以

。工 夕
。

表5 PE 网线名多网结的平均结牢度

T a b le 导 M e a O k n o t 盏ta b U lty of var 加助 k n o加 fo r PE n e tt加9 y a

心
网网 结 水 型型 平 构葱 牢 度度 对 Z 型死结平均结牢臂的百分家了落 )))

二二 ‘ {{{} 反 荆荆 气她 g 工少少

二‘二二一于二二二二0000000 自 ,,,

”” } : 言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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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 ~ ~ ~ ~ ~叫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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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

---
~ 一,

一
. 曰一曰 ‘曰 . . 匕. 目 . ‘ . . . . . . . . . 曰曰匕. . . . . . . . . . . . . . . . . . . . . . ...

结结结 6
。

17
’’

结结结 6
。

加加

表6 结牢度与网结勒紧张力的关系式

T叻1. 6 Re l时lo ns 址P 加tw e e‘ k n ot 砖‘b lllt y 叻d tl ed fo r侧” of
.

k n 州加

网网 线线 关 系 式
***

相关万数 rrr

卫卫E se k l l幼土卜1 222 尹
’

J
. 二 一 0

.

台习习o 宁 0
,

1白幼夕产产 0
‘

的匀555

,,

卫E 一 R 分沁也
e丰ZZZ 万妇 = 一 。

.

么以。
+ 0

.

1反映万
.

月月 0
.

的7 111

rrr么一R 访口七
e 工ZZZ 万 , t = 一 0

‘

3 8的 + 0
.

1汉4尹盆盆 O
甲

9以玲玲

表中 夕 , j一绍牢度 (互以 )
,

万皿一网结勒紧张力力结强力的百么卑 f男儿

5 结牢度与网材料的关系 当网线打
.

2 型死结
,

施加各自加% 结强力的勒紧张力时
,

可根据 P 习网线

的结牢度与综合线密度的回归万程 凡
‘一 3

·

2舫 4内
。 ‘
.B, 计算出与P A 叻。 f

· 、

P E民PA 功。rL
.

网线相同综合

线密廖时PE 网线的结军度
。

由表 ,I 可见
,

在综合线密度相同情况丁
,

对较粗的网线
,

P皿 的结牢度是 PA

~ f
,

的 1
.

c倍 ; 对较细的网线 P名
、

P A oon f.
、

P E S 三者的结军雳基本相近 ; P卫 网线的结牢度是 PA

功On
·

网线的 2
.

5 倍
。

C 结牢度与网线结构的关系 由表 6 可见
,

网线的捻向对死结的型式有明显的影响
,

z 捻网线的 S 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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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图 八种网结结牢度的拉伸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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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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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7 不同网材料的结牢度 (k砂)

K n ot st a b ilit y o f d if肠 r eut n ett tn g 位吕加r i山

综合线密度
(t

o l )

P人 e o n f

实 测
网线
值

PE S 网线
实 测 值

线值网算PE计

1
.

2 9

0
已U勺自98一2

弓上1118场肠17韶32101
咖媲饰154肠

死结的结牢度大于 Z型死结
。

由表 7 可见
,

由于单丝表面光滑
,

其结牢度比捻线要低得多
。

结 论 与 讨 论

1
.

在其它因素相同时
,

各种网材料的结牢度有所差异
。

对较粗捻线
,

P E 材料的结牢度明显比 PA 为

高 ;而较细捻线
,

P卫
、

P人P E S 三者的结牢度基本相近 ; P A 单丝的结牢度最低
。

2
.

在其它因素相同时
,

结牢度随网线的综合线密度增加而增加
,

呈幕函数关系
。

5
.

目脚的拉应力作用下
,

风捻向的 P丑 网线的结牢度以双活结为最大
,

其次为活结
、

双死结
、

S 型死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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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为Z型死结
。

在
.

以同种规格网线打 Z型死结
,

则结牢度随勒紧张力增加而增加
,

呈线性关系
.

6
.

网线的捻向明显影响死结的结牢度
。

建议z 型死结网片采用S捻网线编织
,

这可提高结牢度
。

[ 4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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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会渔业资源专业委员会远洋渔业学术讨论会和农业部

全国远洋渔业工作座谈会同时召开

中国水产学会资源专业委员会远洋渔业学术讨论会和农业部全国远洋渔业工作座谈会于 1 989 年

11 月 6一n 日在浙江省普陀山同时召开
。

这是一次对我国远洋渔业生产
、

科研工作全面检阅和经验交流

的会议
。

来自全国远洋渔业行政
、

业务主管部门以及生产和科研单位的代表共 I n 人 (包括资源专业委

员会委员 17 人 )参加了会议
。

会议共收到论文共始 篇
。

其主要内容有
:
(一 )交流

、

总结了自 198 5 年 3

月由中国水产联合总公司组建的第一支远洋渔业船队赴西非海域捕鱼开始的我国远洋渔业四年多来的

发展情况
、

生产经验教训以及为远洋渔业发展所必须的科学调查
、

研究资料的相互交流
,

科研为生产服

务的体会等 ; (二 )远洋渔业行业内部的协调问题 ; (三 )发展远洋渔业的指导思想
、

目标和要求 ; ( 四 )为适

应远样渔业的发展
、

提高船员素质而提出的远洋渔业船员培训间题 ; (五 )为发挥行业组织协调
、

指导
、

服

务的作用而倡议筹组协会问题
。

此外
,

专业委员会还就主办的《远洋渔业屹J刊二年半来的工作进行了回

顾与总结
,

并结合这次会议的精神提出了 6 条今后的设想
,

以便更好地为远洋渔业的生产和科研服务
,

会议由农业部水产司远洋渔业处黄克义处长主持
。

会上
,

首先由钱志林副司长作了讲话
,

他并就这

次会议的目的
、

要求做了说明
。

还就远洋渔业的发展过程
、

远洋渔业的发展前景及方针
、

发展远洋渔业

的若于政策性问题
、

加强渔业人员培训
、

成立远洋渔业协会以及加强远洋渔业行业之间的协调
、

加强

宏观管理等六个方面进行了详尽的论述
。

接着专业委员会邓景耀主任介绍了远洋渔业的科研工作概况
。

他强调了我国水产科研工作具有密切结合生产
、

为生产服务的优良传统
,

并指出目前在远洋渔业方面
,

科研工作可考虑以下几个方面 : 资源和渔场调查 ; 捕捞技术的研究 ; 加工技术的研究以及在研究掌握国

际市场动向
、

收集各国渔业法规
、

贸易法规
、

国际渔业间的限制和反限制斗争策略等方面
,

科研工作都是

可以大有作为的
。

紧接着进行大会发言
,

共有 1 5 位同志在大会上交流了远洋渔业组织协调
、

捕捞作业
、

运销等方面的经脸教训
,

科研工作开展的情况及成果等
。

大会发言后为小组活动
。

会议始终在紧张
、

热

烈的气纷中进行
,

大部分小组的工作直至深夜
。

提出了作为会议成果的三份材料 : ‘1) 会议纪要
,

( 2) 送

报国务院的‘关于加快发展远洋渔业若干问题的报告
” ; ( 3 )中国水产学会资源专业委员会向领导部门提

出的
“

充分发挥科学研究在远洋渔业中的作用
—

关于巩固
、

发展我国远洋渔业的几点建议
” 。

在专业委员会的建议中指出
,

自第一支远洋渔业船队赴西非海域捕鱼以来的四年生产实践表明
,

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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