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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平洋褶柔鱼资源丰富
,

鱿钓年产量稳定在 n 万至 16 万吨之间〔Y a m an ak
a

等
,

1 9 8 8〕
。

我国自1 9 8 9年成功

开发该资源以来
,

鱿钓作业现已形成了一定的生产规模
,

推动了我国渔业走向世界
.

鱿钓作业技术要求较高
,

为赶上先进渔业国家行进步伐
,

研究捕捞技术
,

十分必要
。

鱿鱼视觉器官发达
,

能辨别钓具的光学特性「A S F A I
,

1 9 9 2 ]
。

海上观察表明
,

表层鱿鱼能发觉并扑向数米

远处运动的钓钩
。

因此
,

钓线
,

钓钩等钓具某些光学特性的细微变化是否明显影响钓获率
,

是生产单位需要了

解的间题
。

本文反映现有生产中有代表性的几种钓线
,

在海上进行了 3年的对比试验
,

试图从而了解钓线颜色
,

粗度及长度对太平洋褶柔鱼钓获率的影响
。

以便选择合适的钓线
,

提高钓获率
。

一
、

材 料 与 方 法

钓线为日本产 20
” ,

24
” ,

26
“

和 30
”

四种规格的尼龙胶丝
。

除 30 # 线有白色和灰色二种外
,

其余钓线均为白

色
。

经实验测定
,

方法则参照姜在泽等 [ 1 9 8 9」的
。

钓线的有关性能如表 1
。

生产对比试验在上海水产大学浦等号

上进行
。

对比组放在同一台钓机或条件相近的二台钓机上同时进行
。

衡量对比组鱿鱼钓获率以同一时间内钓

获的鱿鱼尾数表示
。

取样则根据生产情况
,

每 2小时或 4小时记录一次钓获的鱿鱼尾数
。

试验数据用 t 检验方

法分析
,

确定对比试验结果差别的显著性
,

置信度取 0
.

0 5 [丁士展
,
1 9 8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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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钓线性能

Ta Ue 1m ia nPr o
P e

r tieo sfN y lo nF i si h ng i lne

线 号 直径 断裂强力 ( kg) f伸长率 (%) 耐磨性 (次)

O口,曰ǎ石11八é,且1人几」O山,ù0自nj2 0 林

2 4 #

0
。

75

0
。

8 5

2 4
。

4 1

2 8
.

8 2

1 1
。

3 7

1 0
。

8 7

2 6 #

3 0 #

0
。

9 0

1
。

0 0

3 1
.

2 1 1 0
.

2 1

3 2
.

0 4 1 3
。

62

二
、

试 验 结 果

(一 )钓线颜色

日本海鱿钓作业常用白色和灰色钓线
。

这两种钓线颜色对钓获率影响的比较试验连续进行了 8个晚上
,

取

样 16 组
,

共计鱿鱼 7 83 尾 (表 2)
。

其中白色钓线钓获 41 9尾
,

占 53
.

5 % ; 灰色钓线钓获 364 尾
,

占 46
.

5 %
。

以钓获的

鱿鱼尾数而言
,

白色钓线比灰色钓线高 7 %
。

但根据 t 检验结果
,

这两种颜色钓线对钓获率的影响不大 (P ~

0
.

4 2 5 )
。

T 肠b l e Z

取样序号 白线

l 7

表 2 钓线颇色对钓获率的影响

E f f ec t o n j i g g in g r a t e o f f i s h i n g l in e e o l o u r

灰线 ! 取样序号

1 2

34

9

l 0

1 l

白线

2 3

灰线

3 l

l 6

2 2

3 8

1 7

1 84
ó石心乃,口

1 7

l 6 2 l

3 6

1 2

l 3

l 5

30

3 6

1 9

4 1

1 5 l 4

2 9

1 4

l 5

4 l

11

1 7

2 4

8

累计

4 3

4 1 9

3 1

3 6 4

(二 )钓线粗度

钓线粗度 (线径 )与钓获率的比较试验分二个阶段进行
,

结果如表 3
。

第一阶段 ( 1 9 90 年 )主要比较线径 0
.

9

m m 和 1
.

00 m m 两种钓线
。

但三次比较结果无明显的规律性
。

第一次试验 10 个晚上
,

共钓获鱿鱼 4 78 尾
。

其

中。
.

g m m 线钓获2 51 尾
,

占52
.

5 %
,

比 1
.

o m m 线 ( 2 2 7尾 )高 5 %
,

第二次试验 15 个晚上
,

共钓获鱿鱼 3 1 6 6尾
。

其

中0
.

9 m m 线钓获1 5 4 6尾
,

占 48
.

8 %
,

比 1
.

0 m m 线 ( 1 6 2。尾 )少 2
.

4 % ;第三次试验 n 个晚上
,

钓获鱿鱼 3 0 3 3尾
。

其中0
.

g

mm 线钓获 1 8 0 3尾
,

占 5 9
.

4 %
,

比 1
.

0 m m 线 ( 1 2 3 0尾 )高 1 8
.

8 %
。 t 检验结果表明

,
0

.

9 m m 线的钓获率

明显高于 1
.

0 m m 线的只有一次 (P < 。
.

0 2 )
。

第二阶段 ( 1 9 9 1年 )扩大了 比较钓线线径的差别
,

从 0
.

1 m m 增加

到 o
·

2 5 m m
.

选用线径 0
.

7 5 m m
,
0

.

5 5 m m
,

0
.

9 m m 和 2
.

0 m m 4种钓线同时进行对比
。

结果表明
,

这 4种钓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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钓获率十分相近
,

几乎没有差别
。

表3 钓线粗度对钓获率的影响

E f f e e t o n j ig g i n g r a t e o f f is ih n g li ne t h i e k n e s s

日

[年
.

月

期

日 (范围 )」
序号

钓 线 粗

0
.

9

一
. ~ . . . . . . . . . . . . .

钓 线 粗 度 ( m m )

l
。

0 0
.

8 5 0
.

7 5

尾数 % 尾数

1 9 9 0
.

6
.

1 8~ 6
.

2 8

1 9 9 0
.

8
.

1 6~ 9
.

1 1 6 2 0

4 7

5 1 1 5 4 6

5 2

48

1 9 9 1
.

8
.

7~ 8
.

18

1 2 3 0 4 0
.

6 1 8 0 3 59
.

4

1 1 5 4 2 5
.

2 1 1 0 7 2 4
.

2 11 4 0 2 4
.

9 1 1 8 2 2 5

(三 )钓线长度

钓线长度对钓获率的影响如表 4
。

比较试验结果表明
,

钓线长度 l o oc m 和 9 c0 m 的钓获率差别很小
。

但钓线

长度 8 c0 m 和 10 c0 m 之间的钓获率差别大大增加 (P 一 0
.

1 1 2 )
。

前者钓获的鱿鱼尾数比后者高 5
,

8 %
。

钓线长度

8 0C m 和 9 c0 m 之间的比较期间因渔汛不佳
,

5个晚上仅钓获 1 92 尾
。

其中 8 c0 m 钓线钓获 I n 尾
,

比 9 c0 m 线高

1 5
.

6 %
,

差别接近显著 (P 一 0
.

0 6 7 )
。

此外
,

上述试验结果还表 明
,

钓线长度度 8 0C m 和 9 c0 m 的钓获率都比

1 0 c0 m 高
。

表 4 钓线长度对钓获率的影响

几b l e 4 E f f e e t o n j ig g i n g r a t e o f f i s h i n g li n e l e n g t h

钓线长度 c( m )

日

〔年
.

月

期

日 (范围 )〕
序号

尾数 尾数

1 9 8 9
.

8
.

1 2~ 8
.

1 6

19 9 1
.

8
.

9 ~ 8
.

1 3

7 05 4 7

4 3 6 4 9

7 9 2 5 2
.

9

4 4 0 5 0

三
、

分 析 与 讨 论

影响鱿鱼钓获率的因素较多
,

钓具的光学特性是其中之一〔H
a m ab

a

等
,

1 9 82 , 奈须敬二等
,

1 9 9 2〕
。

因此
,

改善钓具的光学特性
,

使之更适于鱿鱼的生物学习性
,

是提高鱿鱼钓获率的关键之一
。

鱿鱼的捕食习性表明
:

鱿鱼在靠近捕食对象时
,

往往急停一瞬间
,

在捕食对象周围进行观察或用触腕试

探捕食对象 〔H
a m ab

e

等
,

1 9 82
; 欧瑞木

,
1 9 9。〕

。

对于鱿钓作业
,

只要鱿鱼的触腕碰到钓针
,

往往能被钓住
。

因

此
,

鱿鱼在钓钩附近短时间内的观察结果将直接影响钓获率
.

生产时经常见到急速冲向钓钩的鱿鱼有时会突

然倒退逃走
,

这一定是鱿鱼发现了钓钩或钓线等有
“
异常

”

所作的本能反应
。

这种
“
异常

”
现象当然与诸多因素

有关
。

钓线可能是其中之一
。

因为改变钓线的颜色
,

粗细和长度都会不同程度地改变其能见度
。

鱿鱼视觉十分

发达
,

这些改变是否会影响它们的视觉
,

增加或减少鱿鱼用其触腕试探钓钩的机会
,

是我们关心的问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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钓钓线在水中的能见距离因其色别而异
,

并与水色有关
。

比较试验结果表明
,

白色钓线和灰色钓线对鱿鱼

钓获率没有影响
。

A S F A I〔1 9 9 2〕也报道
,

白色钓线和黑色钓线对鱿鱼钓获率的影响也没有差别
。

这表明
,

上述

线色的变化没有引起鱿鱼的注意
。

原因可能是
,

鱿钓作业夜间进行
,

海水的能见度很低
。

其次
,

钓线本身很细
,

其颜色的变化对能见距离影响不大
,

不易被鱿鱼觉察
。

钓线粗度的增加将增加其反光度 〔A S F A I
,

1 9 9幻
,

更易于被鱿鱼发现
,

往往对钓获率产生负面影响
。

H a m a be 等 〔1 9 8 3〕报道
,

如果把线径 1
.

05 ~ 1
.

1 7 m m 钓线的平均获钓率作为 1个单位
,

那么
,

线径 0
.

84 ~ 0
.

g m m

和。
.

74 ~ 。
.

8 4 m m 钓线的钓获率分别为1
.

32 个单位和 2
.

18 个单位
。

说明线径对钓获率影响很大
。

但我们比较

了线径。
.

75 m m ~ 1
.

o m m 之间4种钓线的钓获率
,

却没有发现各种线径钓线的钓获率存在差别
。

这是否与渔场

环境有关尚不清楚
。

但如果我们稍加注意
,

就不难发现
,

钓线粗度和钓钩大小差别悬殊
,

钓钩直径一般比线径

大 15 倍以上
.

笔者认为
,

鱿钓作业中
,

对钩具来说
,

钓钩应是影响钓获率的主要因素
。

鱿鱼在被捕过程中可能只

见到或注意钓钩而没有注意或忽视钓线的存在
。

所以适当使用稍粗的钓线
,

不但不会影响钓获率
,

反而通过减

少断线事故
,

减轻了船员的劳动强度
,

并提高了作业生产效益
。

改变钓线长度改变 了钓钩沿垂直方 向的分布密度
。

钓线短
,

钓钩密
,

易于被鱿鱼发现
。

钓线从常用的

10 c0 m 减到 9 c0 m 或 8吸 m 后
,

钓获率出现了不同程度的提高
。

表明了适当减短钓线长度对钓获率是有利的
。

目

前生产上常用的 10 0C m 钓线不是最佳的长度
,

应予以调整
.

但进一步减短钓线长度
,

如 7 c0 m 或 6 c0 m
,

钓获率

是否会更好
,

值得进一步试验研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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