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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报道 1994 年11月至 1996 年 10 月( 4~ 7 月除外) 金丰 2 号延绳钓船在中部大西洋公海( 0 9 N

~ 05 S, 18 W ~ 34 W)钓捕渔获物和各月经济鱼种上钩率的状况。经过鉴定共有 27 种鱼类和一种海龟。在 2

月的北纬渔场和 12月上半月在南纬西部渔场( 0 1 S ~ 05 S, 24 W 以西) , 大眼金枪鱼的上钩率达到高峰值, 均

大于8 ,其它期间在钓捕海域上钩率在2 ~ 8 之间;在 11月、12月的北纬渔场和 12月上半月在南纬西部渔

场,黄鳍金枪鱼的上钩率均大于 4 ,而在南纬中部渔场 ( 0 1 S ~ 05 S, 24 W ~ 18 W)黄鳍金枪鱼的上钩率最

低,小于 1 ;箭鱼的上钩率在钓捕海域大体在 2 以下,其它低经济价值的鱼上钩率几乎都小于 1 。本文探

讨了影响上钩率的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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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ased on the investigation from November, 1994 to October, 1996( except April - July ) in

the high sea of tropical Atlantic Ocean ( 09 00 N - 5 00 S, 18 00 W - 34 00 W) by JING FENG NO. 2

longline fishing vessel, 27 species of f ish and one species of sea turtle were ident ified and catch rates of main

economic fish were analyzed. Catch rate of Bigeye tuna( Thunnus obesus Lowe) reached the highest( excess over 8

) during February in north latitude and early December in the area 1 S - 5 S, west of 24 W. But in the other

area, catch rate fluctuated between 2 - 8 . Catch rate of yellowfin tuna ( Thunnus albacare ( Bonnaterre) )

reached the highest ( excess over 4 ) during November and December ( 1995) in north latitude fishing grounds

and early December in the area 1 S - 5 S, west of 24 W. Catch rate of yellowf in tuna in the area 1 S - 5 S,

24 W - 18 W from August to October. 1996 was less than 1 . Generally, catch rate of swordf ish was lower

than 2 in these fishing areas. Other low valued species catch rates were almost less than 1 . Effect factors on

catch rate were discuss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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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枪鱼类是大洋性高度洄游鱼类, 其味道鲜美,经济价值高。1995年全世界金枪鱼类的产量近 480

万吨,其中大西洋已达 60万吨[ 1]。金枪渔业根据捕捞作业的水层可分为两类即延绳钓渔业和表层渔

业。在大西洋延绳钓渔业的产量占金枪鱼总产量的 30% ,表层渔业产量占有 70% [ 2]。延绳钓的渔获物

品种主要为大眼金枪鱼和黄鳍金枪鱼, 它们个体较大, 主要销往日本作生鱼片。目前中部大西洋公海金

枪鱼延绳钓渔业已颇具规模, 但我国大陆则刚刚起步, 有关该海域延绳钓的渔获种类及其上钩率未见报

道,本文对 1994~ 1996两年间延绳钓钓获的种类及其上钩率进行分析,以期为渔业生产提供科学依据。

1 材料和方法

1. 1 调查海域及方法

调查在中国水产总公司所属的金丰 2号( 490吨, 1972年建造)超低温金枪鱼延绳钓船上进行。

作业海域位于 09 00 N - 5 00 S, 18 00 W - 34 00 W 的大西洋公海海域,按作业实情分成三部分

海域,即海域 A( 0 2 00 N - 09 00 N, 20 00 W - 34 00 W) ; 海域 B( 0 1 00 S - 05 00 S, 24 00 W 以西) ;

海域 C( 01 00 S - 05 00 S, 24 00 W - 18 00 W) ,见图 1。

调查的时间为 1994年 11月~ 1995年 3月, 1995年 8月~ 1996年 3月, 1996年 8~ 10月。

延绳钓生产每天作业一次,一般当地时间 06: 00~ 11: 00为投钩时间, 16: 00~ 次日 04: 00为起钩时

间。每天投钩数为2 200~ 2 400枚左右。饵料用个体重为250~ 300克的鲐鱼。每天详细记录钓捕到各

鱼种的尾数和重量。上钩率计算方法:

上钩率( ) = 钓获总尾数(月) /总投钩数(月) 1000

性腺发育的分期按目测法的六期划分方法[ 3]。

图 1 中部大西洋公海金枪鱼延绳钓作业渔场

Fig . 1 Fishing grounds of longline in the high sea of

central tropical Atlantic Ocean

图 2 延绳钓钓具在水中的状态( 15 枚枝绳)

Fig. 2 Condition of longline fishing gear

in sea( 15 branch lines)

1. 2 钓钩设置深度的计算

延绳钓作业的钓具在水中的状态如图 2所示。钓具由浮子、浮绳、枝绳、钓钩、无线电发射器等辅助

器具组成,主绳在水中呈悬垂线状态。

在中部热带大西洋两浮子间主绳上所挂的枝绳数是根据钓捕鱼种调节在 13~ 16枚之间,均呈对称

状态。现以15枚计算, 其中 1号钩与 15号钩等深最浅, 8号钩最深。浮绳长 30米, 枝绳长 45米,船速

10节( 5. 14m/ s) ,投绳速度为 6. 67m/ s,挂两根枝绳间隔时间是 7. 5s。根据齐藤[ 4]公式计算:

D = ha + hb+ l [ 1+ ctg
2
-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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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
)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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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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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为 j钩深度, ha, hb 分别为枝绳长和浮绳长, l为两浮子间主绳长度的一半, 即 AOB / 2, j 为从对称枝

绳的一侧编号(到对称点) , n为两浮子间主绳被枝绳分段数,即枝绳数+ 1, 为主绳的端点( B)所作的

切线与水平面的夹角,因 一般实测困难,而是通过短缩率 K求得,即

K = ctg sinh
- 1

tg

K = 两浮子间距离( L ) / 两浮子间主绳长度( AOB ) = 船速 / 投绳长度

根据大西洋生产情况, K为 0. 77, = 59可计算出各枚钩的深度:

钩位 1、15 2、14 3、13 4、12 5、11 6、10 7、9 8

深度(米) 117 157 195 229 258 281 296 301

短缩率、浮绳长、枝绳长因素不变, 用同样方法可计算,枝绳为 13枚、14枚、16枚其钓钩深度范围分

别为 117~ 273m、117~ 286m、117~ 312m。

2 结果

2. 1 钓获物种类

根据海上调查及鉴定
[ 5~ 7]

, 金枪鱼延绳钓钓获物种类共计 28种, 其中 1种海龟, 27种鱼类(表 1) ,

表 1 中部热带大西洋公海延绳钓钓获物种名录

Tab. 1 List of species obtained by longline fishing in the high sea of central tropical Atlantic Ocean

中 文 名 备 注

鲭鲨科 尖吻鲭鲨 Isurus oxyrinchus Raf inesque * * *

长鳍鲭鲨 Isurus paucus Guitart *

鱼噩鲨科 鱼噩鲨 Pseudocarcharias kamoharai Matsubara * * *

长尾鲨科 大眼长尾鲨 Alopias superciliosus Low e * *

真鲨科 长鳍真鲨 Carcharinus longimanus Poey * *

大青鲨 Prionace glauca Linnaeus * * *

双髻鲨科 路氏双髻鲨 Sphyrna lewini Grif fith et Smith * *

角鲨科 角鲨 Squalus spp. *

鱼工科 鱼工 Dasyatis spp. * *

帆蜥鱼科 帆蜥鱼 Alepi saurus f erox Lowe * * *

月鱼科 灰月鱼 Lampri s guttatus Brunnich *

鱼其鳅科 鱼其鳅 Coryphaena hippurus Linnaeus * *

乌鲂科 叉尾长鳍乌鲂 Taractichthys longipinnis Low e * * *

蛇鲭科 蛇鲭 Gempylus serpens Cuvier * *

异鳞蛇鲭 Lepidocybium f lavobrunneum ( Smith) * * *

棘鳞蛇鲭 Ruvettus pretiosus Cocco *

鲭科 刺鲅 Acanthocybium solandri Cuvier * * *

鲣鱼 K atsuwonus pelamis Linnaeus *

长鳍金枪鱼 Thunnus alaunga ( Bonnaterre) * * *

黄鳍金枪鱼 Thunnus albacare ( Bonnaterre) * * *

大眼金枪鱼 Thunnus obesus Lowe * * *

旗鱼科 大西洋旗鱼 Isti ophorus albicans Latreille * * *

大西洋蓝枪鱼 Makaira nigricans Lacepede * * *

白色四鳍旗鱼 Tetrapturus albidus Poey * * *

锯鳞四鳍旗鱼 Tetrapturus pf luegeri Robins et Sylva * * *

箭鱼科 箭鱼 Xiphias gladius Linnaeus * * *

翻车 科 翻车鱼 Mola mola Linnaeus *

棱皮龟科 棱皮龟 Dermochelys coriacea coriacea Linnaeus *

注: * * * 为常见种类,表示平均每 1~ 5作业次钓获 1尾以上; * * 为少见种类,表示平均每 5~ 10次作业钓获 1尾至数尾; * 为

罕见种类,表示平均每 10次以上作业钓获 1尾至数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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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其经济价值,渔获物基本上可以分成三类: ( 1)高经济价值的鱼类: 大眼金枪鱼、黄鳍金枪鱼、箭

鱼,用作生鱼片; ( 2)低经济价值的鱼类:尖吻鲭鲨、长鳍金枪鱼、大西洋旗鱼、大西洋蓝枪鱼、白色四鳍旗

鱼、锯鳞四鳍旗鱼、异鳞蛇鲭、叉尾长鳍乌鲂、刺鲅、灰月鱼、鲣、鱼其鳅, 一般用作罐头的原料等; ( 3)丢弃渔

获物,其它种类。

鱼其鳅是大洋性上层鱼类,在夜间起钩时,可看到该鱼在水面上快速游动,显然该鱼被钓获是由于起钩

中钓钩(饵)上升到表层而被它咬到。在鲨鱼中,大青鲨是极常见的种类,而角鲨为极罕见种类。

2. 2 经济鱼种的上钩率分析

经济鱼种按月按海域的上钩率如表 2 所示, 可见在热带大西洋公海, 大眼金枪鱼的上钩率范围是

2. 04 ~ 9. 23 , 黄鳍金枪鱼上钩率的范围是 0. 27 ~ 6. 71 , 箭鱼上钩率的范围是 0. 67 ~ 2.

50 , 其它单鱼种的上钩率几乎全部小于 1 , 显然渔获物中是以大眼金枪鱼、黄鳍金枪鱼、箭鱼三种

鱼为优势鱼种, 但在不同海域和不同时期,其上钩率也有较大的变化。

大眼金枪鱼上钩率最高值是 12月上半月( 1994年)在南纬低纬度的西部( B 海域)达到 9. 23 。比

较不同年份 2月份( 1995年和 1996年) , 同在北纬渔场( A 海域)上钩率均大于 8 , 从卵巢发育观测表

明,在 A海域尤其是 04 N ~ 06 N, 27 W~ 31 W, 卵巢处于 期, 正值处于产卵阶段, 可以推测大眼金枪

鱼的高上钩率是产卵集群引起的。

黄鳍金枪鱼上钩率最高值是 1995年 12月在北纬渔场( A海域)达到 6. 71 , 1994年 12月上半月( B

海域)的上钩率次之为 5. 32 ,而在 1996年 8~ 10月( C 海域)的上钩率均小于 1 。

箭鱼的上钩率在所钓捕海域大都在 1 ~ 2 之间,变化不大。长鳍金枪鱼月平均上钩率在海域 A

和 B几乎都在 0. 3以下,仅 1995年 9月例外,而海域 C的月平均上钩率( 96年 8~ 10月)一般为其它海

域的 2倍以上。

表2 经济鱼种分月分海域上钩率(单位:每千钩钓获尾数)

Tab. 2 Catch rate of commercial fish species by longline fishing ( Unit: number of individual fish per 1000 hooks)

大眼
金枪鱼

黄鳍
金枪鱼

箭鱼 长鳍 尖吻青鲨 大西洋蓝枪 旗鱼类* 杂鱼* 钓捕作业中心海域

1994年 11月 6. 59 3. 50 1. 48 0. 14 0. 38 0. 35 0. 87 B

12月( 1~ 15日) 9. 23 5. 32 2. 05 0. 11 0. 46 0. 27 0. 46 B

12月( 16~ 31日) 4. 82 3. 59 0. 97 0. 04 0. 22 0. 15 0. 75 A

1995年 1月 3. 28 2. 12 1. 16 0. 10 0. 21 0. 26 1. 51 A

2月 8. 50 1. 44 1. 22 0. 07 0. 09 0. 16 1. 75 A

3月 7. 79 1. 10 1. 39 0. 04 0. 14 0. 12 0. 98 A

1995年 8月 5. 54 1. 09 1. 47 0. 23 0. 13 0. 28 0. 39 0. 61 A

9月 6. 91 2. 44 2. 50 0. 48 0. 11 0. 58 0. 80 1. 49 A

10月 3. 30 2. 25 1. 72 0. 14 0. 25 0. 60 1. 40 0. 46 A

11月 2. 97 4. 00 1. 43 0. 13 0. 21 1. 01 1. 78 1. 01 A

12月 3. 14 6. 71 0. 97 0. 08 0. 26 0. 59 0. 96 1. 49 A

1996年 1月 5. 12 3. 17 1. 17 0. 10 0. 14 0. 45 0. 56 1. 28 A

2月 8. 14 3. 51 1. 29 0. 09 0. 20 0. 21 0. 42 1. 42 A

3月 5. 42 2. 47 1. 03 0. 15 0. 14 0. 21 0. 57 0. 92 A

1996年 8月 2. 04 0. 72 1. 09 1. 09 0. 34 0. 49 1. 21 0. 65 C

9月 4. 91 0. 27 0. 67 0. 67 0. 17 0. 10 0. 14 0. 77 C

10月 5. 53 1. 00 0. 90 0. 66 0. 25 0. 14 0. 31 0. 52 C

注: * 旗鱼类包括大西洋旗鱼、白色四鳍旗鱼、锯鳞四鳍旗鱼,杂鱼包括刺鲅、异鳞蛇鲭、叉尾长鳍乌鲂、鱼其鳅

3 讨论

延绳钓是一种被动且具有选择性的渔具[ 8] ,其渔获物上钩率的高低决定于钓捕对象的生态分布、海

洋环境和钓具的设置等。大西洋金枪鱼延绳钓以栖息在 100~ 320m 水层的捕食性鱼类为钓捕对象。

金枪鱼类的同一鱼种因鱼体大小、年龄不同, 所栖息的海流区域亦不同,生态上有分别栖息现象[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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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鳍金枪鱼 0~ 2龄时在几内亚湾南北洄游,南部达到安哥拉外海, 3龄鱼开始在大西洋东西部(北纬)

之间洄游[ 10]。1995年 11~ 12月在北纬渔场,尤其在 07 N~ 09 N, 30 W以西海域, 黄鳍金枪鱼出现高上

钩率,且钓获的个体较大,平均个体重量达 38 kg(去鳃, 去内脏,去尾重) , 因此,该海域可能是黄鳍金枪

鱼的洄游路经。

海洋中不同的海流交汇区常常是良好的渔场。在 04 N ~ 09 N是东向的赤道逆流区, 09 N以北是

西向的北赤道流,而在赤道以南是西向的南赤道流,南赤道流在巴西外海分成西北向的圭亚那海流和西

南向的巴西暖流。在北赤道流和赤道逆流交汇区形成海水的幅散, 而在南赤道流和赤道逆流交汇区形

成海水的幅合, 无论海水的幅散还是幅合,都可为鱼类提供食物,因而是很有价值的渔场
[ 11]
。从大西洋

延绳钓看, 11~ 12月在 07 N~ 09 N黄鳍金枪鱼的高上钩率区,基本上处于幅散区;而 1~ 2月在 04 N ~

06 N 大眼金枪鱼的产卵场处于幅合区。

金枪鱼的上钩率的高低与钓钩的投放时间、海域、布局等有相当大的关系,由于在不同的时期和不

同的海域钓捕的目标鱼种不一样, 因而应及时调整钓钩的深度, 可采取改变浮绳长(枝绳长)、调节缩率

和改变两浮子间枝绳数三种方法来达到改变钩深。如钓捕黄鳍金枪鱼两浮子间一般挂 13枚枝绳或更

少,而钓捕大眼金枪鱼两浮子间一般挂 15或 16枚枝绳。此外,我们认为海豚也会影响上钩率, 由于海

豚用超声波发现并追捕金枪鱼,故出现海豚的海域常出现金枪鱼高产或无产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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