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 !" 卷第 # 期

$%&% 年 # 月 '

水'产'学'报

()*+,-.)//0123+031)/420,-

5678!"! ,68#

-9:8! $%&%

文章编号!&%%% ;%<&="$%&%#%# ;&$?? ;%# @)0$&%8!?$"A1B8(8&$!&8$%&%8%<>!%

收稿日期!$%&% %" &>'''修回日期!$%&% %< %!

资助项目!国家科技支撑计划项目 "$%%?\-@"!\%"($%%?\-@"!\%&($%%?\-@"!\%$ #'浙江省科研院所公益技术攻关项目

"$%%?/&%%%?#'浙江省科技厅公共服务专项项目"$%%?/!%%%!#'海洋渔业科学与技术浙江省重中之重学科开放课题

"$%&%%$&"#

通讯作者!周永东!3DEFG7$HZN=&&KWGJF8L6E

东海区蟹笼渔具的选择性研究

张洪亮&

!'徐汉祥&

!'黄洪亮$

!'周永东&

!

"&8浙江省海洋水产研究所!浙江 舟山'!&<&%%'

$8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东海水产研究所!上海'$%%%>%#

摘要! 针对目前东海区普遍使用的蟹笼#笼径 <% LE!笼高 $= LE!外罩网衣网目尺寸 $( S

!$ EE$对三疣梭子蟹幼蟹资源损害较严重的现状!选择设计了在其框架结构上开设横向幼蟹

释放口的选择性蟹笼!于 $%%> 年 && 月在 !$�!%`̂ !!�%% ,̀'&$"�%%`̂ &$"�!% 3̀海域进行了

海上生产性试验" 结果表明&释放口高度与可从其逃逸的三疣梭子蟹的最大甲高趋于一致!如

以 &$= : 作为三疣梭子蟹的最小可捕体重标准!用甲高与体重的关系式可求得选择性释放口

的高度为 !! EE%释放口的选择曲线可用分段函数表示且无 =%_选择甲高!这不同于拖网'捕

虾衍拖网与帆式张网网囊及捕鳗笼的网目选择曲线!后者可以用(逻辑斯谛选择曲线)模拟!

且存在 =%_选择体长%采用各甲高组的平均选择率表示尾数选择率!经过卡方#

%

$

$检验!其生

产性试验值小于 $%_!同时释放效果明显%释放口对逃逸幼蟹的存活率几乎不产生任何影响"

本研究成果可供管理部门在制定三疣梭子蟹的最小可捕标准时参考"

关键词! 三疣梭子蟹% 蟹笼% 选择性% 甲高% 释放口% 选择曲线% 东海

中图分类号! 1>?$'''''''文献标识码&-

''蟹笼是利用其特殊的入口及捕捞对象的习性

进行诱捕的一种被动性渔具!在分类上隶属于笼

壶类+ 由于其具有操作简便(能耗低(对渔船大小

无特殊要求等优点!因此在欧美(澳大利亚(新西

兰(南朝鲜(日本(台湾等国家和地区分布很

广)& ;!*

+ 东海区的蟹笼渔具始于 &>#% ;&>>% 年!

由浙江省(江苏省与福建省先后从韩国与我国台

湾省引进'$% 世纪 >% 年代初得到推广'尔后随着

渔船的钢质化(大型化及蟹笼机械起拔设备的使

用!蟹笼渔业得到迅速发展!成为目前我国东海区

和浙江省海洋捕捞的重要作业方式之一+ 如浙江

省近 &% 年的蟹笼作业船达 #%% &̂ %%% 艘!其中

$%%= 年为 >=% 艘左右!年产量近 ? o&%

"

O!约占该

省年海洋捕捞总产量的 $8$!_

)&*

+

由于三疣梭子蟹"!&%:)$)*:%-:);#%+)<(:)#是

东海区的主要经济鱼"蟹#种之一)" ;=*

!其资源量

大!经济价值高)< ;?*

!因此成为东海区蟹笼的主要

捕捞对象)? ;#*

+ 吴常文等)#*于 &>#< 年进行了%笼

捕梭子蟹技术研究&!并取得成功+ 但随着蟹笼

数量的大量增加!对三疣梭子蟹资源的损害也日

渐显现!郭振民)?*发出了%制止/竭泽而渔-与再

现/鱼跃入釜-之繁荣&的呼声+ 吴常文)#*于 &>>"

年进行了%一种资源保护型蟹笼的初步试验&!通

过在蟹笼外罩网衣上开设幼蟹释放孔的方法来释

放三疣梭子蟹幼蟹并取得了一定的效果!但由于

各种原因未能得到推广+ 之后!有关东海区蟹笼

的研究未见公开报道+ [9G776VZ等)>*和杨吝)&%*对

美洲蓝蟹笼不同尺寸与形状网目的选择性进行了

研究!达到减少近法定美洲蓝蟹的捕获比例'

\69OW6J等)&&*通过在泰国远海梭子蟹笼上设置释

放口来改善对捕捞种类及其规格的选择性'CI69

等)&$*于 &>>< 年对白令海钜蟹笼的捕捞效率和尺

寸选择性进行了研究!以期达到选择性地捕捞法

定尺寸雄性红钜蟹和减少较小尺寸蟹的渔获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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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此外!其他研究人员还通过在蟹笼上开设释放

口(孔等方法来减少对主捕对象幼体及兼捕对象

的损害)&! ;&?*

+

本文旨在通过对蟹笼渔具的释放口的选择性

研究!探索保护东海区三疣梭子蟹资源的方法+

&'材料与方法

!"!#试验笼的设计

东海区的三疣梭子蟹笼"以下简称蟹笼#为

柱状笼!其框架为铁质圆圈上下各一个!圆圈间有

< 根圆钢作为支柱!每个圆圈内各有 & 根圆钢"两

者呈异面垂直#作为横梁+ 框架外罩网衣!在侧

面的 < 个框格中!每隔一格设置 & 个外大内小(末

端呈扁椭圆形的漏斗状入口"图 &#!共 ! 个+ 目

前普遍使用的蟹笼的主尺度分别为$笼径 <% LE!

笼高 $= LE!外罩网衣网目尺寸"$F#!$ EE+ 渔

获物一旦被诱入笼中!就很难从中逃逸)&#*

+

在上述蟹笼未设置入口的 ! 个侧面之一!设

置如图 $ 所示的释放口!形成了选择性试验笼!并

将横向释放口蟹笼称为 &u笼!将纵向释放口蟹笼

称为 $u笼+

图 !#蟹笼结构示意图

<2="!#,75/17/5-91?-6-43847345."3)%3-5')#-4,3-

图 $#释放口示意图

<2="$#,75/17/5-91?-6-43-91*8-=*8

!"$#试验方法

水池试验''用网目尺寸为 !$ EE的网衣

分别将 &u笼($u笼的 ! 个入口全部封住!在装诱

饵的情况下!将规格相同的等量三疣梭子蟹放入

两笼内!并分别置于不同水池中!过 $8= I 后"海

上实际生产时放置时间一般不少于 = I!试验时间

取其一半#观察笼内三疣梭子蟹的逃逸情况!并

重复试验 = 次以确定下一步试验所采用的释放口

类型+ 试验时两者的释放高度相同+

然后将上述试验所确定的的选择性蟹笼作为

试验笼!进行释放口高度分别为 $$($"($<($#(

!%(!$(!"(!< 与 !# EE共 > 个高度的试验!以获

得释放口高度与逃逸三疣梭子蟹最大甲高之间的

关系+ 共试验 = 次!每次放置时间为 = I!所选用

的三疣梭子蟹甲高与相应笼的释放口高度相等或

相近+

海上生产性试验''释放口高度分别为 $<(

$#(!%(!$(!" 与 !< EE共 < 个高度的蟹笼!诱捕

时间为 = I+ 释放出的三疣梭子蟹用如图 ! 所示

的收集装置收集+ 该装置有入口一面的框架尺寸

与蟹笼未设置入口的侧面相同!其余五面则用网

目尺寸为 !$ EE的网衣罩住+ 试验时将其与含

释放口面的蟹笼框架相固定!释放出的蟹经由入

口进入收集装置+

另外!取其中释放口高度为 $# EE与 !$ EE

的选择性蟹笼!进行无收集装置选择性试验!并各

选取与其左右相邻的 $ 只生产蟹笼作对比试验!

以检验收集装置的存在是否对释放率产生影响+

图 (#释放三疣梭子蟹的收集装置

<2="(#E4@@-17240:-F29-3455-@-*9-:."3)%3-5')#-4,3-

!"(#试验场所"试验船与渔获样品

试验场所与试验船''水池试验在浙江省海

洋水产研究所西轩养殖场进行+ 时间为 $%%> 年

# ;> 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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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上生产性试验在 !$�!%`̂ !!�%%`,(

&$"�%%`̂ &$"�!% 3̀之间海域进行!时间为 $%%>

年 && 月!共 > N+ 各规格试验笼分别投放 &= 次+

试验船为浙岱渔 &&$#> 号!其船长 "&8" E!船宽

?8$ E!型深 !8<= E!总吨位 $>! O!净吨位 #? O!主

机功率 $>% ]i!携带笼具 < %%% >̂ %%% 只+

渔获样品数量''海上生产性试验期间!各

释放口高度选择性蟹笼共捕获三疣梭子蟹"收集

装置中与蟹笼中之和#& !%# GJN!不同释放口高度

对各甲高组的捕获情况如表 & 所示+

表 !#各释放口高度选择性蟹笼的三疣梭子蟹捕获尾数

)*+"!#&/6+-543."3)%3-5')#-4,3-3459-@-172F-847A27?:233-5-07-91*8-=*89 20:

释放口高度"EE#

IMG:IO6Y

MWLFQM:FQ

甲高组中值"EE#

EGNfF79M6YWIM77IMG:IO:V69Q

&& &! &= &? &> $& $! $= $? $> !& !! != !? !> "&

合计

O6OF7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合计O6OF7 &%! &&! &&" &!< &=& &<& &%# &!? &%< =< != $$ &> &> &# &% & !%#

!"H#数据处理

甲高与体重的关系''根据对三疣梭子蟹

的生物学测定资料!建立甲高与体重的关系式

"图 "#$

S Q#!##& #()F

&!#&* +,(

""#

式中!K为体重":#!B为甲高"EE#+

图 H#三疣梭子蟹甲高与体重的关系

<2="H#J-@*72409?28+-7A--09?-@@?-2=?7*0:

+4:; A-2=?743."3)%3-5')#-4,3-

''尾数逃逸率与重量损失率''尾数逃逸率与

重量损失率的计算方法)&>*分别如式"$#与式"!#

所示+

@

-

QP

-

["P

-

R8

-

# U"##! "$#

@

.

QP

.

["P

.

R8

.

# U"##! "&#

式中!/

,

与/

i

分别为尾数逃逸率和重量损失率(

对于有收集装置的选择性蟹笼!!

,

与 !

i

分别为

收集装置中的三疣梭子蟹尾数和重量!2

,

与 2

i

分别为选择性蟹笼中的三疣梭子蟹尾数和重量'

对于无收集装置的选择性蟹笼!"!

,

d2

,

#与"!

i

d2

i

#分别为对比笼中的三疣梭子蟹尾数和重

量!2

,

与2

i

分别为选择性蟹笼中的三疣梭子蟹

尾数和重量+

各甲高组的尾数选择率''尾数选择率的计

算方法)$%*如下式所示+

>

/

Q8

/

["P

/

R8

/

# U"##! "'#

式中!.

[

为某甲高组的尾数选择率!2

[

与!

[

分别为

该甲高组笼中和收集装置中的三疣梭子蟹尾数+

显著性检验''用 1B115&!8% 卡方"

%

$

#检

验的列联表法)$&*分别对每一释放口高度各甲高

组的选择率及各释放口高度对各甲高组选择率的

平均值进行检验+

$'结果

$"!#两种选择性蟹笼的比较

两种选择性蟹笼的试验结果如表 $ 所示+ 可

以看出!&u笼的尾数逃逸率明显高于 $u笼!因此!

以下的研究均采用 &u笼+

表 $#两种选择性蟹笼的尾数逃逸率比较

)*+"$#E468*52940435-@-*9-5*7-200/6+-543

7A4 15*+8479A27?:233-5-079-@-172F27; ]

类别

OZQM

试验次数OGEMW

& $ ! " = 平均FfMVF:M

&u >$ &%% &%% ## >" >"8#

$u == "# <! =" "# =?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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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放口高度与逃逸三疣梭子蟹最大甲高之

间的关系

图 = 是释放口高度与逃逸的三疣梭子蟹最大

甲高"或称上限#之间的关系+ 由图可知!释放口

高度与逃逸的三疣梭子蟹最大甲高趋于一致+

图 M#释放口高度与甲高的关系

<2="M#J-@*72409?28+-7A--0-91*8-

=*8?-2=?7*0:9?-@@?-2=?7

$"(#各释放口高度三疣梭子蟹的逃逸率与选

择率

生产蟹笼的渔获组成''试验期间!生产蟹

笼的渔获物)" ;=!$$ ;$!*主要为三疣梭子蟹!此外有少

量的红星梭子蟹"!&%:)$)**($5)-$&<#$:)*#(日本鑚

"2,(%C;=-*?('&$-+(#(锐齿鑚"2,(%C;=-*(+):(#(

锈斑鑚 "2,(%C;=-*H#%-(:)*#(双斑鑚 "2,(%C;=-*

;-4(+)<(:(#(细点圆趾蟹"3O(<-'#*')$+:(:)*#(卷

折馒头蟹"2(<(''( <&',&*#(七刺栗壳蟹"1%+($-(

,#':(+($:,( #(隆线强蟹"@)+%(:#+%#$(:(#(大黄鱼

"F(%-4-+,:,C*+%&+#(#(小黄鱼"F(%-4-+,:,C*'&<CD

(+:-*#(白姑鱼"!#$$(,-( (%5#$:(:(#(黄姑鱼"0-;#(

(<;-H<&%(#(皮氏叫姑鱼 "W&,$-)*;#<#$5#%--#(

">--+,:,C*4--)C#(横带髭鲷"B('(<&5#$C*4)+%&D

$(:)*#与海鳗">)%(#$#*&A+-$#%#)*#等+ 蟹类组成

中!三疣梭子蟹的尾数约占总尾数的 >$8&_!而重

量约占总重量 >"8=_左右+ 选择性蟹笼中的蟹类

组成与生产蟹笼一致+

收集装置对尾数逃逸率与重量损失率影响的

比较''从表 ! 可以看出!有(无收集装置的两释

放口高度的平均尾数逃逸率与平均重量损失率相

差分别为 &8%_与 %8>_!因此!在选择性试验时

可不考虑收集装置的影响+ 同时!由于本研究的

选择性蟹笼的释放原理相同!故对其他不同选择

口高度的蟹笼也可不考虑收集装置的影响+

各释放口高度的尾数逃逸率和重量损失率'

释放口高度与尾数逃逸率和重量损失率的关系见

表 "+ 可以看出!尾数逃逸率总体呈随释放口高

度的减小而降低的趋势+ 另外!尾数的平均逃逸

率明显高于重量损失率+

表 (#收集装置对逃逸率影响的比较

)*+"(#E468*52940+-7A--07?--33-17940-91*8-5*7-1*/9-:+; 14@@-172F-:-F29-9 ]

释放口高度

IMG:IO6Y

MWLFQM:FQ

有收集装置"-#

cGOI Q6OY6VMWLFQMN LFQO9VM

尾数逃逸率

MWLFQMVFOM

GJ J9EPMV

重量损失率

MWLFQMVFOM

GJ cMG:IO

无收集装置"\#

cGOI69OQ6OY6VMWLFQMN LFQO9VM

尾数逃逸率

MWLFQMVFOM

GJ J9EPMV

重量损失率

MWLFQMVFOM

GJ cMG:IO

"-;\#A\o&%%

尾数逃逸率

MWLFQMVFOM

GJ J9EPMV

重量损失率

MWLFQMVFOM

GJ cMG:IO

$# EE ?$8> =>8# ?$8! =>8$ %8# &8%

!$ EE #&8# <?8# #%8> <?8$ &8& %8>

平均FfMVF:M ??8!= <!8# ?<8< <!8$ &8% %8>

表 H#释放口高度与逃逸率的关系

)*+"H#J-@*72409?28+-7A--0-91*8-=*8?-2=?7*0:-91*8-5*7- ]

类别

OZQM

释放口高度"EE#MWLFQM:FQ IMG:IO

$< $# !% !$ !" !< 平均FfMVF:M

尾数逃逸率MWLFQMVFOMGJ J9EPMV <<8? ?$8> ?<8$ #&8# #<8? #=8? ?#8!

重量损失率MWLFQMVFOMGJ cMG:IO =!8? =>8# <=8" <?8# <<8< ?%8? <"8%

''各甲高组的尾数选择率''从图 < 可以看

出!对于某一高度的释放口!当三疣梭子蟹的甲高

大于该高度时!其对各甲高组的选择率为 &%%_'当

三疣梭子蟹的甲高小于该高度时!其对各甲高组的

选择率在一较小的范围内作无序变动且趋向于各

甲高组选择率的平均值+ $<($#(!%(!$(!" 与 !<

EE释放口对甲高小于其高度的三疣梭子蟹的平

均尾数选择率分别为 &<8"=_(&&8!=_(&#8<&_(

&>8#=_($%8%=_与 &#8$>_!上述各规格释放口的

平均选择率为 &?8"!_+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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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N#不同释放口高度对三疣梭子蟹的选择率

<2="N#,-@-172405*7-43:233-5-07-91*8-=*8?-2=?79345."3)%3-5')#-4,3-

$"H#卡方检验

对各释放口高度各甲高组选择率的卡方检验

结果如表 = 所示+ 可以看出!其概率均大于显著

性水平检验值 %8%=!因此!检验假设条件%各甲高

组选择率存在显著差异&不成立!即每一释放口

高度对各甲高组的选择率无显著差异+

另外!对各释放口高度的各甲高组选择率平

均值进行检验!其
%

$

S"8"!#!!S%8"## h%8%=!假

设条件不成立!即各释放口高度之间的选择率无

显著差异+

表 M#卡方检验结果

)*+"M#J-9/@7943E?2C9./*5-7-979

检验结果

OMWOVMW97OW

释放口高度"EE# IMG:IO6YMWLFQM:FQ

$< $# !% !$ !" !<

%

$

&%8=<# &%8=!< #8#$> &&8"$" &&8<<> &"8>&%

! %8&=> %8$$> %8"=! %8!$= %8!#> %8$"<

!'讨论

("!#与其他渔具的选择性比较

适用的选择曲线''由图 < 可知!本研究所

用释放口的选择曲线可近似地用分段函数表示

"式 =!其中F值可近似看作各甲高组选择率的算

术平均值#!这与拖网(捕虾衍拖网与帆式张网网

囊及捕鳗笼的网目选择曲线不同)&> ;$%!$" ;$=*

+

>"F甲# Q

" F甲 %

F释

& F甲 \F

{
释

"*#

式中!."B甲#为释放口的选择率!B甲与 B释分别

为三疣梭子蟹的甲高与释放口高度!(为常数+

网目对鱼类的选择曲线理论上以%逻辑斯谛

选择曲线&来模拟)$%!$< ;$?*

"式 <(图 ?

)&>*

#+

>"%# Q"[)" R012"& T'%#* ")#

式中!F为鱼类的特征变量"如肛长(体长组中值

等#'."F#为选择率'((;为方程的选择参数+

图 R#小黄鱼不同网囊网目选择曲线

<2="R#,-@-172401/5F-43:233-5-0714:C-0:

6-9?92_-9345."+*49,#3%(

''分析发现!两者产生上述区别的主要原因$一

是本研究蟹笼的释放口是刚性的!而其捕捞对象

也可认为是刚性的!因此从理论上讲!凡是甲高小

于释放口高度的三疣梭子蟹!其逃逸的概率都相

等!反之则无法逃逸'而网囊网目是柔性体!在外

力的作用下可产生一定的变形!同时大多数鱼类

特别是幼仔鱼在外力的作用下也可产生不同程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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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形变!因而其选择率不可能发生突变+ 二是由

于蟹笼在渔具分类上属被动性渔具!三疣梭子蟹

的逃逸是主动行为!而进入网具网囊的鱼类特别

是幼仔鱼的逃逸行为大多为外力所致!因而以非

主动逃逸居多!逃逸成功与否受多种外界因素如

网具的拖曳速度(网囊中渔获物的密度等因素的

制约+

另外!本研究所用释放口的选择性蟹笼不存

在 =%_的选择甲高!这一点也与拖网(捕虾衍拖

网与帆式张网网囊及捕鳗笼的网目选择性明显

不同+

逃逸幼体的成活率''选择性研究的主要目

的是为了保护捕捞对象幼体!以促进资源的可持

续利用+ 因此!逃逸幼体的成活率高低是检验渔

具选择性效果和实用性的重要指标+ 由前述分析

不难得出!本研究所释放的三疣梭子蟹几乎不会

受到伤害!因而从理论上讲其成活率可达到

&%%_!这与观察到的收集装置中所有三疣梭子蟹

个体行动活泼且无明显的缺肢断腿现象相符+ 而

由拖网(捕虾衍拖网与帆式张网网囊释放的捕捞

对象幼体!由于其逃逸行为大多为外力所致!很难

有肢体完整且无任何损伤的个体!即使逃逸成功

也很难存活+

("$#本研究结论的适用性

根据选择性蟹笼的释放原理及蟹类的生物

学(生态学及行为学特性!笔者认为!本研究的结

论"如选择曲线可近似地用分段函数表示(不存

在 =%_的选择甲高等#同样适用于日本鑚(红星

梭子蟹(锈斑鑚与细点圆趾蟹等其他经济蟹类+

另外!由于蟹笼在%伏休&后的一个月左右时

间以捕捞章鱼)$#*

"长蛸 3+:&')*O(%-(;-<-*(短蛸

3+:&')*&+#<<(:)*等#为主!而章鱼在逃逸求生时

可发生极大的形体变化!长条形释放口的存在无

疑可让笼内的极大部分成功逃脱+ 为解决这一问

题!在捕章鱼时可将释放口用与蟹笼规格相同的

网衣包敷!鱼汛结束转捕蟹类时将其拆除即可+

这样!就可达到既保护三疣梭子蟹幼蟹又不影响

章鱼产量的目的+

("(#释放口对选择率的影响

从理论上讲!只要甲高小于本研究蟹笼的释

放口高度的三疣梭子蟹都可以从该释放口自由进

出+ 但从入口面积分析!释放口高度为 !8! LE的

入口面积为 $ o!8&" o!%A< o$= o!8! o$= S

&%!8<"LE

$

#!而三个平常入口外围的最大面积为

! o$ o!8&" o!%A< o$= S$ !==8%"LE

$

#!释放口

入口面积只有三个平常入口面积的 "8"_!其影

响很小'从%收集装置对尾数逃逸率与重量损失

率影响的比较&看!收集装置的的存在对尾数逃

逸率与重量损失率影响甚少+ 据此!笔者认为!释

放口虽可自由进入!但由于实际生产时间较长!幼

蟹进入蟹笼后由于无法获得食物及其生存空间受

到其他蟹的影响!进笼后易产生逃逸行为!因此对

选择率基本无影响而可不予考虑+

("H#选择性研究对保护三疣梭子蟹资源的意义

由于现行的渔业法律法规对三疣梭子蟹的最

低可捕标准未明文规定!现参照上世纪 #% 年代沿

海各省(市出台的 1渔业管理实施办法2 "根据

&>#< 年 & 月 $% 日第六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四

次会议通过的1中华人民共和国渔业法2与 &>#?

年 &% 月 $% 日颁布实施的1中华人民共和国渔业

法实施细则2制订#!以三疣梭子蟹的最低可捕标

准 &$= :"对应甲高为 !!8% EE#进行讨论+

本次海上生产性试验共测定三疣梭子蟹

& #$<尾!平均体重 =?8& :AGJN!试验船的日产量约

为 $ =%% !̂ %%% ]:!以此计算 &$= : 以下幼蟹的

日捕获量为"!8?? "̂8=$# o&%

"

GJN!其余各体重

规格三疣梭子蟹的日捕获尾数如表 < 所示+ 另据

估计 !期间在该海域作业的蟹笼船至少在&%%艘

表 N#试验船对各体重规格三疣梭子蟹幼蟹的日均捕捞尾数

)*+"N#%*2@; *F-5*=-0/6+-5431*87/5-+; 7?-752*@F-99-@345:233-5-07A-2=?743

D/F-02@-15*+43."3)%3-5')#-4,3- e!a

H

20:

名称

OGO7M

体重":#A甲高"EE#

cMG:IOAWIM77IMG:IO

s#%"$#8=# s>%"$>8<# s&%%"!%8?# s&&%"!&8<# s&$%"!$8<# s&$="!!8%#

日均捕捞尾数

NFG7Z FfMVF:MJ9EPMV6YLFQO9VM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日均可释放尾数

NFG7Z FfMVF:MJ9EPMV6YMWLFQFP7MLFQO9VM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



# 期 张洪亮!等$东海区蟹笼渔具的选择性研究 ''

以上!则其每天对幼蟹的资源平均损害量为

"!8?? "̂8=$# o&%

<

GJN+ 不难看出!目前使用的

蟹笼对幼蟹的损害是比较严重的!这与其它有关

研究结果相符)?!$> ;!%*

+ 另外!调查船的统货海上

交易价只有 ! 元A=%% : 左右!幼蟹的经济价值很

低+ 但如以 !$ EE释放口对各甲高组的平均选

择率&>8#=_计算!则 &%% 艘船每天可释放幼蟹

"!8%$? !̂8<$# o&%

<

GJN!如能让这些幼蟹长到可

捕规格以上!则价格可翻数番!其生态(经济与社

会效益十分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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