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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为促进我国海洋渔业“走出去”,进一步发展远洋捕捞业,文章调查西南大西洋乌拉圭近海双

船拖网捕捞的渔具和渔法等,并提出生产建议。研究结果表明:双船拖网的渔具包括渔船、网具、

纲索和属具,网身采用加目和减目编缝的方式缝合而成;渔法包括放网准备、放网、曳网、起网和网

具养护等环节;针对渔场、渔期和捕捞对象,应把握捕捞产量、成本和航次的关系,并结合主捕对象

的生活习性,合理规划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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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Inordertopromotethe“goingout”policyofChina'smarinefisheriesandfurtherdevel-

opthepelagicfishingindustry,thispaperinvestigatedthefishinggearandfishingmethodsof
double-boattrawlinginthesouth-westAtlanticOceanofUruguay,andputforwardsomesugges-

tionsforproduction.Theresearchresultsshowedthat:thefishinggearofdouble-boattrawlerin-

cludedfishingvessel,nettinggear,outlineropeandgenusgear,andthenetbodywasstitchedto-

getherbyaddingandreducingeyes;thefishing methodincludednettingpreparation,cast

netting,seinenetting,haulthenetandnettingmaintenance.Accordingtothefishingground,fish-

ingperiodandfishingobject,weshouldgrasptherelationshipbetweenfishingyield,costandvoy-

age,andplantheproductionreasonablyaccordingtothelivinghabitsofthemainfishingobj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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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拖网捕捞利用渔船拖曳袋状或囊状网具,迫使

捕捞对象进入网内,具有生产效率高和主动性强的

特点,在近海和远洋渔业中发挥重要作用,同时存

在对渔业资源杀伤力大、对海洋生态环境破坏严重

和能耗过高等问题。许多学者研究拖网捕捞的作

业方式:尤宗博等[1]在黄海南部海域试验套网拖网,

并建议将双船变水层拖网的最小网目尺寸定为

60mm;唐衍力等[2]梳理发达渔业国家副渔获物分

离栅的研究进展,为我国减少副渔获物和保护渔业

资源提供借鉴;邢彬彬等[3]全面调查黄、渤海海域的

拖网渔具现状,提出近海拖网捕捞存在的问题和发

展方向。

随着海洋渔业“走出去”战略的深入实施,我国

已成为世界主要远洋渔业国家之一[4],并在非洲和

南美洲发展过洋性渔业,其中拖网是重要捕捞方式

之一。本研究调查乌拉圭近海双船拖网捕捞的渔

具和渔法,为我国在西南大西洋开展拖网捕捞作业

提供参考。

1 渔具

1.1 渔船

“千连1”号和“千连2”号渔船长为28m,宽为

6.4m,净重为150t,主机功率为500kW,人员配置

为10人,最大续航为14d,在近海捕捞作业,1周之

内返航。船舱内有冰库用于储存渔获物,甲板用于

放置渔具和整理渔获物,船尾有滚筒和绞纲机用于

放网和起网,同时配备雷达和导航设备。作业方式

为双船拖网,即2艘渔船各放置1顶网并交替收、

放网。

1.2 网具

双船有翼单囊拖网包括网翼、网衣和网囊等

部分,为2片 式。网 衣 采 用 PE材 料,主 尺 寸 为

79.20m×62.85m(网口周长×网身长),包括网

背、网腹和作为网囊使用的直筒袋;整个网衣左右

对称,由13段网片缝合而成,各段网片的参数如

表1所示。

表1 网衣规格

序号
网线粗

度/股

网目尺

寸/cm

纵向目

数/目

纵向长

度/cm

横向目

数/目

横向长

度/cm

1 100×3 40 3 120 396 3960

2 90×3 35 4 140 418 3657.5

3 80×3 30 5 150 440 3300

4 70×3 26 10 260 396 2574

5 60×3 23 15 345 352 2024

6 50×3 20 25 500 308 1540

7 40×3 17 30 510 264 1122

8 40×3 14 40 560 220 770

9 50×3 12 50 480 176 528

10 60×3 10 60 600 132 330

11 40×3 10 70 700 99 247.5

12 40×3 10 80 800 70 175

13 40×3 10 100 1000 70 175

网翼采用PE材料,主尺寸为79.2m×23.0m
(网口周长×网袖长),网目尺寸为41cm,网线粗度

为300股。

1.3 纲索

(1)网口上纲和下纲:上纲长为46m,直径为

18mm;下纲长为52.3m,直径为23mm;上、下纲

均采用丙纶纤维包裹的铁丝,并分别与浮子和沉子

纲连接。

(2)力 纲:由 网 口 边 缘 延 伸 至 网 囊,直 径 为

22mm;主要作用是保护网身,防止网身因受力过

大而破裂,提高渔具的稳定性。

(3)沉子纲:采用铁锚链,所用单个铁环长为

65cm,宽为45mm,直径为15mm;主要作用是使

网口下沉和张开,并保持一定形状。

(4)抽口绳:装配于网囊与网衣的连接处,直径

为18mm,所用铁环直径为75mm,内径为8mm。

(5)曳纲:采用钢丝绳,长约为200m,根据作业

水深调节长度,其中一端连接空纲,另一端连接渔

船;主要作用是驱鱼入网和调节网口位置。

1.4 属具

(1)浮子:采用PE材料,浮球共75个,每个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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球周长为804mm,内径为74mm,质量约为300g,

总浮力为420kg,每2个浮球相隔80cm。

(2)沉子:采用混凝土或陶瓷材料,总重力约

630kg;主要作用是使网口下沉,并惊扰底层鱼类

入网。

1.5 网身缝合

网身自与网翼连接处至网囊底部共由13片网

衣缝合而成,缝合方式采用加目和减目编缝。

(1)聚乙烯网第一节与聚乙烯网第二节的缝合

方式为横向编缝,每18目加1目,共加22目,缝合

后第二节横向网目数为418目。

(2)聚乙烯网第二节与聚乙烯网第三节的缝合

方式为横向编缝,每19目加1目,共加22目,缝合

后第三节横向网目数为440目。

(3)聚乙烯网第三节与聚乙烯网第四节的缝合

方式为横向编缝,每10目减1目,共减44目,缝合

后第四节横向网目数为396目。

(4)聚乙烯网第四节与聚乙烯网第五节的缝合

方式为横向编缝,每9目减1目,共减44目,缝合后

第五节横向网目数为352目。

(5)聚乙烯网第五节与聚乙烯网第六节的缝合

方式为横向编缝,每8目减1目,共减44目,缝合后

第六节横向网目数为308目。

(6)聚乙烯网第六节与聚乙烯网第七节的缝合

方式为横向编缝,每7目减1目,共减44目,缝合后

第七节横向网目数为264目。

(7)聚乙烯网第七节与聚乙烯网第八节的缝合

方式为横向编缝,每6目减1目,共减44目,缝合后

第八节横向网目数为220目。

(8)聚乙烯网第八节与聚乙烯网第九节的缝合

方式为横向编缝,每5目减1目,共减44目,缝合后

第九节横向网目数为176目。

(9)聚乙烯网第九节与聚乙烯网第十节的缝合

方式为横向编缝,每4目减1目,共减44目,缝合后

第十节横向网目数为132目。

(10)聚乙烯网第十节与聚乙烯网第十一节的

缝合方式为横向编缝,每4目减1目,共减33目,缝

合后第十一节横向网目数为99目。

(11)聚乙烯网第十一节与聚乙烯网第十二节

的缝合方式为横向编缝,每3.5目减1目,共减

29目,缝合后第十二节横向网目数为70目。
(12)聚乙烯网第十二节与聚乙烯网第十三节

的缝合方式为横向等目编缝。

2 渔法

(1)放网准备:根据渔探仪和导航设备,确定渔

场位置;根据鱼群流动方向、海流状况和天气状况

等,确定拖曳方向;将网身和网囊整理清楚并放置

于甲板后方,确认所有与网具相关的纲索和属具装

配完毕、人员就位、带网船和网船分别就绪以及二

船通信良好。
(2)放网:带网船投网囊入水,待网具展开和浮

子全部浮出水面后,向网船靠拢;二船相互靠拢到

适宜距离,带网船将公用曳纲抛向网船,网船将曳

纲与空纲连接完毕后,二船同时开车并松放曳纲,

船头分别相向偏转45°;待曳纲的80%下水后,复位

船头方向并停车,依靠渔船惯性将曳纲全部放出。
(3)曳网:二船保持平行拖曳,间距保持在300~

400m,并根据鱼群位置和作业情况调节曳纲长度和

二船间距;拖速约为3kn,一般拖曳时间为3~4h,

每天作业5~6个网次。
(4)起网:二船以小舵角相互靠拢,平行拖曳使

渔获物进入网囊;之后网船将公用曳纲抛向带网

船,带网船停车并开始收绞曳纲,此时网船打开弹

钩,驶离带网船并开始准备另一顶网具,人员就位,

准备下一网次的拖曳;带网船曳纲收绞完毕后继续

收绞空纲,之后用甲板上的滑轮和钢丝绳吊起网

翼,当网囊出水后采用吊机高高吊起网衣,网囊从

右舷吊起后将渔获物倾倒于甲板上,之后整理渔

获物。
(5)网具养护:由于作业海域为泥沙底质,曳纲

收绞完毕后可慢速拖曳一段时间,以清洗空纲和沉

子上的泥沙;作业时网具贴近海底,易刮扫底质礁

石,再加上拉普拉塔湾附近水流湍急,网具更易损

坏,因此应及时修补;网具修补后避免阳光直接照

射,置于阴凉处以延长使用寿命。

3 渔场、渔期和捕捞对象

渔场位于拉普拉塔湾东侧的乌拉圭与阿根廷

交界海域,大致范围为34°S-36°S、52°W-56°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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捕捞旺季为6—9月,其中8月产量最高。主要捕捞

赤 (Miichthysmiiuy)、白姑鱼(Argyrosomusar-

gentatus)和鳕鱼(Gadusmorhua),兼捕螺类和鳗

鱼(Anguillajaponica)[5-6]。

赤 和白姑鱼的市场价格分别约为1.5万元/t
和1.2万元/t,“千连1”号和“千连2”号的年产量为

1000~1200t,经济效益总体较稳定。与此同时,

捕捞生产受资源量和季节变化的影响较大,且应对

能力较低。

4 生产建议

捕捞产量和成本均与航次密切相关,即随着航

次的增加,成本波动上升,而产量波动下降[7-8]。因

此,为提高经济效益,应正确把握三者之间的关系,

计算产量与成本的最大差值,结合渔情和渔期,合

理规划生产[9-14]。

赤 和白姑鱼属于鲈形目、石首鱼科,均为暖温

性近海底层鱼类,喜栖息在泥沙底质的海域,常藏

于暗礁间,捕食虾类和小型鱼类,日间多沉于海底,

而在夜间上浮。日间下纲不宜过度贴底,否则易使

大量礁体被破坏并被拖入网内,不但严重破坏底栖

生物和海底环境,而且使主捕对象受暗礁压迫而降

低品质,同时增大渔船能耗;赤鮸和白姑鱼通常为

小股分散活动,难以形成大量集群,且夜间的活动

范围较大,最大出现水深为15m,因此夜间应增加

网口垂直扩张高度。

参考文献

[1] 尤宗博,赵宪勇,李显森,等.黄海双船变水层拖网网囊的网目

选择性研究[J].水产科学,2017,36(4):436-442.

[2] 唐衍力,李文涛,万荣,等.副渔获物对渔业资源的影响及其减

少方法的探讨[J].中国海洋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2003,33

(2):211-218.

[3] 邢彬彬,罗振博,庄鑫,等.黄渤海区拖网渔具综合调查分析

[J].河北渔业,2014(11):35-38.

[4] 伍玉梅,杨胜龙,沈建华,等.西南大西洋阿根廷滑柔鱼作业渔

场特征[J].应用生态学报,2009,20(6):1445-1451.

[5] 张学江,汤建华,熊瑛,等.江苏近岸夏季鮸的生物学与空间分

布特征[J].大连海洋大学学报,2008,23(5):376-381.

[6] 孙琛.新时期我国渔业“走出去”发展战略研究[J].中国水产,

2018,514(9):14-19.

[7] 邬云鹏,虞聪达,臧迎亮,等.舟山桁杆拖网渔具渔法分析[J].

渔业现代化,2014,41(4):58-62.

[8] 赵繁,谢剑涛,陈源源,等.浙江省灯光罩网渔具渔法调查分析

[J].浙江海洋学院学报(自然科学版),2017,36(3):268-273.

[9] 洪明进.选择性虾拖网渔具渔法研究[J].渔业研究,2005(3):

14-17.

[10] 孙中之,王俊,闫伟,等.黄渤海区张网类渔具渔法的现状调查

[J].渔业信息与战略,2011,26(4):9-13.

[11] MILLARRB,WALSHSJ.Analysisoftrawlselectivitystud-

ieswithanapplicationtotrousertrawls[J].FisheriesRe-

search,1992,13(3):205-220.

[12] KAISERMJ,SPENCERBE.Theeffectsofbeam-trawldis-

turbanceoninfaunacommunitiesindifferenthabitats[J].

JournalofAnimalEcology,1996,65(3):348-358.

[13] 孙中之,周军,赵振良,等.黄渤海区刺网渔具渔法的抽样调查

和定性定量分析[J].渔业现代化,2011,38(4):53-59.

[14] 杨磊,虞聪达,郑基.浙江省小型建网渔具渔法调查分析[J].

浙江海洋学院学报(自然科学版),2011,30(6):478-48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