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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海北部灯光罩网渔获组成及其对渔业资源的影响

杨  吝, 张旭丰, 谭永光, 张  鹏
(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南海水产研究所, 广东 广州 510300)

摘要: 近年来, 灯光罩网在南海区迅速发展, 给南海区北部沿岸浅水域幼鱼资源增大了捕捞压力。为了查明南

海区灯光罩网渔业的渔获组成及其对渔业资源的影响, 2006年 4月 27日 ~ 5月 2日在阳江沿海水域进行了灯光

罩网海上渔获组成调查。研究结果表明: ( 1) 主捕对象是趋光性鱼类和头足类, 枪乌贼 Lo ligo sp1、带鱼 T richiu-

rus haumela、蓝圆鲹 D ecap terus maruadsi、康氏马鲛 Scomberom orus commerson、刺鲳 P senop sis anomala、乌贼 S ep ia

sp1、赤鼻棱鳀 Thrissa kamm alensis、乌鲳 F orm io nig er、杜氏棱鳀 Thryssa dussum ier i和竹筴鱼 T rachurus jap onicus是

南海北部灯光罩网的常见渔获种类; ( 2) 幼鱼渔获比例高, 损害海洋渔业资源严重; ( 3) 网目尺寸小、灯光照

度大和近岸渔场是导致幼鱼渔获比例高的主要成因。笔者建议规定最小网目尺寸和加强渔具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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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catch composition of light falling-net fishing and its impact on

fishery resources in the northern South China Sea

YANG Lin, ZHANG Xufeng, TAN Y ongguang, ZHANG Peng

( Sou th China S ea F isheries Research Institute, Ch inese A cademy of F ishery Sciences, Guangzhou 510300, China )

Abstrac t: In recent years, a light fa lling-net fishery was rap idly deve lopped in the Sou th Ch ina Sea1 It has increased fish ing pressure

on juven ile fish resou rces liv ing in the northe rn sha llow waters o f South China Sea1 A survey of the catch com pos ition of light fa lling-net

fish ing was conducted on fishing g round a long wa ters offY ang jiang, Guangdong P rov ince, from Apr il 27 toM ay 2, 2006, in order to

identify catch composition of the net and its im pact on fishery resources1 The resu lts showed tha t: ( 1) Them a in spec ies caught w ere

pho to tactic fish and cepha lopod, inc lud ing Lo ligo sp1, T richiurus haumela, D ecap terusm aruad si, Scomberom orus comm erson, P senop-

sis anom ala, Sep ia sp1, Thrissa kamm alensis, F orm io nig er, Thryssa dussum ier i and T rachurus jap onicus; ( 2) The net had h igh catch

ra tes o f juven iles and m ight tend to damage m ar ine fishery resources; ( 3) The m a in causes resulting in the h igh rates w ere sm alle r

m esh size, greater light intensity and fishing ground closing to inshore1 It is recomm ended that the regu lation o f them in imum m esh size

be imp lem ented and the m anagem ent of the fish ing gear be strengthened1

K ey words: fishing im pac t; catch composition; light fa lling-net; fishery resources; northern South Ch ina Sea

  灯光罩网是 20世纪 90年代初发展起来的一种

新型渔具渔法, 根据中国渔具分类原则
[ 1]

, 可归

类为撑开式、罩架型、掩罩类渔具。渔民首先将一

锥形 (袋形 ) 网具敷设在渔船下面, 在船舷上方

并排架设一定数量的集鱼灯, 作业时将灯架和集鱼

灯一起下放至接近水面处, 然后开灯诱鱼, 通过光

源把趋光鱼类诱集到船边预先敷设好的网具下面,

自上而下扣罩所聚集的鱼群, 获得较好的捕捞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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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主要捕捞对象是头足类和趋光性鱼类。目前,

灯光罩网已遍及南海北部的广东、海南和广西 3省

(区 ), 尤其近几年来在某些渔港的发展势头更猛,

仅广西北海市的侨港镇就有 600艘灯光罩网渔

船
[ 2]
。但是, 这些灯光罩网的网目尺寸较小, 渔

获中的幼鱼比例很高
[ 2- 3 ]

, 对海洋渔业资源产生不

良影响。这些问题已引起了渔业管理部门和科研单

位的极大关注。为了查明灯光罩网捕捞对渔业资源

的利用状况和影响程度, 于 2006年进行了专项实

地调查研究 ) ) ) 灯光罩网海上渔获组成调查研究。
此文着重分析了南海区灯光罩网的渔获组成和幼鱼

渔获比例, 还从网目尺寸、灯光强度和作业渔场等

3个方面讨论了灯光罩网对渔业资源的可能影响。

1 材料与方法

灯光罩网海上渔获组成调查于 2006年 4月 27

日 ~ 5月 2日在阳江沿海水域 (渔区 367-6、 367-

9、368-7) 进行, 作业水深为 36~ 47 m (表 1)。

表 1 26网次的主要数据

Tab11 Ma in data sam p led from 26 hau ls of fish ing

日期

date

网次

haul

渔区

fish ing area

放网时间

setting time

起网时间

hau ling tim e

水深 /m

depth

总渔获量 /kg

tota l catch

抽样渔获量 /kg

samp le ca tch

2006-04-27 1 368-7 20: 40 21: 00 47 12 3170

2006-04-27 2 368-7 22: 00 22: 10 47 8 4135

2006-04-28 3 368-7 02: 00 02: 15 47 20 5185

2006-04-28 4 368-7 05: 45 05: 55 47 200 101 07

2006-04-29 5 367-9 21: 00 21: 05 43 80 3139

2006-04-29 6 367-9 21: 45 21: 55 43 75 3119

2006-04-29 7 367-9 22: 50 22: 55 43 50 7145

2006-04-30 8 367-9 00: 00 00: 12 43 70 3198

2006-04-30 9 367-9 01: 15 01: 20 43 60 3114

2006-04-30 10 367-9 02: 00 02: 10 43 40 2178

2006-04-30 11 367-9 03: 35 03: 55 43 300 9110

2006-04-30 12 367-9 05: 03 05: 10 43 45 2188

2006-04-30 13 367-9 20: 58 21: 03 43 35 5133

2006-04-30 14 367-9 22: 23 22: 27 43 40 8136

2006-04-30 15 367-6 23: 50 23: 56 36 45 4171

2006-05-01 16 367-6 01: 19 01: 21 36 38 4199

2006-05-01 17 367-6 02: 30 02: 33 36 65 5137

2006-05-01 18 367-6 03: 47 03: 50 36 45 4122

2006-05-01 19 367-6 05: 10 05: 12 36 38 3174

2006-05-01 20 367-6 20: 53 20: 55 36 27 2119

2006-05-01 21 367-6 22: 10 22: 12 36 35 2199

2006-05-01 22 367-6 23: 20 23: 22 36 24 5118

2006-05-02 23 367-6 00: 35 00: 37 36 45 3109

2006-05-02 24 367-6 01: 47 02: 45 36 75 3136

2006-05-02 25 367-6 03: 15 04: 05 36 95 2123

2006-05-02 26 367-6 05: 06 05: 08 36 25 2116



 
第 4期

 
杨  吝等: 南海北部灯光罩网渔获组成及其对渔业资源的影响

 
43   

111 渔船

以广东省阳西县沙扒渔港的灯光罩网船 /粤

阳西 220030 号作为调查船, 木质渔船, 船长 2215

m, 型宽 514 m, 型深 215 m, 平均吃水 118 m, 总

吨 76 GT, 主机功率 204 kW, 最大航速 8 kn。船上

配备船员 5名。该船于 2003年由拖网渔船改装而

成, 艏、艉、左舷、右舷各配置一根长 13 m、直

径 25 cm的木质撑杆, 左、右船舷各配置 36盏亚

蓝牌金属卤化物集鱼灯, 每盏 1 kW, 诱鱼作业时

置于水面上方约 3 m处。另外在左、右船舷各置 1

盏红色水下灯。

112 渔具
调查船使用的灯光罩网渔具 (图 1) 的主尺度

为 115100 m @ 42100 m, 即结附网衣的沉子纲长为

115 m, 网身纵向拉直长度为 42 m。全网网衣构成

一个锥筒状, 大部分 (中部 ) 网衣材料为 PA单丝

( 12磅 ), 网口和网囊的网衣材料为 PE复丝。网

口网目尺寸为 52 mm, 网囊网目尺寸为 22 mm。下

主纲等距离装配 210个铅铸沉力环, 环的外径 140

mm, 内径 80 mm, 每个重为 215 kg。

图 1 网具结构及作业示意图

F ig1 1 Sketch o f ne t structure and fish ing operation

113 调查方法
灯光罩网捕捞在夜间进行, 每夜放、起网次数

不等, 少时为 2网次, 多时为 8网次。每次起网后

将渔获物倒在甲板上, 按一定比例随机取样, 进行

渔获分类, 分别计数渔获尾数, 测量渔获体长

(或叉长、肛长 ) 和计称渔获体重。

114 数据处理

调查所收集的主要数据包括渔获种类、尾数

(个体数 )、体长、体重、总渔获量和取样渔获量,

全部数据利用 M icrosoft Exce l进行统计和分析, 计

算渔获的数量百分比和重量百分比、幼鱼百分比

等。

2 结果

在为期 7 d的捕鱼调查中, 一共进行捕捞作业

28网次, 总渔获量为 1 592 kg, 最高网次产量为

300 kg, 最低网次产量 8 kg, 平均网次产量为

61123 kg, 其中调查取样 26网次, 抽样渔获量为

117179 kg, 占总渔获量的 714%。各网次的位置、

放起网时间、作业水深、总渔获量和取样渔获量详

见表 1。

211 渔获种类及其出现率

在 26抽样网次的渔获中, 共鉴定渔获种类 36

种, 其中 10个种类出现率较高, 分别是枪乌贼类、

带鱼、蓝圆鲹、康氏马鲛、刺鲳、乌贼类、赤鼻棱

鳀、乌鲳、杜氏棱鳀和竹筴鱼, 出现率超过 50%

的种类有枪乌贼类、带鱼和蓝圆鲹, 分别为

96115%、76192%和 61154% (表 2)。

212 渔获组成

灯光罩网的捕捞对象基本上与灯光围网相同,

都是中上层生物资源, 优势渔获是鱼类和头足类。

从抽样网次的渔获种类来看, 枪乌贼类、带鱼、蓝

圆鲹、康氏马鲛、刺鲳、乌贼类、赤鼻棱鳀、乌

鲳、杜氏棱鳀和竹筴鱼可被认为是南海北部灯光罩

网的主要渔获种类。就渔获数量 (个体数量 ) 而

言, 渔获比例最高的是枪乌贼类, 占总数量的

49162% , 其次 是带 鱼 ( 19183% )、赤 鼻棱 鳀

( 10184% )、 蓝 圆 鲹 ( 3176% )、 康 氏 马 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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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13% )、杜氏棱鳀 ( 1191% )、乌鲳 ( 1185% ) 和

乌贼类 ( 1102% ); 就渔获重量而言, 枪乌贼类和

带鱼渔获比例较高, 分别占渔获总重量的 42168%

和 24149%, 其次为乌鲳 ( 12190% )、赤鼻棱鳀

( 2117% )、乌贼类 ( 1137% )、蓝圆鲹 ( 0198% )、

康氏马鲛 ( 0186% ) 和杜氏棱鳀 ( 0169% ) (图 2)。

表 2 高出现率种类的渔获数据

Tab12 Catch data of h igh frequency spec ies

种类

spec ies

长度范围 /mm

leng th range

平均长度 /mm

mean leng th

出现率 /%

frequency

枪乌贼 L oligo sp. 22~ 515 1101 5 96115

带鱼 T r ichiurus haum ela 98~ 775 1661 3 76192

蓝圆鲹 Decap terusmaruads i 35~ 195 931 6 61154

康氏马鲛 Scomberom orus comm er son 75~ 130 1081 9 38146

刺鲳 P senop s is anomala 70~ 170 1321 7 30177

乌贼 Sep ia sp1 65~ 170 971 4 26192

赤鼻棱鳀 Thrissa kamm alensis 69~ 122 1011 1 23108

乌鲳 F orm io nig er 185~ 463 2531 7 23108

杜氏棱鳀 Thry ssa dussum ieri 90~ 118 1021 3 19123

竹筴鱼 T rachurus jap onicus 12~ 185 701 2 19123

图 2 主要种类的渔获组成

F ig1 2 Catch com position o fm a in spec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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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讨论

311 幼鱼渔获比例

在灯光罩网海上渔获组成调查中发现, 渔获物

中大多数是未达到可捕规格的幼鱼和幼鱿。表 3列

出了可查证的部分鱼种的最适开捕长度及对应鱼种

的幼鱼渔获比例。在上述优势渔获中, 除了杜氏棱

鳀、乌鲳和黄带绯鲤达到最适开捕长度外, 其他种

类小于最适开捕长度的比例都非常高。捕获的康氏

马鲛和颌圆鲹的体长范围相同, 但都是在 75~ 130

mm的长度范围, 100% 未能达到最适开捕长度

(表 3)。带鱼、竹筴鱼、蓝圆鲹和枪乌贼类的幼鱼

渔获比例均超过 85%。带鱼的最适开捕长度 300

mm, 实测渔获肛长范围为 98~ 775 mm, 其中小于

最适开捕长度 ( 98 ~ 213 mm ) 的渔获 高达

94120% ; 竹筴鱼的最适开捕长度 185 mm, 实测渔

获体长范围为 12 ~ 185mm, 其中小于最适开捕长

度 ( 12~ 86 mm ) 的渔获占 93133%; 蓝圆鲹的最

适开捕长度 155 mm, 实测渔获体长范围为 35 ~

195 mm, 其中小于最适开捕长度 ( 35 ~ 140 mm )

的渔获占 93122% ; 中国枪乌贼 L oligo chinensis的

最适开捕长度 165 mm, 实测渔获胴长范围为 22~

515 mm, 其中小于最适开捕长度 ( 26 ~ 167 mm )

的渔获占 85154% (表 3)。这些渔获比例均远远

超过了 5广东省渔业管理实施办法 6 第二十一条

的法定幼鱼比例 ( 30% )
¹
。可见, 南海北部目前

使用的灯光罩网捕捞无疑对海洋渔业资源造成严重

的不良影响。

¹ 广东省海洋与水产厅海洋捕捞处. 广东省渔业管理实施办法. 海洋与渔业法律法规汇编 [ G] . 1995: 241-246.

表 3 26网次部分鱼种的最适开捕长度及幼鱼渔获比例

Tab1 3 The opt imum allow ab le catch size of several species and the ir percentage of

the juven iles am ong catches for 26 hau ls

种类

spec ies

实测长度范围 /mm

leng th range

最适开捕长度 [4] /mm ( Lm )

optimum length at first capture

小于开捕长度百分比 /%

percen tage o f < Lm

颌圆鲹 Decap terus macarellus 75~ 130 180 100100

康氏马鲛 S com beromorus comm erson 75~ 130 510 100100

带鱼 T rich iurus haum ela 98~ 775 250 94120

竹筴鱼 T rachurus jap on icus 12~ 185 185 93133

蓝圆鲹 Decap terus maruadsi 35~ 195 155 93122

枪乌贼 Lo ligo sp1 22~ 515 170 85154

刺鲳 P senop sis anomala 70~ 170 110 9109

杜氏棱鳀 Thryssa dussum ieri 90~ 118 70 0100

乌鲳 Form io niger 185~ 463 180 0100

黄带绯鲤 Upeneus sulphreus 120~ 138 95 0100

312 对渔业资源的影响分析

南海北部灯光罩网渔业的特点是网目尺寸小,

灯光强度大, 作业水域浅。这些特点必然导致较高

的幼鱼渔获比例, 从而决定了灯光罩网不可避免地

对渔业资源产生不利影响。

( 1) 网目尺寸对渔业资源的影响。对于网渔

具来说, 网目的大小是影响渔获性能的一个重要因

素。网目过小, 网具捕捞选择性差, 可能增加幼鱼

渔获量, 从而损害渔业资源; 网目过大, 相当一部

分成鱼会因此逃逸, 可能导致渔获量下降, 从而影

响网具的捕捞效果。许多渔民为了维持生计往往只

顾眼前利益, 重产量轻质量, 经常使用网目尺寸较

小的网具进行捕捞作业。目前南海区使用的灯光罩

网最大网目尺寸为 36 mm左右, 最小 (网囊 ) 网

目尺寸仅 14 mm, 这样的网具必然导致幼鱼渔获量

增加, 无疑会对渔业资源造成严重的损害。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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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的灯光罩网网囊网目尺寸为 22 mm, 主要渔获

种类的幼鱼比例在 85%以上 (表 3)。可见, 只有

通过网具选择性试验研究, 根据捕捞对象的法定可

捕尺寸规定最小网目尺寸, 实行选择性捕捞作业,

才能减少罩网渔具对渔业资源的影响。

( 2) 灯光强度对渔业资源的影响。鱼类与光

的关系十分密切, 鱼类的发育、成长、繁殖都离不

开光。折射入水体中的光通过鱼的感光器官 ) ) ) 眼

睛对其行为产生影响
[ 5]
。许多鱼类都具有趋光性,

集鱼灯的灯光强度对鱼类行为会产生影响。影响鱼

类趋光的生物学因素之一就是年龄因素, 鱼类对光

源趋集反应因年龄而异, 通常都是幼鱼阶段趋光性

最强烈, 很多鱼种的成鱼对光反应微弱, 甚至不趋

光, 但在幼鱼阶段却呈现强烈的趋光反应
[ 6]
。甚

至同一鱼种在同一光照区内也往往是小个体鱼在上

方, 接近水面, 接近集鱼灯, 而大个体鱼在其下

面, 离光源也较远。据研究, 蓝圆鲹幼鱼对光的反

应很敏感, 一般趋集于离光源 1~ 5 m左右光区内,

在光场内上下、左右作不规则的游泳; 幼鲐对光的

反应特别强烈, 当接近灯光光源时, 密集成群, 趋

光行动也很稳定
[ 5- 6]
。由此可见, 灯光强度对幼鱼

资源产生的影响较大。近年来, 南海区灯光罩网船

数量正在增加, 而且使用的集鱼灯功率增大。虽然

该研究使用的调查船只配置了 72盏集鱼灯, 总功

率为 72 kW, 但典型的灯光罩网船在诱鱼时使用

300盏白炽灯泡, 每盏功率 1 kW, 即灯光总功率

高达 300 kW。如此之大的灯光强度, 毫无疑问增

加幼鱼渔获量, 不可避免地使海洋渔业资源遭受破

坏。这些应当引起捕捞团体、渔业主管部门和渔业

科研机构的足够重视。

( 3) 渔场水深对渔业资源的影响。灯光罩网

渔船主要集中于南海北部 40 m以浅的沿岸浅海作

业, 众所周知, 这一海域是主要经济鱼、虾类的产

卵场和育肥场, 也是小型渔船作业的渔场。再说,

光在水中的传播是随深度的增加而不断衰减, 显

然, 在浅水域光照度衰减较小。不难想象, 在沿岸

浅海渔场使用强烈的灯光进行捕捞作业, 集鱼灯光

有可能从水面透射到海底。在这一环境下, 趋光性

幼鱼难以逃出网具的包围圈, 灯光罩网的幼鱼比例

高也就不足为怪了。

此外, 灯光罩网主要部位的网目小且网衣柔

软, 渔获刺挂现象十分严重, 这些也是造成幼鱼渔

获比例高的原因之一。因此, 笔者建议从技术上改

进网具设计, 确定最小网目尺寸, 研究各种捕捞对

象的最适灯光强度, 进行选择性科学捕鱼; 从管理

上制定相关渔具管理政策, 严格执行和维护禁渔

区、禁渔期制度, 合理开发、有效保护海洋渔业资

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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