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介奇浓业 ���  年第 �� 卷第 ‘” 期 ! ∀ # ∃ % & ∃ ∋ ()∗∀ + , )+ ∗ � � �  
,

� �−. � /

西北太平洋秋刀鱼舷提网捕
,

捞技术
0

许 巍 朱清澄 张先存 钱卫国 朱国平 夏 辉
−上海水产大学

1

上海 �。。� 2 �/

摘要 自�� � 3年我国大陆成功开发了西北太平洋秋刀鱼渔场之后
,

秋刀鱼已逐步进人中国大陆市场
。

对于秋刀鱼捕捞

技术
,

在历经刺网
、

围网等渔具后
1

现基本以舷提网捕捞作业为主
。

根据 ��− ”年 4 一
.� 月大连

“

国际 2� 3’’ 号生产调查船

在西北太平洋海域进行探捕调查的生产情况
,

对秋刀鱼舷提网的捕捞技术
,

从渔捞设备至捕捞具体操作技术进行介绍
。

关键词 秋刀鱼 舷提网 捕捞技术 渔捞设备

秋刀鱼 −肠肠肠.5’∗
, 画扭 /广泛分布于北太平洋及其

沿海海域
,

是日本
、

俄罗斯
、

韩国
、

我国台湾省重要的

远洋渔业捕捞鱼种之5
’一 � .

。

最早开发的国家是日本
,

主

要从事近海作业
,

除兼捕作业外
,

具有专业捕捞渔船
,

船

型较小
。

我国大陆对于西北太平洋秋刀鱼渔业资源开发

较晚
,

因此目前秋刀鱼捕捞几乎都是鱿鱼生产的兼捕作

业
,

生产船也是由鱿钓渔船改装
,

年产量与日本
、

韩国

及我国台湾省相比
,

仍有很大差距
。

希望通过近几年进

一步的探捕生产
,

今后能拥有专门从事秋刀鱼捕捞作业

的渔船
,

使秋刀鱼产量日趋稳定
。

秋刀鱼舷提网作业自上世纪 3� 年代起源于日本的

禾叶县和神奈川地区后
,

因其操作简便
、

渔获率高
,

迅

速在日本全国推广应用
,

现已成为秋刀鱼捕捞的主要作

业方式之一
。

秋刀鱼舷提网捕捞
,

从渔捞设备的安装至

具体技术操作
,

因船而异
。

国外对秋刀鱼捕捞技术具体

叙述极少
1

国内仅孙满昌 〔3 6
、

林龙山 7 ‘6
、

王明彦 8’. 已

对西北太平洋秋刀鱼渔业
、

台湾秋刀鱼舷提网渔业及秋

刀鱼舷提网渔业现状作过阐述
。

本文仅以我国大陆第一

艘从事西北太平洋秋刀鱼捕捞生产船
—

大连
“

国际

2 � 3 ”

号为例
,

介绍秋刀鱼舷提网捕捞生产的主要渔捞设

备
、

网具的大致结构
、

灯光的基本配置及作业技术
,

希

望为秋刀鱼作业提供参考
,

提高捕捞效率
。

. 秋刀鱼舷提网渔具渔法

秋刀鱼捕捞作业基本上都采用舷提网作业方式
,

舷

提网属浮敷网方式
,

其形状为方形或者长方形
。

上缘用

一捆竹竿使网的上部浮于水面
,

将网预先铺设在水中
,

利用秋刀鱼的趋光性
,

用集鱼灯诱集鱼群
,

然后用舷提

网进行捕捞 9‘〕
。

作业正面示意图见图 .
。

收稿日期: �� � 一�;
一�.

·
�� 以年农业部

“

北太平洋公海秋刀鱼渔业资源探捕
1

项目

资助
。

圈 . 秋刀鱼般提网作业示愈

<
1

< 渔船与渔具

.
1

.
1

. 船型

在日本
,

秋刀鱼捕捞生产主要是近海作业
,

其它国

家和地区主要从事远洋捕捞
,

且多数是由远洋鱿钓渔船

兼作生产
。

对于一般的秋刀鱼舷提网作业渔船要求抗风

浪性能好
,

吃水浅
,

干舷低等
。

但随着造船技术提高
、

各

种起网机械开发以后
,

以上要求也不是十分突出了
。

.
1

.
,

� “

国际 2 �3
”

设备条件和主要性能参数

大连国际合作远洋渔业公司的
“

国际2�3
”

号是我国

大陆第一艘从事西北太平洋秋刀鱼渔业资源开发的渔船
,

在舷提网捕捞技术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
。

类型
: 鱿鱼钓兼秋刀鱼作业船 = 设计吃水

: 3
1

>? 叫

总长
:

 ;
1

4 ; ≅ = 型宽
: .�

1

.� ≅ = 型深
: 4

1

>� ≅ = 总吨 :

2 �2 Α = 净吨 : 3 4� Α= 设计航速
: .�

1

 节 = 舱容
: >� 3 ≅ 3 =

油舱 : 3 Β ≅ , = 淡水舱 :
 � 耐 = 发电机 : 3 台 = 主机型

号 : 4ΧΔ 3 −. � .�
1

; ΕΦ /= 速冻能力
:  � 口天 = 制淡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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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口天 = 集鱼灯功率
: > .? ΕΦ = 卫通 : 9ΓΗ月巧Ιϑ Κ Λ

、

Η

各 Μ 部 =
辅机型号

: 4 Ν Ι Χ一 Ο ϑ 9 台
,

! 一 . ;  . 台
,

ΛΙ,, ΠΝ Θ9 ΧΙΝ 9 台 −共 .. 2� ΕΦ /= 雷达 : 3部
,

含为秋

刀鱼作业新装 .部5ΝΡ 生产的5ΗΙ Σ > > >4 型探鸟雷达
,

该

雷达发射功率 4� ΕΦ
,

最大发射距离 .�� 海里
。

.
1

. 3 渔捞机械
“

国际 2� 3
, ,

号主要捕捞机器有船侧滚筒
、

绞机
、

离

心式吸水泵及鱼水分离器
。

.
1

.
1

? 探捕船灯光配置

秋刀鱼诱集灯配置是否合理关系到捕捞的成败
。

对

于灯光配置
,

不同的渔船有不同的配置方法
,

同时船长

经验不同也可能采取不同的配置方式
。

集鱼灯分为诱集

灯和诱导灯 � 种
。

诱集灯装置在诱集舷
,

诱导灯装置在

起放网舷
。

诱集灯用以诱集鱼群
,

诱导灯是用来把诱集

灯诱到的鱼群引导到装有网具的作业舷
。

光色通常采用

红色灯
。

因红色在水中传播差
,

有利于使鱼群集中到水

表层
,

方便捕捞操作
,

但也有采用白炽色和红色灯合用
,

以充分发挥白炽灯的诱鱼作用
,

又发挥红色灯的集鱼作

用
。

我国大陆和台湾地区的远洋秋刀鱼的诱集灯主要有

红
、

绿
、

白3 种颜色
,

将之合理搭配使用
,

而韩国的渔

船则普遍采用单一的白炽灯
。

渔船在海上航行
,

灯诱就已经开始
,

因此
,

就秋刀

鱼渔船而言
,

照明用电功率比较大
。

日本对集鱼灯功率

有一定的限制
,

不允许超过 3� Ε Φ
,

一般渔船在左舷起

放网−本探捕船在右舷/
。

集鱼灯装在竹竿上
,

灯竿挑出

舷外
。

灯箱有长方形和圆形 � 种
,

长方形灯箱里灯泡可

为 .排或 �排
,

本探捕船每一长方形灯箱白色和白色集

鱼灯使用 �排共�? 盏
,

而绿色集鱼灯则是每个灯箱�个
。

圆形灼箱则是装 �? 个灯泡
,

分 3圈
,

外圈 .3 个
,

中圈 2

个
,

中间 �个
。

具体的灯光配置如图 � 所示
:

Ι 一Τ 一Λ一Υ 一Π
1

长方形灯箱
,

Ο 一9
、

5
1

圈形灯箱
,

(
、

ς
1

是探照灯

.
1

.
1

 渔具结构

秋刀鱼舷提网网具较小
,

作业简单
,

其主要网片材

料和结构见下表
,

属具等见图 3
、

?
。

秋刀鱼艘提网网片材料衰

名 称 材料标堆
目大

−们比们。/
网 结

网线直

径 −≅ ≅ /

����
份5�4工5上缘网衣

主网衣

下缘网衣

侧网衣

ΘΠ !
1

Ω .�Ξ 34

ΘΠ !
1

Ω. �Ξ 34

ΘΠ!
1

Ω .�Ξ 4 �

Θ Π!
1

Ω .�Ξ 3 4

使用方向

纵目使用

横目使用

纵目使用

纵目使用

、

几

.
1

铁圈
,

�
1

俘棒
,

3
1

铁管
,

?
1

铁链

圈 3 浮棒示意

阵阵阵洲 吮产 片片产 吮节
口
吮吮洲 片,

ΜΜΜ

〕〕〕

共共共 关关关 共共
−−−

〕〕〕〕〕〕〕〕 −−−

一一一习一一一一一

圈?

〔〕浮棒绞机

绞机分布示Α

Β
网边绞机

圈 � 灯光砚Α

.
1

� 渔 法

秋刀鱼舷提网捕捞作业主要有鱼群侦察
、

鱼群诱

集
、

放网及诱鱼至放网舷
、

起网
、

鱼水分离几个步骤
。

.
1

�
1

. 鱼群侦察

秋刀鱼鱼群的侦察从白天就已开始进行
,

渔船航行

中
,

一般开启少数几盏绿色集鱼灯
,

同时通过垂直和水

平探鱼仪来观察鱼群 −白天主要是垂直探鱼仪 /
。

夜晚
,

秋刀鱼渔船云集渔场
,

此时鱼群的侦察除了通过探鱼仪

或声纳探测之外
,

在渔船航行中
,

还可通过船首尾的探

照灯扫海来观察鱼群的厚度
。

在鱼群侦察过程中
,

船长

的经验和其它渔船的动向也起着相当大的作用
。

.
1

�1 � 鱼群诱集

一旦发现大的秋刀鱼鱼群
,

船便慢速前进
,

并开启

船四周所有水上集鱼灯
,

开始诱鱼
,

诱鱼所需时间长短

不定
,

主要视鱼群靠拢程度而定
。

因此在诱鱼过程中
,

船

长和船员要时刻注意着鱼群动态
。

船长根据鱼群的厚度



‘

卉寿浓业 �&& 
年第 �� 卷第 .� 期 ! ∀ # ∃ % & ∃ ∋ ( )∗∀ + , )+ ∗ � � �  

,

� � −. �/

和自身经验
,

随时对灯光配置进行调整
,

以达到最佳的

集鱼效果
,

并决定是否放网
。

.
1

�1 3 放网和诱鱼到放网舷

放网是秋刀鱼捕捞作业中比较复杂的一项工作
,

必

须由船长和船员们相互配合好才能完成
。

当鱼群靠拢到

一定程度后
,

船长决定放网时
,

负责放网操作的船员各

就各位 −每台绞机都有专人负责
,

网衣的堆放也有指定

船员负责 /&

放网时
,

使作业舷受风
,

先关闭放网舷所有的灯
,

让

鱼群集中到另一舷
,

船长下令放网后
,

负责绞机的船员

开始工作
,

首先是放下浮棒
,

然后将网衣按顺序推放海

里
,

张开撑杆和网具
。

由于本探捕船秋刀鱼网具没有侧

推
,

因此只能靠风和流以及船倒车时的尾花将网具张开
,

这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放网的速度
。

当网下放完毕后
,

打开放网舷的诱集灯
,

同时慢慢的有顺序的关闭另一舷

的诱鱼灯
,

使鱼群诱集到放网舷
。

将鱼群从集鱼舷诱集

到放网舷的方法有两种
: 一种是引导鱼群穿过船底到放

网舷
,

适用于吃水浅的小船
,

其作业方法是
:
当集鱼舷

诱集了许多鱼后
,

打开放网舷的诱鱼灯
,

然后关闭集鱼

舷的诱鱼灯
,

将鱼从船底引向放网舷
。

另一种方法是引

导鱼群绕过船首和船尾迁回到放网舷
,

适用于吃水较深

的大船
,

其作业方法是
: 打开放网舷的诱鱼灯

,

从船中

央开始
,

依次关闭集鱼舷的诱鱼灯
,

把鱼从船首和船尾

诱集到放网舷
。

本探捕船属于吃水较深的渔船
,

采用的

是第二种方法
,

但在关闭集鱼舷的诱鱼灯操作过程中
,

关闭的顺序和时间间隔
,

不同的船有不同的方法
,

即使

相同的船
,

船长的经验不同操作方法也不一样
。

.
1

�1 ? 起网及鱼水分离

将秋刀鱼鱼群诱集到放网舷后
,

稍等一会儿
,

便关

闭船上所有诱集灯
,

只留下网具正中央的红色灯
,

诱使

鱼群聚缩上浮到水表凰红色灯虽然有稳定鱼群的作用
,

但时间过长会使鱼群向深处游去 /
,

船长下令起网后
,

为

了防止鱼自网的两侧逃逸
,

应先收绞环纲
,

再收绞下缘

纲
,

把网身吊起
,

固定于船舷
,

然后依次将网衣由两边

向中间聚拢
,

将鱼聚集到取鱼部
。

当秋刀鱼集中到取鱼

部后
,

放下吸鱼泵吸鱼
,

将秋刀鱼送人加工舱进行分类
、

装箱
、

冷藏
。

� Ψ5、 结

�
1

. 本文就
“

国际卯3 ”

号的探捕生产情况
,

简单介绍了

秋刀鱼捕捞船的性能要求
、

渔捞设备
、

网具结构
,

重点阐

述了舷提网捕捞的作业过程
。

在本次探捕调查中
,

据生

产统计
,

一般鱼情下
,

完成整个一次捕捞作业过程
,

从发

现鱼群至吸鱼结束
,

需?Β
一
4� 分钟

,

一晚最多可放十几

网次
,

因此在放网和诱鱼到放网舷过程中
,

船员之间
,

尤

其是操纵纹机的各个船员之间要配合的非常默契
,

同时

在放网过程中
,

船长对于开启和关闭各种诱集灯的时机

要把握的非常好
,

这是影响秋刀鱼产量的关键因素之一
。

�1 � 秋刀鱼对光有明显的反应
,

而红色光线能够刺激鱼

群运动
,

将秋刀鱼诱至海面
。 “

国际�� 3 ”

将绿色与白色

灯作为集鱼灯
,

红色灯作为诱鱼灯
。

在进行灯光照度的
了

测量中
,

我们发现白光在水平诱集范围最大
,

绿光次之
,

红光最弱
,

因此白天一般开启绿色或白色灯
,

最大限度

地诱集鱼群
,

晚上则多开启红灯
,

将鱼群集中在小的范

围内
,

以有利于捕捞
。

所以了解秋刀鱼的趋光行为以及

各种灯色
、

不同天气 −月光
、

雾/ 时的集鱼效果
,

对提

高渔获量有一定帮助
。

�1 3 虽然俄罗斯近年来开发了
“

降落伞
”

式尾拖网捕捞

秋刀鱼技术
,

试验也取得了成功
,

但其渔法与秋刀鱼舷

提网的渔法基本相同
,

均利用两船舷的集鱼灯与诱导灯

诱集鱼群人网后达到捕捞的目的
,

因此
,

可以预计在今

后相当一段时间内
,

以舷提网为主的秋刀鱼捕捞生产格

局不会有较大改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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