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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片式拖网在几内亚渔场的适用性

蒋传参
(上海水产大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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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 要 拖网渔具必须适应渔场和捕捞对象的特征
,

这对提高渔获效果是十分重要的
。

本

文对几内亚渔场所使用的48
.

78 x 56
.

64 m 六片式拖网的规格和主要性能参数作了具体分析
,

并对

网衣配置
、

装配工艺和几个部位的工艺性处理作了详细的说明
。

通过生产实践和与其它几种网型

的比较
,

证明了该种类型的拖网的优越性
,

以期对今后的渔业生产有所帮助
。

关扭词 几内亚
,

六片式拖网
,

头足类
,

底层鱼类

拖网在渔业生产中的应用最为广泛
。

目前在西非的远洋渔业中主要使用拖网进行生产
。

拖

网网具的种类很多
,

按结构区分主要有二片式
、

四片式
、

六片式
、

八片式等
。

根据渔场条件和捕

捞对象习性的不同
,

所选用的拖网网具结构也有区别 [黄锡昌
,

1 9 8 4〕
。

1 9 9 3年 2月
,

我国远洋渔船队经几内亚有关方面的同意
,

允许进入几内亚渔场进行生产
。

该渔场北部和几内亚比绍共和 国的水域相连
,

两国的海上分界线是以 A ( 1 0
0

5以 0召N
,

1 5
0

09
`

0 0乍 )
、

B ( 1 0
0

4 0 ` 0 0伙
,

1 5
0

2 0 ,
3 0 ,’W )和 C ( 1 0

0

4 0` 0 0啊
,

1 5
0

3 4`
1 5 ,’W )三点连线

,

然后再以 C 点为

基点作 2 3 6a 真方位线
,

直至 200 海里渔区
。

渔场南部和塞拉利昂共和国水域相连
,

两 国的海上

分界线以北纬 9
“

03
`
1 8伐叮线

。

中国水产总公司在几内亚渔场所使用的渔船类型比较多
,

其中

73 1 k w 的娓拖渔船所使用的拖网网具已经过两次改型设计
。

现使用的就是第二次改型设计的

48
.

78 x 56
.

64 m 六片式拖 网
。

该网具适合在粗糙海底作业
,

捕捞对象主要是头足类和虾蝶类

等底层鱼类
。

48
.

78 x 56
.

64 m 六片式拖网投产以来
,

在使用性能和捕捞产量方面都明显地优于其它网

型
。

1 网具主要性能参数
、

网衣配置和装配工艺

4 8
.

7 8又 56
.

64 m 六片式拖网的结构如图 l所示
。

1
.

1 网具主要性能参数

网具主要性能参数包括主尺度比例
、

配纲系数
、

网具贴底参数
、

浮力和沉降力
。

惊吓链配置

等
。

这些都直接影响到渔具的使用性能和渔获性能
。

1
.

1
.

1 主尺度比例

主尺度比例包括长周比 ( L / C )
、

上袖全长 比 ( L
l

I/
J

)
、

下袖全长 比 ( L
Z

/ L )
、

网盖全长比

( L
3

/ L )
、

网身全长 比 ( L
。

/ L )
、

网囊全长 比 ( L
S

/ L )等
。

主尺度比例的选用
,

直接影响网具的使用

性能和渔获效率 [陈忠信等
,

1 9 8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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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日日一é曰日

几内亚渔场娓拖渔船所使用的六片式拖网

经过了二次改型设计
,

原 1号网型曾于 1 9 9 3年内

使用
,

网具规格是 47
.

72 X 49
.

ZOm
。

其主尺度比

例分别是
:

长周比1 04 %
,

上袖全长比 34 %
,

下袖

全长 比 47 %
,

网盖全长 比 13 %
,

网 身全 长 比

3 5%
,

网囊全长比18 %
。

原 2号网型曾于 1 9 9 3年

底 至 1 9 9 4年 内使 用
,

网具规格是 50
.

58 X 53
.

90m
。

2号网是在 1号网的基础上进行改型设计

的
。

其中长周比比 1号网增加了 2
.

9%
,

网身全长

比比 1号网增加了 14
.

30 %
。

其余主尺度比例都

有所缩小
。

其中上袖全长比缩小了 6
.

3 %
,

下袖

全长 比缩小了 6
.

8%
,

网盖 全长 比缩小了 1 5
.

4 0 %
,

网囊全长比缩小了 5
.

6%
。

现所述的是 3号

网型
,

曾于 1 994 年 5月起投产
,

该网具规格是 48
.

7 8 x 56
.

6 4m
。

3号网型是针对 2号网型在使用中

所出现的间题而进行改型设计的
。

3号网的上袖

全长比和网囊全长比与 2号网相同
。

但长周比却

比 2号网增加了 4
.

7%
。

其余的主尺度比例都作

了相应的缩小
。

现将上述三种网型的主尺度比

例列表如下
,

以便比较
。

日

硕

/了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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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卜卜|111
赴

ì

图 1 六片式拖网结构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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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T h e s t r u e t u r e o f 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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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p a n e l d e m e r s a l t r a

w l

1
.

下网袖第 1段
,

2
.

下 网袖第 2段
,

3
.

下网袖第 3段
;

4一 7
.

网身
,

8
.

网囊
, 9一 16

.

大网侧
,

17
.

上网袖第

1段
,

18
.

上网袖第2段
,

19 一 22
.

小网侧
,

23
.

网盖
。

表 1 三种网型主尺度比例

T a b
.

1 T h e r a t io o f t h e m 对 n d im e n s io ns fo r 3 t y讲 s ,
t r a w l n e st

主 尺 度 比 例 ( % )

网 型

—
L / C L l / L L Z / L L 3 / L L

`
/ L L S

/ L

l 3

l 1

9

l 8

1 7

1 7

一aC甘,且,dA
人八」内了月悦nj乙

孟
d
ój性d

孟乙八Q̀dqJZ,Jd月2nllOCé
, .且11,1ù1.

1
.

1
.

2 配 网 系数

配纲系数包括上
、

下中纲配纲系数
,

上
、

下边纲配纲系数
,

燕尾纲配纲系数和力纲配纲系数

等
。

配纲系数的选择直接影响到网具的使用性能〔黄锡昌
,

1 9 8 4 )
。

六片式拖网配纲系数的选择 目前尚无统一的标准
。

现在主要参照 日本
、

韩国的经验并根据

生产实践加以适当调整
。

在配纲系数的选择方面 3号网与 1号网和 2号网的主要 区别如下
:

①上
、

下边纲配纲系数
。

3

号网与 1号网基本上相同
,

而 比2号网分别减少了 1%
; ②上

、

下中纲配纲 系数
。

除下中纲配纲系

数 1号网比 2号网和 3号网大 1%以外
,

其余都相同 ;③燕尾纲配纲系数
。

3号网比 1号网和 2号网

分别小n %和 4%
; ④力纲配纲系数

。

力纲从燕尾端至网身末端共分为 7段 (参考图 1 )
。

第 1段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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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段
,

3号网与 1号网大体上相同
,

但比 2号网分别小 1%
。

第 3段
,

3号网与 2号网相同
,

但比 1号网

大 3%
。

第 4段
,

考虑到这一部位下纲较重
,

网具受力较大
,

所以配纲系数取小一些
。

3号网 比 1号

网和 2号网分别小 1%
。

第5段
,

3号网配纲系数取大一些
,

分别比 1号网和 2号网大 1%
。

第 6段和第

7段
, 3号网配纲系数稍微取小一些

,

即分别比 1号网和 2号网小 2 %和 1%
。

3号网所选用的配纲

系数通过生产试验表明无论在网的扩张性能方面还是网的使用性能方面都明显地优于其它网

型
,

这说明3号网在配纲系数的选用方面是 比较符合生产实际的
。

现将 3种网型的六片式拖网

配纲系数的选择列表如下
,

以便比较
。

表2 六片式拖网不同部位配纲系徽

T a b
.

2 T b e as s e m b l l叱 r a tl o a t d i f fe r e n t e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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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

3 网具下纲贴底参数

捕捞头足类 (章鱼
、

墨鱼等 )和底层鱼类 (蝶类
、

绢头等 )要求网具下纲贴底
。

网具下纲贴底

性能可采用网具贴底参数来衡量
,

即

A 一 S下一 S上一 H
。

[A
,

网具下纲贴底参数 ( m ) , S下
,

下纲长度 ( m ) ; S 上
,

上纲长度 ( m ) ; H
。 ,

网

盖拉紧长度 ( m )〕

一般情况
,

参数 A 越大
,

表示下纲相对较长
,

作业时下纲便容易铺卧和紧贴海底
。

但该参

数过大会造成上纲相对偏短
,

浮力不能很好地发挥作用
,

网 口高度也因此而受到影响
。

网具下

纲贴底参数的选取
,

可根据模型试验和生产实践来确定
。

在这方面我国国内的机轮单拖网和机

轮双拖网 已有成熟的经验
。

如机轮双拖网
,

该参数在 1一 Zm 左右
; 广东省和台湾省的机轮单拖

网
,

该参数为 3m 左右
。

几内亚渔场六片式拖网的网具贴底参数参照 日本和韩国的经验加以选

取
,

通常网具贴底参数值为 4一 sm 左右
。

农 3

T 皿b
.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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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片式拖网浮力配备

hT
e b u o y a n e y d is t ir b u t io o

P a n e l d e m e r s al t ar w l n e t

O了ù
网型鞠迪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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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浮
、

沉力配备

六片式拖网浮力配备与二片式拖网有其

类似之处
,

即中纲部分浮力配备大一些
,

边纲

部分浮力配备小一些
。

但在分配比例上却存

在很大差异
。

二片式拖网中纲处浮力通常占

总浮力的 3 0 一 4 0%左右
,

边纲处浮力占 60 一

70 %左右
。

六片式拖 网中纲处浮力占总浮力

的 20 %左右
,

边纲处浮力占 80 %左右
。

几 内

亚渔场 3种类型的六片式拖网浮力配备情况

如表 3所示
。

上边纲

位置~

前 段

后 段

上中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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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上力纲上装配 浮子是改型设计的 2号 网

和 3号网所作的一种新的尝试
。

这种做法的优点

是网具在拖曳过程中浮子会产生浮力和扩张

力
,

这样既对网口产生扩张作用
,

同时由于浮子

所产生的浮力减少 了下边纲处 网衣的过多堆

积
,

和与海底过多的接触磨擦
,

减轻了下边纲网

衣的破损
。

在上力纲上装配浮子
,

经过了近 1年

的生产试验
,

效果很好
,

是一种值得推广的方

法
。

上力纲浮子装配位置如图 2所示
。

1号网
、

2号网下纲重量配备采取相同的形

式
,

即下中网平均每米水中重量为 8
.

39 公斤
,

占

整个下纲水中重量的 12 % ; 网盖下边纲平均每

米水中重量为 7
.

02 公斤
,

占整根下纲水中重量

的 2 8%
; 网袖下边纲平均每米水中重量是 6

.

7公

斤
,

占整根下纲水中重量的 60 %
。

3号网下纲各

段的沉降力所占的 比例与 1号网
、

2号 网差别不

大
,

但每米水中重量有所增加
。

其中下中纲平

均每米水 中重量是 8
.

52 公斤
,

占整根下纲水中

重量的 n % ; 网盖下边纲平均每米水 中重量为

7
.

4 4公斤
,

占整根下纲水中重量的22 % ; 网袖下

边纲平均每米水中重量为 7
.

27 公斤
,

占整根下

纲水中重量的 67 %
。

另外
,

在实际作业过程中
,

视网具的轻重在下三并 口处 加设铁链进行调

节
,

以使得下边纲在拖曳过程中不致离底而影

响捕捞效果
。

1
.

1
.

5 惊吓链配置

根据一般的生产经验
,

捕捞头足类和贴底

性鱼类
,

在下纲处必须要配备惊吓链
。

惊吓链一

般配置 3条
,

按当地名分别称为 M O N G O 链
、

C H O CO 链和 T A K O 链
。

惊吓链 配置如图 3所

示
。

一 般 情 况 下
,

捕 捞 大 个 体 墨 鱼 要 用

M O N G O 链
,

捕 捞 小 个体 墨 鱼要 用 C H O CO

链
,

捕捞章鱼则用 T A K O 链
。

根据我们在几 内

亚 2年的生产经验
,

捕捞墨鱼一般配置 2条惊吓

链
,

即 M O N G O 链和 C H O C O 链
。

捕捞章鱼则

要配置 3条惊吓链
,

即 M O N G O 链
、

C H O CO 链

和 T A K O 链
。

惊吓链长度通常是先根据悬索

入入 广广
333

{{{入
一

刀刀i
333

图 2 上力纲浮子装配图

F ig
.

2 A
s s e m b li n g o f f lo a t s t o u p p e r b e l l y l in e

1
.

上网袖前段
; 2

.

上网袖后段
; 3

.

小网侧
;

4
.

网盖 ; 5
.

上力纲
; 6

.

浮子
。

、 落 _ , /

图 3 惊吓链配置

F i g
.

3 A
r r a n g e m e n t o

f T ie k l
e r e

h
a in s

o
f

s ix
一
p a n e

l d
e m e r s a

l t r a w l n
e t

1
.

下边纲第 1段 ; 2
.

下边纲第 2段
;

3
.

下边纲第3段 ; 4
.

下中纲
。

理论进行计算
,

然后再根据生产效果加以适当调整
。

惊吓链粗度选择要看捕捞效果以及对拖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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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影响
。

一般情况下
,

只要拖力允许
,

惊吓链尽可能粗一些
,

捕捞效果较好
。

几内亚渔场 3种类型

的六片式拖网惊吓链配置情况如表 4所示
。

表4 六片式拖网惊吓链配置

T a b
.

4 D i s P o s i t io n o f t ie k l e r c h a i n f o r s i x
一

p a n e l d e m e r s a l t r a w l n e t

M O N G O 链 C HO C O 链 T A K O

网 型
长度 ( m ) 粗度 ( m m ) 长度 ( m ) 粗度 ( m m ) 长度 ( m )

链

粗度 ( m m )

1号 网

2号网

3号 网

4 l

3 8

1 2

1 2

28

2 8

l 2

l 4

l 6

1 6

l 4

16

3 9一 4 1 14一 1 6

1
.

2 网衣配置

拖网网衣配置应根据拖网作业原理和各个部位网衣在作业中所起的作用进行配置
。

通过

对 1号网和 2号网生产情况和 网具使用情况的分析
,

在网衣配置方面 3号网主要作 了以下几点

改进
。

1
.

2
.

1 改进几个局部部位 的网 片形状

如把网盖
、

背网网身网衣第 1段
、

大 网侧的第 3段等部位的 网片形状由矩形改为正梯形
。

经

过改进
,

不仅装配工艺更为合理
,

而且使得这些部位的网片受力情况得到改善
。

1
.

2
.

2 调整几个局部部位的网 目大小

如背网网身第 1段和大网侧网衣第 2段
,

网目大小由原来的 1 2Om m 改为 1 50 m m
。

1
.

2
.

3 调整几个局部部位的网线粗度

由于 1号和 2号网具在作业过程中局部部位的网衣发生了破损
。

为此
,

现将 3号网具的背网

网身第一段和大网侧网衣的第 2段网线粗度由72 股改为 90 股 ;背网网身第 2段
、

第 3段的网线粗

度由72 股改为 1 20 股
;
大网侧的第 3 ~ 6段

,

小网侧的第 4 ~ 6段
,

网线粗度由 72 股改为 75 股
,

经过

上述调整
,

网具的使用性能明显地得到改善
,

大大降低了破网率
。

1
.

3 对几个主要部位的网片采取了补强措施

新网投产以后
,

由于局部部位的网片 (如燕尾端
,

上
、

下中纲 口 门
,

上
、

下三并 口等 )受力过

于集中
,

往往会产生网片撕裂或破损现象
。

为此对上述部位按图 4所示分别采取补强措施
。

用作

补强的网片网目大小必须与原 网片相同
,

网线必须 比原网片上的网线粗
。

作者按此曾装配了 4

顶网具进行试捕
,

效果良好
。

2 性能分析

3号网投产 6个月来与另外 3艘相同马力的昵拖渔船所使用的 2号 网相比有以下几个特点
。

2
.

1 网具结构合理
、

强度大
、

破网率低

3号网新网投产半年多网具结构基本上稳定
。

没有产生明显的变形
,

破网事故较少
,

网产也

很稳定
。

根据 1 9 9 4年 5月至 10 月的生产统计表明
,

3号网所发生的破网次数为 5次
,

另外 3艘娓拖

船所使用的 2号网在相同的生产时期和同样的渔场所发生的破网次数分别为 7次
、

10 次和 13 次
。

这里尽管有起
、

放网操作所产生的破 网事故等诸多原因
,

但从另一个方面也反映了 3号网在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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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和装配工艺等方面是比较成功的
。

1115 0/ 15 000

999 0/ 1 5 ()))

图 4网具局部部位的补强

Fi g
.

4 leo a ls t re ng t he ni ng o f t he ne t

1
.

燕尾 网
; 2

.

网盖和上三并 口
.

2
.

2改善了网具贴底性能

这可以从以下两个方面反映出来
。

一是起网时下纲铁球和铁链磨得比较光亮
,

腹网部分有

杂物和烂泥
。

二是从所捕捞的渔获物 中也可以反映出来
。

1 9 94年 5月至 10 月各个月份生产情况

如表 5所示
。

表 5 几种底层鱼类产 t 占各月产 t 的百分比

T a b
.

5 T b e . o n t h l y 碑cr e n t a g e o f s e v e r a l d e m e sr 目 f i s h e s P r o d u e t i o n

称 \
月

< 乏纬
)

\ 份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鱼 种

墨 鱼

章 鱼

姚类
、

组类

7 8
.

9

0
.

6

6 0

3

2 3
。

3

4 8
。

9

l
。

3

1 4
。

3

,自OJQ口

…
4
,1一b月了,人夕ó叮̀

:
0
l .工A
`月了,1

从上表可以看出
,

底层鱼类在各个月份的产量中占有较大的比重
。

底层鱼类多
,

说明网具

浮
、

沉力配备得当
,

以致网具贴底性能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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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

3提高了网具的稳定性

3号网网身和 网囊的长度占网具全长的 48 %
,

由于网囊比较长
,

且重
,

所以网具被拖动时

不会产生左
、

右摇摆和尾部漂浮现象
。

.2 4 增加了网 口扩张性能

拖网网口形状取决于垂直扩张和水平扩张的比值
,

它对渔获量有决定性影响 [弗里德曼
,

1 9 8 8年汉译本 〕
。

从鱼探机映象和实际捕捞效果看
, 3号网能够捕捞距离海底 sm 高度的赤鱿

。

另外
,

这种网

具还能捕捞游速比较快的鳖鱼
。

这说明网口的扩张性能和 网口高度比较理想
。

1 9 9 4年 5月至 10

月各个月份赤鱿
、

鳖鱼的生产情况如表 6所示
。

表` 19 94 年 5月至 10 月赤娩
、

盆鱼产 t

T a b
.

` T h e l a w e r o a k e r an d s h ar k P r od u e t lo n f or m M ay ot o 吮t o加 r In 19 9 4

五

月份

2 4 0

16 0

1 00 18 0

1 6 6 0 1 58 0

0 009妇QéO
了ù鱼鱿

鱼一盆赤

3 生产实践的检验

3
.

1 同一艘船使用不同规格网具的生产情况比较

1 9 9 3年 5月至 10 月在同一渔场上 2号船使用 1号网
。

1 9 9 4年 5月至 10 月 2号船使用 3号网
。

投产

结果如表 7所示
。

表 7 使用两种不同规格的网具产 t 比率

T a b
.

7 T h e P r o d u e t lo n eP cr e n t a g e 加 tw ee n t w o 山 f f e r e n t t ar w l n d

五

月份\
、

\塑称火旦

:
nùO曰4

工RJ

:
OJO乙

亡」ó吕,口OJ自D1号网

3号网

4 2

58

4 l

5 9

4 6
。

4

5 3
。

6

从表 7可以看出
,

1 9 9 4年使用 3号网具在产量方面 明显地高于 1 9 9 3年 1号网具
。

两种不同规

格的拖网按月产量对比
,

最少的超过 0
.

6%
,

最多的超过 24 %
。

明显地显示了 3号网具在生产上

的优势
。

3
.

2 4艘同类型娓拖渔船在相同条件下使用两种规格的六片式拖网产 t 比较

1 9 9 4年 5月至 10 月
, 4艘 73 1k w 的娓拖渔船在同一海区使用两种不同规格的六片式拖网

进行生产
。

其中 1号
、

3号
、

4号船使用的是 2号网
,

2号船使用的是 3号网
,

其产量情况如表 8所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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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8 同类型的渔仍使用两种不同规格的网具产 t比较

T . b
。

8 Th
eP r od uct in o e o mP ar i s on a m on gtb e s

呱
ed l n d of f ish in gb o at s u s in gt w od f f ir e en t tr a wln et s

\ 又 月

些
( % )份 五

3号网 (2号船 )

2号网

(l号船 )

( 3号船 )

(4号船 )

2 l

2 5

2 1
.

2

2 3
.

4

2 3
.

6

2 2
。

4

2 3
.

2 1
。

2 2
。

5

2 4
.

0

8 1
.

4

2 5
.

4

2 5
.

8 2 52 4
.

2 8 7
.

2 2 4
.

6 2 5

从表8可以看出
,

5月份 2号船使用 3号拖网与3号船
、

4号船使用 2号拖网进行生产
,

产量相

差不多
,

稍微高出 0
.

1~ 0
.

2%
。

但与 1号船相比
,

产量相差 比较明显
,

2号船比 1号船产量提高

4
.

1%
。

8月份
,

4号船产量比2号船稍微高出1
.

3%
,

但2号船与1号船和 3号船相比
,

则产量相差比

较明显
,

2号船比1号船产量提高 3
.

7%
,

比3号船产量提高 5
.

2%
。

其余 4个月份
,

2号船产量比另

外 3艘船的产量都有明显的提高
,

提高幅度最低的为 3
.

8 %
,

最高的甚至达到 12
.

5%
。

这再一次

有力地表明了 3号网型无论在设计方面还是在装配工艺方面都是成功的
,

是值得推广的一种优

良网型
。

综合以上各项的分析和通过生产实践的检验
,

足以证明了 3号拖网网具具有以下特点
:

①

网具结构合理
、

强度大
、

破网率低 ;②改善了网具贴底性能 ; ③提高了网具稳定性能 ; ④增加了

网口扩张性能
。

此种类型的拖网适宜在粗糙海底作业
,

捕捞对象主要是头足类和底层鱼类
。

与几内亚渔场

相类似的其他渔场也可以采用此种拖网网具进行生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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