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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平洋褶柔鱼 (oT d a
or ce : p ac iif cu

, )和柔鱼 (〔万九 m as t r e P h e :
ab 材ar m ` )是西北太平洋海域 ( F A O 划定

,

61 渔

区 )两种主要的经济头足类资源
,

在世界头足类总产量中占据着重要的地位 〔董正之
,

19 9 1〕
,

太平洋褶柔鱼主

要分布于 日本列岛周边海域
,

柔鱼分布在北太平洋广阔海域
,

资源都较为丰厚
,

目前主要作业方式都为钓捕作

业
。
1 9 8 9年和 1 9 9 3年我国先后成功地开发了 日本海太平洋褶柔鱼和西北太平洋柔鱼资源

,

并取得了显著的经

济效益
。

生产实践表明
,

影响渔获量的因素很多
,

其中脱钩率是抑制钓捕产金提高的主要因素之一
。

多年的测试结

果表明
,

太平洋褶柔鱼的脱钩率为 5一 10 %
,

柔鱼的脱钩率为 20 一 40 %
。

鱿鱼腕足断裂强度的大小直接影响到

脱钩率
,

为此作者于 19 9 5年 8月对在 14 o4 E 一 14 o6 E ; 3o8 N 一 4 o0 N 海域捕获的太平洋褶柔鱼和柔鱼腕足断裂强

度进行对比研究
,

分析腕足断断裂强度与体重
,

胭长的关系
,

为减少脱钩率
,

提高渔获量提供科学的理论依

据
。

1 材料与方法

1
.

1 材料

选用新鲜
、

刚钓获的不同胭长范围的太平洋褶柔鱼和柔鱼
。

1
.

2 方法

利用直尺 (精确度为0
.

1厘米 )和弹簧称 (5 公斤
,

精确度为 10 克 )
,

分别测定胭长 (厘米 )和体重 (克 )
,

并利用

19 9 6刃 4闭 1收到
。



1 16 上 海 水 产 大 学 学 报 5卷

机钓钩 (两层伞状
,

小号 )钩住鱿鱼的腕足中上部
,

用弹簧称用力拉至腕足断裂
,

并记下此时强度
。

2 结果

2
.

1 太平洋褶柔鱼触腕断裂强度

共测定 50 尾太平洋褶柔鱼触腕的断裂强度
,

其胭长和体重范围分别为 19 一 26
.

7厘米
,

150 一 425 克
,

并计算

断裂强度与体重之比值
,

结果见表 1
.

表 1 太平洋褶柔鱼触腕断裂强度测试结果

T a b
.

1 T h e r e s u lt s o f t h e b r o
ke

n s t r e gn t h o f T o dd r’ 心 ` 5 P a c

iij
e
us t e n t a e l e s

(((

默
,

弩
断

弩
度 断裂强度 /体重重 (

默
。

弩
断

弩
度 断裂强度 /体重重

222 4
.

8 3 0 0 2 5 0 0 8
.

3 333 2 4
.

0 3 0 0 2 0 5 0 6
.

8 333

222 6
.

0 3 5 0 2 6 0 0 7
.

4 333 2 3
.

6 3 0 0 1 9 0 0 6
.

3 333

222 1
.

0 2 0 0 1 2 5 0 6
.

2 555 2 3
.

0 2 7 5 1 8 0 0 6 5 555

222 1
.

0 2 0 0 1 4 0 0 7
.

0 000 2 2
。

5 2 7 5 2 0 0 0 7
.

2 777

222 2
.

0 2 1 0 1 5 0 0 7
.

1 444 2 7
.

0 4 2 5 3 2 5 0 7
.

6 555

222 4
.

0 3 2 5 2 3 0 0 7
.

0 888 2 3
.

5 2 7 5 2 5 0 0 9
.

0 999

222 2
.

5 2 2 5 1 4 5 0 6
.

4 444 2 2
.

5 2 6 0 2 10 0 8
.

0888

222 4
.

5 3 5 0 2 7 5 0 7
.

8 666 2 3
.

5 3 0 0 2 10 0 7
.

0 000

222 6
.

1 4 2 5 3 0 0 0 7
。

0 666 2 0
.

7 1 9 0 15 0 0 7
.

8 999

1119
.

7 1 5 0 1 0 0 0 6
.

6 777 2 1
.

4 20 0 15 5 0 7
.

7 555

222 1
.

4 2 0 0 1 2 0 0 6
.

0 000 2 3
.

0 30 0 18 5 0 6
.

1777

222 1
.

5 2 0 0 1 4 0 0 7
.

0 000 2 3
.

0 2 7 5 18 0 0 6
.

5 555

222 1
.

0 1 7 5 1 5 0 0 8
.

5 777 2 3
.

5 3 0 0 1 90 0 6
.

3 333

222 3
.

1 2 5 0 2 0 5 0 8
.

2 000 2 2
.

6 2 5 0 2 1 5 0 8
.

6 000

222 0
.

8 2 5 5 2 0 5 0 8
.

0 444 2 2
.

8 2 5 0 2 1 5 0 8
.

6 000

222 3
.

0 2 5 0 2 1 0 0 8
.

4 000 2 3
.

7 2 5 0 2 0 5 0 8 2 000

222 4
.

5 3 0 0 2 0 5 0 6
.

8 333 2 2
.

3 2 5 0 1 7 5 0 7
.

0 000

222 3
.

0 2 7 5 2 1 5 0 7
.

8 222 2 3
.

5 3 0 0 1 9 5 0 6
.

5 000

222 6
.

7 4 2 5 3 0 0 0 7
.

0 666 2 0
.

2 1 5 0 13 5 0 9
.

0 000

222 2
.

8 2 0 0 1 6 5 0 8
.

2 555 2 3
.

2 2 5 0 2 2 0 0 8
.

8 000

222 0
.

4 1 7 5 1 3 0 0 7
.

4 333 2 3
.

5 3 0 0 2 4 5 0 8
.

1 777

222 1
.

5 2 2 5 1 6 0 0 7
.

1 111 2 4
.

8 3 2 5 2 7 5 0 8
.

4 666

222 3
.

8 3 0 0 2 2 5 0 7
.

5 000 2 1
.

5 2 0 0 18 0 0 9
.

0 000

1119
.

3 1 5 0 1 3 5 0 9
.

0 000 2 1
。

5 2 0 0 15 5 0 7
.

7 555

2224
.

5 3 0 0 1 8 5 0 6
.

1 777 2 4
.

1 3 0 0 18 5 0 6
.

1 777

2
.

2 柔鱼触碗及第三腕足断裂强度

分别侧定 56 尾柔鱼的触碗和第三腕足断裂强度
,

其胭长和体重范围分别为 19 一 50 厘米
、

1 75 一 3 7 5。克
,

并

计算断裂强度与体重之比值
,

结果见表 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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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柔鱼触腕及第三腕足断裂强度测试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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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厘米 )

体重

(克 )

2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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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厘米 )

体重

(克 )

1 2 5 0 4 8
.

7 3 6 0 0

第三腕 第三腕

3 7 5 90 0 1 7 5 0 2 2
.

5 3 5 0 6 5 0 1 5 5 0 4
.

4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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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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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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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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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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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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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7 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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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

8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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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

3 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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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3
.

0 3 50 5 5 0 1 5 5 0

2 3
.

5

2 7
.

5

2 5
.

0

1 6 0 0

1 9 5 0

1 5 7 5

1 5 5 0

9 5 0

9 0 0

2 0 5 0

2 0 0 0

2 57 5

2 0 0 0

2 0 5 0

6 00 0

14 0 0

3 25 0

2 2
.

5 3 0 0 8 5 0 1 7 5 0 5
.

8 3

2 3
.

5 4 0 0 8 0 0 1 9 0 0 4
.

7 5

1
.

2

1
。

2

3
.

15

3
.

10

2 4 0 3 5 0 7 0 0 1 9 5 0 5
.

5 7

2 5
.

5

20
.

0

2 3
。

5

2 9
。

6

2 4 3

4 0 0 8 0 0

8 0 0 1 4 0 0

4 2 5 1 0 0 0

3 2 5 8 0 0

5 0 0 1 5 0 0

3 0 0 7 5 0

2 5 0 6 5 0

7 5 0 1 2 0 0

9 0 0 1 3 5 0

3 2 5 7 5 0

5 0 0 9 0 0

4 5 0 9 50

3 0 0 7 00

4 5 0 9 0 0

5 5 0 1 0 0 0

6 0 0 1 2 5 0

6 0 0 1 0 5 0

1 7 0 0 4
.

2 5

1
.

7

2
.

0 8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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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

4 8

1
.

3 7

1
.

4 6

1
.

4 1

1
.

1 1

1
.

7 2

1
.

2 9

1
.

1 3

3
.

8 0 3 2 5 0

2 2
.

0 3
.

0 0 1 9 5 0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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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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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

0 6

4
.

5 9

2 9
。

8

2 7
。

0

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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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1 7 5 0 2
.

3 0 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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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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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 0 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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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2
.

0

2 7
.

5

2 9
。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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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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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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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

2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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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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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3 5
.

3 3

1 4 0 0 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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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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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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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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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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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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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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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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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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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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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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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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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断裂强度与体 l 的关系

太平洋褶柔鱼触腕的断裂强度是体重的 7
.

4 88 倍
,

这说明太平洋褶柔鱼触腕不易断脱钩率低
,

而柔鱼触

腕的断裂强度仅为体重的 1
.

8 74 倍
,

触腕容易断
,

脱钩率高
,

但柔鱼第三腕足的断裂强度是体重的 4
.

3 19 倍
,

另

外也表明断裂强度与体重成正比关系
,

均见表 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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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两种柔鱼腕足断裂强度与体三的关系

T a b
.

3 Th e r e l a t io us h i SP be t w e e n b r o k e n s t er n g t h o f te n ta c le an d w e i g h t in th e t w o s q u i d s

种 类 断裂强度 /体重的平均值 方 差 9 5% 置信限

太平洋褶柔鱼的触腕

柔鱼触腕

柔鱼第三腕

7
。

4 8 8 0
.

8 8 7 6 ( 5
.

6 9 5
,

9
.

28 1 )

1
。

8 7 4 0
.

4 8 4 5 ( 0
.

8 9 5
,
2

.

8 5 3 )

4
。

3 1 9 0
.

9 9 4 5 ( 2
.

3 1 0
,

6
.

3 2 8 )

2
.

4 断裂强度与胭长的关系

太平洋褶柔鱼和柔鱼的腕足断裂强度与其胭长呈指数型关系
。

太平洋褶柔鱼触腕的断裂强度与胭长的

关系式为 P
l = 3

.

3 3 88 X 1 0
一心L Z ’ 84 , ,

R = 0
.

8 7
。

柔鱼触腕断裂强度与胭长关系式为 P
: 一 1

.

3 1 7 o X 10
一 3

L
盖 2
翔

,

R一 0
.

90
。

柔鱼第三腕足断裂强度与胭长关系为 P 3 = 2
.

9 1 2 o x l o
一 ’

L
,

·

’ 3` , ,

R = 0
.

8 7
.

3 讨论

( 1) 脱钩率与腕足的断裂强度关系密切
。

腕足的断裂强度越大
,

脱钩率越小 ; 反之就越大
。

生产实践表明
,

太平洋褶柔鱼触腕和腕足不易断
,

因而脱钩率低
;
而柔鱼的触腕和腕足易断

,

因而脱钩率高
。

钓捕作业中断须

脱钩率最多的是触腕
,

约占总脱钩尾数的 95 %以上
,

这在理论上得到了证实
。

在同一体重情况下
,

太平洋摺柔

鱼触腕的断裂强度约为柔鱼触腕的 4倍
,

是柔 鱼第3腕足断裂强度的 1
.

73 倍
。

因此我们可以认为太平洋褶柔鱼

脱钩率约为柔鱼的1
.

73 一 4倍
,

这与实际测定的脱钩率相一致
。

( 2) 减低鱿鱼 的脱钩率可以通过不同的方法来实现
,

主要包括钓钩大小
,

钓机的上升速度
、

抖动强度等
,

从目前的生产情况来看
,

根据不同的个体大小和海况调整钓机的上升速度是一种比较有效的方法
。

不同的上

升速度
,

对上钩的鱿鱼产生不同的上拉力
,

如果上拉力大于鱿鱼腕足的断裂强度
,

则产生脱钩
。

因此我们可以

建立不同胭长与上升速度之间的对应关系
,

从而根据不同的个体选择合理的上升速度
,

减少脱钩率
,

提高渔获

量
。

( 3) 由于一些客观条件的限制
,

作者未能利用不同型号的钓钩 (机钓钩和手钓钩 )系统地对所有腕足的断

裂强度进行测定
,

而只能有目的利用小号机钓钩对触腕和第三腕足进行了测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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