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柔鱼广泛分布于北太平洋海域，资源丰富，同时存在着大小不同的几个群体 。据日本、韩国

和台湾省、渔船生产及调查结果，1600E以东海域，特别是1700E以东原流刺网憧场，柔鱼个体

大，一般在2公斤左右，而且栖息水层深，约300米。而在1600E以西海域的柔鱼主要以小型个体

(1公斤左右)为主，栖息水层较满，一般为100米左右 。由于柔鱼个体大小以及栖息水深不同，在

钓捕技术上存在着差异。随着作业范围不断向东拓展，在探索新温场的基础上，对大型柔鱼的

钓捕技术进行了试验和研究，以减少脱钩率，提高、渔获量，这将对我国就钓谧场的生产具有现

实指导意义。

1 材料与方法

调查时间为1997年6�7月，调查海域为300�450N，160Q� 1700E。调查船为中水太平洋、渔

业公司"中水四号"(主机1029kW，灯光120只X2kW，钓机为电脑集控型40台)和天津远洋温业

公司"天盛"(主机882kW，灯光140只X2kW，钓机46台) 。

分别统计手钓和机钓的产量;选择2�3名技术较好的船员统计每天的钓获尾数和脱钩尾

数;根据不同的钓机参数，对钓机上钩尾数和脱钩尾数进行统计;改变网托架的水平角度，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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柔鱼的钓获和脱钩尾数，试验2排和3排伞针钓钩的温获尾数和脱钩尾数以及不同颜色钓钩的

上钩率，脱钩尾数包括水中和水面以上的脱钩，水中脱钩以计算钓钩上的断须。脱钩率=脱钩

尾数/(脱钩尾数+上钩尾数) 。憧获统计以盘为单位，每盘为15kg 。

2 结果

2. 1 子钓与机钓的白获比

从表1可以看出:①'-lJ日产为1日屯

以下时，手钓与机钓所占比例分别为

64.6%和35.4% 0 7月18、20和27 H由

于臼天也进行了生产作业，因而机钓

产量相对较高;②当日产为1吨以上时

手钓与机钓所占比例分别为54.7%和

45.3% 07月2日子钓比例占83%.这是

因为风浪大达到7级，机钓线易纠缠，

不能正常作业;7月24�26日白天也进

行了机钓生产，包括白天的作业产量;

7月10日最高日产量为4.92吨，其子钓

/机钓=3/2;③从温获统计分析吁以

看出，在钓捕大型柔鱼时手钓所占比

例较大，占有相当重要的位置，原因之

一是手钓的脱钩率相对较低，而机钓

由于作业水层深，流急，钓线易纠缠，

通常不能全部正常生产，同时个体大、

腕足脆弱、脱钩率高。

2. 2 手钓脱钩率

寝1 中水四号机的与孚钓的渔事量

Tab. 1 The catches of hand jlgglng and machlne Jlgglng 

for "Zhongshul 4" f1shlng vessel 

门产1u，�以F 日产l吨以上

Illtll F钓(缸) 机钓(敬) H期 F钓<flV 机钓(盘)

6. 27 40 1 :� 7.2 83 17 

6.28 43 20 7. :� 36 33 

6.29 13 5 7.9 72 49 

6. 30 33 9 7.10 200 128 

7. 1 21 2 7.11 97 34 

7.1 48 17 7.17 39 51 

7.5 42 14 7.19 33 44 

7.7 39 19 7.21 41 48 

7. 18 12 27 7.23 49 44 

7.20 18 21 7.24 35 65 

7.27 5 20 7.25 28 65 

7.28 7 7 7.26 37 44 

7.29 10 9 

合计 334 183 合计 750 622 

比例 64.6% 35.4% 比例 54.7% 45.3% 

选择2�3名技术较好的船员使用3排伞针的手钓钩，分别统计每天的钓获尾数和脱钩尾数

(见表2).计算出其脱钩率 。在风浪较小时，于钓脱钩率为15.95%;风浪较大时(6�7级).其手

钓脱钩率增加为39.87%。作业水深一般为130�150米。

2. 3 机钓脱钩率

根据钓机不同工作参数设置，对机钓脱钩率进行测试和统计(表3)。根据不同部位的脱钩，

机钓脱钩分为水中脱钩、水面脱钩和在攘轮处脱钩 。从表3可以看出:①上升速度为40转/分时，

脱钩率较高，为37.2%;②上升速度为50转/分，无抖动时，由于作业水深不一，其脱钩率也不

一 。作业水深浅的，脱钩率相对较低 。当作业水深为75米时，脱钩率为23.81%;作业水深为160

�180米时，脱钩率为26.79%;③当作业方式采用抖动时，脱钩率会有所增加(主要是水中的脱

钩率).当上升速度为50转/分，抖动深度为20�40米，脱钩率比不抖动时增加近5%，其中水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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脱钩率高达22.44% ;④一般水中脱钩率均高于水上脱钩率，约占总脱钩率的3/4。在攘轮处的

脱钩率也较高，平均脱钩率为4.5%，约占总脱钩率的17.2% ;⑤当上升速度为50转/分时，约有

50�60%在滚轮处脱落的柔鱼刚好被下一个钓钩钩住，而当上升速度为40转/分时，这种现象

很少有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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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钓脱钩率的混IJ定

The rate or hooked-orr or hand jigging 

寝2

Tab.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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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 机钓脱钩率统计表

Tab. 3 Statlstlc or the rate or hooked-orr ror machlne jlgglng 

216 合ìt

总脱钩{尾数)
与脱钩*

172 
37.2% 

11 
6.4% 

53 
30.8% 

108 

105 
23.81% 

4(3) 
3.81% 

5 
4.76% 

16 
15.24% 

80 

205 
28.29% 

9(5) 
4.39% 

3 
1. 46% 

46 
22.44% 

147 

上 升40转/分，无抖动.作业
水深140-150米

上升50转/分，无抖动.作业
水深75米

上升50转/分，抖动深度20-
40米，作业水深160-180米

上 升50转/分，无抖动，作业
水深160-180米

水面脱钩(尾敬)滚轮处脱钩(尾数)
与脱钩率 与脱钩率

水中脱钩(尾数)

与脱钩率
钓获尾数钓机参数

112 
26.79% 

6(3) 
5.36% 

3 
2.68% 

21 
18.75% 

82 

注z括号内为脱落后被下一个机钓钩钩住的尾数。

网托架的水平角度

由于柔鱼在上升过程中碰到滚轮会受到阻力，有时难以进入网托，产生脱钩。针对这种情

况，通过改造网托架的水平角度，以减少在攘轮处的脱钩率(如表4)。据统计，当网托架的水平

角度较大时(25度)。在该处的脱钩率高达12% 左右，而当水平角度较小时(0�5度)，脱钩率可

降为2%。

2.4 

结论与讨论

(1)在钓捕大型柔鱼时，手钓所占的比例较大，约为总、渔获量的一半以上，占有相当重要的

位置。在风浪较小时，手钓脱钩率为15.95% ;风浪较大时(6�7级)，其手钓脱钩率增加为39.

87%。作业水深一般为130�150米，与西部温场的小型柔鱼相比C孙满昌和陈新军1996J，手钓

脱钩率相对较高。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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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 滚轮处的脱钩率统计

Statlstlc of the rate of hooked-orr caused by roll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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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g括号内为脱落后被下一个机钓钩钩住的尾数.

(2)钓捕大型柔鱼机钓脱钩率一般为20�40%，这一结果与西部i鱼场小型柔鱼的脱钩率基

本相同f孙满昌和陈新军1996J。当作业参数为上升速度50转/分、无抖动时，其脱钩率较低。一

般水中脱钩率均高于水上脱钩率，约占总脱钩率的3/4。在坦克轮处的脱钩率也较高，平均脱钩率

为4.5%，约占总脱钩率的17.2%;当上升速度为50转/分时，约有50�60%在擦轮处脱落的柔

鱼刚好被下一个钓钩钩住，而当上升速度为40转/分时，这种现象很少发生。 这可能在钓机速

度、钓钩间间距以及网托架的水平角度等之间存在着某种关系。

(3)柔鱼个体大，在上升过程中碰到滚轮会受到一定的阻力，有时难以进入网托，降低网脱

架的水平角度有助于减少脱钩率，当水平角度较小时(0�5度)，滚轮处的脱钩率可降为2%。

(4)在大型柔鱼的钓捕技术方面，本文仅作了一些观察，试验次数较少，需要进一步深入研

究和试验，如在利用水下灯有效地诱集柔鱼F改变攘轮的大小降低脱钩率F选择和改造手钓钩

和机钓钩以提高渔获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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