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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诱就钓捕捞技本就是利用就鱼趋光、靠群的特性，罪用钩钓作业的一种渔法。 利用在下灯进行钓

捕就鱼是一种新的捕捞技术。 该技术在80年代中期首先在日本、韩国等国的就钓船中得到应用。 分布

在北太平洋中部海域的大型柔鱼(1 -2kg) ，栖息水层白天 般在3∞-4(X)m，使用水下灯进行深水层的

诱靠柔鱼，使白天作业成为可能，从而大大延长了作业时间。 由于柔鱼具有昼夜垂直移动现象，在间栖
息水层为30-4Ocm，因而一般不来用水下灯。 我国就钓船从l拥7年开始，初步得到应用，特别是在1998

年蜿钓渔场探捕调查和生产过程中，取得了较好的效果，白天日产最高达到如多。 本主根据1998年6
月 7月在1650E_ 1750E海域的水下灯试验 ，时水下灯运用情况作一分析，以进一步提高渔获量和总

结Jj(下灯的操作规范。

1 材料和方法

调查船为天津远洋渔业公司的"天宏"号，总吨位499t，船长47.14 m，主机功率735 ' 5kWo 调查范围
为39 "N句420N、1650E_ 1750Eo 时间为1998年6月9 日 7月20 日，共历时42d 。 在上靠鱼灯功率虫

2kW，共90 只。 钓机为MY-2DP电脑集中控制型，共22 台，来用单线作业，每根钓线装有15个机钓钩。
水下灯装置左舷电缆1咽m，右舷电缆3田m，水下灯为金属卤化物灯，功率为5kW，共2 只。 白天作业时

间指黎明( 北京时间æ，oo，以下均为北京时间)至傍晚(14，00) 。

2 结果

2.1 白天利用水下灯的渔获情况
调查期间，白天利用水下灯钓捕深JJ<层柔鱼，共24.22t，占 总渔获量的20.62 % .实际作业27个白

天，平均日产为0锐，白天最高日产为3，。 根据渔获统计，白天日产在0.5t以下的有11 I虫，占40 .74 % ; 
日产量在0.5-lt之间的有8 次，占29.6311毛，日产量在1句2，之间的有5 次，占18.52 % ;日产量在且 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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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的有3 次，占11.11 %0
在探搞调查中，黄昏与事明两个时段上鱼效果较好，此时，作业水深 般为3曲-400m，Jj(下灯深为

200 -27Omo 通过试验发现，在170"E以东海域白天作业，当作业水深为300m 时，只能钓获少量的柔鱼

必须要设置在3曲阳4∞m之间;而在170 CE以西海域，3∞m作业在深也可钓获 定的产量。

2.2 钓捕技术
2.2.1 水下灯的使用方法与步骤

水下灯在白天的生产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经试验，若没有水下灯的诱集，不管作业水深放多部，

均没有钓到某鱼。 在 般情况下，利用事下灯诱集柔鱼之后， 整个自天都可以生产，特别是在黎明租

黄昏两个时段渔获相对较好。

一般地，在夜间生产到凌晨∞z∞时，作业海域天快发亮，钩机和于钓的渔获变得较少。 此时可以
将在下灯放置在中以诱集柔鱼，放置深度一般在60-1∞m之间，作业革深为1曲-180m，随着天逐渐变

亮，柔鱼下沉的速度很快。 水下灯继续下放至150伽2脑n，作业革深也加深重2∞-25Omo 等到ω∞

以后，天已变亮，柔鱼下沉至白天栖息的事层(一般在3∞-4∞m左右) ，因此水下灯要放置在200-

270m 水层，作业水深设置为3∞4恼n。 随着天逐渐变暗，柔鱼将逐渐上浮，因此水下灯需逐渐上提，每
间隔20-30 min 上提30-5阳"提升距离不能太太。 若是使用两个水下灯，则可采用轮流提升。 在上提

的过程中可以逐渐减弱光强。 临近黄昏时(16，30 )，应将水上灯全部打开。 至17 ∞时，水下灯上提至

40 -5ûm，最后关闭。 此时水上灯可以对柔鱼起到诱集作用。 在钓机的作业水深也逐渐上提时，钓机作

业水深与在下灯的垂直距离 般保持在1恼n左右。 关闭水下灯后作业水深为160-1回ffio
2.2.2 上钩率

从表1 可以知道，白天利用水下灯钓捕柔鱼的上钩率是较高的， 般在2 -5 尾/线·次，且、体平均为

3 .626 尾/线·次，这 数值比夜间作业的要高。6月29日钓获效果最好，白天且温获量为劲，上钩率为

4.945尾/线·次。 多次发现一个钓钩同时钓获2 尾大型柔鱼。 从总体上来看，机钓渔获效果白天要好
于夜间。 只是由于白天作业水层深，每作业 次共需时间10-15皿且，按12h计算，每台钓机只能作业48

-60次，作业次数仅为在间的1140

日 期

6. t� 

6.19 

6.22 

6.26 

8.28 

6.2'凹

合计

表1 白天利用水下町的上掏率统计

T"".1τheIM掬""'.曲目圃d呻剧-by田间皿.....-.."'"业"，d町也盟

钓 获 情 况

11(6)13' ; 10(5)13; 13(6)/5 

13(6)/6;19(9)沟;26(12)/10; 38( 18)/13 ;47 (写)/15;确(15)/15;32(21 )/13;到(12)19;
35(20)/11; 13(6)/ój2( 1)12 

4(0)12;8(2)/5; 18(8)19; 13(6)/ój7(2)/ój2( 1 )/1 

10忡)/6;16(6)/10; 19(6)/12; 10(3)斤;15(7)19; 15(5)1毡;6(0)/4;4(0)13

2(2)11 ;6(2)12; 1 (1 )/1 ;2(2)12; 19( 13)斤;5(1 )/4;3(2)13;3(0)/32(0)1 ;8(的15;
7(O)/5;1l(刮得;5(0)/4;10(1 )/6; 10(1 )/5;2(0)12;9(4)/4 

13(7)13;5(3 )/4; 19(2)徊。21 (的16;7(5)12; 25( 14)16; 12(9)/4; 1S( 13)巧;6(4)碎;'
(6)13; 1l(6)13; 1l(S)/4; 1l(5)巧;1O( 12)/4; 12(11)13 ;27(22)/8;33(21)1毡;28(10)19;
31(19)沟;7(9)/4;2D(7)J7

合 计

34(17)/11 

却5(143)/100

5-2(19)尼9

95(31);到

I田(37)/1自1

335(204)/100 

916(451)1377 

上钩率
〈尾往每次)

4.636 

4.018 

2.... 

2.135 

2.367 

4.9时

3.626 

注 ·表示渔获尾数(脱第尾数)1作业次数，其余间。 上钩率� (渔获尾数+脱落尾数)1作业次数，线次为每根机钧线作业 汰。

2.2.3 脱钩率

从表2可且，白天利用武下灯捕捞柔鱼，由于作业水层较夜间深，在同样的海况矗件下，脱钩率相时

较大，特别是在大风浪天，脱钩率平均为46.8 % ， 最高可达60%以上，而在风浪较小时，脱钩率-般在

却% -咽%之间。 由于白天作业水深为m啕4抽n，风浪超过6级一般都不作业，因此脱钩率总体保持
在20 9毛-40% 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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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4 钩机与本下灯的词距与渔获的关il\

从表3 可以看出，钩机与在下灯的间距与渔获的关系较为密切。 左右舷5-8号钓机距水下灯的水

平间距较近，水下灯设置的北层与钩机作业水深的垂直距离大约在100m，钓获效果较好，分别占各舷边

总上钩尾数的33.62%和30.23%0 随着事平距离的增加，灯与钓机作业革深之间的距离也增加，渔获

和上钩率则都逐渐减少。 1号和2号钓机占左右舷且上钩尾数的比例分别为23.03%和12.77%。
襄2 白天作业时罩鱼的血钩率统计

Tab.2 1be ... 虫.ed-oft' ndE揭....盛d at day锺-

风浪较大时 风浪较4时钩税号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右舷(%) 左舷 右舷(%) 

66.7 7 33.3 27.5 
到o 8 18.5 16.0 
33.3 9 25.0 24.5 
53.8 10 28.6 20.0 
53.3 11 28.6 
37.5 12 3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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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量壁主时
有舷(%)

50.0 
28.6 
54.5 
6.92 
40.0 
25.0 

主E些』
38.5 38.1 
20.0 25.0 
28.0 34.8 
26.1 44.8 
32.3 36.7 
'".6 

钓机号

1
2
3
4
5
6
 

褒3 胡机与水下灯的闽踵与渔获的关系
Th<时翩翩曲"恤....， """田aod伽.........宠d缸篱酣唱也事也..ma曲趾J'-皿dw蝇""回宿帕t

钓机与水下灯装置 渔获情况 作业次数 占舷边总上钩尾数的比例(%) 
水平的距离(rn) 芥舷 右舷 左舷 右'应 穿舷 右舷

15-20 28(10)* 28(17) 5 8 23臼 12.77

10-15 结(13) 43(31) 6 iO 24.25 16.!l:l 
5 -1O 'Xl(32) 148ω5) 11 16 33但 30.23
10 - 15 28(1的 86(37) 6 10 19.10 27.93 
15 - 20 览(18) 10 12.27 

181(65) 341(168) 28 54 ∞ 1∞ 

注:始表示榄获尾数(脱落尾数)，其余同。 比例; 1[(渔获尾数+脱第尾数)冲乍业次数J/各舷[(徨获尾数+脱落尾数ν作业

次数I1持皿ν1ω

注=脱钩率=脱钩尾数/(脏钩尾数+渔获尾敛〉。 风浪段大肘，只有右舷一侧作业。

钩饥号

2
$
8
0
u

f
 

J

「

卢

l

J

F

1
3

5

0队

川

合

Tab.3 

结论与讨论

(1)从今年的探捕和生产情况分析，水下灯的试验是成功的，取得了一定的渔获，可以说基本上达到

日本就钓船的同类水平[川平均日产为0缸，最高为知。 钓捕试验结果好于1拥7年的试验[，)。 水下灯

在京部大型柔鱼渔场所发挥的作用越来越明旦。

(2)白天利用在下灯作业，在风浪较小时，脱钩率在20%-40%之间。 在风浪较大达6级以上时，脱

钩率增加到60%以上。 钓捕作业时必须采用单线和顺次方式，以防出现作业事故和减低脱钩率。 减少

脱钩率的方法 主要有:确保钓机的E常工作，防止出现钓线纠缠和钓钩打架事故，钓机应根据海流的情

况采取顺次作业，顺次在深为1 -5m;风浪较大时，关闭船头的几台钩机，全部某用单线作业，机钓线为
80-1田号;减低网托架的水平角度，来用较宽的滚轮。

(3)水下灯的操作技术必须规范化，放置水下灯前要检查7.1<下灯是否能正常工作。 若果用自炽灯，

放至所需水层后，电压应该逐渐增加，不能立即增加至2∞v。 在关闭水下灯后，应将水下灯在海在中冷
却5句lOmin后，才能提出水面。

(4 ) 利用水下灯诱靠柔鱼的作业原理与7.1<上靠鱼灯相同，同样根据柔鱼的趋光特件内 为了:升

高在下灯的诱集效果，有必要针对不同事下灯，主要包括不同的功率、不同种类以及水下灯的数量，进行

较为系统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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