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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本文通过对2酬年海上生产调查试验的总结分析，初步研究「西南大西洋就钓作业中有关的钩和钩

线使用的生产技术问题。 结果表明①不同颜包的的钩的温获效果有差异，以草绿色钓钩的渔获效果最好，②

应将的线保持在探梅声波扩散居(DSL)的上方水层进行的捕，③生产中应根据渔获物个体大小的变化对钓钩

的规格、单根的线的钓钩数量和钓线的粗度进行调整G 渔汛初期可使用1>"'1.0mm的钓钩，学根钓线装25…

3θ只钓钩，的线选用50-60号;渔汛末OOJ可选用φ"，1.17-1.3Omm的的钩，单根钓线装15…2JJ只的钩，的线

选用回 90号。

主锺词 西南大西洋，就钓竹业，的钩，钓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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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experimental research on the use of hooks and Iines 

in squid jigging in the Southwest Atlantic 

TANG Yi 
(οcean College， sh吨fwi Fi.�heries U，刷m哟，51=唱'Imi 班班袍，由阳)

Abs位'8ct: Based on the挡回lysis on the sUTVeys and experiment on squid jigging upemlion in出e Southwes! AùantÎc 
wateæ in 2α刀， prelimin缸y studies on the use of hooks皿d lines in ji酶mg臼-e reported in the p叩" 咀le result.s 
，hσw that， 1) the fishing efficiency of the hooks of different colors is difTerent，削d出at of the gr田s green hook is 
th， be剑2) the ünes should be kept in the water a如.ye the DSL; 3) the size of the h田水s皿d the lin筒，出E
amount of hook 00 each line should be changed according 10出e varietv of the size of the catches. It臼叫F理"d
由此in the prime of the fishing 翩翩，也e Si7Æ of the I阳ks and lines should respec划时ybe</>=1仙nm and 50 
60， 25 - 30 hooks on each line. While at lhe end of the fishing储ason， the size of the hooks and lines should 
r田pectivelybe <Þ == 1. 17 - 1 .3伽nm and 80-90， 15-20h∞ks on国ch line 
K町wo时s:the Sou血west Atlantic;呵uid jiggi吨h∞.ks; 1ines 

头足类是西南大西洋最重要、资源数量最大的渔业资掘之一，主要种类自阿根廷晴柔鱼 ( III曰

argenttn旧/ Argentine Shor值n坷lIid / Red问耐，俗称自就)、巴塔哥尼亚枪乌贼(ln悔。因Z咽unic/
Pata召pman句uid)、七星就(Mart回矿句udeti / Black Blue Squid / Seven Star Fly吨Squid，俗称黑就)等[1]。

其中间根廷滑主鱼是该海域最引人注目的头足英资源rr年时捕量在50万吨以上，是该海域就钓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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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业的主要捕捞对象。1997年起 ，我国大陆开始有少量 渔船进入西南大西洋海域进行就钓探捕生
产[;J并于1998- 1隅年度取得重大进展。 但有关的渔业科学调查研究尚未进行。笔者随生产渔船垂
加了]999 -2000年度的就钓生产，果用随生产渔船在作业过程 中进行现场调查和试验的方法。 本主根
据对海上调查试验结果的分析，探讨了西南大西洋就钓生产中有关钓钩和钩线使用的生产技术问题。

1 材料和方法

1.1 调查船
船名:沪油田1(上海海祥渔业公司)
船舶类型:专业就钓渔船
主机功率，956kW
钩机MY -3DP(53白)
鱼探仪FCV - 161 

1.2 调查时间
zα](]年1月 5日至5月31日

1.3 调查海域
西南大西洋公海就钩渔场 (咄。S以

南、59"W以曲的公海水域，+.要是45 -47" 
5之间J}c域)、福克兰群岛暂时渔业保护与
管理区(F，]k\四ds Interim Cυ.nservation and 
M"，唱:ement Zone - F1CZ)和件部保护隘
( F olkl"，d;白血，C 酣n'ation 7..one - FOCZ) 

内就钓植场(图1)。

1.4 钓钩和钓线

钓钩，舟山产专业就钓钩，
� = 1.0mm、p=1.17mm、
1> = 1如mn;

钓线舟山产尼龙单丝钓线，50号、副
号、70号、80号、90号、1曲号。

1.5 调查试验方法
(J )不同颜色的钓销的渔获效果比较

试验。 在同 根钓线t将相同规格、不同
颜色(分别为兰、草绿、墨绿、粉红、情红)
的钓钩均匀间隔排列，进行渔获效果的比
较，并在不同位置的钓机上进行相同的对

'" " '" 50' 

国l 调查海ι飞 部分)示意回

比试验。 Fig. 1 00:: '" Areas covered by fishing 8illVeyS 

(2)不同钓捕水深植获放果的比较试
验。分别对同一台钓机、左右舷时称的不

50'W 

同钓机、同舷的不同钓机设置不同的钓捕水深，以相同的其他运转 参 数进行渔获情况比较，主要是比较
钩线放在深海声波扩散层(Deep Scattering La)咽. DSL)中和放在DSL上h的渔获效果(DSL的水深根据
鱼探仪映悻判断) 。

(3)钓钩规格、单根钓线的钓钩数量 和钓线粗度的选用。 生产中对钓钩规格、单根钓线的钓钩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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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钓线粗度的选用主要根据渔获物个体的变化。 调查中按渔获物的体重分为< l 00g、1∞- 200.、200-
3∞g，3∞-4 00.、>4 000五个等级，对调查船以 及同期我国大陆其他生产温船每日的渔获量进行统计，
以比较不同渔汛阶段渔获物个体大小组成的变化，用来作为调整钓钩规格和数量、钓线粗度的依据。

1.6 数据处理分析方法

t检验法[4J单因于方量分析F检验法[5]，Duneds新复极差测验法[6J。

2 结果与分析

2.1 不同颜色的钓钩的渔获效果比较试验结果

试验结果见表 10 .iíI.著性 方差分析的结果(表2)表明钓钩颜色对滥获效果的 影响 极为显著，说明阿
根廷渭柔鱼对不同颜色的钓钩有 定的选择性。 用Duncan's新复极差测验法进行事重比较的结果(表
3、表的表明草绿色钓钩和其他颜色钓钩的海获效果差异显著。 由于草绿色钓钩的温获量均值最高，因
此草绿色钓钩的渔获效果最好 。

日期

10/1 

lO!l 

12/1 

1311 

18/1 

I自/1

19/1 

2111 

来 源

额色因+A

误差e

总和

表1 不同面色钓钩的渔获效果试验结果(钓钩规格φ= 1.0mm) 

T曲.1 日血ing efIiCieJ:町ofh<础sof diffenmt四1101'S (Size of曲eho<曲:中= l.Omm) 

渔 4夫 量 (尾)
机号 时 阳]

兰 草绿 墨绿 粉主l

左16 17:∞17咽30 18 32 17 i 

右9 22:50-23:30 2玲 44 15 口

右11 22:40�23:卫] 27 飞5 10 6 

右臼 22:10-22:40 55 7吃3 24 13 

右9 17:30-17，到 7 21 12 2 

有m 18:10-18:20 2 3 4 。

右13 16:30-17:∞ 21 51 18 6 

左8 10:10-10，40 13 22 11 4 

均 值 21.125 3S .125 13.875 6.12:雪

袤2 的钩蛐色对渔获效果影晌的显著性方差分析表

T曲.2 Si回E翩翩，........皿d同E皿_oofi血mgd置ciency of曲曲lorsof hook 

言f.ð和! 自由度 均方和 F 

3928四� 4 锦2α'" 5.808 

5917 .5∞ " 169.0714 

9845.5∞ 

情红

10 

11 

24 

20 

7 

5 

19 

4 

12.500 

显著水平α

。∞11

表3 Dw阳画" 新复极差测验多重极差值 表4 不同盟色的钩的渔在量均值差

T曲.3 Du皿:an's mut鸣曲ru略F田100fi血mg T曲.4 0世'erence vallH盟d血..回....a配h
-町d由e colors of h曲k 010崎h"，如of dif(1臼回，1∞，.... 

dfe=35，p 2 3 4 5 
J 墨绿 儒红 粉"

草绿 14α】0 11.250 22.625 "α� 
15Rv (ð 4刷8 4.892 5.039 5.152 � 7.250 8.625 15.四m

墨绿 1.375 7.750 
L'ìRo01 6，200 6.485 6.664 6，778 

桶红 6.375 

2.2 不同钓捕水深的比较试验结果

西南大西拌就钓渔场*深一般在 120- 200m之间。 白天和夜间生产都使用水下灯诱集鱼群G 对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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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放在DSL层中和放在DSL居上方的渔获效果比较的试验结果见者5，对试验结果进行t检验的结果见
表6。此试验结果及对其的t检验结果来看，植获效果并不受钓钱放在DSL层中或放在DSL层上方的 影
响。表6 表明7组试验中 ，只有第 3组的钓捕水深对渔获效果影响的显著牟平达到0.05，但该组试验中
钓捕水深为 85m(DSL层上方)的渔获量均值却大于钓捕水深为105m(DSL层上方)的温获量均值。因
此，钓线放在DSL层中并不能提高温获效果，有时甚至降低了温获效果。

日期 船 位 水下灯
水深

10/1 
45哩。'5

701'J() 
6O"17'W 

表5 轴线放在不同水层的造在效果比较试验结果

Tab.5 Fi血吨 ""ω回cyof differ回直1ft血mg也有，.. 

=映 编号 的机
像水层 号码 时间 钩捕

水部

9O-1l0m 左12
ω:∞ω，30 8500 

ω:30 -10:∞ 1∞'" 

的帆运转一吹的 均值植在物数量

5，4，6，3，4，2，3，4，6 4.11 

7 ，7 ，9， 7 ，4，2，3，4，3 460 

45014'5 
在10

19:30-20:10 8000 5，3，5，2，6，4，13 ，4，8， 12， 7 ，8 6.42 
26/1 

27/1 

14/1 

编 号
统计最t

显著水平α

6O'23'W 

450}7'S 

a沪27'W

46咱7'5

ω"33'W 

0.52 

。ω

lwl(nl +口，2-2) 0.539 

62172 9O-115m 2 

3 左8

4 左9

62λ创 9O-110m
5 丘10

6 左12

70乃刻 I∞ 130 m 7 
4岛8

左8

2O:1O 却，50

19:30-19:50 

19:50 -20: 10 

19:30-19:如

19:50 -20: 10 

19:30-19:50 

19:50-20:10 

19:30 -19:50 

19咽50-20:10 

19:30却:10

却，10-20:50

1\0 m 9，9，7，8，4，6，5，5，9，7，置，2

85 m 3，5，5，6，8，5 

105 '" 1，3，6，5，0，1 

85 nl 5，10，2，5，4，7 

105 m 2，5，5，5，5，4 

85 .. 。 3，4，5，7，2，4 

105 j)】 5，2，1，1，3，3 

85m 6，4，1，0，4，1 

105 m 1，3，11，3，2，2 

85m 4.4，1，5，0，4，3，4，1，9，口，3

130 Iß 5，2咱2，3，6，I ，7 ，3， J ，6，2，5 

表6 钓钱放在不同水层的渔藐效果比较试验结果的t检验

T曲，6 1恒st 011 the fi血ing efficiency of differ咽.1剧由电d吨曲

2 3 4 5 6 

0.'" 2.23 0.96 1.78 0.67 

。凯】 0.05 0.20 0.10 0." 

。矗256 2.228 1. 37巳2 1.812 0.879 

2，3 钓钩规格、单根钓线的钓钩数量和钓线粗度的选用

6，33 

5.33 

2 67 

5.5 

4.33 

4.1ì 

250 

2.67 

3.67 

3" 

3.58 

7 

0.34 

。ω
0.532 

阿根廷滑柔鱼个体较小，体重 般小j'4剧g，最大为l000g左右。公海渔场和福克兰F1CZlFDZC 内
温场各月份的渔获物体重有 定的变化，统计结果分别见表7 和表 8 0

从表7 布在 8 来看，公海渔场 1月的渔获物个体主要在2∞g以下;2 -3月则主要为 1 00-2∞g和
200 - 300 g;4月绝大部分在200g以上，其中卫以 200-3∞g和>400g为主，福克兰渔场2 月的渔获物
个体主要为 1∞-200g和2 皿- 300 g，其中 200- 3 回g的个体占一半以上;3 月主要为3∞-400g和〉
4剧gj4月则绝大部分在300g以上，其中卫以>400g为主。5月以后，公海渔场和福克兰渔场的渔获物
个体均以 >400g占绝大多数 。由于渔获物的个体大小变化较).:，在就钓作业中，钓钩的规格和单根钩
线的钓钩数量以且钓线的粗度应以渔获物个体大小的变化为依据进行调整，随着渔在物个体的增大，逐
步改用较大规格的钓钩 ，并减少单根钓线的钓钩数量，同时相应地逐步增加钩线的粗度。 根据本次生产
调查，建议如表9 进行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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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7氢嗣年1-'月庭公海渔场渔在物体重分布情况

Tab.7 Roond we增dor也， """"" 皿咂盟酬忧"恤J四ωMay，姐"。

日μ

Rn

Rn

同月

何n

1
2

3
4
5

 

<1田E l∞-2∞e 200-300自 3∞-4∞草 ，4∞g 
7.23% 76回% 14.36幅 1.51呢 。 σ7号也

3.21% 54.12哥哥 37.70% 3.11% 1.86% 
46.62% 44.68喃 5.21% 3.49% 
8.93% 39.9% 口.64% 33.53% 

5.14% 94.86% 

表8 2(刷年2-'月福克兰渔场渔在物体重分布情况

T曲8 R曲nd耐地b.t of the四时田in F11口z """旺K:z on Feb. to May I 组刷

<1∞g iαJ-200g 2ω3∞E 3阻】-400g ，4∞g 

32.05% 57.63% 10.32 

5.24C，毫 46.32% 33.16% 15.28% 
7.23% 28.45% 64.32% 

0.47% 99.53% 

衰， 钩钧、钓线的选用

曰"

Hn

Mn

Hn

2
3
4
当

Tab.9 cha吨�of甜�阻e of hooks and Ii邸窍，拖到d the amount of hooks咽曲曲 .... 

月份 宁要温获吻的个体大小(g)

1-2 叫-300

3-4 200-301巧立刻 4ω 

5月之后 ，400 

饲钩规格(争皿)
l.O(小)

1.17(中)
1.17-1.3(大)

单恨钓线的钓钩数量(枚)

25 -30 

15-20 

15 -20 

约线规格

50-60号
刀8c号

8O-'Kl号或以上

3 讨论

(1 )试验比较的各种颜色的钓钩中，以草绿色(R 本称为薄青)钩钩的渔获效果最好，因此在西南大
西洋的就约生产中，应主要使用该种颜色的钓钩。 木次牛产调查 中发现，口本和我国台湾省的很多就钓
渔船只使用草绿色 种颜色的钓钩。

(2)本次生产调查的结果表明，在就钓生产中，将 钓捕革深设置在DSL层巾开不能提高渔获效果。
相反，由f钓捕水深的增加延长了钩机运转 次所帘的时间，减少了单位时间钓机的作业次数，从而可
能会对生产产生不利影响。 因此，钓捕水深应保持在TJSL层的土方。{日生产调查中发现，在渔汛末期，
大部分阿根廷滑柔鱼已发育到性成熟或接近性成熟，栖息在层下降，夜间的上浮运功也不明显，同时调
跃层的下降也使柔鱼的垂直运动受到局限。 这忖应适当加深钓捕水深，时将钓线放到DSL层中或以节
水层。 在本次调查试验中(见茬5)，1 月 1 0、26，27 日的试验分别在|司→钓机进行，但有时间上的差异; 1 
月 1 4日的试验在相同时间进行，但钓机平同，存在位置上差异。这种差异可能会对试验结果有一定的
影响，这是该试验主要的不足之处。 但是在生产现场几乎无法做到在同时、 |司位置进行不同钓捕点深植

获效果的比较试验ο 在今后的试验中，对该试验的方法和试验条件的设叶将有待进 步研究。
( 3)关于钓钩的规格、单根钓线钓钩的数量且钓线粗度随渔获物个体大小变化的调整的对比试验研

究，例如对某种规格的钓捕时象使用不同现格和不同数量钓钩的渔获效果的比较试验等，本次生产调在
中由于受到条件的限制，未能进行 。表8所列的情况仅是根据生产实践经验所得，目刷国内也未见有相
关报道，有关的试验研究尚有待进行3

应注意的是，渔汛最后阶段的阿根延滑荤鱼往往会出现上钩的"阵发"性· 会儿所有钓机全部苟极
好的渔获(几乎每只钓钩都有就鱼，甚至 枚钓钩有2尾以t-)，但持续一段时间后，又出现2、3个小时
或更长时间无一尾航鱼上钩的情况，之后卫有→会儿的旺发。 由于边时的撞在物个体一般都在400g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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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有的甚至达到近!(剧gf阵发"时很容易使钓线被拉断，因此，此时应特别注意使用较粗的钓线(如
90或 100号)。同时，钓线基部钢丝绳的使用显得十分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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