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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鱼灯是光诱就钓作业中的重要助渔设备，直接影响到诱鱼范围和效果。为此，一些学者对集鱼灯

的有效利用和捕捞对象的趋光特性等进行了研究[1-7] 开展集鱼灯光照度分布及其钓捕效果的比较试

验显得十分必要。根据 2003 年 9 -11 月我国就钓船在印度洋西北海域进行的莺乌贼资摞调查中，开展

的不同类型集鱼灯的对比试验结果，结合实际生产统计资料，对不同类别水上集鱼灯的光照度分布及其

使用效果进行比较和分析，为集鱼灯的有效利用提供基础。

1 材料和方法

1. 1 调查海域和调查时间

调查海域为 20N - 180N 、580E - 650E;调查时间为 2∞3 年 9 月 14 日一 11 月 4 日。

1. 2 调查船及其集鱼灯

调查船为浙江省远洋渔业公司普陀分公司所属的"新世纪 61 号"。其参数为:船长 49.7 m，型宽

8.5 m，总吨位 581 t，主机功率 441 kw , SE - 58 型钓机 37 台，船员人数 28 名。水上集鱼灯 120 盏 x2 kw , 

其中左舷 60 盏为该船原先安装的集鱼灯(为日本进口的金属卤化物灯，已经使用约 1 年时间，以下简称

"旧灯") ，右舷 60 盏为上海嘉宝协力电子有限公司提供的金属卤化物集鱼灯(以下简称"新灯")。

调查船水上集鱼灯的水平和垂直布置见图 1 和图 2。

1. 3 测试设备

光照度测定采用日本石川产业株式会社制造的水下灯光照度计，型号为 IU -2B。具有水上和水下

灯光照度的测定能力。测定范围为 0-2x lOS lx，测光精度为 0.1 lx，水下测光的下限深度为 50 m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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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l 新世纪 61 号渔船集鱼灯和钓机布置俯视图

Fig.l 币le platform of attracting-fish lamp and jigging machine on 出e fishing boat of Xinshiji No. 61 

1. 4 测定方法

测定左舷单列灯作用下的甲板光照度时，把左

舷灯在甲板上的垂直投影作为第 1 条"测光列往

右舷方向按 1.5 m、 3.25 m( 甲板中线)、5.0 m 、 6.5 m 

的水平距离依次划分第 2 条、第 3 条、第 4 条、第 5

条"测光列每列长 15 m。同时将集鱼灯自船脂第

1 盏起每隔 1 m设一条"测光行共 16 行。将测光

列和测光行的交点作为甲板测光点，分别测定其距

离甲板 Om、1. 5m处的光照度。采用同样的方法测

定右舷单列灯作用下的光照度。使用 Surler7.0 软件

制作光照度分布曲线，下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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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定水下光照度时，分别在左右舷双号钓机近

船脂方向的长网托架滚轮处(图 3，该位置与船舷的

水平距离为 3.0 m，即 3 . 7 m x cos350 ，其中 3.7 m 为

长网托架长度，35。为网托架的水平夹角) ，以及短网

托架滚轮处(图 3，该位置与船舷的水平距离为
1.0 m，即 1 . 2 m x cos30o ，其中1. 2m 为短网托架长

图 2 新世纪 61 号渔船集鱼灯和钓机截面示意图

Fig.2 咀le section figure of attracting-fish lamps and 

jigging machine on the fishing boat of Xinshiji No. 61 

度， 30。为网托架的水平夹角) ，垂直下放测光传感

器，测定 Om、2 m , 5 m ,lO m 、 15 m 、 20 m、 25 m 及 30 m 

水深处的光照度。

1. 5 测试内容 A.,--… 

(1)水上集鱼灯左舷崎 x2 kw 时的甲板光照川二
度、左右舷各部位水下 0- 30 m 的光照度 /~ 

二 。 照度计

(2)水上集鱼灯右舷 60 盏 x2 kw 时的甲板光照下放位置

度、左右舷各部位水下 0- 30 m 的光照度。

(3)实际生产作业时，不同灯光总功率下的左、

右舷各部位水下 0- 30 m 的光照度。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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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新世纪 61 号渔船光照度测量示意图

照度计
下放位置

Fig.3 The figure of measuring light about attracting-fish 
lamps on the fishing boat of Xinshiji No. 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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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结果

2.1 光照度的比较

2. 1. 1 左右舷分别开 60 盏集鱼灯时的前甲板光照度比较

本文的甲板光照度是指前甲板的光照度，对其有直接影响的为前甲板两舷的集鱼灯，船中后的其余

集鱼灯由于受驾驶楼的障碍，其光线无法直接到达前甲板。

测试结果表明，在甲板 Om层面上，在甲板中线上，左舷单列灯作用下的光照度约为 2500 lx ，而在

右舷单列灯作用下的光照度达到 3 ∞o lx，相差 500 lx。当水平距离均为 6.5 m 时，左舷单列灯作用下的

光照度平均值为 464 .4 lx，而在右舷单列灯作用下的平均光照度为 623.1 lx，相差 158.7 lx。因此，在距

离相同的情况下，左舷单列灯作用下的甲板光照度要比右舷单列灯作用下的甲板光照度小些。

从表 1 可知，在各测光列上，新灯在距甲板 Om处的平均光照度要比旧灯高 10% - 40% ，相差值在

160 - 900 lx 间;在距甲板 1.5 m处的平均光照度也比旧灯高 30% -70% ，相差值在 150 - 3000 lx 间。

表 1 左右舷前甲板的平均光照度比较

Tab.l Comparison of average light intensity on the front deck between left and right attrac伽g-fish lan耶

光照度Ox)
距甲板 Om处的平均光照度 距甲板 1.5m处的平均光照度

第 1 列 第 2 列 第 3 列 第 4 列 第 5 列 第 1 列 第 2 列 第 3 列 第 4 列 第 5 列

新灯(右舷) 5469 5375 3050 1425 623 9463 10α)() 52∞ 16∞ 659 

旧灯(左舷) 4563 4719 2769 1014 464 7019 7081 3081 1 170 513 

差值 906 656 281 411 159 2 斜4 2919 2119 430 146 

百分比(% ) 19.86 13.90 10.15 40.53 34.27 34.81 41. 22 68.78 36.75 28.46 

2. 1.2 左右舷分别开 60 盏集鱼灯时的水下光照度比较

为便于比较左、右舷单列灯作用下水下光照度值的差异，仅对各列灯作用下的一侧水下光照度进行

了测定和比较，即左舷单列灯时测量左舷一侧的水下灯光光照度，右舷类同。

不同开灯情况下，距离船舷水平距离 3.0 m各深度处的水下光照度分布见图 4、图 5。由图 4 可知，

在左舷单列灯作用下，水下 5m深水层的光照度约为 125 lx , 10 m 层约为 35 lx , 15 m 层约为 11 lx , 20 m 

层约为 5 - 6 lx ,25 m层约为 4 lx ,30 m层在 3lx 以下。而右舷单列灯作用下的各层光照度相对较高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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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开左舷灯时的左舷一侧水中灯光光照度分布

Fig.4 哑1e light intensity distribution under wa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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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开右舷灯时的右舷一侧水中灯光光照度分布

Fig.5 四e light intensity distribution under water 

when the right-side lights tum 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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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 5m水层的光照度为 150 - 220 lx , 10 m层约为 45lx ， 15 m 层约为 20 lx ,20 m 层约为 10 lx ,25 m 层约为

4-5lx ,30 m层多为 3lx 左右(见图 5) 。

从表 2 可知，新灯所产生的水中各层平均光照度都要比旧灯在对应水层的光照度高，其差值百分比

在 20% - 90%间。但从表层到 30 m 层，相应的差值从 273.3 lx 依次递减到 0.6 均表层 5m 内的水中光

照度差值较大， 10 m 以下各层光照度差值要小一些。

表 2 左右舷在水下各层平均光照度的比较

T'ab.2 COIl甲哑ison of average Iight intensity under water be伽een left and right attrac伽啥fish lamps 

平均光照度(lx)

新灯(右舷)

旧灯(左舷)

差值

百分比(%)

Om 

622.2 

348.9 

273.3 

78.33 

2m 

370.0 

237.8 

132.2 

55.59 

2.2 新、旧集鱼灯的钓捕效果比较

2.2.1 渔获产量比较

5m 10m 

185.0 45.3 

128.9 33.1 

56.1 12.2 

43.52 36.86 

15 m 20 m 25 m 

21. 2 10.2 5.5 

12.2 5 .4 3.9 

9.0 4.8 1. 6 

73.77 88.89 41.03 

30 m 

3.2 

2.6 

0.6 

23.08 

表 3 为新、旧灯作用下各台钓机的产量统计，其中 9 月 29 日 -10 月 7 日为左右舷各 40 盏灯时各钓

机双线作业时的渔获产量统计， 10 月 13 日 -10 月 24 日为左右舷各 30 盏灯时的各钓机单线作业统计数

据。从单台钓机产量来看，当左右舷各 40 盏灯时，右舷一侧的平均产量要比左侧高 5 - 10 kg;左右舷各

30 盏灯时，右舷一侧的平均产量要比左侧高 3 - 8 kg。

表 3 各台钓机渔获产量统计

Tab.3 The ca优h statistics for each jigging machine kg 

日期
时数 左舷 右舷

Pl p2 " PlO P17 P18 51 52 59 510 517 518 
(h) (盏) (盏)

9.29 10 40 40 27 23 25 23 22 28 28 32 30 25 28 32 

10.1 12 40 40 82 78 86 79 87 93 114 101 120 80 120 90 

10.2 12 40 40 34 41 30 35 24 26 38 27 36 34 40 40 

10.5 12 40 40 33 32 40 30 56 44 58 62 30 45 42 43 

10.6 12 40 40 54 41 50 55 43 47 50 60 54 56 50 55 

10.7 9.5 40 40 26 24 25 20 37 28 38 32 24 16 23 32 

平均产量 42.7 39.8 42.7 40.3 44.8 44.3 54.3 52.3 49.0 42.7 50.5 48.7 

CPUE[kgl(线 .h)] 1. 886 2.204 

10.13 12 30 30 43 47 ω 40 52 53 40 55 56 44 61 59 

10.14 12 30 30 61 64 72 68 64 56 60 75 62 83 80 75 

10.15 12 30 30 72 53 68 77 57 73 56 69 80 70 74 76 

10.22 12 30 30 65 60 54 66 62 58 82 68 63 67 64 66 

10.23 12 30 30 58 72 60 50 64 56 72 73 ω 65 75 75 

10.24 12 30 30 68 92 78 87 80 95 86 84 70 75 78 82 

平均产量 61. 2 64.7 65.3 64.7 63.2 65.2 66.0 70.7 65.2 67.3 72.0 72.2 

CPUE[kgl(线 .h)] 5.336 5.740 

注:表中 P1 、 51 分别指左舷 1 号钓机和右舷 1 号钓机，其余类同。

从 CPUE(单线每小时平均产量)来看，当左右舷各 30 盏灯时，左、右舷各钓机 CPUE 在 5.3 - 5.8 kgl 

(线. h)间，右舷要比左舷相对应的钓机高一些，其平均差值约为 0.4 kgl(线 .h)(表 3)0 当左右舷各 40

盏灯时，左、右舷各钓机 CPUE 在1. 8-2.2 kgl(线. h)间，但右舷同样要比左舷相对应的钓机要高一些，

其平均差值为 0.318 kgl(线. h) (表 3) 。

2.2.2 实际作业时的光照度比较

生产实践表明，莺乌贼比较喜弱光，因此在中心渔场生产时，一般仅使用一半数量的集鱼灯。表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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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左、右舷各 30 盏集鱼灯时所测得的各水层平均光照度。由表中可知，在相同水层，右舷单号钓机水中

光照度比左舷对应的水中光照度值高 10% - 350毛，而右舷双号钓机水中光照度一般比左舷高 20% -

30% 。

表 4 60 盏 x2 kw 时左右舷各水层平均光照度比较

Tab.4 Compariωn of average Iight intensity for different water layers 
on 伽e le位 and right side when the output power is 120 kw 

水深 左舷单号钓机 右舷单号钓机 百分比 水深 左舷双号钓机 右舷双号钓机

(m) (lx) (Jx) (%) (m) (lx) (Jx) 

。 15.83 20.98 32.53 O 273.33 320.∞ 

2 7.27 8.82 21. 32 2 190 ∞ 222.44 
5 5.50 6.13 11. 45 5 83.33 94.∞ 
10 4.13 4.67 13.08 10 9.30 11.90 
15 3.07 3.41 11.07 15 4.60 5.58 
20 1.73 2.15 24.28 20 2.87 3.62 
25 0.83 1. 06 27.71 25 1.73 2.27 
30 0.38 0.52 36.84 30 0.53 1.02 

3 结论与分析

百分比
(%) 

17 .07 
17 .07 
12.80 
27.96 
21. 30 
26.13 
31. 21 
92.45 

(1)左右舷分别开 60 盏集鱼灯时，在距甲板 Om、 1.5 m 层面上，右舷单列灯作用下的甲板光照度均

比左舷单列灯作用下的光照度高，距甲板 Om处的平均光照度要高 10% - 40% ，其差值在 160 - 900 lx 

之间。距甲板 1.5 m 处的平均光照度要高 30% - 70% ，其差值在 150 - 3 000 lx 间。右舷水中各层光照

度的平均值也比左舷对应水层的光照度高，其差值百分比在 20% - 90 %间。表层 5m 内的水中光照度

差值较大，而 10m 以下各层光照度差值要小一些。

在实际作业时，当左、右舷各 30 盏集鱼灯时，右舷水中光照度比左舷对应层高 10% - 359毛。

上述情况说明，在就钓作业中，新集鱼灯的发光照度和诱集范围较大，它将直接影响到渔获量的高

低，为此，建议各就钓船需要及时更换集鱼灯。当然，集鱼灯的更换一方面需要考虑集鱼的效果，另一方

面还要考虑其生产成本等因素，较为合适的集鱼灯使用周期需要做进一步研究。

(2)集鱼灯的不同，其捕捞效果也可能不同。试验发现，在左右舷各 40 盏灯时，右舷单台钓机产量

比左舷高 5 -10 屿，单线产量右舷各钓机要比左舷相对应的钓机高 0.20 kg o 当左右舷各 30 盏灯时，右

舷单台钓机产量比左舷高 3-8 峙，单线产量右舷各钓机要比左舷相对应的钓机高 0.34 kgo 

(3)生产实践发现，印度洋莺乌贼比较喜弱光。在一个比较合适的光照度范围内，新灯相对较广的

诱鱼范围可能是导致其所在的右舷一侧产量较好的一个主要原因。其合适的光照度范围可能与一些柔

鱼类一样，在 O. Ol-lO lx 间[剖，还有待于进一步论证。

(4)就钓作业是一个系统工程，涉及到集鱼灯发光特性、捕捞对象趋光特性和作业海域的光学特性

等，这些都会影响到对捕捞对象的诱集效果和钓捕效率，因此，在上述各方面需要做深入的基础性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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