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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海北部拖网35．2与30．3 mm方目网囊渔获选择性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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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南海水产研究所，广东广州510300)

摘要：根据199r7年lO月和2000年11—12月的拖网网囊网目选择性试验资料，对网目内径35．2哪方目和30．3
咖方目网囊的渔获选择性进行了比较和分析。对比试验结果表明，35．2衄方目网囊渔获尾数总逃逸率为
39．28％、重量总逃逸率为16．18％，高于30．3 mm方目网囊的28．40％和7．47％，35．2 mm方目网囊的渔获选择

性有所提高；2种规格方目网囊及其套网中出现的渔获种类较为相似，具有释放鱼类种类少、数量低的共同特

点，且在渔获选择性能上的差别还不明显，对渔获种类数量的释放效果都相当有限；作为优势释放种类，大头

狗母鱼、条尾绯鲤和多齿蛇鲻在2种规格方目网囊中的尾数逃逸率和重量逃逸率分别在42．9％一65．8％和

24．2％～45．O％之间；其中条尾绯鲤和多齿蛇鲻的50％选择体长均未达到最低可捕标准。总体来看，2种规格方

目网囊对渔获的总体释放效果还不理想，要实现负责任捕鱼，需进一步放大拖网方目网囊的网目尺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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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展渔具选择性研究，是提高渔具的选择性

能、保护目标管理鱼种和实施负责任捕捞的一项重

要技术措施，而进行不同网目形状和不同网目尺寸

的选择性试验，则是制定适宜网目尺寸标准的基本

前提和有效途径。拖网作为海洋捕捞渔业中最重要

的渔具之一，其选择性研究更是受到广泛重视，在

网目形状和网目尺寸试验方面已取得了一些成果。

近20年来，国内外有关拖网网囊的网目选择性试

验结果表明，拖网方形网目网囊的渔获选择性能优

于传统的菱形网目网囊【l。8】。但迄今为止，国内有

关拖网方形网目网囊的不同网目尺寸系列的试验报

道较少。本文根据1997和2000年进行的拖网方目

网囊选择性试验资料，对35．2舢方目网囊和
30．3 mm方目网囊的渔获选择性能进行比较，探讨

这2种规格方目网囊对渔获选择性的影响和差异，

目的是为今后进一步研究制定南海拖网网囊最小网

目标准、渔具渔法改进提供参考和依据。

1 材料与方法

1．1材料

资料取自1997年10月和2000年11～12月在

南海北部珠江口以外370、371、399等传统渔区进

行的2个航次19有效网次的拖网选择性试验。该

试验使用套网法。试验船为“粤番禺01006”号和

“粤番禺01008”号木质双拖渔船，船长32．35 m、

型宽6．62 m、型深3．52 m，单船主机功率378

kw，最大航速10．75 kn。试验网为南海区通用的

圆筒型网具，由手工编织，网衣总长87 m、上纲

长42．42 m、网口目大800 mm、网口周长112 m，

试验网囊网目内径分别为30．3和35．2 mm。试验

网囊外安装网目内径为25 mm的套网，其长度和

宽度均比网囊大约15％。试验网次拖曳时间为3—

5 h，平均拖速近4 kn。

1．2方法

渔获取样。根据每网次渔获物进行随机取样，

按渔获种分类统计，分别计算渔获尾数和测量渔获

体长、体重。体长以mm为单位，按组距5 mm分

别统计网囊和套网中各体长组尾数及其所占百分比

等。

渔获选择率。采用逻辑斯蒂曲线方程作为选择

性模型，表达式为：Js(选择率)=网囊渔获尾数

／(网囊渔获尾数+套网渔获尾数)=1／[1+exp(口

一6·￡)]，式中参数的确定应用极大似然法，并采

用Ms—Excel的“规划求解”方法实现p枷】。

尾数(重量)逃逸率。为拖网套网中的渔获

尾数(重量)与网囊和套网中的渔获尾数(重量)

之和的比率。

渔获种可捕标准。参照广东省水产资源繁殖保

护实施细则暂行规定(1979年)，同时参考近年来

本海区有关主要种类开捕规格的研究成果¨¨。

2结果

2．1 2种规格网囊的渔获总逃逸率及主要渔获种

类组成

在30．3 mm方目网囊12有效网次试验中，除

鲳类等杂鱼外共鉴定39种经济种(包括套网内7

种，下同)，抽样渔获物统计2 898尾，重量165．9

kg。其中网囊内的渔获尾数2 075尾，重量153．5

kg；套网内渔获尾数823尾，重量12．4蚝u01。在

35．2 mm方目网囊7个有效网次试验中，除鳐类等

杂鱼外，共鉴定29种经济种，抽样渔获物统计

2 459尾，重量107．33 kg。其中网囊内的渔获尾数

1 493尾，重量89．96 kg；套网内渔获尾数966尾，

重量17．37 kg。35．2 mm方目网囊渔获尾数总逃逸

率和重量总逃逸率分别为39．28％和16．18％。而

30．3 mm方目网囊渔获尾数总逃逸率和重量总逃逸

率分别为28．40％和7．47％，说明35．2 mm方目网

囊的渔获选择性能有所提高。同时，2种规格方目

网囊中的尾数总逃逸率均明显高于重量总逃逸率，

表明从2种规格方目网囊网目逃出的鱼类个体相对

较小。

从2种规格方目网囊捕捞主要经济种类的出现

频率、尾数及重量组成看(表1)，尽管2种规格

网囊试验因试验时问、范围有所不同，捕捞主要经

济种类的出现频率、尾数及种类组成存在一定差

异，但在2种规格方目网囊中出现的经济种类，无

论在捕捞尾数还是在捕捞重量均占绝对优势，‘且在

2种规格方目网囊对应的套网中出现的渔获种类都

极为相似。这表明2种规格方目网囊具有释放鱼类

种类少、数量低的共同特点，且在渔获选择性能上

的差别还不明显，对渔获种类数量的释放效果也相

当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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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l 35．2和30．3衄方目网囊及其套网中主要经济种类的出现频率、尾数及重量组成
Tab．1 Thefrequency 0f嘲主n咖merd出sped嚣锄d their pereentage协蠊e total瑚珀哇ber粕d

weigM缸咖踟I塘re m姻h codends and伐nler nets ％

2．2 2种规格方目网囊主要渔获种的体长分布

由表1还可看出，在2个航次试验期间，2种

规格方目网囊所释放的主要捕捞对象是多齿蛇鲻、

大头狗母鱼和条尾绯鲤等。从这些释放优势种的平

均体长来看(表2)，2种规格方目网囊基本相近，

30．3 mm方目网囊均略高于35．2咖网囊；从它们
的捕捞优势体长组范围来看，2种规格方目网囊及

其对应套网中捕捞的优势体长组范围也基本处于相

同水平，35．2 mm方且网囊中的值略高些，范围略

大些。值得注意的是，大头狗母鱼在30．3 mm方耳

网囊的优势体长组范围和平均体长均大于35．2咖
方目网囊，这可能与其在30．3 mm方目网囊中的捕

捞群体结构或样本数量较多有关。在2种规格方目

网囊中，对多数蓝圆够的捕捞体长均达到法定最低

可捕标准(叉长120。mm)u1|，套网中仅出现几尾，

尚不足以分析和判明试验网囊对该鱼种的释放效果，

有待于进一步的试验查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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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渔获种 网囊in the codend 套匣皇也!!!!竺堕
main species 35．2 30．3 35．2 30．3

对于未逃逸出2种规格方目网囊的其它主要渔

获种类(表3)，如长尾大眼鲷、枪乌贼、乌贼、

白姑鱼、乌鲳、竹箕鱼、日本金线鱼等，捕捞体长

小于可捕标准的尾数比例在50．0％一100％之间，

大大超过捕捞允许的渔获比例，且在2种规格方目

网囊中，它们的捕捞体长小于可捕标准的尾数比例

的差异并不明显。此外，对刺鲳、羽鳃鲐、二长棘

鲷等少数种类在方目网囊中的渔获虽然全部达到了

最低可捕标准¨11，但由于这些鱼种均未在其对应

的套网中出现，故同样未能判断2种规格方目网囊

对这些鱼种有选择效果。显然，35．2 mm方目和

30．3 mm方目网囊对多数经济鱼种幼体的损害仍然

比较严重。

表3 2种规格方目网囊内的主要渔获种体长分布

Tab．3 The body l明gth伪n群粕d percenta妒0f the n岫ber of main c咖erdal speci嚣in the∞dend oIIly

注：·为叉长，··为胴长，其余为体长
NOIe： ·deno嘲fbrl【lerlgtll， ··lII蛐ne lengtll，tlIe otlle增a把body lengtll

2．3 2种规格方目网囊中释放优势鱼种的逃逸率

和选择参数

从多齿蛇鲻、大头狗母鱼、条尾绯鲤等释放优

势种类的逃逸率来看(表4)，它们的尾数逃逸率

和重量逃逸率分别在42．9％一65．8％和24．2％～

45．0％之间，说明2种规格方目网囊对它们都有一

定的释放效果。在尾数逃逸率方面，30．3 mm方目

网囊均略高于35．2 mm网囊；而在重量逃逸率方

面则正好相反。结合3种鱼类在2种方目网囊中的

优势体长组范围和平均体长值，不难看出，2种规

格方目网囊对释放优势鱼种的逃逸率上存在的不显

著差异，主要是由其捕捞群体结构差别较大所引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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鱼种

咖n specles

尾数逃逸率

esc印e rate in total number

重量逃逸率

escape rate in total weight

35．2 30．3 35．2 30．3

比较2种规格方目网囊对多齿蛇鲻、大头狗母

鱼、条尾绯鲤3种鱼类的选择参数(表5)发现，

多齿蛇鲻在35．2咖方目网囊中的50％选择体长
仅比30．3 mm方目网囊增加2．65％。选择范围相

当于30．3 mm方目网囊的2倍；条尾绯鲤在35．2

mm方目网囊中的50％选择体长比30．3 mm方目网

囊增加1．55％，选择范围增加率为103．8％；但在

35．2 mm方目网囊中，大头狗母鱼的50％选择体

长则低于30．3 mm方目网囊的值，减少率为

1．48％，选择范围基本相近。这种情况与2种方目

网囊在试验时捕捞的大头狗母鱼群体结构差别较大

有直接关系。比较50％选择体长、选择范围、AIc

值等指标可以看出，用逻辑斯蒂曲线方程对30．3

mm方目网囊中上述3种主要鱼类数值的拟合效果

要好于35．2 mm方目网囊。

通过这些鱼类的生长方程【121，计算出多齿蛇

鲻和条尾绯鲤50％选择体长所对应的首次开捕年

龄，无论30．3 mm方目网囊还是35．2 mm方目网

囊，它们均未达到性成熟，也就是说，2种规格方

目网囊对上述3种释放优势种类的释放效果还不理

想。

表5释放优势种的选择参数

Tab．5 The seIection p硼蛐ek始of鹳cape donlin锄lt speci嚣

3讨论

拖网是南海区最重要的捕捞渔具，由于其渔获

选择性差而被认为是造成渔业资源衰退的主要原因

之一，一度引起渔业管理者和渔具研究者的高度关

注和热烈争论，至今尚无明确结果。但事实证明，

拖网在南海区有其存在的必然性和合理性，通过技

术改进仍可以大大提高其渔获选择性能。影响拖网

选择性的因素很多，如网目尺寸、网且形状、渔具

结构、渔具材料及色彩、选择性装置、鱼类的群体

结构、捕捞对象的形态特征和游泳能力、渔船的作

业地点和时间变化等等¨卜坫J。总体来说，国内外

改进拖网选择性的技术手段主要集中于网且尺寸、

网目形状和分离装置等方面nj’7。3’14'坫一9I。在我国

现阶段渔业管理中，拖网网囊最小网目尺寸制度已

经颁布实施，尽管其实际意义受到许多质疑，但有

关渔具选择性问题，在FAO于1995年通过的<责

任制渔业行为守则》中，业已成为国际渔业管理

的一项重要内容，在渔业执法、对外交流、渔业谈

判、生态保护等方面，无疑是·项其他管理方式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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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替代的重要技术措施n3。15瑚]。因而继续加强和

完善拖网网囊最小网目尺寸和改进网目形状的研

究，对于强化当前渔业管理仍具重要的现实意义。

在南海北部这样一个多鱼种混栖的渔场，相对

于拖网这种可兼捕多种经济鱼类、渔获选择性低的

作业类型来说，它对各鱼类资源的影响程度因鱼种

不同而有所差异。然而，判断拖网网囊的网目尺寸

是否适宜，是相对于一些管理的目标鱼种而言的，

即按照对主要鱼种的影响是否较为有效的方法之

一【l引。从本文研究结果来看，35．2 mm方目网囊

与30．3删方目网囊相比，对主要鱼种的选择效
果有一些差异，但不显著，而引起这种差异的最主

要原因应该是2种规格网囊试验中所捕捞群体结构

的不同。笔者注意到，虽然2种试验网囊的试验地

点基本相同，但试验时间和作业网次上有所不同，

如35．2 mm方目网囊试验在冬季，网次较少，

30．3 mm方目网囊试验在秋冬季，网次较多。在鱼

类不同的生活阶段，其鱼体大小是不同的，如蓝圆

够、竹笑鱼和沟骖等中上层鱼类在秋冬季的个体较

大，群体结构也较为整齐。有关2种规格方目网囊

在春夏季节对蓝圆够、竹笺鱼和沟碜等中上层鱼类

的选择性效果如何，有赖于今后进一步试验求证。

综合分析认为，网目内径为35．2 mm的方目网囊

与30．3 mm方目网囊，对南海北部主要渔获的选

择性能均不理想，也就是说5 mm的网目间隔对2

种规格方目网囊的选择性效果影响不明显，因而，

采用这2种规格的方目网囊进行渔业生产仍然无法

实现负责任捕鱼。研究、应用方形网目网囊，放大

网目尺寸等在当前渔业管理中仍是一项简单而行之

有效的措施，但要实现南海北部海洋捕捞渔业的健

康、稳定、持续发展，还需要结合如降低捕捞强

度、实施限额捕捞、强化休渔效果、落实禁渔期和

禁渔区规定等等更多的措施和手段进行综合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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