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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西兰海域捕捞双柔鱼(Nototodarus slωni)有光诱就钓和拖网两种作业方式[奈须敬二

等1991J.其中光诱就钓作业开始于70年代初，主要植场集中在新西兰周围海域 的大陆架范

围内。80年代以来双柔鱼的产量为4�10万吨(包括拖网)[陈新军1996J.1996年�1997年度我

国首次来吨大规模的就钓船(约60艘)进入新西兰海域作业。作为一种新的捕捞对象，捕捞技术

与捕捞分布在西北太平洋海域的柔鱼有所差异。为了提高钓捕效率，本文作了试验，主要研究

钓钩颜色和钓钩大小对上钩率的影响。

l 材料与方法

作业、渔场为新西兰周围海域。时间为1997年1月18日至4月23日。作业船为中水四号(全长

60. 87米，主机为1 050千瓦，集鱼灯2kWX 120只〉。试验钓机为船右前侧8台(MY-2D型)。钓

钩全为日本产，型号为CM(伞的直径1.5mm.2排)、SM一7(1. 3mmX 2)、S-6A (1. 1 7mm X 3) 

三种，钓钩颜色有谈红、红、淡绿、 谈蓝、黄、夜光和碧绿七种。钓线粗度为80号。

钓机上升速度一般为60转/分，高产时为45�50转/分，下降速度为70'"'-'80转/分，无抖动方

式，作业水探视实际情况而定(50�100米)。

以30分钟为一个测试单位，分别记录各种条件下的、渔获量和脱钩量，以尾数为单位。脱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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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包括水中脱落和水上脱落。上钩率为某种钓钩的(谧获量+脱落量)/(总的温获量+总的脱

落量)。

陈新军z钓钩的颜色和大小对双柔鱼钓捕效率的影响4期

结果2 

钓钩颜色的选择

每根机钓线均匀分布7种不同颜色的机钓钩(SM一7型)各5枚，共进行了21次测试。其结果

见表10分别计算出平均捕捞 效率(假定黄色机钓钩的捕捞 效率为1. 000)。从表l可知，以黄色、

淡绿色和谈蓝色机钓钩的捕捞 效率较高，淡红和碧绿色机钓钩次之，红色和夜光最差。

2.1 

不同大小机钓钩的上钩率比较

每根机钓线装30个黄色的钓钩，CM、SM-7和S-6A型各10枚，均匀分布。测试结果见表

2。结果表明，当憧获物以 嗣长15�20厘米的就鱼为主时，S-6A和 SM一7型机钓钩的上钩率

为好，CM塑机钓钩较差ω当温获物以嗣长20�25厘米的就鱼为主时，CM、SM一7和S-6A型

机钓钩的上钩率差不多，但以SM一7型较好。

2.2 

表1 各种颜色机钓钩的渔获效果(单位g属徽)

The catch efflciency of dlfferent colourful machlne jlggers CUnlt: number of squld) Tab.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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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不同机钓钩的上钩率比较

Tab.2 Comparison of jigging rates for different machine jiggers 

钓钩型号 CM型 SM一7型 S-6A型 小计 备 注

上钩(尾数) 20+5 71+12 102+4 193+ 21 

上钩率(%) 11. 68 38.78 4自.53 100 钓销对象个体桐长主要为15

上钩〈尾数〉 10十3 30十3 37十2 77+8 -20厘米，风力2-3级，上钩
2 

上钩率(%) 15.29 38.82 45.88 100 尾数包括钓获利脱落尾数
上钩(尾数) 25十1 65十8 98+5 188十14

3 
上钩率(%) 12.87 36.14 50.99 100 

上钩(尾数) 21 + 1 51+7 72+3 144+11 
4 

上钩率(%) 14.19 37.42 48.39 100 

合计
上钩(尾数) 76+10 217+30 309十14 602+54 

上钩率(%) 13. 11 37.65 49.24 100 

上钩(尾数〉 14十10 16十。 11+0 41十。

上钩率(%) 34.15 39.02 26.83 100 钓捕对象个体嗣1.":主要为20

上钩(尾数) 31+0 32+1 28+1 91+2 -25厘米.风力3级，上钩尾
2 

上钩率(%) 33.33 35.48 31. 18 100 数包括钓获和l脱落尾数
上钩(尾数) 25十l 28+1 21+0 74十2

3 
上钩率(%) 34.21 38.16 27.63 100 

上钩(尾数) 21+1 23十l 21+1 65+3 
4 

上钩率(%) 32. 35 35. 29 32.35 100 

合计
上钩(尾数〉 91+2 99+3 81+2 271+7 

上钩率(%) 33.45 36.69 29.86 100 

3 小结与讨论

(1)新西兰周围海域的双柔鱼对黄色、 谈绿色和谈蓝色机钓钩的上钩高。据观察，日本、台

湾就钓船也基本采用上述三种颜色的机钓钩。许柳雄(1992)报道，选择 黄色和绿色机钓钩有利

于提高日本海太平洋槽柔鱼的产量，这与双柔鱼所喜欢的颜色基本相同，这是由于这两种就鱼

栖息的水深都较浅，纬度基本相同，所存在的海洋光学条件也基本相同。

(2)双柔鱼的个体大小不同，其上钩率也不同。CM 型机钓钩在钓捕嗣长15-20厘米眈鱼

时，上钩率为最低，这是由于小型个体足腕细小，而CM 型的伞针粗度就有1.5毫米，锋利程度

比其它型号差，就鱼不能很好地抓住钓钩，因而上钩率相对较低。双柔鱼的脱钩率较低，其腕足

的断裂强度与日本海太平洋槽柔鱼基本上一致，强度都比较大。

(3)从钓捕效率的总体分析，机钓钩应选用 黄色、淡绿色和淡蓝色，型号为 S-6A和SM一

7的钓钩，这有利于产量的提高。但有关这一方面的研究还需进一步深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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