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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枪鱼钓捕在我国远洋渔业

中占有很大比重，是远洋渔业中

的中坚力量。但目前在金枪鱼钓

捕作业中常常出现渔获量低，质

量差等问题，影响了经济效益的

提高。那么如何解决以上问题，

进一步提高经济效益呢？我认为

应注意以下几点：

一.作业渔场掌握与钓具投放

1.作业渔场的掌握方法

（1）由于金枪鱼属大洋暖水

性洄游鱼类，其作业渔场的变化

受季节影响较大，所以可以根据

金枪鱼不同月份所处的纬度，确

定中心渔场的位置。

（2）在海图上，寻找水下地

貌状态复杂和往复流变化较大的

海域，如水下隆起的海岭、山脉，

下凹海沟、地势高低悬殊、水深

差异较大及等深线边缘水域。在

这些海域，由于水深的变化大，

容易形成上升流，冲击浮游生物

和小鱼虾上浮，形成良好的金枪

鱼索饵渔场。

（3）根据水温、海流等情况，

综合分析，确定中心渔场。通常

表层水温达到27℃以上时，才有

可能钓到金枪鱼。海流流经海底

山脉，产生涌升流渔场，涌升流

渔场往往是黄鳍金枪鱼的高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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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实践证明：温越层较深的海

域对冷水性的肥壮金枪鱼有较高

的渔获率。

用以上方法确定好作业渔场

后，再利用探鱼仪进行探测，以

进一步缩小范围，确定出金枪鱼

索饵聚群的中心位置。此时还应

考虑海流流向流速的影响。因为

及时掌握海流方向与流速，有利

于跟踪追捕鱼群，提高渔获量。

实践证明：金枪鱼聚群索饵的中

心位置会随流漂移。在海流方向

稳定、流速在0.5—1.5节时，金

枪鱼聚群索饵的中心位置变化不

大，鱼群一般随流漂游7—10海

里；流向稳定，流速在1.5—2节

时，金枪鱼聚群索饵的中心位

置，每天顺流漂游可达10—30海

里；流向变化频繁、流速大于2节

时，跟踪追捕鱼群比较困难。

2.钓具投放方式

选择好作业渔场，但未掌握

金枪鱼聚群索饵的中心位置前，

应尽量拉长纲绳投放距离，扩大

钓捕水域面积，或者改变投钓方

向和变换投钓位置。但在掌握金

枪鱼聚群索饵的中心位置后，投

放钓具的方向与海流流向的夹角

大于60度时会降低金枪鱼的索饵

上钩率。正确做法是将钓具的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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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家观点

（本刊讯）《江苏省渔业管理条例》于2002年 12月17日经江苏省第九届人大常委会第三十三次会议

审议通过，于2003年3月1日开始实施。它是我国第一部全面规范渔业生产和管理的地方性渔业管理条

例。《条例》的制定旨在解决江苏渔业生产和管理中所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许多规定具有创新性，符

合本省渔业生产和管理的实际需要；对于发展渔业经济具有重要的指导和保障作用。《条例》规定了由省

级有关部门制定水产品质量安全及相关标准，建立质量检测体系，实行水产品市场准入制度，将水产品

的质量安全监管前移；还明确规定禁止使用销售禁用、伪劣的渔药及有毒的饲料和饲料添加剂；对水产

品实行无公害水产品产地认定和产品认证制度，引导生产者增强水产品的质量安全意识等。

                                                                              （沈毅）

《江苏省渔业管理条例》于3月1日起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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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方向与海流流向的夹角保持在

20°—50°之间，并尽量避免顺

流投钓。如果海况环境允许，采

用“M”“V”字形投钓，可增加

同一鱼群的上钩机会。若海面有

风时，以上风舷顺风放钓为宜。

二、钓具投放的深度与调节

能否把钓具放到与鱼群相适

应的水层，是作业技术重要的一

环。金枪鱼的洄游栖息、聚群索

饵习性是有一定规律的，这与大

洋海域的表层水温、盐度、风、流

等水文环境有关，这些水文因素

的变化，影响到金枪鱼洄游栖息

和聚群索饵的水层深度。

远洋延绳钓作业要掌握各种

金枪鱼的栖息水层：肥壮金枪鱼

栖息水层较深，可达200—250米；

黄鳍金枪鱼栖息水层较浅，洄游

水层在200米以下；鲣鱼栖息水深

范围0—260米，但夜间栖息于表

层；长鳍金枪鱼分布水深从表层

至 380米，并受垂直热结构和水

团含氧量的支配；根据作业过程

中，利用彩色探鱼仪对鱼群探测

的影像表明，金枪鱼大聚群洄游

栖息水层经常出现在表层水深

150—180米处，但受钓具尺度与

设备条件影响，该水层的金枪鱼

上钩率非常低，也就是说钓饵未

能达到金枪鱼索饵深度水层。如

果探测到鱼群洄游栖息水层在70

— 150米处时，该水层的金枪鱼

上钩率明显提高。实践证明：当

表层水温（130米左右）在 28℃

以上时，各种金枪鱼索饵上钩率

明显提高。

一般来说，月光夜产量很

高，月黑夜产量很低，这是因为

绝大部分鱼类具有趋光性，月黑

夜因为光线弱，小鱼上浮的水层

达不到原先的水层，决定了金枪

鱼索饵水层较深。再加上在黑水

天气里，海流较急，使钓线倾斜

度加大，鱼钩达不到原先的深

度，所以捕捞效果很差。 为了解

决这个问题，可以采取以下方法：

（1）延长浮弦比。（2）避开急流，

找缓流渔场。（3）慢速下线，使

线放的深一些 。

三、钓饵的选择

鱼类对钓饵的摄食行动往往

是先由感觉器官感知钓饵的存

在，而后产生摄食行动。因此，如

何根据鱼类的感觉器官的特点来

选配钓饵是提高钓获效果的重要

因素。金枪鱼的觅食对象比较广

泛，从钓获肥壮金枪鱼和黄鳍金

枪鱼的胃含物中发现有残余的鲜

鱿鱼、小章鱼、幼小鱼类及小虾

蟹。因绝大部分鱼类，尤其是金

枪鱼类对饵料的鲜度质量要求很

高，所以，金枪鱼延绳钓普遍选

用的饵料主要是速冻鲜鱿鱼和乌

贼，其次是鱼参、鲐和秋刀鱼。

鱿鱼和乌贼饵料个体重量一

般在150—300克之间，饵料大小

可根据鱼汛情况选择，“月光夜”

和鱼汛较好、渔获中肥壮金枪鱼

占多时，应尽量选用个体较大的

鱿鱼或乌贼饵料，可增加金枪鱼

觅食视觉距离，提高上钩率。同

时，鱿鱼和乌贼饵料是海洋鱼类

普遍适应的觅食对象，其最大特

点是挂钩投钓后，在水中可以保

持长时间不会脱钩，即使被钓捕

对象多次冲食也不容易丢脱。

鱼参、鲐鱼和秋刀鱼饵料个体

重量一般在200—350克左右，其

鲜度要求较高。否则装钩投钓后

在水下很容易脱钩。因为“月黑

夜”的渔获对象以黄鳍金枪鱼为

主，产量亦较低，选用鱼参、鲐鱼

或秋刀鱼饵料以降低生产成本，

另外鱼参、鲐鱼或秋刀鱼饵料在水

下散发出的鱼腥气味可增加金枪

鱼的觉察距离，提高上钩率。

四、干绳阴影和钓钩支绳的异变

对金枪鱼索饵造成的影响

因为金枪鱼视觉比较发达，

所以在金枪鱼延绳钓的作业过程

中，在考虑到各种饵料对其具有

不同程度的诱惑力的同时，也应

考虑到金枪鱼对钓具的恐惧心

理。因此，在钓捕作业中，干绳

和支绳应在保证足够强度的情况

下，越细越好，以便进一步减弱

它的水下阴影。同时钓钩支绳应

保持无弯曲、无破损、无变色。尤

其是支绳下端连接钓柄眼环的 5

米以内，若支绳表面有破伤变色

痕迹的，必须立即处理或换出，

因为该段支绳的弯曲与表面损伤

变色，会增加支绳在水下的阴

影，而引起金枪鱼的恐惧和戒

备，影响金枪鱼的上钩率。

五、外部环境对金枪鱼的影响

（一）厄尔尼诺现象对高度

洄游鱼类金枪鱼有一定的影响，

厄尔尼诺现象增强使渔获量增

加，反之，渔获量减低。因为随

着厄尔尼诺现象的发生，喜高温

的金枪鱼集聚于表层暖水区。尤

其是产卵鱼群更喜集中于暖水

区。随着高温水域的扩大，繁殖

水域比往年扩大，卵子及仔、稚

鱼的发生量增多，同龄鱼加速成

长，再加上东向信风偏弱，流速

缓而金枪鱼容易上钩，产量上

升。

（二）海豚对金枪鱼延绳钓

作业危害很大。因为海豚群体一

旦发现索饵上钩的金枪鱼会将其

吞食干净，同时追逐驱散未上钩

的金枪鱼群，造成局部海域没有

金枪鱼索饵上钩。

总之，我们应在实践中不断

总结积累钓捕经验，根据作业海

区的实际情况研究改进金枪鱼钓

捕的作业方法，提高生产捕捞技

术水平，从而达到进一步提高经

济效益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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