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蓋灣東部海底多屬起伏不平的岩礁區 , 使用底拖擱或底延繩釣作業時 , 漁具受損率大 , 故棲息在
7J( 深 100-300 公尺的底棲魚類資源 , 僅有少數漁船作者限度地開發? 殊為可情; 。有鑑於此 , 本分研

骨於民國67 年與方芷企業有限公司合作研製油壓式深海一支釣機
, 經過不斷地試驗改進 , 已聽實用化

, 並自蓋灣省漁業肩推廣中。雖然深 ?每一支釣機是開發岩礁區底棲息魚類的理想漁兵
, 但小型漁船空

間小 , 安裝深海一支釣機數量有限 , 不易發揮漁獲故能 , 故本分所乃參考日本的資料 , 設計可使用一
蓋揚繩作棠 , 並能於海底隨海流拖行而不致經常鉤住岩 ill!;; 之 � I 深海立繩釣具 2 J ' 俾適用於小型漁船

,

以期加速開發蓋灣東部海區的底棲魚類資源。

.........

fJlJ

材料與方法

的漁具試驗:
針對釣獲棲息在 100-300 米深岩礁臣之底棲魚類

, 設計製作深海立繩釣兵兩單 ( 200 鉤〉﹒使

用18 噸級「新自鴻」試驗船揖帶出海
, 選擇 100-300 米深之岩礁區漁場作業

, 試驗該漁具在海中漂
流情形及漁獲故能 , 並與深海一支釣具作一位能比較。

臼漁法試驗 :
使用噸級「新自鴻」試驗船駛抵漁場後 , 以魚群探混器觀察海底地形兼諜測魚群 , 俟發現到魚

群而海底坡度不大時 , 即駛往該漁場上流處投繩﹒投繩完畢後 , 不久即開始揚繩。當投繩或揚純時
, 膝測定投繩或揚繩速度之外 , � 頁觀察作業方式是否理想 ? 以探求高敷率之漁法。

果

的漁具試驗 :
深海立繩的具浮標繩、幹繩、技繩、拉絲、釣鈞、浮于、沈子等構成。其中幹繩每隔 15r 等即接

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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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條技繩 , 每條枝繩長 6 峙 , 上端結附一耐高壓之小掙子 , 下端則結掛沈子。枝繩共分成六鹿 , 每
段間以三間轉環相連而成 , 每個三間轉環再結抽一條投絲與釣均。本漁具共製作二崖 , 每單 20 條校

繩 , 每蝶技繩結附 5 支釣約 ( 參見圖 l 及表 1) , 以烏賊及正鯉肉丹為餌 , 其試驗結果如下 : ﹒

1. 校繩上端所結附之耐高墜小浮于係揉用合成樹脂製成 , 其直徑 12 公分 , 厚度 1 公分 , 經置於水深
五百公尺之海底尚芥致破裂。技繩下端結掛之沈于經使用石頭、水泥換、鐵筋等三種材料作為比

較試驗 , 其中以鐵筋為最理想的材料 , 其在水中隨海流拖行時 , 較不易央入岩 ,縫中。文直徑 12 公

量數格

間 1 深海立純釣具

每空深海立繩釣所需材料

說

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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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業日 期 68. 1. 6 68.1. 12 68. 1. 15 68.1. 20 68.5.19

漁、 區 3 1 l 2 4

水 深(米) 100-200 100-200 200-250 200-250 120

底 質 岩 礁 岩 礁 岩 礁 岩 雄、 沙 泥

投繩次數 2 2 1 2 1

風 向 NNE NE NE NE NE
海

風力(級) 6-8 4 5-7 2 2

*溫 。C 24.1 24.2 23.8 25.2 25.8

況
流 向 N N N N N

流速(節) 0.5 0.5 T��0�.�5 1 2

黃鳥尾冬 O 3 。 86 O

‘漁 紅目鰱 17 是 O O O

石斑魚 5 6 O 7 O

獲
紅甘悟 O 1 7 7 O

檳 擱 12 16 O 3 O

物
赤 綜 O O 。 O 4

嘉 措 11 8 5 O O

馬頭魚

一
�,�-�.0� O O O 。 3
尾
、J 鯊 O l 1 2 2

其 他 18 40 14 31 26

← -ft 計 63 79 27 136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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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 , 厚度 1 公分之耐高壓浮子
, 經在魚池中試驗 , 若配置 9 去兩之鐵筋為沈子

, 鐵筋在池底幾乎

星直立狀態。由於校繩上端浮于之浮力與下端沈子之重力近於平衡
, 所以幹繩始終保持距離海底

約 6 母 (10 米〉的高度 , 校繩則聽乎直立於海底隨海流拖行 ( 參見圖 2) 。本漁具雖屢經出海試

驗作業 , 但從未發生幹繩或技繩鉤住岩礁而斷損之現象。

表 2 「新自鴻」試驗船實施深海立繩釣作業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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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7. 8. �1167. 8.
221 67.9.2167. 9:i:3167. 9.14167. 9.15167.12. 8167.12. 9

o��.S@�4�1 4 I 4 I 4 I I 4 I 4 I 4 I 4
水深(米) 1100-2001100-200!100-2gQ!100-2001100-200!100--2001100 -'-2001100-,2001100-200
底 質 i少泥 沙泥 抄i尼 j少泥 炒泥 沙泥 抄i尼 抄泥 沙泥

海
風向 sw sw w sw NE NE NE NE NE
風力(奇的 1 1 1 1 4 5 5 3 5

水溫。C) 30 28.5 28 30 28.5 28.5 28.5 23.5 22.5

況
流向 N N N N N N N N N
流速(區的 l 1 1 1 0.5 0.5 0.5 0.5 0.5
赤 鯨 46 4 96 70 81 50 82 4 65

漁 石狗公 2 9 13 11 8

演 飼 10 50 51
獲 馬頭魚 1 5 7 15 11

物 姐網 6 g 3
黃烏尾冬 4
鬼頭刀 3 2 3

""' 其他 1 5 1 2尾 3 22
、J i斗

琺� 百十 53 15 119 91 109 111 �1�5[ƒ 7 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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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民國68 年 1 月至 5 月期間 , 共計實施深海立繩釣具試驗 8 繩次 , 每次投放 200 鉤 , 平均每日瓶獲
量為68 尾。繳獲種顯包括赤鯨、嘉措魚、龍占魚、右提魚、潰鋼、馬頭魚干紅目鰱、缸甘韓、黃

烏尾冬、聽及其他等底棲魚類川平均每繩次上鉤率為 21. 2� 右 , 漁獲故能很高。 ( 參見衰 2)

3. 民國67 年 8 月至 12 月期間
, 曾使用甫組深海一支釣機與兩組手搖式滑車作業 , 每組釣具投放 5 旬

, 亦即四組同時作業時 , 共投放20 支釣鉤。深海一支釣作業共計九日
, 總漁獲量為 754 尾 , 平均

每日漁獲量為 84 尾
, 比深海立繩釣具每日漁獲量 68 尾稍設備高 , 惟比兩種漁具、漁獲種類極為相似

( 參見裴 3)

「新白鵝」號實施深海一支釣作業紀錄表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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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梅立繩釣及一支釣試驗漁區固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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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法起法試驗 :
1. 船抵達預定調查之機場偉 ( 參見圖 3) , 首先使用流向流速計捌定流向、流速 , 並開啟魚群謀測

器 , 以探測魚輯及觀察海底地形。當鼓觀魚鞘密集 , 而海底起伏度不大時 , 即在魚群棲息之土流
處拉繩。在所試驗的四個漁場中

, 以高蓋石及豐潰、漁場為最佳 , 不但面積廣潤 , 海底接度亦小 ,

極適於漂海立健釣共作棠
, 其餘兩個魚場則較適於使用深海一支釣其作業。

2. 拉蜓作業原來需 4 人
, 經試驗改進後 , 3 人即可作業。除船長負責躁船之外 , 其中 1 人在船尾右

側拉故裝於大繩霞的之幹繩、海標繭 , 並負責以組夾 (Snap) 連接 ,技繩及耐壓小海子 ; 另 1 人

則按故拉繩、技絲及巳掛妥餌料之釣鉤 , 並負責以附有繩夾之沈子連接於拉姆下端。原來 3 、繩直

上輯 :附右稻草緝成的草睬
, 而釣鈞掛於草條上 , 投組作業時 , � 頁用手抓取釣鈞拉放 , 頗為費時﹒

缺來小繩崖上蘇經改附以報鹿之機車內胎
, 並於該棲良製內胎外緣 , 以刀井每問隔 1-1. 5公分割

一組縫 , 用以結掛釣鉤。因釣車站掛於具有彈性之攝氏峰上 , 只需將技組下端的沈子投下 , 藉其重

刀 , 該串技飽之五條技絲及釣鈞即自動彈出落誨 , 因此每直 ( 100 鉤〉投繩速度僅需 3 分鐘 , 非
常迅速。

3. 技雌完畢訣 , 預� 好餌料 , 隨即準備在船首甲拉揚繩。船駛往觀兵的首端後 , 路取海標繩 , 啟動
揚繩擻 , 開始將持原施表輯繩自動揚同大繩屋內。揚繩作業以 3-4 人為宜

, 除胎長負責操船之

外 , 其中 1 人接作揚祖擻
, 以控制揚繩遠度 , 並視輯組和船之夾角大小 , 作手勢于齡長修正揚繩航

i句。另 1-2 人則負責分離輯繩與技繩
, 取于觀獲物 , 並將技繩、技赫和釣鉤清理後 , 收入小趟車

肉。若有餌料脫鉤或控魚吃掉 , 即需描掛鮮餌。揚繩速度因觀獲物多寡而異 , 每當 ( 100 鈞 ) 需

時20-30 分鐘。揚繩完畢後
, 漁獲-良好的話, 則繼續在原漁場作棠 , 漁獲不佳時 , 即另霓漁場作

業。

討
吾.0.

B悶

1. 傳統底延純釣具拉放後 , 其輯繩、技繩﹒釣鈞等均固定法放於海底 , 不但掃海範圍小 , 漁共受

損率亦大。探海立繩釣具則由於構造特癖
, 沈于 ( 鐵筋〉在海底近於直立狀態 , 輯繩可保持距離

海底 10 米的高廈 , 技繩則雖乎立於海底隨海流盡量速拖行 , 故漁呆不易夾入岩縫或鉤纏礁石而斷損
, 且其掃海體積大 , 漁獲性能比底延繩釣具優越。若擷取探梅立繩釣之技繩的特殊構造且應用於
探梅一支釣兵 ,- 則可減少漁兵受損率。

2. 凡大睦棚內、外緣或大洋蓋地 , 水深在 100-500 公尺
, 漁場範圍在 1000 平方公尺以上

, 海底起仗

度小之沙、泥或岩礁臣 , 於風力六級以下 , 疏遠三節以下的天氣 , 均適於使用深海立繩釣具作業

3. 探梅立繩釣兵組合容易 , 投繩作業才分便蜓 , 且可使用揚繩機揚繩 , 既快速叉省力 .3-4 人即

可作業。每單 ( 100 鈞〉投繩需時 3 分鐘 , 揚繩需時亦僅20-30 分鐘
, 故 15-20 噸級漁艙

, 每繩

次投繩量宜投放 6-8 崖
, 一日投繩兩次 , 漁獲量當可大幅增加。

4. 本漁具可使用同一輯繩 , 只需調整持原繩長度 , 及更換不同規格之技繩、技絲、釣鈞等 , 可隨意

的獲各種底棲魚類 , 今後本分即將繼續加強試驗 , 俾使其應用更加廣泛。
5. 深海一支釣具在範圈窄小之漁場作棠 , 其漁盤故能優於探梅立繩釣兵 , 但在範圍寬丘之漁場作業

, 則深海立繩釣具應較深海一支釣具優越。此兩種漁具均為開發岩礁性底棲魚類的優良梅、兵 , 凡

的噸級以下之漁船皆適合經營 o

6. 深海立繩釣具平均每組次上拉率達 21.'2% ' 浪漫強
;能高 , 且具誰誰敢缸 �I 位值亦高。每監 �� 具

價僅新蓋幣九千元 , 成本低廉 , 頗值得 5克裝有魚群探測器及楊繩機之小型說船推廣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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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1. 垠攘試驗結果 , 探梅立繩釣具之輯繩可保持距離 10 米的高度
,﹒技繩能直立於海底隨海流拖行 , 故

在多岩碟的海區作棠
, 漁具受損率低。

2. 深海立繩釣具構造簡單 , 可使用揚繩機揚繩 ,3-4 人即可作栗。每直立繩釣具
( 100 鉤〉投繩

約3 分鐘
, 揚繩約20-30 分鐘。每次軍投繩 6-8 霞

, 一日可投繩兩次。

3. 深海立繩釣兵成本低 , 平均每繩次上鈞率高達 21. 2% ' 為開發岩礁區底棲魚類資源的優良梅、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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