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图1 养护南极海洋生物资源委员会底层延绳钓渔业保护措施25-02规定的彩色飘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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减少误捕实用方法 7a（2014年9月更新版）
减少海鸟误捕实用方法

漂流延绳钓：彩色飘带（船长大于24米）

彩色飘带在延绳钓渔业中是最通常的规定用于减少
海鸟误捕的措施。然而，最近有证据显示，其并非
完全有效，除非结合其他措施。为了把误捕降低到
可忽略不计的水平，必须结合加重支线和夜间投绳
这两种方法。

什么是彩色飘带？
彩色飘带（也被称之为惊鸟绳）是安装在投放饵钩的船艉
附近较高处、拖曳的一根绑有彩色飘带的绳子（图1）。随
着船向前移动，拖曳的绳子便会飘在空中，这些飘带以一
定的间隔悬挂。在企图惊吓海鸟使其远离饵钩时，彩色飘
带绳的空中部分非常重要。拖曳的物体用来产生额外的
拖力以保证空中部分的最大化，目的是使彩色飘带覆盖
饵钩的下沉范围，避免海鸟攻击饵钩、从而被钓钩钩住而
致死。

效果
“底层延绳渔业中彩色飘带措施减少误捕的有效性已在
无数次的研究调查中得到印证（Melvin et al, 2004; Lokke-
borg, 2008）最新的调查还证明了这一措施在漂流延绳渔业
中的有效性（Melvin et al., 2010; Melvin et al., 2014).

海鸟的相互作用

不同的海鸟与漂流延绳钓的相互作用与海鸟的潜水能力、
相对的体型大小和攻击性有关。某些鸟类，尤其是灰鹱和

某些海燕能攻击10米或更深水层的钓饵。信天翁通常潜得
较浅，有的会潜至5米，但是通常是在2米左右，且大多数信
天翁是不会潜水的。

不同于底层延绳钓渔业，与海鸟的相互作用有时是“主要
的”，有时是“次要的”。当海鸟能吃到钓饵时，且在这个过
程中，被钓钩钩住并淹死时，这种相互作用是“主要的”。由
于支线长度（35米）对于漂流延绳钓是特有的，这种相互作
用是“次要的”。在这种情况下，海鸟尤其是会潜水的海鸟
在一定的水层中抓住钓饵，并且在海面会遇到其他具有攻
击性的海鸟争夺钓饵。这种混乱会导致不同的海鸟尤其是
体型较大，具有攻击性的海鸟，如信天翁被钓钩钩住。由
于这是“次要的”相互作用，所以有效的减少海鸟误捕的方
法必须要排除会在深水或浅水里游泳的海鸟来保护信天
翁。因为缓慢下沉的钓钩会被在船尾能潜入深水的海鸟吃
到，彩色飘带在空中部分必须要伸长至150米来防止海鸟
咬到钓饵。

环境
环境尤其是相对于船的风的强度和方位是非常重要的。横
风能致使彩色飘带由于被吹离设计的钓钩位置的上方，且
较大的涌浪会增加海面的浮子与彩色飘带纠缠。

最佳实践建议
影响彩色飘带性能的关键因素是其空中范围，彩色飘带相
对于下沉饵钩的位置及彩色飘带与船舶连接点的位置和
强度。
•	  彩色飘带空中部分是整根彩色飘带中最重要的部分。

它起着像“稻草人”一样的作用，避免海鸟接近饵钩。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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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部分由与船连接点的高度，拖曳物体的阻力或彩色飘
带的总长和装配彩色飘带所需材料的总重决定。空中部
分越大也会减少其和延绳钓渔具缠绕的机会（Melvin等
2010）。彩色飘带空中部分应该保护饵钩直到它们沉降到
浅水和深水海鸟能潜到的水深以下（大于10米）。在没有
加重支线时，这一水深超出了空中部分能起作用的合理
范围（Melvin等2010）。因此，支线适当的加重是很重要
的，以保证在彩色飘带空中部分起作用的范围内饵钩沉
降到10米以下水深，从而避免海鸟攻击饵钩。

•	  使用两条惊鸟绳是最佳的方式。 惊鸟绳配合合适的空
中飘带会很容易被大渔船发现。 两条惊鸟绳会在侧风时
为饵钩提供更好的保护。 混合型惊鸟绳（有长短不一的
彩带）比短彩带惊鸟绳在防止误捕潜水海鸟（白颌海燕）
方面更有效(Melvin et al. 2010; Melvin et al. 2011)。

•	  单根彩色飘带必须直接投放在钓钩上方或上风才能有
效。在横风中，彩色飘带的连接点和干绳应该调整到上
风，这样单根彩色飘带才会在钓钩的下沉中一直在饵钩
的上方。在饵钩入水点的两侧投放两根或更多彩色飘带
能在任何风向下保护饵钩。

•	  在公海漂流延绳钓渔业中，自动投饵机得到普遍使用，
如果投掷得当，饵钩能沉降得更快，自动投饵机可展开长
支线的最后10米，并把饵钩布设到尾流以外。为了能保护
饵钩避免海鸟的攻击，钓钩必须在彩色飘带的下方，或在
彩色飘带和尾流之间。如果使用两根彩色飘带，饵钩应
该投放在它们之间。如果没能把彩色飘带和投绳机的投
绳方向排成一致，会导致灾难性的后果（Melvin和Walker 
2008）。

•	  彩色飘带和渔船的连接点必须有足够的强度并应该能够
调整。它必须能承受空中部分扩展至100米或更远时所产
生的拉力。它必须能承受浮子和杂物缠住彩色飘带时产
生的瞬间张力。船上的吊杆是安装杆子及彩色飘带的地
方，此彩色飘带能伸展到舷外饵钩布设点之外，船上的吊
杆如同使用投绳机一样对于饵钩能布设到尾流之外有效
使用彩色飘带是很重要的。

•	  彩色飘带应该有明亮的颜色诸如橘黄色或荧光绿，并
能够按照养护南极海洋生物资源委员会（CCAMLR）推
荐的，在没有风和涌的情况下可从彩色飘带的干绳上展
开、接近水面。Yokota 等 (2008)报道日本渔民喜欢明亮又
短的彩色飘带（1米或更短）。他们在太平洋上的研究表
明明亮的绳子在减少钓饵被黑背信天翁咬噬方面比传统
彩色飘带更有效。这点很难解释也很难将这项研究中的
误捕率和其他的研究结果作比较，因为Yokota等（2008）
的估计是估算海鸟的资源量，而不是以只/千钩的公认的
标准进行的估计。因此，需进一步收集支持颜色明亮的
彩色飘带的效果较好的证据。

潜在问题和解决方法
彩色飘带在减少海鸟死亡率上是非常有效的，但是在漂流
延绳钓渔业中的应用可能还有一些问题。通常，漂流延绳
钓投放时船速较快，并且钓钩的沉降速度要比底层延绳
钓渔业的慢。这些因素导致需要加大彩色飘带空中部分的
长度，保证饵钩能沉降到海鸟接触不到的深度，因此，在船
尾就产生一段很长的需要由彩色飘带保护的距离。

对于漂流延绳钓，海面的浮子，会与彩色飘带缠绕，致使一
些渔民不愿意投放或始终使用彩色飘带。缠绕现象会妨碍
捕捞作业，对船员造成危险并增加海鸟的误捕。通常会发
生浮子与安装在彩色飘带上的拖曳物体缠绕的事故，有时
也发生在涌浪冲刷浮子时及没有使用拖曳物体时钓线与
彩色飘带干绳缠绕的事故。有必要找到解决这一问题的
方案。第一，也是最为首要的是，船员应该在考虑海流、风
向和彩色飘带位置的前提下制定一个投放浮子的计划，使
得浮子和彩色飘带缠绕的可能性降到最低。初步研究表明
使用刚性带子*材料、高强度地与彩色飘带的干绳系结（每
米为10 l-m的带子，缠30-40米）能把缠绕的可能性降到最
低，但同时要提供足够的拖力满足空中部分延伸100米以上
（Melvin等2009）。

如果捕鱼船的吊架连接彩色飘带的位置外延不足， 就可
能会增加彩色飘带纠缠的风险。 为最大化空中飘带的可
视性， 彩色飘带应连接在根部距水面至少8米的地方。

组合措施的使用
彩色飘带只有在和其他措施组合使用时才能完全有效，特
别是：
•	  支线加重（实用方法 8）
•	  夜间投绳（实用方法 5）

进一步的研究
•	需要研究制定能将彩色飘带和海面浮子（是彩色飘带应

用的主要障碍）缠绕的问题降低到最低程度或者消除缠
绕的方法。目前，正在研究开发一种能产生适当拖力，且
能消除渔具缠绕的拖曳装置。此外，一种不易弯曲更硬的
浮子绳正在研发之中，这样海面的浮子能够在其和彩色
飘带接触时能滑出来。

•	需要对彩色飘带的设计进行权威性的测试以决定可用于
漂流延绳钓渔业的彩色飘带的最佳设计。最优的色彩组
合、干绳长度、材料和彩色飘带结构必须要确定。

•	需要有强度高且可调整的吊杆和惊鸟杆来满足彩色飘带
的空中范围，并保证彩色飘带在海上出现的各种物理条
件下均有效。

•	需要更多研究来确定第一种和第二种彩色飘带有效性的
不同。

•	有效的彩色飘带收放储存方式还有待进一步发展。

遵守和执行
•	  使用彩色飘带是在大多数延绳钓渔业中广泛接受的减

少海鸟误捕的措施。彩色飘带应该在渔船离港作业前进
行检查以确保其符合要求。在海上，彩色飘带的使用只
能得到船上观察员或空中侦察的监控。

•	设计不好的彩色飘带和投放不当会导致不能完全遵守或
彩色飘带的投放没有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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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规范
将阿拉斯加和日本的理念融合，彩色飘带包括两个部分： 
“保护部分”和“拖曳部分”。空中部分是钓钩沉降至10
米（假定超过这一深度后海鸟不能接近饵料）以下时的距
离。彩色飘带干绳的空中部分必须明亮、抗拉强度高，而
拖曳部分则是一根断裂强度低的绳。橘黄色的管状彩带沿
着空中部分在彩色飘带干绳离海面1米或以上时每隔5米配
置。

各种各样的醒目色彩的（橙色和荧光绿）刚性带子附着在
离海面1米以下的彩色飘带干绳剩余的空中部分。拖曳部分
产生的阻力使得空中部分达到一定的范围，并搅动海水阻
止海鸟。拖曳部分由不同的材料

漂流延绳钓渔业中使用彩色飘带的最
佳实践建议:
•	彩色飘带应该在第一枚钓钩进入水中前布放，并在最后

一枚钓钩投放后收起。

•	  彩色飘带总长：200米。保护部分应该重量轻、强度高，
绳子的直径在3-4毫米。拖曳部分的重量应该要重且断裂
强度要低。

•	  船上的连接部分的高度：海面以上7米。

•	  空中部分最少：100米，或饵钩沉降至10米时的距离（假
定的超过这一深度后海鸟就不能接触饵料）。

•	彩带：每根彩带应该重量轻、色彩鲜艳、UV保护的橡胶
管，沿干绳每隔5米以下须系结一根，离开艉部最远10米
处就开始系结。

•	每根彩色飘带上至少夹上15根彩带。空中部分剩下的长
度应该用管状带子或材质较硬的带子以类似的间隔代替
彩带。

•	应使用长短不一的彩带。 长拖缆应足够长，以达到在海
面 在平静的环境。

•	在彩色飘带与船相连的连接点和拖曳物体处安装转环以
避免扭曲和磨损。转环也可装在破断点，在彩色飘带与
钓钩钩挂时能够破断。

•	连接彩带与彩色飘带的干绳时应该使用轻的转环和绳
索，这可降低彩带与彩色飘带的干绳的缠绕。

•	  彩色飘带与船相连的连接点的强度应足够承受一个拖曳
物体产生的阻力和海面浮子与彩色飘带纠缠产生的力，
还要能够调整彩色飘带的位置，保证彩色飘带在饵钩入
水点的上风。

•	  彩色飘带应该成双布放，在投绳时，保证在饵钩的两侧
各一根。

•	  船上应该有备用的彩色飘带，在彩色飘带丢失和断裂的
情况下使用。

•	  彩色飘带应该定期的检查和必要的维护。

图2 漂流延绳钓渔业最佳的彩色飘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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