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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集鱼装置：为集鱼而设计，可以固定在某处，也可以在水中漂流。世界各地的产业化金枪鱼围网捕鱼主要依赖漂流式集鱼装置 (DFAD)。大部分装置都针对重
新定位配备了卫星传输浮标。 

发布此版本指南的目的是更新有关下列方面的内容 
(i) 关于集鱼装置1结构对生态系统之影响的近期研
究，以及 (ii) 要求使用特定集鱼装置结构设计的全新
区域性渔业管理组织 (RFMO) 措施。2015 年的修订版
本指南 (ISSF 2015) 旨在更新内容并阐明利益相关者
的常见问题。

本指南的首个版本 (ISSF 2012) 是在考虑到对使用集
鱼装置之科学研究的惊人结果后，旨在敦促就此采取
行动；此科学研究揭示了先前未被注意到的集鱼装置
缠络和幽灵渔捞的量化对鲨鱼死亡的重大影响：

• 在印度洋进行的实地研究表明，配有较大网目
尺寸的集鱼装置缠络造成了很高的鲨鱼死亡率

（Filmalter 等人，2013 年）。

• 在其他海洋，大网目尺寸的渔网同样用于集鱼装
置，而同一种类的鲨鱼死亡也与此相关（Murua 
等，2017 年）。

• 来 自 全 球 范 围 内 的 国 际 海 产 品 可 持 续 基 金 会 
(ISSF) 船长研习会的定性和定量信息表明，缠络
发生在传统集鱼装置（通常使用大网目尺寸）上

（Murua 等，2017 年）。

• 集 鱼 装 置 的 缠 络 定 量 非 常 困 难
（Filmalter 等，2013 年），而幽灵渔捞对海洋巨型

动物的影响方面存在在较大的知识缺口（Stelfox 
等，2016 年）。

此外，

• 近几十年来，海洋中的集鱼装置数量在不断增加
（Scott 和 Lopez，2014 年）。

• 由于累积的人类影响，全球范围内的鲨鱼种群持
续减少（Lewison 等，2014 年）。

自从第一版指南面世后，数个金枪鱼捕鱼船队采用了
低缠络风险集鱼装置 (LERFAD) 或非缠络集鱼装置 
(NEFAD) 设计，以求减少鲨鱼和/或海龟缠络的风险。
现今所有金枪鱼区域性渔业管理组织 (tRFMO) 都通
过了要求使用低缠络风险集鱼装置或非缠络集鱼装
置的措施，部分组织甚至强化了建造上述装置的首个
技术标准。

人们对于丢失或丢弃的集鱼装置对海洋生态系统之
影响的意识不断提升，这更突出了在生物可降解的非
缠络集鱼装置方面更新 ISSF 指南的需要。

考虑到新的研究结果并基于 ISSF 举办的近期研习会
的发现，ISSF 针对生物可降解的非缠络集鱼装置发
布此更新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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鲨鱼和海龟缠络的问题之一是这些事件极难被观察到，因为集鱼装置会数月保持在海洋中，而人们仅会在其
使用期限内观察一到两次。而即使人们观察这些集鱼装置，也不一定会观察到其水下构造。此外，被缠络的鲨
鱼不会一直保持缠络状态，它们的身体几天后就会跌落和沉没。因此，人们对大部分缠络事件都毫无察觉。这
种死亡原因被称为“幽灵渔捞”。

在通常经发现与漂流式集鱼装置 (DFAD) 有关的众多海洋生
物中，鲨鱼和海龟只是其中的两个物种。
在某些情况下，海龟会被漂流式集鱼装置筏上的网片缠络，而海龟和鲨鱼则都会被筏下方悬浮的网片缠络。

经常与海上漂浮物产生关联的主要鲨鱼种群是丝鲨（镰状真鲨），在较小程度上指的是远洋白鳍鲨（长鳍真鲨）。 
鲨鱼可能偶尔会被漂流式集鱼装置的水下网片缠住，即使网片已扎成束（香肠状），如果其开始散开或松开，也
会缠住鲨鱼。小网目渔网将减少鲨鱼缠络的可能性，但在海中使用较长一段时间后，渔网将开始分解并出现较
大孔洞，进而增加缠络鲨鱼的可能。

主要影响

照片由 Fabien Forget © 2014 提供

大多数缠络都无人 
察觉，这种死亡原因

被称为“幽灵 
渔捞”。

1. 鲨鱼和海龟缠络

集鱼装置构造对海洋态系统的 

主要影响
集鱼装置构造造成的两大主要影响：
鲨鱼和海龟缠络，和海洋污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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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海域不同，海上漂浮物周围可发现数个海龟种群，其中最常见的就是榄蠵龟（丽龟）。海龟不仅可能会被水
下网片困住，在其爬上漂浮物结构时也有可能被缠络。海龟爪很容易陷进覆盖筏的网片中。在阀上覆盖网片并
在顶部盖上布料和舱盖布并不是持久的解决方案，因为随着这些织物的降解，下面的网片就会暴露出来。被漂
流式集鱼装置缠络但却逃生的，以及被永久缠住的海龟比例目前还未可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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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鱼装置会在特定区域部署，以便其漂流到高生产力渔区。然而，洋流的预测是非常困难的，因而最终的集鱼
装置轨迹无法始终得到很好的控制。因此，集鱼装置可能会漂离渔区，最终被船只所抛弃。在许多情况下，集鱼
装置会下沉，或是最终搁缠于敏感地区的海岸，例如珊瑚礁。近期研究估计有 10% 的已部署集鱼装置最终都
搁浅了（Maufroy 等，2015 年）。

与丢失和丢弃的集鱼装置结构有关的影响就是幽灵渔捞、沿海地区破坏，以及因用来制造集鱼装置机构而使
用的塑料成分带来的海洋污染。在全球范围内，集鱼装置结构已经发展为 60-80 米深的更复杂、更深的结构。
当然，这些更深的集鱼装置所带来的影响要比过去所用的 5-20 米深的集鱼装置更大。

虽然漂流式集鱼装置在传统上一直采用天然竹子制作，但如今的许多漂流式集鱼装置都使用诸如塑料、聚氯
乙烯 (PVC) 和尼龙网等石油衍生制品，以及金属来制造。石油衍生材料最终会分解并以宏观和微观尺寸的塑
料形式对海洋造成污染。

ISSF 正致力于旨在发现以天然原料制成的全新集鱼装置结构
的项目，以减少集鱼装置搁缠于海岸和沉没所带来的影响。

集鱼装置会 
下沉，或是最终搁缠

于敏感地区 
的海岸，例如 

珊瑚礁。

2. 海洋污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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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佳 
实践建议
考虑到新研究内容以及在 ISSF 研习会上学到的经验（Moreno 等，2016 年；2018 年），生物可降解的非缠络
集鱼装置的构造指南如下所示。

ISSF 认识到本行业在功能性生物可降解的非缠络集鱼装置之设计和开发中的重要作用，并且鼓励创新和测
试的继续进行，以令生物可降解的非缠络集鱼装置持续发展。

生物可降解的非缠络集鱼装置

生物可降解的 
非缠络集鱼装置 

是对生态环境 

带来最少可能 
影响的集鱼 

装置设计。

新的集鱼装 
置设计应专注于 

减小集鱼装置
尺寸，以缓解其在 
搁缠于海岸或沉没时 

带来的影响。

集鱼装置的 
丢失和丢弃应通过 

诸如集鱼装置 
恢复等活动 

来减少。

照片来源 © DATE

生物可降解的非缠络集鱼装置
照片由 Fabien Forget © 2014 提供

https://iss-foundation.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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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计有多种多样： 
示例如下。

筏
表面结构不应使用网片或网状材料覆盖（以减少海龟缠络）。

以竹子、软木或其他天然材料制成，其降解不会对生态系
统造成影响。

应尽可能地减少使用塑料浮标和浮选容器；例如，减少集鱼装置
结构的重量和体积。

生物可降解的 
非缠络集鱼装置

尾（水下结构）
只有不使用网片制成的集鱼装置可以完全消除对海龟、鲨鱼和
长须鲸种群的缠络。

生物可降解

生物可降解
仅使用天然和/或生物可降解材料 — 棉绳和帆布、马尼拉
麻、剑麻和椰子纤维 — 其降解不会对生态系统造成任何
影响。

https://iss-foundation.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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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虑到全球范围内用来建造集鱼装置的设计和材料的多样性，ISSF 兼捕指导 
委员会根据与使用渔网方式有关的缠络风险将集鱼装置按等级排列。

三种类型的集鱼装置按照风险由低到高的顺序描述。这些设计只是示例；重要
的组成部分是渔网类型及其配置。

三种类型的集鱼装置 — 缠络风险由低到高

非缠络集
鱼装置

低缠络风险
集鱼装置

筏
• 不能以网片覆

盖。
• 如 若 覆 盖 ，请

使 用 帆 布 、舱
盖 布 、遮 光 布
或非缠络材料
进行覆盖。

尾（水下结构）
• 表下结构以绳

索 、帆 布 或 尼
龙 片 ，或 是 其
他非缠络材料
制成。

更多详情请见 
上页。

筏
• 如果使用渔网覆盖 

（包 括 水 上 和 水 下
部分），则仅适用于
小网目网片（< 2.5 
英 寸  / 7  厘 米 拉 直 
网目）。

• 如果使用小网目网
片来覆盖，请紧紧包
覆，不要有任何松散
的网片从筏上悬挂
出来。

尾（水下结构）
• 如果将渔网用作水

下尾（水下结构），如
果紧紧扎成束（香肠
状），则可以是任何
网目尺寸。

• 如果使用敞开式网
片，则仅可以使用小
网目尺寸（2.5 英寸
[7 厘米]拉直网目），
但是在网片上施加
重量以保持拉紧。

这些集鱼装置 
预期不会有任何

缠络风险。

高缠络风险
集鱼装置

筏
• 用大网目网片覆盖 

（例如 > 2.5 英寸 
网目）。*

• 如 果 网 目 尺 寸 大
于 2.5 英寸（水上
或水下部分），则无
论渔网是紧扎还是
覆盖以帆布或舱盖
布，都具有高缠络
风险。

尾（水下结构）
• 以较大网目的敞开

式网片（> 2.5 英寸
网目）制作的集鱼
装置的水下部分。

已知这些集鱼 
装置会造成海龟

和鲨鱼缠络。任何部分都未
使用任何网片 
（阀和尾）。

虽然使用网片，
但设计元素却降

低了缠络事件 
的风险。

*若以市场上可见的
网目尺寸为例，2.5 
英寸（7 厘米）网目尺
寸 可 对 各 物 种 和 身
体 部 位 带 来 最 小 的
缠络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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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FMO 当前记录 

集鱼装置的 
类型和配置 

（供渔民使用）

生物可降解的非缠络集鱼装置

负责保护和管理热带金枪鱼的四个金枪鱼区域性渔业管理组织已采取要求围网船队使用非缠络集鱼装置的
措施。这些规定在明确集鱼装置设计的技术标准程度方面有所不同。

在某些情况下，这些措施还会鼓励使用生物可降解材料来建
造集鱼装置或在未来的某些时候要求使用这类集鱼装置。
此外，在 RFMO 管理下工作的观察员目前会在特定的记录表中记录渔民所用的集鱼装置类型和配置（例如，
集鱼装置尺寸、建造材料、设计和缠络事件）。该信息对于科学家和管理者评估不同的设计在减少集鱼装置缠
络和保持渔获效率的功效方面非常重要。渔民收集和回收旧的集鱼装置也可帮助减少此装置对环境造成的 
影响。

区域性渔业管理组织 (RFMO) 规定

照片由 Fernando Rivero © 2018 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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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指南的编撰和设计借鉴了 
ISSF 科学咨询委员会和 ISSF 兼
捕指导委员会的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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