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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介 

远洋延绳钓渔业中海鸟的误捕死亡，尤其是受到威胁的信天翁和海燕的误捕死亡，持续成为全

球关注的严峻问题。解决这一问题需要开展国际合作，这是制定《信天翁和海燕保护协定》

（ACAP）的主要原因之一。远洋延绳钓渔业使用渔具的过程中，海鸟觅食延绳钓钓钩上的饵

料时会被钩住或缠住，随后溺死造成死亡。在拉回渔具时，海鸟也可能被钩住或缠住。然而，

只要小心处理，就可以放生其中大量海鸟。  

国际上已做出重大努力制定减缓措施，以避免或尽量减少延绳钓渔业误捕海鸟的风险。尽管大

多数减缓措施都广泛适用，但某些缓解措施的应用和规范会因当地捕鱼方法和渔具配置方式而

异。ACAP 全面审查了有关减少远洋延绳钓渔业中海鸟误捕的科学文献（审查部分见下），本

文件是基于审查建议的摘要。大多数科学文献涉及大型船舶，而对小型船舶以及手工捕捞渔船

队或半工业渔船队中使用的渔具配置方式和捕鱼方法的研究关注较少。针对此类渔业的海鸟误

捕减缓措施建议目前正在制定中。  

本文件提供了关于减少远洋延绳钓渔业对海鸟影响最佳实践的建议。ACAP 的最佳实践建议是：

同时使用支绳配重、惊鸟绳和夜间布绳是减少远洋延绳钓渔业中海鸟误捕的最有效方法。

ACAP 近期评估了三种钓钩掩蔽装置, 即 “Hookpod-LED 版”, “Hookpod-迷你版”和“智能

金枪鱼钓钩”，并评估了一种水下投饵装置，即“水下投饵机（Skadia 科技公司）”，在评

估的基础上，ACAP 已将这些装置列入减少远洋延绳钓渔业海鸟误捕的最佳实践措施清单。在

捕捞活动与易误捕的海鸟出没重叠的地区，应该使用这些海鸟误捕减缓措施最佳实践，以将误

捕死亡率尽可能降低。ACAP 审查过程认识到，在评估海鸟误捕减缓措施的效能以及随后制定

最佳实践建议与准则时，还应考虑安全性、实用性和渔业特征等因素。 

对于目前正在积极制定的措施，本文件也提供了相关信息，这些措施有望成为远洋延绳钓渔业

未来的最佳实践方法。ACAP 将继续监测这些不断改进的实践方法的发展，并监测关于其效果

的科学研究结果。 

此外，本文件还提供了不推荐的减缓措施的信息。随时间发展，一系列潜在的海鸟误捕减缓措

施得到提出。然而，并非所有措施都证明有效。基于科学研究，或基于采取措施的主张缺乏证

据证实，ACAP 认为某些减缓措施是无效的。 



 

本文件由两部分组成。第一部分概述了ACAP关于减少远洋延绳钓渔业海鸟误捕的最佳实践措

施建议，第二部分概述了对远洋延绳钓渔业减缓措施评估的审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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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佳实践措施 

ACAP 建议减少远洋延绳钓渔业海鸟误捕的最有效方法是同时采用以下三项最佳实践措施：支

绳配重，夜间布绳和惊鸟绳。或者，ACAP 建议使用经评估的钓钩掩蔽装置或水下投饵装置。

钓钩掩蔽装置将带饵钓钩的尖端和倒刺包裹起来，直到达到设定的深度或浸没时间才会打开，

而水下投饵装置在船尾投放封装好的带饵钓钩，将其在预定深度释放。这些装置的设计目的是

在大多数海鸟潜水深度范围以下释放带饵钓钩，以避免或最大限度地减少海鸟在布绳期间接近

钓钩并被钩住的风险。 

同时使用ACAP建议的三项减缓措施可使减少延绳钓渔业中海鸟误捕的效果达到最优。三项建

议措施均证明是有效的。然而，每种方法单独使用时都有局限性。在一段时间内，即使支绳加

重，鸟类也可以接触到钓钩。对于夜间活动的鸟类，以及在明亮月光条件下，单独使用夜间布

绳对减少海鸟误捕效果较差。单独使用惊鸟绳很少能保护超出惊鸟绳空中延伸范围的带饵钓钩。

因此，同时使用 ACAP 建议的三项海鸟误捕减缓措施可以弥补这些限制。 

 

1. 支绳配重 

支绳应加重，使带饵钓钩迅速下沉至海鸟进食的潜水深度范围以下。研究表明，支绳配重质量

越大，且越靠近钓钩，支绳的下沉速度最快且具有一致性，从而大大减少海鸟对饵料的攻击，

并很可能降低死亡率。一系列关于增加配重（包括在钓钩上放置沉子）的研究表明，该措施对

目标鱼类的捕获率没有负面影响。ACAP 鼓励继续完善钓线加重配置方式（沉子和配重材料的

质量、数量和位置），通过关于渔业的对照研究和应用，来有效减少海鸟误捕和安全问题。 

增加配重会缩短船只后面可能误捕到鸟类的距离，但无法消除该距离。钓线加重已经证明可以

提升其他减缓措施（如夜间布绳和惊鸟绳）的效果，从而减少海鸟误捕。应优先考虑钓线加重，

但前提是可以满足特定先决条件，其中包括：1）详细规定加重模式；2）充分解决安全问题；

3）考虑适用于手工捕捞渔业应用的问题。 

支绳配重配置方式当前建议的最低标准包括以下内容： 

1) 与钓钩距离 0.5 米内时配重大于或等于 40 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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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与钓钩距离 1 米内时配重大于或等于 60 克； 

3) 与钓钩距离 2 米内时配重大于或等于 80 克。 

钓线加重是渔具必需的一部分，与惊鸟绳和夜间布绳相比，其优点是实施更具一致性，从而促

进合规性，有助于出港监控。 

 

2. 夜间布绳 

在夜间（定义为航海曙暮光结束至航海黎明之前的时间，根据不同纬度、当地时间和日期在航

海天文历表中有所规定）进行延绳钓布绳操作对于减少海鸟的误捕死亡率非常有效，因为大多

数易受影响的海鸟在夜间不活动。然而，夜间布绳对于曙暮性或夜行觅食动物（例如白颏风鹱，

拉丁学名 Procellaria aequinoctialis）效果较差。在月光皎洁或甲板灯光过于明亮时，该措施

的效果可能会下降，并且其在高纬度地区的夏季不太实用，因为此时航海黄昏和航海黎明之间

的时间有限。 

夜间布绳的定义被认为具有一致性，广泛反映在保护和管理措施中，并且具有作为主要减缓措

施的优势，因为该措施可能可以通过 VMS（船舶监控系统）和其他方式来监测合规性。 

 

3. 惊鸟绳 

设计妥善和使用适当的惊鸟绳（BSL）会威慑觅食下沉饵料的鸟类，大量减少海鸟攻击和相关

的死亡。惊鸟绳会从船尾的高处延伸到绳尾产生阻力的拖拽物。空中延伸范围内颜色鲜艳的飘

带会惊吓飞向惊鸟绳和绳下区域的鸟类，阻止它们抵达带饵钓钩。 

惊鸟绳应是最轻便、实用和结实的细绳。绳应通过美式转环固定在船只上，以此减少被拖拽在

船只后产生扭矩的绳索旋转。长飘带应通过转环固定，以此防止其缠绕到惊鸟绳上。拖拽物应

连接在惊鸟绳的末端以增加阻力。惊鸟绳有与浮标绳缠绕的风险，可能导致惊鸟绳遗失、打断

船只运行，以及在有些情况下，渔具可能遗失。其他方法（比如在入水的那节绳索上添加短飘

带）能在加强阻力的同时，尽量减少与浮标绳的缠绕。出于安全原因，应在绳索的入水部分加

上易断线圈（断裂处），从而尽量减少与绳索缠结相关的操作问题。 

建议使用易断线圈，以便惊鸟绳在与干绳缠绕时，可脱离船只。并且，建议在惊鸟绳和船只之

间使用次要衔接，以便发生缠绕的惊鸟绳随后能够仍然连接在干绳上，在起绳时收回惊鸟绳。 

需产生充足阻力才能最大程度延长空中延伸范围，并在侧风时保持绳索位于船尾的直线后方。

惊鸟绳入水的部分需使用长的绳索或单丝鱼线，可以最有效地避免缠绕。 

鉴于远洋延绳钓渔业因船只尺寸和渔具类型而存在的操作差异，惊鸟绳使用规范针对总长度大

于 35 米和小于 35 米的船只分别提出建议。 

 

3.1 总长度≥35米的船只 

同时用两条惊鸟绳（下沉的延绳钓鱼线两边各一条）能在不同风况下提供最大程度的保护，对

抗鸟类攻击。惊鸟绳的设置应如下： 

▪ 使用惊鸟绳时应最大化其空中延伸范围。此范围取决于船只行驶速度、船只连接绳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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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的高度、阻力和惊鸟绳材料的重量。 

▪ 惊鸟绳需固定于船只，并至少高于船尾附近海面 8 米，才可达到空中延伸范围建议最

低下限的 100 米。 

▪ 惊鸟绳上应混合放置颜色鲜艳的长短飘带，其间距不超过 5 米。长飘带应用转环固定

在绳上，防止飘带缠绕惊鸟绳。在海况平静时，所有长飘带应触及水面。 

▪ 带饵钓钩应在两条惊鸟绳之间的区域使用。使用抛饵机时，需调整抛饵机使带饵钓钩

落入双惊鸟绳之间的区域。 

大型渔船只使用一条惊鸟绳的情况下，绳索延伸的方向需与下沉饵料的方向一致。如果将带饵

钓钩投放到尾流之外，惊鸟绳与船只的衔接处需安置在船只投放饵料的那一侧，并向海上延伸

几米之外。 

 

3.2 总长度小于<35 米的船只 

两种设计呈现了有效的结果： 

1. 混合使用长飘带和短飘带的设计，需至少在惊鸟绳的前 55米内，每隔 5米放置一条长飘

带。可以调整前 15 米内的飘带，以防缠绕。 

2. 不包括长飘带的设计。短飘带（不短于 1 米）应位于惊鸟绳的空中延伸范围内，间隔 1

米。 

所有情况下，飘带应颜色鲜艳。为达到最低空中延伸范围的 75 米，在将惊鸟绳连接在船只上

时，需要悬挂在船尾水域上方至少 6 米的位置。 

 

4. 钓钩掩蔽装置 

钓钩掩蔽装置将带饵钓钩的尖端和倒刺包裹起来，以防止在布绳时受到海鸟攻击，直到达到设

定深度（至少 10米）或达到最低浸没时间（至少 10分钟）才会将带饵钓钩释放，从而确保钓

钩的释放深度超过大多数海鸟的觅食深度。ACAP 使用以下性能要求来评估钓钩掩蔽装置在减

少海鸟误捕方面的效能： 

1) 该装置保护钓钩直至达到设定的 10 米深度或 10 分钟浸没时间； 

2) 该装置符合第一部分中支绳配重配置方式当前建议的最低标准； 

3) 已开展实验研究，以便根据 ACAP 最佳实践减少海鸟误捕标准来评估该技术的有效性、

效率和实用性，制定该标准的目的是为对海鸟误捕减缓措施最佳实践建议提供评估和

建议。 

经评估满足上述性能要求的装置将被视为最佳实践措施。目前，以下装置已经评估满足这些性

能要求，因此视为代表了最佳实践措施： 

1. “Hookpod-LED 版”——最小重量 68 克，位于钓钩处，在布绳过程中包裹钓钩的倒刺

和尖端，并且在深度达到 10 米前与钓钩保持连接状态，然后才释放钓钩（Barrington，

2016a；Sullivan 等，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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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Hookpod-迷你版”——最小重量 48 克，位于钓钩处，在布绳过程中包裹钓钩的倒刺

和尖端，并且在深度达到 10 米前与钓钩保持连接状态，然后才释放钓钩（Goad 等，

2019；Gianuca 等，2021；Sullivan 和 Barrington，2021）。 

3. “智能金枪鱼钓钩”——最小重量40克，位于钓钩处，在布绳过程中包裹钓钩的倒刺和

尖端，并且在布绳后至少 10 分钟内与钓钩保持连接状态，然后才释放钓钩（Baker 等，

2016；Barrington，2016b）。 

将这些装置评估为最佳实践的条件是该装置持续满足上述性能要求。 

 

5. 水下投饵装置 

水下投饵装置可以在船尾立刻于预定深度投放带饵钓钩。水下投饵装置沿着安装在渔船艉楣上

的轨道，在水下单独投放带饵钓钩，钓钩封装在胶囊形硬壳或类似装置中，消除了所有的视觉

刺激，因此海鸟不会跟随船只。胶囊形硬壳会被快速拉至水下预定的目标深度，在布绳期间，

可以根据船只附近海鸟潜水能力对目标深度进行调整，以防止与海鸟接触。ACAP 使用以下性

能要求来评估水下投饵装置在减少海鸟误捕方面的效能： 

1) 该装置在船尾以垂直方式投放封装好的钓钩，达到最小设定深度 5 米时才会释放钓钩； 

2) 支绳符合第一部分中支绳配重配置方式当前建议的最低标准； 

3) 海鸟误捕已开展实验研究，以便根据 ACAP 最佳实践减少海鸟误捕标准来评估该技术的

有效性、效率和实用性，制定该标准的目的是为对海鸟误捕减缓措施最佳实践建议提供

评估和建议。 

经评估满足上述性能要求的装置将被视为最佳实践措施。目前，以下装置已经评估满足这些性

能要求，因此视为代表了最佳实践措施： 

1. “水下投饵机（Skadia 科技公司）”——计算机操作的液压动力机器，可在水下利用

胶囊形硬壳单独投放带饵钓钩，并且在满足支绳配重建议的最低标准时才可投放钓钩。

沿着安装在船只艉楣的可拆卸轨道，胶囊形硬壳被下拉，然后弹射到目标深度。胶囊形

硬壳以 6 米每秒的速度沿轨道下降，随后以≥3 米每秒的速度沿轨道下降（Robertson

等，2015；Robertson 等，2018；Barrington，2021）。 

将一个“水下投饵装置”评估为最佳实践的条件是该装置持续满足上述性能要求。 

 

6. 在特定时间或区域禁渔 

在重要的海鸟觅食区（如繁殖季节期间邻近重要海鸟栖息地的区域，或存在大量海鸟进食行为

的高产水域）暂时关闭捕捞活动，将消除该地区海鸟的误捕死亡。 

 

 

其他建议 

将舷侧投绳与钓线加重和惊鸟帘组合使用（北太平洋）：在北太平洋进行的研究表明，舷侧

投绳比其他同时试验的减缓措施（包括投绳“滑道”和饵料染蓝）更有效（Gilman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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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b）。应注意，这些测试是在夏威夷远洋延绳钓渔业中进行的单次中试试验，为期 14 天，

试验对象混合了金枪鱼、剑鱼以及在水面觅食的海鸟。此方法需要在南冰洋对潜水深度更深的

物种和更大的空间尺度进行测试，然后才能被视为试点渔业之外的建议方法。 

舷侧投绳必须与ACAP加重钓线最佳实践建议结合使用，以增加钓钩在船尾前方的下沉速度，

并且钓钩应抛在部署渔具的前方远距离处，且靠近船体，以使鱼钩在到达船尾之前，有时间尽

可能下沉到更深的区域。惊鸟帘是一根带有垂直飘带的横杆，位于布绳站后靠船尾的位置，可

以阻止鸟类飞近船侧。将舷侧投绳、钓线加重和惊鸟帘组合使用应被视为单一措施。 

干绳张力:应避免将延绳钓绳索部署于螺旋桨湍流（尾流）中，因为这样会减慢带饵钓钩的下

沉速度。 

活饵或死饵:应避免使用活饵。单个活饵可以长时间停留在水面附近，从而增加误捕海鸟的可

能性。 

钓钩质量与设计：改变钓钩质量和设计可能会降低延绳钓渔业中海鸟死亡的可能性，但尚未得

到充分研究。 

钓钩钩住饵料的位置:建议用钓钩钩住（鱼）头部或（鱼和鱿鱼）尾部，因为这样饵料的下沉

速度会明显快于钩在（鱼）背鳍处或（鱿鱼）外套膜上部。 

加工丢弃物排放管理:布绳期间不得排放加工丢弃物。在起绳过程中，最好将加工丢弃物和用

过的饵料储存在或排放到与船只起绳一侧相反的另一侧。在从船上排放丢弃物之前，应拆除所

有钓钩并将其保留在船只上。 

 

 

不推荐的减缓措施 

ACAP 认为以下措施缺乏科学依据，不足以作为减少远洋延绳钓对海鸟影响的技术或程序。 

投绳机：没有实验证据表明这项措施在远洋延绳钓渔业中有效。 

嗅觉威慑：没有证据表明这项措施在远洋延绳钓渔业中有效。 

饵料染蓝：没有实验证据表明这项措施在远洋延绳钓渔业中有效。研究不足。 

饵料解冻程度：没有证据表明饵料解冻状态对加重钓线上的带饵钓钩的下沉速度有任何影响。 

激光科技:目前没有证据表明这项措施的有效性，并且对个体鸟类健康的潜在影响仍然是严重

的问题。 

 

下一部分是 ACAP 对远洋延绳钓渔业中海鸟误捕减缓措施的审查。 

 



www.acap.aq/bycatch-mitigation/mitigation-advice

 

 

ACAP 对远洋延绳钓渔业中 

海鸟误捕减缓措施的审查 

 

 

 

咨询委员会第十三次会议审查 

英国爱丁堡 2023年5月22至26日 

 

 

简介 

为减少海鸟的误捕死亡率，在远洋延绳钓渔业中，已经设计或改造了一系列技术和操作上的减

缓方法。在操作上，应避开海鸟觅食活动的高峰地区和时段。有效的技术方法包括积极阻止鸟

类靠近带饵钓钩，并尽量减少带饵钓钩的可见度。需要降低船只对鸟类的吸引力，并减少鸟类

可以接触到带饵钓钩的船后距离和时间。减缓方法必须易于实施、安全、成本效益高、可强制，

并且不应降低目标鱼类的捕获率，也不应增加其他受保护物种的误捕率。 

减缓措施的可行性、效果和规范可能因地区、海鸟集合、渔业、船舶尺寸和渔具配置方式而异。

一些减缓方法已在远洋延绳钓渔业中广受采纳，且得到明确规定。然而，其他措施正在进一步

测试和完善中。 

ACAP防止海鸟误捕工作组（SBWG）全面审查了有关减少远洋渔业中海鸟误捕的科学文献，

本文件是该审查的摘要。目前，同时使用支绳配重、惊鸟绳和夜间布绳，或者使用经评估的钓

钩掩蔽装置和水下投饵装置之一，被认为是减少远洋延绳钓渔业中海鸟误捕的最佳实践。

ACAP评估了三种钓钩掩蔽装置（“Hookpod-LED版”、“Hookpod-迷你版”和“智能金枪

鱼钓钩”）和一种水下投饵装置（“水下投饵机（Skadia科技公司）”）。 

 

 

ACAP 审查流程 

每次会议，ACAP防止海鸟误捕工作组都会考虑所有与减少远洋延绳钓渔业海鸟误捕有关的新

研究或资料。ACAP使用以下标准来指导评估过程，评估特定捕捞技术或措施，并决定其是否

可以被视为减少捕捞作业中信天翁和海燕误捕死亡率的最佳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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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鸟误捕减缓标准和定义的最佳实践 

1) 应根据实验研究结果选择单独的捕捞科技和技术，以将海鸟误捕死亡率显著1降低2至可

达到的最低水平。将候选减缓误捕的科技产品性能与对照产品（无威慑性）性能或渔

业现状进行比较时，实验研究会得出明确结果。在测试减缓方法的相对性能过程中，

分析渔业观察员提供的数据时，可能会受到大量干扰因素的困扰。如果在特定系统或

海鸟集合中，证明海鸟行为与海鸟死亡率之间存在显著性关系，则海鸟行为的显著减

少（例如海鸟攻击带饵钓钩的比率下降）可以表示海鸟死亡率降低。理想情况下，如

果最佳实践建议同时使用多项捕捞科技和实践方法，那么研究应证明组合使用各种措

施能够显著改善减缓误捕措施的性能。 

2) 捕捞科技和技术或其组合应具有明确且经过验证的规范，且应具有部署和使用的最低

性能标准。示例包括：具体的惊鸟绳设计（绳索长度、飘带长度和材料等）、数量

（一条或两条）和使用规格（例如空中延伸范围和部署时间）；夜间捕捞，即从航海

黄昏结束到航海黎明开始之间进行捕捞；钓线加重配置方式，应规定沉子或配重部分

的质量和位置。 

3) 应证明捕捞科技和技术具有实用性、成本效益高，且可广泛使用。商业捕捞人员可能

会选择符合标准的措施和装置以减少海鸟误捕，标准中包括有关于海上安全捕捞实践

的实际问题。 

4) 捕捞科技和技术应尽可能保持目标鱼类的捕获率。这种方法应该可以提高渔民接受并

遵守规定的可能性。 

5) 捕捞科技和技术应尽可能不增加其他动物类群的误捕概率。例如，如果一些措施会提

高误捕海龟、鲨鱼和海洋哺乳动物等其他受保护物种的可能性，那么这些措施不应被

视为最佳实践（或仅在特殊情况下才可破例）。 

6) 应为捕捞科技和技术提供最低性能标准和确保合规性的方法，并在渔业法规中明确规

定。检查合规性的相对简单的方法应包括但不限于：检查港口船只以确定符合支绳配

重规定、确定船只上配有支撑惊鸟绳的吊艇架（吊艇柱），以及检查惊鸟绳以确定符

合设计要求。合规性监测和报告应成为执法机构的高度优先事项。 

根据这些标准，ACAP 评估了减缓措施或捕捞科技或技术在减少海鸟误捕方面效果的科学证据。

并且，明确说明了是否将该措施建议为有效措施，从而认为其是最佳实践。ACAP 审查还说明

了该措施是否需要与其他措施组合使用，并未每项措施都提供了说明和注意事项、有关性能标

准和进一步研究需求。每次ACAP防止海鸟误捕工作组和咨询委员会的会议结束之后，都会更

新本审查文件和 ACAP 最佳实践建议（如有需要）。本文件的前一部分提供了 ACAP 当前最

佳实践建议的摘要。 

 

 

海鸟误捕减缓措施说明书 

ACAP与国际鸟盟制定了一系列海鸟误捕减缓措施说明书，以提供有关海鸟误捕减缓措施的实

用信息，其中包括各种插图（https://www.acap.aq/resources/bycatch-mitigation/mitigation-

fact-sheets）。这些说明书与ACAP审查流程相关联，并在ACAP审查后进行更新，说明书中

 
1 本文件中使用“显著”一词时，均指其统计学意义。 

2 作为替代指标，可以通过海鸟死亡率直接降低或海鸟攻击率降低来确定。 

https://www.acap.aq/resources/bycatch-mitigation/mitigation-fact-sheets
https://www.acap.aq/resources/bycatch-mitigation/mitigation-fact-shee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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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具体措施的有效性、局限性和优势，以及有效使用这些措施的最佳实践建议。在以下相关

章节会提供现有说明书的链接。误捕减缓措施说明书目前可用语言版本有英语、法语、西班牙

语、葡萄牙语、日语、韩语、简体中文、繁体中文和印度尼西亚语。 

 

 

最佳实践措施 

1. 支绳配重 

在远洋渔业中呈现效果的科学证据 

是经证明和建议的减缓措施方法。应与夜间布绳和惊鸟绳组合使用（Brothers，1991；Boggs，

2001；Sakai 等，2001；Brothers 等，2001；Anderson 和 McArdle，2002；Hu 等，2005；

Melvin 等，2013；2014；Jiménez 等，2017；2019） 

说明和注意事项 

支绳应加重，使带饵钓钩迅速下沉至海鸟进食的潜水深度范围以下。研究表明，在使用支绳配

重时，配重质量越大，且越靠近钓钩，支绳的下沉速度最快且具有一致性（Gianuca 等，

2011；Robertson等，2010a；2013；Barrington等，2016），而且会减少海鸟对饵料的攻击

（Gianuca 等，2011；Ochi 等，2013；Jiménez 等，2019），并降低海鸟死亡率（Jiménez

等，2017；2019；Santos 等，2019）。一系列关于增加配重的研究表明，该措施对目标鱼类

的捕获率没有负面影响（Jiménez 等，2013；2017；2019；Robertson 等，2013；Gianuca

等，2013；Santos等，2019）。然而，在实验中，给一个加重钓钩的钩柄增加32克配重后，

结果显示对实验使用混合鱼类的捕获率有所下降（Gilman 等，2022）。 

 

增加配重会缩短船只后面可能误捕到鸟类的距离，但无法消除该距离。钓线加重已经证明可以

提升其他减缓措施（如夜间布绳和惊鸟绳）的效果，从而减少海鸟误捕（Brothers，1991；

Boggs，2001；Sakai等，2001；Anderson和McArdle，2002；Gilman等，2003a；Hu等，

2005；Melvin 等，2013；2014）。钓线加重是渔具必需的一部分，与惊鸟绳和夜间布绳相比，

其优点是实施更具一致性，从而促进合规性，有助于出港监控。在此基础上，应更重视钓线加

重这一措施，但前提是可以满足特定先决条件，其中包括：1）详细规定加重模式；2）充分

解决安全问题；3）考虑适用于手工捕捞渔业的问题。 

最低标准 

根据下沉速度数据（Barrington等，2016）以及海鸟攻击和误捕率（Gianuca等，2011年；

Jiménez等，2019年；Santos等，2019年），目前建议的支绳配重最低标准如下： 

1) 与钓钩距离0.5米内时配重大于或等于40克； 

2) 与钓钩距离1米内时配重大于或等于60克； 

3) 与钓钩距离2米内时配重大于或等于80克。 

需要组合使用 

应该与惊鸟绳和夜间布绳组合使用。在一段时间内，即使支绳加重，鸟类也可以接触到钓钩。 

http://www.acap.aq/en/bycatch-mitigation/bycatch-mitigation-fact-sheets/2546-all-factsheets-zip-file/file
https://www.acap.aq/fr/captures-accidentelles/fiches-pratiques
https://www.acap.aq/es/es-recursos-captura-incidental/hojas-informativas
https://www.acap.aq/es/es-recursos-captura-incidental/hojas-informativas
https://www.acap.aq/resources/bycatch-mitigation/mitigation-fact-sheets/portuguese
https://www.acap.aq/resources/bycatch-mitigation/mitigation-fact-sheets/japanese
https://www.acap.aq/resources/bycatch-mitigation/mitigation-fact-sheets/korean
https://www.acap.aq/resources/bycatch-mitigation/mitigation-fact-sheets/simplified-chinese
https://www.acap.aq/resources/bycatch-mitigation/mitigation-fact-sheets/traditional-chinese
https://www.acap.aq/bycatch-mitigation/bycatch-mitigation-fact-sheets/bahasa-indones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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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行监测 

总长度小于<35 米的船只：很难在航海时移除压接在支绳上的钓线配重。因此，在离港前检查

船只上的所有渔具箱被认为是可接受的执行监测形式。 

总长度≥35 米的船只：可以航海时拆卸和重新配置渔具。因此，执行监测需要使用适当的方法

（如观察员检查布绳操作、视频监控和海上合规性检查）。如果部署干绳的设备上配备运动传

感器来触发摄像机启动，则可以进行视频监控。 

研究需求 

ACAP 鼓励继续完善钓线加重配置方式（沉子和配重材料的质量、数量和位置），通过渔业中

的对照研究和应用，来有效减少海鸟误捕和安全问题。研究还应包括评估支绳配重对远洋鱼类

捕获率的影响，并提供数据来评估各种配重配置方式的相对安全性和实用性。 

减缓措施说明书 

https://www.acap.aq/bycatch-mitigation/bycatch-mitigation-fact-sheets 

 

2． 夜间布绳 

在远洋渔业中呈现效果的科学证据 

是经证明和建议的减缓措施方法。应与支绳配重和惊鸟绳组合使用（Duckworth，1995；

Gales 等，1998；Klaer 和 Polacheck，1998；Brothers 等，1999；McNamara 等，1999；

Gilman 等，2005；2023；Baker 和 Wise，2005；Jiménez 等，2009；2014；2020；Melvin

等，2013；2014；Rollinson 等，2016；Rollinson，2017；Melvin 等，2023；Meyer 和

MacKenzie，2022）。 

说明和注意事项 

在夜间（定义为航海曙暮光结束至航海黎明之前的时间，根据不同纬度、当地时间和日期在航

海天文历表中有所规定）进行延绳钓布绳操作对于减少海鸟的误捕死亡率非常有效，因为大多

数易受影响的海鸟在夜间不活动。例如，与在部分白天时间布绳相比，如果太平洋长鳍金枪鱼

延绳钓渔业完全在夜间进行布绳，信天翁误捕率将显著降低，而且目标鱼类的捕获率不会降低

（Gilman 等，2023）。夜间布绳对于曙暮性或夜行觅食动物（例如白颏风鹱，拉丁学名

Procellaria aequinoctialis）效果较差。因此，夜间布绳应与支绳配重和惊鸟绳组合使用

（Klaer 和 Polacheck，1998；Brothers 等，1999；McNamara 等，1999；Gilman 等，2005；

Baker 和 Wise，2005；Jiménez 等，2009；2014；2020；Melvin 等，2013；2014）。在月

光皎洁或甲板灯光过于明亮时，该措施的效果可能会下降，并且其在高纬度地区的夏季不太实

用，因为此时航海黄昏和航海黎明之间的时间有限。 

最低标准 

航海黎明和航海黄昏之间不应进行布绳。根据不同纬度、当地时间和日期，航海黎明和航海黄

昏在航海天文历表中有所规定。不论是在夜间开始布绳并在航海黎明之后结束，还是在航海黄

昏之前开始布绳并持续到夜间，如果延绳钓布绳时间跨越夜间和白天，不可以算作夜间布绳。 

https://www.acap.aq/bycatch-mitigation/bycatch-mitigation-fact-shee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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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组合使用 

应同惊鸟绳和支绳配重组合使用。单独使用夜间布绳对于减少夜间活动的鸟类和明亮月光条件

下的海鸟误捕效果较差。 

执行监测 

需要船舶监控系统（VMS）或渔业观察员。在船只航行、布绳、起绳以及静止在渔场时，船

只速度和方向会有所不同。船舶监控系统提供船只在航海黎明和航航黄昏时的活动数据，评估

相关数据被认为是可以接受的执行监测方法。另外，安装在干绳部署装置和起绳机上的传感器

与船舶监控系统相连接，可以用来判断船只合规性，同样，能够触发视频监控摄像头的传感器

也可以判断合规性。该设施目前不可用，需要开发。 

研究需求 

需要确定在夜间使用惊鸟绳和支绳配重的效果的评估方法，可能可以使用热视或夜视技术评估。 

减缓措施说明书 

https://www.acap.aq/en/bycatch-mitigation/bycatch-mitigation-fact-sheets/1824-fs-05-
demersal-pelagic-longline-night-setting/file 

 

3.1 惊鸟绳（总长度≥35米的船只） 

在远洋渔业中呈现效果的科学证据 

是经证明和建议的减缓措施方法。应同支绳加重和夜间布绳组合使用。（Imber，1994；

Uozumi 和 Takeuchi，1998；Brothers 等，1999；Klaer 和 Polacheck，1998；McNamara 等，

1999；Boggs，2001；CCAMLR，2002；Minami 和 Kiyota，2004；Melvin，2003；

Rollinson 等，2016；Rollinson，2017）。总长度≥35 米的船只使用两条惊鸟绳被视为最佳实

践。空中延伸范围适当的惊鸟绳能更易装置在大型船只上。比起一条惊鸟绳，两条惊鸟绳在面

临侧风时被视为能更有效地保护带饵钓钩（Melvin 等，2004；2013；2014；Sato 等，

2013）。混合型惊鸟绳（混合长短飘带）比短飘带惊鸟绳在威慑潜水海鸟（白颏风鹱，拉丁

学名 Procellaria aequinoctialis 方面更有效，Melvin 等，2010；2013；2014）。 

说明和注意事项 

设计妥善和使用适当的惊鸟绳会威慑觅食下沉饵料的鸟类，大量减少海鸟攻击和相关的死亡。

惊鸟绳会从船尾的高处延伸到绳尾产生阻力的拖拽物。空中延伸范围内颜色鲜艳的飘带会惊吓

飞向惊鸟绳和绳下区域的鸟类，阻止它们抵达带饵钓钩。重要提示：惊鸟绳对于带饵钓钩的保

护只限于其空中延伸范围所覆盖的区域。因此，组合使用惊鸟绳和加重的支绳（和夜间布绳）

尤为重要。组合使用能确保带饵钓钩在惊鸟绳的空中延伸范围之外下沉到大多数海鸟的潜水深

度之下。潜水鸟类的存在会提高水面觅食动物（如信天翁）的脆弱性。信天翁会攻击被潜水海

鸟带回水面的带饵钓钩，促成间接互动。 

惊鸟绳应是最轻便、实用和结实的细绳。绳应通过美式转环固定在船只上，以此减少被拖拽在

船只后产生扭矩的绳索旋转。长飘带应通过转环固定，以此防止其缠绕到惊鸟绳上。惊鸟绳有

https://www.acap.aq/en/bycatch-mitigation/bycatch-mitigation-fact-sheets/1824-fs-05-demersal-pelagic-longline-night-setting/file
https://www.acap.aq/en/bycatch-mitigation/bycatch-mitigation-fact-sheets/1824-fs-05-demersal-pelagic-longline-night-setting/fi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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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浮标绳缠绕的风险，可能导致惊鸟绳遗失、打断船只运行，以及在有些情况下，渔具可能遗

失。 

惊鸟绳有几率提高缠绕的可能性，尤其在吊艇架（吊艇柱）上的连接点离船只不够远的情况下。

惊鸟绳需固定于船只，并至少高于船尾附近海面 8 米才可达到空中延伸范围的最低下限。远洋

延绳钓渔业里，通过在惊鸟绳入水范围末端系上拖拽物来增加阻力已被证明存在问题，因为浮

标绳常与惊鸟绳发生缠绕。因此，为增加阻力并减少缠绕，提倡在惊鸟绳入水部分编入短飘带，

或增长或增加入水范围直径。出于安全原因，应在绳索的入水部分加上易断线圈（断裂处），

从而尽量减少与绳索缠结相关的操作问题。 

最低标准 

同时用两条惊鸟绳（下沉延绳钓鱼线两边各一条）能在不同风况下提供最大程度的保护，对抗

鸟类攻击（Melvin 等，2004；2013；2014；Sato 等，2013）。惊鸟绳的设置应如下： 

▪ 使用惊鸟绳时应最大化其空中延伸范围。此范围取决于船只行驶速度、船只连接绳索处

的高度、阻力和惊鸟绳材料的重量。 

▪ 惊鸟绳需固定于船只，并至少高于船尾附近海面8米，才可达到空中延伸范围建议最低

下限的100米。 

▪ 惊鸟绳上应混合放置颜色鲜艳的长短飘带，其间距不超过5米。长飘带应用转环固定在

绳上，防止飘带缠绕惊鸟绳。在海况平静时，所有长飘带应触及水面。 

▪ 带饵钓钩应在两条惊鸟绳之间的区域使用。使用抛饵机时，需调整抛饵机使带饵钓钩落

入双惊鸟绳之间的区域。 

大型渔船只使用一条惊鸟绳的情况下，绳索延伸的方向需与下沉饵料的方向一致。如果将带饵

钓钩投放到尾流之外，惊鸟绳与船只的衔接处需安置在船只投放饵料的那一侧，并向海上延伸

几米之外。 

需要组合使用 

应同钓线加重和夜间布绳组合使用。单独使用惊鸟绳甚少能在空中延伸范围之外保护带饵钓钩。 

执行监测 

需要渔业观察员、视频监控或海上监控（巡逻船或空中巡逻）。 

研究需求 

研发方案以尽可能减少惊鸟绳入水部分与延绳钓所用浮子相互缠绕的问题，这仍然是惊鸟绳研

究中最优先事项。其他研究重点包括：1）对一条和两条惊鸟绳的效果进行评估；2）研究惊

鸟绳的设计特点，包括飘带长度，配置方式和材料。 

减缓措施说明书 

https://www.acap.aq/en/bycatch-mitigation/bycatch-mitigation-fact-sheets/1497-fs-07a-
pelagic-longline-streamer-lines-vessels-35-m/file 

 

https://www.acap.aq/en/bycatch-mitigation/bycatch-mitigation-fact-sheets/1497-fs-07a-pelagic-longline-streamer-lines-vessels-35-m/file
https://www.acap.aq/en/bycatch-mitigation/bycatch-mitigation-fact-sheets/1497-fs-07a-pelagic-longline-streamer-lines-vessels-35-m/fi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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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惊鸟绳（总长度<35 米的船只） 

在远洋渔业中呈现效果的科学证据 

是经证明和建议的减缓措施方法。对总长度<35 米的船只，组合使用夜间布绳、适当的钓线配

重和一条惊鸟绳，且这条惊鸟绳是混合型或短飘带型惊鸟绳时，被认定为有效措施（ATF，

2011；Domingo 等，2017；Gianuca 等，2011；Meyer 和 MacKenzie，2022）。 

说明和注意事项 

在总长度<35 米的船只部署惊鸟绳时，应让其空中延伸范围不低于 75 米。惊鸟绳需固定于船

只，并至少高于船尾附近海面 6 米才可达到空中延伸范围的最低下限。需产生充足阻力才能最

大程度延长空中延伸范围，并在侧风时保持绳索位于船尾的直线后方。可通过使用拖拽物或加

长入水的那节绳索（Goad和Debski，2017）。潜水海鸟会因促成间接互动而提高水面觅食动

物（如信天翁）的脆弱性。 

最低标准 

为达到最低空中延伸范围的 75 米，在将惊鸟绳连接在船只上时，需要悬挂在船尾水域上方至

少 6 米的位置。短飘带（大于 1 米）应位于惊鸟绳的空中延伸范围内，间隔 1 米。两种设计呈

现了有效的结果： 

1) 包含长短飘带的混合型设计。需在惊鸟绳的至少前 55 米内，每 5 米放置一条长

飘带（Domingo 等，2017）。可以调整前 15 米内的飘带，以防缠绕（Goad 和

Debski，2017）。 

2) 只包含短飘带的设计。所有情况下，惊鸟绳应是颜色鲜艳和最轻便、实用和结实

的细绳。绳应通过美式转环固定在船只上，以此减少被拖拽在船只后产生扭矩的

绳索旋转。 

需产生充足阻力才能最大程度延长空中延伸范围，并在侧风时保持绳索位于船尾的直线后方。

惊鸟绳入水的部分需使用长的绳索或单丝鱼线，可以最有效地避免缠绕。另外，短飘带可系于

惊鸟绳，使其“炸毛”（如同红千层形状），在产生阻力的同时，减少飘带毁于浮标绳的几率。 

为减少安全和操作问题，建议使用易断线圈，以便惊鸟绳在与干绳缠绕时可脱离船只。并且，

建议在惊鸟绳和船只之间使用次要衔接，以便发生缠绕的惊鸟绳随后能够连接在干绳上，在起

绳时收回惊鸟绳（Goad 和 Debski，2017）。 

需要组合使用 

应同适当的钓线加重和夜间布绳组合使用。单独使用惊鸟绳甚少能在空中延伸范围之外保护带

饵钓钩。 

执行监测 

需要渔业观察员、视频监控或海上监控（巡逻船或空中巡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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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需求 

研发方案以尽可能减少惊鸟绳入水部分与延绳钓所用浮子相互缠绕的问题，这仍然是惊鸟绳研

究中最优先事项。其他研究重点求包括：1）对一条和两条惊鸟绳的效果进行评估；2）研究

惊鸟绳的设计特点，包括飘带长度、配置方式和材料，尤其是对于极小型船只。 

减缓措施说明书 

https://www.acap.aq/en/bycatch-mitigation/bycatch-mitigation-fact-sheets/1867-fs-07b-
pelagic-longline-streamer-lines-vessels-less-than-35-m/file 

 

4. 钓钩掩蔽装置 

在远洋延绳钓渔业中呈现效果的科学证据 

是经证明和建议的减缓措施方法。钓钩掩蔽装置将带饵钓钩的尖端和倒刺包裹起来，以防止

在布绳时受到海鸟攻击，直到达到设定深度（至少 10 米）或达到最低浸没时间（至少 10 分

钟）才会将带饵钓钩释放，从而确保钓钩的释放深度超过大多数海鸟的觅食深度。ACAP 使用

以下性能要求来评估钓钩掩蔽装置在减少海鸟误捕方面的效能： 

1) 该装置保护钓钩直至达到设定的 10 米深度或 10 分钟浸没时间； 

2) 该装置符合第一部分中支绳配重配置方式当前建议的最低标准； 

3) 已开展实验研究，以便根据 ACAP 最佳实践减少海鸟误捕标准来评估该技术的有效

性、效率和实用性，制定该标准的目的是为对海鸟误捕减缓措施最佳实践建议提供

评估和建议。 

目前，“Hookpod-LED版”（Sullivan等，2018；Barrington，2016a）、“Hookpod-迷你版”

（Goad 等，2019；Gianuca 等，2021；Sullivan 和 Barrington，2021）和“智能金枪鱼钓钩”

（Baker 等，2016；Barrington，2016b）已经评估满足这些性能要求，因此视为代表了最佳

实践措施。 

说明和注意事项 

将这些装置评估为最佳实践的条件是该装置持续满足上述性能要求。 

最低标准 

“Hookpod-LED版”——最小重量68克，位于钓钩处，在布绳过程中包裹钓钩的倒刺和尖端，

并且在深度达到10米前与钓钩保持连接状态，然后才释放钓钩。 

“Hookpod-迷你版”——最小重量48克，位于钓钩处，在布绳过程中包裹钓钩的倒刺和尖端，

并且在深度达到10米前与钓钩保持连接状态，然后才释放钓钩。 

“智能金枪鱼钓钩”——最小重量 40 克，位于钓钩处，在布绳过程中包裹钓钩的倒刺和尖端，

并且在布绳后至少 10 分钟内与钓钩保持连接状态，然后才释放钓钩。 

https://www.acap.aq/en/bycatch-mitigation/bycatch-mitigation-fact-sheets/1867-fs-07b-pelagic-longline-streamer-lines-vessels-less-than-35-m/file
https://www.acap.aq/en/bycatch-mitigation/bycatch-mitigation-fact-sheets/1867-fs-07b-pelagic-longline-streamer-lines-vessels-less-than-35-m/fi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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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组合使用 

这两种经评估的钓钩掩蔽装置设计是可单独使用的措施，无需与其他减缓措施组合使用。要注

意的是，钓钩掩蔽装置综合了两个性能：1）保护；2）通过加快带饵钓钩下沉的速度，减少

海鸟与其接触的机会。 

执行监测 

需将港口船只检查和海上船只监察和监控（如观察员检查布绳操作、视频监控和海上合规检查）

组合进行，以此评估使用情况和合规性。 

研究需求 

需进一步实地调研，评估下沉速度和钓钩掩蔽装置的钓钩保护部件对于减少海鸟误捕的相对贡

献。 

 

5. 水下投饵装置 

在远洋延绳钓渔业中呈现效果的科学证据 

是经证明和建议的减缓措施方法。水下投饵装置可以在船尾立刻于预定深度投放带饵钓钩。

水下投饵装置沿着安装在渔船艉楣上的轨道，在水下单独垂直投放带饵钓钩，钓钩封装在胶囊

形硬壳或类似装置中，消除了所有的视觉刺激，因此海鸟不会跟随船只。胶囊形硬壳会被快速

拉至水下预定的目标深度，在布绳期间，可以根据船只附近海鸟潜水能力对目标深度进行调整，

以防止与海鸟接触。ACAP 使用以下性能要求来评估水下投饵装置在减少海鸟误捕方面的效能： 

1) 该装置在船尾以垂直方式投放封装好的钓钩，达到最小设定深度 5 米时才会释放钓钩； 

2) 支绳符合第一部分中支绳配重配置方式当前建议的最低标准； 

3) 海鸟误捕已开展实验研究，以便根据 ACAP 最佳实践减少海鸟误捕标准来评估该技术的

有效性、效率和实用性，制定该标准的目的是为对海鸟误捕减缓措施最佳实践建议提供

评估和建议。 

目前，“水下投饵机（Skadia 科技公司）”（Robertson 等，2015；Robertson 等，2018；

Barrington，2021）已经评估满足这些性能要求，因此视为代表了最佳实践措施。 

说明和注意事项 

将这些装置评估为最佳实践的条件是该装置持续满足上述性能要求。 

最低标准 

“水下投饵机（Skadia 科技公司）”——计算机操作的液压动力机器，可在水下利用胶囊形

硬壳单独投放带饵钓钩，并且在满足支绳配重建议的最低标准时才可投放钓钩。沿着安装在船

只艉楣的可拆卸轨道，胶囊形硬壳被下拉，然后弹射到目标深度。胶囊形硬壳以 6 米每秒的速

度沿轨道下降，随后以≥3 米每秒的速度沿轨道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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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组合使用 

在评估水下投饵装置过程中，支绳符合第一部分中支绳配重配置方式当前建议的最低标准。值

得注意的是，此装置综合了两个性能：1）保护；2）通过加快带饵钓钩下沉速度，减少海鸟

与其接触的机会。 

执行监测 

需将港口船只检查和海上船只自治数据收集和监控（如观察员检查布绳操作、自治电子监控和

数据收集、海上合规检查）组合进行，以此评估使用情况和合规性。 

研究需求 

需要进一步实地调研，以评估若持续使用水下投饵机（Skadia 科技公司），浅水投饵（如 4-5

米的深度）和深水投饵（例如 6-10 米的深度）对海鸟追随船只和攻击饵料行为有何影响。

Robertson等（2018）没有评估这一点，研究人员在水下和水面上分别投放了几组钓钩，以比

较相对效果。需要进一步实地调研，以评估在不使用加重支绳的情况下，水下投饵机

（Skadia 科技公司）的性能如何。 

 

6. 在特定时间或区域禁渔 

在远洋渔业中呈现效果的科学证据 

是经证明和建议的减缓措施方法。避免在觅食活动高峰期或高峰区捕鱼这一措施已投入使用，

有效、快速和大幅减少了延绳钓渔业的误捕。 

说明和注意事项 

这是一项重要且有效的管理应对措施，尤其适合在高风险地区以及当其他措施被证明无效时使

用。尽管在特定时间或区域禁渔这一措施在目标地点或特定季节可能非常有效，但可能会导致

捕捞活动转移到监管不严格的地区，从而导致误捕死亡率升高。 

最低标准 

未经定义，但强烈建议制定最低标准。 

需要组合使用 

必须与其他措施组合使用，不仅要在禁渔期后将再次开放捕捞的目标区域组合使用，而且要在

邻近区域也组合使用，以防止捕捞活动转移的唯一结果只是海鸟误捕死亡的区域发生改变。 

执行监测 

将船只配备船舶监控系统与适当管理机构监控船只活动组合使用，这被认为是适当的监测方式。

如果怀疑存在非法、未报告和无管制（IUU）的捕捞活动，应在该区域或该季节进行巡逻，以

确保措施的有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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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需求 

需要进一步研究海鸟分布模式和与渔业相关的行为的季节性变化，包括禁渔区是否会导致海鸟

分布向邻近地区转移。 

 

 

其他考虑因素 

7. 将舷侧投绳与钓线加重和惊鸟帘组合使用 

在远洋渔业中呈现效果的科学证据 

证据显示，在夏威夷金枪鱼和剑鱼远洋延绳钓渔业中，该措施比其他同时测试的减缓措施（包

括在相对小型的船只上使用投绳“滑道”和饵料染蓝）更加有效（Gilman 等，2003b）。尚

未研究该措施在南半球渔业的效果，因此目前不建议将其作为南半球渔业中经验证有效的减

缓措施（Brothers 和 Gilman，2006；Yokota 和 Kiyota，2006）。 

说明和注意事项 

钓钩必须低于水面至充分的深度，并且，在钓钩到达船尾之前必须持续受到惊鸟帘的保护。在

夏威夷，舷侧投绳试验中使用了惊鸟帘，并且在距离钓钩 0.5 米处放置了重达 45-60 克的转环。

日本研究得出的结论是，该措施必须与其他措施组合使用（Yokota 和 Kiyota，2006）。在夏

威夷试验中，试验地区聚集着各种主要在水面觅食的海鸟，而这项措施需要在其他渔业和地区

中进行测试，测试地区应有更高的海鸟数量，且二次进食（钓钩被潜水鸟类拾起，随后钓钩受

到水面觅食动物的二次攻击）在该地区是一个更重要的问题。因此，目前不建议在其他渔业中

使用。 

最低标准 

需要明确定义舷侧投绳。夏威夷对舷侧投绳的定义是在船尾前方至少 1 米处投绳，仅仅 1 米的

距离要求可能会降低该措施的效果。船尾前方的距离是指人工投放饵料的位置。如果要通过让

带饵钓钩靠近船侧来为其提供 “保护” ，则必须手动将带饵钓钩扔到饵料投放位置的前方。 

需要组合使用 

从船只侧面投放的钓线必须根据ACAP最佳实践建议进行适当加重，并必须使用有效的惊鸟帘

进行保护。 

执行监测 

需要渔业观察员或视频监控。 

研究需求 

目前尚未在南半球渔业中对潜水鸟类（如鹱属海燕和剪水鹱属海鸟）和信天翁的混合鸟群进行

测试，而这迫切需要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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减缓措施说明书 

https://www.acap.aq/en/bycatch-mitigation/bycatch-mitigation-fact-sheets/769-fs-09-pelagic-
longline-side-setting/file 

 

8. 饵料染蓝 

在远洋渔业中呈现效果的科学证据 

未经证实，也不建议作为减缓措施使用（Boggs，2001；Gilman 等，2003b；Minami 和

Kiyota，2001；Minami 和 Kiyota，2004；Lydon 和 Starr，2005，Cocking 等，2008；Ochi

等，2011）。 

说明和注意事项 

现有的数据显示效果只限于鱿鱼饵料（Cocking等，2008）。船上染色需要人工，且在海况恶

劣时难以进行。关于饵料染蓝的研究结果不一致。 

最低标准 

调配至标准色卡颜色或指定颜色（如用“亮蓝”食用色素（颜色指数 42090，又称 E133 色

素），添加至 0.5%，并至少搅拌 20 分钟）。 

需要组合使用 

必须同惊鸟绳或夜间布绳组合使用。 

执行监测 

现有做法是在航海船只上染蓝饵料，并需要观察员在场或视频监控才得以监察执行程度。没有

观察员在船上或没有视频监控时，需要求在陆地上进行饵料染色，并在出海捕捞前，通过港口

船只检查来监测所携带的所有饵料，以评估执行状况。 

研究需求 

需在南冰洋进一步测试。 

减缓措施说明书 

https://www.acap.aq/en/bycatch-mitigation/bycatch-mitigation-fact-sheets/770-fs-10-pelagic-
longline-blue-dyded-bait-squid/file 

 

9. 投绳机 

在远洋渔业中呈现效果的科学证据 

未经证实，也不建议作为减缓措施使用（Robertson 等，2010b）。 

https://www.acap.aq/en/bycatch-mitigation/bycatch-mitigation-fact-sheets/769-fs-09-pelagic-longline-side-setting/file
https://www.acap.aq/en/bycatch-mitigation/bycatch-mitigation-fact-sheets/769-fs-09-pelagic-longline-side-setting/file
https://www.acap.aq/en/bycatch-mitigation/bycatch-mitigation-fact-sheets/770-fs-10-pelagic-longline-blue-dyded-bait-squid/file
https://www.acap.aq/en/bycatch-mitigation/bycatch-mitigation-fact-sheets/770-fs-10-pelagic-longline-blue-dyded-bait-squid/fi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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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和注意事项 

用投绳机把渔具投放至深处不能视为减缓措施。通过投绳机投进螺旋桨尾流、且船尾后方没有

张力（如松弛）的干绳（用于深处布绳）会严重减缓钓钩的下沉速度（Robertson 等，

2010b）。 

最低标准 

不适用。 

需要组合使用 

不适用。 

执行监测 

不适用。 

研究需求 

不适用。 

减缓措施说明书 

https://www.acap.aq/en/bycatch-mitigation/bycatch-mitigation-fact-sheets/771-fs-11-pelagic-
longline-bait-caster-and-line-shooter/file 

 

10. 抛饵机 

在远洋渔业中呈现效果的科学证据 

未经证实，也不建议作为减缓措施使用（Duckworth，1995；Klaer 和 Polacheck，1998）。 

说明和注意事项 

除非现有具备控制抛饵距离功能的抛饵机器，否则不可当做减缓措施使用。这一要求对于精准

投饵到惊鸟绳下方是必须的。现有的机器（不含可变功率控制功能）有可能抛射带饵钓钩至惊

鸟绳漂流的位置之外很远，增加海鸟所受风险。鲜有具备可变功率控制功能的商业用抛绳机。

需进一步发展。 

最低标准 

不适用。 

需要组合使用 

不适用。 

执行监测 

不适用。 

https://www.acap.aq/en/bycatch-mitigation/bycatch-mitigation-fact-sheets/771-fs-11-pelagic-longline-bait-caster-and-line-shooter/file
https://www.acap.aq/en/bycatch-mitigation/bycatch-mitigation-fact-sheets/771-fs-11-pelagic-longline-bait-caster-and-line-shooter/fi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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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需求 

研发（和推行）具备可变功率控制功能的投饵机。 

减缓措施说明书 

https://www.acap.aq/en/bycatch-mitigation/bycatch-mitigation-fact-sheets/771-fs-11-pelagic-
longline-bait-caster-and-line-shooter/file 

 

11. 水下投绳“滑道” 

在远洋渔业中呈现效果的科学证据 

未经证实，也不建议作为减缓措施使用（Brothers，1991；Boggs，2001；Gilman 等，

2003a；Gilman 等，2003b；Sakai 等，2004；Lawrence 等，2006）。 

说明和注意事项 

远洋渔业现有的设备不足以支持大型船只在海况恶劣的情况下使用这一措施。据报道，有故障

和性能不一致的问题（如 Gilman 等，2003a 和 Baker 和 Wise，2005 所引用的澳大利亚实

验）。 

最低标准 

尚未确定。 

需要组合使用 

当下不建议普遍应用。 

执行监测 

不适用。 

研究需求 

需克服设计问题。 

 

12. 战略性排放加工丢弃物 

在远洋渔业中呈现效果的科学证据 

未经证实，也不建议作为减缓措施使用于远洋延绳钓渔业中，但可以视为良好方法

（McNamara 等，1999；Cherel 等，1996）。 

说明和注意事项 

应视为辅助措施（实施主要最佳实践减缓措施时额外使用辅助措施）。加工丢弃物会把鸟类引

到船只附近，鸟类也会学会在船只附近觅食。在可行的情况下，排放加工丢弃物应彻底终止或

限定在非投绳和非起绳期间实施。布绳时战略性排放（通过布绳时从船侧丢弃均质加工丢弃物，

https://www.acap.aq/en/bycatch-mitigation/bycatch-mitigation-fact-sheets/771-fs-11-pelagic-longline-bait-caster-and-line-shooter/file
https://www.acap.aq/en/bycatch-mitigation/bycatch-mitigation-fact-sheets/771-fs-11-pelagic-longline-bait-caster-and-line-shooter/fi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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吸引鸟类到船侧区域，远离带饵钓钩，Cherel 等，1996）有可能增加互动，所以不应使用。

小型船只上储存或焚烧内脏可能不切实际。 

最低标准 

于远洋渔业尚未确定。南极海洋生物资源保护委员会内禁止在底层延绳钓渔业中布绳时排放加

工丢弃物。鼓励起绳时储存丢弃物。如果排放，必须从与起绳机所在舷侧的对面舷侧排放。 

需要组合使用 

必须与其他措施组合使用。 

执行监测 

加工丢弃物排放实践和活动需经渔业观察员或视频监控监测。 

研究需求 

需进一步了解远洋渔业中加工丢弃物管理的发展与限制（短期和长期）。 

 

13. 活饵 

在远洋渔业中呈现效果的科学证据 

不建议使用，因为使用活饵有可能导致海鸟误捕率的提升（Robertson 等，2010a；Trebilco

等，2010）。 

说明和注意事项 

活鱼饵的下沉速度相比死饵料（鱼和鱿鱼）极其缓慢，因此会提升饵料与海鸟接触的时间。海

鸟误捕率提高与使用活饵有关。 

最低标准 

不适用。 

需要组合使用 

不适用。 

执行监测 

不适用。 

研究需求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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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饵料解冻程度——使用解冻饵料而非冷冻饵料 

在远洋渔业中呈现效果的科学证据 

未经证实，也不建议作为主要减缓措施使用（Brothers，1991；Duckworth，1995；Klaer 和

Polacheck，1998；Brothers 等，1999；Robertson 和 van den Hoff，2010）。  

说明和注意事项 

解冻饵料的下沉速度被认为比冷冻饵料快。但是，Robertson 和 van den Hoff（2010）发现饵

料解冻程度在远洋渔业中对海鸟死亡率没有实际影响。冷冻成块的饵料是无法一一分开的，除

非饵料已是半解冻状态（使用冷冻饵料对于渔民并不实际），否则钓钩无法埋进饵料。半解冻

的饵料的下沉速度与完全解冻的饵料相似。 

最低标准 

不适用。 

需要组合使用 

不适用。 

执行监测 

不适用。 

研究需求 

不适用。 

 

15. 起绳减缓措施 

在远洋渔业中呈现效果的科学证据 

在远洋延绳钓渔业中，减少起绳时勾住海鸟的策略目前未经研发和适当测试。 

说明和注意事项 

远洋延绳钓渔业中，海鸟误捕减缓措施的研发和测试至今基本只专注于如何在布绳操作时尽可

能减少或避免误捕。虽然设计了惊鸟帘等措施减少起绳误捕发生，且已经在底层延绳钓渔业中

进行测试，这些方法仍然无法直接用于远洋延绳钓渔业。 

需要组合使用 

没有相关资料。 

研究需求 

在远洋延绳钓渔业起绳时，尽可能减少海鸟被勾住的方法需要研发，这仍然是急需研究的优先

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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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低标准 

没有相关资料。 

执行监测 

没有相关资料。 

减缓措施说明书 

注意，此说明书主要说明适用于底层延绳钓渔业中的起绳减缓措施，不能直接适用于远洋延绳

钓渔业。 

https://www.acap.aq/en/bycatch-mitigation/bycatch-mitigation-fact-sheets/1907-fs-12-
demersal-pelagic-longline-haul-mitigation/file 

 

16. 激光 

 

强烈不建议使用高能激光 

在远洋延绳钓渔业中呈现效果的科学证据 

现有证据显示，高能激光（第4级激光，即激光危害最高等级）对于威慑海鸟远离船只附近的

危险区域无效（Melvin等，2016），且有可能损害海鸟的视觉系统，海鸟接触激光后，觅食

行为受到了负面影响（Fernandez-Juricic，2023）。 

说明和注意事项 

作为一项海鸟误捕减缓措施，未知能量强度的激光科技的安全性（对于人类和鸟类而言）和效

能受到持续关注，因其当下仍然用于各种渔业。现有证据显示，高能激光已不再推销其在渔业

中的应用。当下缺少证据表明，在一些应用中，可能可以安全并有效地使用以不同方式（扫描，

闪烁，波长调整等）发射的低能激光。 

最低标准 

强烈不建议，因此不适用。 

需要组合使用 

强烈不建议，因此不适用。 

执行监测 

强烈不建议，因此不适用。 

研究需求 

因高能激光持续用于一些渔业，我们鼓励ACAP缔约方上报所用激光的程度和输出能量等级，

包括关于其效果和鸟类安危的任何信息。 

  

https://www.acap.aq/en/bycatch-mitigation/bycatch-mitigation-fact-sheets/1907-fs-12-demersal-pelagic-longline-haul-mitigation/file
https://www.acap.aq/en/bycatch-mitigation/bycatch-mitigation-fact-sheets/1907-fs-12-demersal-pelagic-longline-haul-mitigation/fi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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