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釣繩加重已經成為減少海鳥誤捕忌避策略不可或缺
的部分，成為已知最有效的措施之一（主要措施）
。最佳操作加重方法是使餌鉤產生快速的初始沉降
速率，以減少海鳥誤捕的可能性。目前發展出在繩
核心加鉛絲成為內部加重釣繩以解決這個問題。

什麼是釣繩內部加重？
在釣鉤離開漁船至沉降到海鳥潛水覓食所能到達深度的
短短期間內，海鳥最易上鉤致死。在底延繩釣漁業中，將釣
繩加重可以讓釣鉤盡可能有效地到達目標捕漁作業深度，
並維持釣繩貼著海底。

自動漁具是由一條幹線附著若干固定間距的餌鉤組成（圖
1）。在自動釣繩機上，在固間隔外加沉子是有困難。在開
發內部加重釣繩之前，漁民使用自動釣繩系統一般較少用
外加沉子，往往未能達到使海鳥誤捕降到最低所需要的釣
繩初始沉降速率。內部加重釣繩的開發，是為了改善自動
釣繩的沉降速率。重量平均地分佈在釣繩上，使其自海平
面下沉時得到一致的線性沉降速率。

減少海鳥死亡的有效性
為了避免誤捕海鳥並進行可靠的統計分析，一些試驗用不
同的加重方法測定釣繩的沉降速率，來評估減少海鳥誤捕
的潛力。

初始沉降速率試驗

•	Smith	(2001)	測定了不同的加重法下自動釣繩的沉降
速率，發現大間隔（400公尺）的外加沉子對整條釣繩的
沉降速率不會產生差異。

•	Robertson	(2000)	對自動釣繩進行各種外加沉子的試
驗。結果發現為了產生穩定沉降速率，外加沉子間隔距離
十分重要。Robertson	試驗了若干種外加沉子，在不同
的投繩速度和外加沉子方法交叉比對下，結論出為了確
保減少暴露的釣繩對於海鳥的威脅，沉降速率大於0.3公
尺/秒是必須的。

釣繩內部加重試驗

•	在紐西蘭的試驗發現，帶有鉛絲的釣繩（50克/公尺）的
沉降速度，與無鉛絲釣繩每42公尺外加6公斤沉子的沉
降速率相當。在減少海鳥誤捕方面，最重要的是初始沉
降速率，未加重的釣繩，受到螺旋槳尾流的影響，可能在
船尾80公尺範圍內漂浮在或接近海面。內部加重的釣繩
幾乎立即沉降並且保持穩定的線性下降。這些特性反應
在每種釣繩沉降速率的紀錄：內部加重釣繩平均以0.2	
公尺/秒的速度沉降到2公尺深，以平均0.24公尺/秒的速
度沉降到20公尺深。相較於未加重的釣繩，會先漂浮在
螺旋槳尾流中長達20秒以上才開始沉降，平均僅以0.11	
公尺/秒速度沉降到20公尺深（圖2）。

•	在紐西蘭鱈魚漁業使用內部加重釣繩，改善了初始沉降
速度和沉降到20公尺深度的沉降速率的改善，分別使白
頦風鸌和灰鸌的死亡率大幅減少95%和60%(Robert-
son等,	2006)。

•	內部加重釣繩已經有效地減少了北半球漁業的海鳥誤捕
(Dietrich	等,	2008)，因此，證明這種方法的廣泛適用
性。這項研究也顯示了內部加重釣繩與雙避鳥繩同時使
用，幾乎消彌了漁業作業中的海鳥誤捕。

除了釣繩中增加的重量之外，若干其它因素也影響自動釣
繩漁具的沉降速率：

加重間距

很明顯的，附加在釣繩上的重量是一項重要的因素，然而
加重的間距也是同等重要。為了達到穩定的沉降速率，加
重應當均勻地分佈在整條釣繩上。而內部加重釣繩可減少
螺旋槳尾流所造的漂浮，並可達到線性下降。

環境

在波濤洶湧的大海中，狂湧會使釣繩維持在海面附近，並
將其暴露在波峰與波峰之間的波谷中。漁船在大浪中的縱
搖降低了釣繩的沉降速率，並可能將釣鉤帶回海面。

圖1	自動釣繩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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釣繩內部用鉛芯加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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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	摘自	Robertson等(2006)的內部加重釣繩
(IW)和未加重釣繩(UW)的沉降速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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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捕海鳥的飄浮效應

海鳥經常成群的被捕獲，而且是幾隻海鳥短時間內緊接著
上鉤。一旦海鳥上鉤，它就像一個浮標使相鄰鉺鉤暴露給
其它覓食中的海鳥。良好的釣繩配重除了可限制海鳥上鉤
後浮於海面的時間外，還可降低多隻海鳥同時被誤捕的可
能性。

ACAP最佳操作建議
在此推薦的最佳加重方法是，在標準的避鳥繩保護餌鉤的
保護範圍內，使餌鉤沉降到超出海鳥潛水的範圍，同時也
不會影響目標魚種的漁獲率。
確定理想的沉降速率是制定性能標準所必須的。對於自動
釣繩，內部加重漁具(50克/公尺)可以0.24	公尺/秒的沉降
速率達到20公尺水深，在紐西蘭鱈魚漁業中已證明，分別
減少白頦風鸌和灰鸌90%和60%的誤捕率。對於自動釣
繩外加沉子則需要每42公尺掛6公斤的沉子才能達到與內
部加重漁具(50克/公尺)相同的沉降速率(Robertson	等,	
2006)。
近期創新發展出來的內部加重自動釣繩不需要修改現有的
捕漁作業方式，甚至還能增進捕漁作業的效率。採用鉛絲
作為釣繩的內部加重，建議最少每公尺加50公克。

內部加重釣繩的特性
在使用内部加重钓线渔具时，存在若干作业优点和缺点
(Robertson等，2006)。

•	在使用內部加重釣繩漁具時，有特定的作業優點和缺點
(Robertson等，2006)。

•	內部加重釣繩與相同直徑的傳統釣繩相比，強度降低
10%左右，可能會導致更多的漁具損耗。然而漁具的使
用年限是影響漁具斷裂強度的最重要的因素(Dietrich
等,	2008)，而常規使用內部加重釣繩的漁業中，漁具損
耗看起來不是一個嚴重的問題。

•	就同等長度而言，內部加重釣繩比傳統釣繩重70%左
右。

•	在2006年，內部加重釣繩價格比傳統釣繩高14–23%。
•	有經驗的漁民指出，內部加重釣繩好盤卷，並且在投繩
和揚繩過程中，比較容易通過投繩機和揚繩機，減少釣
繩纏繞的情形。

•	優越的操作性和沒有外加沉子可降低勞力負擔。
•	初步研究顯示，內部加重釣繩具有增加漁獲量的優越性，
但是需要更多研究來確認。漁獲量可能取決於目標魚種
的覓食行為。

組合措施的使用
像許多忌避措施一樣，不能僅僅依靠內部加重釣繩來減少
海鳥誤捕。內部加重釣繩是最重要的忌避措施之一，然而
為了達到成效，內部加重釣繩必須結合其他措施的使用，
包括：
• 避鳥繩（說明摺頁1）
• 夜间投绳（說明摺頁5）。

進一步的研究
•	 	在某些情況下，使用內部加重釣繩有助於提高目標漁獲
的產量(Robertson	等,	2006)。應當擴大試驗範圍並涵
蓋其他目標魚種的底延繩釣漁業，以便確認是否整個漁
業均適用。

•	在釣鉤暴露在覓食海鳥之前的這一段釣鉤沉降時間是與
釣繩沉降速率、避鳥繩覆蓋區域和船速有關的。船速是
一個重要因素，但是在目前的漁業法規中尚未考慮規範。
未來研究需要調查這些因素的相互關聯。

•	應當調查內部加重釣繩與其它底延繩釣漁具（如西班牙
式漁具）結合使用的可能性。

遵守和執行
加重物（鉛芯）是結合在釣繩的纖維中，本質上使用漁具就
是遵守措施。在海上做釣繩的更改昂貴又費時，而且船也
需要較長時間進入捕魚區（如南極和次南極地區漁業）。
因此出海捕魚前對船上所有延繩釣漁具的出港檢查，應被
視作是否遵守實施措施的合適評估。

感謝Graham	Robertson博士（澳大利亞南極處）對此說
明摺頁所做的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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