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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功能渔船改装方案 

浙江海洋学院工程学院 戎瑞亚 刘全良 

由于近海渔业资源的衰竭和中Et、中韩渔业 

协定的实施，迫使舟山市近 3 000艘渔船 、近 3万 

渔民需要转产转业或转移渔场。舟山市采取减船 

减人的举措，对渔业结构进行调整，恢复和保护近 

海资源。按照舟山的减船计划，到 2010年将减少 

渔船 5 000艘。其中200马力以下渔船以报废淘 

汰为主，200马力以上以改行转业为主。对于这 

些即将报废和改行的渔船，舟山市政府主要采取 

以下措施：(1)建设人工鱼礁，改善渔业生态环 

境，为以后开展海钓、休闲渔业作好基础工作。 

(2)将部分渔船改装成为渔运船，从事洋地鱼货 

收购和渔船补给。(3)少部分装修改造成休闲渔 

船，推动观光娱乐休闲渔业的发展。 

1 渔船改装方案设计 

舟山渔业的作业方式主要是帆涨网、流网、围 

网、拖虾作业等，将要淘汰和改行的主要是这些作 

业中吨位相对较小、服务年限较长以及对渔业资 

源破坏性较大的作业渔船。 

(1)生产管理型 

可以在这些即将淘汰的渔船中选择60马力 

以上、服务年限较短、质量较好的各类木质渔船进 

行改装。保留渔船的起网设备，将渔船底舱分割 

成机舱 、燃油舱、渔舱 、淡水舱和渔具舱等，把原来 

船员室改装成工作人员休息室(包括基本的卫生 

设施等)和用于 日常养殖海域环境监测的工作 

室，以改善工作人员在海上的生活条件。改装后 

的渔船可以进行网箱的安装和固定、网衣的更换 

和清洗、附件系统的运输和管理以及鱼货收捕和 

运输等，也可作为工作人员的生活管理用房。 

(2)休闲游船型 

休闲游船的改装可以选择 120马力以上的围 

网或帆涨网渔船，船体宽大、稳定性好、服务年限 

不超过 l0年。改装过程中严格按照各地区新出 

台的有关休闲渔船的改装规定进行。 

把渔船由原来的一层隔成二层 ，底层为渔舱 、 

渔具舱和淡水舱等，配置一些合适的小型渔网 

(如流网、蟹笼等)以及游钓设备。第一层为游客 

观光的船舱和用于垂钓或拉网捕鱼的作业平台。 

观光舱中安置座椅和茶几等，并配备基本的卫生 

设施。第二层为敞篷式结构，便于游客将捕捞到 

的海鲜打火锅或烧烤。船上安装消声器及减震设 

备，并对排气管进行改造，以降低渔船机械噪声， 

减少废气排放对游客造成的影响。在游客可能到 

达的船的部位，装上护栏和保护网(图1)。 

图 1 休闲游船型改装方案图 

(3)综合型 

这类渔船的改装可以按休闲游船型方案进 

行。底层为渔舱、渔具舱 、淡水舱和杂物舱等，上 

层为观光舱和海洋环境监测室，配置海洋监测所 

需基础技术设备。甲板上设置饵料投放台和游钓 

台，安放 自动投饵机，实现定时定量投饵，也可以 

请游客加入投饵。船上安装上消声器及减震设 

备。改装后的渔船集休闲渔业旅游、网箱养殖日 

常维护和海洋环境监测等于一体。 

2 三种改装方案的可行性 

深水网箱养殖过程中，除网箱的安装及固定、 

饵料投放、鱼货运输等外，Et常管理和维护是非常 

重要的，主要包括饵料的投放、网衣的清洗、框架 

的保养与维护、泊系系统的维护以及对养殖环境 

的监测等，生产管理型的渔船就可以满足这些功 

能。而且改装过程各舱结构无需做大的调整，成 

本较低。随着近几年网箱养殖向深海的发展，生 

维普资讯 http://www.cqvip.com 

http://www.cqvip.com


42 《渔业现代化)2006第4期 

产管理型的渔船将会给深海养殖基地带来更大的 

便利。 

休闲游船型的方案，随着舟山市海洋旅游业 

的开发，已经得到旅游、海洋与渔业、交通等管理 

部门的认可。交通管理部门已出台有关行业规 

定，以规范休闲渔船的改装。由于这类渔船的改 

装是按旅游船的要求进行设计，所以改装过程中 

对渔船的环境、消防、安全、消音、减震等设施要求 

较高。乘坐改装后的渔船在网箱养殖区内进行海 

上游乐、垂钓等“渔家乐”活动，已经受到越来越 

多游客的青睐。 

随着部分网箱养殖基地发展成为海上休闲基 

地，综合型的改装方案应该是一种较理想的方案。 

在旅游旺季，可以作为海上休闲游船接待游客。 

在旅游淡季，可以进行网箱养殖的日常管理，以及 

作为海洋环境监测的实验船对近海的海洋环境进 

行监测，预报海洋灾害。 

3 结束语 

由于舟山的海洋休闲旅游业仍有着巨大的发 

展潜力，也可以将一些渔船改装成专业的海钓船、 

海上环岛观光船等从事休闲渔业活动。同时，随 

着海上养殖业的发展，各类不能适应外海和远洋 

作业的中小型渔船，除将其投放大海用于人工鱼 

礁外，从资源再利用和节约渔民生产成本等多方 

面考虑，渔船改装将会受到普遍欢迎，如改装成适 

应贻贝产业化养殖和海上加工的贻贝清洗、收割、 

加工一体船，及适用于养殖的活鱼和鱼苗运输船 

等。 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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