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塘堰种稗养鱼的效果及其原理

的初步分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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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耀桐 沈国华 陈云霞

(中国科学院水生生物研究所 )

提 要

本文总结了稗草栽培的技术要点和鱼种合理放养的经验
,

测定了种稗塘堰底土和水 中的

氮
、

磷含最的变化
,

观察了稗草在分解过程中氮
、

磷营养物质的释放情况及其对浮游生物增殖

的影响
,

进而对种稗养鱼的基本原理作了初步的分析
。

前
,

当
`

厂刁

随着我国淡水养殖事业的日益发展
,

对于大规格鱼种的需要量越来越大
,

但由于养鱼

的饲料和肥料相当缺乏
,

致使大规格鱼种的培育和成鱼的增产受到了很大的影响
。

广东

省怀集县〔习
、

湖北省薪春县闺
、

武汉市东湖渔场和中国科学院水生生物研究所亡.

司
,

从挖

掘养殖水体本身的生产潜力出发
,

利用鱼池
、

塘堰泥土中的肥力
,

种植黑藻
、

水稻和稗草

(五充几台双沁入不oa )
,

待植物生长到一定产量后
,

用 以培育大规格鱼种
,

收到了显著的效果
,

促

进了鱼种的增产
。

我国各地大多数的鱼种塘堰
,

在冬春两季半年多的时间内都处在休闲状态
,

塘堰周转

利用率不高
。

经过多年养殖的水体
,

都有比较肥沃的淤泥
,

但却没有很好地加以利用
。

稗

草是一种适应性很强
,

发芽早
,

生长迅速的禾本科植物
,

在养鱼塘堰中种植它是很适合的
。

为此
,

我们对稗草进行了较为深入的研究
。 1 9 7 6 年

,

在武汉市东湖渔场进行种稗养鱼种

试验
。 1 9 7 7一工9 7 8 年在农林部的支持下我们又与安徽省和湖北省的 30 多个单位协作

,

在

约 1 千亩的塘堰中进行了比较试验
,

取得了较好的成绩
。

实践证明
,

在塘堰种稗养鱼
,

是

解决饲料
、

肥料的一条新途径
。

为了进一步提高种稗养鱼的生产效果
,

测定了土壤
、

植物体和水体的营养物质的含

量
,

观察了稗草淹水腐烂过程中的营养物质的释放情况及其对浮游生物增殖的影响
,

进而

对种稗养鱼增产的基本原理作了初步的分析
。

参加工作的人员还有王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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稗草栽培技术和养鱼效果

(一 )稗草栽培技术要点

稗草是一种生长在湿地或浅水中的一年生禾本科植物
,

其形态特征
、

生态习性和生长

情况都与水稻相似
。

由于栽培稗草的目的是收获其鲜草作为养鱼饵料和肥料
,

而不是收

获其种子
,

因此稗草的栽培技术有它的一些特点
。

种稗塘堰的条件
:

虽然稗草生长的适应性很强
,

但为了获得鲜草的高产
,

要求淤泥层

要厚些
,

土质要肥沃
,

对于那些底土较硬的要进行翻耕
。

塘堰底部要平坦
,

斜坡较大的可

修整呈梯田式
,

既扩大了种植面积
,

又能保持较均匀的水深
,

有利于稗草的发芽和生长
。

塘

堰的深度最好在 2米以上
,

以使稗草在淹水时能有足够的水深
,

这样可 以防止在淹水初期

因水量少而造成水体缺氧现象
。

塘堰面积大小均可
,

但以数十亩至数百亩为宜
。

最重要

的是要具备有效的排灌系统
,

做到及时灌水
,

及时排水
,

特别是遇到暴雨时能在三天内把

积水排干
,

以保证稗草的生长
。

播种和管理
:

稗子的播种季节与水稻相近
,

在长江流域一带
,

从 4 至 8 月均可播种
,

每亩播种纯稗子 3一 6 斤
。

由粮食部门供应的是
“

杂稗
” ,

因此应根据稗子的含量
,

按比例

增加播种量
。

贮藏多年的稗子其发芽率很低
,

不宜使用
。

为了避免盲目性和不必要的浪

费
,

可先作发芽试验
,

以鉴别稗种的好坏
。

种稗塘堰如当年的稗草已抽穗结实
,

落入池底

的稗子
,

待次年春季即可发芽
,

这样可大大减少稗子播种量
。

播种前将池水排干
,

然后把

发了芽或没有发芽的稗子均匀地撤播全池
。

稗子催芽的方式方法与水稻类似
,

即把稗子

洗净后浸泡 1一 2 天
,

堆放经 2一 3 天后即可萌芽
,

然后直接撒播池内或在秧田内育成稗

秧
,

待稗秧长至 20 厘米左右即可移栽
。

稗秧与水稻秧相 比
,

稗秧要瘦弱得多
,

因此稗子发

芽后要注意保持土壤的潮湿
,

不能积水
,

以利稗草扎根生长
。

稗草产量
:
稗草生长 30 一 4 5 天后

,

植株高度可达 1一工
.

3 米
。

根据 9 个渔场 30 个试

验塘堰所得到的数据
,

每亩可产稗草鲜重 2 ,

50 。一 13
,

00 0斤
,

平均亩产 8 ,

30 。 斤
。

1 9 7 7

年妥武昌东湖 8 个试验池的稗草产量为每亩 3
,
670 一 1 1 , 5 00 斤

,

植株密度为每亩 2 53
, 。 00

一 7 0 7
, 0 0 0 株

。

(二 ) 鱼种的放养和效果

当稗草生长到一定产量后
,

最好是在扬花之前
,

就灌水入池
,

把稗草全部或大部分淹

没于水中
。

一般说来
,

以引灌含有较为丰富的浮游生物的肥水为好
,

这样更有利于浮游生

物的增殖
。

大多数渔场是在稗草被水淹没后随即投放鱼种的
,

鱼种是一次放足或分批放

养
。

我们对 30 个种稗养鱼试验塘堰进行了鱼种放养和生产效果的统计 (表 1 )
。

投放的

鱼种规格多数为 1一 1
.

5 市寸
,

放养密度为每亩 3
,

300 一 9
,
000 尾

,

一般在 5
,

0 00 尾左右
。

放养品种多以白维或花蟋为主
,

搭配草鱼
、

团头鱿
、

杂交鲤
、

青鱼
、

细磷斜领姻和细鱼等
。

在

不增加任何饲料
、

肥料条件下
,

鱼种约经两个月的培育
,

规格多数在 4 市寸以上
。

每亩放

养密度在 3
,

500 尾左右的
,

鱼种规格可达 5 市寸
。

鱼种回捕率在 70 % 以上的塘堰占 2 /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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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塘堰种稗养鱼效果统计表

量)产脑斤种鱼̀塘 堰 面 积
(亩 )

稗草总用量
(斤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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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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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7 2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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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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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编号备注
: 1一7 武汉市东湖渔场 8一 1 4 湖北省孝感野猪湖渔场

1 9 湖北随县黑屋湾水库渔场 加湖北泽水县望天湖渔场

口渔场 30 武汉市南湖渔场

其中有 1 5
,

部 6斤是人工投进去的宽菜
、

水雍菜和杂草
。

1 5一二8 安微省合肥市市郊渔场

21 一 2。 湖北黄股县国营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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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
。

白链和花避的回捕率较高
,

草鱼和青鱼的回捕率较低
。

鱼种产量一般为 1 5 0一 2。。

斤
,

高的达 25 0 斤 以上
。

根据 匆 个试验塘堰的统计
,

生产 1斤鱼种需要消耗稗草 20 一 70

斤
,

其中以 3 0一 50 斤的为多数
,

平均为 始 斤
。

这种饵料消耗比的高低
,

在很大程度上取

决于是否做到合理放养
,

合理利用饵料
。

种稗养鱼原理的初步分析

从物质循环和能量转化的观点来看
,

塘堰种稗养鱼是在人们的生产活动下
,

通过稗草

直接利用太阳能
,

同时又借光合作用把积累在养鱼塘堰泥土中的丰富的无机营养物质变

为有机体
。

待稗草生长到一定产量后
,

灌水淹没稗草
,

在微生物的作用下
,

腐烂分解
,

释放

出营养物质
,

使水质变肥
,

促进浮游生物的增殖
,

不断提供鱼类的饵料 ; 或形成有机碎屑
,

直接为鱼类所利用
,

从而
“

就地
”

解决了养鱼的饵料和肥料
,

达到增加鱼产量的目的
。

(一 ) 种稗前后土壤磷
、

氮含量的变化

1 9 7 7 年
,

我们对武汉市东湖渔场和南湖渔场的 4 个种稗养鱼塘堰
,

进行了土壤磷
、

氮

含量的测定
。

土壤的采集
、

制备和分析按常规方法进行 〔 7 〕
。

总氮用半微量凯氏法
,

总磷用

酸溶比色法
。

测定结果表明 (表 2 )
,

塘堰种稗后
,

土壤中的总氮和总磷都显著减少
,

总的

趋势是磷的递减比例比氮要大
。

总氮的递减百分率与稗草产量呈正相关
。

表 2 种稗前后土滚氮
、

磷含盆的变化

、、 、 、
...

稗草产量量 总 复 ( N % ))) 总 磷 (卫
: o 。

% )))
项项项 (斤 /亩 )))))))))))))))))))))))))))))))))))))))))))))))))))))))))))))))))))))))))

地地 目目目 种稗前前 利
,

稗后后 减少最最 减少男男 种稗前前 利
,

稗后后 减少曼曼 减少万万

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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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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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4 00 亩湖汉汉 7
.

3石000 0 3 444 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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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 999 2 6
.

4 777 0
.

18 111 0
.

生1 777 0
.

0 6 444 3 5
.

3555

东东湖渔场三队队 6
,

1斗333 0
。

3 999 0
.

3 333 0
甲

0 666 15 3 333 0 2 2 444 ()
,

1 3 999 0
,

0 8 555 3 7
.

9毛毛

1113 号池池 3 93 222 0
`

1666 0
.

1 333 0
.

泥泥 1 3
,

3 333 O
甲

1 0333 0
.

0 7333 0
.

朗OOO 2 9
.

1 222

东东湖渔场兰队队 6
,
8石666 0

,

2 888 O
甲

缸缸 0
,

价价 幼
`

OOO O
,

1 5333 0
、

1 0 111 0 0石222 3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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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 稗草淹水后营养物质的释放和浮游生物的增殖

我们对东湖渔场和南湖渔场的稗 草进行 了营养 分析
,

粗 蛋 白含 量为干 物 质的
1么 88 %

,

磷酸为 。
.

36 终
。

为了查明稗草淹水后营养物质的释放和浮游生物增殖的情况
,

进行了室内
、

室外和生产性试验
。

1
.

室内试验

试验在 A
,

B 两个玻璃缸中进行
。

玻璃缸容积为 7 升
,

每缸放入新鲜稗草 30 。克
,

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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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湖水 6升
,

即每升水中有稗草 50 克
。

为了比较稗草在切碎与不切碎情况下营养物质的

释放速度
,

将 A缸的稗草切成长约 1 厘米的片段
,

B 缸的稗草则不切断
,

试验时室温在

幼一 25 吧
。

玻璃缸不加盖
。

从图 1 可以看出
,
P H 值在淹水后逐渐下降

,

A 缸比 B 缸的下

降速度略快
, 7 天后 A 缸和 B 缸的 p H 值分别从 8

.

4 降至 4
.

8 和 4
.

9
。

电导率则在淹 水

后逐渐上升
,

A 缸比 B 缸的上升速度略快
,
4 天后则 B 缸的电导率比 A 缸的快些

,

A
、

B 两

缸从 4 2 5 微欧 /厘米分别上升到 i ,
4 0 0 和 1 ,

欢2 5
。

招勺\q屯

咖

1 /
_ , :

一
一

之

忍于 -

. . , 弓 .

一

扫 月,
扭

,. , .

切碎

不切碎

0 6 10 即 e o

小时

图 1 稗草淹水后水中

1 00 1悠0 18 0

p ll
,

电导率的变化

从图 2 中看出
,

稗草淹水后很快就释放出氮和磷
,

其中磷比氮的释放速度要快些
,

A

缸 (切碎 ) 比 B 缸 ( 不切碎 ) 的又要快些
。

N .R
一
N 的释放

,

在淹水 20 小时后
,

A
、

B 两缸从

。
.

02 3 毫克 /升分别上升到 7
.

60 和 6
.

80
,

4
’

天后则 丑缸比 A 缸的略快
, 7 天后 A

、
B 两缸

分别上升到 34
.

20 和 42
.

00
。
卫 O厂 的释放

,

在淹水 20 小时后
,

A
、

B 两缸从 0
.

01 3 毫克 /

升分别上升到 22
·

40 和 20
·

5 0, 7天后两 加

缸均达到 4 5
·

40
。

4 0

000
,曲勺曰吸盈

叫、勃获

2
.

室外试验

试验在水缸内进行
。

为 了比较符合

生产实际情况
,

缸底铺上泥土
,

稗草用量

是按水深 1
.

5米时每亩 10
,

00 0斤 计算

的
。

缸内盛水 3 45 升
,

放进新鲜稗草 3
.

45

斤
,

即每升水中有稗草 5 克 (相当于室内

玻璃缸试验用量的 1八 O )
。

试验时水温

为 2 5一 30
0

0
,

试验结果见表 3 。

稗草淹水

后
,

异养细菌迅速繁殖
,

第五天达到高

。嘴臼

图 2

。 2 0 2 0 e o 冬0 0 砂 0 卫叻
小时

稗草淹水后水中氮
、

磷含量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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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弓 水缸稗草淹水后营养物质释放及浮游生物增殖

硫搏
、

习郡
菌数 】总 氮 } N H

4 ~ N

毫升 ) }〔毫克 /升 ) } (毫克 /升 )
总 磷

(毫克 /升 )

P q
曰 l浮游植物数

(毫克 /升 ) !〔减 1护个 /毫升 )
枝角类

C个 /升 )

1
.

3 6 O
,

2 2 0 ! 0
.

03 7 0
.

0 3 0 1 1 0 0

O
,

韶O O
`

5尔〕

2一001场202一214317440拐

0
.

2 6

1 0
`

0

1 5 〕
、

O

1 1 5 2

1 0 0 2
.

6

1 8 7
.

0

1 5 5
.

0

性2
,

6

0
.

8 4 0 } 1
,

}加〕 0
.

砧5

i
·

8 4

}
”

·

1 6

工
.

印 } 一

一 !
工

`

。 4

一 i
:

.

。 。

一 ! 2
.

4 0

1
。

1巧

O
。

84

0
.

84
0

.

4 6 0

0
.

胜

0
.

台〕5

0
.

3 7石

0
。

1 7 9

O
。

4 1刀

0
`

石0 0

0
.

盯O

O
`

188

0
.

1邓

0
.

叮 1

0
.

的O

0
`

1 6 9

2 4 3

3 9

2的
1 4 1 0

10131619韶28劝

峰
,

为 10 只 10
.

个 /毫升
。

由于细菌的作用
,

稗草腐烂分解
,

氮
、

磷释放速度更快
。

从表中

数字看出
,

磷的释放速度比氮的释放速度要快
,

这与室内玻璃缸的试验结果是一致的
。

稗

草淹水后第 3 天
,
P O厂由 。

.

0 30 毫克 /升上升到 。
.

6 9 。 ,

而 N H
` - N 则从 。

.

220 毫克 /升上

升到 0
.

53 0
。

稗草淹水后第 33 天
,

水中总氮为 2
.

40 毫克 /升
,

N H
` 一

N仍有 0
.

砚 毫克 /升
,

总磷有 。
.

400 毫 克 /升
,

P 0 .’ 有。
,

15 9 毫克 /升
。

氮
、

磷的迅速释放为浮游生物的繁殖创

造了有利的条件
,

浮游植物在淹水后半个月左右出现高峰
,

而枝角类的高峰则在一个月

后
。

关于水生高等植物腐烂过程 中营养物质 的释 放情 况
,

P 玩鱿` ( 19 7 0) 〔川
、

B oy d

( 19 70 ) 〔 s 〕
和 J o ell ( 19 77 ) 仁

工。〕
先后用芦苇和蒲草等作过腐烂试验 ; 结果表明磷的释放速

度 比氮的释放速度要快得多
,

这与我们 的试验结果是一致的
。

3
.

生产性试验

试验在东湖渔场进行
。

稗草每亩用量为 12
,

28 4 斤
,
6月 5 日淹水

,

随后陆续投放 l一

2 寸鱼种
,

每亩 4
,
9 47 尾

。

试验期间对水质
、

浮游生物和水细菌的数量以及鱼种的生长情

况进行了定期的观测
。

稗草淹水后一周
,

水细菌达 24 。多万个 /毫升
。

在淹水后的 48 天

内 (即没有投喂任何人工饲料期间 )进行了 11 次的分析测定 (表 4 )
,

从表中看出试验的 l

号池 (2
.

3 亩 ) 和 2 号池 (2
.

2 )亩的平均值
。

水中总氮变幅在 1
.

33 一 2
,

19 毫克 /升
,

平均为

1
.

69
。

总磷变幅在 0
.

0 05 一 1
.

31 5 毫克 /升
,

平均为 0
.

5 2 9
。

水中总氮与总磷的比例
,

在淹

水后第二天仅为 33 2 : 1 ,

到淹水后的 5一 48 天内
,

氮磷比例变幅在 1
.

6 :1 一 2 8 : l ,

平均为

7
.

3 : l
。

由于水中具有较高的氮
、

磷含量和比较适宜的氮
、

磷比例
,

为浮游生物的大量繁殖

和鱼种的迅速生长提供了较好的条件
。

在鱼种密度较大的情况下
,

浮游植物总数也一直

维持在较高的水平
,

其变幅为 14 x 10 一 38 1 又 10
`

个 /毫升
,

平均为 72 丫 10
.

个 /毫升
。

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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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武昌东湖渔场三队 1一 2号种稗养鱼池
,

稗草淹水后氮
、

磷含量的变化和浮游生物的增殖

总 氮
(毫克 /升 )

·

总 磷
〔毫克 /升 )

浮游植物数
( x l护个 /毫升 )

浮游动物数
(个 /升 )

透明度
(厘米 )

水温
吸亡夕

55303535600胜昨豁然30湘邓灯30器器17郑竹初价加700048那筋st声杆̀钾
J
8778888

5565

403828邵加盯404623望的红努拐49醚n24388169科

3

O
,

0 0与

0
.

石7 6
、

1
甲

3 1 5

1
甲

0 2 0

0
.

弱 5

0
.

5 4 6

0
.

3 1 5
’

O
`

O漪

0
.

7石8

0
.

〔旧3

0
.

1 8性

1 7 4 1 1

4 4 8 8 2

1路昨
2 1 7 6 1

3 903 9

6 5叙4

3幼 9 7

邓幻O

2 0 8 4

邹 5弱

跳6 2 0

61朋叱哪加19铭4971邸94121
11121111
11

中以绿藻为最多
,

占 67
.

3 5终
,

其次为蓝藻
,

占 21
.

42 %
。

浮游动物数量变幅为 2 ,

08 4一

6 5 , 2 14 个 /升
,

平均为 46 个 /毫升
,

其中以原生动物为主
。

由于水中浮游生物丰富
,

故鱼种

生长良好
,

白鳝的生长速度平均为 0
.

2 71 厘米 /天
,

花继平均为 。
.

1 77 厘米 /天
。

总 结 与 讨 论

(一 ) 关于稗草的合理利用

在种稗养鱼中
,

稗草是鱼产量的物质基础
。

稗草产量的高低直接影响到鱼产鱼的高

低
,

但稗草产量高并不等于鱼产量高
,

这就存在着一个合理利用的问题
。

从我们对 30 个

试验塘堰所统计的稗草产量与鱼产量的比值 (万 )表明
:
了值在 45 以上的占 43 终

,

亥值在

35 以 下的占 3 7肠
。

为了提高稗草利用率
,

增加鱼产量
。

可采取下列措施
:

1
.

适时利用稗草
。

生产实践表明
,

当稗草在扬花期就淹水利用
,

能收到较好的生产

效果
,

此时稗草产量高
,

鲜草营养物质比较丰富
,

稗草中的氮
、

磷物质的释放速度也较快
,

有助于浮游生物的生长繁殖
。

又由于稗草较嫩
,

植物腐烂分解后所形成的有机碎屑也较

多
。

何志辉等认为
,

有机碎屑有时成为白鳝的主要食物 〔叼
。

生产实践又证明
,

当稗草结实后

才予 以利用
,

则稗草的饲料
、

肥料价值不高
,

所得鱼产量也较低
,

稗草和鱼产量的比值 (尤 )

往往都在 50 以上
。

2
.

进行
“

稻田式
”

养鱼
,

增加食草性鱼类放养量
。

从食物醚的观点出发
,

放养食草性

鱼类直接摄食稗草
,

能降低饵料消耗比
,

增加鱼产鸳
。

根据池塘养鱼的经验
,

如用青草饲

养草鱼
,

每生产 1 斤草鱼
,

还可增产白雌和花继产量 。
.

4一 0
.

6 斤
。

因此可在稗草生长初

期
,

先放养草鱼和杂食性鱼类
,

进行
“

稻 田式
”

养 田
,

随着稗草和草鱼的生长
,

可逐步提高水

位
,

以保证草鱼能不断地摄食稗草叶片
。

在此期间可根据水质情况适当放养花链和白缝
。

当稗草到扬花期
,

可将全部稗草淹入水中
,

此时可增放少量白缝
。

3
.

要克服缺氧现象
。

这是提高稗草利用率
、

降低饵料消耗比的一项重要措施
。

在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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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淹水后一段时间内
,

往往出现严重缺氧现象
,

影响了鱼类的摄食和生长
,

增高了饵料系

数
。

因此要设法克胀缺氧现象
。

关于克服缺氧的办法下面再述
。

(二 ) 关于鱼种的合理放养

白缝和花维是滤食性鱼类
,

通过鳃耙过滤水中的悬浮颗粒物质
。

许多 研 究结 果表

明琢一班 , 习
,

白链的鳃耙呈海绵状结构
,

能有效地过滤水中的小型和微型的浮游生物
,

主要

是浮游植物
,

而花避的鳃耙则呈栅状结构
,

能有效地过滤中型和大型浮游生物
,

特别是浮

游动物
。

从室外和生产性试验表 明
,

稗草淹水后半个月左右
,

浮游植物的数量往往达到高

峰
,

出现的主要种类为绿藻门的栅藻 (励
`。 山: 。 哪 )

、

绿粒藻 (hC lo 作乙la)
、

蓝藻门的蓝纤维

藻 (D
a` 夕乙。 。。哪血 )

,

硅藻门的园盘硅藻 (伪
。赫树乙的

、

甲藻门的隐藻 〔C护卿 ot 。 , 郎 ) 和裸

藻门的裸藻 (刃几夕 l二 ) ; 浮游动物是以原生动物中的周毛虫 ( C夕
c环而二 , )

、

弹跳虫 (石兔乙-et

石的
、

榴弹虫 ( 0U 乙叩 s )
、

钟虫 (V0 村店叱“ a) 为主
。

大型 甲壳动物在小型试验中
,

一个月后才出

现高峰
,

而在生产性试验中
,

其数量一直较低
。

根据稗草淹水后所出现的浮游生物的种类

组成
、

个体大小和数量的变化情况来看
,

应 以放养滤食小型和微型浮游生物的白维为主
,

这样更有效地利用饵料生物提高稗草的利用率
,

降低稗草的消耗比值
。

生产性试验已证

明了这一点
:

以主养白链的 1遵个试验池
,

其稗草消耗比值 (尤 ) 为 3 5
.

7 土 1 4
.

6 , 以主养花

缝的 1 2个试验池
,

其 了 值为 49
.

4 士 1 1
.

8 ,

即白醚池对稗草的利用率为花链池的 14 0%
。

(三 ) 关于缺氧问题及其克服途径

缺氧是稗草淹水初期常常出现的现象
,

有的因缺氧而造成鱼类浮头
,

甚至泛塘死亡
。

鱼类生存所必需的水中最低溶氧量
,

随鱼的种类不同而异
,

根据我们对种稗养鱼池所作

的观察
,

当水中溶氧降至大部分鱼种死亡或全部死亡的
“

氧阂
”

时
,

先后死亡的次序是
:

鲤

鱼
、

青鱼
、

草鱼
、

团头鱿
、

白链和花维
。

虽然 白缝和花缝对缺氧的忍耐能力较强
,

在 。
.

2一

O
·

3理m 的溶氧浓度下仍能生存
,

但生活机能减弱
,

行动不活泼
,

摄食不 良
,

生长速度慢
,

饵料系数增大
。

因此
,

了解缺氧本质
,

探讨克服途径对于合理利用稗草
,

提高鱼产量是有

现实意义的
。

我们在室 内外的小型试验和生产性试验中观察到
,

稗草在淹水后 3一 7 天
,

水细菌的

数量达到高峰
,

此时水中溶解氧显著降低
,

往往出现严重的缺氧现象
。

淹水后 10 天左右

才大量出现浮游植物
,

半个月后达到高峰
。

随着浮游植物的大量出现
,

并通过浮游植物的

光合作用
,

使得水体中的溶解氧量逐 日增加
。

可见缺氧是由于稗草淹水后
,

大量异养细菌

的繁殖
,

消耗了水中的氧气而引起的
。

因此探讨稗草草量与溶氧量之间的关系
,

对于克服

缺氧和合理利用稗草量是有帮助的
。

试验于 1 9 7 7 年 9 月 21 日进行
,

试验玻璃缸置子室

内窗口
,

光线微弱
,

水温为 20 一 2 5吧
,

玻璃缸内盛湖水 7 升
,

分别放进稗草 (鲜重 ) 。克
、

3
.

5 克
、

10
.

5 克
、

17
.

5克
、

2 4
.

6 克和 3 1
.

5 克 (相当于水深 1
.

5 米时每亩稗草用量分别为 。

斤
、
1 ,

0 0 0 斤
、

3
,

0 0 0 斤
、
5 ,

0 0 0 斤
、
了,

0 0 0 斤和 9
,

0 0 0 斤 )结果见 图 s
。

从图中可看出
,

稗草

量越大
,

出现缺氧的时间越早
,

缺氧的时间也越长
。

当每亩稗草量为 9
,

000 斤时
,

·

淹水后

46 小时
,

溶氧量下降至 0
,

3P pm
,

缺氧现象维持时间长达一星期以上
,

这与水缸试验结果是

一致的 (图
·

4 ) ; 当草量为 7 0 0 0 斤时
,

淹水后 10 8 小时
,

洛氧降至 o
,

3PP 功 , 草量为 5 0 0。 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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勿句句匀句袅川巧琳孙

6吕扭̀

ǎ毯软ù书浪旧

o ; : 3 ; 5 6 : 云 0 1 , 3 峨 5 1 0 1 2 14 功天

稗草淹水后天数

图 3 不同稗草量对溶解氧的关系
,

图中 图 4 稗草淹水后缸内溶氧量的变化

所示的不同稗草量 (鲜重 )均在 7 升水的

玻璃缸中作试验

时
,

则在 5 天后才缺氧
,

而每亩草量在 3 0 0 0 斤和 1 0 0 0 斤时
,

不出现缺氧现象
。

上述试验

是按水深为 1
.

5 米时推算的
,

如果水深达 2 米
,

则每亩稗草用量在 4
, 。00 斤时

,

将不会发

生缺氧现象
。

因此
,

防止和克服缺氧现象可采取下列途径
。

1
.

将塘堰由浅改深
,

可灌水至 2一 2
,

5 米深
,

这是最有效的防止缺氧的办法 ,

2
.

避开缺氧高峰期
,

适当推迟放鱼时间
,

一般在淹水后 10 天左右为宜 ,

3
.

适当减少草量
,

采取部分割除或开行的办法
,

4
.

采取
“

稻田养鱼式
”

方法
,

以养草鱼为主
,

逐步利用稗草 ,

5
、

严重缺氧时采取换水的急救措施
,

但换出的肥水要利用起来
,

可引灌到别的较大

的塘堰中去
。

经过试验和应用
,

上述五种途径都能收到一定效果
,

只要充分认识缺氧的本质及其基

本规律
,

缺氧泛塘的现象是可以克服的
。

(四 ) 关于稗草的肥效维持时间问题

以主养自琏或花链的种稗养鱼池
,

当稗草淹水后
,

从水中氮
、

磷含量和浮游生物数量

的变化来看
,

稗草的肥效持续时间一般为 4 5一 55 夭
,

此时
,

合理放养的鱼种
,

其规格均可

达到要求 ( 4 寸以上 )
,

若要鱼种得到持续生长
,

获得更高的产量
,

就必须在养殖的后期
,

补

充人工饲料或其他青饲料
、

肥料
。

1 9 7 6 年东湖渔场兰队 1
、

2 号种稗养鱼池
,

就是在淹水

50 天后补充投放了青饲料的
,

获得了亩产鱼种 429 斤的显著效果 (参见表 1)
。 1 9 7 8 年南

湖渔场 400 亩种稗养鱼湖汉
,

后期补充了牛粪肥料
,

鱼种规格达到 5一 6 寸
,

平均亩产鱼种

20 。多斤
。

有的单位则采取一年二次种植二次养鱼的办法
,

即第一次养的鱼种已达到 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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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
,

但却缺乏饲料
、

肥料
,

此时将池水排干
,

把鱼种捞起
,

进行第二 次种植稗草
,

稗草生长约

1个月后
,

灌水淹没稗草进行第二次养殖
,

亦获得好的效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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