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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 要

无锡河士寄口高产鱼池的浮游植物量多在 20 一100 毫克 /升之间
,

以隐藻门为代表的鞭毛藻

类占很大优势
,

绿球藻类和硅藻类次之
,

蓝藻极少
。

浮游动物量平均大约为浮游植物量的 1胜一

1阳
,

以轮虫为主
。

当地养鱼他的水色
,

主要由膝口藻
、

隐藻
、

裸甲藻和绿球藻的水华颜色决定的
。

膝口藻水华

是渔民最欢迎的翎巴水
” ,

隐藻水华和绿球藻类水华为一般翎巴水
刀 ,

裸甲藻水华被称为“转水气

文中对
“

肥
、

活
、

嫩
、

爽
”

的生物学内容同浮游生物量及链
、

墉鱼产量的关系进行了分析
。

无锡河坍 口是我国养鱼高产的地区
,

那里养鱼高产主要技术关键之一
,

是看水养鱼
。

也就是说
,

根据水色来鉴定水质
,

从而决定施肥
、

投饵
、

排注水等一系列管理措施
。

鱼池的

水色
,

主要是由浮游生物的种类和数量决定的
,

因此研究鱼池中浮游生物的种类和数量变

化
,

探讨养鱼池水质的生物学指标
,

有助于把看水养鱼经验上升到理论高度
,

有利于高产

技术的推广
。

工
·

作 方 法

重点鱼池和非重点鱼池均在池中心固定一个点采样
,

一般在水中层采样
,

有时在表层

( 。
.

2 米)和底层 (离底 0
.

2一0
.

3 米 )采样
,

取其平均值分析
。

此外
,

还根据渔民看的水色
,

不定期地采样
,

进行分析研究
。

另选五里湖 3 个鱼池作为对照
。

浮游植物的定量水样
,

一般是采水 5 0 0一 1。。o 毫升
,

经沉淀并浓缩至 1/ 5一 1 / 1 0 (少

数水色极浓的水样未浓缩 )后
,

取 。
.

1 毫升在 4 00 一 6 00 倍显微镜下观察 5 。一1 00 个视野
,

并进行计数
。

小型浮游动物和大型浮游植物的定量
,

是将水样 1 升浓缩至 10 毫升
,

计数

其中 1一2 毫升后进行推算
。

大型浮游动物则用网过滤 2 0一50 升水后观察计数
。

观察结果换算为每升个数(或细胞数 )
,

再按体积法〔1 , ,

计算各类生物的平均湿重
,

然

参加工作的还有郭明新
、

顾道良
、

庄龙杰
、

朱雅珠和胡秀敏同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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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乘以个体数量
,

求得各类浮游生物的生物量
。

每次采样的同时
,

记录水色和透明度
。

肥水的浮游生物量指标

(一) 浮 游 植 物

从表 I可见
: 4 个重点研究高产鱼池浮游植物的平均生物量非常 接近 ( “

.

2一47
.

8

毫克/升 ) ; 4 个非重点鱼池差别稍大 ( 47
.

8一5 1
.

9 毫克 / 升 )
,

这点与采样次数较少有关
。

总的说来
,

可以认为河坍 口各个高产鱼池的浮游植物量是非常接近的
: 8 个鱼池 91 个水

样的平均值是 46
.

4 士 2 1
.

3 0 毫克/升
,

也就是说通常在 2 5一70 毫克/升之间
。

从出现的频度来看
,

则 72
.

5 %水样的生物量在 2 0一 60 毫克 /升之间
,

91 邓水样在 2 0

一 1 00 毫克 /升之间
。

在全部 91 个水样中
,

只有 6 个水样(其中一个为 1 8
.

6 毫克 / 升 )生物量低于 20 毫克 /

升
,

而且这 6 个水样都是在渔民已发觉水质不佳而采取冲水和其他措施后采样的
。

因此可

以认为高产鱼池肥水浮游植物量的低限约为 20 毫克 /升
。

据
·

na 朋
B 等人 ( 1 9 6 9 )的实验观察 〔川

,

鳝在滤食束丝藻 (A夕ha 丽 :

, 二 , S PP
.

)时
,

最适的密度是 17 毫克/升
,

而鳍的最适密度是 13 毫克/升
。

B o B 民 (1 9 7 6 ) 认为r1 刃 ,

链在绿

藻
、

硅藻和裸藻的生物量超过 8一10 毫克 /升的水中
,

生长得最快
。

这些材料都表明
:
链

、

墉

鱼的最适食物密度当在 10 一20 毫克 /升之间
。

可见 20 毫克 /升以上的浮游植物量完全能

满足缝墉鱼的要求
。

五里湖三个低产鱼池 中
,

15 号和 19 号两池约 50 拓 水样的生物量 超过 幼 毫 克/ 升
,

可谓半肥水 ; 21 号池从未达到 2 0 毫克 /升
,

应属瘦水
。

所有高产鱼池的水样中
,

浮游植物量仅两个水样超过 1 00 毫克/ 升
。

这与琏
、

墉
、

罗非

鱼等的强烈滤食有关
,

因为在密养条件下浮游生物不易长时间保持很高的密度
,

而过高的

生物量常是未被充分利用而剩余下来的标志
。

K y。。, q eB a 〔1 9 7 9 )仁
1 叼 曾指出

:

养鱼池浮

游植物量超过 1 00 毫克/ 升时
,

鱼产量并不随着浮游植物量的增加而提高
。

无锡渔民也并

不欢迎水色过深的水质
,

他们把水色过深的池水称为
“

老水
” 。

此外
,

链
、

缩鱼总是在呼吸的同时滤食
,

所以当水中浮游生物密度过大而溶氧量不足

时
,

其结果使鱼类不是感到氧量不足
,

就是滤进的食物过多
,

以致消化不 良
。

浮游植物

量大于 1 00 毫克/ 升虽然不能断定这就超过了最适食物密度的上限
,

但至少是水中物质循

环不良的一个指标
。

大体说来
, “

肥水
”

与
“

老水
”

的浮游植物量界限约在 1 00 一 2 00 毫克/

升之间
。

从图 1一图 4 可见
,

观测期间各池浮游植物量都有很大的波动
。

相关分析 (表 2 ) 表

明
:
小方池浮游植物量和磷酸盐含量呈显著相关 ( , = 一 0

。

6 6 8 , 。 二 1 1》
,

双元池浮游植物

量和总氨量呈显著相关 (俨二 一 0
.

6 7 1
, 。 二 9 )

,

其余各组的相关性均未达到显著水平
。

由此

可见
,

无锡河坍 口高产鱼池由于其本身有较高肥力或施放足够肥料等原因
,

所以浮游植物

量的变动仅在少数情况下与水中营养盐类的含量有关
,

而在更大程度上取决于被鱼类和

浮游动物的滤食以及排
、

注水等管理措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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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庆池浮游植物量(
—

)和浮游动物量(
- -

一 )的变动

浮游植物t 和总氮
、

总无机氮及磷酸盐间的相关分析
绍

在上口‘图表

营营 养 盐 类类 大 池池 小 方 池池 大 庆 池池 双 元 池池

件件件件 rrr 娜娜 rrr 扑扑 rrr 粉粉 rrr

总总 氨氨 1 111 一 O
。

1 1666 1 111 一 0
.

4日〕〕 1000
一 0

.

4 7 666 999 一 0
.

6 7 111

总总 无 机氮氮 999 一 0
.

2 3 666 888 ~ O
。

2 3555 公公 一 0
.

3刽))) 888 一 0
.

盛8 1)))

磷磷 酸 盐盐 1 111 一 0
.

3 2 444 1 111 一 0
.

6 6 888 1 000 一 0
.

韶444 888 一 0
。

1邓邓

根据雷衍之等( 1 08 3 )的数据分析(水产学报 1叨3 7 (3 )
:
18 5一1 9 9

。

)

(二) 浮 游 动 物

从表 1 可见
:
高产鱼池浮游动物量的差别较显著

,

各池的平均值在 9
.

6一 1 5
.

1 毫克 /

升之间
。

全部 91 个水样的总变辐在 1一75 毫克/ 升之间
,

不过只有 9 个水样的浮游动物

量低于 5 毫克 /升
,

3 个高于 30 毫克/ 升
,

将近 90 % 的水样是在 5一 30 毫克/ 升之间
。

3 个

低产鱼池水样的浮游动物量平均为 2
.

6一8
.

1 毫克/ 升
,

和高产鱼池的差异不象浮游植物

那样悬殊
。

浮游动物量与浮游植物量的比值
,

在各水样中变化很大
,

但平均值的对比则各池都较

接近
。

n 个鱼池均在 1 / 3
.

1一 1 /4
.

6 之间 , 高产鱼池的 91 个样品的平均比值为 1 / 3
.

7 。

由

此可见
,

鱼池肥水中浮游植物量和浮游动物量之比多为 3一 4 : 1 ,

因此内塘养鱼经验中链

与缩按 3 n 的比例放养比较合理
。

相关分析 (表 3 ) 表明
:
大庆池浮游动物量和浮游植物量间的相关性极为显著 (, =

一 0
.

7 0 4
, 。 = 1 3 )

,

而其他三个高产鱼池中两者的相关性却都不显著
。

这点可能与大庆池

浮游植物中绿藻占较大比重有关 (见表 1 )
。

因为绿藻类是轮虫的喜食饵料
。

表 3 浮游动物t 和浮游植物t 的相关分析

鱼 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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肥水的浮游生物种类

(一) 浮 游 植 物

从表 1 可见
: 8 个高产鱼池的浮游植物量中

,

隐藻门的数量均居首位
,

其次为绿藻门

或甲藻门
,

硅藻门也占一定比重
,

其余裸藻门
、

金藻门和蓝藻门都微不足道
。

隐藻门的生物量在 14
.

6一30
.

2 毫克/ 升之间
,

主要种类为扁形膝 口藻 (口如夕。对众哪二。

公, 甲℃3公“。 )C工 , 、

隐藻(价夕夕勿, o协 : 。即
.

) 和蓝隐藻 (Oh 。,
口

刚
s p

.

)
。

其中扁形膝 口藻是

最有代表性的优势藻类
,

各池的平均生物量为 4
.

4一邪
.

3 毫克 / 升
,

最盛期在六月下旬到

七月中旬
。

特别是双元池
,

本种从五月下旬出现后持续到十月下旬
,

并且在 9 月中旬以

前几乎处于独薪地位
。

隐藻也是主要优势藻类
,

平均生物量 ( 3
.

8一22
.

8 毫克/升 )仅次于膝 口藻
。

五月份在

各池普遍占优势
,

夏季以后也有较多的数量
。

甲藻门在双元池居浮游植物量第二位
,

在其他 7 个池则次于绿藻
。

各池平均生物量为

4
.

5一1 0
.

9 毫克 /升
,

主要种类为蓝裸甲藻 (公州切砚。俪。 伪
“卿。 , )(幻和光甲藻(印 , o-

成耐。。 s P. )
。

前者常与扁形膝 口藻同时大量出现
,

但数量波动剧烈
,

各池的平均生物量

也差别很大 ( 0
.

3一 n 毫克/ 升 )
。

绿藻门的平均生物量为 4
.

9一 14
.

4 毫克/ 升
,

在大庆池中其生物量几乎和隐藻 门相

等
。

主要种类有
: 衣藻(oh 标悦刃‘娜

口na : 。即
.

)
、

十字藻 (价切匆
‘。必 印P. )

、

栅藻谓浇、由,

咖
: 。PP

.

)
、

小球藻(oh 乙。二不协 印
.

)
、

绿球藻 (侃乙, 即,
。。 sP

.

)
、

四角藻(乃分俐d仰。 s

PP
.

)
、

纤维藻 (A 。解。

的由、。 sP
.

)
、

空星藻 (C 配名娜
r 。。 , pp

,

)
、

网球藻 (D 卿夕o夕肠而~ 即
.

) 等
。

种类多
,

细胞小
,

数量又分散
,

所 以没有突出的优势种
。

硅藻门的平均生物量为 2
.

5一6
,

5 毫克/ 升
,

主要种类为小环藻 (砚尹20
哪协 叩

.

)
、

菱形

藻(爪翻赫认 即p
甲

)和直链藻 (肠乙。‘二 印
.

)
,

其中小环藻有时在总生物量中占优势
。

裸藻门
、

金藻门和蓝藻门的平均生物量都不超过 3 毫克/ 升
,

常见的有裸藻 (五冶夕施、
。pp

.

)
、

囊裸藻口犷哪触不娜咖
s即P

.

)
、

鱼鳞藻伽必邵伽
口

昭
:

sP p
.

)
、

蓝球藻 (口入护。肥侧咒公: s pp
.

)
、

平裂藻 (肠
犷耘饥。卿比衍 ,即

·

)等
。

五里湖 3 个低产鱼池中
,

裸藻门
、

绿藻门和隐藻门三者的平均生物量很接近 ; 蓝藻门

很少
。

各门的主要种类和河将口高产鱼池相近
,

但生物量分散
,

优势种不很突出
。

此外裸

藻和囊裸藻的相对量较高
。

总之
,

从种类组成上看
,

河垮 口高产鱼池浮游植物有 3 个显著的特点
.

(l) 鞭毛藻类占很大的优势 隐藻
、

甲藻
、

裸藻
、

金藻等鞭毛藻类在浮游植物总量中

所占百分比
,

在双元池达到 83
,

7拓 , 最低的大庆池也有总量的 53
.

7男
。

这点可能是我国

高产鱼池的通性
,

因为我国传统的养鱼方式除投给人工饵料以外
,

还施入大量有机肥料
,

大量溶解的和悬浮的有机质使营兼性营养的鞭毛藻类在种间竟争上较其他藻类 处 于 有

(l) 分类地位未定
,

暂列于隐藻门
。

(2) 俞敏娟等
,

1盯9
。

光强度及光质对淡水蓝裸甲藻(G
.

口, 。形创跳 H u
.

s p
.

u o v
.

)生态分布的影响
.

中国海

洋湖沼学会年会论文汇编(4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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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地位
。

大庆池因施化肥量较多
,

绿藻占的比重较大
。

(2 ) 蓝藻的含量很少 在一般肥水中常占优势的蓝藻门种类
,

在整 个观察 期 间生

物量都很低 (仅占总量 0
.

6一4
.

0终 )
。

盛夏从太湖流入梁溪河的水中含大量铜绿微 囊藻

(蹦
c 犷加州菇 ae 似夕侃。二)

,

这种水注入鱼池后蓝藻仍未繁殖起来
。

蓝藻对不良的物理化学因素有较高的忍耐性
,

很多种类有固氮能力
,

常在其他藻类难

以适应的环境中大量繁殖
。

河坍 口高产鱼池含氮量较高 ( 1一2 毫克/ 升 )
,
p H 日变化不大

(多在7一9之间)
,

其他水质条件也较正常
,

在鞭毛藻类占优势的条件下蓝藻种群难以增长
。

(3 ) 白缝的适 口 食物较多 据 K yo n e助弃 (1 9 7 7 ) [ 沈s二的材料
,

白链的适 口食粒为 2 0一

60 微米大小
,

据 如
c h a目 等 (1 9 80 )间 和刘焕亮 (1 9 8 1 ) 〔, ,

的观察
,

白链适口食粒的下限

应在 1 0一20 微米之间
,

前述的主要种类如膝 口藻
、

裸甲藻
、

隐藻
、

光甲藻等大多在这个界

限之上
。

各种鞭毛藻类几乎都是白鳞的优质食物
,
加上大小适口和密度适当

,
这些条件构成

了白链稳产高产的物质基础
。

(二) 浮 游 动 物

从表 1 可见
,
无论高产鱼池还是低产鱼池

,

浮游动物量中均以轮虫为主
,

甲壳类和原

生动物仅 占很小的比重
。

8 个高产鱼池中轮虫的平均生物量为 7
.

2一1 1
.

8 毫克/ 升
,

占浮游动物总量的 68
.

1 %

一89
.

5那
。

主要种类按生物量排列为
:
晶囊轮虫 (A即协卿入。 即

.

》
、

沟痕泡轮虫 (Po , 介

彻名娜二 拟蜘沁)
、

裂足轮虫 (从无‘: oee , 而* 。初。、血)
、

扰毛轮虫 (习罗叨爪加招印
·

》
、

粤花臂

尾轮虫 (刀犷创咙菊侧
: 二乙烬衫乙咧

。)
、

针簇多肢轮虫(Po 不邺 : 矶、 ‘时妙
。)

、

同尾轮虫 (抚
二。不依

。P
,

)和三胶轮虫 (几Z落耐。 印
.

)
。

原生动物在高产鱼池中平均有 1
.

3一3
.

9 毫克 / 升
,

占浮游动物总量 10
.

6 % 一2 9
.

4多
,

当水质恶化时在底层曾达到 1 0 7
,

8 毫克/ 升 (大池
,

5 月 22 日)
。

主要种类有喇叭虫(从
e
二

勿 : 即
.

)
、

弹跳虫(丑诊乙te 时。印
.

)
、

筒壳虫 (r 感。抓、‘而二。 sP p
.

)等
。

枝角类仅见到秀体强(刀初, 加哪
。

、)和裸腹搔(几肋店二 )两属的种类 , 挠足类仅见列

剑水蚤 (只孵劫卿 印
.

)及其无节幼体
,

生物量都不超过 1 毫克/ 升
。

甲壳类在浮游动物中这么少的原因
,

和鱼池中因防病而时常施用敌百虫有关
。

由于缺

乏食物的竞争者
,

轮虫类得以长期占优势
。

在轮虫中晶囊轮虫
、

扰毛轮虫等肉食性种类的

生物量之所以较高
,

可能是直接利用裸甲藻
、

膝 口藻等较大型浮游植物的缘故
。

3 个低产鱼池浮游动物的主要种类和高产鱼池相近
,

晶囊轮虫
、

沟痕泡轮虫和裂足艳

虫也是生物量较多的种类 , 此外粤花碑尾轮虫所占比重稍高
。

“

看水
”

的生物学分析

肥水池塘水色主要是浮游植物形成的水华决定的
。

要探讨渔民看水色的原理
,

首先

(习 刘焕亮八佣1
。

链编的滚食器官
。

大连水产学院学报
,

(功 : 1 3一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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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了解水华的组成
。

河垮口高产鱼池在整个生长期都出现显著的水华
,

按组成的优势种类
,

水华基本有下

列四类
:

1
.

膝 口效水华

优势种为扁形滕 口藻
,

隐藻
、

裸甲藻和绿球藻类通常也有相当数量
。

水色由褐绿到墨

绿
,

看上去油亮鲜嫩
,

为高产鱼池最常见的一种水华
,

出现频度达 5 6
.

6那
,

总生物量可达

10 0 毫克 /升以上
。

2
.

隐燕水华

隐藻属的种类占优势
,

蓝隐藻
、

小环藻和绿球藻类的数量也比较多
。

水色由绿褐
、

褐

至红褐
。

为高产鱼池较常见的一种水华
,

出现频度为 24
.

2 %
,

总生物量可达 10 0 毫克/ 升

以上
。

3
.

裸甲藻水华

优势种为蓝裸甲藻
。

当这种藻儿乎成为唯一的种类并且生物量很高时
,

水色即由铁

灰色到深蓝色
,

但通常都含有较多的膝 口藻
、

绿藻和其他藻类
,

使水色呈褐绿或墨绿 ; 水

面有由裸甲藻聚集而成的蓝绿色云状斑条或云状团块
,

渔民称为
“

转水
” , 总生物量可达

1 00 毫克/ 升以上
。

4
.

绿球藻 类水华

通常由十字藻
、

栅藻
、

四角藻
、

绿球藻等属的种类占优势 , 隐藻
、

衣藻等鞭毛藻类的数

量也较多
。

水色为由绿到褐绿
, 总生物量一般不超过 50 毫克/ 升

。

以上四种类型水华的划分是相对的
,

有时出现过渡类型甚至优势种和亚优势种难以

明确区分
。

有时小环藻以生物量的微弱多数占优势
,

这时水色褐绿
。

由于浮游植物的优势种和亚优势种大多数是鞭毛藻类
,

它们有明显的趋光垂直移动

特性
,

所以水色也有周期性的日变化
。

特别是膝 口藻种群的垂直移动十分显著
。

如 图 5

所示
:
夜间到翌日清晨上下水层分布较均匀

,

日出后开始向表层集中
,

中午 1 时表层数量

达到底层的 5 倍
,

日落后垂直分布又趋于均匀
。

在隐藻
、

裸甲藻和光甲藻及其他鞭毛藻类中也见到这种垂直移动
,

白天的数量也是上

,舀

八卷谁长

胡豁 日 呀月娜 日

图 6 双元池 1 97 7 年 7 月 2生ee 26 日扁平膝口藻数里(阴影宽 0
.

6二m , 10’ 个 /升)的垂直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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层高于下层
,

但水色的变化没有膝 口藻那样显著
。

渔民对水是什么颜色并不重视
,

认为水
“

活
”

就是好水
。 “

活
”

指水色有变化
,

所谓
“

早

红晚绿
”

或
“

早青晚绿
” ,

其含意是水色早晨较淡
,

日出后到午后越来越浓
。

这种现象显然

是由鞭毛藻类的趋光垂直移动所造成的
。

例如有膝 口藻水华的鱼池到午后水色转浓
,

水

的透明度可能较早晨减少 7一 10 厘米
。

我们结合渔民看水色采样观察
,

也证明膝 口藻水华是他们最欢迎的肥水
。

这种藻大

小适 口
,

种群数量比较稳定
。

镜检缝
、

墉消化道表明
,

消化情形极好
,

肯定是鱼类的最优食

物之一
。

隐藻水华和绿球藻类水华是由褐色到绿色的一般肥水
。

蓝裸甲藻也是链编适口和易消化的食物
,

但是这种藻的数量波动很大
,

天气突变时易

大量死亡并引起泛塘
。

所以渔民对这种水华怀有戒心
,

认为是一种可能转好也可能转坏

的水
。

渔民将肥而不活的水叫
“

老水
” 。

我们在河婚 口见到的
“

老水
”

有两类
.
一是蓝裸甲藻

几乎是唯一种类时的铁灰色死滞水 , 二是绿球藻类水华极浓且种类十分单调的黄绿色水
。

这两种水都是优势种细胞老化后形成的
。

有些资料〔幻指出
,

甲藻当种群达到平衡期时或

缺氮时可能停止趋光运动
。

蓝裸甲藻极多时水色不活
,

可能与此有关
。

绿藻当细胞老化

时
,

叶绿素含量减少而胡罗 卜素和叶黄素含量增多
,

所以水色发黄
。 “

老水
”

的生物量常超

过 10 。毫克 / 升
。

渔民通常按水的透明度来衡量浮游生物的多少
。

一般以人站在上风的池埂上能够看

到浅滩水深 4一5 寸处的贝壳
,

或以手臂伸入水中 5一6 寸处弯曲五指时手指若隐若现作

为透明度适中的标准
。

我们把所测透明度值和浮游植物量及浮游生物总量进行相关分析
,

结果表明
,

透明度

与两者均有极明显的相关
,

与浮游植物量的相关性 (, = 一 。
.

6 0 8 6 , 。 = 8 4) 更大于与浮游

生物总量的相关性 (, 二 一 0
.

5 4 1 1 )
。

以 。 表示浮游植物量 (毫克 / 升 )
,

以 ‘ 表示透明度 (厘

米 )
,

两者的回归方程式为
:

夕= 1 5 3
.

6 9 一 3
.

0 6刃

从图 6 可见
,

虽然总的趋势是浮游植物量随透明度的升高而减少
,

但在同一透明度时

的浮游植物量可相差数倍
,

还出现多次透明度很小而浮游植物量却不高的情况
。

这是因

为
,

水的透明度不但取决于浮游生物量
,

还与腐屑
、

泥砂等其他悬浮物的多少有关
。

按上式计算
,

浮游植物量 2 0一 100 毫克 /升时的透明度为 4 3一19 厘米
。

肥水透明度

的均数为 32 厘米
,

但大多数集中于 2 5一35 厘米之间
。

由此可见
,

当用透明度衡量水的肥

度时
,

应以 20 一 40 厘米作为合格
,

2 5一35 厘米作为最适度
。

上述透明度值均较渔民所谓的 4一6 寸为高
,

这点可从两方面来解释
:
一是岸边和浅

滩的水
,

受泥砂影响较大
,

二是尚能看到贝壳或五指时的水深
,

小于用透明度板测到的数

值
。

浮游生物和链缩鱼产量

一般认为养鱼池中缝
、

编鱼的产量主要是靠浮游生物提供的
,

那么无锡河坍 口高产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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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薛Y

Y = 15 3
.

6马一 3
一

O6X

, 二 一在60 5 5

(翻、帜御�旧季匆缝脸

水的进明度 (鹰米)

图 6 浮游植物最和透明度的关系

池的肥水能够提供多少缝
、

编产量呢 ? 下面作一估算
。

据雷衍之等的测定
,

大庆池
、

小方池和大方池的浮游植物净产量分别为 8
.

0 7
、

7
.

98 和

7
.

53 克 久/米 , ·

日
,

按 1 克 仇 = 6
.

1 克浮游植物鲜重计
,

则 3 个池的日产量平均约为 48

克/米
’。

据王骥等 ( 1 9 8 1 )大 的试验
,

挂瓶 24 小时所测定的产量要偏低 30 另以上
。

上述

数值加上 30 终校正值后约为 62 克/米
, , 这一数值可以作为河坍 口高产鱼池的平均浮游

植物 日产量
。

观测期间
,

8 个高产鱼池浮游植物量的变动虽然各有特点
,

但平均量十分接近
,

总的

说来
,

其消耗量基本等于生产量
。

如以P 表示浮游植物产量
,

A 表示自然死亡数
,

B 表示

被浮游动物摄食量
,

O 表示罗非鱼和其他鱼类摄食量
,

D 表示被缝
、

鳍滤食量
,

则
:

P 二 A + B + C + D

前已指出
,

浮游植物净产量 ( P )为 6 2 克 /米
’ ·

日
,

亦即 41 公斤/ 亩
·

日
。

水中浮游动物量平均为 1 2
.

4 毫克/ 升
,

相当于 1 6
.

5 公斤/ 亩
,

其中轮虫平均占 78 哪
。

据 3 p

~ ( 1 9 62 )〔
1 , 〕的观测

,

曹花臂尾轮虫当食物密度较高时( 4。一80 毫克 /升 ) 日粮为

本身体重的 93 一 10 4形 ,据 B0 脚
。筋 ( 1 9 8 。)[

, 马的材料
,

粤花臂尾轮虫的日粮为体重的21 一
5 了2拓 :据 Gl i w i eZ ( 1 9 6 8 ) 〔

. “的材料
,

湖泊浮游动物以晶囊轮虫
、

优毛轮虫等轮虫类为主

时
,

夏季日粮为体重的 n s一17 6 %
。

因此河坍口高产鱼池浮游动物日粮可按体重的 10 0外

计算
,

若其 中 7 0 %为浮游植物 ( 因肉食性轮虫主要摄食大型浮游植物 )
,

则 B 二 1 1
.

5 公斤 /

亩
,

日
。

罗非鱼
、

娜鱼等在池中的重量平均在 5 0 公斤/ 亩左右
,

若 日粮为体重的即 %
,

其中浮

游植物占半数
,

那么 C = 5 公斤/ 亩
·

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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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 U lil m ~ (1 9 7 9 )〔叼的材料
,

浮游植物每天有 0
.

0 1一。
.

2 自然死亡
,

如果自然死亡

和未被滤食的按 0
.

1 计算
,

则 A = 8
。

按上述计算
,

浮游植物产量除去A
、

B
、

a 三项消耗外
,

尚有 2 0
.

5 公斤 /亩
·

日可作为

链
、

绷的饵料
,

饵料系数按 20 〔川计算
,

则每天可提供 l 公斤/ 亩的缝 (墉 )产量
。

高产鱼池浮游动物量平均为 招
.

4 毫克 / 升
。

轮 虫的 日 P/ B 系 数多 在 O
,

1一O
。

6 之

伺 【11 习,

如按 :0 3 计算
,

则浮游动物日产量为 7
.

4 克/ 米
,

或 5 公斤 / 亩
,

如有 70 % 被墉

(链 )直接滤食
,

饵料系数为 1 0
,

那么每天可提供 0
.

35 公斤/ 亩的编(链 )产量
。

由此可见
,

浮游生物每天约可提供 1
.

35 公斤/ 亩的雌
、

缩鱼产量
。

无锡地区高产鱼池

夏季链
、

缩鱼每月净产量约有 5 0一60 公斤 /亩
,

个别有达到7 5公斤 /亩的
,

日产量应在 1
.

5 -

2
.

5 公斤 /亩之间
。

因此除了浮游生物所提供的以外
,

尚有 1 0一50 环鳝
、

缩产量是来自腐

屑和细菌或人工饵料
。

从缝缩鱼的日食量估算也能得到相近的结论
。

无锡地区高产鱼池夏季链
、

墉一般从

11 0 公斤/ 亩增长到 1 75 公斤/亩川
。

日食量一般为体重的 20 % (K时让
,

1 9 7 9 ) 〔们 ,

因此

每天要摄食 22 一35 公斤 / 亩的食物
。

前述 2 0
.

5 公斤 / 亩
·

日的浮游植物产量在月 初 可 基

本满足鱼类的需要
,

月末则尚有 43 形必须从其他方面补充
。

据雷衍之等的估算
,

河坍 口肥水的悬浮有机物中
,

腐屑和细菌约 占 7 5拓
,

浮游生物仅

占 2 5形
。

缝编鱼在滤食浮游生物同时
,

必然滤进大量腐屑和细菌以及一部分人工 饵料
。

这些质粒完全有可能占维
、

墉 日粮的 5 0 % 以上
。

据 S e h ro ed er (19 7 8 ) 〔月对以色列混合施肥鱼池的分析
,

有机肥料和化学肥料配合使

用每日可以得到 32 公斤/公顷
,

亦即 2
.

15 公斤 / 亩的鱼产量
,

其中约30 一50 环(0
.

6一 1
.

05

公斤 /亩
.

日)来自初级产量
,

50 一 70 终来自细菌和腐屑
。

与之相比
,

河坍 口浮游植物产量直

接提供的链 (编 )产量 已达到其高限
,

如加上其他食物作用
,

显然要远远超过这一数字
。

由

此表明
:

(1) 由于白继的高密度放养
,

我国鱼池初级产量的利用率较高 , <2) 由于水质调节

较好
,

浮游植物的质量较高
。

小 结

1
,

根据对河坍 口 8 个高产鱼池浮游生物的定量研究
,

可以认为养鱼池肥水的浮游植

物量指标约为 20 一1 00 毫克/ 升
,

1 0 0一2 00 毫克 / 升可能是肥水和老水的过渡区 ; 浮游动

物量平均为浮游植物量的 1 / 4一 1 / 3
。

2
.

在肥水浮游植物中以隐藻门为主的鞭毛藻类占很大优势
,

绿球藻类和硅藻类也有

一定比重
,

蓝藻类极少
。

1 0一20 微米以上鳞缩的适口食粒为浮游植物量的主要成分
。

浮游

动物以轮虫类为主
,

肉食性的晶囊轮虫和优毛轮虫占生物量的较大比重
。

3
.

河坍 口养鱼池水色主要由扁形膝 口藻
、

隐藻
、

蓝裸甲藻和绿球藻类的水华决定的 ,

膝 口藻水华是渔农最欢迎的肥水
,

隐藻水华和绿球藻水华为一般肥水
,

蓝裸甲藻水华为可

能变好也可能变坏的
“

转水
” 。

(习 王杏明
,
1以犯

.

花白跳对浮游生物的摄食最
、

饵料系数和周年生长变化
。

无锡水产资料
,

第 2 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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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看水
”

的生物学分析是
:

肥
—

浮游植物量达到 20 毫克/ 升以上 ,

活

—
以膝 日藻为代表的鞭毛藻类占优势并且产生趋光垂直移动 ,

嫩
—

藻类种群处于增长期
,

细胞未老化 ,

爽—浮游生物不断繁殖又不断被利用
,

水中物质循环良好 ,浮游植物现存量不超过

1 0 0一2 0 0 毫克/ 升
。

5
.

链绪鱼产量约 5 0一90 %来 自浮游生物
,

其余 10 一50 % 来自细菌
,
腐屑和人工饵

料
。

[ 1 1

仁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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