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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养青鱼高产池塘的浮游植物和有机碎屑

王友亮 姚宏禄 吴乃薇 顾月兰 边文冀
(江苏省淡水水产研究所

,

南京 21 0 0 1 7 )

提 要 本文报道了主养青鱼净产 n
.

2 5
、

1 5吨 /公顷
·

年两个产量级池塘的浮游植物和有

机碎屑组成
、

现存量的研究结果
:

浮游植物丰度为 2 0一 6 0 m g / L
,

有机碎屑丰度为 3卜 7 0 m g / L ;浮游

植物群落由7种优势种群交替组成
,

它们分别是隐藻 ( c
护’y P t o

m
o n a s

.

s p p )
、

蓝裸甲藻 (汤m n o
d i n u m

卿
a n e u , )

、

裸 藻 ( E u g l e八a s PP )
、

针 杆 藻 (勿
n e

d ar
s p

.

) 和 菱 形 藻 ( N i t z s c h ia s p
.

)
、

尖 头 藻

( R ap h i d i op
s i s s p p )

、

裂面藻 (材
己 r i s m op

e d i a s p p
.

)
、

绿球藻类 ( C h le er ll a e e a e s p p
.

)
,

隐藻为主的鞭毛

藻类占优势
。

文中还探讨了浮游植物与鱼池水质净化
、

浮游植物有机碎屑丰度与鱼产量的关系
。

关镇词 青鱼
,

高产鱼塘
,

浮游植物
,

有机碎屑

浮游植物和有机碎屑是养鱼池塘生态系统中的主要基础饵料
,

也是衡量水体养殖生产潜

力 和水质等级的重要指标
,

B o y d
、

S e h r o e d e r
等人作了较 系统 的总结和 报道 〔B o y d

,

1 9 9 0 ;

S e h r o e d e r ,

1 9 7 8 ; S e h r o e d e r ,

1 9 8 1〕
。

关于我国高产鱼池浮游植物组成
、

生物量或现存量
、

水华

类型
、

水质等级
、

浮游植物初级生产力与鱼产量等已有较系统的报道〔王 武
,

1 9 81 ;
何志辉

,

1 9 7 9
、

1 9 8 3
、

1 9 8 5 ;
吴 乃薇等 1 9 9 2 ;

姚宏禄
,

1 9 9 1 ;
姚宏禄等

,

1 9 8 7
、

1 9 9 0 ;
雷衍之等

,

1 9 8 3 ;
颜京松

和姚宏禄
,

1 9 8 9〕
。

湖泊有机碎屑的定量测定也有过报道〔林婉莲等
,

1 9 8 4〕
。

而主养青鱼高产池

塘的浮游植物和有机碎屑的研究尚未见报道
。

现将我们 1 9 83
一 1 9 8 4年在苏州对主养青鱼高产池

塘的浮游植物和有机碎屑的组成
、

现存量
、

变化规律及其同鱼池水质净化
、

鱼产量之间的关系

等进行的系统观测
、

分析和总结作一报道
,

以期为改善水质
、

调整混养结构
、

提高产品质量
、

产

量和饲养管理水平等方面
,

提供有关技术参数和理论依据
。

一
、

材 料 和 方 法

(一 ) 鱼池情况

试验点为苏州市郊区长青乡申庄和吴县黄桥乡占上养鱼场
,

位于东经 1 20
0

5 1 ’ 、

北纬 30
。

0 9 ’
处

。

1 98 3
、

1 9 8 4年太阳总辐射能量分别为 4 5 8 8 0
.

2和 4 5 1 4 2
.

0 G J/ 公顷
·

年
;
年平均气温分别

为 16
.

3℃和 16
.

0 ℃
。

3一 n 月 (生长期 )的水温变动范围为 9一34
’

C
、

平均水温 21 ℃左右
。

选点观测

的 6口鱼池进行以青鱼为主的高产养殖试验结果
,

在 1 9 8 7年已有报道「姚宏禄等
,

1 9 8 7〕
。

依鱼池

产量高低分为净产 n
.

25 吨 /公顷
·

年和 15 吨 /公顷
·

年两个鱼产量级别
;
依主养鱼所占净产量 比

重分为主养青鱼型和青草鱼并重型
。

各观测鱼池的面积
、

水深
、

净产量及每种鱼占鲜鱼总净产

收稿日期
:

1 9 9 3
一 0 7

一

2 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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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的比例如表 1
。

表 1鱼池基本情况

T a b le 1 G e n e r a l e o n d i ti o n o f f is h P o n d s

每种饲养鱼占鲜鱼总净产量的百分数 ( %)

池 名 年份
面积 水深

(公顷 ) (米 )

鲜鱼总净产量
(千克 /公顷

·

年 )
青鱼 鲤鱼 团头妨 草鱼 维 编 白卿 卿鱼等

n6QU11一 1.

苏州申庄

边基池

西眼池

东眼池

吴县占上

1号池

1 4号池

苏州 申庄

西眼池

东眼池

吴县占上

1号池

9号池

1 4号池

1 9 8 3 0
.

6 0 2
.

6 1 0 5 4 8
.

0 0 4 3
.

5 1 7
.

0

1 9 8 3 0
.

4 4 3
.

0

2
.

3

8
.

9

7
.

4

1 2 6 4 4
.

3 0 7
.

9

2 3
.

4

5 3 7 2
.

6 4
.

4né dq

:
0ō匕 9翻 11

1 9 8 3 0
.

4 7 2
.

5 1 1 0 2 5
.

6 0

3 3
.

0

4 3
.

6 5
.

2 5
.

9 1 7
.

5 4
.

9 5
.

6

1 9 8 3 0
.

6 0 2
.

8 1 2 1 6 5
.

0 0

1 9 8 3 0
.

6 1 2
.

9 1 2 2 8 2
.

7 5

4 1
.

2

3 5
.

6

9
.

9

1 0
.

0

1 0
.

3

1 5
.

0

1 3
.

2

1 3
.

1

5
.

2

5
.

0

3
.

5 2
,

9

4
.

9 5
.

4

八6n

:
勺d,.1一 .1一 .1

,é叹U

:
ù .孟行才,ó1119 8 4 0

.

4 4 3
.

0 1 4 67 0
.

0 0

1 9 8 4 0
.

9 6 2
.

5 1 38 0 6
.

0 0

3 3
.

0

3 6
.

3

11
.

2

10
.

0

6
.

9 17
.

2 7
.

0 2
.

3

5 20
.

3 5
.

4 3
.

5 2
.

4

1 9 8 4 0
.

6 0 2
.

8 10
.

9 2 0
.

9 4
.

0

O乙叮产O乙1孟
1 9 8 4 0

.

7 7 2
.

9

1 5 18 0
.

0 0

1 5 66 6
.

0 0

1 8
.

4

2 1
.

9

1 7
.

7

1 4
.

5

18
.

2

18
.

3

6
.

8

6
.

5 4
.

3 2
.

7

1 9 8 4 0
.

6 1 2
.

9 1 5 25 2
.

7 5 2 2
.

9 1 8
.

2 10
.

0 4 17 0 7
.

1 3
.

8 3
.

6

(二 ) 观测方法

每年从 4月开始
,

逐月采集水样
,

至 n 月结束
。

1 98 3一 1 9 8 4年共采集水样 1 50 个
,

其中定量分

析水样 69 个
。

采集水样点选在池心
,

每次采取中上层 (水深 l m 以上 )水样 l 0 0 0 ml
,

加入 15 ml 鲁哥 氏液

固定 4 8小时以上
,

后浓缩至 30 m l 左右
,

加福尔马林固定
。

测定时将浓缩水样准确地稀释至 40 m l
,

充分摇匀
,

取 0
.

1 m l 置于浮游植物计数框内
,

用

O L Y M P U S B H
一

2型高级显微镜
,

10 x 40 倍观测 10 个视野
。

对大型藻类实行全片计数
。

将计数结果换算成每升个数
,

然后按照各种藻类个体体积换算成生物量〔何志辉
,

1 9 7 9 ]
。

碎屑按啮蚀隐藻 ( O 协沪 t o
m as e or sa )大小计数

,

取平均体积换算成湿重
。

小型和微型藻类合并到

属
,

按照属平均体积换算成生物量
。

二
、

结 果 和 讨 论

(一 ) 浮游植物与有机碎屑丰度

浮游植物与有机碎屑现存量的测定数据如表 2
。

从 6 口鱼池 69 个定量水样分析得出
:

浮游植

物生物量在 10 m g / L 以下的出现频度为 5
.

8 %
,

1 0一 Zo m g / L 的为 .9 1 %
,

2 0一 6o m g / L 的为 62
·

o

%
,

6 0一 9 0 m g / L 的为 1 4
.

4 %
,

1 0 0 m g / L 以上 的为 8
.

7 % (图 1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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衷 2 主养青鱼高产池塘的浮游植物和有机碎屑含 t

T a b l e 2 C o n t e n t s o f p h y t o P l a n k t o n a n d o r g a n i e 一 d e t r i t u s i n h i g h一 o u t P u t f i s h P o n d s

w i t h t h e B l a c k e a r P as t h e m a j o r c u l t u r e d s P e e i e s

浮游植物 (毫克 /升 )

池名 年份 样本数
总量 隐藻 硅藻 裸藻 绿球藻 蓝藻 其它藻类

有机碎屑
(毫克 /升 )

浮游植物

十有机碎屑
(毫克 /升 )

苏州申庄

西眼池 1 9 8 3 7 3 3
.

2 8 1 5
.

6 2 3
.

95 4
.

7 9 4
.

4 4 4
.

1 9 0
.

2 9 6 7
.

0 6 1 0 0
.

34

1 9 8 4 6 4 6
.

7 7 1 5
.

9 1 0
.

8 8 2
.

4 9 7
.

9 7 1 6
.

3 0 3
.

2 2 3 5
.

6 9 8 2
.

1 6

东 眼池 1 9 8 3 8 4 7
.

1 6 2 5
.

5 9 2
.

3 3 3
.

7 9 5
.

5 0 5
.

4 8 4
.

4 7 6 8
.

17 1 15
.

3 3

1 9 8 4 6 6 3
.

6 1 3 5
.

0 8 7 32 2
.

8 2 8
.

8 6 8
.

7 6 0
.

7 7 8 0
.

8 0 1 4 4
.

4 1

边基池 1 9 8 3 7 6 4
.

5 3 2 0
.

4 3 3
.

2 1 13
.

8 1 4
.

1 8 3
.

1 1 1 9
.

7 9 5 1
.

5 6 1 1 6
.

0 9

吴县占上

1号池 1 98 3 7 3 4
.

8 8 1 2
.

9 4 2
.

6 5 10
.

5 6 3
.

1 5 2
.

9 7 2
.

6 1 4 8
.

0 1 8 2
.

3 9

1 98 4 7 7 3
.

1 5 1 6
.

9 6 2
.

9 7 2 1
.

4 8 4
.

0 0 7
.

9 6 1 9
.

7 8 3 9
.

22 1 12
.

3 7

1 4号池 1 98 3 7 3 1
.

5 3 1 0
.

6 0 2
.

5 9 7
.

7 2 4
.

3 4 5
.

5 4 0
.

7 4 6 2
.

0 9 9 3
.

6 2

1 98 4 7 3 3
.

5 3 7
.

9 3 3
.

4 8 8
.

7 5 4
.

8 0 3
.

8 9 4
.

6 8 4 0
.

2 6 7 3
.

7 9

9号池 1 98 4 7 6 1
.

2 6 1 1
.

2 9 2
.

5 0 10
.

5 1 4
.

8 7 0
.

6 9 3 1
.

4 0 6 3
.

10 1 2 4
.

3 6

又 1 7
.

2 3 3
.

1 9 8
.

6 7 5
.

2 1 5
.

8 8 5 5
.

5 9

否 7
.

6 6 1
.

5 8 5
.

5 6 1
.

7 1 4
.

1 3 1 4
.

13

7
.

9 3 0
.

8 8 2
.

4 9 3
.

1 5 0
.

6 9 3 5
.

6 9

变动范围 } 2 2 2 2 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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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二卫鱼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浮游植物月平均生物量为 48
.

97 m g / L
,

整个鱼类生长季节的丰度通常大于 10 m g / L
,

能满

足滤食性鱼对 浮游生物密度不小于 10 m g / L 的需求
。

鱼产量的增 加也引起浮游植物丰度的相

对增加
:

11
.

25 吨 /公顷
.

年产量级 ( 1 9 8 3年 )鱼池浮游植物平均生物量为 42
.

28 m g / L ; 而 15 吨 /

公顷
·

年产量级 ( 1 9 8 4年 )鱼池平均浮游植物生物量上升为 55
.

“ m g / L
。

上述频度分布还表明
,

高产鱼池浮游植物丰度一般维持在适中水平
,

只在特定条件下出现过高或过低现象
。

分析水样

中
,

浮游植物量超过 1 00 m g / L 的水样仅 6个
,

如 1 9 8 3年 7月申庄边基池 同时出现蓝裸 甲藻和绿

色裸藻水华
,

生物量高达 1 69
.

41 m g / L ;
浮游植物量低于 10 m g / L 的水样有 4个

,

如 1 9 8 3年 8月

占上 1号池生物量仅 7
.

0 m g / L
,

这与该池出现藻类大量死亡的
“

转水
”

有关
。

对有机碎屑的定量分析表明
,

在 69 个水样中超过 10 m g / L 的水样出现频度占 94
.

2 % ;超过

1 0 0 m g / L 的水样出现频度为 1 3
.

6 % ;
小于 10 m g / L 的水样仅 4个 (图 2 )

。

有机碎屑主要包括死亡浮游生物
、

残饵及鱼类粪便
,

碎屑中常附生许多细菌
。

它构成滤食

性鱼类饵料的重要部分
。

其现存量常相当于 ( 1
:

1) 或大于浮游植物生物量
。

有机碎屑的变动主要与滤食性鱼摄食强度
、

浮游生物死亡量
、

鱼类排粪量及投饵量等有

关
。

有机碎屑月平均湿重是 55
.

59 m g / L
,

各试验塘的数据如表 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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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0 3 0 4 0 5 ( ) 6 0 7 0 8 0 9 0 1 0 0 以上

生物量 (m g / I )

2 0 3 0 4 0 9 0 1 00 1 0 0 以 上

现存 t (湿重
,

m g l/ )

图 1 浮游植物生物量的频度分布

F ig
.

1 P e r e e n t a g e o e e u r r e n e e o f s t a n d in g

b io m a s s o f p h y t o p la n k t o n

图2 有机碎屑现存量的频度分布

F ig
.

2 P e r e e n t a g e o e e u r r e n e e o f s t a n d in g

e r o p o f o r g a n ie 一

d
e t r it u s

(二 ) 浮游植物和有机碎屑丰度的季节变化

浮游植物与有机碎屑丰度的季节变化如图3
。

浮游植物呈 明显的季节变化
,

4月生物量较

高
,

5
、

6月下降
,

7
、

8月及 9
、

10 月呈持续上升趋势
,

但仍低于 4月
。

这显然与浮游植物增殖速率
、

滤

食性鱼摄食强度等直接有关
。

4月份水温较低
,

鱼的现存量不高
,

滤食性鱼类摄食强度尚弱
,

浮

游植物便大量繁殖和积累
;
随着水温逐渐升高

,

鱼类现存量日渐增长
,

滤食性鱼类摄食强度日

渐增加
,

5
、

6月的摄食旺盛
,

对浮游植物的消耗显著增大
,

使浮游植物生物量处于低谷
。

进入盛

夏
,

尽管滤食性鱼类及杂食性鱼类摄食旺盛
,

但浮游植物增殖率 (或初级生产力 )也增大并达到

高峰 [姚宏禄等
,

1 9 9 0〕
,

因而浮游植物生物量呈逐渐增加趋势
。

由图3
,

有机碎屑现存量在 4
、

5
、

6月逐渐增加
,

季节变化趋势与浮游植物几乎相反
。

即浮游

植物的增长直接影响有机碎屑现存量
,

每当出现藻类暴死现象时
,

有机碎屑现存量则大量增

加
。

浮游植物与有机碎屑的这种互补性
,

为滤食性和杂食性鱼提供了较丰富的基础饵料
。

浮游

植物生物量 ( X
,

m g / L )和有机碎屑现存量 ( Y
,

m g / L )之间的相关分析结果为 (图 4 )
:

Y = 一 0
.

7 4 2X + 9 4
.

1 9
, n = 9

, r = 一 0
.

6 0 2
,

( P < 0
.

0 5 )
。

由表 2统计结果
,

可以确定主养青 (鲤 ) 鱼型和青草鱼并重型高产鱼池的主要浮游植物组成

丰度为
:

隐藻类 1 0一 20 m g / L ; 蓝藻类 3一 8 m g / L ;

裸藻类 5一10 m g / L ;
绿球藻类 3一 8 m g / L ;

蓝裸甲藻季节性出现 5 0一 1 00 m g / L ; 硅藻类 2一4 m g / L
。

由表 2还可看出
,

以青 (鲤 )鱼为主的申庄高产池和青草鱼并重型的占上高产池的各大类浮

游植物组成是有差异的
,

尤以隐藻和裸藻的差异显著
。

申庄高产池的隐藻生物量都高于占上高

产池 ;
相反

,

占上高产池的裸藻生物量都明显高于申庄高产池
。

这既反映两者养殖方法上的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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异
,

也反映了增加草鱼放养量和投草量更有利于裸藻的生长繁殖
。

两裸藻的繁荣则可能抑制了

隐藻的增长
。

.

—
浮游植物

合

—
有机碎屑

于
9 0卜

OCón叮 侧口七JCj

ǎ
、

一\ .已
.

训聪à匹诊寡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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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 浮游植物群落的优势种群

根据鱼池浮游植物群落中的藻类组成
、

数量和生物量分析
,

确定其优势种群
。

1
.

隐藻属 ( C勺功 t
om an

: ) 隐藻为所有鱼池中的优势属种
。

从 4 一 n 月
,

数量与生物量都较

高
,

达 1 0 0 一 8 7 7万个 / L
,

平均 4 21 士 1 94 万
。

其中以 4月和 9月数量最高
。

主要种类为啮蚀 隐藻

( C勺沪 t
om

o n as e or : )
。

隐藻门的蓝隐藻数量变动很大
,

但其生物量较小
,

也可作为隐藻类优势属

种的组成之一
。

2
.

蓝裸甲藻 (汤m on id in u m cy an eu m ) 该藻多发生在仲夏与仲秋
。

在分析水样中
,

最大数

量达 20 7万个 / L
,

生物量达 1 24
.

2 m g / L
。

在观测鱼池中
,

有 3 口池的数量和生物量很高
; 1口池虽

未检出
,

但观察到该种水华
,

可能与漏采水样有关
。

3
.

裸藻 ( E u gl e n a s p p
.

) 以绿裸藻 ( E
.

v i r i d i s )
、

尖尾裸藻 ( E
.

。

砂
u r i: 和梭形裸 藻 ( E

.

ac us 为主要种类
,

数量多达每升百万以上
,

生物量达 1 00 m g / L 以上
,

发 生时 间多在初夏和夏

末初秋
。

4
.

针杆藻 (匆en d ar s
PP

.

)与菱形藻 ( N l’t sz hc ia s
PP

.

) 主要 种类 为尖针杆 藻 (勿 en d ar

a c u s )和新月菱形藻 ( N i t z s c h i a c l os t e r i u m )
。

4一 5月
、

s一 9月大量 出现
,

数量多达 z千万个 / L
,

镜检

出现率很高
。

如 1 9 8 3年 5月边基池水样中
,

数量达 1 0 3 6万个 /升
,

生物量达 8
.

29 m g / L ; 1 9 8 4年 5

月东眼池水样中
,

数量达 85 3万个 / L
,

生物量达 6
.

83 m g / L
,

在同年 9月水样中
,

数量达 1 1 4 3万个

/ L
,

生物量达 9
.

14 m g / L
。

在 4月或 5月
、

8月或 9月
,

其它各塘的数量都在百万个 / L 以上
。

5
.

尖头藻 ( R aP hi dt’ oP is : sP )P 该优势种群主要 由弯曲尖头藻 ( R
.

` u 二 a t a) 和 中华尖头藻

( R
.

: in en i: )组成
。

常在 8月或 9月出现
,

数量多达 1千万个 / L 以上
,

生物量多达 15 m g / L 以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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伴随该优势种出现 的有 弓形藻属 中的硬 弓藻 ( Sch roe de ri a

rob
u st) a

、

纤维藻属 ( A nk ist ro
-

de
s m us)以及针状蓝纤维藻 ( D a

c ty l oc oc
c

P o sis ac icu l ar i: )等微细的丝状藻类
。

6
.

裂面藻 ( M e
ri s m op

e
di

a s p, ) 8
、

9月份发生
,

主要种类为点状裂面藻 ( M
.

P u cn t at a) 等 3

种
,

数量常达 1千万个 / L 以上
。

7
.

绿球藻类 ( C hl
口

er “ ac ea 。 ` p p
.

) 常见属 种为小球藻 属 ( hC lo er l la ) 中的小球藻 ( hC
.

vu 咭
。

lsr )
,

栅藻 属 ( cS en de
s m us ) 中的二形栅藻 ( 5

.

id m o
rP hu

: ) 及数种小形栅藻
,

十字 藻属

( C r u c ig e n i a ) 中 的 四 足 十字 藻 ( C
.

t e t ar p e d i a )
、

十字 藻 ( C
.

助 i c u la t a ) 和 四 角十 字 藻 ( C
.

q u a d ar at )
,

四 角藻 属 ( eT
t ar 若d or n ) 中的膨胀 四 角藻 ( T

.

ut m id ul “ m )
、

微 小 四 角藻 ( .T

m动 i m u m ) 和 具 尾 四 角 藻 ( T
.

。 a u

da ut m )
,

以 及 蹄 形 藻属 ( K i cr h en ir el la )
、

集 星 藻 属

( A c t i n a s t r u m )
、

纤维藻属 ( A n k i s t r o d e s m u s )
、

四星藻属 ( eT t ar s t r u m )等属 的种类
。

数量多在 1千

万个 / L ,

在整个鱼类生长期 间的数量都很大
,

尤以 8
、

9月份最多
。

绿球藻类多是微型藻类
,

生物

量虽不大
,

但数量较多
,

对水色的影响大
。

故其优势种群可依个体数量而定
。

(四 ) 浮游植物与鱼池水质

浮游植物的种类组成可反映鱼池水质状况
。

以隐藻
、

裸藻
、

蓝裸 甲藻为主的鞭毛藻类是嗜

有机质的
;
绿球藻类的组成种类也是嗜有机质的

。

以它们为主的藻类群落便反映了鱼池水中的

有机质含量丰富
。

经测定
,

其有机物耗氧量为 12
.

7 6一15
.

57 m g / L
。

其中主养青鱼型池塘的耗氧

量平均为 13
.

3 m g / L ;
青草鱼并重型池塘的耗氧量平均为 15

.

3 m g / L
。

浮游植物在鱼池水体自净过程中常起到重要作用
。

如鞭毛藻类具有两型营养
,

既可利用光

能吸收无机碳 (C )进行光合作用
,

又可吸收有机碳进行异养生活
; 既可吸收溶解有机质

,

还可

吞食颗粒有机物质
,

可不断地降低池水中的有机质含量
。

同时
,

藻类本身分泌的有机质
,

以及藻

类死亡解体产生的大量有机碎屑乃是高产鱼池有机质的一个重要来源
。

这又丰富了食物网
,

促

进了鱼池物质和能量的良性循环
。

浮游植物在水体 自净作用中
,

还可从环境中吸收大量无机氮 ( N ) 素〔S o h or ed er
,

1 9 8 7二
,

减

少 N H
3

积累
。

加之藻类的光合作用
,

使水体处于氧化状态
,

更减少了 N H
。 、

H
Z

S 和 C H
、

等有害气

体的产生
。

同时
,

浮游植物的光合作用产氧乃是高产养鱼池塘溶解氧 ( l〕 (〕 )的主要来源
。

本研究

得出
:

浮游植物光合产氧常占高产鱼池溶解氧来源的 8 0一 9 0 % [姚宏禄
,

1 98 8 ]
。

(五 ) 浮游植物
、

有机碎屑和鱼产量

主养青鱼 (含青草鱼并重型 ) 池塘净产 鱼为 n
.

25 吨 /公 顷
·

年 ( 1 9 8 3) 级
、

15 吨 /公顷
·

年

( 1 9 5 4 )级的滤食性鱼类产量分别为 2 6 6 4 一 3 2 6 2 k g /公顷
·

年 ( 2 9 5 3 )
、

3 5 5 5一 4 4 0 2 k g /公顷
·

年

( 1 98 4 )
。

且 1 9 8 4年滤食性鱼产量和非滤食性鱼产量均有显著增长
,

同时浮游植物的生物量和初

级生产力均有较大幅度的增加
,

仅有机碎屑现存量增降不一 (表 3 )
。

究竟滤食性鱼类产量达到多大比较适宜呢 ?非滤食性鱼与滤食性鱼的混养比例多少 比较

恰 当呢 ? 鳝缩等鱼类主要生长期为 4 一10 月的 20 0天左右
,

池塘浮游植物及有机碎屑分布平均水

深为 2米左右
。

设浮游植物平均生物量 (或现存量 )为最大密度
,

则保持其 1 2/ 倍的最大密度可达



4期 王友亮等
:

主养青鱼高产池塘的浮游植物和有机碎屑 3 0 3

表 3主养青鱼高产池塘的浮游植物
、

有机碎屑与鱼产里

T a b l eT 3 h ep y h to Pl a n k to n o r ga n i e一
d etr i tua ns d i f sy i h el d o fi h h g

一o u tP u ti f sp ho n d s

w 孟 th th el Ba ek c a r Pa s th em a j o r eul tr u ed s P e ei s e

浮游植物平均生物量
(毫克 /升 )
鲜鱼净产量 (千克 /公顷 )

池 名

总量 隐藻 其它藻类

浮 游植 物 有 机 碎

的 净初 级 屑 现 存
生产力 (湿 量 (毫克
重

,

千 克 / /升 )

公顷 )
总净产量

非滤食性鱼
产 量

苏州申庄西眼池 1 98 3

19 8 4

3 3
.

2 8

4 6 7 7

1 5
.

6 2

1 5
.

9 1

2 7
.

6 6

4 0
.

8 6

10 9

11 3

1 19
.

3 0 6 7
.

0 6 1 2 64 4
.

3 0 3 2 6 2
.

2 3 9 3 8 2
.

0 7

5 1 1
.

3 0 3 5
,

69 1 4 6 7 0
.

0 0 3 8 8 7
.

55 1 0 7 8 2
.

4 5

净增减率 + 40
.

5 3 + 1
.

8 6 + 4 7
.

7 2 + 4 0 2 一 4 6
.

78 + 1 6
.

0 2 + 1 9
.

17 + 1 4
.

93

东眼池 1 9 8 3 4 7
.

1 6 25
.

59 2 1
.

5 7 1 0 6 7 0 3 7 0 1 10 2 5
.

6 0 3 0 8 7
.

17 7 9 3 8
.

4 3

1 9 8 4 6 3
.

6 1 35
.

0 8 2 8
.

5 3 1 1 5 3 7 7
.

8 0

68
.

4 7

80
.

8 0 13 8 0 6
.

0 0 4 0 3 1
.

35 9 7 7 4
.

65

净增减率 + 34
.

8 8 + 37
.

0 8 + 3 2
.

2 7 + 8
.

1 3 + 18
.

0 1 + 2 5
.

2 2 + 3 0
.

58 + 2 3
.

13

吴县占上 1号池 1 9 8 3

1 9 8 4

34
.

8 8

7 3
.

1 5

12
.

9 4

16 9 6

2 1
.

9 4

5 7
.

1 9

未测

未测

48
.

0 1

3 9
.

22

1 2 16 5
.

0 0 2 6 6 4
.

1 4 9 5 0 0
.

8 6

1 5 18 0
.

0 0 4 4 0 2
.

1 5 1 1 2 6 3
.

8 5

净增减率 + 10 9
.

72 + 3 1
.

0 7 + 1 6 0
.

6 7 + 2 2
.

4 1 + 2 4
.

78 十 6 5
.

2 4 十 1 8
.

5 6

1 4号池 1 9 8 3

1 9 8 4

3 1
.

5 3

3 3
.

5 3

10
.

6 0

7
。

9 3

2 0
。

9 3

2 5
.

6 0

未测

1 2 3 5 9 0
.

9 0

62
.

0 2

4 0
.

26

1 22 8 2
.

7 5

15 2 5 2
.

7 5

2 8 2 5
.

0 3 9 4 5 7
.

7 2

4 2 5 5
.

5 2 1 0 9 9 7
.

2 3

净增减率 + 6
.

3 4 一 25
.

19 + 2 2
.

3 1 一 3 5
.

0 9 + 2 4
.

1 8 + 5 0
.

6 4 + 1 6
.

28

较高的增殖率 (张雁秋
,

1 98 5 )
,

亦即浮游植物有一半可被滤食性杂食性鱼类
、

浮游动物等摄食

或 自然死亡
。

据何志辉等 [ 1 9 8 3」的分析
:

浮游植 物自然死亡约占 19 %
,

轮虫等浮游动物摄食

2 8 %
,

杂食性鱼类摄食3一12 %
,

剩下 4 0一50 %可作为鳞墉等滤食性鱼的饵料
,

饵料系数按 20 估算

[何志辉等
,

1 9 8 3〕
。

相应的
,

有机碎屑现存量可被利用的也只能取 50 %
,

其中可作为鳞鳍等滤食

性鱼类的饵料也取 50 %
,

饵料系数按 50 「cS h r oe d e r ,

1 9 7 8 ]计算得出
: 1 9 8 4年申庄养鱼场西 眼

、

东眼鱼池浮游植物产滤食鱼能力平均为 2 7 6 1
.

5 k g /公顷
、

有机碎屑产鱼能力为 1 1 6 5
.

8 k g /公

顷
,

两者之和为 39 27
.

3 k g /公顷
; 1 9 8 4年占上养鱼场 1号

、

9号
、

14 号 池浮游植物产 鱼能力为

2 8 0 0
.

4 k g /公顷
,

有机碎屑产鱼能力为 9 5 1 k g /公顷
,

两者之和为 3 7 5 1
.

4 k g /公 顷
。

亦即 1 98 4年

15 吨 /公顷鱼产量级池塘产滤食性鱼类的能力可达 3 7 5 1
.

4一 3 9 2 7
.

3 k g /公 顷
。

若再加上浮游动

物等供产滤食性鱼的能力
,

则估算总产量可超过 4 0 0 0 k g /公顷
。

对照表 1所列 1 9 8 4年各池的鳞

编白卿实际鱼产量为 3 8 8 7
.

6一 4 5 5 8
.

8 k g /公顷
。

可见估算与实际产量基本吻合
。

上述分析和估

算较符合实际
,

也易于应用实施
。

本文为江苏省科委资助 的重卢
、

科研项 目
。

课题负责人姚宏禄现在江苏省水产技术推广站工作 ;本文 由王

友亮
、

姚宏裸执 笔撰稿
。

( 1) 张雁秋
,

1 9 8 5
。

风眼莲生长与密度等因素关系及对净化利用的影响
。

江苏生态 ( 19 8 5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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