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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省黄同专区中小型湖泊

滚业增产的初步把验

簧 圆专署水产局 张幼敏

一
、

粘 视

黄同专区共有湖泊 4 35 个
,

总面积 18 5
.

7 万亩
,

其中除 4 个
“

敞水湖
”

(
,

面积 90 万亩 )

外
,

余者均可开展湖泊养殖
。

水区的湖泊主要分布在长江两岸地区
,

多系沿江冲积平原的洼地
,

是 自然或人工堰塞成

的溯
。

常年水深在 5 米以下
,

一般在 2 、 3 米之尚
。

瑚底平坦
,

湖泥校厚
,

岸线曲折
,

港湾多
。

大部分湖泊 了少长江相通
,

并建有堤南
,

起着稠节和狞水的作用
。

湖水的气体状况
,

氢离子浓度和硬度均在一般角类适应范围之列
。

有机物质颇为丰富
,

芳养物质的合量
,

除个另lJ成分如磷略低外
,

一般较高
。

湖泊 ,卜作为角类食料基础的浮游生物
,

底栖动物和水生靛亡管束植物丰盛
。

因此
,

本区的湖泊多属富营养型湖
。 _

比温暖季节长
,

全
.

年

有 8 个月平均水温在 15 t 以上
,

这不但有利于焦类天然文料的生长繁范
,

也有利于温水性焦

类的成长
。

另外
,

从湖泊的形态来看
,

具有良好的捕扮条件
。

因此
,

这些湖泊在发展嫩业生

产上是具有优越的 自然条件
。

解放前
,

由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不相适应
,

湖泊晚业处子停滞状态
。

角类资源的补充仰

拾于天然繁殖
; 湖泊挽业依赖于单纯的捕扮

。

以致多数湖泊渐趋荒燕
,

产量极低
,

最好年景

亩产不超过 10 市斤
。

解放后
,

山于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
,

党 的重视
,

溯泊流业宇得到 了蓬勃发展
。

兴修堤

?.lj
,

依湖建踢 ; 大力发展角苗
、

角种生产
,

瑚泊嫩业从 分附屯捕捞走向人工养殖
。

水区的湖泊

养范始于 1 9 5 2 年
。

国营养殖踢不 包括角种踢
、

捕扮堪
`抖直范踢 )

, 1 9 5 2 年 3 处
,

养 苑水面

5
.

4 万亩 ; 1 9 5 7 年 14 处
,

53 万亩 ; 1 9 6 4 年发展到 韶 处
,

5 0
.

78 万亩 (囚 闹垦
、

湖汉下放

和水位变动等原因
,

而积较 1 9 57 年粉小 )
。

现有 22 处 中
,

n 万亩的湖 泊 1 处
,

4 万亩以上

的 通处
,

2 万亩左右的 5 处
, 1 万亩的 C 处

, O
.

C 万亩以下的 6 处
。

握过多年米的探索与总拮
,

各养殖湖泊普遍贯彻 了以人工放养为主
,

繁殖保护和灌穿〔引

韧角补和焦种三精合的翘营方式
,

坚持了放养大规格热种
,

挫制放养密度
,

因瑚制宜进行不

{司种类搭配放养等技术措施
,

从而改变 了湖泊热类种群数量的机成
,

提高了产热量
。

1 9 6 4年

前述 2 2处养殖湖拍的总产焦址为 1
,

6 91
.

5 8 万市斤
,

较 1 9 5 7 年增长了 2 。倍
,

比 19 6 3 年增长

了 3 2 %
,

占全区养殖业产焦业的 25 % ; 13 年果舒产角量达 1 2
,

00 。 余万市斤
。

人工养她以后
,

获得增产的不仅有万亩左右的小型湖泊
,

一

也有 10 万亩以上的大型湖泊
。

如涨渡湖 (面积 n 万亩 ) 从 1 9 5 4 年开展养殖以来
,

n 年平 均 亩产 25
.

3 1卜斤
,

19 G4 年达



水 产 学 报 第 2卷

9 2
,

2 市斤
。

黄沙溯 ( 1 万亩 ) 未养前亩产不过 15 市斤左右
,

养殖后 13 年平均 亩产 72
.

5 市

斤
, 1 9 5 9 年高达 1灯 市斤

。

竹林湖 ( 。
.

6 6 万亩 ) 未养前 功 市斤左右
,

养随后 7 年平 均亩产

9 6
.

8市斤
, 1 9 6 3 年达 1 2 4

.

5 斤
。

可以肯定
,

今后只要进一步 了解湖泊生物资源的特点
,

充分利用资源和更科学地总桔已

有生产释确
,

运用这些挫欲
,

就一定会使湖泊产角晕在现有基础土大大迈进一步
。

这一工作

目前还没有系就地进行
,

但在具体实践
, l ,已有了点摘的体会

,

现在把它整理出来
,

希望蔽者

拾予指正
。

下
一

面分人工放养
;
增殖与保护

; 共他措施儿方而来叙述
。

二
、

人 工 放 养

多年来的实践敲明
,

本区湖泊进行人工放养家焦焦种以后
,

产星显著提高
。

当溯泊兴建

堤南
、

江湖隔断以后
,

破坏了河湖性焦类〔草焦 曲姗
。 护加卿叮心 on `添 22” ( C u v

.

e t v o l
.

)
、

青

焦 万刀20 尹凡。 ,夕。 g o d 。 “ 尹 。̀。 、 s ( R i o h )
、

触 H绍尹
。 护万者h o z。 。̀几艺九脚 拼 0 2̀ 云,

·

￡, ( c u v
.

e t v a l
.

)
、

肺 A r落, 活￡-

叭眺脚 。 械认 ( iR
o

h )〕的洞游通路
,

使亲焦得不至
IJ繁苑阶段所必要的水域环境

,

幼热也因之不

能进 入理想的生长育肥踢所
,

资源胳至衰退
〔 ” “。 这就显得人工放养草

、

青
、

触
、

腑热种 (春

片
、

一冬龄焦 ) 更为重要
。

几年来放养了角种以后
,

森获物 中养殖焦所占比例不断增长
,

一

般达总产业的 功 ~ 60 %
,

有的达 6 0 % 以上
,

因而总产量也随之提高 (表 1 )
。

窦 1 五个养晒湖泊的澈获物祖成

湖 各

而 积 } } 总 产

} 年 度 }
(万亩 ) } } (市斤 )

l
: 。。 3 }

3
,

。 3 0
,

o a澳

} 1 9 6 4 } 3
.

2 1 6
,

0 0 0

} 1 9 6 3 } 8 5 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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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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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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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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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 包括 19 6汤年元 月分产量 2 5 6
,

左16
.

8市斤在内
。

. * 通常包括两个种
:

三角肪和长春刨
。

但是在进行人工放养以后
,

目前还存在两个朋题
: 1

.

单位亩产量不平衡
,

万亩以上的养

殖溯平均亩产 3 。市斤左右的还不多
,

亩产超过 1 00 市斤的 l8j 更少
; 2

.

历年产量波动幅度很

大
,

例如生产幕础较好的黄沙瑚
,

每亩 产 量 高 时 达 1 17 市斤 ( 1 9 5 9 年 )
,

低 .lLT 只 48 市斤

( 1 9 6 3 年 )
。

产生这种情况的原因
,

有些属于繁殖保护方面的
,

有些属于湖 泊水文条件的变

化方面的
,

将分别在下面几节再淡
,

而主要阴题还是人工放养的技术措施
,

现把这方面的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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输分述如下
:

1
.

放养密度 合理的放养密度
,

必须取决于能充分合理地利用湖泊中盒物 资 源
亡l ’ 。

过

去山于缺乏对湖泊供鲜能力的了解
,

言口多放
,

往往事与愿违
,

达不到琳产 目的
。

如洋澜湖

1 9 5 8年亩放角种 (包括 一部分火片角种 )达 2
,

3 1 4 尾
,

年总产焦量仅 30 万市斤 , 而 19 6 2年亩

放焦种 1妞 尾
,

年总产焦量却达到 4。 万市斤
。

又如望天湖 又9 5 2 ~ 1 9 6 4 年期 圈
,

招 年平均

亩产 8 6 市斤
,

但家焦的平均放养址每亩只有 8 3 尾
,

而且亩产最高的年度 ( 1 9 5 9年 ) 焦种的

放养最
一

也并不特别多
。

这就沈明
,

必须汰意乎衡角类对天然众料的洽耗与众料资源再生产能

力这一原 8lJ
。

据 1 9 5 9~ 1 9 6连年较补
,

全区面积 5 万亩以
_

L的湖泊 侮年平均每亩放养 3~ 4 市寸的热种

3。~ 钓 尾
,

1~ 5万亩的湖泊平均 每亩放养 ” ~ 70 尾
, 1万亩以

一

自勺湖泊平均每亩放养 70 ~

1 0 0 尾以上 (表 2 )
。

表 2 三个养殖湖泊点种 (春片 )的单位放养最及种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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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据水区五个养随湖泊撤获物粗成专题拥查数据

。

表 2
,

表 3 亦同
。

这样的放养密 度是否算是合理
,

1r’.I 难作 出确切 ilu 答
,

有待进一步摸索
,

但从表 3 所列五

个湖的历年放养数量和溉获量的关系
,

可以看出密度以外
,

放养规格
一

也很重要
。

表 3 五个湖正常年度家焦惫种放羲里
、

规格与温获量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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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一部分当年火片 , “

三种热
”

是指草惫
、

青焦
、

墉
。

2
.

因湖制宜
、

搭配放养 由于溯泊的成因
,

所在地域及其形态的不同
,

彼此之朋差异

极大
。

因此
,

在进行放养时
,

对于不同性质的湖泊
,

应区另IJ对待
。

只有在全而了解湖泊中天

然文料查源和历年晚获物粗成的情况下
,

才能具体确定各种角的放养比例
。

如放养比例不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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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往得不到增产的效朵
,

望天湖 1 9 6 2 年平均亩放焦种 1 37 尾
,

其中麒占 5 。终
,

到冬季捕扮

时触平均体重仅 0
.

8 市斤
,

同一湖泊在第二年减少了她的放养量
,

腿平均体重达 1
.

27 市斤
,

较上一年同龄她的平均体策增长 5 8烬
。

黄沙湖 1 9 6 3 尔亩放焦种 172 尾
,

其中 虽 通 市寸以上

的很多 ( 6。% )
,

但因触灼比例过大 ( 73 % )
,

捕捞时她的 平 均 体 重 仅 。
.

6 市 斤
,

回 捕率

1 0
.

2 终
。

这些握喻都有力地视明 了必须根据 不同性质的湖泊
,

确定适当的各种焦种的放养比

例
,

才能获得婀产峋效果
。

浮游生物和水生难管束植物是水域天然饵料的主要祖成部分
。

据就言!
`

,

以浮游生物为主

食的涎
、

腑
,

在一般养殖湖泊中每年的产童豹 占总产量的 20 ~ 4。% 左右
。

不少养殖湖泊墉的

成长速度按近
、

甚至超过 了同龄的草角 (参阴表 连 )
。

因此
,

要充分发挥这些 天 然盒料的作

用
:

在浮游生物丰富灼肥水湖中应以放养她
、

嘛为主
,

魅
、

翰的比例可 占总 放 养量 的 50 ~

7 0 %
。

水生推管束植物多的湖泊应多放养草交性 焦类
,

如草角
,

闭头筋瑟叮二 zob 邝* a 。 卿况岁巴-

户成
a

iY h等
。

这不仅能使草食性焦类直按利 用水草
,

养大了 自己
,

而且能抑制水草过度繁生
,

减少了水 , {`养料的淆耗
,

促进浮游生物的生长繁殖
,

为她
、

缔成长提供 了物质基础 ; 同时还

防止了因水草沉积而 引起的湖泊沼泽化
。

这是充分利用湖泊
,

积极改造湖泊
,

利用
·

`夕改造相

拮合的好办法
。

根据一般规脆
,

亩放 4 市寸或者更大的草角 3 。~ 怕 尾 (总放养旦的 20 ~ 3 。 % 左右 )
,

一
、

二 年内就能把水草墓木洁除
。

但在生产实践中
,

放养量应祝具体情况而定
,

原则是既要消灭

水草
,

又 要保留一部分水草
,

否 lIH 一些 产粘 性卵 角类 〔鲤 口脚心二。 。 。。甲沁 L
,

卿 c a 哪貂如。

。 。 ￡、 ( L
.

) 等〕 将因繁殖来件巡到破坏而减产
。

此外
,

适当放养一些青角
,

注念对翩
、

螂等热类的繁殖保护
,

增殖底层角类
,

充分利用

底栖允料生物
,

也是重要的增产拮施之一
。

实践蔽明
,

凡是因湖制宜
,

搭配放养作得好的就能增产
。

如虾 蟆湖 (。
卜

2 8 万亩 )
,

最近

几年不断稠整放养比例
,

产焦虽速年提高
,

1 9 6 1 年总产热量为 : 万市斤
,

1 9 6 2 年 11 万市斤
,

1 9 6 3年拓万市斤
, 10 6 4年 20

.

1 6 万 ill 斤
,

1 9 6 1 ~ l g G4 年平均每
.

年递增 3 7 %
。

黄圆地区 强浏

提出多放养草角
、

青角
、

触热
、

腑焦种
,

正是从这个角度出发的
。

石
.

放养焦种的规格 稠查发现
,

放湖热种的回捕率都较低
。

通常不超过 3 0 %
,

个别 种

类汉百分之几 (表 通 )
。

回捕率低是否由于捕捞强度不够
,

有些焦没有捕起来呢 ? 事实井非如此
。

首先
,

澡获物
, 1`高陪祖角少 (图 1 )

,

说明往年湖中积存
’ 一

卜来的焦不多 ; 共次
,

湖水排浅
,

养殖角在瘾获物

,户所 占的比例逐浙减少
,

天然焦类 (主要是一些难捕捞的底层焦类 ) 日益场多 (图 2 )
,

一

也说

明家角的孤藏呈已很低
。

着来
,

回捕率低的原因
,

除了拦焦投备不善造成大量逃亡
,

以及在

放湖初期凶猛热类
一

与多种水
j

鸟的吞文以外
,

主要是 由于放养规格太小
,

因此在湖中 自然死亡

比校多
。

总的来视
,

放养角种的砚格宜大不宜小
。

特别是草焦
、

青焦
,

往往因放溯 ]],-J 个体小
,

摄

盒器官的发达程度街差 ; 天然盒料的祖成 也不一定
一

与其拜一生长阶段的需要相一致 , 抗病和

避敌的能力弱
; 放湖后一时无法适应

一

与焦池迥然不同之湖泊环境
,

焦种便会大量死亡或者成

长迟援 ; 同时小焦种更容易钻过拦焦袱
一

备的空隙而潜逃
,

这是造成回抽率低均重要原因之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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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放湖惫种的回捕率 ( 1一 3月分放羡
,

10 一 12 月分捕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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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 养殖湖泊中家热的年龄粗成 (依五个养殖湖抓获物稠查数据 制成
,

图 2 亦同 )

图例
:

I 一草焦
:

I 一青热 ; I 一触热 ; W一缭热

剧一 。 ; 门一 1+ ;
. 一2 ’ ; 目一 3十

1 9 6 2 年望天湖亩放草角种 4 5 尾
,

占总放养兰的 33 %
,

虽然孩湖 水草 茂密
,

单是抗 东二瓜。

砚耐落fo l协 T二二一种就占整个湖而的 1 / 3 ,

但因焦种小 ( 2 ~ 3IJ 了寸 )
,

根本无汰利用 它俐
。

这一

年草焦的回捕率仅 1 1
.

6 %
。

以毓为例
,

鉴 -T 它在焦苗阶段占的比例少 (平均 占天然 热苗总 数的 5 % 左右 )
,

放湖时

一般观格都超过 理市寸以 上
,

放湖后不仅成长快 (表 5 )
,

回捕率亦高 (表 4 )
。

据此
,

本区

对容静放湖热种的规格
,

严格要求在 4 .称寸以上
。

这个标准无谕从生产或者生物学角度来分

析
,

郡较切合实际
。

撇使放养焦种愈大愈好
,

但生产大角种还有很多具体困难
,

如角池不足
,

成本高
、

易榷病等
。

4
.

焦种放湖时周 放溯时阳的迟
、

早与角种成活率有道接关系
。

根据己有的樱喻
,

早放

(一般在阳历 1 月份左右 ) 不汉能争取下年生产活路安排的主动
,

而只
.

此时水课最低
,

热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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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微弱
,

在搬运和抬网等操作
, 1, 不易受伤

。

放湖后熟悉了环境
,

到开春水温升高时
,

即可

大量摄食
,

延长了角类的旬养期
。

同时
,

早放还能减少凶猛焦类的吞食
。

因 XII 猛角类在寒冷

季节大多极少摄众
。

如缄焦 皿
。娜嘛`无孵 阮。 b二。 ( iR

o

h) 等冬季即很少摄食
。

1 9 0 3年 3 月初

(热种已放蒯 ) 我们曹在望天湖解剖过部分崛焦
,

最大阴市斤
,

最小 9 市斤
,

全 部空踢
。 “

梁

子湖中缄焦的文性
”
一文亦指出

,

纵角在寒冷的 1
、

2
、

3 月份 , }, 极少 摄盒 (摄贫 百分 比为

3
.

2 ~ 4
.

9 % ) 〔
” 〕 。

其他凶猛角类亦有类似现象
。

在角种放湖时简迟
、

旱的阴题上
,

已有不少怒骇与教翻
。

涨渡湖 1 9 5 5 年 阳历 4 月份 才

放湖
,

焦种总放养量 17 0 万尾
,

是年亩产仅 14
,

4 市斤
,

涌获物 中家焦的比例豹 20 %
。

5
.

放养方式 长江 中游的湖泊多夏泛冬涸
。

为了夏季蓄洪
,

历年在焦种放溯 后的 几个

月 ( 2 ~ 5 月份 ) 中
,

湖水排得极浅 (柱社不到 。
.

5 米 )
,

水面很小
。

焦种道接放入主湖区
,

或

省因环境条件不良
,

引起大量死亡
,

或者受敌害侵袭
,

造成严乘损失 ; 在排水和 111 洪恭发时

角种亦会 i释逃
。

通过长期实践
,

目前很多湖泊采取角种放湖汉暂养的方式
,

待水位升高和稳定时
,

再放

焦种入湖
。

如涨渡糊 8 年都是释过哲养才放湖的
。

一般看来
,

在放湖初期主湖区水位变化大
,

水过浅的湖泊
,

暂养是利大于弊的
〕

但应砚

具体寸命兄
,

因湖制宜
。

有些湖泊冬季和早春水较深
,

春汛便于管理
,

或者无理想的湖汉
,

则

泣接放湖 ; 水面宽幅
,

对焦类生长更有利
。

人工放养的挫骇 中还有一个朋题
,

是儿种家热在不同湖泊中的生长情况 眼不一致
,

所以

个体平均重量差异很大 (表 5 )
,

这个简题牵涉到补多因素
,

所以还很难作出具体解释
,

;洽要

进一步进行总拮
。

表 5 五个养破湖泊 2 龄 ( 1
十

)家象的平均体重
半

(单位
:

市斤 )

二二 ……… …
··

5
.

7 7

2
.

7 3

4
.

6 8

1
,

6 4

0
.

7 7

渊 湖

*

依晚获物满查数据

三
、

焦类的增殖与保护

提高湖泊产焦量以然庄当以放养为主
,

但水域中天然焦类仍是瑚泊热类区系 的重要粗成

部分 (参圈图 2 )
。

以本区一些单位面积产量较高的已放养的湖泊为例
,

天然焦类如鲤
、

卿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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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凶猛焦类等
,

历年都 占总渝获量的 3 0 ~ 50 %
。
王。 6 3 年就$.l 过 12 个养殖溯泊的挽 获物祖

成
,

其中天然角类平均 占 3 7
.

5 %
。

单靠人工放养的家焦
,

对整个湖泊天然盒

料的利用是不完全的
。

像底栖动物中的摇蚊
、

寡毛类
,

家角鉴本上都不利用
; 浅水湖泊中为

数极多的植物碎屑
,

一

也完全置于废弃状态
〔 ,

可

见
,

在进行放养家焦湖泊中
,

加强对天然角类

的增殖与保护
,

具有重大的意义
,

也是粽合利

用湖泊中焦类的天然立料和提高产焦童的重要

途径
。

要达到这一 目的
,

需要进行天然焦类的

增殖与保护
,

主 要有下列几项
:

1
.

确定准捕重量 (尺寸 ) 随着捕捞强度

的增长
,

准捕重量 (尺寸 ) 圈题
,

便成为非常

植得注念的 H日题了
。

如果把能够在溯 , },
繁殖的

热家旬占产角量的%

马匕犷芯苏节咫了不而气仁军下匀

1 1月汾 1 2月份

图 2 1 9日3年 望灭溯
、

洋澜湖涣获

物中家热重 狱超成 ( % ) 的变化
l一望天湖

, 2一洋彻湖
。

种群
,

在它们街未达到
一

首次性成熟时
,

便作为主 要捕捞对象
,

使它们失去产卵繁殖来作补充

的机会
,

势必会导致整 个资源衰退
。

黄同专区依此 而制定了一些天然角类 的 准 捕 重量 (尺

寸 )
,

如想热为 0
.

5 市斤
,

长春枷 I , a : 。乙, 。 。 落: 卿脱 n o n 滋;
( B a “ 1 1

·

) 和三角妨 形叼
a班o b , 。 * 。

活。 , 州店。 a Z艺: 〔 R i e
h ) 各为 4

一

「I了寸
。

确定家焦的准捕重量与天然热不同
, `

已不根据繁殖年龄的体长或体贡
,

而要视成长状况

来决定
。

本区一般规定
,

凡不足 1 市斤的触
,

1
.

5市斤的墉
、

草角
、

青角都不准
“

起水
” (捕

捞 )
。

如果从黄同专区湖泊挽业铿营方式 (一年周期
,

即寿放冬捕 ) 来看
,

、

可以
一

肯定
_

上述规定

有积极意义
, ’

仑限制了把商品价他不高的幼焦作为捕扮对象 ; 如果从焦类的繁殖与生长的特

点来看
,

这些标准都偏低
。

实际土鲤角要在 1 市斤左右才能达到第
~ 一次性成熟

,

而草焦
、

青

角
、

麒在放湖后第二到第三年之阴才是艳对堆重最快的龄期
。

按现有标准并不十分有助于置

源的补充和最握济地利用家角
。

但事关整个耗营方式的改革 {{月题
,

今后如何修改这些标准
,

肯待进一步商榷
。

2
.

确定捕捞限额 为了保征焦类 资源的再生产
,

必须正确制定捕扮限额
。

如果 捕扮 量

超出了角类种群所能补充的限度
,

那么便会导致查源破坏
。

因此
,

黄圆专区在制定养殖湖泊年总产角量灼规划时总是十分强洲
“
留有余地

” 。

我俏认为根据历史平均捕捞量作为基 Nl[
,

适当增加在人工措施后每年可能塘长的部分
,

才是比较切实易行的
。

国外研究这一朋题有过多种多样的主张
,

.r .B 尼可里 斯基 (1 9 5 3) 曾

提出过作为捕捞限额的四项指标
芝̀ “ 。

3
.

限制有害撤具 企图通过
“
百业下湖

”
而提高流产量显然是措淡的

,

即使能够增产
,

也是暂时的
。

从有利资源的增殖与保护 出发
,

木区对下列嫩具严禁使用
,

如撒把
、

罩生
、

跌

缭
、

把子
、

角赚等 ; 对下列激具具体规定了使用期
,

如花盛
、

手罩
、

掇来热网等
,

这些措施

如能严格执行
,

将得到有利的成效
。

4
.

保护产卵塌与亲焦 春夏之交
,

触
、

聊等焦类 常汇集于沿湖水草丛生地带进行产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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瘾民往往利 用这段时周滥捕亲焦
。

目前
,

各养殖湖泊采取了多种措施保护亲焦和产卵堪
;

在除野过程中
,

涣具与诱鲜的选

择 ;禁止在产卵期周到产卵爆捕捉亲角
、

打草积肥等
。

如涨渡湖保护产卵踢的面积近 3 万亩
,

望天湖 2 , 0 0 0
`

亩
。

此外
,

为了弥补因 湖泊 自然果件改变
,

引起产卯踢面积的减少
,

设哉人工焦巢便成为筋

单易行而功效显著的措施
。

洋澜湖 1 9 6 4 年效靛人工焦巢采触焦卵
、

移池内孵化 养成 。
.

8 ~ 1

市寸的想角 1 20 余万尾
。

望天溯 1 9 6 5 年 续~ 5 月期简插以聚草皿盯`叩汽尹l 。 * 毕￡。时、 , 扎成的

人工热果 3
,

5 。。把
,

大批产卵 3 次以
_

.

匕 平均每次每斤聚草的采卵量 均在 5 00 ~ 1
,

00 0 粒 左

右
。

由于这些措施运用得 当
,

黄尚专区的各养殖湖泊在不断提高养殖焦产量的同时
,

天然角

产量始胳保持在一定水乎上
。

四
、

其 他 措 施

1
.

灌江引纳焦苗焦种

溯泊养殖
,

面积大
,

需要焦种多
。

目前在劳力
、

食金
、

栽备尚不能完全适应生产要求的

情况下
,

通江湖泊在一定时周开阴灌江引袖热苗焦种
,

也是一项增加焦类资源的有效措施
。

解放前本区的
“
静水湖

” ,

如望天湖已有数十年灌江的历 史
。

近儿年来
,

不少湖泊也在试

行推广
。

灌江有
“ 顺灌

”
和

“

倒灌
”
两种

。 “

顺灌
”

是江水高于湖水
,

在焦苗汛期 c(1 ~ G月 )开

阴敲江水注入湖中
,

同时引进角苗
。 “

倒灌
”

是溯水高于江水
,

开阴排水时
,

焦类逆水上溯人

湖 (多为个体校大的焦类 )
。

灌江这项工作介未进行总枯释输
。

囚此
,

目前对其作用的认识尚不一致
。

有人认为灌江

会引起养殖焦大量外逃或者引进危害养殖角的 lxJ 猛角类
,

桔果是得不偿失
。

但很据我们的初步

翘欲
,

并未有因灌江而致减产的
。

涨渡湖 1 9 5 6 ~ 19 5 9 年期固
,

年乍灌江
,

其产焦量较未灌江

的年度要高
。

洋渭湖 在 1 9 6 2 年 5 月 18 日 (角苗 汛期 )
“

顺灌
”

2 4 小时
,

溯水上涨 2 市寸
,

是年亩产 1 2 2
.

5 市厅
,

其 中 约瘩是 。
.

5~ 1] 卜斤左右的漏
、

缄焦等
,

可以肯定这是 灌江引进

的
。

事实汉明
,

灌江能够引进一部分河糊性释济角类
,

对增产有利
。

至于灌八1引进的凶猛焦

类如缄焦等
,

固然其成长迅速
,

一般 当年角苗能长到 2 市斤 左右 (望天溯
,

1 9 6 4 年 )
。

由于

放养在溯泊的焦种规格大
,

在灌江日,-J已长到 。
,

5 市斤左右
,

此时它们
.

,被缄角等吞盒的可能性

已很小
,

待缄焦长到能大量吞立家色时
,

同期家焦亦长到 1~ 1
.

5 市斤以上
。

看来
,

只要凶猛

焦类比养随角类个体重量小到适当距离
,

就能大大减少它们对家角的危害
,

这一方面需要进

一步研究
。

基于上述理由
,

我们认为在具有拦焦殷备
、

防止家角外逃和大型凶猛焦类入湖的

情况下
,

在焦苗汛期可以酌情开 同灌汪
。

2
.

控制凶猛惫类

绒
、

派 S 。̀ `卿 , 。 a 。几, a `; 落(B
a o i l

·

)
,

岛热o 夕h公e。

拯
a l , : u , ,哪 C a n t o r 、

筋 p a , a ; ` z。 : 淞 。 : o 、̀`。

( L
.

)等肉灸性凶猛焦类是湖泊焦类区系粗成的一部分
。

由于它们以焦为主盒
,

特别它俏也摄

食家角
,

应法是淘汰和控制的对象
。

尤其是中小型养殖湖泊
,

对 它们更应当予以密切注忿
。

从 目前各湖的实际情况来看
,

这些焦类虽趣加强捕捞
,

甚至于到丫湖水干捆后
,

还会出

现
。

可兄
,

想彻底消灭这些焦哲附肯不可能
。

因此
,

应考虑采取淘汰
、

控制与利用相拮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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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法
。

利用它们清除和挫制湖泊中子夺家 焦盒料 而无 释济 价仇 的小 型野 杂角
,

如耗 浦粕属

刃卿忿几, o 。。 z活召: 焦类
,

姗灸焦 从 、 `。,。乙活。 , l。。 。落。。 、 。 z、 :
( B a , 11

.

)
、

薛氏拟耐焦 A 。: a耐入o b: “ 州 。 。落阴 。 ” `

凡。 肠 , 等
。

使养苑焦类在溯泊
,
卜成为优势种群

,

同时
`

乞们
一

也能提供相当数量的商品焦
,

有一

定翘济价值
。

前已述及
,

灌江引进的凶猛焦类的幼焦可以通过
`

乞们
t

睡和家焦之尚的个体差异米

抑 :ilJJ
`

它介啧
,

而对其大型的成体
,

RTJ 应尽可能子蛾捕捉
。

为了减少它侧对家焦的危害
,

更积极的措施是放养 4 市寸以上的大角种
。

3
.

湖泊改造

瑚泊渝业在颇大程度上受 自然条件的限制
。

自然条件差的湖泊
,

需握人工改造后求能提

高产焦是 ; 自然条件好的棚泊
,

如能进行适当的人工改造
,

也能使其产焦量史为提高
。

湖拍改造
一

胜要在于有利于管理和捕捞
,

是从增加焦类天然盒料和水深等方面着手的
。

本

区的各养殖湖泊都粗过了不同程度的改造
,

褚如
:

筑提筑 阴
、

提高水位 ; 堵截湖汉
、

人工精

养
; 引灌城市污水

,

增加肥源 ; 投放草食性焦类
,

人工除荒
、

防止水草蔓延 ; 效段拦热段备
、

防
.

止角类潜逃等
。

望天湖在排水港的
一

草滩上筑了一条 1 米高
, l

,

0 00 米长的
“
繁殖保护堤

” 。

杜艳了春汛期

朋湖 “
l

,
亲焦人港

,

并能保持恒定的岸滩水位
,

不会 因降雨涨和雨后退
,

使岸滩水草
_

L的焦卵

曝洒于阳光之
一

.l’
。

五月份前后水位升高
,

稳定 ”寸
,

水俺过提
,

对养焦水面的利用又毫无影响
。

竹林湖在进水港修建了长达 35 。米的
“
分流提

” ,

撒分散水流
、

降低流速
,

确保 洪水期

旧拦众破备的巩固
。

款湖在排水困里面筑了一条牛圆形
“

保险堤
” ,

堤上分段两个排水 日
,

井

在总排水简内安装了倒水绳
,

基水
_

上札艳 了逃焦 ( 图 3 )
。

l洲 4 年盏湖放养的她
、

翰 所以能

水深ǎ米à

倒水蜷

产热又ǎ万市斤à

57
尹

5 8
尹

6 0
了

6 1
夕

6 2 尹
石3

年 度

涨渡湖正常年份水深与产热量的关系

工一产角量 ; 2一平均水深
。

排水助

图 3 竹林湖拦热投备总体布置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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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得录高的回柿率 (参阅表 3 )
,

是与拦焦殷备巩固
、

严密分不开的
。

4
.

控制水位

近几年来
,

中小型浅水湖泊
,

由于开荒围垦
,

沿湖水土保持不善
,

水生推管束植物 l’ltJ 沉积

等影响
,

正在逐斯由深变浅
,

多数已成为夏泛冬泅
、

周年水位波动很大的乳拼白
。

在这一新的

情况下
,

湖泊养殖的各项措施各焦种放入湖
`卜的规格和时阴

、

拦焦殷备等
,

均需 与此相适应
。

焦类的繁殖
、

养殖焦类与非养殖热类的解料资源数量都和湖泊水深有极为密切的联系
。

翘瑜征明
,

字艾有一定水深就 不能保蔽获得产焦量的稳定增长 ( 图 4 )
。

但 ! }前养殖湖泊的水位与农业有一定矛盾
。

正 当焦类成长
、

繁殖 季 节 ( 3 ~ 5 月份 )
,

农

业上要大量排水
,

以备蓄洪
、

积肥
。

望天湖 1 9 6 5 年焦种的总放养量为 8 02
,

1阻 尾
,

共中50 %

以上是牛市厅左右的大热种
,

由于春季降雨量小
,

湖水不断外排
,

从早春放养到 6 月上旬
,

一区困在面积仅 3~ 4千亩
,

平均水深 。
.

5 米的主湖 区中
,

轻检查
,

放养的热种不但没有显著成

长
,

反而部分焦种体质 i肯瘦下 去
。

在 6 月初再次排水
, 3 天湖水下降 0

.

2米
,

因当时温度高
,

水浅
,

曾引起进水港内数 1叮尾大焦利
,

死亡
。

从有利生产出发
,

今后就追待
一

与有关部四
一

协商
,

在讹农兼颧的原则 f
,

根据各个湖拍的具体情况
,

明确划定水位线
,

确保 湖泊养殖最低水位

(水深 2 米 ) 的需要
。

5
.

提高捕捞效率

捕捞是湖泊呱业 il]J 收获阶段
,

其效果好坏
,

遭按影响到产角量的高低
。

本区各湖常用淤具不下 30 余种
,

主要有大拉网
,

张网 (缝网 )
、

风 网
、

合张 #rJ
、

拖网
、

蒜

麻网 (刺网 )
、

麻翠
、

旋 网
、

大钩
、

小约
、

霖
、

箔等
。

为了提高捕扮效率和有利于资源的婀殖

与保护
,

近几年各种嫩具
、

挽法都进行了不同程度的改革
。

如小淤具改大晚具
、

密网改稀网
、

拉网较牢化
,

统网装尾箱
; “

单一
”
作业走向多种嫩具兼作

、

翰作 ; 分片分段
,

下霖蓄禁
、

集

中围赶 ; 此 外
,

还变季节性捕捞为常
.

年除野
、

冬季集中捕捞等
,

捕捞效率显著提高
。

涨渡湖

1 9 6 3年采用这些方法捕捞
, 6。天内共捕成焦 1“ 万市斤

。

以缝为例
,

各通江养殖湖泊每年放

缭捕起的成焦豹 占总产热童的 20 ~ 3 0 %
。

中小型湖泊 , l`各种焦类
,

也有随沼
`

度
,

水流
、

食料
、

繁殖等条件的变化而改变其活动踢

所的特点
。

因此在同一捕焦地点不同季节会出现不同焦群
。

所以在各个季节
,

应粗织对家角

无害的徽具
,

拮合除野进行抽捞
。

如涨渡湖的
“

毛 花 角
”

(解 召“ l娜 二`哪绍 J
,

e t 5
.

和短葫

解 ` 成“ “ 乙。 碗卿
。时枷

; K
,

et
·

P ) 多在 7一 9月集群
,

敲湖每年柿捞量均在 3。 万市斤左右
,

19 0 4年实产 2 6
.

9 8万 : }了斤
。

洋渊湖 1 9 6 4年 1~ 9 月已捕起非养殖焦 8 万市斤
。

本 区各养延湖泊

常年除野的产焦量一般占总产量的 1 / 5 ~ 1 / 3
。

养殖湖泊坚持常年除 野
,

不仪能提高产量
,

供应 了市踢
,

同时还疏散 了湖热的密度
,

有

利于养殖焦类的成长
。

各种方法都是低得提倡 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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