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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浮游植物的生产量估算武昌东湖

鳞缩生产潜力与鱼种放养里的探讨

王 骥 梁 彦 龄

(中国科学院水生生物研究所 )

提 要

本文根据浮游植物生产量求得对鳞
、

墉的供饵能力
,

并通过浮游植物对鳞
、

墉转化效率的

计算
夕

估算出武昌东瑚维
、

鳍的生产潜力
,

进而求得武昌东湖鳞
、

魄的合理投放量
。

作者求得东

湖浮游植物全年对链
、

编的供饵能力是 61
,

15 3 吨 (鲜重 ) ; 由此估算出东湖鳞
、

偏的生产潜力是

78 9 公斤 f公顷以上
,

每年鱼种 (四寸以上 )的合理投放量
,

链是 2帕 万尾
,

缩是 1 10 万尾
。

避缩是我国淡水养殖的主要对象
,

以浮游动
、

植物为主要食物
。

因此
,

水体中浮游生

物 (特别是浮游植物 ) 的现存量与生产量是衡量水体生产性能的主要参数
。

而如何根据天

然饵料的特点解决链翰的合理投放间题
,

又是实现高产稳产的一个关键
。

为了实现合理

投放
,

以往通常采用下列两种方法
。

( )l 经验法—
一

即根据当年缝墉生长情况
,

调整下一年链墉鱼种投放的数量
、

规格与

比例
,

逐年调整
,

逐年做到因湖放养
。

(2 ) 指标法— 根据若于水体的养殖经验及饵料生物状况
,

制定一个 以饵料生物数

量 (或生物量
、

生产量 )为指标的投放标准
。

将这一标准应用于其他类似水体时
,

只要测算

出某水体相应的饵料生物数量 (或生物量
、

生产量 )
,

就可确定其放养鱼类的投放量
。

早在
1 9 5 6年

,

饶钦止就提出了一个 以浮游生物数量为指标的放养标准 亡̀ , 。

在上述两种方法中
,

前者在生产实践中有一定效果
,

但费时太多 ;后者简便快捷
,

但常

采用饵料生物现存量这类静态指标
,

未能反映饵料和养殖鱼之间能量转换关系
。

为了克服上述弱点
,

本文主要根据浮游植物的生产量
,

采用能量估算法来估算鲍
、

鳍

生产潜力
。

此法共分四个步骤
:

( 1) 计算浮游植物对链墉的供饵能力
。

( 2 )计算浮游植物

对链鳍的转化效率
。

( 3) 计算鲍缩的生产潜力
。

( 4) 计算链蟾的合理放养量
。

近年来
,

随着东湖周围人口的增长
,

生活污水的大量排入
,

加上人工堤的修筑
、

草鱼的

放养
,

导致东湖水草大幅度下降
,

浮游植物量大幅度上升
。

在鱼类生长较快的 5一 10 月
,

浮游植物已成为链缩鱼类的主要食物
。

链缩产量已占渔获物的 90 拓以上
。

这些情况正是

我们主要根据浮游植物生产量评价东湖避鳍生产性能的基础
。

武昌东湖浮游植物的生产量采用黑白瓶恻氧法测定
, 1 97 3一 1 9 7 5 年在东湖各湖区中



水 产 学 报 6 卷

心位置各设一点
,

每月测定 1一 2次
,

每次曝光 24 小时
,

连续测定三年
。

武昌东湖的郭郑—
水果湖区

, 1 9 7 3一 19 7 5 年浮游植物的毛产量平均每年为 12
,

508 吨氧
; 汤林湖区

,

在水草

量较低的 1 9 7 5 年
,

浮游植物毛产量为 3 , 5 5 8 吨氧
。

全湖合计全年毛产量为 16
, 0 66 吨氧

。

为使计算单位统一
,

采用下列当量
:

1迎 9 0
: = 3

.

5 1 卡
「, o “

据我们的测定
,

东湖浮游植物干鲜重比为 1 : 7
,

据 C u m nl 俪 资料〔 7习,

1克干重植物 =

3
.

3

—
4

.

9 千卡
,

如取一克干重 二 4 千卡
,

则 1克浮游植物鲜重 二 5 7 5 卡
, 1二 9 0

: = 6
.

l ur g

浮游植物鲜重
。

有关鱼类的参数
:

根据王祖熊等 ( 1 9 6 4 ) 「幻的测定结果
,

将蛋白质
、

脂肪
、

酸类换算成

卡值
,

得出 1 克链鱼鲜 肉所含能量相当于 1
.

2 千卡
。

每克鱼肉每小时基础代谢需氧量则

根据刘友亮等的报告 〔, J ,

大体上链为 0
.

6貂 m g
,

鳍为 0
.

3 91 切 g
。

虽然随着鱼体长大
,

其

单位鱼 肉的需氧量略有下降趋势
,

由于变幅不大
,

故计算时未予考虑
。

以下按上述四个步骤分别论述

东湖浮游植物对缝
、

缩的供饵能力

这里提到的供饵能力
,

是指浮游植物的年生产量中
,

在保证本身的再生产的前提下
,

可供继墉持续利用的量
。

为此首先要估算出扣除异养生物耗氧干扰后的浮游植物的实际

净产量
。

其次要根据上述实际净产量
,

进一步估算出在保持现有浮游植物生产力水平条

件下允许被鱼类利用的最大供饵能力
。

1
.

浮游植物实际净产 t 的估算

从黑白瓶测氧法所测定的浮游植物的毛产量中估算出浮游植物的实际净产量
,

是初

级生产力研究中所存在的难题之一
。

W hi b、 g 匕
’ “曾指出

,

单位水面下浮游植物的净产量

应 占其毛产量的 80 一 90 那
。

但是
,

我们在东湖应用黑白瓶测氧法实测结果却不符合这种

情况
: 1 9 7 5 年水果湖区

“

净产量
”

与毛产量之比 (即 马 /凡 )平均为 0
.

貂 , 郭郑湖区平均为

0
.

39
。

这种情况的出现
,

很可能是东湖这类富营养型湖泊中
,

各类异养生物的生物量较

大
,

它们的呼吸作用影响了测定结果的准确性
,

因此
,

必须尽可能排除上述干扰
,

才能较好

的揭示浮游植物的实际净产量
。

为了解决上述间题
,

我们于 1 9 7 7 年 5一 10 月
,

在东湖湖心站设计了一项试验
,

即将各

水层采得的水样分为两组亚水样
,

一组水样不作任何处理
,

称为
“

未过滤水样
” , 另一组水

样用 2 5 号筛绢过滤
,

据观察
,

在过滤下来的水样中
,

除有一定数量的直径小于 叔 微米的

单细胞和小型群体的藻类外
,

还包括一部分长度较大
,

宽度较小的丝状藻类
。

经过过滤处

理的水样称为
“

过滤水样
” , “

过滤水样
,

中的藻类称为
“

小型藻类
” 。

被 25 号筛绢截留下来

的藻类称为
“

大型藻类
” 。

将上述两组水样分别在同一条件下用黑 白瓶测氧法测定单位水

面下的毛产量
、

呼吸量
、 “

净产量
” 。

这项试验的意义就在于
:

假如水样中不存在较多的微型

异养生物
,

则两组亚水样的呼吸量与毛产量或净产量与毛产量的比值应近似
。

如果
“

过滤

水样
”

的呼吸量与毛产量之 比相对的大
,

则表明许多微型异养生物 已被过滤下来
,

这时
,

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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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将
“

未过滤水样
”

的呼吸值减去
“

过滤水样
”

的呼吸值
,

就等于在一定程度上排除了微型

异养生物呼吸作用的千扰
,

对于大型浮游动物数量较少的水体
,

其差值即可视为
“

大型藻

类
”

本身的呼吸量
。

当然
,

通过这种处理
,

由于
“

小型藻类
”

随微型异养生物一起被过滤掉

了
,

会使净产量或毛产量都相应降低
,

但它们的比值所受的影响
,

似乎不会很大
。

由于这种

比值能较好地反映浮游植物本身的生产属性
,

我们就能借此求出浮游植物的实际净产量
。

表 1 1 9了了年 S一 10 月东湖湖心站单位水面下的
“

过滤水样
”
与

“
未过滤水样

”
的初级生产量

.

9 0 ,
’

工立君 ,

日

月月月 毛 产 量量 呼 吸 量量
“

净 产 全
””

过过过滤水样样 朱过滤水样样 过滤水样样 未过滤水样样 过滤水样样 未过
,

言水样样

55555 1
.

6 999 2
甲

7 444 0
.

9 555 1
.

2111 0
.

7 444 1
甲

5 333

66666 0
.

韶韶 3
.

韶韶 2
甲

1 888 1
.

8 000 一 卫
.

5 000 2
.

1 222

77777 2
.

2 444 8
.

6 999 2
。

7 000 4
`

4 000 一 0
.

4 666 4
.

2 999

88888 3
.

0 111 7
`

8 666 3
.

3 999 6
。

0 222 一 0
.

3 888 2
,

3 444

99999 2
.

印印 2
。

7 777 1
.

2 666 1
.

8 444 0
`

7 444 0 9 333

工工000 1
`

OOO0 3
.

7 777 1
`

昭昭 1
.

拐拐
~ O

,

0888 2
.

3苏苏

合合 计计 1 0
`

6 222 2 9
,

2 555 1 1
.

哭哭 王石
`

6 999 一 0
.

斜
’

1 3
`

与666

未未过滤水样与过滤水样之差差 1 8
甲

6 333 4
.

二333 14
.

5 000

以以毛产皿为100
,

呼吸量
、

净净 1 0 000 2 2
甲

1 777 7 7
.

8 333

产产量所占的百分数 (男 )))))))))

“

过滤水样
对

系指用 2 5 号筛绢过滤之后的水样

表 1 是上述试验的结果
。

其中
, “

未过滤水样
”

与
“

过滤水样
”

的毛产量 (或呼吸丝
、

净

产量 )之差可视为
“

大型藻类
”

的毛产量 (或呼吸量
、

净产量 )
。

而
“

过滤水样
”
的毛产量 (或

呼吸量
、

净产量 )则可视为
“

小型藻类
”

的毛产量 (或呼吸量
、

净产量 )
。

从 5一 10 月六次试

验的合计值可以看出
, “

大型藻类
”

的毛产量为 1 8
·

6 3 9 0
:

/m
Z , “

小型藻类
”
的毛产量仅为

1 0
·

6 2 9认 /m
, ,

这说明
,

东湖的大型藻类有较高的生产力
,

其产量约为小型藻类的 1
.

8 倍
,

尽管如此
,

小型浮游生物的总呼吸量 ( 1 1
.

弱 9 0
:

/“
2
) 反而大大高于大型浮游生物的总呼

吸量 ( 4
·

13 9 0
:

/迈
穷

)
。

这说明
,

水体中的呼吸作用
,

主要来源于微型异养生物
。

由于
“

大型藻类
”

的呼吸量中已排除了微型异养生物的干扰
,

其呼吸量 ( 4
.

1 3 9 0
:

/m
,
)

与毛产量 ( 1 8
·

6 3 9 0
:

/川
,
)之比下降到 0

.

22
, “

大型藻类
”

的
“

净产量
”
( 1 4

.

5 0 9 仇 /m
全

)与毛

产量 ( 1 8
.

63 9 仇 /m
“
)之 比已上升到 0

.

78
。

这一比值
,

虽未排除大型浮游动物的干扰
,

已

与 W inb 份 g 〔 , 了
的结果相当接近

。

应当指出
,

东湖的大型藻类
,

除在生产量中占优势外
,

根据我们的镜检观察
,

用过滤法

所得到的所谓
“

大型藻类
”

与
“

小型藻类
”

只是在个体大小上存在着一定差异
,

其群落组成

上的差异并不十分明显
,

故更可用 0
.

78 这一指数从东湖浮游植物的毛产量中推算出实际

净产量
。

由于郭郑一一水果湖区与汤林湖区相对隔绝
,

放养与捕捞均分开进行
,

以下分别进行

计算
。

已知郭郑— 水果湖区 1 9 7 3一 1 9 7 5年平均每年浮游植物的毛产量为 12
,

5能吨氧
,

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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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净产量应为 2 1
, 5 08 义 。

.

7 8 = 9 7 5 6 吨氧
,

或 34
,
2 4 4 x 功

`

千卡
,

折合浮游植物鲜重为

5 9 ,

5 1 2 吨
。

汤林湖区浮游植物的毛产量以 3
,
5 5 8 吨氧计

,

实际净产量 应为 3 5 5 8 x 0
.

78
= 2

,

77 5

吨氧
.

或 g , 7 40 只 10
.

千卡
,

折合浮游植物鲜重为 Gl
,

92 8 吨
。

全湖合计
,

浮游植物净产量应为 1 2
,

53 1 吨氧
,

或 4 3 ,

98 4 只 1 0
.

千卡
,

折合浮游植物鲜

重为 7 6
,

4 4 0 吨
。

2
.

供饵能力的估算

考虑到既要保持浮游植物的现有水平
,

又要充分发挥水体渔业生产潜力
,

为此就必须

从上述净产量 中确定可供缝
、

缩利用的量
。

我们应用 马 / B 系数 (马— 浮游植物的净生产量
,
刀

-
浮游植物的生物量 ) 来评

价这个问题
。

几 /B 系数表明在一定时间和空间中浮游植物净产量在浮游植物生物量 中

所占的比例
。

而这部分浮游植物是可供鱼类利用的
。

东湖湖心区全年的 乌 / B 系数为 2 7 1
。

鱼类摄食强度较大
,

饵鱼供求关系最紧张的

5一 10 月
,

马 / B 系数平均每天为 0
.

9 8
,

即每天的浮游植物净产量相当于其现存量的 0
.

98

倍
。

可见
,

浮游植物的繁殖能力很强
,

加之大湖鱼种的投放量有限
,

无需考虑浮游植物的
“

留种
”
问题

。

但考虑到气象
、

生源元素补给上的意外波动
,

给予适当的
“

安全系数
” ,

将鱼

类对浮游植物净产量的利用率定为 0
.

80 是不会降低浮游植物的丰度与生产水平的
。

将上节的净产量乘以 0
.

80 这一利用率
,

得出东湖浮游植物的供饵量如下
:

郭郑— 水果湖区的供饵能力为 7
,

805 吨氧
,

或
’

27
,

39 6 x 1 0
.

千 卡
,

该湖区面积约

1 8
,

0 00 亩
,

折合每亩每年可提供浮游植物鲜重 5
,

2 90 市斤
。

汤林湖区的供饵能力全年为 2 ,

2 2 0 吨氧
,

或 7 7 9 2 只 10
.

千卡
,

该湖区面积约 80 0 0 亩
,

折合每亩每年可提供浮游植物鲜重 3 ,

386 市斤
。

全湖合计供饵能力为 10
,

0 25 吨氧
,

或 3 5 ,

18 8 只 10
,

千卡
,

折合浮游植物鲜重 6 1 ,

15 3

吨
。

东湖浮游植物对鲍缩的能量转化系数与饵料系数

能量转化系数或饵料系数是根据供饵能力估算水体鳝编坐产潜力的重要参数之一
。

浮游植物转化为醚鲡鱼 肉的当量关系
,

用能量单位进行估算时
,

称为能量转化系数
;

用重量单位进行估算时
,

称为饵料系数
。

浮游植物的微小性及其在水中的相对均匀分布性
,

醚缩的滤食性摄食方式以及浮游

植物种群相对数量的多变性
,

都迫使我们不能用常规方法 (如定鱼饲喂 ) 来测算浮游植物

对链蜻的转化效率
。

这里仅根据已有资料
,

应用能量估算 ( E n e r g y B u d g et )的原理
,

推算

东湖浮游植物对鳃缩的能量转化系数与饵料系数
。

按照生物能学的基本原理
,

鱼类的能量转换过程
,

应大致符合下面公式
:

摄取的饵料能 二生长能 十 呼吸代谢能 十排遗排尿能
· ,

一 (1 )

根据刘伙泉等
「们 1 9 7 3 年放入东湖不 同规格的三批链鱿鱼种生长速度的观测资料

,

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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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计算出东湖鲤缭的生长能
。

计算方法是
:

将各批放湖鱼种的增 肉量 (克 )分别乘以每克

鲜负 肉的热当量 ( 1
.

2千卡 )
,

即为各批鱼种的生长能
,

计算结果列入表 2 中
。

根据刘友亮 〔 ’ 〕
等鲍鲡鱼种耗氧量资料与刘伙泉等闺 的三批醚缔鱼种生长速度资料

,

可计算放湖链绷的呼吸代谢能
。

计算方法是
:

首先计算出各批放湖鱼种在整个观测期间

参加呼吸代谢的累计鱼肉量 (克
·

小时 )
,

将其乘以每克链墉鱼肉每小时基础呼吸代谢的

需氧量 ( 0
.

6 5 2功 9 0
:

或 0
.

3 91 二9 0
:

)
,

即可得出各批鱼种的基础呼吸代谢需氧量
,

将基

础呼吸代谢需氧量乘以 2
,

得到活动呼吸代谢需氧量
,

最后将活动代谢需氧量换算成卡值
,

便是各批鱼种的呼吸代谢能
,

其结果列入表 2 中
。

排遗排尿能用间接的方法推算求得
。

根据我们的测算
,

在 1 9了7 年东湖浮游植物的总

生物量中
,

大约有 2 8
.

6环的重量属于易消化种类
,

假定另外 7 1
.

4%难消化的食物从粪便

中排出
,

即可将其纳入排遗部分
。

排尿能系指被鱼类消化吸收
、

参加体内物质代谢
、

最后随尿液排出体外的有机物质所

含的能量
。

据 M a

nn 的资料阁 排尿能约占所吸取能量的 5那左右
,

这 5% 的排尿能应从

2 8
.

6那易消化的饵料能中扣除
。

因此
,

如果难消化藻类与易消化藻类热当量相近
,

在东

湖夔缩摄取的总饵料能中
,

仅有 2 3
.

6那的能量转化为鲤靖的生长能与呼吸代谢能
,

所以

上述公式可改写为下列形式
。

0
.

2 3 6 饵料能 = 生长能 + 呼吸代谢能
· ·

一 ( 2 )

或
:

饵料能 二 4
.

2联生长能 + 呼吸代谢能 》
·

~ 二 (3 )

将各批鱼种的生长能与呼吸代谢能代入上式
,

就可得到各批鱼种摄取的饵料能
。

能量转化系数与饵料系数用下列公式求出
:

能量转化系数 =
饵料能

生长能
( 4 )

饵料系数 =
每克鲜鱼热当量 x 能量转化系数

每克鲜浮游植物热当量

1
.

2 千卡
0

·

5 7 5 千卡
x 能量转化系数

二 2
.

l x 能量转化系数

应用公式 ( 5) 计算的数值为鲜藻饵料系数
。

( 5 )

表 2 东湖浮游植物对醚编的能且转化系数与饵料系数

能 量

转化系数
饵料系数

吸能
谢

吁代…
, 、默蕊 }粼

—
1全擎逃卜竺竺一卜竺三一
}
工类鱼砂 } 卜 10 }

“

卜 470
鲜 }

“ 类鱼种 } 卜
1。

!
”
--4

7 00

}
3类鱼种 } 卜

,
}

1 5 5 一 1 0 5。

}
l 尖执科 1

4一 ,

} 拐一住2。

、、 l ”
娄鱼种 }

“一 1 0

}
工2 3一 7与o

}
”
李鱼种 l

杏
一

拍 }
工邱一 13 00

} 平 均 值 { }

生 长 能

(K e a l ) K O a l

摄 取
饵 料 能
(狡 。高 l )

1 8 1 3〔 l

3 5 0 7 8

3 7 5 3 2

8 7 1:旧

1 78阅

3拐 9 0

333李
.

3 444

」」名
,

2 555

333 4
.

9压压

333 9
,

J SSS哗一瞬嵘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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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表 2可以看出
,

当前武昌东湖的浮游植物对链鲡的能量转化系数分别为 39
.

18 和

2 2
.

6乳 饵料系数分别为 82 和 4 7
。

但浮游植物的所谓 易消化种类或难消化种类的概念都

是相对的
,

醚鳍对藻类的消化率亦有差异
,

因此
,

上述结果的准确性如何
,

还有待进一步验

证
。

东湖缝缩的生产潜力

东湖的生物群落与其理化环境构成了一个复杂的生态系统
。

它在生产力上表现出相

对的稳定性
。

近几年来〔1 9 72 一工9 7 8) 尽管东湖放养避墉鱼种的规格与密度都比以往增大

了
,

渔产量也增长了近 4
.

5 倍
,

但浮游植物的生产量完全没有下降的趋势
,

这说明放养鱼

类还没有达到打破浮游植物生态平衡的程度
,

也说明东湖浮游植物的初级生产力还没有

得到充分利用 c幻 。

因此
,

可用下列公式计算夔缩生产潜力
:

`

1
尹、 .了户Dt矛.广.、矛、̀

份互
老

纂蟀
二卫

些

丧井吕些
生

式中
:

几
、

凡 分别代表醚和绷的生产潜力 ,
Pa 为浮游植物毛产量

, f =

马 /凡
,

即

浮游植物的净产量与毛产量之 比 ,万为氧的热当量
,

即 3
,

5 1 ; a 为允许鱼类对浮游植物净

产量的最大利用率 ; O 为鲜鱼肉的热当量 ( 1
.

2 ) ; H
, 、

再 分别为鳝
、

蟾相对搭配比例 (建议

风 为 。
.

7
,

再 为 。
.

3) ; 五怡
、

凡 分别为浮游植物对鲤
、

缩的能量转化系数
。

对东湖来说
,

除 K’
、

C 为常数外
,

凡
、

再
、

f
、 a 、

刃云
、

凡 也可视为常数
,

即了= 。
.

78
, 。 = 0

.

8
,

几
二

3 。
甲

18
,

凡
= ”

.

69
。

因此
,

上述公式可简化为
:

J去二 0
.

0 3 2 6 1凡 ( 8 )

凡
= 0

,

0 2 4 1 3GP ( 9 )

式中
;

凡
、

凡 的单位为吨 (鲜鱼 )
;

凡 的单位为吨氧
。

将东湖各湖区全年浮游植物

毛产量 (Pa )代入上式就可求出各湖区链编生产潜力
:

1
.

郭郑—
水果湖区

不恤 = o
.

0 3 2 6 1 x 1 2 5 0 8 吨氧 = 4 0 7
.

9 吨鲜鱼

夕连 = 0
.

0 2 4 1 3 又 王2 5 0 8 吨氧 = 3 0 1
.

8 吨鲜鱼

2
,

汤林湖区

万谧 = 0
.

0 32 6 1 火 3 5 5 8 吨氧 = 1 1 6
.

0 吨鲜鱼

尸汤= 0
.

0 2 4 1 3 x 3 5 5 8 吨氧
二 8 5

。

9 吨鲜鱼

所以
,

东湖养殖场经营的三个湖区缝缩生产潜力合计为 9 12 吨
,

即 1 82
.

4 万市斤
。

应当指出
,

上述估产仅考虑了新鲜浮游植物在链
、

境生产上的作用
,

水草
、

浮游动物
、

底栖生物
、

有机碎屑 (其中包括未被鱼类直接利用的浮游植物形成的大量碎屑 )
、

细菌
、

外

源有机物质的作用均未计算在内 ;另外
,

根据东湖的具体情况
,

挂瓶 24 小时的黑白瓶测氧

法所得到的初级生产量
,

常低于实际生产量
。

因此
,

继缩的总生产潜力必然要高于 182
.

4

万斤
。

根据我们的试验
,

挂瓶 24 小时所测定的生产量
,

比每次挂瓶 2 小时全天累计量约



4期 王 骥
、

梁彦龄
:

武昌东湖鳞编生产潜力与鱼种放养量的探讨
一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目日. . ` , ,

,

一~

低 3 。% 以上
,

我们认为
,

后者是更接近实际生产力的
。

如以 30 拓计
,

醚缩的生产潜力尚能

在 1 82
.

理万斤的基础上提高 30 %
,

如果浮游动物
、

有机碎屑等还能使链缩产量提高 20 %
,

武 昌东 湖醚靖的总生产潜力将可达年产 2 73 万市斤 以上
,

即平均每公顷可产链缩 7 89 公

j子
。

链缩的合理放养量

在上述 2 7 3 万斤的链
、

墉总生产潜力中
,

根据式〔7 〕
、

〔8〕求得
,

链占 5 7
.

5多
,

即 157 万

斤 ; 蟾占 4 2
,

5那
,

即 1 16 万斤
。

根据东湖目前的管理水平
,

链的最高回捕率约为 25 环
,

墉的

最高回捕率约为 20 形
,

起水规格假如规定链平均为 3 市斤
,

墉平均为 5 市斤
,

可按下式求

出链鲡合理放养量
:

链的合理放养量 二 缝的生产潜力

起水链平均重量

1

链的回捕率

卫互呈 x

3

1

0
、

2 5

= 2 0 9
.

3 (万尾 )

蟾的合理放养量 = 墉的生产潜力

起水靖平均重量

1

鳍的回捕率

1 1 6

5

只万二箭
一 “ 。

,

` (万尾 ’

〔9 〕

〔10 〕

所以
,

东湖共需放养四寸以上的鳞绷鱼种 320 万尾
,

平均每亩放养 12 3 尾
,

其中缝 81

尾
、

墉 4 2 尾
。

在这里值得指出的是鱼类生产潜力转变为实际产品的过程中
,

由于个体死亡的关系
,

将会遭受某种损失
,

但一般认为
,

死亡常出现在放养的早期
,

故损失量估计不大
,

这里略去

不计
。

同时还必须指出
,

做到合理放养
,

仅仅为实现高产稳产打下了一个良好的基础
,

只

有进一步加强管理
,

努力提高放养鱼类的成活率与回捕率
,

才能做到既节约鱼种放养量又

达到高产稳产之目的
。

结 论

1
.

武昌东湖浮游植物净产量约占其毛产量的 80 形
,

东湖浮游植物全年对继缩的供

饵能力为 1 0 0 2 5 吨氧
,

或 3 5 1 8 8 x 1 0
6

千卡
,

折合浮游植物鲜重 6 1 1 5 3 吨
。

2
。

东湖浮游植物 (鲜重 ) 对雌鳍的饵料系数分别为 82 和 47
,

能量转化系数分别为

3 9
.

18 和 2 2
.

6 9
。

3
.

东湖郭郑
、

水果
、

汤林三湖区缝编生产潜力预计可达 2 73 万斤以上
,

即每公顷可达

7 8 9 公斤以上
。

4
.

东湖每年应投放四寸以上链 2 09 万尾
,

墉 1 10 万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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