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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泽湖所产太湖短吻银鱼的初步研究
’

张开翔 高礼存 张立 庄大栋 张静仪

(中国科学院南京地理研究所 )

提 要

太湖短吻银鱼 N eo ; “协, 二 云叭凡动几eii t ai h咖, “。 Che n 是湖泊重要经济鱼类之一
。

本文初

步探讨了洪泽湖所产太湖短吻银鱼的形态
、

繁殖
、

食性和生长
。

它有分别于春
、

秋季产卵的两

个生态类群
。

卵沉性
。

产卵场分布于湖湾
。

以浮游动物中的枝角类和侥足类为主要食物
。

生

长迅速
,

鱼苗孵出后经 6一7 个月可达捕捞规格
。

其寿命都只一年
,

产卵后不久死亡
。

此鱼增产潜力较大
,

划出主要产卵场为禁捕区
,

规定适宜的禁渔期
,

是关键性的增殖措施
。

月lJ 目

太湖短吻银鱼是湖泊重要经济鱼类之一
,

主要分布于长江和淮河中下游湖泊
。

在洪

释湖所产四种银鱼中
,

它仅次于大银鱼 脚
口to s邸毗二 h娜乙衅姚茗哪 A b b。赫 而占第二位

。

1 9 7 4一 1 9 75 年
,

我们对洪泽湖太湖短吻银鱼作了初步研究
。

旨在通过形态
、

生态特征

的观测
,

探索增殖途径
,

为制定切实可行的增殖措施提供科学依据
。

采集与研究工作主要在装置了银鱼舷拖网 的湖泊调查船
“

科湖
”

号上进行
,

船员们在

湖面观测与采集中付出了辛勤的劳动
。

形 态 特 征

体细长
,

腹鳍前略呈圆筒形
,

余皆侧扁
。

头部扁平
。

吻短钝
,

上领稍短于下领
。

上
、

下

领骨各有一列稀疏细齿
。
日盖上无齿

,

舌面亦光滑无齿
。

活体沿腹面两侧各有一行黑色

素小点
。

测定 25 尾
:

体长为体高的 8
,

1一 1 0
.

6 倍
。

体长为头长的 6
.

。一 7
.

3 倍
。

头长为

吻长的 2
.

6一3
.

6 倍
。

头长为眼径的 3
.

8一 4
.

9 倍
。

尾柄长为尾柄高的 1
.

7一2
.

3 倍
。

背鳍

具 n
, 1 2一14 根鳍条

,

起点位于腹鳍末端稍后
,

末端位于臀鳍起点之前
。

臀鳍具 m
,

22 一

例 根鳍条
。

雌雄鱼的胸鳍均呈扇形
,

具鳍条 2 理一2 7 ,

有肌肉基
。

腹鳍条 了
,

起点距吻端比

距尾鳍基近
。

脂鳍小
,

与臀鳍基后部相对
。

尾鳍叉形
。

脊椎骨 55一58 (肠 尾标本中
,

13

参加工作的有徐爱珍和王凤仙同志
。

插图由汪宪板l司志清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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尾为 6 5 , 11 尾为 5 6
,

1 尾为 5 8 )
。

繁 殖

根据观测结果判断
,

太湖短吻银鱼分别有春及秋季产卵的两个生态类群
。

太湖短吻银鱼的寿命只有一年
,

第一年春季产卵孵出的幼鱼
,

成长到第二年春季成熟

产卵后不久即死亡
,

这在文献资料中不止一次地报导过〔习¹
。

我们的观测资料也证实
。

这

就是 已知的春季群
。

太湖
、

阳澄湖水产资源调查组观察到太湖有一批太湖短吻银鱼幼鱼与

春季群亲鱼同时存在
,

并提出过
“

这些银鱼是早期产卵孵化的幼鱼在秋季达到性成熟产卵

的还是另有一个秋季产卵群体
,

或是末期产卵孵化的银鱼因生长迟缓而造成
,

尚有待进

一步研究
”
¹

。

据我们于洪泽湖周年观测的结果看出
, 1974 年秋季有一批银鱼产卵

,

经分

类鉴定
,

确定为太湖短吻银鱼
。

1975 年在洪泽湖作了连续采集
: 1 月份不断采到这批秋季

所产的幼鱼 ;春季
,

这批幼鱼伴随着正在产卵或即将产卵的春季群亲鱼出现在渔获物中
,

其体全长为 3
.

2一4
.

3 厘米
,

平均体重为 0
.

17 克
,

肉眼尚不能看出性腺 ,发育至 9 月下旬

及 10 月
,

性腺陆续达V 期产卵
。

翌年春
,

幼鱼又成批伴随着春季群亲鱼出现
。

显然
,

这是

太湖短吻银鱼 的秋季群
。

现将春
、

秋两群的生殖特点分述如下
:

(一 ) 春 季 群

生殖群体的组成
:

测定了在生殖期内于洪泽湖捕获的 276 尾性腺处于V 期的雌鱼 和

13 3 尾性成熟的雄鱼
。

雌鱼体长范围为 5
.

0一7
. 0 厘米

,

平均体长 5
.

8 厘 米 , 体重 范 围

o
·

5。一1
.

45 克
,

平均体重 0 .

77 克
。

再从这些亲鱼不同体长组所占比例来看
,

雌鱼和雄鱼

都是以 5
.

6一6
.

0 厘米体长组最多
,

分别占 39
.

1绍及 娜
.

e男 (表 1)
。

表 1 太湖短吻银鱼 (春季群)生殖群体组成

一一
测定尾数 体长(厘米)

早27 6

它工33

5
甲

。 以下

5
.

1一 5
.

5

5
‘

6一6
.

0

6
‘

1一6
.

6

6
。

子一 7
,

0

性腺发育情况
:
太湖短吻银鱼雌鱼卵巢不成对排列

,

左巢在前
,

右巢在后 ,雄鱼精巢

很小
,

只有一个
,

位于腹腔右后部
,

靠近泄殖腔
。

根据肉眼观察采得的标本
, 6 月至 10 月

处于 工期
, 11 月初发育至 n 期

, 11 月 下旬由 且 期向 m 期过渡
,

招 月至翌年 1 月处于 m
期

,

卵巢以第 皿 期过冬
,

早春由班 期向 IV 期过渡
, 3 月下旬开始由 IV 期过渡至 V 期产

卵
。

测定 247 尾 IV 期雌鱼的成熟系数
,

变幅为 6
.

2一51
.

4 ,

平均 20
.

5。

¹ 太湖
、

阳澄湖水产资源调查组
, 1盯4 。

太湖水产资源调查报告 (汕印本 )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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怀卵量
: 共测定 10 尾性腺处于 工V 期雌鱼的怀卵量

,

最少为 1
,
076 粒

,

最多为 2
,

940

粒
,

平均为 1
,
5 7 6 粒 (表 2 )

。

表 2 太湖短吻银鱼(春季群)怀卵t

_ 测 定 号 {
1

{
2

体长 (厘米 )

体重(克 )

怀卵量(粒 )

5
,

6

1
.

工0

1 6 2 2

一

止匕⋯一二一
石

‘

9 { 5
.

4

1

1日;吧

1

1 07 6

-二止
一
{止

-

⋯二⋯土队生“
,

4
{

“
·

6 ! ”
·

4
}

”
·

8
}

“
4

7
}

“
·

i

”
·

筋 !
丈

·

4 0 . ”
·

。5
⋯

‘
·

‘0
1

工
·

4 0
⋯

_

1
,

3 0

1 1 郭 i纵
0

.
1听仔 t1 3哭 }1朋o !1 7跳

还测定 10 4 粒经 4形福尔马林固定的成熟卵子标本的卵径
,

最小为 0
.

60 毫米
,

最大

为 。
.

7 3 毫米
,

平均值为 0
.

66 毫米
。

产卵日期与地点
:

1 9 75 年 4 月初
,

采到少数性腺处于 V 工期的雌鱼
,

表明于 3 月下旬

开始零星产卵 ; 又据 4 月 8 日至 5 月 20 日产卵场 (成子洼 )连续采集分析
,

直至 5 月 14 日

连续有产卵行为发生
,

其间以 4 月 10
、

12
、

13
、

29 日及 5 月 2一4 日较盛
。

主要产卵场分布在有零星沉水植物着生
,

湖水透明度较大的湖湾内
。

如 4 月 23 日在

湖湾新岗嘴至桂嘴拖网一小时获太湖短吻银鱼亲鱼 1 ,

0 10 尾
,

其中性腺处于 V 期的雌鱼

占 2 4那
,

而同一天紧接着在敞水面桂嘴至高渡拖网一小时只获 4 2 2 尾
,

且其中 V 期雌鱼

仅占 7
.

14 %
。

卵沉性
。

陈宁生
汇1] 认为太湖短吻银鱼鱼卵表面光滑

,

没有粘丝
。

太湖
、

阳 澄 湖 水

产资源调查组曾提出过卵膜外有排列宽松的条纹的不同看法
。

在我们镜检 的 大量 成熟

卵子卵膜表面的相当大部分被细丝包缠 (图 1 ) , 并从人工授精卵及产卵场采到的受精卵

看出
,

受精后
,

这些细丝的一端脱离
,

另一端仍连在卵上
,

沉落

在湖底后卵膜不与底泥接触
,

遇风浪搅动时可起缓冲作用
,

有利

于受精卵的正常发育
。

我们曾观察了自然条件下太湖短吻银鱼

受精卵的发育情况
: 1 9 7 5 年 4 月 14 日

、

5 月 2一 3 日于湖湾成

子洼作了鱼卵采集
,

三次都从拖网拖得的底泥中捡出太湖短吻

银鱼的受精卵
。

首次获 15 3 粒
,

第二次 18 粒
,

第三次 26 粒
,

包

括细胞分裂
、

囊胚
、

原肠
、

胚体形成和肌肉效应各个发育期的 1 97

粒受精卵全都发育 良好
。

瞻
一 10 刁饥饥

图 1 太湖短吻银鱼的卵

性比
:
繁殖期间

,

我们连续随机取样测定了调查船网获物中银鱼的性比
。

按全过程分

析的 4
,
1 18 尾太湖短吻银鱼来看

,

其中雌鱼 2
,
726 尾

,

雄鱼 2
,

5 41 尾
,

雌鱼略多于雄鱼
,

雌

雄性比为 1
.

07 : 1
。

但是
,

伴随着产卵活动的强弱发生着性比的显著变化
:
雄鱼随着产卵

活动的增强而增多
。

如产卵活动较盛的 4 月 10
、

12
、

13 日三天内测定的 1
,

12 6 尾亲鱼中
,

雌鱼 39 2 尾
,

雄鱼 73 4 尾
,

雌与雄之比为 。
.

5 3 : 1 ; 尤其是 4 月 12 日 14 ; 15 一 1 4 : 4 0 的一次

拖网采集中共采到雌鱼 10 尾
,

其中性腺处于 V 期者共 8 尾
,

占 80 %
,

而同时采到的雄鱼

却有 64 尾
,

为雌鱼数量的 6
.

4 倍
。

一旦产卵活动减弱
,

雄鱼则明显减少
。

如产卵活动减

弱的 5 月 5 日至 14 日所测定的 33 9 尾亲鱼中
,

雌鱼 2 64 尾
,

雄鱼 7 5 尾
,

雌雄性比为 3
.

5:

1
。

繁殖期间的水文气象因素
:

据现场观察
,

虽然产卵时对水域环境并不苛求
,

不论晴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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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阴天
、

清水或浑水
,

以及涨水或落水都有不同程度的产卵行为发生
,

可是四次产卵高峰

都出现在湖风轻微
、

天气晴朗的春 日
,

且产卵活动都以下午最盛
。

这样的夭气
,

湖水的热

量由于地面强烈长波幅射和在蒸发过程中的消耗
,

使夜间温度下降幅度加大
,

清晨至最低

值
. 日出以后

,

由于晴空
,

来自太阳辐射的热量使水温又相对地大幅度上升
,

至下午 3一4

时
,

水温可达最高值
。

初步认为
,

日温差较大是诱发太湖短吻银鱼大批产卵的主要外界条

件
。

如盛期 4 月 13 日 8 : 0 0 (1 3
.

7
O

C )一 1 4 : 0 0 (15
.

4
0

C )温差达 1
,

7
O

C
,

而非盛期 4 月 2 7 日

8 : 0 0 (1 5
·

S
O

C )一 1 4 : 0 0 (1 6
·

Z
O

C )温差仅 0
,

4
o

C
。

太湖短吻银鱼 (春季群 )繁殖期间湖水温 度 为 10
.

7一22
.

2℃
,

日最低水 温 变 化在
1 0

·

7一 1了
.

8℃之间
。

日最低水温过程线上当水温为低谷时
,

相应日的产卵活动较盛
,

处于

显著的峰顶
,

以 4 月 12 日最为突出
。

当 日最低水温为 12
.

8
O

C时
,

渔获物中正在产卵或即

将产卵的雌鱼百分比高达 80 拓 (图 Z A )
。

V 期雌鱼数

解剖雌鱼数

弋
.

C )

—
逐日引氏水温

- -

一 产卵尾数%

. 产卵盛期日

价
2 2 圣Q3

产卯%的水沮职劲
‘

日最低

0.�,�,
“份比沙比尸

产卵%8O日最低水温

l从以以价
。‘‘1‘,

旬
。ll

l1o.l:’l曰11
、2O 今4O

, 8

}
2 。

从
, ’

几女

1 6 ‘- - - - - - - - ~ 一一 - - - 一

从洲洲
二。
、
)

:
,11L11
‘l es

纷,汀认““l||l|

!
l|||4.叭J\:火6040�

鑫..
L

we
止....l.
LLIJ

es
68
J

12

匹4 月 5 月 9 月 】0 月

图 2 洪泽湖所产太湖短吻银鱼日最低水温
、

产卵尾数( 形 )在时间上的分布及其关系

太湖短吻银鱼产卵尾数的多寡与特征值 日最低水温在图上点绘后发现有一定关系存

在
,

即 :

设日最低水温为 T

当 1 2
.

S
O

C < 少< i 7o C时
,

呈曲线关系 ,

当 1 7
O

C < T < 17
,

8
已

C时
,

呈直线关系 (图 3)
。

胚胎发育
:

我们于 4 月 17 日 1 4 : 50 在调查船上做成人工授精
,

水温 11
.

5一18
.

0
O

C
,

至 4 月 2 3 日 5 : 1 6 孵出鱼苗
,

历时 5 天 14 小时 26 分
。

鱼苗孵出时头部先出卵膜
,

孵出不

久的鱼苗时而 自下而上
,

时而自上而下作蛇形游动
,

有趋光性
,

在玻璃培养容器中游向迎

光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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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 咫胜鱼 件

澎传润12

图 3 洪泽湖太湖短吻银鱼(春季群 )V 期雌鱼 (男 )与水温的关系

(二) 秋 季 群

生殖群体的组成
: 测定了 1 9 7 5 年 9 月 21 日至 10 月 23 日从洪泽湖捕获 的 93 尾 性

腺处于 V 期的雌鱼及 24 尾性成熟雄鱼
。

雌鱼体长范围为 5
.

3一6
。

6 厘米
,

平均体长 5
.

9

厘米 ;体重范围为 0
.

6一 1
.

40 克
,

平均体重 1
.

03 克
。

雄鱼体长范围为 5
.

1一6
.

3 厘米
,

平

均体长 5
.

8 厘米 ;体重范围为 0
.

86 一 1
.

28 克
,

平均体重 1
.

06 克
。

性腺发育情况
:
根据肉眼观察

,

秋季孵出后直至翌年 5 月处于 工期
,

6 月有部分发育

至 11 期
, 7 月至 8 月初处于 11 期

,

然后向 n l期过渡
,

n l 及 IV 期经历时间较为短暂
,

大约

一个多月
,

9 月中旬开始由 IV 期过渡至 V 期产卵
。

测定 1 0 7 尾 IV 期雌鱼的成熟系数
.

变幅为 6
。

6一 5 0
,

平均 1 6
.

5
。

怀卵量
:

秋季繁殖期间共测定 30 尾雌鱼的怀卵量
,

最少为 95 0 粒
,

最多为 1 9 5。粒
,

平均为 13 00 粒
。

与春季群比较
,

稍为偏少
。

还测定 100 粒成熟卵粒的卵径
,

最小为 0
。

59 毫米
,

最大为 0
.

71 毫米
,

平均值为 。
.

67

毫米
,

与眷季群几乎相同
。

产卵 日期与地点
: 工9 75 年 g 月 21 日至 10 月 23 日于产卵场 (同春季群 )作了连续采

集
, 9 月 21 日曾采到少量性腺处于 VI 期的雌鱼

,

表明 9 月中旬开始零星产卵
,

直至 10

月 2 1 日连续有产卵活动
,

其间以 10 月 5 日
、

7 日和 17 日三天较盛
。

同春季群比较
,

产卵期偏短
,

亲鱼数量亦偏少
,

春季群繁殖期平均每小时获雌鱼 3 76

尾
,

秋季群只获 1 70 尾
,

为春季群的 45 多
。

性比
: 1 9 7 5 年秋季繁殖期间

,

又连续测定了网获中的亲鱼性比
。

全过程共分析太湖

短吻银鱼 1 ,

90 4 尾
,

其中雌鱼 89 3 尾
,

雄鱼 1
,

01 1 尾
,

雌雄性比为 0
.

88
: 1

。

繁殖期间的水文气象因素
:
与春季群相似

。

例如
,

日最低水温与网获的正在产卵或

即将产卵的雌鱼百分比关系
,

其趋势是一致的
。

唯因季节不同
,

相应的水温要高于春季

(图 ZB )
。

胚胎发育
: 1 9 75 年 10 月 4 日 15 : 30 在调查船上又一次做成人工授精

,

水温 19
.

6一

2 2
.

7
O

C
,

于 10 月 8 日 1 0 : 0 0 孵出鱼苗
,

历时 3 天 1 5 小时 5 0 分
。

据 r
,

n月
且月。p。。 报导

,

苏联大地苔原湖泊的 西 伯 利 亚 白 蛙 (c 创
,

已夕。几娜“ 玩““才讹

州由叭俪。 G 翅elj 助 具有形态上没有发现任何差异的于秋季及冬季产卵的两个生态类群
。

这种鱼的分化产卵
,

使不同时期孵出的鱼苗及幼鱼获得良好的索饵条件
,

缓和了与其它鱼

类的食物竞争
,

致使西伯利亚白娃种群在湖泊中保持了较高的水平 〔. 1
。

看来
,

洪泽湖所产太湖短吻银鱼具有春季及秋季产卵的两个生态类群
,

对其种群的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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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是有利的
,

食 性

1 9 7 5 年 4 月 8 日至 5 月 15 日
,

从渔获的新鲜太湖短吻银鱼内共取体长 5一加 毫米

鱼 3 77 尾
,

解剖后观察食性
。

表 3 3了了尾太湖短吻银鱼食物种类出现频率

一一; 一
~

~

功飞之
~~~ 枝 角 类类 挠 足 类类 其 他他

象象象鼻搔搔 法法 残体体 镖滋滋 剑水渔渔 幼体体 残体体体

各各类食物出现的频率率 朋333 均999 工888 eee 666 5 333 肚肚 555

占占解剖总尾数的万万 7 7
。

7 222 6 2
.

7 777 4
一

7777 1
.

阳阳 1
.

漪漪 1 4
.

肠肠 土6
.

1888 1
.

3 222

由表 3 可见太湖短吻银鱼从小到大都是 以浮游动物中的枝角类和挠 足类 为主 要饵

料
。

钩虾
、

摇蚊幼虫等是底栖生物
,

只是由于风浪搅动而浮于水中才被偶然吞食的
,

不能

视为它们的主要饵料
。

太湖短吻银鱼的摄食强度和天气情况有关
,

晴天吃得多
,

降温阴雨天吃得少
。
4 月 19

日这天降温刮风下雨
,

下午拖网取 4 。尾标本解剖
,

发现它们消化道内的食物数量显著地

少
。
4 月 21 日天气回暖转晴

,

下午拖网取 20 尾标本解剖
,

就发现它们消化道内食物比前

天多得多 (表 4
、

5
。

)

表 4 雨天太湖短吻银鱼消化道的饱满度
*

- - 里一一{一‘兰一仁一趾二
l 」 0

}
o

00000 111 222 333 生生

太湖短吻银鱼的消化道构造简单
,
口 以下为短而略细的食道及稍为膨大的胃

,

其后进入直而祖细一致的肠
,

肠壁透 明
,

鱼体不大
,

消化道亦矩 ;因此目测饱满度未予分段
。

表 5 晴天太湖短吻银鱼消化道的饱满度

一兰一型-
{

尾 数 一
一一里
一阵

- 二
一⋯一

一

兰一
0

}
艺

} 6 (
1 0

雌性的太湖短吻银鱼在产卵期间是否摄食? 在解剖的 3 77 尾标本中有 V 期卵 巢 的

2 7 尾
,

其消化道的饱满度列于表 6
。

卵巢达到 V 期的雌鱼
,

成熟的卵粒充满腹腔
,

消化道的饱满度降低
,

在产卵活动期间

似乎是停止摄食的
。

太湖短吻银鱼从卵内孵比后
,

达到多少体长开始摄食?所解剖的 3 7 7 尾标本中有 5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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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 2了尾雌性太湖短吻银鱼消化道的饱满度

9 毫米的鱼苗 26 尾
,

摄食情况
:
是 5 毫米的 1 尾

,

消化道内未见食物 ; 6 毫米的 2 尾
, 1 尾

消化道内有枝角类残体 1 只
, 1 尾无食物沼 毫米的 10 尾

, 2 尾有食物
,

8 尾无食物
,

9 毫

米的 2 尾都有食物
。

由此可见太湖短吻银鱼从卵内孵出后体长达 6一 7 毫米时
,

开始吃水

体中的枝角类和挠足类
。

在分析食性期间
,

还采集了定点水域内浮游动物的水样
,

进行了分类鉴定和计数
。
4

、

5

两个月 内发现的枝角类主要是简弧象鼻搔 (B os 。感。 co , ℃g伽么B缸rd )
、

长刺搔 [刀“夕人二她

蜘娜卿流
比 (O

.

P
甲

M位ller )〕
,

4 月份平均每升水中枝角类只有 1 只
,

5 月份急剧上升到 12

只
。

挠足类的主要种类是汤匙华哲水搔仁泞‘恻娜
a

朋 s d。二。杯 (B r eh m )二
,

广布中 剑 水 搔

〔肠
。。

缈乙叩 : 介。动。村‘ (C 玩u 。》〕
。

4 月份平均每升水中有挠足类 8 只
,

5 月份也有增加
,

每升水中有 10 只
。

由此可见太湖短吻银鱼幼鱼摄食生长期是和水体中枝角类
、

挠足类的

春末夏初繁殖高峰期一致的
,

它们的饵料基础是充裕的
。

生 长

从测定 6 1 5 尾标本的结果可以看出
,

太湖短吻银鱼生长迅速
:
春季群繁殖的鱼经半

年左右的生长
,

至秋季体全长 4
.

7一 5
.

8 厘米
,

平均为 5
.

3 厘米
,

体重 。
,

27 一。
.

60 克
,

平均

为 0
.

42 克
,

可达捕捞规格 (体全长 4一7 厘米 ) ;秋季群繁殖的鱼经过 6一7 个月的生长
,

至

翌年 5 月中旬亦长至体全长 3
.

8一5
.

6 厘米
,

平均为 4
.

7 厘米
,

体重 0
.

16 一0
.

56 克
,

平均

为 。
.

3 4 克
,

达到捕捞规格
。

每年银鱼汛期中所获之太湖短吻银鱼 以秋季群繁殖 的 鱼为

主
。

秋季群鱼在翌年 5 月上
、

中旬成长尤为迅速
。

如 5 月 1 日体全长为 3
.

6一5
.

0 厘米
,

平均为 4
.

0 厘米
,

体重 O
,

06 一。
.

35 克
,

平均为 0
.

17 克
,

至 5 月 15 日体全长为 3
,

8一 5
.

6

厘米
,

平均为 4
.

7 厘米
,

体重 。
.

16 一0
.

5 5 克
,

平均为 0
.

34 克
,

短短的半个月就可以增重一

倍
。

显然
,

洪泽湖原规定 5 月 5 日为银鱼的开捕期是不利于太湖短吻银鱼成长的
。

资 源 增 殖

从上述资料可以看出
,

太湖短吻银鱼具有生殖周期短
、

繁殖力强和生长快等特点
,

能

充分利用湖泊的浮游动物资源
,

发挥水域的生产潜力
。

春季群繁殖的鱼秋季就可以捕捞
,

秋季群繁殖的鱼翌年 5 月中下旬亦可捕捞
,

增产潜力较大
。

近年来
,

洪泽湖生产领导部门已根据有关银鱼的研究结果将银鱼开捕期合理安排为

5 月 2 0 日左右
,

收到明显的增产效果
。

此外
,

建议划出主要产卵场
,

即成子洼和漂河洼等

有零星沉水植物分布的湖湾为禁渔区 ; 规定 3一5 月 中旬及 9一 10 月为禁渔 期
,

禁止密

目网具捕捞
,

由一个捕捞季改为两个捕捞季
,

即 5 月下旬至 7 月捕秋季群鱼
,

n 月以后捕

春季群鱼
,

以增殖洪泽湖所产太湖短吻银鱼的资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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