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葛洲坝水利枢纽工程截流后长江
四大家鱼产卵场调查

’

长江四大家鱼产卵场调查队

提 要

木文报道了萄洲坝水利枢纽工程故流后长江四 大家鱼J入 卵场情况
。

调查结果表明
,

民江千

流
_

[
、 l{,游四 大家鱼产卵场的地理分布同 印 年代的调查结果基木相同

。

但共产卵总最仅为 6 。

年代稠查结果的 15
.

7万
,

资源量已严工衰减
。

产卵成色同 6。年代调查资料比较
,

草鱼和 肖鱼
_

的

比例显著增大
,

赣鱼比例略有降低
,

汀}‘鲍鱼的比例显若 卜降
。

生殖群休结构已呈现简化(玻坏 )
,

亲鱼个体变小
,

年龄组限减少
,

低龄鱼占群体数最的主导地位
,

初次性
.

成熟的个体比里较大
。

调查表明
,

l] })仃葛洲坝以上江段家鱼产卵数量占总虽的 3 6
.

4劣
,

囚此
,

在长江家鱼资源状况严

爪恶化的悄况下
,

葛洲坝以上产卵场的地位就益显重要
。

鉴十葛洲坝水利枢纽工程阻隔了泪游

生殖鱼类 卜溯产卵通道
,

葛洲坝应尽快修建过鱼没施
,

使草鱼等泪淤性鱼类得尔过坝上溯产

卵
,

以保护或扩大四大家鱼及其他经济色类的资源
。

月lJ 台
‘

我国淡水负的产量长期 以来在世界各国中居于首位
,

而长江流域是我国淡水鱼的集

中产区
,

淡水鱼捕捞产量约 占全国的不分之二
。

草
、

青
、

醚
、

鳍这四种我 国特有的淡水负是

长江水系鱼类夭然资源的主要组成部分
,

它们在长江水系中繁殖
、

生长
、

肥育
,

构成长江流

域淡水鱼类捕捞生产的主要对象 ,
’
2」。

长江干流是草
、

青
、

鲍
、

缩四种鱼的主要产卵场所
,

据前人的调查
之1 1 ,

从四川 的巴县到

江西的彭泽县长达 1 7 0 。余公里的江段
,

就有 36 个规模大小不等的产卵场
,

·

号称年产 1 1 5 0

亿卵
,

其中尤 以宜昌产卵场的规模最大
。

但这毕竟是 1 9 5 了一 1 9 6 6 年间有关单位相继调卉

的结果
,

距今已约二十年左右
。

在此期间
,

由于人类 生产活动对水域的影响
,

情况
一

也在不

断变化
。

特别是由于筑坝建闸
、

围湖造田
、

工业污染等原因的影响
,

致使水产资源遭受严

重 的破坏
,

捕捞产量逐渐下降帕
。

当前
,

葛洲坝水利枢纽工程已兴建
,

大坝拦江
,

将导致生

态系统发生史大的变化
,

从而也将对长江鱼类资源产生严重 的影响
。

特别是枢纽大坝己

本义山工境
、

谢洪高
、

冷永智
、

刘乐科}等执笔
、

调丧站站 民们和少数调杏队 员多加 了各站调查资料的竺尸
: 仁

作
。

苏耀平和徐忠法同志制图
。

(劝 六省一市长汪水产资源调查小组
,

] 9 75
:

长江主要经济负 类调杏报告了泉刊稿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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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腰斩四大家鱼宜昌产卵场
,

鱼类上溯产卵的通道 已被阻隔
,

对索有溯江而上徊游生殖习

性的草
、

青
、

避
、

编等鱼类繁衍后代的活动
,

显然将会产生严重 的不 良影响
,

进而将 会破坏

长江鱼类资源
。

为此
,

根据国家农委负责同志的指示精神
,

国家水产总局组织调查队伍
,

抓紧开展长江四大家鱼产卵场及葛洲坝水利枢纽对家鱼繁殖影响的调查
,

以便弄清其影

响程度
,

进而采取相应的补救措施
,

这在经济上和政治上都有重要意义
。

此项调查由国家水产总局直接组织
,

沿江省市四川
、

湖北
、

湖南
、

江西
、

安徽
、

江苏
、

上

海等水产部门有关单位及国家水产总局长江
、

东海和渔业工程三个水产研究所抽派技术

人员共 67 人参加调查 ; 由国家水产总局
、

沿江六省一市及中国科学院水生生物研究所
、

国

家水产总局长江水产研究所各一人组成调查领导小组
,

水产总局科教局和湖北省水产局

各一名负责同志任正副级长
,

并确定长江水产研究所为业务负责单位
。

调查人员于三月

底齐集湖北省沙市
,

统一调查方法和要求
,

制定工作细则 , 四月 中分赴各点
,

四月下旬开始

野外实地调查 , 到七月五日止
,

两个半月中
,

取得二万六千余个原始数据
,

基本完成各项调

查任务
。

调 查 方 法

此次调查的范围是 以长江干流的川
、

鄂两省主要江段为对象
,

分七个连续调查江段
,

采取同一调查方法和步骤
,

分段设站
,

同时进行现场调查
。

根据六
一

卜年代调查的长江干流

四大家鱼产卵场资料
「, ’

与 〔朴 ,

结合本次调查的要求和特点
,

在万县 (武陵镇 )
、

株 归 (茅

坪 )
、

宜昌 (古老背 )
、

荆沙 (龙洲)
、

监利 (姚沂地)
、

阳逻 (王家洲 )和武穴 (横坝头 )分别设七

个站位断面
,

采取固定站位和流动测点结合观测的方法
,

以各站断面采样观测 为主
,

并结

合断面调查的需要
,

用流动船上溯追踪探察
,

以便取得较为确切 的系统资料
。

为便于和 以往的有关四大家鱼产卵场调查结果相比较
,

尽管过去的调查方法在数量

估纤的精确度方面上存在一定的缺陷
,

但此次调查所用 的工具
、

手段和方法
,

仍和以往的

调查对应相似
。

此次调查中
,

除川
、

峡江段两个站位而外
,

各站位断面均按水平设左
、

中
、

右三点
,

每点再设表
、

中两层 (相距 3 米 )
,

共有 6 个采样点 5)l }江段的万县站和三峡段的株

归站两个断面
,

由于江水湍急而难于在江的中心设点
,

只在断面左
、

右各设一点
,

也分表
、

中两层
,

共有四个采样点
。

每 日定时
、

依次下网捞卵采苗作定性和定量观测
,

同时测记水

温
、

流速
、

水位
、

天气等有关因子
。

家鱼产卵场位置的推定
,

主要是依据捞得的不同发育时期的鱼卵和早期发育的鱼苗
,

根据当时的水温条件
,

推算出负卵 (苗 )发育所需的时间
,

再根据当时江段平均流速推算出

卵 (苗 )漂流的距离
。

但主要是依靠鱼卵的发育期来推定产卵场位置 ; 有时也结合亲鱼解

剖
,

了解性腺发育情况和群众生产经验判定某个产卵场的较为确切的位置
。

产卵场规模的估算
,

主要依据当 口用定量网捞获的卵
、

苗数量
,

求出单位时 reJ 内流经

网 口 的卵
、

苗量 和水量的比值
,

乘 以当 日的江水流经断面的流量
,

计算出当 日流经断面的

卵
、

苗流量
。

根据断面的逐 口卵
、

苗流量数量多寡的断续关系
,

判断划分江汛期
,

再将逐 日

娜夕巾国科学院水生生物研究所
、

山东海洋学院水产系
,

玲6D
。

长江于克流草
、

青
、

维
、

墉产卯场调击报告
,

1 IH
,

(末丁
一

}{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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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量相加而成各个江汛的产卵数量 ; 再进而求出整个生殖期的产卵总量
,

即产卵场的规

模
。

估算各个产卵场规模时
,

一般都先将上站断面监测得的数量在下站断而监测数量中

扣除
,

以免重复监测而增大实际数字
。

然后根据以鱼卵发育期推算得的产卵场位置确定

产卵场规模
,

并以下站推算到本江段的鱼苗数量
,

综合各方因素
,

适当调整补充
,

以确定产

卵场的较合乎实际的规模
。

调查中除逐 日定时采样观测外
,

还在站位附近收集草
、

青
、

缝
、

绷鱼的亲鱼
,

进行解剖
,

测记各项生物学指标
,

借以分析四大家鱼 的生殖季节
、

发育状况
、

产卵位置
、

群体结构
、

怀

卵数量等项生殖行为状况
。

与此同时
,

还重点地在葛洲坝水利枢纽工程坝下附近进行亲

鱼的标志放流
,

收集回捕标志鱼
,

借 以判断四大家负生殖群体在坝下的行为状况
。

为了能和以往调查资料对比分析
,

调查中还收集今年和以往历年的水文和生产等历

史资料
,

以供分析本次调查结果的各方因索
,

衡量产卵场的位置变迁和规模变化的原因和

程度
。

调 查 结 果

L 产卵场的分布位置

表 1
,

长江干流四大家鱼产卵场的位且和规模

序号{
名 和

{下尸奋
】木 洞

} 涪
‘

陵

1 高 军 镇

三一
一J23

县溪阳七
尸山归忠

大 舟

云巫奉林

宜昌坝 卜

丑 昌坝
一

卜

城洋日一呵

钊利山

川枝江沙新石旱螺

67891()11份均付巧]617招价加

幻胜咒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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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调查结果
.

自重庆到武穴的 1 5 2 0 公里江段 内
,

共监测到四大家鱼产卵场 24 处
,

其名称和范围列于表 1
。

调查监测出的 24 处家鱼产卵场的地理分布 (见图 1)
,

与六十年

代初期由科研和院校等单位联合调查的结果基本相符
「i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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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长江
r

干流四大家鱼产卵场分布示意图仁一九 /
’

、一年调食 )

在宜昌以上江段中
,

除过去调查所发现的产卵场全部存在外
,

还新发现高家镇和奉节

两个产卵场
。

高家镇产卵场位于原涪陵和忠县产卵场之 间
,

在涪陵下 7 2 公里
、

忠 县上 43
公里处

,

产卵规模较相邻的两个产卵场均小得多
。

奉节产卵场在原云阳和巫山产卵场之

间
,

规模和范围也都较前
、

后相邻的两个产卵场小得多
。

原宜 吕产卵场为三斗坪至十里红江段
,

范围 46 公爪
。

现山于葛洲坝水利枢纽的兴建
,

已被隔成坝上和坝下两段
。

现宜昌坝上产卵场为三斗坪至南津关
,

范围 35 公里 ; 南津关

至大坝间的一段
,

未再见产卵场
。

现宜昌坝下产卵场为大坝下至宜都之 间
,

包括原宜吕产

卵场下端的十里红及原虎牙滩等产卵场在 内
,

因而规模和范围也都较大
。

宜昌产卵场 以下到武穴江段有 12 个产卵场 (见表 1)
。

这 12 个产卵场中
,

除新发现的

一个自洋产卵场外
,

其余都是过去已知的
。 一

与以往资料相比较
,

这一江段本次调查到的产

卵场数量减少较多
,

如陆溪 口
、

燕窝
、

大咀
、

白浒山
、

团风
、

沂州
、

富池 n 等产卵场均未监测

到
。

本次调查中未测到的产卵场中
,

除 白浒 山产卵场的规模和范围都较大而外
,

其他均是

些较小的家鱼产卵场
。

过去所确定的 36 个产卵场
,

尚有九江
、

湖口和彭泽三个产卵场不

在本次调查江段范围之内
。

2
.

产卵场的规模和卵苗的成色

(l ) 产卵场 的规模 从表 1 可知
,

长江干流家鱼产卵场 ]9 81 年的总产卵规 模仅 约
173 亿

,

表中所列 2选处产卵场的产卵量即各个产卵场的产卵规模
,

其中最大的也仅为 20

亿卵的规模
。

具有 15 一20 亿卵规模的有江 口
、

沙市
、

新厂 和巫山 4 个产卵场 , 10 一 15 亿

卵规模的有林归
、

宜昌坝下和枝城 3 个产卵场 币一10 亿卵的有云阳
、

石首
、

监利
、

白洋
、

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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舟溪
、

螺山
、

宜昌坝上等 7 个产卵场 ,其余 10 个均为 5 亿以下规模
,

其中新滩口
、

重庆
、

道

d :袱和鄂城产卵场均不促 1 亿
,

规模甚小
。

产卵场的范围也较以前略有变化
,

或是与相邻近的产卵场的连并而扩大
,

或是因产卵

亲鱼的减少而缩小
。

造成这种改变的原因
,

可能与本年度的水文气象特殊及生殖群体数

量多寡有关 ; 当然也会与江段环境条件的改变有关
。

对不同的情况
,

要作具休的分析
。

恨) 各江段的印苗成 色 根据各站断面调杳所得的资料
,

各断面所捞获的鱼卵和鱼

苗成色比例是大不相 同的
。

不仅家鱼和其他鱼 (野鱼 )的比例在各江段中都不相同
,

就是

四大家负彼此 间的比例
,

各个江段也颇不同
,

并且表现出成色变化的地理趋向
。

表 2 所列
,

是各站结果经归纳而得出的各监测断面所捞获卵
、

苗数量间的百分 比
。

从

中可以看出
,

家鱼和野鱼的比例变化
,

自上而下
,

有逐段递减和递增的大致规律
。

即愈是

上游
,

家鱼卵的比重 愈大 , 愈是下游
,

其他鱼卵的比重愈大
。

就整个调查江段的卵苗成色

而言
,

家鱼和野鱼卵苗的比例为 攻% (家鱼 )和 96 % (其他鱼 ) ;草
、

青
、

鳝
、

靖四种鱼的卵苗

比例为
:

草鱼 5 9
.

79 形
,

青鱼 3 1
.

5 9男
,

鳞鱼 3
.

92 %
,

缩鱼 4
.

69 %
。

各调查江段的站位断面所得的家鱼卵成色变化也有大致的趋向性
。

如万县断面资料
,

家鱼卵中以草鱼 占绝对优势
,

青鱼只占少数
,

而避
、

墉鱼则根本未见到 ; 到株归断面
,

虽仍

以草鱼卵为主
,

但比重较上游有所降低
,

青鱼卵比重上升
,

蛙鱼卵少量
,

鲡鱼卵仍未见 , 到

宜昌断面
,

所监测到的家鱼卵中
,

草鱼仍居主要地位
,

但比重较上游逐渐降低
,

鳞鱼卵比重

上升较大
,

约占 30 环 , 到荆沙断面
,

则情况大为改观
,

青鱼卵比重升居第一位
,

草鱼卵降为

第二位
,

不足四分之一
,

鳍鱼卵比重上升 ; 到监利站断面
,

仍以青鱼为主
,

且比重增大
,

其他

鱼和荆沙站大体相近
,

缩鱼卵在荆沙和监利两站均上升至第三位
。

阳逻站和武穴站断面

所监测到的鱼卵数量很少
,

全都为青鱼卵
。

由此可见
,

上游以草鱼卵为主
,

愈下游愈少 , 青

鱼则是 以下游为主
,

愈下游愈多
,

特别是武汉以下江段
,

主要是青鱼卵
,
继鱼和鲡鱼则主要

集中在宜 昌至监利这一江段
。

这种江段鱼卵成色变化趋 向也表明了四大家鱼产卵场位置

的集中地 区
,

一

与六十年代调查的结果是基本相符的川
。

3
.

产 卵场的环境和家鱼产卵的外界因素

(1) 家鱼产卵场所 的环境特 征 就所调查监测到的 24 处产卵场的环境特征来看
,

家

鱼产卵场一般位于河道弯曲多变
、

江面宽狭相间
、

河床地形复杂的区域
,

或江心有沙洲与

石礁
,

或江边有沙滩与石滩
。

这种地区的流向和流速多变
,

流态极为纷乱
,

在沙洲或石滩

的尾部
,

有徊流
、

缓流和急流 ; 由于江底矗立许多礁岩
,

一股股水流 自江底向上翻滚
。

特殊

的环境条件形成复杂多样的水流特征
,

为家鱼产卵提供所需的环境因素
。

例如
,

沙市产卵

场河道弯曲
,

江心又有窖金洲
、

南星洲等沙洲 ; 忠县产卵场在城关镇到石宝寨之间也有一

个弯曲和一个江心 岛 (黄花城 ) ;奉节
、

巫山
、

秘归和宜吕坝上等产卵场
,

位于长江三峡区
,

岸陡江窄
,

水流湍急
。

前一类产卵场是属平原河谷型
,

由于沙洲
、

矶头而形成流态纷乱的

水流 ; 后一类产卵场是属山区峡谷型
,

由于深槽急滩交错
,

石滩礁岩隐现
,

形成极为纷乱的

流态
,

造成时缓时急的水流
。

可以认为
,

这些环境的复杂多变特征是家鱼产卵场所的特点
,

是形成家鱼产卵所需的主要外界因素的基本条件
。

(2 ) 家鱼产卵的主要外界 因素 调查中可以看出
,

有了适宜的产卵场所
,

同时还必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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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促使家鱼产卵的外界因素
,

成熟的亲鱼才能进行生殖 (产卵排精 )
。

今年在 澳月下旬到

7 月上句的家鱼生殖季节里
,

产卵场所并不是时时都有鱼在产卵排精
。

而是有时产卵 量

大
,

持续时间长 ,有时产卵量少
,

持续时间短 ;有时则完全停止产卵
。

反映在鱼苗生产上形

成
“

发江
”

和
“

断江
分 ,

这就是外界因素对家鱼产卵所起作用的结果
。

主要外界因素是水位

(流速 )和水沮
。

¹ 水位
:

水位条件即是水流条件
,

因为水位涨落是流量增减的结果
。

流量加大
,

流

速即相应加大
,

流速加大的过程刺激成熟的亲鱼
,

促使产卵排精
。

根据株归站和宜昌站家

鱼产卵与长江水位之间的关系资料分析
,

可以看出
,

水位急剧升高
,

随之而导致流速迅速

加大
,

是刺激家鱼产卵的一个必要条件
。

�兴一翻书

卜

—
5 月

—
卜一一一一

—
图 2 栋归

、

宜昌江段家鱼产卵 日期与水位的关系 (

e 月

—
l一了 月

。

表示产卵时间)

图 2 表示株归和宜昌两个江段家鱼产卵与水位之问的相互联系
。

株归江段 5 月 n 日

至 13 日的水位
,

由 47 米上升到 4 8
,

5 米
,

12 日即有家鱼产卵
。

5 月 21 口至 24 日
,

水位连

续升高 4
.

4 米
,

5 月 22 一24 日的三天中都有家鱼产卵
。

6 月 21 日至 2s 日
,

水位由 60
.

8 米

上升到 64
.

9 米
, 2 4 和 2 5 日即有家鱼产卵

。
5 月 29 日至 30 日的一次产卵

,

也是在水位上

涨时发生的
。

宜昌江段的情况 也是这样
,

5 月 11 日
、

5 月 22 一23 日
、

5 月 28 一 31 日
、

6 月

邹一 29 日的儿次家鱼产卵也都是在水位上升阶段发生的
。

在水位下 降的时候
,

株归和宜

昌两江段都朱曾发现家鱼产卵
。

因此
,

可以说家鱼的产卵活动一般是在水位急剧升高的

情况下进行的
。

但从图 2 中还可看到
,

6 月 8一 13 日的一次产卵江讯
,

出现在水位上升之

后
,

处于涨落变化不大的稳定时间 内
。

这说明有时在江水连续上涨一段时间之后
,

虽则不

再升高
,

保持较为平稳时
,

也会有鱼产卵
。

这可能与水位连续升高
,

不断刺激的结果有关
。

º 水温
:

水温对于鱼类的生长发育和产卵孵化都是重要的外界条件之一
,

一般认为

草
、

青
、

缝
、

鳍四大家鱼的生殖水温不能低于 18
O

C , 最适宜的水温是 20 一24
“

c
。

根据株归

站今年调查观测的结果
, 4 月 28 日至 7 月 5 日的水温变动在 20

.

3一26
.

8a C之间
, 5 次产

卵江汛的水温是在 21
.

0一26
。

少C之间 (见表 3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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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

姊归江段家鱼产卵江汛与水温之关系

产 卵 江 讯

5 月 1 3 日

5 月 2 3 只

一
石 月 2 5 日

6 月 3 0 日

一
5 月 3 1 日

6 月 7 口

—
6 月 ]魂 日

6 月胜 日

—
6 月 2 6 L飞

产 卵 量(万粒
”

拐 7
.

8

14 1 2
.

2

3 ]与9
.

0

3 1 1 0 8

1郊5
.

2

水 温(℃)

2 2
.

2

2 1
.

1

—
2 2

,

2

2 1
.

0

—
2 2

,

0

3工
,

〔}

—
2 3

.

0

24
‘

〔卜一一一 2 6
。

2

宜昌站测定的 4 月 2 3 日至 7 月 5 日的 日平均水温
,

变化在 20
.

3一 26
.

8℃之问
,

结果

与姊归站所测的相同
。

从秘归站测得的家鱼产卵量与水温的关系来看
,

今年家鱼产卵盛

期的水温是 2 1一2 3
0

0
。

» 透明度
:
江水的透明度主要取决于所含泥沙量的多寡

,

泥沙量的多寡与水位及降

雨量有关
。

通常是水位上升
,

江水泥沙含量随之增多
,

透明度变小
。

根据株归站的调查资

料
,

没有发现家鱼产卵与江水透明度之间的内在联系
。

产卵活动有时是在江水透明度较

大的情况下进行的
,

有时则在透明度较小的情况下发生的
。

如 5 月 22 一24 日的江汛
,

是

在透明度较小 (透明度 9一10 厘米) 时期浦 月 8一 12 日的一次江汛都在透明度较大〔透明

度 15 厘米 )时期 内出现
。

所以
,

江水透明度的大小
一

与家鱼产卵活动没有明显的关系
,

不能

作为一个必要的外界因素
。

至多只能作为估计江水涨落的一个粗略概念
。

4
.

亲鱼的群体组成和性腺发育

(1 ) 四种 亲鱼 的数量 比 调查期间共采集到亲鱼标木 171 尾
,

其 中 草 鱼 72 尾
,

占

42
.

1% ;青鱼 57 尾
,

占 33
.

3% ;避鱼 2 8 尾
,

占 16
.

4% ,鲡负 14 尾
,

占 8
.

2弱
。

从表 4 所列

可以看出
,

长江干流上游江段中
,

草鱼在四大家鱼生殖群体中所占比重较大
,

超过三分之

二 , 其次是青鱼
,

近于三分之一 , 鳝和墉鱼的数量甚少
。

中游的上段
,

草鱼和青鱼的数量接

近
,

两者合占 71 % ; 醚和编鱼的比例显然较上游江段上升许多
,

但其绝对数量仍然不多
。

中游下段
,

青鱼的数量相对较多
,

将近一半 ; 其次则为草鱼
,

近乎三分之一 ; 琏
、

嫣鱼所占比

例大体和中游上段相近似 (见表 4 )
。

表 4
.

四种家鱼亲鱼的数量比

一一,1naJ一7夕一

⋯
|�一净尹一9口自曰6

冷J一一1

一斤、一

和
.

一一121‘‘ 鱼 一一 鳞 有LLL

万万万 尾 数数 万万万 万万

777 1 000 66666 222

333 7
‘

444 3 66666 2 000

333〔)
.

333 1 55555 666

444 2
,

工工 }
_

_ _
_________________

⋯⋯⋯
5 7

...

3 3
甲

333 然然

222 222

444 〔)))

]]] 000

一犯秘鳄
、

(2 ) 四种鱼 的体 长和体重 草鱼的生殖群体
,

以体长 65 一 85 厘米
、

体重 4一g 公斤的

个体为主
,

占测定尾数的 7 。拓左右
,

青鱼的生殖群体
,

以体长 95 一 n s 厘米
、

体重 7一21

公斤的个体为主
,

占测定尾数的 6 5%左右
。

继鱼以体长 5 5一 80 厘米
、

体重 2一 7 公斤的个

体为主
,

占总数的 70 终以上
。

缩鱼以体长集中在 95 一 10 5 厘米
、

体重在 15一 19 公斤的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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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为主
,

约占总数的 70 % 左右 (见表 5 和图 3 及图 4)
。

当今调查所得四种鱼生殖群体中

个体长和重 的情况
,

与六十年代调查的情况有所变化
,

个体变小
「生习

。

(3 ) 四 种家鱼的年龄组成 对 1 56 尾亲鱼的年龄进行了鉴定
。

草鱼的生殖群体
,

主

要由 4一 5 龄的个体组成
,

占总数的 8 4
.

3 %
,

而以 4 龄的个体为最多
。

链鱼 的生殖群体
,

主

表 5
甲

长江上
、

中游四大家鱼生殖群体的体长和体重

鱼鱼 名名 标 木 数数 体 长 〔匣米 ))) 体 重 (公斤 )))

范范范范 围围 平 均 值 }标 准 差差 范 困困 平 均 值值 标 准 差差

草草 鱼鱼 7 222 6感一9888 7 5
甲

拟0 333 1 0
.

2 7 7 000 2
.

4一1 1
.

7 555 6
.

7 3 6 000 2 3绍 777

青青 鱼鱼 5 777 7 0 一1 2 666 1 1刀
.

08 7 777 1 3
.

7 3 3 444 6
.

0
一

3 4
.

000 仍
.

1 2即即 6
.

62 6 333

鳞鳞 负负 2888 材一1帕帕 6 8
甲

8蛇999 J2
.

5 〕胜胜 t
.

9 一 1 6
.

000 6
.

7 3 8 666 3
.

08 卯卯

毓毓 鱼鱼 料料 8 0一1阳阳 9 9
甲

肠的的 9
,

仪}1 666 8
甲

5一2 5
.

000 1 6
。

5 8 2 111 4
.

0 4 8 444

蜿鱼

阅40加加100

雌鱼

40加即

青鱼

100叨加
(次�泪尔险名翻搜扣

2010

4 6 5 5 0 6 10 6 1 15 1 2 5

图 3

肠 9 5

体长 (厘米)

亲鱼的休长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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缩鱼

鳞鱼

青鱼

印叨3O加1O。扔3O劝100如沁加加

(次�五众翻知名眨祖

草鱼

30加10。

1 3 6 7 9 1 1 1 3 1 5 17 1 9 2 1 2 3 肠 2 7 2 9 3 1 3 3 3 5

体重 (公斤)

图 4 亲鱼的体重分布

表 日
.

四种家鱼生殖群体的年龄组成

草草 鱼鱼 青 鱼鱼 鳃 鱼鱼 毋翡 鱼鱼

尾尾 数数 男男 尾 数数 万万 尾 数数 粥 尾 数数 万万
33333 4

.

333 222 L
_

一一 999 5 3
‘

333 000 l

一一
444 444 6 2

.

999 777 4
甲

333 1 222 4生
.

444 000 000

111555 2 1
。

444 泣000 1 4
。

999 555 王8
.

555 444 000

55555 7
.

111 999 2 1
,

333 000 000 333 3 3
,

333

33333 4
.

333 扔扔 1 9
,

111 丈丈 3
.

777 444 1 舫
·

‘,,

00000 000 111 34
.

000 000 000 111 1 3 3
,

333

222222222
,

111111111 1 8
4

333

00000 000 222 4
,

333 000 OOO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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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由 3一4 龄的个体组成
,

占 7 7
.

7%
。

青鱼的生殖群体
,

年龄序列较长
,

其中 4一7 龄的个

体 占总数 的 8 9
.

3 %
。

缭鱼的生殖群体
,

年龄序列最短
,

5一7 龄的个体占总数的 90 % 以上

(见衷 6 )
。

(4 ) 四种家鱼性成熟的最 小型 草负
,

雄性为 3 龄
,

体长 5 5 厘米
,

体重 2
.

4 公斤 ; 雌

性为 4 龄
,

体长 5 4 厘米
,

体重 2
,

65 公斤
。

青鱼
,

雄性为 3 龄
,

体长 70 厘米
,

体重 5
.

0 公斤 ,

雌性为 遵龄
,

体长 7 4 厘米
,

体重 6
.

25 公斤
。

鳝鱼为 3 龄
,

雄性体长 56 厘米
,

体重 3
.

7 公

斤 ;雌性体长 48 厘米
,

体重 1
.

9 公斤
。

缩鱼
,

雄性为 6 龄
,

体长 89 厘米
,

体重 n
.

4 公斤 ,

雌性为 5 龄
,

体长 80 厘米
,

体重 8
.

5 公斤
。

编负的这种结果
,

可能是由于采集得标本数太

少
,

不能代表其生殖群体中最小型的真实情况
。

(5 ) 四种家鱼生 拉群体 中的性比 草鱼
,

雌 37 尾
,

雄 35 尾 ;青鱼
,

雌 32 尾
,

雄 25 尾 ;

鲍鱼
,

雌 1 3 尾
,

雄 15 尾 ;墉鱼
,

雌 8 尾
,

雄 6 尾
。

因此
,

四种鱼 的性比 (雌 :雄 )分别为
:

草

负
,

6 1
.

4 : 4 5
.

6 ;
青鱼

, 5 6
.

1 : 4 3
.

9 ;
鲍鱼

,

4 6
.

4 : 5 3
.

6 ;
缔鱼

,

5 7
.

1 : 4 2
.

9
。

雌雄性比都接近于

1 : 1
。

(6 ) 四种京鱼 的繁殖力 统计了 36 尾性腺发育达于 工V 期的亲鱼怀卵量
,

结果是
:

草负的绝对怀卵量在 1 4
.

3一 16 6
,

4 万粒之间
,

平均值为 84
.

1 万粒 , 相对怀卵量在 20
.

9一

1 6 2
.

7 粒/克体重之间
,

平均值为 88
.

3 粒 /克体重
。

青鱼的绝对怀卵量 在 3 0
.

9一2 1 2
.

9 万粒

之间
,

平均值为 1 04
.

2 万粒 , 相对怀卵量在 29
.

9一 10 0
.

0 粒/ 克体重之间
,

平均值为 62
.

4

粒/克体重
。

两种鱼的绝对怀卵量都随其体长 的增加而加大
。

链
、

墉鱼的标木数量太少
,

表 7 所列数据仅供参考
.

(7 ) 雌 鱼性腺发育情况 观察了 90 尾雌鱼的性腺
。

四月下旬
,

大多数个体的性腺 已

发育到 W 期
,

五月开始出现为 vi 期和产卵后 n 期的卵巢(见表 8 )
。

根据亲鱼的性腺 (卵

巢 )发育状况
,

可 以推断长江上
、

中游四大家鱼 的生殖期为四月下旬至七月初
,

盛期为五至

六月份
。

这与各监测断面捞卵结果也是吻合的
。

表 了
.

长江上
、

中游四大家鱼的怀卵量

宣宣L 名名 标标 休 长(厘米 ))) 绝对怀卵量〔万粒 /尾))) 年日对怀箩俘量(粒了克体道 )))
本本本本本本本本本本本本本本本本本本本本本本本本本本本本本本本本本本本本本本本本本本本本本本本本本本本本本本
数数数数 范 田田 平均值值 范 围围 不i二 均 杭杭 节区 围围 平 均 值值

草草 鱼鱼 333 6 8
.

0 专8
,

000 74
.

222 1 4
.

3 6 5
.

555 3 1
·

9 ))) 2 0
甲

9一9 3
+

666 肠
·

卜
_ _ ___

4444444 1 8 0
·

o
一

8 7
,

ooo 8 3
.

555 7 3
.

2 一1 5 2
.

999 1 0‘
·

”

1
8生

·

111 9 1 6 一1 6 2
.

777 1 1 沙
·

“

}
8 吕

·

““

3333333 1 9 0
.

0一9 8
.

000 9 4
‘

777 6 2
。

1一1 6 6
‘

444 1工2
‘

丘
廿廿

6 2
.

1
一] 3 5

甲

333 U7
.

8
222

青青 鱼鱼 222 {{{ 9 3
.

压压 4 4
.

9一拓
‘

666 。
.

2 、

{
2。

‘

。 3 7
甲

333 3 3
4

6、、
7777777

「
9 3

.

。
一

涎
,

。。 1 0 4
.

000 3 0
.

9一 15 5
.

000 ”7
4

“
{
1 ; 。

甲

2⋯
“5

·

1一7 ,
·

444
赞

,

5

}。
.

444

6666666 }}} J澳2
,

石石 J4 2
.

石 2 12
甲

999 1他
·

2

」 }
6 6

·

4-- 1 0 0
4

〔,, 7 3
·

”

」」4444444 1 ()0
.

0 一 JOS
,

OOO 1 2 3
,

888 1 0 1
,

盛一3 03
.

555 “‘4
·

9

⋯
“,

·

0 一 7了
·

444 7 1
.

444

1111111 10
.

0一1 1 8
.

00000000000

1111111 2 1
.

() 」2 6
,

00000000000

鱿鱿 鱼鱼 222 7 1
.

6一7 3
甲

OOO 7 2
‘

333 2 2
‘

1 一 2 3
.

999 2 3
甲

000 4 3
.

4一5 0
.

333 4 6
,

888

22222 8 6
.

0 一 9 9
.

000 匀2
,

石石 1 1 9
.

0 一1 3 7
.

000 1 2 8
.

。、
_ _

___ 8〔)
.

9 92
甲

666
33333 1 0 0

.

0 一 1(映
.

000 1 0 2
,

000 祀
.

0一1湘
,

888 佘l艺甘
.

DDD 4 6
,

6 一74
.

111
11111111111 3 0

,

6 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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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8
.

四大家鱼生殖群体(雌鱼)性腺发育

草草 宜l--- 青 鱼鱼 继 鱼鱼 墉 负负

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

}
五

!
六

⋯
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五五五 六六 七七 四四 五五 六六 七七七 五

!
六六 七七 四四 五五 六六 七七

刁刁刁刁 {{{ 333 3333333 111 111 111 111

_
{{{ 222

3333333 111 1 111 6666666 444 6666666 3

⋯⋯
111

7777777 333 111 111111111111111 }}}iii

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 才才才

‘‘‘‘‘‘‘‘‘‘‘‘‘‘‘

}}}
1
} }}} } 【

1
}}}

5
.

亲鱼的标志放流

亲鱼标志放流工作主要是在葛洲坝水利枢纽工程坝下附近进行的
。

虽然事先对标志

放流所需的活亲鱼在各方的协助下作了积极的安排
,

组织渔业社队加强捕捞
,

但由于亲鱼

资源数量已甚少
,

所得能用于放流 的活亲鱼很少
,

共只能放流 54 尾
,

趾原计划要求甚远
。

所标志放流的 5 4 尾亲负中
,

草鱼 12 尾
,

青负 22 尾
,

缝负 1z 尾
,

编鱼 8 尾
。

其中 51 尾是

在宜昌大坝 以下附近所放
,

另 3 尾是株归站和万县站所放 (均为草鱼 )( 见表 9 )
。

现 已回捕

到标志鱼 12 尾
,

包括草鱼 2 尾
,

青鱼 6 尾和缩鱼 4 尾
,

没有回捕到链鱼 (见表 9)
。

回捕得

的亲鱼全都是在宜昌站放流的
,

其 中 3 尾是在放流原地附近回捕 ; 2 尾分别在放流地点上

游 4
.

8 公里 (二江尾
,

坝下 )和 11
.

9 公里 (十里红 )处重捕
,

相距放流时间分别为 5 和 2 天 ,

有 了尾是在放流地点的下游重捕
,

但其中 1 尾青鱼和 1 尾墉鱼是死亡后 随水漂流而下所

扮得
。

从放流到回捕的时间
,

最早的是 1
.

5 天
,

最长的是 40 天 ; 从放流到回捕的距离
,

最

近的是原地附近 (十里红和二江尾 )
,

最远的是在下游 2 98 公里处重捕 (红花套至监利塔市

异的刘 口 )
,

历时 2 7 天
。

表 9
,

亲鱼标志放流和回捕情况

一磷 小

一鱼牛全, 华一包一!一 只一
;
.

一

竺1 一
J

生一弃一
互 吕⋯醚 坚

一

卜竺资
-
⋯纽

一 一

乡生⋯二生竺生⋯二二二竺生
1

⋯
“
⋯

”

⋯
2

⋯ ⋯
⋯ ⋯

2 2

⋯
“

⋯ ⋯
1

⋯ ⋯
12

⋯ ⋯ ⋯
} } 8 } 竺 } ] } 1

介 计 共 1 2 尾

根据放流和回捕亲鱼 (雌 )的体重和腹部特征的前后变化
,

估计有 1 尾青色和 1 尾缩

鱼是在放流之后产了卵
,

其中 1 尾青鱼可能是在大坝
‘

「附近参加生殖活动的
。

回捕得的

亲鱼多数是在放流地点的下游又被重捕
,

这可能与鱼体伤重 (因放流鱼多为钩捕而得 )而

失去主动逆流游泳能力有关
。

鉴于放流的亲鱼数量太少
,

又加上放流鱼体受伤而行为不

得正常
,

就难于看出亲鱼在标志放流后的真实行为状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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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 析 讨 论

1
.

关千四大家鱼产卵场 的地理位置问题

众所周知
,

草
、

青
、

醚
、

鳍鱼都有溯江而上到达特定场所进行生殖的洞游习性
。

每年秋

末冬初
,

它们便从通江的湖泊里徊游到长江中来越冬 , 翌年开春
,

越冬的亲鱼开始上溯洞

游
,

到达产卵场所迸行生殖活动
,

以实现其繁衍后代的 日的 ; 产卵后的亲鱼再泅游到食料

比较丰富的湖泊里去肥育 ,秋后又重新开始这种测游川
。

如此往返
,

年复一年
,

似 已形成

一种规律
。

今年调查结果证明
,

四大家鱼仍然是沤游到其久 已形成的产卵场所去进行生

殖
,

其地理位置基本不变
。

这种现象
,

再次表明四大家鱼的生殖洞游习性是鱼体内在因素

(刺激产卵要求 )与外界环境条件 (产卵场所特征 )长期统一的结果
; 同时也说明各个产卵

场所必定有其适合家鱼产卵要求的生态环境特征
,

这在今年和以往调查中也证实了这一

点
。

因此
,

如果一旦破坏这种生态环境特征或阻隔其到达产卵场所的洞游通道
,

都将引起

生态系统的混 乱
,

从而破坏家鱼的 自然繁殖
。

例如葛洲坝水利枢纽大坝拦腰隔断了过去

宜昌产卵场
,

破坏了该段产卵场的生态环境特征
,

因而现在南津关至大坝一段区间未监测

到再有产卵场
。

位于河道弯曲处的原产卵场
,

因河道的改克
,

失去了原有的环境特征
,

一

也

可能导致该处产卵场的消失
。

本次调查所监测到的家鱼产卵场
,

共有 2 4 处
,

而据六十年代的资料
,

同江段应有 33

处产卵场
。

这种前后数量上的差别
,

只是由于某些极相邻近的产卵场互相连并
,

或是由于

各种因素
,

未能再监测到原有的某些产卵场所造成的
。

当然
,

今年调查中还新发现过去资

料所未有 的 3 个产卵场(高家镇
、

奉节
、

白洋 )
。

但这些局部小的变化
,

都不表明四大家鱼

在长江上
、

中游产卵场的地理范畴有什么明显变化
。

和过去相 比
,

产卵场的地理位置仍然

基木相同
。

不仅如此
,

四种家鱼各自集中产卵的江段分布
,

今年资料也和六十年代调查结

果相符
。

这都说明
,

四大家鱼的生殖泅游规律和路线
,

在尚无类同的适宜条件下是不易或

不能改变的
。

如果人为地破坏这种徊游路线或其产卵场所的环境特征
,

则必然会给资源

带来严重的不 良后果
。

2
.

关干产卵场产卵规模剧减的问题

调查结果说明
,

长江上
、

中游家鱼产卵场的规模较以前大为缩减
。

现在的总产卵量为

17 3 亿
,

而六
一

l
一

年代同江段的产卵总量约为 11 0 0 亿
,

缩减了 84
.

3 %
。

目前产卵总量中
,

大

坝 以上江段约有 63 亿
,

占 36
.

4 % ,大坝以下江段约有 n o 亿
,

占 6 3
.

6 %
。

据六十年代调查

资料
,

坝」: 约有 2 50 亿
,

占总量的 22
.

7环 , 坝下约有 850 亿
,

占 7 7
.

3%
。

特别是过去规模

最大的宜昌产卵场 (大部范围在今坝上 )
,

现在坝上仅存 5 亿的规模 ; 而武汉以下江段产卵

场的规模甚小
,

几近于消失
。

据知
,

九江市 1 9 8 0 年江苗 尘产量约 1 亿
,

而 1 9 8 1 年则只约

为 0
.

2 亿尾
,

减少约 80 形 ; 安徽省也反映长江鱼苗资源急剧衰降
。

如 以长江鱼苗主要产

地的湖北省鱼苗生产址来衡量
,

则 1 9 8 1 年江苗生产童较 1 9 8。年下 降约 41 %
。

长江家鱼

苗今年如此大幅度下 降
,

除可能与因江湖隔绝等原因而造成资源逐渐
一

F降的趋势有关而

外
,
1 9 8 1 年还有其特殊影响因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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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是
, 1 98 1 年家鱼产卵

“

江汛
”

发江较正常年份晚约半个月
,

今年各调查站都是在

5 月 1 2 至 15 日才见到家鱼卵苗 ; 而且在家鱼产卵盛期
,

长江水位涨落一直变化不大
,

涨

水幅度小
,

形不成家鱼集中大批产卵的较大
“

江汛
” 。

正如渔民所反映的
:

江水似涨非涨
,

产卵零零星星
。

生产经验和科学调查都早已证明
。
江水陡涨是促使家鱼产卵排精的主要

外界条件
,

这主要是流速加大
,

刺激亲鱼的结果
。

在家鱼繁殖盛期里
,

涨水产卵的产卵规

模大小
,

取决于水位相对增长的幅度
,

而与起点水位高程无关
。

通常是产卵规模与涨水幅

度成正相关变化
。
洪峰大

,

规模大 , 洪峰小
,

规模小
「立习。 19 8 1 年家鱼生殖季节里

,

各江段产

卵场的水位涨幅都不大 (见图 5 曲线 )
,

对照
“

长江家鱼产卵规模与上
、

中游涨水幅度的关

系
”

一表 (见《中国淡水鱼类养殖学》中表 4
·

3)
,

明显看出
,

19 81 年各江段能够形成
“

大江
”

的涨水幅度极少
,

即使在 6 月底前至 7 月初这段期间虽有能够形成
“

大江
”

的涨水幅度
,

但

己是家鱼产卵末期
,

以致涨水幅度虽大
,

而各站监测均未能捞获多少家鱼卵苗
。

1 9 8 1 年能

够形成产卵
“

中江
”

的情况
一

也很少
。

绝大多数都为
“

小江
”

和
“

极小江汛
”

的涨水特征
,

有时

甚至基本不能形成产卵
“

江汛
” 。 “

极小江汛
”

次数虽多
,

但在生产上无实际意义
。

这就构

成今年长江家鱼产卵量剧降的主要原因
。

图 5
·

长江上
、

中游 198 1 年家鱼生殖期间水位变化

此外
,

还有葛洲坝水利枢纽拦洪蓄水
,

增加了坝上
、

下涨水幅度不大的影响程度
。

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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洲坝 自 5 月下旬开始拦洪蓄水
,

控制了部分下泄水量
,

提高了坝上游的水位高程
,

又因大

坝泄洪闸的闸门时提时落
,

致使坝上 (如茅坪 )产卵场在产卵盛期的 6 月份大部时间里水

位较前平稳
,

峰差起伏不大 , 宜昌产卵场坝下水位亦受此影响
,

同时期的涨水峰次相对减

少
,

涨水幅度也有所减小
,

这都不利于家鱼大量产卵
。

今年大坝以下江段产卵量较坝上江段比重下降得多
,

其原因除上述因素可能有所影

响之外
,

主要是今年在大江截流之前 己有一部分家鱼亲鱼通过宜昌进入峡区越冬
。

即使在

大江截流之后
,

由于泄洪闸尚未关闭
,

四月初前仍可能有部分亲鱼溯流穿闸过坝
,

因当时

水位差尚不大
。

因此
,

今年坝上产卵亲鱼仍能保持相对较多的数量
,

产卵数量
一

也相应较

大
。

3
.

关于生殖群体结构和鱼卵成色改变的问题

调查说明
,

目前长江四大家鱼的生殖群体结构较以前大有变化
。

体长
、

体重及平均年

龄都比过去明显下降
。

就群体中数量比较集中的部分而言
,

草鱼的体长由过去的 76 一 88

厘米下降到现在的 68 一舫 厘米
,

体重 由 7一 1 2 公斤下降 到 理一 9 公斤 ; 青鱼的年龄由 5一

9 龄下降到 4一7 龄
,

体长由 80 一 14 。厘米下降为集中在 95 一 1 15 厘米 ; 鳃鱼 的体长 由

70 一 86 厘米下降到 5 5一80 厘米
,

体重由 6一 8 公斤下降为 2一7 公斤
。

鲡鱼因标本 数太

少
,

不便作比较
。

现在的生殖群体中大都 以低龄鱼为主
,

草鱼和缝鱼初次性成熟个体在生

殖群体中占主要地位
,

如草鱼和琏鱼的初次性成熟个体就 占群体数量 的6 2
.

9 % 和44
.

4%
,

l可且年龄组限简化
,

重复生殖龄组数量减少
,

个体小型化
。

这种生殖群体结构的简化 (破

坏 )是资源破坏的显著标志
。

由于群体结构的简化
,

亲鱼的怀卵数量也相对大大减少
,

不

仅是绝对怀卵量随着个体变小而减少
,

就是相对怀卵量也明显降低
。

以相对怀卵量的平

均值来看
,

草鱼由过去每公斤体重 9
.

。万粒降低到现在的 8
.

8 3 万粒 ;青鱼由 9
.

02 万粒降

到 6
.

2 4 万粒 ; 鲡负 由 9
.

02 万粒降到 7
.

40 万粒 ; 继鱼降低更大
,

由 11
.

60 万粒降到 4
.

6 8

万粒 (标木太少
,

只供参考 )
。

这就大大地降低群体的繁殖力
,

从而加快资源的衰退
。

从长

江中鱼苗产量的急剧下降的结果来看
,

一

也说明四大家鱼资源衰退的严重程度
,

例如鱼苗著

名产地的湖北省黄岗县捕苗单产变化
:

1 9 5 8一 1 9 6 4 年问平均年投产埂 网 3 9 2 5
.

14 只
,

网

单产平均 2 5
.

D4 万尾苗 , 1 9 6 5一 1 9 73 年平均年埂网数为 14 43
.

5 5 只
,

网单产平均 16
.

6 Q

万尾苗
; 到 1 9 7攻一 1 9 8。年间

,

平均年埂网数为 9 59
.

43 只
,

而网单产益低
,

仅 1 1
.

56 万尾

苗
。

目前
,

长江家鱼卵苗的成色比例
,

就整个调查江段而言
,

草鱼 占 5 9
。

8那
,

青鱼 3 1
.

6%
,

鲡鱼 4
.

7%
,

鱿鱼 3
.

9多
。

而六十年代的调查资料则是
。
草鱼占 40

.

9 %
,

青鱼 26
.

1%
,

避

2 6
.

1%
,

缩鱼 6
.

9%
。

说明现在鳞
、

鳍鱼
,

特别是鱿鱼的比重急剧下降了 ; 相对地草
、

青

鱼
,

特别草鱼的比重就显著地上升了
。

葛洲坝大坝以上和大坝以下的江段中四种鱼的成

色也有改变
,

就整个坝上来说
,

草鱼占 61
.

2 %
,

青鱼占 3 3
.

。弱
,

继鱼 5
.

5绍
,

缩 。
.

3%
。

而四

川万县以上江段
,

草负占 9 4
.

7另
,

无维
、

缩鱼存在
。

这表明作为优良品种的草负
,

在长江上

游的产卵场地位的 日益重要
。

四大家鱼卵苗成色的改变
,

说明缝
、

缩鱼的生殖群体破坏较草
、

青鱼更为严重
,

较以往

数量大大减少了
。

造成亲鱼资源破坏的原因虽是多方面的
,

但筑坝建闸导致江湖隔绝可



3 0 2 水 产 学 报
:

一

6 卷

能是其主要原因
。

鱿
、

鲡鱼是滤食性鱼类
,

多数在湖泊等水休中生长
、

肥育的
。

由于江湖

隔绝
,

致使长江中缝
、

墉鱼的生殖群体得不到应有的补充
,

江中幼鱼和亲鱼又不能大量地

进入湖泊里生长
、

肥育
,

以致资源 日益衰退
,

生殖群体越来越小
。

草鱼和青鱼也会受到这

种影响
,

但其种群数量的减少幅度不会象避
、

鲡鱼那样大
。

但对草
、

青鱼来说
,

在长江中
、

下游还有一定的饵料基础
,

可供一定数量的草鱼和青鱼肥育
,

所 以
,

草
、

青鱼口前还有一定

的数量
。

这就是造成四 种家鱼卵苗成色改变的主要因素
。

4
.

关于保护长江四 大家鱼 自然繁殖的问题

长江鱼类资源已遭到严重的破坏
,

渔产量由五十年代年产约 4 5 万吨降低到现在年产

约 20 万吨的水平
。

这不仅反映在生产上
,

红里的鱼越捕越少
,

个体越来越小
,

而且这次调

查的结果
,

更迸一步说明资源衰退的严重程度
。

过去的调查仁 , ,

证明长江水产资源的破坏

是由多方 因素所造成的
,

但建O月筑坝造成江湖隔绝
,

无疑是其中主要的一条
。

兴修水利
、

建

筑闸坝等将给鱼类资源带来不 良影响
,

这在前人的著作中都曾述及
「, 〕。 现在由于长江中

鱼的数量减少
,

渔 民纷纷转业
,

渔船数量也减少了
,

但是捕捞单产和总产各地仍都 日益下

降
,

这说明长江资源衰竭不是 由于捕捞过度 的间题
;工业污染所造成的危害

一

也只是局部的

问题 ;毒鱼
、

炸鱼的影响范围就更较小
。

因此
,

造成整个长江鱼类资源遭受破坏的原 因
,

应

该是主要 由于江湖隔绝的结果
。

隔断鱼类的生殖徊游通道
,

全部或部分地取消多次产卵鱼类的 白然繁殖
,

某程度上会

导致生殖群体结构趋向简化 (破坏 )
,

从而引起资源衰退〔6〕。 当前长江鱼苗和成鱼资源都

已严重恶化
,

尽全力地保证四大家负及其他经济鱼类的 白然繁效
,

以保护或扩大资源数

量
,

是 当务之急的任务
。

无论是对于保持各种鱼 的发生基数
,

还是对于保持水域的生态系

统来说
,

鱼类的自然繁殖都是必要的
。

一旦生态系统遭受破坏
,

不仅会使各种负类的增殖

量缩减
,

而且会使 自然生物复合体毁灭
「‘〕。 现在

,

葛洲坝水利枢纽大坝 已拦江截流
,

隔断

做类上溯产卵的通道
。

草
、

青
、

链
、

鳍等洞游生殖的鱼类总是要溯江而上到达特定的产卵

场所进行生殖的
, 1 9 8 1 年由于大江截流之前 已会有部分生殖群体过宜吕而上

,

故今年大

坝对家鱼繁殖的阻隔影响还不明显
,

今后将会充分地显示出来
。

这对保护鱼类自然资源

是极为不利的
,

必须让这些重要 的经济鱼类得以过坝上溯产 卵
。

因为洞游性鱼类 自然繁

殖过程的破坏
,

必将导致这些鱼类数量和渔获量 的降低
,

资源衰退川
.

长江
_

】几游江段家鱼卵苗的成色
,

向以草鱼为主
,

而今草鱼所占比霞又更增大
,

上游

江段产卵场的地位更显重要
。

草鱼是我国发展淡水渔业中的重要对象
,

是世界知名的淡

水优 良鱼种
。

草鱼等四大家鱼是属中国江河平原 区系的种类
,

是从
一

长江下
、

中游上溯到葛

洲坝以上江段产卵的
,

据调查
,

目前川江段缺乏四大家鱼的幼鱼
,

所得的标本绝大多数是

生殖群休
,

而且从三峡向上家鱼的数量是递减的
(2 , 。 长江 中

、

下游才是它们的肥育场所
。

因此
,

葛洲坝水利枢纽工程必须迅速建立过鱼设施
,

以保证家鱼过坝上溯产卵
,

保护或扩

大鱼类 自然资源
。

否则
,

家鱼资源将会严重恶化
。

(l) 六省一市长江水产资源调杏小组
,
」盯5

。

长江主要经济鱼类资源调查报告(未刊稿 )
。

归 ) 冷永智
,

19 82
。

葛洲坝水利枢纽对长江鱼类资源影响及该枢纽过鱼对象的建议‘未 l:l] 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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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 查七
奋 目

调卉结果表明
: 长江干流上

、

中游草
、

青
、

醚
、

缭鱼产卵场的地理分布与六十年代调查

结果基木相同
,

无何明显的变迁
。

本次调查共监测到 2吐处产卵场
,

包括 3 处新发现的小

型产卵场 ; 而同江段的以往资料是 3 3 处
。

但这种数量差异
,

只是由于某些邻近的产卵场

相互连并和有些较小的产卵场未被测 出的结果
,

并非其产卵场的地理范畴有何显著变迁
。

这说明四大家负总是要溯江而上到达一定产卵场所进行生殖的
。

1 98 1 年长江上
、

中游四大家鱼的产卵总量约为 17 3 亿
,

仅为六十年代调 查 结 果 的

15
.

7%
,

这说明资源数敏已经严重衰减了
。

如 以长江鱼苗主要产地湖北省负苗生产来衡

量
,

则 1 9 8 1 年较上年下降约 红%
。

今年产卵址锐减的原因
,

除与江湖隔绝等原 因造成资

源逐渐下降的趋势有关而外
,

主要是家鱼生殖期间江水陡涨的幅度不大
,

形不成家鱼集中

产卵的较大产卵
“

江汛
”

所造成
。

葛洲 坝在此期间拦洪蓄水
,

控制部分下泄水量
,

导致大坝

上
、

下江段水位平稳
,

洪峰减小
,

也是影响家鱼集中产卵的原因之一
。

长江四大家鱼的产卵成色 (比例 )较以往大有变化
,

醚
、

端的比重大大下降 ; 而草
、

青

鱼
,

特别是草鱼的比重相对地显著上升
。

这和生殖群体中四种鱼的数量 比
一

也是基本互符

的
。

这种变化
,

主要是链
、

缔鱼生殖个体数量大大减少的结果
,

而非草
、

青鱼的绝对数量有

所增加
。

四大家负的资源数量是普遍下降的
。

一

四大家鱼生殖群体结构 已呈现简化 <破坏 )
,

表现在
:

个体普遍小型化
,

年龄组限减

少
,

低龄组鱼 占主导地位
,

初次性成熟个体比重较大
。

生殖群体结构简化是资源衰退的明

显标志
,

而资源严重衰退的原因
,

主要是由于筑坝建闸造成江湖隔绝等的结果
。

1 9 8 1 年葛洲坝以上江段家鱼产卵数量 占总量的 3 6
.

4另
,

这和六十年代资料 (2 2
,

7 % )

的形势大为不同
。

这一事实
,

除说明在大江截流之前已有部分亲鱼过宜昌而上入峡 区外
,

在 四月前又因泄洪问未关
,

水位差不大
,

仍可能有部分亲负逆流过坝 ; 还说明家鱼总是要

溯流而上到达一定场所进行生殖活动的
。

而且大坝以上江段主要是草负的产卵场所
,

草

渔是我国发展淡水渔业的主要对象
,

是世界知名的淡水负优良种类
。

因而大坝以上产卵

场的地位更显重要
。

一

长江家鱼资源已严重恶化
,

产卵场规模激剧缩减
,

大坝以上产卵场益显重要
。

为了保

护或扩大长江鱼类资源
,

必须尽一切努力保护家鱼和其他经济鱼类的 自然繁殖条件
。

葛洲

坝水利枢纽工程阻隔了泅游生殖鱼类的产卵通道
,

这种阻隔作用今后将会充分表现 出来
。

因此
,

葛洲坝应尽快地建立过鱼设施
,

以使草鱼等经济鱼类得以过坝
,

上溯产卵
,

从而保护

它们的资源数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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