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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 要

洪湖是长江巾下游较大的浅水湖泊
,

江湖隔断以后二十多年来洪湖生态条件发生了很大

变化
:

据 1 9 8 1一 19 82 年调查
,

全湖水生高等植物生物量 1
,

6 70
, 。00 吨

,

底栖动物生物最 6
,

20 2

吨
,

是一个基本未受污染的营养型湖泊
,

但洪湖的鱼类产量逐年下降
,

1。了g一 1那 1 年平均年渔

获量 3 160
.

5 吨
,

折合亩产 5
.

93 公斤
,

湖内丰富的饵料资源没有得到充分利用
,

生态结构极不

协调
,

洪瑚鱼类对太阳总辐射的利用率为 0
.

。。肠形
。

本文通过对洪湖渔业生态结 构系统分析
,

提出了开发利用洪湖水生生物资源的初步建议
。

洪湖
,

位于湖北省江汉平原南部
,

现有面积约 3 5 5平方公里 ( 约折合 5 3
.

25 万亩 )
,

为

湖北省最大的一个浅水湖泊
。

解放初期江湖相通
,

当时洪湖汛期水位在海拔 高程 27 米

时
,

湖面积约 760 平方公里
,

湖岸芦苇
、

菱草丛生
,

湖中墩台棋布
,

地势曲折
。

五十年代洪湖

水产品最高年产量曾达到
:
鱼 10

,

00 。 多吨
、

莲子 90 。 吨
、

菱角 4
,

00 0 吨
,

水禽 400 吨
。

三

十多年来湖区自然生态环境发生了很大变化
,

江湖隔断
,

沿湖围垦分割
,

湖面不断缩小
,

水

位下降
,

鱼类及经济水生植物资源量都显著下降
。

1 9 7 9一 1 9 8 1 年三年中平均年渔获量为

31 60
.

5 吨
,

折合侮亩产鱼 5
.

93 公斤
,

产虾 1 9 4 4 吨
,

水禽约 10 0 吨
。

莲
、

菱
、

苇等水生经济

植物大量减少
。

渔业生态效益明显下降
。

为了对开发利用洪湖水生生物资源提出科学方

案
,

我们于 1 9 8 1 年 6月至 1 9 8 2 年 8 月
,

进行了洪湖水生生物资源调查
。

选择湖 中有代表

性的八个采样站
,

每月定期采样
。

在此基础上
,

结合可能获得的历史资料
,

试图对洪湖渔

业生态系统的结构及演变进行初步分析
,

并提出开发利用洪湖水生生物资源的设想与建

议
。

洪湖渔业生态系结构现状

洪湖生态系中的非生物因素
、

生产者
、

消费者和分解者四个组成部分
,

不断进行着物

质和能量的交换
。

现将各部分的结构特点分述如下
:

参加洪湖水生生物资源调查的还有洪湖县水产技术推广站
、

监利县水产局
、

荆州地区微生物研究所及华巾

农学院水产系等单位
。

李恒德
、

李孝慈
、

何引铃
、

赵华贵
、

吕代钧
、

万家惠
、

陈增华等同志为本文提供大量资料
,

在此

一并致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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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

非生物因素

洪湖位于长江北岸
,

承雨面积 5
,
000 多平方公里

,

湖岸线长 104
.

5 公里
,

岸线发育系

数为 1
.

弱
。

湖底高程为海拔 22 一 22
.

5 米
,

调查期间实测年平均水深 1
.

35 米
,

冬季水很

浅
,

仅 0
.

6一 0
.

8 米
,

年水位差最大为 3
.

72 米 (见图 」 )
,

调蓄容量 约 8 亿立方
。

湖泊形态

特征与 1 9 6 0 年 川 比较
,

有较大变化 (见表 1 )
。

洪湖的气候属暖湿的北亚热带
,

年平均气

温 16
.

6℃
、

无霜期 26 4 天
、

年日照时数 19 87
.

7 小时
,

年平均降水量 13 4 3
.

3 毫米
,

蒸发量

1 38 5
.

6 毫米
,

冬季湖面一般不封冻
。

表 1 洪湖二十年来形态特征变化

年 份

_

水
吃米 )

湖 岸 线 长
(公里 )

岸线发育系数
(无 )

水 位 较 差
(米 )

积)
位

面水
中

湖c

1 9仪) 1
.

邓

1 8 5

240
.

0 2
。

3 1

10 4 6

é口4no0
.

呆、帜彻à耽

郊帐澎纵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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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洪湖 1980 年水位过程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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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洪瑚主要饵料生物周年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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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水透明度较大
,

为 1
。

5一 1
.

8 米
,

除了进 出河道 附近
,

大部分湖区常清澈见底
,

有利

于水生植物的光合作用
。

p H 值较高
,

年平均为 8
.

6 9
,

最高月份可达 9
.

5 ;
溶解氧年平均为

10
,

97 毫克 /升
,

呈过饱和状态
,

但在挺水植物带部分的扰群丛中 S一 10 月份溶解氧只 有

2
.

96 士 1
.

61 毫克 /升
,

发生过局部湖区水质发臭窒息死鱼的现象
。

湖水中营养盐类 比 较

丰富
,

硝酸盐
、

亚硝酸盐
、

按盐三氮平均含量为 。
.

42 毫克 /升
、

磷酸盐 。
,

。38 毫克 /升
、

硅酸

盐 4
.

69 毫克 /升
,

营养盐类的季节变化均以夏季含量最高
,

基本上和 饵料生物量的消长一

致 (见图 2 )
。

湖水中氮
、

磷的比例为 10
.

71 , 1
,

比较适合水生植物的要求
。

洪湖补给径流

的三氮及磷酸盐含量分别比湖水高 3倍和 2
.

7 倍
,

这是提高湖水肥力的主要来源
。

湖底土

质属冲积壤土
,

淤泥厚度为 0
.

2一 1
.

8 米
,

底泥中营养盐类含量也很丰富
。

对湖水的有机

氯
、

砷
、

酚
、

汞
、

氯化物
、

硫化物等六种主要有毒物质的测定表明
,

其含量均未超过渔业用水

标准
,

这说明湖水尚未受到污染
。

在长江中下游大中型湖泊中
,

洪湖是属于保持 自然生态

条件较好的湖泊
。

它具有渔业生态系 良好的环境条件
。

2
.

生产者

洪湖现有水生高等植物 70 种
,

复盖率达 98 %
,

遍布全湖
。

子 1 9 8 2 年 8 月生长高峰期

测算全湖水生高等植物的总生物量为 1 , 5 70
,
0 00 吨

,

平均每平方米为 4 4 2 3
.

1 克
。

全湖的

挺水植物带为 127 平方公里
,

以孤 (凡那。协 不时 ifo 玩a l 、 l r e z
)为主

,

生物量为 3 8 7
,

000 吨 ;

沉水植物带 2 2 8 平方公里
,

以黄丝草 (尸“ “ 。 口挤三句 、 。 a郎几认二忆执 B en n ett )
,

聚草 (几匆犷勿夕
-

甸 Z沁。 卿俪伽二 L
.

)
、

金鱼藻 ( oe 伪沁p娜撇 , 由。 e

伽。 .L )
、

轮叶黑藻 (石匆̀ 而 “ a 二 9’t 裕
郁不时 a R oy le )为主

,

生物量为 1
,
1 41

,
000 吨

。

洪湖水生植物群落的主要种类组成见表 2
。

全湖水生高等植物干湿比按 7
.

7终计
,

每克干草能量按 3 9 2 7 卡计
,

则水生高等植物总能

量为 474 x l 。 ,

千卡
,

平均每平方米为 1 3 3 7
.

5 千卡
。

表 2 洪湖水生植物群落的主要种类组成

占 总 生 物 量
(万 )

钻加价邵81加8O肠幻oo奶19加9O92玲邻筋邓7352112322公3027扬留的78帕63盯助18033821扮14341100000

类草种

丝抗

物植黄

草藻藻聚金黑

莲藻菜藻菜

眼茨菱叶

睡轮特马大

0
.

昭
0

.

的

0
.

03

1
。

肠
i

。

幻

苹藻草藻若槐狸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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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湖内浮游植物已知有 92 属
,

年平均数量为 10 8
.

17 万个 /升
,

生物量 2
.

4 3 7 6 毫克 /

升
。

硅藻为优势种
,

占浮游植物总数量的 37
.

5 7环
,

其生物量 占总量的 3 2
.

34 环
,

五月份为

其出现高峰 ;其次是蓝藻门
,

种类数量占 17
.

67 %
,

生物量占总量的 30
.

84 %
,

于 8 月份呈

现高峰
,

(见表 3 )
。

洪湖浮游植物的 P/ B 系数年生产量和生物量之比值
,

按 16 0 计
,

全年

浮游植物总生产量为 1 86
,
9 15 吨

,

平均每平方米 526
,

5 克
。

1 克浮游植物鲜重的热当量为

盯 5 卡
,

则全湖浮游植物总能量为 1 07 义 1 0
.

千卡
,

平均每平方米 3 02
.

7 千卡
。

表 3 洪湖浮游植物优势种属数最季节变化

鱿裂
,

阵坚1一

一~ 一乏水 }忆三至五月妇

数ù类
一种类一J

兰藻门
铜绿微囊藻
卫了

c犷 o e鲜 3仁芯s a口犷钊夕讯。 ` a k柱七z

四尾栅藻 召哪叨
`
挑聪 四

a d喻
口 1奴 a

( T u 了 P ) B : e b

绿藻 门
衣 藻 Ch忑刚夕 d o仍。件 “ 吕 日 P

鼓 藻 C口姗
a “ . 仍 s p

甲

甲藻门

隐藻门

硅藻门

多甲藻 乃州山而“饥 日卜

卵形隐藻 C叼川
。仍。吓瀚 。勺 af a E h .r

尖尾蓝隐藻 C人叩
。拼。

附
a
雌协

U t o r I D

针杆藻 名 ,彻d犷 a 吕 p

菱形藻 万“ 澎韶解 a s
.P

舟形藻 万。
嘛诚砧 .P

裸藻门 1裸藻 丑似 g忑。。 a o p
甲

金藻门
卵形单鞭金藻 hc or 咖己讯 a 口帕艺“

K l e b日
.

鱼鳞藻 湘 哪沁朴雌哪 已 .P

轮藻门 }轮藻 c儿。 a o p

夏夏夏 秋秋 冬冬

(((六至八月 ))) (九至十一月 〕〕 (十二至二月 )))

斗斗 + + +++ + + 十 +++++

28
甲

6 555

+++ 奋奋 +++ +++ 4
。

333

于于 + +++ +++ +++++

十十十 + 十十 +++++

+++ +++ 十十 +++ 3
甲

999

+++++++++
十 +++ 十+++ 6

.

777

+++++ +++ +++++

+++ +++ 十十十 + + +++

18
.

111

干干 + 斗斗 + + +++ + +++++

+++ ... +++ + 十十十

+++ 十 +++ + +++ +++ 3
,

4 111

+++++ +++ + + + +++ 3
.

炸炸

+++++++ + + + 十十十

〔〔+ +

))) (
+ 十

))) (
+ + +

))) (
+ + + +

)))

附注
: “ 十 + + + ’

代表 100
,

00 0 个 /升以上
, “ + + 十 ,

代表 5 0
,

00 0个 /升以上
。

必 十 十 ”

代表 1o
,
。 。 O个 /升以上

, “ + ,

代表 10
,

00 0个 /升以下
。

十 十 + + )
”

代表 10 0 克 /m
二以上

, `

( + + + )
’

代表 10 克 /m
, 以上

。

+ 十 )
公

代表 10 克 /m
念以下

。

户.、了r、启.

两者合计
,

洪湖初级生产力为 4
,
949

.

6 克 /平方米
·

年
,

折合能量为 16 40
.

2 千卡 /平

方米
·

年
。

3
.

消费者

洪湖的消费者主要由浮游动物
、

底栖动物
、

虾及鱼类组成
,

根据食物链的不 同环节又

可分为次级生产
、

三级生产和顶极生产三个部分
。

各级的生物量和生产力分述如下
:

次级生产
:
包括浮游动物和底栖动物的全部

,

虾类的一部分及草食性鱼类
,

以浮游植

物和水生高等植物为食物的各类群
。

现知洪湖的浮游动物有 1 69 种
,

年平均数量为 8 1 0
.

76

个 /升
、

生物量为 。
.

5 5 8 3 毫克 /升
,

以轮虫占优势
,

为总生物量的 56
.

5% ( 见表 4 )
。

浮游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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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浮游动物年平均数借
、

生物琶和百分比

数数 量 范 围围 平 均 数数 万万 年 平 均 数数 万万

原原 生 动 物物 〔卜一 1 9印印 感38
.

333 石盛
.

0 666 0
`

0 1石3 666 2
。

7 555

轮轮 虫虫 0一 22 5 000 3 5 1
.

999 43
.

444 0
_

3 15 444 万6
`

666

枝枝 角 类类 0一 2 3
.

222 2
`

公公 0
`

幼幼 0
甲

0 666 加
.

7 555

挠挠 足 类类 O一 9 1
。

111 龙
.

3 333 2
甲

2 666 0
.

1 6邓邓 3 000

年年平均数小计计计 8 10
.

7 66666 0
.

5 58 33333

物的 P/ B 系数按 2 5 计算
,

全湖年总生产量为 287
.

5 吨
,

平均每平方米 18
.

84 克
。

已知底

栖动物有 66 种
,

年平均数量为 9 73 个 /平方米
,

生物量为 工39
.

33 克 /平方米
。

优势种群是

软体动物腹足类中的长角涵螺 ( A乙。毓 , a 彩口、婶
口: , 感。 )

、

纹沼螺 (凡
。

,

“
介。 二而 : 韶护沁艺伽

加。》
、

凸旋螺 (吻。 心。 。

。
e丽二` Z。 )和斯氏萝 卜螺 (瓜 d标黝仇h * 幻等

,

多附着在水草

丛中
,

占总生物量的 91 环
,

在沉水植物带
,

螺类在七月份最高分布密度达 3 0 8 8 个 /平方

米
,

重 48 2 克
。

(见表 5 )底栖动物的卿 B 系数分别以 2
.

1 和 2
。

5 计算
,

全湖年总生产量

为 49
,

4 63 吨
,

平均每平方米 3 4 3
.

33 克
。

洪湖草食性鱼类的数量很少
,

约占鱼类总产量的

0
.

5哪
,

即 。
.

4 4 5 克 /平方米 ,杂食性鱼类如鲤
、

娜
、

螃皱等占洪湖鱼类总产量的 39 拓
,

食性

分析结果主食着生藻类
、

有机碎屑等占多数
,

故次级生产中取该类鱼总产量 的 2 / 3
,

即

2
.

31 克 /平方米
。

虾类全湖年产量为 1 9 4理吨
,

次级生产中取 2邝 量
,

为 3
.

65 克 /平方米
。

表 5 洪湖不同生态区底栖动物年平均现存里

冷冷冷
沉水植物区 (豹

.

拐万亩 ))) 扰 丛 区 (场
.

竹万亩 ))) 全 湖 〔胎
.

2万亩 )))

密密密 度度 写写
弩旱旱

刃刃 密 度度 男男 生物量量 写写 密 度度 络络
耕暴暴

写写
(((((个 /平平平 方米 ))))) (个 /平平平 〔克 /平平平 (个 /平平平 方米 )))))
方方方米 ))))))))) 方米 ))))) 方米 ))))) 方米 )))))))))

腹腹 足 类类 93 0
。

777 7 9
`

111 16 3
。

巧 111 9 3
.

999 1 4 3
,

777 2 9
,

3888 64
,

3 3 333 77
.

7 222 6盯
.

4 111 7 1
.

6 666 1邪
.

8韶韶 9 1
.

0 222

寡寡 毛 类类 1 5 000 1 2
.

777 9
.

邪999 6
.

777 27 8
.

333 6 6
.

999 1 7
.

9 111 2 1
.

6 444 18 8
.

0 333 功
.

3 444 1 1
.

8 333 8
,

石石

摇摇 蚊 幼 虫虫 9 6
.

444 8
,

222 0
。

7盯盯 0
.

444
·

6 7
.

111 13
`

7 222 0
.

石的的 0
.

以以 87
。

7 222 999 0
.

6 8 222 0
。

期期

合合 计计 1 1 7 7
.

111 二0 000 16 3
.

1价价 1 oooo 拐 g
`

111 10 000 8 2
.

竹 222 1 0 000 匀7 3
。

1 666 功OOO 1 3 9
`

3 3 444 工0 000

以上合计全湖次级生产量为 3 6 7
.

3 克 /平方米
·

年
。

三级生产
:
主要为肉食性鱼类 ( 红鳍蛤

、

黄操
、

黄鳝等
,

占洪湖鱼类总产量的 51 形 )
,

平均为 4
.

5 4 克 /平方米 ;杂食性鱼 (食底栖动物及浮游动物部分
,

占该类鱼产量的 1 / 3 )为

1
.

1 6 克 /平方米 , 虾类 (食动物性饵料的占总产量的 1 / 3) 为 1
.

83 克 /平方米
,

合计三级生

产鸳为 7
.

53 克 /平方米
。

顶极生产
: 主要为凶猛鱼类 (乌鲍

、

级
、

鳃等 )
,

约 占洪湖鱼类总产量的 9
.

5绍
,

平均生

产量为 0
.

8 5 克 /平方米
。

(洪湖鱼类优势种组成见表 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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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日 洪湖鱼类优势种组成

负 类 种 类 占鱼类总产且的百分比 拓

睬疡瞬沸呱呱纬研琳甥肪邪犯8000000乡即 C a r ` 召占 f叙 3 a书犷a 古赵吕

黄嵘鱼 p `。 。口必叩州
s

加如记
: a c o

红鳍雏咖 z才。 , 君
, 苗几

r

叩击。 : 二:

乌 鳗 o p几̀ o` 。 , 孔a Z姗 。摺哪

草 鱼 疏
e o o p入a

叨外 g记。 。 记叮 z。

鱿 H封护。 p几乙无 a忑仍 f o Mh岁 饥 。忍艺仁犷 .

鲤 吻 p : 仅时吕 ` a , p` o

中华螃皱 丑万叼曰
毛s 舍i” 君 , 就:

黄 鳝 万哪 o p f。犷琳
a乙奴 ,

纸 S派刀哀夕e犷 e a e h 友 a亡孚

4
.

分解者

洪湖水体微生物据 工9 8 2 年 6 月和 8 月初步调查
,

每毫升水中异养细菌数量六月份为

8 5
,

50 8 个
、

八月份为 39
,

00 。个
,

底泥每毫克中异养细菌数量六月份为 79
,

80 0 个
,

八月份

为 1 74
, 0 00 个 ( 见表 7 )

。

水体微生物既是大量生物残骸及排泄物的分解还原者
,

又是部

分鱼类的直接饵料
,

其中固氮微生物还能结合游离态氮
,

又属于生产者
。

微生物的生物量

换算值以一个微生物相当于 10
~ 1 , 毫克计

,

湖水中平均微生物数量 为 62 x 10
忍

个 /毫升
,

则生物量为 。
.

0 84 克 /平方米
。

表 了 水体微生物 6月与 a 月数盆比较
*

(个
, J

克 )

一二生止匕遭一兰一竺一卜一生一一一里一一
…好 气 ) 247

8 月

纤 维 分 解 菌

1 4 义 1 0 )
4 2 6 义 1护

过 只 1 0忍 8 火 1沪

28
x 1 0 , 4 2 4 K

10
,

3器 火 加
3

3 6 2 0 6奶
x 1 0 3

2部
x 1 0 日 1840

x 10 ,

3 9 x l护 1 l l x 立0 3

分析样品为土样和水样的混合样品

洪湖的生产者和消费者组成按生态系的分级金字塔排列见图 3 ,

各级生产力的能量

换算见表 8
。

生态系统中的能量来源于太阳辐射能
,

被生产者吸收后逐级呈单向流动
。

根

据 R
.

L
甲

L j n de m 。 『叼 提出的
“

百分之十定律
” ,

即被初级生产固定的太阳能约 以百分之

十的比例向以下各级转移
,
而氮

、

磷等营养盐类被生产者吸收后随着各级生物的尸体残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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顶极生产 顶极生产

兰 级生产
解分者

三级生产

分解者

次级生产 次级生产

初级生产

O
,

触

应
4 8

卜

9 5

1 6叨
.

即 初级生产

L...
劣
工R一一

ù当上勺砂扔
ù
一、子

卜一一别一旧

洪湖生态系生产量金字塔(克 /平方米
·

年
,

左图 )及能量金字塔 (千卡 /平方米
,

年
,

右图 )

表 8 洪湖生态系各级生产分及能量换算表

4一3O一

级级 别别 艺拦 物 种 类类 单位生产量量 能 是 值值 单 位 热 能能
(((((((克 /平方米

.

年 ))) ` 1克 = 卡 ))) (千
一

长/平方米
·

年 )))

初初 级 生 产产 浮 游 植 物物 5 2 6
,

印印 6 7 555 加2
.

7 000

水水水生 高等植 物物 4
,

4 2 3
.

加加 30 222 1
,

3 3 7
、

6 000

小小小 计计 4
,

9 4 9
.

6 00000 1
,
6 4 0

甲

即即

次次 级 生 产产 草 食 性 鱼 类类 2
.

7 666 6 lsss ]
.

4 333

浮浮浮 游 动 物物 1 8
甲

8 444 3 0 666 石
.

7 777

底底底 栖 动 物物 3 4 3
.

3 333 12 000 4 1
.

2 000

植植植 食 性 虾 类类 3
`

筋筋 1漪漪 O
。

石555

小小小 计计 3铭
.

胎胎胎 拐
.

弱弱

三三 级 生 产产 肉 食 性 鱼 类类 5
.

7 000 6 (加〕〕 3
甲

4 222

肉肉肉 食 性 虾 类类 1
`

8333 1 9 666 0
.

3 666

小小小 计计 7
.

石33333 3
.

7 888

顶顶 极 生 产产 凶 猛 鱼 类类 0
。

8 555 6如如 0
.

弘弘

及排泄物排放
,

经过微生物分解还原
,

在水域中不断进行着物质循环
。

洪湖湖区的年太阳

辐射总量为 1 08
.

9 千卡 /平方厘米
,

将各级生产力折算成能量
,

绘成洪湖渔业生态系统中

的能量分配和物质循环模式图如图 4
。

浮浮游植物物物 肉食鱼类类类类类类类类类类
息息0 2

`

77777 a 4 22222 凶猛鱼类类

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迈滩滩水水生高等植物物物 浮游动物物物物物物物物物物物
土土韶 .7 每每每 底栖动物物物 虾 。

.

挑挑挑挑挑挑挑挑挑挑
4444444谈 6启启启启启启启启启

图 生 洪湖生态系能最分配和物质循环模式图 (单位 : 千卡 /平方米
·

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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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理论计算
,

生态系统在最适条件下初级生产的光能利用效率约为 6
.

8拓
,

而实际

调查最大值仅 3
.

3终 〔 . J 。 洪湖生态系中初级生产的光能利用效率为 O
,

1 5%
,

与武汉市东

湖相比
,

洪湖约为东湖的 切那 〔气 洪湖鱼类对初级生产的利用率为 。
.

33 %
,

约为东湖的

2 2
,

3终
。

(见表 9 )

表 9 洪湖与东湖的生态效率比较

湖湖 名名 太 阳 总 辐 射射 初级生产对总辐射利用率率 鱼类对初级生产利用率率
(((((干卡 /平方米 ))) (形 ))) (万 )))

东东 湖湖 1 , 100
,
O〔幻幻 0

.

朋朋 1
.

4888

洪洪 湖湖 丸 08 9
,
0 0000 0

.

1 555 0
.

3 333

综上所述
,

洪湖渔业生态系中生产者与消费者比例失调
,

生态结构不合理 ; 消费者的

组成中
,

草食性鱼仅占 。
.

5另左右
,

初级生产中占 89
.

1环的水生高等植物资源绝大部分没

有被鱼类利用而直接转入分解还原的物质循环
。

肉食性和凶猛鱼类却占总鱼产量的 6 0
.

5

终
,

属于三级或顶极生产者
,

食物链长
,

能量利用极不经济
。

这种生产者和消费者不合理

的组成结构
,

形成了洪湖草多鱼少
,

湖大鱼小的现状
。

建立洪湖渔业生态系统数学模式的设想

当前
,

在开展以生态系统为单元的结构与功能的研究中
,

普遍地采用系统分析方法来

建立淡水生态系统的数学模式
,

并通过数学模拟来研究系统中所发生的复杂过程和预测

整个系统的动态
,

为合理地利用淡水生态系统提供科学依据
。

怎样建立洪湖渔业生态系统的数学模式 ? 本文首先利用调查获得的洪湖水生生物资

源生物量估算鱼产潜力
,

并对影响鱼产力的诸因素进行分析
,

找出主要限制因素
,

然后提

出使用各种增殖措施来达到较高生态效益的设想
。

现分述如下
:

1
.

鱼产力的估算

洪湖的饵料生物资源可提供的鱼产力
,

根据陈洪达等 仁, ,所列鱼类对几种饵料资源 利

用的计算公式
:

尸 = W
·

P/ B
·

少

f

式中尸为鱼类生产力 (公斤 /亩 )
、

VI 为饵料资源生物量
、

P/ B 系数为生产量和生物量

比值
,

本文参考国内同类型湖泊测定的常数确定各类生物的值
、

T 为鱼类对饵料的利用

率
、

f 为饵料系数
。

经计算 ,洪湖水体饵料生物的现存量经渔业合理利用后
,

近期可提供

的鱼产力为每亩 1 4
.

4 6 公斤
,

全湖鱼类总产量可达 7
,
7 00 吨

,

为现有渔获量的 1
.

.41 倍
。

计

算方法见表 1 0
。

必须指出
,

洪湖水体中有机碎屑及微生物的数量也较大
,

是部分鱼类和虾
、

蟹的直接

饵料
。

据洪湖县金湾鱼场池塘用洪湖水草喂养草食性鱼
,

饵料系数平均为 1工。 ,

而草鱼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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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0 1洪湖饵料生物提供鱼产力计算表

饵饵 料 种 类类 总生 物 量量 每亩生物量量 饵料利用率率 卫 / 丑系数数 饵料系数数 可提供鱼产力力
(((((吨 ))) (公斤 ))) (瘩 ))))))) 心公斤/ 亩〕〕

水水 生 植 物物 1 1 4 10 0 0
,,

2 14 333 5 000 1一 1
。

111 1 1〔 ))) 9
。

汉汉

底底底 软体动物物 妞 98 000 8 4
。

4777 2 555 2
`

666 6 000 1
.

0 666

栖栖栖栖栖栖栖栖栖栖栖栖栖栖栖栖栖栖栖栖栖栖栖栖栖栖栖栖栖栖栖栖栖栖栖栖栖栖栖栖栖栖栖栖栖栖
动动动 环节动物物 书明

.

333 8
.

3 333 叨叨 2
.

111 666 1
.

1777

物物物物物物物物物物物物物物物物物物物物物物物物物物物物物物物物物物物物物物物物物物物物物物
虾虾虾 类类 1 94 444 3

.

邸邸 即即 1
.

666 777 0
.

2 333

浮浮 游 植 物物 1 1邸邸 习
.

1 999 2 000 1OOO6 OOO4 1
.

乃乃

浮浮 游 动 物物 2昨
.

666 0
.

印印 4 000 2555 1000 0
.

5 111

合合 计计 1 1 9 3 7牙3
,

888 2 2盛2
.

1444444444 1 4
.

4右右

本表计算水生植物生物量只包括沉水植物部分
,

挺水植物 38
.

7 万吨未计算在内
。

重 1 公斤所排泄的粪便及残饵分解后又可提供鳞
、

鳍鱼增重 O
,

37 公斤的饵料 生物
。

这

样
,

洪湖的饵料资源充分开发利用后的远期效果
,

鱼产力可达到每亩 15 公斤 以上
,

水产品

总产量将超过 1 0
,
0 00 吨

。

这个估算和现在已利用老洪湖湖汉改造为养殖湖达到的 15 公

斤左右的单产水平是接近的
。

2
.

影响洪湖鱼产力的主要限制因素

建国三十年来
,

洪湖鱼产量变动的总趋势是呈波浪式下降 ; 五十年代洪湖平均年产鱼

10
,

03 5 吨
,

折合亩产 1 0
.

3 公斤
,

六十年代洪湖平均年产鱼 7
,

2 64 吨
、

折合亩产 8
.

9 公斤
,

七十年代洪 湖平均年产鱼 5
,

0 60 吨
,

折合亩产 7
.

6 公斤
,

,olf 1 9 7 9一 1 9 81 年三年平均年产

鱼为 3 ,

16 。 吨
、

折合亩产仅 5
,

93 公斤
,

与五十年代相 比
,

总产量下降 6 8
.

5拓
,

单产下降

42
.

4%
。

分析生态系统中诸因子对鱼产力的影响
,

生物 因素方面
,

洪湖具备丰盛的饵料生

物 ,非生物因素中
,

温度
、

p H
、

营养盐类等因子也都较适合鱼类生长
。

影响鱼产力的主要

限制因素是人为的干扰
。

第一是江湖隔断
,

徊游性鱼类基本绝迹
,

半徊游性鱼类也很少见

到
,

草食性鱼类进不了湖
,

鱼类种群结构单纯
,

造成生态结构不合理
。

第二是大量围垦破坏

了湖区大生态系统的平衡
,

调蓄面积减少
,

洪湖成了 以调蓄为主的湖泊
,

秋冬放干湖水
,

平均水深仅 o
,

6一 0
.

8 米
,

不利于个体大的鱼类越冬
。

夏季纳洪
,

水位变幅大
,

又导致水

生经济植物的消亡
。

第三是过度捕捞
、

损害了鱼类资源
。

湖区生产秩序长期以来比较混

乱
,

1 9 8 0 年主要有害渔具
“

迷魂阵
”
( 网薪 )发展到 3 ,

000 多处
、

遍布全湖
,

使洪湖鱼类种群

组成中形成多数是 1 龄性成熟
、

繁殖力强的小型鱼类
。

其主要优势种类的生殖群体年龄

组成见图 5
。

自

扮

图 5 洪湖主要鱼类生殖群体年龄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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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

开发利用洪湖水生生物资源方案的设想

制定合理开发利用洪湖资源的方案应从调整生态结构的需要和现实可能性出发
,

以

较小的投入获得较大的生态效益
,

使洪湖生态系统的能流和物质循环向良好的方向发展
。

据此
,

开发方案的设计方针建议定为
: “

以增殖保护为主
,

辅之以人工放流 , 大水面粗放

与小水面精养相结合 ,多种经营全面发展
,

综合开发水体潜力
”

具体包括以下四个方面 内

容
,

第一
,

以增殖保护为主
,

辅之以人工放流
,

合理调整鱼类品种结构
。

酷渔滥捕是洪

湖鱼类资源受破坏的主要原因之一
。

增殖保护必须强化繁殖保护措施
,

制定增殖保护管

理条例
,

严格取缔有害渔具
,

规定各种鱼类的起捕规格
,

保护幼鱼的成长
。

由于洪湖遍生

水草
,

鱼类繁殖季节没有集中的产卵场
,

故需要在四至五月实行全湖禁捕
,

保护鱼类的繁

殖
。

同时要有计划地改变现有的鱼类组成结构
,

控制和削弱凶猛鱼类的比例
,

使乌鳍
、

级

鱼由现在占总产量的 9
.

5% 减少到 2终
,

肉食性鱼红鳍帕
、

黄鳞等由现在的 50 % 减少到

20 环
,

捕捞一批肉食鱼类产卵群体和幼鱼
,

保护鲤
、

娜
、

编等经济鱼类的生长
。

洪湖紧邻盛产鱼苗的长江中游江段
,

具有灌江纳苗的有利条件
。

1 9 7 2一 1 9了8 年灌江

11 次
,

共进水 8 ,

41 7 ,

60 0 立方米
、

纳进长江鱼苗 20
,
926 万尾

,

平均每 1 立方水纳苗 24 尾
。

2 9 8 2 年 5 月 2 8 日灌江 4 0 个小时
,

进水 z ,

2 8 0 , 0 0 0 立方米
,

纳苗 9 6 0 0 万尾
,

其中四大家

鱼 96 0 万尾
,

其中草鱼占家鱼苗的 80 %
。

平均每 1 立方水总的纳苗数为 75 尾
。

当时洪湖

水位仅增加 4 厘米
,

效果好
,

成本低
,

建议今后每年规定灌江 2 00 万立方米
,

可纳苗 5
, 。00

一 1 0
, 。00 万尾

,

这对调蓄
、

防讯并无多大影响
。

根据洪湖饵料生物资源的优势
,

人工放流和移殖一些适应洪湖生长的经济鱼类苗种
,

是增殖和调整鱼类种群
,

实现合理放养
,

提高鱼产力的补救措施
。

投放鱼种应 以草 鱼
、

草食鱼

增增殖保护措施施

淞淞 江纳苗苗苗 人工放流流

百百百百 五五五 常常常 1汉汉汉 四四四 固固固 草草
万万万万 千千千 年年年 缔缔缔 五五五 定定定 食食
立立立立 万万万 保保保 有有有 月月月 冬冬冬 负负
米米米米 尾尾尾 护护护 害害害 全全全 季

-----

类类
水水水水 鱼鱼鱼 区区区 饭饭饭 湖湖湖 水水水 五五

苗苗苗苗苗苗 万万万 其其其 禁禁禁 位位位 百百
田田田田田田田田田田 湖湖湖 仑3

.

七七七 万万
米米米米米米米米米米米米米米 尾尾

图 6 洪湖鱼类资源增殖方案模式图

团头鱿
、

蝙鱼
、

青鱼和鲤鱼为主
,

规格以 4一 5

寸为宜
,

投放数量每亩 5一 2。 尾
。

鱼种来源

应发动沿湖渔民 自己培育解决
,

国家给予一

定扶持
。

增殖洪湖鱼类资源的模式图见图 6
。

中华绒鳌蟹在洪湖 生 长 很 快
, 1 9 7 5一

1 9 7 6 年曾放蟹苗 4 5 0 斤
, 1 9 7 7 年产河蟹 5 0

多万斤
,

商品率高
,

应进一步发展并适当提高

到年放蟹苗 l , 。00 斤左右
。

第二
,

以大湖粗放为主
,

在沿湖积极建设

精养基地
,

做到粗放与精养相结合
,

把洪湖周

围建成大商品鱼生产基地
。

洪湖沿湖有近十

万亩低湖田
,

现已利用养殖的湖汉约 3 万亩
,

开挖精养塘 3
,

00 0 多亩
,

就近利用大湖的水

草
、

螺类作饵料养鱼
,

成本低
、

产量高
。

如洪

湖县金湾鱼场 1 9 82 年养成鱼 7 5 9 亩
,

以利用

洪湖水草为主
,

平均亩产成鱼 3 91 公斤
。

在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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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内选择背风的沉水植物区用围网进行放牧式圈养
,

近两年通过试验初见成效
,

可进一步

试验
,

提高成活率
。

第三
、

种植和发展经济水生植物
。

洪湖水深
、

底泥肥沃
,

发展经济水生植物大有前途
。

近期应充分利用沿湖低湖田
,

发展家莲
、

芡实
、

茨抗
、

菱白
、

蒲草和席草等经济植物
,

逐步将

沿岸 18 万亩孤群丛改造为莲
、

芡
、

菱群丛
,

以充分发挥水体潜力
。

洪湖野鸭是驰名特产
。

全湖属于猎捕对象的水禽有 51 种
,

如何保护和 利用水禽资源

需要进一步重视研究
。

沿湖还可以大力发展养牛
、

养鸭
、

养鹅等畜牧业生产
,

综合利用洪

湖的水草
、

螺类资源
。

第四
、

适当提高冬季水位
,

改善水生生物生活条件
。

洪湖冬季湖水枯浅
,

不仅造成竭

泽而渔的条件
,

影响鱼类和经济植物越冬
,

也是使湖泊趋于沼泽化的重要原因
。

发展渔

业
,

要求冬季湖水水位不低于 2 3
.

80 米 ( 即水深不低于 1
.

3 。 米 )
,

同时尽可能将冬季排水

推迟到三
、

四月份长江尚未涨水前集中排放
。

逐步加高北岸围堤
,

做到湖河分隔
、

稳定水

位
,

以达到防逃保收的目的
。

采用上述四项技术措施
,

洪湖水生生物资源可以得到合理利用
,

可使鱼产量逐步上升

到 7 0 0 0一 8 5 0 0 吨
,

同时湖泊沼泽化也能得到控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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