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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要 经二年试养结果表明
,

用 1 龄草鱼〔规格为 1钻克 /尾左右 )和团头纺鱼种 (规格为 3 3 克 /尾左

右 )为混养的主体鱼
,

总放养密度控制在 1功一留。 克 /米
2 ; 实行轮捐轮放

,

保持合理的载鱼量芍根据鱼类的营

养需要
,

采用配合颗粒饲料同青饲料相结合
,

调节好营养平衡 菩合理施放磷肥
、

生石灰以调节水质
,

可以获得

低放养最
、

高产虽 ( 1 2叨一 I良 。 克 /米
.
)
、

高效益 ( ]习85 年的净收益为 2
.

6“ 元 /米
招 ,

即每亩 1 7 7 5
.

8 元 )和缩

短养殖周期一年的效果
。

近几年池塘养鱼生产形势发展很快
,

兮池塘养鱼总产量和单位面积产量每年都有大幅度的增长
。

但

是发展很不平衡
,

珠江三角洲和太湖地区单位面积产置高达 。
甲

7 6 公斤 /米
,

( 1000 市斤 /亩 )左右
,

高产

鱼池可达 1
.

5 公斤 /米
,

( 2 000 市斤 /亩 )以上
,

而全国不少地区塘鱼产量 仅毛
,

05 一。
.

08 公斤 /米
,

(加一

印 市斤 ,亩 )
。

19 触年全国池塘养鱼平均单位面积产量为 0
.

12 公斤 Z米
. 。

为了改革传统养鱼方法
,

提高

单位面积产爱从 1 983 年起
,

我们承担了上海市科委下达的 “ 池塘养鱼高产与综合养鱼技术的研究
”
项

目
,

采用多种养殖方式
,

探讨增产途径
,

终于找到了一条利用 1龄天规格鱼种
,

低放养 (重 )量
,

低成本
,

高

产量
,

高效益的综合技术
。

试脸在上海市淀山糊联营养殖场进行
,

该场共有池塘 28
.

8 公顷 ( 连82 亩 ) ; 水源来自淀山湖
,

水质良

好
,

湖中水草丰盛
。

在试验池中采用综合强化措施
,

保持池塘良性生态平衡
,

保持合理载鱼量 ;定量供应颗粒饲料
,

保证

青饲料满足需虱 定期按常规水质分析法测定水化因子 ; 镜检浮游生物优势种 ;用 2 00 毫升的广口瓶定

点采集水样
,

经福尔马林固定
,

沉淀
,

过滤
,

烘千并用茂福炉焚烧后再测定有机物量
,

并记好养鱼日志
,

试

验结果在全场推广
。

成 果 和 分 析

19 83 年
,

基本上按照池塘养鱼的传统放养方法
,

分别以草鱼为主
,

青鱼为主
,

团头鱿为主
,

缝墉鱼为

参加试验工作的还有上海水产大学龚希章同志和上海市水产养殖总场的朱庭佑同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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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的放养方式
,

摸索新开鱼池的性能
。

在 7 口试验池 (共 342邸米
,

)中
,

获单位水面净产为 O
甲

的一 1
.

器公

斤 /米
, ,

平均 1
甲

09 公斤 /米
,

( 728
.

2 公斤 /亩 )
,

比全场其他鱼塘的平均产量高 朋
.

2落
。

每职 净收益为

。
,

凤元
,

比全场其他鱼塘的平均收益数高 11
.

6另
,

取得良好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
。

1 , s4 年进一步进行了改进养殖方式和缩短养殖周期的试吸 主要采取了缩小放养鱼种的规格
,

减

少鱼种放养量和加强饲养管理等措施
,

来降低生产成本
,

提高经济效益
。

利用 9 口试验池共 4 532 9 米
盆

进行多种放养方式的对比试验
。

其结果
:

(1 ) 以青鱼为主体鱼组
,

青鱼放养规格为 曰。克 /尾
,

蛙
、

鳍放

养规格 22 5 克 /尾
,

放养量为 0
.

3 5 公斤 /米
, 〔230

.

6 公斤 ,亩 )
,

结果净产为 1
.

01 公斤 ,肥 ( 6花 公斤 /

亩 )
,

净增肉倍数为 2
.

9 3 ; ( 2 )以大规格草鱼扭6。克 /尾 )
,

团头妨 (肠克 /尾 )为主体鱼的方式放养
,

放养量

为 0
.

2 6 公斤 /米
.
(灯 3 公斤 /亩 )

,

结果净产量为 1
.

09 公斤 ,粉 (7 24 公斤 ,亩 )
,

净增肉倍数为 4
,

工乳 ( 3 )

以中规格草鱼 ( 2印 克 /尾 )
、

团头妨 (印 克 ,尾 )为主体鱼的放养方式
,

放养量为 。
.

21 公斤 /粉 ( 140
.

6 公

斤 /亩 )
,

结果净产量为 1
.

11 公斤 /米
,

( 7 3 9 公斤 /亩 )
,

净增肉倍数 6
.

25 ; ( 4) 以 1龄草鱼
、

团头舫为主体

鱼的养殖方式
,

试验结果如表 1
。

表 1 以 1龄草鱼和团头纺为主的养殖试验的放养盘和收获量 ( 19 94)

种种 类类 放 养 且且 成活率率 收 获 虽虽 净增重重

(((((((((((((((((((((((((((((((((((((男 ))))))))))))))))))))))))))))))))))))) (借 )))规规规 格格 放养数数 放养且且且 规 格格 毛产 ttt 净产甘甘甘
(((((克 /尾 ))) (尾 /米

2

))) (克 /米
名
))))) (克洲尾 )

___

(克 /米
皿
))) (克/米

.
)))))

草草 鱼鱼 理理
O

。

2 888 3 9
。

浦浦 6 4
。

555 二
些些

2霍O
。

呢呢 2 00
。

疥疥 6
.

1 999

艺艺艺888 0
,

4222 9
,

加加 朋
甲

888 4角角 1 1 2
。

5 111 1 04
。

7 11111

团团 头 舫舫 3 666 0
`

7 111 肠
.

湘湘 即
,

777 8 2 555 2 1 7
.

6 777 1淞
.

0222 -7 拐拐

细细 鱼鱼 1 2
`

555 1
甲

动动 1 8
.

7 555 9 5
。

666 ] 7石石 2邪
甲

盯盯 2 06
,

沱沱 1工
.

(口口

鳝鳝 负负 1 7 555 0
.

0888 14
.

叨叨 }
89

·

””

}
、 ooo 3朗

.

9888 34 5
,

o333 0
`

1吕吕

钻钻钻钻 .0 拐拐 29
`

肠肠 5 3
.

111 州义... 招
。

爪爪 招
.

6 11111

夏夏夏花花 0
.

4 555555555555555

墉墉 鱼鱼 1示〕〕 0
.

招招 1 9
.

0 555 9 5
.

000

缈缈
J叨

.

石111 8 1
。

4 666 4
,

巧巧

夏夏夏花花 0
一

0 88888 44
.

444 2团团 8
.

豁豁 8
.

8 55555

绷绷 鱼鱼 555 0
.

3 000 1
.

印印印印 罚
.

0 ( ,, 料
。

印印 2333

杂杂 鱼鱼鱼鱼鱼鱼鱼 4
,

9 555 4
.

9 55555

合合 计计计 4
.

4 333 王浏
.

00000000 1韵3
.

4 777 1 2盯
.

韶韶 .7 aaa8

注
:
试验池二号 ( 5一1 和 5一2 号 )

,

面积共为 7截沁米
,
( 11

、

2 亩 )
,

他深 2
甲

6 米
。

收获中优质鱼占石9
.

7%
,

精饵

料系数为 1
.

砧
。

平均净收入为人民币 1
,

18 元 /米气

从上述试验结果发现
,

其中第 4 种放养方式
,

即用 1 龄草鱼和团头纺为主的放养方式
,

各种指标均优

于传统的放养方式
,

因此 19肠 年按排 3 口鱼池 (共 2 9
.

7 亩 )
,

重复试进行验证
,

其结果详见表 2
、

表 3
。

从表 l
,

2
,

3 的试验结果
,

可以看到放养鱼种的规格
、

数量
、

投饵最和投饵方式
、

养殖技术和池塘管

理等技术措施对产量的影响 :

1
.

放养的鱼种规格对产最的影响

试验结果表明
,

在良好的生态环境和充足饵料条件下
,

能充分利用和发挥养殖鱼类的生长性能
,

将

草鱼的养殖周期 3 年或 生年缩短到 2 年
,

团头妨的养殖周期由 3 年缩短到 2 年
,

并且降低鱼种放养鱼
,

节约成本
,

而且不影响单位面积产量和产品规格
,

即由 打 5克 1 龄大规格草鱼经过一年的饲养可长 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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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以草鱼
、

团头舫为主的放养和收获 (, 98 5 )

种种 类类 放 养养 成活率率 收 获获 净增重重

(((((((((((((((((((((((((((((((((((万 ))))))))))))))))))))))))))))))))))))) (俗 )))规规规 格格 (

黔
))) 放养量量量 规 格格 毛产量量 净产量量量

(((((克 /尾 ))))) (克 /米
,
))))) (克 /尾 ))) (克 /米

,

))) (克 /米
孟

)))))

青青 鱼鱼 4 oooo 0
甲

0 222 石
.

8 555 8 9
,

000 2 25000 始
.

9弓弓 2 3
,

1 111 3
.

9 555

草草 鱼鱼 1 7 555 0
.

2 666 4 5
甲

4 666 8 9
.

444 1 6 (X ))) 3 5 3
.

5 777 3 〕8
`

1 222 8
`

O888

22222 555 0
.

的的 2
`

2石石 72
`

OOO 6印印 幻
.

9 555 3 8
`

7 11111

夏夏夏花花 0
。

肠肠肠 万5
.

000 又7555 阳
.

6555 3 8
.

5 55555

团团 头 妨妨 3 222 0
,

9 000 2 8
.

印印 9O
,

000 2 7 555 2朋
.

帕帕 19 3
.

9 666 6
.

7 333

细细 鱼鱼 1222 1
.

4 666 1 6
甲

8OOO 8 9
、

000 2加加 2 8 6
甲

6 777 2 6 9
,

7 222 1 8
.

6 333

夏夏夏花花 0
.

7 66666 6 7
,

000 1峨洲」」 43
甲

2OOO 4 3
甲

2 11111

鳝鳝 鱼鱼 1 3 000 0
.

汁汁 9 9
.

加加 8 7
,

000

}7OOOO
6邹

.

4 999 5 19
。

1 444 4
,

8 222

66666 555 O
甲

邓邓 1 7
.

5 555 6 3
`

000 筋OOO 4 7
.

8 555 4 7
.

8 55555

夏夏夏花花 O
甲

加加加加加加加加

毓毓 鱼鱼 沁沁 0
.

1 222 8
。

7000 7 9
`

888 72 555 6 9
.

6 000 6 0
.

酬〕〕 7
.

000

合合 计计计 石
.

3 888 22 5
.

加加加加 1邓8
,

石999 义3
.

2 999 6 8石石

注
:
试验池二口 ` 1一 1 和 了一2 号 )

,

总面积为 了3招2 米义即
`

3 亩 ) ;池水深 2
.

5米 ;收获中优质鱼占夕
,

4男
。

表 3 以 1 龄小规格团头纺
、

草鱼为主放养方式的放养里和收获量 ( 19名5)

种种 类类 放 养养 成活率率 收 获获 净增重重

(((((((((((((((((((((((((((((((((((男 ))))))))))))))))))))))))))))))))))))))) (倍 )))规规规 格格 (

黔
))) 放养量量量 规 格格 毛产量量 净产量量量

(((((克 /尾 ))))) (克/米
忿
))))) (克/尾 ))) (尾 /米

书
))) (克 /米

“

〕〕〕

草草 鱼鱼 多3一3石石 0
.

肠肠 通5
.

(X lll 巧1
.

999 1匀 000 ] 7 1
,

3 111 1朋
.

8 111 17
.

盯盯

夏夏夏花花 0
.

4 5555555 蕊义M〕〕 1叱
.

瀚瀚 1 0 5
。

7 88888

团团 头 舫舫 3 000 2
.

2 999 6 8
甲

5 555 87
.

222 2 2 555 娥8
.

昭昭 贺 9
.

9 888 6
.

5 444

螂螂 鱼鱼 888 1
甲

6 111 1 2
.

7 666 8 2 666 ] 8 555 斜6
甲

9 222 邓 4
`

1 777 2 1
.

3 888

夏夏夏花花 O
_

7石石石 6 1
.

666 J000 3 8
甲

」OOO 3 8
,

」OOOOO

缝缝 鱼鱼 16 000 O
,

4333 朋
甲

8 555 9 0
,

333 8 2000 舆O
,

以以 4娜
甲

0 333 6
.

阳阳
66666 222 O

甲

即即 1 8
.

7 555 召9
.

000 2 4000 52
.

弱弱 5 2
.

9 55555

夏夏夏花花 0
,

4 666666666666666

墉墉 鱼鱼 8 000 0
`

1777 丁3
.

3 555 5 9
.

000 8 4〔))) 1 24
.

5 111 1 1 1
.

1666 8
.

3 333

合合 计计计 6
甲

卯卯 19 7
甲

2 5555555 〕兜9
.

( )222 15 3 1
,

邓邓 7
`

7 777

注
:

试验鱼他 ( 2一 又号 )面积 6邪6
,

。4 米丫9
.

4 亩 )
,

水深 2
.

石米 ;收获中优质鱼占总产量 万8
.

6万
。

巧 oo 克左右
,

净增肉倍数为 8
,

产量约占总产量的 邵劣 ; 团头纺经过一年的饲养可长到 3 00 克左右
,

净

增肉倍数 6
,

7
,

约占产量 招形
。

链
、

缩鱼到 了月下旬有的可达 600 ~ 7 0 0 克
。

以放养 1 龄草鱼 ( 33 ~ 3 5克 )
、

团头鱿 ( 3 3 克 )为主的放养方式
,

团头妨经过一年饲养可长到 2 25 克
,

产量约占总产量的 25 形 ; 33 一3 6克

的 1 龄草鱼经过一年的饲养可达 16 00 克左右
,

净增肉倍数达 17
.

盯
,

产量约占总产量的 17
,

1络
,

并获

得净产 10 5
.

a 克 /米
盆

( 102 1 公斤 /亩)
。

而传统放养方式
,

草鱼种的放养规格约为 500 克
,

出塘时规格为

15 00 克左右
,

净增肉倍数为 2 ; 团头舫鱼种为 冈 克左右
,

出塘时规格 2 5 0 克左右
,

净增肉倍数约 4 ,

显而

易见
,

前者的方式优于后者
,

尤其是放养 33一 3 6 克的 1 龄草鱼种
,

经过精心饲养
,

商品规格仍可达 1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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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左右
,

草鱼亩净产达 灯4
,

7 公斤
,

这说 明草鱼增长潜力很大
。

2
.

鱼种放养量对产 t 的影响

根据试验结果
,

我们认为采用草鱼
、

团头妨为主的放养方式
,

草鱼种 灯6 克左右
,

团头鱿鱼种 3 3 克

左右
,

维缩鱼种 12 6 克左右
,

鱼种放养量控制在 0
.

15
月、

`

0
.

23 公斤 ,米
含

( 10 0一 1印 公斤 /亩 )左右可以达到

池塘高产的目的
。

1 9肠 年
,

三口试验池平均亩产超过一吨鱼
,

带动全场 367
.

6 亩鱼池
,

使它们的平均放

养量 2 25 克 /米
,

( 1 49
.

8 公斤 /亩 )
,

达到平均单位面积净产 1 102
.

1 6 克 /米
,

( 7 3生
.

7 公斤 /亩 )
,

比 19 8在年增

产 2 0
甲

22男
。

3
.

轮捕轮放和保持合理的载鱼量

放养鱼种的规格小
,

放养量低
,

使池内鱼类占有较大活动空间
。

经过精心饲养
,

鱼类生长迅速
。

一

般到 7 月中旬琏
、

靖鱼可长到 600 克以上
,

达到上市规格
,

可第一次起捕上市
,

保证淡水鱼市场的淡季供

应
,

同时套养草鱼
、

缩鱼和螂鱼夏花
。

至 8 月中旬第二次起捕
,

主要将剩留的缝境鱼
、

2 00 0 克左右的草

鱼和 25。 克以上的团头妨捕出上市
。

九月底十月初第三次起捕
,

将剩 留的鳞
、

缩鱼
、

17 印 克以上的草鱼
、

肠。克以上的团头纺和达到 2 00 克以上的卿鱼捕出上市
。

经过三次起捕
,

继鱼的上市量大约已占其总产最

的 50 一80 男
,

编鱼则已全部上市
,

草鱼约占其总产量的 20一加形
,

团头妨约占印另
,

螂鱼约占其 7一 10 络

采用轮捕轮放的方法
,

使鱼类在养殖过程中始终保持较合适的密度
,

使池塘载鱼量保持在适当水平
.

我

们认为在良性生态条件下
,

夏秋季节
,

每米
,

水体容纳 0
.

7 5一0
.

9 公斤
,

即每亩 500 ~ 6 00 公斤的鱼是合

适的载鱼量
。

通过捕大留小
,

及时补放夏花
,

平衡池塘载鱼量促进套养鱼种迅速生长
,

缩短养鱼周期
,

使

当年套养的维
、

墉
、

草鱼鱼种到年底达到放养规格
,

鱼种约占总产量的 10 形左右
,

可解决翌年大规格鱼种

需要最的 80男
,

为次年的生产创造了条件
。

4
.

投饵技术对产 t 的影响

饲料利用率的高低和经济效果
,

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投饵技术
。

投饵技术包括下述内容 : 要根据鱼

类的营养需要配制和生产颗粒饲料 ; 根据养殖鱼类的大小
、

水温的高低确定投饵的时间
、

次数和数量
。

我

们这几年用配合颗粒饲料养鱼的经验是
:

( 1) 应尽可能根据鱼类营养需求制定配方
。

要完全做到按养殖

鱼的需要配制“ 全价
”
饵料是困难的

。

我们所用的配合颗粒饲料
,

主要考虑满足鱼类的蛋白质需求量
,

使

草鱼和团头鱿的配合饲料的粗蛋白质含量为28
.

7男
,

其配方为 :豆饼 3。粥
,

菜饼 3 5男
,

鱼粉 2男
,

轶皮 15男
,

混合粉 14落
、

无机盐混合剂 2芳
,

食盐 2男
。

并投喂一定数最的青饲料
,

来满足鱼类对营养的需要 ; (2 )以

计划鱼产量乘饲料系数 ( 1
.

8 )确定全年饲料
,

另外在生产过程中再加喂一定的天然饲料 (水草等)
。

再按

季节 (主要根据水温 )和鱼的生长情况
,

具体分配投喂最 ; ( 3 )每日实行多次投喂
.

3一4 月份每天 2次 ; 5一台

月份每天3次 ; 7一 9月份每天4次 ; 10 月份每天 3 次
。

精心管理
,

提高饲料的利用率
。

我们试验中配合颗

粒饲料的饵料系数为 1
.

肠一1
甲

s
。

此外每生产 1 公斤草鱼和团头舫尚需 9
.

16一 15 公斤的青饲料
。

5
.

池塘管理对产 t 的影晌

摄食鱼为主时要求池塘水质
“
肥

、

活
、

爽刀 。

水中溶氧主要来源于浮游植物的光合作用
。

因此
,

池塘

中有适量的浮游生物对摄食鱼是有利的
,

但水质过肥会增加水体的耗氧
,

对养鱼不利
。

为克服这个矛盾
,

池塘中必须放养继
、

靖鱼
,

这是保持池塘良性生态平衡之有效措施
,

也是增加经济效益的有效措施
。

因

此
,

利用配合颗粒饲料养鱼的主要目的是养好 “ 摄食鱼刀 ,

同时养好
“
滤食鱼护 。

水质管理的重点是调节

水体中的溶氧
、

p H 值
,

磷酸盐含最和有机物量 (主要是浮游生物遥
,

其次是悬游有机质 )
。

由理化因子

测定的结果可知
,

试验池和对照他中溶氧状况良好
,

其它各项因子变动范围无显著差异
,

硝酸盐含量也

较丰富
。

但淀山湖水的磷酸盐含量较低
,

约 o
甲

00 2 6切 g / L 左右
。

在鱼类生长旺季的夏秋季节
,

无论是试



1期 谭玉钧
、

王道尊等
:

一种降低放养量提高产量的池塘养鱼方式

验池或是对照池的磷酸盐的含量变动很大
,

水中缺磷是限制池塘生产力提高的一个重要因素
。

因此
,

从

6月份开始
,

向池塘中施放磷肥 (主要是过磷钙 )
,

每月一次或二次
,

每次用 8 公斤 ,亩左右
,

施放磷肥后
,

俘游生物最也随着增加
,

据测定无锡渔区精养鱼池水中的磷酸盐含量为 。
.

。佣一。
甲

01 m g /L
。

试验池中

虽然通过旅放磷肥
,

使磷酸盐含量保持在 0
.

0 05 一 0
.

。拓m g /L
,

但我们认为仍然偏低
。

另 外
,

6 月一 9

月高温季节
,

由于投饲量大
,

生物排泄量多
,

池水 p H 值往往偏低
,

我们每月向池塘中施放生石灰 1一2

次
,

每次每亩 40 一加 公斤
,

使 p且 值调节到 8 左右
.

我们还测定了池水中的有机物含量 (包括浮游生物

和悬浮有机物质
。

根据 扮84
、

19 8 5 年观测情况: 5一 6 月水温在器 ,o 以上
,

池水的有机物含量一般在

50 m g lL 叙下
,

7月初至 8月施放磷肥后有机物含量在 s o m g /L以上
,

有时高达 泌
.

6m g /L
。

我们把有机物

含量 印 - 名。m g厂L 左右定为肥水
。

镜检浮游生物的组成
,

主要种类为轮虫 (臂尾轮虫
、

裂虫轮虫 )
,

原生

动物 (砂壳虫
、

铃壳虫)
、

浮游植物 (管根藻
、

双星藻
、

眼虫藻
,

衣藻
,

膝口藻
、

隐藻和裸甲藻 )
,

这样的水质对

醚蟾鱼的生长非常有利
。

6
.

经济效益

上述各种不同的放养方式的经济核算如表 5
。

三年来通过科研促进生产使该渔场的鱼产最逐年上

升
。

19 85 年的池塘养鱼总产量为 2 74
甲

4 吨
,

比 1 98 4 年增长 16
.

3 4筹
,

比 19 83 年增长 2 1
.

8 5瘩
,

比 19 82

年增长 90
.

3 5形
。

19 85 年平均的净收益为 1
,

19 元 /米
含
( 即 7胎

甲

1 6元 /亩
,

比 19触 年增 长 s6
,

39劣
,

比

1 9 83 年增长 1 47
.

了男
,

比 19 82 年增长 3肠
.

04 形
。

19 85 年采用 1 龄大规格
、

低放养量的 3 口鱼池 197 98

米
,
( 2 9

,

7 亩 )的成本低
、

效益高
,

其净收益为 2
.

47 元 ,米
盆 ,

比全场的平均净收益高 1 倍以上
。

由于生产的

发展
,

渔民生活水平得到很大改善
,

19 85 年该场按劳动力平均的收入为 3叮3
甲

44 元
,

比 198 4 年 增 长

10 e
.

84 男
,

比 19的年增长 147 男
,

比 19 82 年增长 2肠
.

8男
,

取得良好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

表 4 各种放养方式试验的成本与经济效益
牢

年年 份份 放 养 方 式式 总成本本 其中鱼种种 总收益益 净收益益益
(((((((元 ))) 成本 (元 ))) (元 ))) (元 ) _ 一一一

」」98444 以大规格草鱼 ( 4印克 /尾 )
、

团头舫 (肠肠 ]
.

9邓邓 0
.

6 2 777 2
甲

8 1 888 O 的 22222

隽隽隽以尾少为主放养
。

放养量幼 9
.

胎克 /米
2 ,,,,,,,

净净净产量 1 0 86
,

1 克 /术
活活活活活活活

111 9 8444
`

以中规格草鱼钾卯 克 /尾 )
、

团头舫互脚脚 1
甲

86 666 0
.

以 }OOO 2
.

扮久】】 O
。

6匀44444

京京京Z履少为主放养
,

班养黄 2 10
。

9 2克 /米
` ,,,,,,,

净净净严皿 1 1朋
.

62 克 /术飞飞飞飞飞飞飞

」」9弘弘 以 1 龄大规格鱼种为主放养
,

放养量量 1
。

5 7 555 0
.

5的的 2
,

75777 1
.

1 8 22222

见见见表1
。。。。。。。

111 9 8 555 以放养大规格青鱼鱼种 (曰。 克/尾 )为为 3
.

肋 666 1 2 4444 4
`

79 444 1
,

1 8 88888

叔叔叔爆梦晰
·

7 , 克`米 ’ ,

净产星 O1 ,“
·······

111 9肠肠 以 工龄大规格草鱼为主的放养方式放放 2
甲

9能能 0
.

对 222 5
.

6 2 666 2
`

6 6 44444

养养养 t 见表 2
。。。。。。。

111 9 8 555 以 1龄小规规格草鱼和团头幼为主的的 a
甲

O砚砚 心
.

7 0 888 6
`

3 4 222 2
.

3 (饭】】】

放放放养方式
、

放养量见表 3
。。。。。。。

.

表中成本和经济效益都是每平方米水面的平均值的当年实际文出和收入数
。

未按价格指数加以折算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