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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口。 J ‘。妇乞L a 无。 F 德、了才户
1 ,

一

, )

金鸡湖位于北纬3 1
.

17,
,

东经 1 20
.

1 9,
,

为长江下游平原型浅水湖泊
,

面积 7 17
.

0 公顷
,

平均水谋 1
甲

5

米
。

19防 年起人工放养
夕

至1 9昭年的 18 年间每公顷渔获量年均2旅千克
。

拍7 4年起经营者从湖泊生恋学

管理原则出发
,

逐步实施综合增产技术措施
,

渔获量显著增长
。

至1 , 8 。年的 1 2 年间每公顷渔获量‘
,

均

1
,

31 9
.

琏 干克
,

增长生17 形; 19 85年每公顷渔获最高达 2
,

2 7 2
.

5千克
,

比」2年前的单位面积渔获最增长了
.

9

倍
。

作者曾长期对各年度渔获物种类组成
、

醚鳍鱼年龄结构
、

回捕规格
、

生长速度
、

肥满度
.

回捕率进行

过系统分析
。

本文仅针对金鸡湖鱼类种群结构
,

并参照国内有关相似的高产湖泊
、

水库
、

江河等大水面进

行比较
,

从而探讨金鸡湖鱼种的合理放养
、

鱼产潜力及其渔业发展等问题
。 ’

材 料 和 方 法

木文取 19 78 一19 8 1 年间每批渔获物样本及其统计资料 ; 取19 社一1朋 5年问放养
、

生长
、

回捕等生产

技术统计资料
。

其方法是冬季捕撤 全年小批捕捞或生产抽样检查时
,

在每批渔获物中随机取 1一2男
,

作

为鉴定年龄和生长的样本
。

四年内供分析样本 3
,

7 24 尾
,

其中鳃鱼 1
夕
R 08 尾

,

缩鱼 1
,

7 66尾
,

其它养殖鱼

类 1 5 。尾
。

每尾鱼量长度
、

称重且
,

取其鳞片(均取自背鳍前缘至侧线间的体侧部位)
,

然后进行年龄鉴

定
。

回捕率采用下列公式
:

P一
,尸、

翔一而S一
一

1
T x

式中
: 戈

—
回捕率(% ) ;

s. p

—每种鱼的总重盆 ;

N

—
放养尾数

。

￡ ’ ~ 一面一
一

T

—
每种鱼各龄组重盆百分比(男) ,

矿
—

每龄组个体平均重 ;

渔获物取样是在金鸡湖水产养殖场职工协助下进行的 ; 承上海水产大学陆伟民讲师指导并曾参 子 部 份 工

作 ; 文稿经中国科学院水生生物研究所刘建廉研究员审阅
,

谨此一井致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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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 果 和 分 析

1
.

鱼类种群结构的种类及数量组成 金鸡湖人工放养的鱼类在每年的渔获 量 中 高 达 96
.

11一

邵
.

83 男
。

其中主养的缝缩鱼又分别占总渔获量的 4 1
,

2 0一邪
.

泌形和30
.

20 一48
‘

5 5另; 青
,

草鱼比例很

小
,

鲤
、

蝙
、

螂鱼呈增长趋势 ; 非放养性鱼类在人工强化养殖的水体中
,

其种群数量下降
,

种类组成发生变

化
、

个休趋向小型化
夕

凶猛鱼类主要为鲍属鱼类
。

(表 1)

表 1 1 97 8一 19日1年金鸡湖渔获物种类组成
T a b le 1 5户”如 C劝过po s it fo n o f C时e h e , 还 J妞g ji Lak

e fr吻 19 78 t o 1 98 1

1留8年 几盯 g 年 198 眸
1能 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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渔获量

Ca 毛e 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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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 or CO n 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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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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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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渔获量
C a七e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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卫O士 ee l) 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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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养鱼类

S to c k e d E P e eie s

鱿鱼

朋
甲

8 3 蜀7
,

4 郭
‘

7 7 1叱压
,

2 济
.

9 6

石1
.

5 0 4 96
.

0 5 5
.

98 6 1 9 4 6 6
.

0 6

缤鱼 4 2
.

4 9 28 2
。

9 3 1
.

92 3 2 8
.

4 3 0
,

2 0

青鱼 2
.

2 0
.

然 2
,

9 0 2 了

草鱼 0
,

1 8 0
.

2 0
.

02 0
.

3 0
.

0 3

鳃鱼 4 8
‘

6 石
.

4 8 6 6
.

0 5
甲

盯

编鱼 0
.

3 5 1 3
.

3 盯
。

6 2
、

醚

卿鱼 0
.

88 14
。

6

非放养鱼类

万。乃一S 七oc h e d

ea rP

合 计

T O七a l

6似
,

6

3黔
.

1

2 7 7
。

1

1 1
.

石

1
甲

2

9
。

石

2
.

3

石
,

8

7
.

7

6 6 2
.

6

28
‘

6 3
.

留 朋
甲

2 2
甲

o4

1 00
。

0O 】 887
.

5 1 (洲〕
.

〔减1 1 10 8 7
.

4 1 !刃
.

0 0

2
二

维
、

篇年龄组成 缝缩鱼为金鸡湖主养鱼类
,

在渔获物中 2 龄继蟾鱼分别占绝鳍鱼总渔获量的

4 5
.

2 9荔和 6 生
甲

73 形; 3龄维缩鱼分别占 3 5
.

44 形和 27
.

8 6形 ; 而 4 龄维鳍鱼仅占 1 1
,

7 2那和 3
,

78 形
。

当年

放养的继墉鱼连续捕捞三年以后
,

剩余的渔获物数最极少
,

所以 6 龄醚墉鱼占 6
.

盯男和 1环左右
。

再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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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蜿渔获物回捕尾数(表 2) 明显看出
: 2 龄哒墉鱼回捕尾数分别占链墉总回捕尾数的 63

.

留一79
,

肋终和

56
甲

选8一88
.

肠男; 3 龄缝缔鱼回捕尾数分别 占继缩鱼总回捕尾数的 15
.

73 一3 0
.

四男和 10
.

3 今一3 7
.

14 落 :

而 4 龄及 4 龄以上的鳞墉鱼仅占总回捕尾数的 2
.

62 一 6
.

2连男和 0
.

45 一6
.

38 那
。

可见
,

金鸡湖捕捞强度

较大
,

高龄醚鳃鱼比例较低
,

而湖泊周转利用率较高
。

表 2 19了8一 19 8 1年蛙编回捕尾数的年龄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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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链
、

端的生长速度

(1) 2 龄戈编 鱼的生长速度 据 1 9了8一 19 50 年样本分析
:

金鸡湖 2 龄鳞鱼个体重分 别 为 6 20 克
、

6舫 克
、

5 1生克
,

平均重 6 20 克 ; 2 龄编鱼个体重分别为60 5克
、

6 00 克
、

3肠克
,

平均重 5肠克
。

各年生长速

度差异并不明显
。

同时缝婉鱼之间的规格差异也较小
,

均足以说明金鸡湖放养缝鲡鱼数量及其搭配比例

的相对合理性
。

若按其三年内平均放养规格为尾重41
,

84克和蛇
.

盯克
,

个体增重分别为1 连
.

3 在和 12
.

拍

倍
,

在每公顷放养鳞鳃鱼2
,

5肠 尾的密度下
,

其生长速度是不慢的
。

(2 ) 3 龄鱿编鱼 的生长速度 3 龄避缩鱼个体平均重分别为 1
,

4舫克和 1
,

75 5克
,

个体增重分别是二

龄鳞鳍鱼的 2
.

48 和 3
,

34 倍
。

其生长速度的差异为 3 龄期间蟾鱼长速比继鱼快加 笼左右
,

这与 2 龄鳃鱼

回捕率高而存糊的 3 龄鳍鱼数量少有关
。
4 龄链缩鱼虽长速较快

,

但由于种群数量少
,

对渔获量影响不

大
。

总之
,

金鸡湖回捕的各龄组避缩鱼的规格差异表现为年龄组越高
,

生长率也越高
,

这为确定较佳起

捕规格提供了科学依据
。

(3 ) 2 龄鱿翰鱼周丰生长速度 的观察 根据作者对饵料生物和渔获物长期 rdJ 步测定结果表明
,

金鸡

湖浮游生物存在着明显的季节变异
,

并与链缩鱼周年生长速度产生的差异相吻合
。

以 1娜。年为例
: 2 龄

缝鱼在抽样测定的 17 9 天主要生长期内日增重平均为 2
.

7 克
,

2 龄鳍鱼在抽样测定的 1拐夭内日增重亦

为2
.

7 克
。

从生长曲线图中不难发现
,

四月份为鱼种
“

复膘
”、 . ‘

发身
”

期
,

四月下旬至七月底浮游生物出现
“
高峰期

” ,

为鱼类生长旺季
,

日增重分别高达 连 67 克和 4
.

41 克
,

分别占体重的 1
.

涎- 1
.

63 彭; 而八月份

长速最慢
,

日增重仅0
.

61一1
.

83 克
,

这与俘游生物出现在八月份的
“

低谷期
”

有关
。

九月份随着秋季浮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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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
“

小高峰
”
的到来

,

长速加快
,

日增重 2
.

e5一 3
,

13 克
,

十月中下旬后基本停止增长而进入
“

育肥
”

期
。

可

见
,

金鸡湖缝墉鱼主要生长期有 6一 7 个月
。

(4 ) 与同奚型 的 东湖相 比 金鸡湖 2一3 龄继墉鱼由于放养量偏高而回捕规格偏小并缓慢下降
,

东

湖呈上升趋势
。

但金鸡湖 4 龄缝鱼大于东湖
,

生产中酌情增大高龄鱼留湖量是有实际意义的
。
连 龄墉鱼

回捕规格却低于东渊
,

可见
,

金鸡湖总体载鱼量比东湖高
。

(表 3)

表 3 两水体雏和编生长速度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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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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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淞淞
BBBBBBBO d y L白刀 g 七1、 (

。
m ))) 的333 1

,
7 1 000 a

,
2 9 000 6C000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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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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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

月石石 6 8
,

000 2 5
甲

3 666 3 9
.

2 444 4 9
.

222

BBBBBBB od y L e刀 g 屯h (。m ))) 5 1444 1
,
3 1 000 3

,

斜000 邪555 1 沼8 000 1
,

洲555

体体体体 重重重重重重重重
WWWWWWW O ig h 七 (g )))))))))))))))

东东湖湖 1盯3年年 体 长长 2 8
.

郎郎 韶
.

9 222 拐
.

4 333 3 2
甲

砧砧 4 2
.

000 5 8
.

7 555

EEE a 弓ttttt 砌d y L o n g 亡h (c m ))) 4 9OOO 王
,
2 2 000 2

,
0如如 O8OOO 1

,

咫劝劝 5
,
1 4 000

LLL a k 。。。 体 重重重重重重重重
丫丫丫丫V o i翻

、七Cg )))))))))))))))

11111盯4 年年 体 长长 3 2
,

O888 4 0
。

2 444 拐
.

8 111 35
甲

3 888 4 0
,

2 555 5 2
,

泌泌
BBBBBBBo dy 孙

力 g t h (
e
m ))) 6的的 1

,

2 1000 2
,

2 6000 1
,
O以〕〕 1

,

44 000 3
,
3的的

体体体体 重重重重重重重重
WWWWWWW

。汇g h 乙(g )))))))))))))))

11111盯石年年 体 长长 3 6
‘

2 333 5 1
.

4 111 6〔1
.

IRRR 切
.

砧砧 5 2
.

盯盯 弱
.

6 111

BBBBBBBo d y L , p g tl。 (e m ))) 8 4 000 2
,
1 6 000 2

,
8 6 000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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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肠000 5
,
O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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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

缝和姨的肥满度 鱼类在不同水休的生长情况
,

通常用体长(L )和体重(W ) 之间的关系
,

即肥

泄度(五 )来表示(K = W
·

10 0厂刀 )
。

渔获物统计资料表明
: 2龄琏鱼的兀值1

.

96 5一2
,

077
,

2龄鳍鱼 2
.

幻 2一

2
.

27
,

四年内基本相近
。

鱼类肥泄度与湖内种群密度及饵料丰歉有关
,

金鸡湖链墉鱼种放养里
、

浮游生

物现存且
、

渔获量四 年内冠步增长
。

仅以 1 9 51 年与 1 9 78 年相比 : 缝和编种放养全增长 9 1叮
,

浮游生物现

存量增长 71 男
,

而渔获量增长 8 8
.

跳男
。

并朱民鱼类种群密度增加
,

单位水体内个体耗饵最减少而导致

肥泄度下降; 然而也足以说明金鸡湖在此期间做到了
“

因饵放鱼
” 、 “

合理放养
” ,

使水休始终保持着较佳

状态的鱼类种群结构
。

金鸡湖与同类型的东湖及青山水库
、

姚江等不同水休比较
,

肥泄度低于姚江而高于青 山水 库和东湖

(表 4 )
口

可以认为该期间金鸡湖饵料生物资源的潜力还可进一步利用
,

渔获量还能继续增长
。

5
.

维和绷的回捕率 回捕率是考核大水面渔业技术经济效益的综合性指标
。

回捕率高低直接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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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四水体缝和婉的肥泄度比较

介b le 4 c助加Pa
r 七旧n of fal 迫创” 垃 山

, ar c a
钾

a
时 b馆hea d e a rP d u r in g fou

r bo d ie s o f , a切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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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WW a 七。r b o d 了了 T了pe o主主 g lv 岔 ca rPPP 盗 9 b e a ddd 丁1功 ee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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汾汾汾汾令(l+ ))) 3龄(2+ ))) 2 龄(1 +

))) 3龄(2
币

)))))

2222222亏 ea r o lddd 乐y e a r o记记 2 一y o a r o ] ddd 各y e a r of ddddd

金金鸡湖湖 湖 泊泊 2
。

昭昭 2
。

肠肠 2
.

2 444 2
.

0 999 1盯8一 1哭000

JJJ尔 g j注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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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5 6))) (劝8 ))) 〔邪6 ))) (1然)))))

东东 湖湖 超 泊泊 飞
.

7 222 1
.

浒浒 1
.

肠肠 1
.

6 999 1留555
EEE 朋七 L 凡k 。。 毛宜七白白 (1邓 ))) (8 0 1 ))) (380 ))) (300 )))))

青青山水库库 撬。氛
二二

落
,
终终 1

,

7 生生 2. 1琴琴 2. 呷呷 l盯石
.

1 2seee
QQQ 汇n g 价

a n R
.....

又2 5 少少 吸4 2 ))) 咬1 6 ))) 戈26 ))) 1盯6
甲

111

妇妇匕 江江 江 河河 琴
: 1了了 2 :

叮叮 琴坦999 2 里3777 1济6
.

5 一 666

YYY ia 心 R 宜V e rrr B IV e rrr 〔Z U 少少 〔4 ))) 吸6 7 ))) (3 0 )))))

括号内的数字为样本数

响湖泊渔获量的丰歉
。

金鸡湖该时期的养殖工艺是
“

当年放养大规格一龄鱼种
、

当年起捕上市
、

捕大留

小
” ,

养殖周期短
,

加之其他配套技术措施
,

回捕率较高
。

(表 5 )

表 5 1 9了8一 198 1年鳞和篇的回捕情况

T 叻le 5 c a tc he s o f . 11 , er o a rP a n d b馆 h e a d ear p fro m 19 78 to l朋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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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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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缝和墉的世代回捕率 当年回捕尾数及以后两年或几年回捕尾数之和与放养尾数之比 值
,

即

为世代回捕率
。

如金鸡湖7 8世代缝鱼的回捕率〔19 7 8一1 9 81 年)为56
,

55 多
,

7 8世代鳍 (197 8一19 81 年)

为 4 0
.

89 形; 均比东湖链和墉世代回捕率4
,

37 % 和 4
.

佣形高得多
。

但金鸡湖各年度之间及琏龋鱼之间的

回捕率均存在差异
,

这与鱼种质量
、

水体环境
‘

留湖量等生产指标有关
.

<2 ) 与其它类似 的 大水 面比较 金鸡湖与青山水库的缝缩放养
、

生长及 2 龄鱼当年回捕率 等 指 标

接近
,

而渔获量高于青山水库
。

除放养量与姚江相近外
,

其它指标均大大高于东湖和姚江 (表 6)
,

这种差

异与该湖的环境生态
、

养殖工艺及技术经济管理水平等诸因素相关
.

(3 ) 留湖缝端鱼数量的估 算 大水面渔业在每个年度的生产周期结束后
,

始终牵涉到一个捕捞 后

表 8 四水鳞和编生长回捕比较
T a b le 6 Com Pa

r 妇on
o f g r o w th a n d 。跳切 h e s in s Uve r c a丫P

a
nd b坛 h e

叨
e a rP d u r认9 fou

r
加d le s of w ate r

水水体名称称 种 类类 放 养 同 捕捕 渔获量量 2龄鱼鱼 2 龄鱼鱼 年份份

WWW
a te r bo dyyy SPe eie sss S 亡o e k i刀 g Ca 余。h in ggg 以tchhh 尾数占占 回捕率率 Y e么 rr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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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留在湖里
,

即所谓荡底的鳞和墉数量的难题
。

这关系到当年度的回捕率高低和决定下一生产年度 鱼

种放养数量
,

如何构成新的种群结构的间题
。

生产上凭经验推算
,

由于缺乏科学根据
,

往往误差很大 ; 技

术上至今尚未研究出一个相对合理和较可靠的估算办法应用和指导生产
。

作者通过多年渔获物统计 分

析
,

认为有必要就金鸡湖各年度回捕率较稳定
,

技术
、

经营管理水平较成熟的条件下
,

试用下述估算公

式
:

P 二 N (及 + X ‘+ X 。
)W + N 。

(X
。 + X 。

)评
。

式中
: 尸

—继或缩留湖量 , N

—
当年鱼种放养尾数;

X
:

.
: ,’, 5

,
·

·
·

· ·

—
2

、

3
、

4
、

5龄鱼回捕率常数; TV
—

当年鱼个体平均重 ;

N
。

—
上一年鱼种放养尾数 ; 万

。

—
上一年鱼个体平均重

通过多年对金鸡湖缝缩和 回捕率测算结果表明
:

放养 13一16 厘米规格的鳝墉鱼种
,

各龄组回捕率有一

定的变幅范围
,

其中可找出
“

回捕率常数
”

如(表 了)

表 了 链
、

辘回捕率常数表

Ta b le 7 Ca tc h in g r欧e e o n 时冬n t of s il ve r 。盯p a n d b馆 h ead e a r P

单位
:

(u
o i七)万

种种 类类 项 目目 2龄(1
+

))) 3龄(2
+

))) 4龄 (3
+

))) 6龄(4
.

)))

SSSp 沉宜e 吕吕 1七户拟
sss 2 一yo a r o

lddd 手y o a r o lddd 4- 砂。 r oj ddd 于砂
a r o lddd

链链链 变幅范围围 2 5一性555 14
‘

一1 888 1
.

与
一
4

.

000 0 5 一2
甲

000

日日ijv e r c a印印 0助n g in g r
·

口n g eeeeeeeeeee

回回回 捕穿常数数 3 555 1 666 2
.

石石 1
.

000

CCCCC 台te h in g r a 毛eeeeeeeeeee

OOOOO 〕立 s 七a n 毛毛毛毛毛毛

缩缩缩 变幅施围围 2 6 一4 888 4一
一

888 0
.

3 一 1
‘

OOO O
甲

J 一 0
.

石石

bbb ig h ea d e arPPP C助n g加 9 r a n g eeeeeeeeeee

回回回捕率常数数 S888 666 0
.

777 0
,

888

CCCCC a te h in g ra t。。。。。。

CCCCC劝n s七昌n ttttttttttt

作者曾多次试用上述公式估算并验证
,

均取得较高的准确率
,

在指导实际生产中的运用结果证明是

可行的
。

例如估算金鸡湖 19 78 年留湖缝鱼数最
:

连59 , 81 0(尾) 、 (ie + 2
.

5 + 1男 ) x 62 0 (克) + 3 99
,

2 82 (尾 ) 又 (2
.

5 + 1男) 只 1
,

43 5(克)

= 79
,

27 2 (千克)

为验证以上估算的准确程度
,

查得 19 79 年 3 龄(2
啥

)维鱼实际 回捕8 3
夕

熟左尾
,

与以上估算时的肠
,

6 13

尾(即 4 8 , 9 8 16 x 19
.

5终)误差 7
,

26 9 尾
,

准确率 91
.

7 6 男
。

4龄(3
+

)鳝鱼实际回捕14
,

2 e9尾
,

与以上估算

时的 13
,

97 5尾(即 B的
,

28 2 只 3
.

5 男)误差 2 94尾
,

准确率高达 97
.

9筹
.

(4 ) 其它鱼 类回指情况 金鸡湖除鳞和编外
,

主要配养鱼类为青鱼
、

草鱼
、

鲤鱼
、

蝙鱼
、

螂鱼等
。

1 974 一19 80 年间共投放鱼种91
, 6 00 千克

、

2 63
.

3万尾
,

平均尾重34
.

7 5克
。

此期间累计回捕4 2
.

蛇盯万尾
、

渔获童 3 3Q
,

4 8 3 千克
,

占该湖七年内总渔获量 3
,

7 85 吨的 8
.

7 3 男
。

总增肉倍数为 3
.

6悦 倍
,

总回捕率

16
.

11芳
。

其中青鱼回捕1土3 ,

17 8千克
,

占3 4
, 2 6男

,

但逐年呈下降趋势
,

增肉2
.

51 倍
,

回捕率 5
.

8 1笼
。

草

鱼回捕9
,

09 5 千克
,

占2
、

75 多
,

种群数量最小
,

增 肉3
.

99 倍
,

回捕率15
,

63 男
。

七年 内鲤
、

编
、

鲡鱼的渔获量

呈现增长趋势
,

特别是人工放养的鲤鱼回捕 1叨
,

3 93 千克
,

占砚
.

姚男
,

增肉倍数为5
,

17
,

回捕率20
.

的男
.

蝙鱼回捕涎
,

6 80 千克
,

占1 0
,

4 9男
,

增肉2
.

‘5倍
,

回捕率11
.

2 6男
。

螂鱼由于采取人工放养与自然增殖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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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合
,

回捕貂
,

13 6 干克
,

占加
.

08 男
,

增肉倍数达8
.

9
,

回捕率6 7
.

4 5万
。

讨 论 和 小 结

飞
,

金鸡湖鱼类种群生态特点的评价

(1) 金鸡湖实施人 工养殖以来
,

由于按照湖泊生态学管理原则
,

采取一系列综合增产技术措施
,

已

形成稳]5] 的人工放养的鱼类种群结构
。

其主要增产技术原理是根据湖泊夭然饵料资源的变动规律及 其

生态特点
,

因湖制宜地不断调整鱼类放养结构
、

改革养殖工艺
,

湖内各类饵料资源的潜能被多种规格
、

多

种鱼类充分合理地利用
,

尽量多地转化成鱼产品的结果
。

从而使
“

能量流
”

始终处于较佳转换状态
,

并形

成较佳的鱼类种群结构
。

因此
夕

12 年内渔获最增长 7
,

g 倍这样的递增速度及其每公顷 2 27 2
.

5 千克的高

额产最在大水面渔业的经营中是罕见的
。

(2 ) 从鱼类种群结构的分析看出
,

金鸡湖在 19 7 8一1 9 81 年间的渔获量主要是缝和鳍构成的
。

其中

当年放养
、

当年回捕的 2 龄醚和墉占缝和缩总渔获量的 4 5
.

29一6 几
.

了3粥 ; 其次为 3 龄避和鳍
,

占3 5
.

44 一

27
.

8。络
。

养殖经营中由于对养殖鱼类组成及其搭配放养比例做到因饵放鱼
、

相对合理
,

因此起捕规格

合运而稳定
,

特别是缝墉起捕规格颇为接近
。

此外
,

由于具有较完整的配套技术
,

在鱼种放养时确保规

将大
、

质量好
,

暂养
、

放养时间和方法恰当
,

捕捞工艺及管理措施先进可行 ; 因此鱼类回捕率
、

个体和群休

增 肉倍数
、

经济效益等技术经济指标均达到大水面渔业的较高水平
。

(3 ) 人工养殖水体中
,

鱼类种群结构及相应的渔获置取决于科学的人为调节
。

金鸡湖除供鼓 鲡 摄

食的浮游生物资源卒富外
,

水生高等植物和贝类资源贫乏
,

缺乏扩充青
、

草鱼种群的饵料璧础
,

其种群仅

占 2
.

13一。
.

26 洛
,

呈下降趋势
。

而有机碎屑
、

细菌
,

特别是摇蚊幼虫
、

丝蜕酬
、

虾类等无脊椎动物较丰

富
,

经营者针对这一资源状况的特点
,

逐年调整放养比例
、

增放底层鱼类
,

挖掘鲤
、

编
、

卿鱼的增产潜力 ;

81 年鲤
、

编
、

卿渔获量达 1朋
,

70 0千克
,

比 7 8 年23
;

80 0千克增长 3
,

6倍
,

种群量由4
.

2 3形提高到抢
甲

0 8 % ;

8 5 年进一步提高到 28 2
,

9 87千克
,

占种群的1 8
.

68 粥 ; 其中鲤鱼增长最快
,

达 1能
,

19 7千克
,

该渔获量已接

近 12 年前全湖总渔获量
夕

人为地改变并组成了新的鱼类种群结构
。

非放养性鱼类主要为细类
、

船舫
、

花

蝙
、

似刺编约等
,

在强化渔业的水体生存竞争中
,

资源逐年下降
,

仅 占种群的 1. 17 一3
;

8 9男
。

经营者充分

往视这 一迹象
,

为 了维持湖泊种群生态平街
,

82 年后连续几年进行花姆等野生经济鱼类的人工繁育及其

金鸡湖放流增殖
,

并取得泄意效果
,

使花鳃资源得到显著回升
,

年均渔获量由原来的 5
,

。00 千克上升到

15
,

00 0 千克
。

通过以上调整种群结构和放流增殖野生经济鱼类的技术措施
,

就使湖内全部饵料资源最

大限度地转变成经济鱼类
,

有助于实现较理想的最天鱼产力; 总之
,

金鸡湖鱼类种群结构向着更趋合理

的动态平衡和发展之中
。

2
‘

金鸡湖合理放养
、

色产潜力及渔业发展等问题的探讨

一

(1) 必须进一步调整鱼类的种群结构
,

提高湖泊周转利用率
。

从1盯8一1 9趴 年对主荞鱼类鳝编渔

获物组成的逐年消长情况看 ; 应着重调整各龄组的组成比例
,

1 龄避鳍负放养量已达饱和状态
,

再堆加放

养量势必导致规格下降
、

肥满度减小 ; 适当提高 2 龄和 3 龄继鳃鱼的存湖量
,

不仅可因其生长率高
,

能取

得较多和较大规格的鱼产品
,

而且可充分利用冬捕结束到第二年春季浮游生物高峰期间
“

过剩
”

的饵料
,

填补和增大此阶段的种群密度
,

提高水体利用率
。

80 年后根据这一研究结果
,

调整了各龄组比例
,

并实

施
“

捕大留小
”
的新工艺

,

使渔获量从 80 年 8 87
.

5吨提高到85年1
,

5 15吨
,

增长70
.

7形
,

既提高了湖泊周转

利用率
,

又解决市场均衡供应
,

平时轮浦上市的渔获量由原来的 30 男提高到 80男左右
,

经济效 益陛之成

倍增长
,

金鸡湖渔业效益达到新的较佳状态
。

(2) 金鸡湖鱼产潜力的评估及其最佳边际效益
。

多年来
,

金鸡溯渔获量处于国内中小型养殖湖泊之

冠
。

敞着鱼种放养量及载鱼量的递增
,

湖内饵料生物所承受的鱼类摄食的
“

负荷量
”
愈重 ; 至此必须防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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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节制地增加放养量
,

否则就会打破饵料与鱼类之间的动态平衡
,

不仅破坏资源的再生能力
,

而且导致

鱼体偏小
,

达不到商品规格
,

增肉倍数及其边际效益均呈现负相关而下降
。

这在国内一般高产湖泊屡见

不 仁 的教训必须引以为戒
。

作者曾分析金鸡湖三十年养鱼历史
,

最高增肉倍数可达 1 1
甲

11
,

而最佳边际

效
.

策讨增肉倍数的临界线恰为 6一 8 ; 口前金鸡湖由于放养量偏高
,

鱼类增肉倍数已降低到 石左右
,

说

明该湖的鱼产潜力已很有限
,

因此
,

该湖近期全年放养鱼种数量的上限应控制在 之阅 吨以下
,

渔 获量

稳定在 1
,

加O 吨 ; 着重调节品种结构
,

平衡全年各生长期的鱼产潜力
,

谋求最佳渔业的边际 效益
,

(劝 饵料资源的深度开发及其渔业发展间题
。

纵观金鸡湖二十年渔业利用及其综合增产技术实 施

的过程
,

走在我国大水面粗放粗养渔业基础上的一次
“

飞跃
” ,

技术上上了一个新的层次
。

但是说到底
,

还

仅仅是对水 域天然饵料资源的开发利用 ; 客观现实使我们清醒地认识到
,

人类的生产活动对湖泊生 恋系

统所造成的一系列影响是显而易见的 ; 如水草几乎绝迹
、

贝类资源 日趋贫乏
,

富营养化加剧
,

环泣质量下

降
。

研究当今金鸡湖的渔业发展问题
,

就不能停 留在简单划一的资源利用上
,

而应当进入高一级深度开

发的层 次和新的集约经营领域
。

其指
一

导思想应在提高湖泊资源效益和产品压显的前提下
,

进 一步发 挥

湖泊泡业经济的
、

社会的
、

生态的综合效益
,

研制最佳模式和技术路线
,

进行饵料资源的深度开发
。

件如
,

从生态学出发
,

能否创造条件
,

结合水域环境的改造和优化
,

划出一定区域移植高产速生水草或放养吸

肥吸污性强的风眼莲等
“

三水
” ,

逐步恢复水生高等植物资源
,

进而有限度地发展 网围养殖草食(土鱼类或

陆生食草动物 ; {司时适当压缩滤食性维缔鱼种群
,

使水体的物质交换和能量流动由
“

营养盐类—
浮游

生物—
鲤靖

”

提高到
“

营养盐类
—

水生高等植物
—

草食鱼类
” ,

形成高一档的能量转换
,

从而提

高产品质量
,

改善水体环境
,

抑制富营养化进程
,

使金鸡湖在探索
“

生态渔业
”
的道路上向着人类有益的

方向发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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