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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 要 可鲁克湖 (以下简称克湖 )位青海省柴达木盆地
,

海拔 2 800 米
,

面积 43 ~ 从 平

方公里
,

呈洼地型
,

最深 8 米
,

盐度。
.

79 粥
。

5~ 明 份最高月均水温通常在 1 8℃以下
,

但浅水区

广阔
,

夏季晴天多
,

出现有较高的水温
。

湖内生物种类简单
,

多为广温
、

低温
、

广盐
、

淡水和喜清

洁种
,

优势种数量大
。

因地理隔离等限制因子
,

地方鱼类仅有裸鲤和条鳅
。

1 978 年起引入鲤
、

细
、

链
、

缩
、

草鱼
、

青鱼和团头舫等
,

其中链
、

缩
、

青鱼等引种失败 ; 草鱼
、

团头舫尚有成功的可能 ;

鲤
、

细鱼已取得成功
,

且已能繁殖
。

要提高移植鱼类的成活率
、

生长率
,

以及湖泊生产力和经济

效益等
,

还需要投放大规格鱼种
,

使之有面对高原环境条件新能力
。

另外
,

克湖要成为青藏高

原优越的引种驯化基地
,

需要进一步寻找和探索适应高原环境的引种对象
。

这是一项十分有

意义的工作
。

关键词 可鲁克湖
,

环境
,

引种

克湖位于我国三大盆地中海拔最高的柴达木盆地东北部
。

调查前几乎为 一原始湖
。

有关克湖生物资料
,

在 C h ar l绍 v ua ri e[
. 〕 的著作中已有记载

。

十九世纪末俄人 且
.

H
.

普

尔热斯基在第三次考察时曾途经克湖 (原名库尔雷克湖 ) ; 18 9 3 年 10 月至 1 8 94 年 4 月间

B
.

且
.

罗波洛夫斯基和 n
.

K
,

科兹洛夫至该湖并建立基地
。

他们采集了巴音河鱼类
,

记载

在中亚科学考察报告鱼类部份 〔, , 。
工9 7。年青海省水电局规划院在该湖进行了水文

、

水化

学
、

湖面积等测量工作
。

1 9 7 3年青海等地农牧局开始鲤
、

娜鱼引种试验
。

19 7 6年发现形成

鲤鱼群体
。

我们接受委托于 1 9 7 7一 1 9 8 0年进行了调查
。

关于鲤鱼年龄生 长已 有专题 报

导
〔 , 〕 ,

底栖动物也作了专题补充调查 〔 2 , ,

本文则就有关渔业环境和引种问题的调查研究加

以论述
。

1 9 7 7 年 6
、

7 月使用机动橡皮艇在湖的沿岸和浅水处进行地貌和水生生物调查
。

克湖

四周几乎被
“

盐泽
”

地包围
,

又常受风暴袭击
,

入湖艰难
,

故选择 巴音河 口和东端
、

西北端尚

能入湖处
r

递行考察
。

水生生物采样站位〔A )见图 1
。

鱼类调查于 1 9 7 7一 1 9 8 0年用 丝挂网

捕获的放莽鱼类和上著鱼类进行生物学测定
。

那时还曾进行了托素湖的局部水域调查
。

调查工作得到海西洲赵场长
、

应伯才同志的大力支持
,

谨此致欲 作者已分别调职
: 〔力上海市水产研究所 ;

( 2 )青海省水产研究所导( 3 )中国科学院南京地理与湖泊研究所 ; ( 4) 天津师范大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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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可鲁克湖地形及水生生物采集点

及 g
、

IT细 t o P o gra P h y
o f Kl euk eL a kO压n d t h eh yd I Ob io 。 已a 刀 l p l io P go io t ,

自 然 环 境

一
、

地貌 根据地貌资料
,

柴达木盆地是在前寒武纪地块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山

间盆地
。

盆地海拔在 2 6。。一 3。。o 米
。

,

第三纪以前还是个大湖
。

沉积有很厚的第三 纪地

层
。 ’

第四纪以前湖面逐渐缩小变千
。

盆地四周高山环抱
,

水系由山地汇注盆地
。

盆地存

在不同含盐度的大小湖泊 5 0 0 0 多个
。

湖水矿化度增高演变成各种咸水湖
、

盐湖
。 “

柴达

木
,

蒙语是
“

盐泽
”

的意思
。

盆地中淡水湖已几乎不存在
。

克湖为一淡水流经湖
,

逗流补给

量较大
,

主要受巴音河水补给 (融雪山水和雨水 )
,

年平均流量 5
,

83 秒立方
,

故至今仍为微

咸水湖
。

克湖位于宗务隆山南部
,

界于东经 9 6
“

5 1 ,
一 9 6

’ 5 5 ` 。 北纬 3 7
0

15 `

一 3 7
0

2 0
` 。

湖东

西轴长 9
.

。 公里
,

南北轴长
.

8
.

5公里
。
湖的东北端有巴音河流入淡水

,

湖的西南端出水口

有 6 公里长的连通河泄入南面的封闭型咸水托素湖
,

连通河平均流量为 5
.

38 秒立方
。

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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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湖环抱高地和沙滩
,

为一构造湖盆
。

水面积 96 一 1 00 平方公里
,

盐度 2 6
.

5编
。

透明度

在水深 1米处仍 1 米
。

湖内沿岸无陆地植物和水生植物生长
,

湖中鸟岛鸟粪堆积
,

但不见

鱼类
,

仅有连通河出口处有被冲入的体弱条鳅
。

克湖是个洼地湖
,

浅水带和湖周
“

盐泽
”

面积大
。

因湖泊水位受巴音河上游农场灌溉用

水
、

降雨量
、

逞流量
、

蒸发量的影响
,

故湖面积变化大
。

在海拔 2 8 1 3 米湖面积为 4 2
.

8 平方

公里 ;而在 2 8 1 4米则可达 5 3
.

8平方公里
,

一般有 10 平方公里变动
。

据 1 9 7。年青海省水电局

所属科研单位 1 03 个点的测量
,

平均水深 5米
,

最大水深 13
.

3米
,

湖面积通常在 53 平方公里
。

二
、

水化学 从离子组成看
,

该湖 已演变成以 阴离子 C1 一
、

5.0 一
、

阳离子 K 十 、

N +a 为主的含盐类型湖泊 (见表 1 )
,

盐度 0
.

79 编
,

p H 7
。

3
。

湖水盐度在东
、

东北
、

东南
、

巴

音河 口和深水区较低
,

浅水带透明度 30 厘米
,

敞水区可达 60 ~ 1 00 厘米
。

表 1 克湖主要离子组成 (毫克 /升 )

T a b
.

1 T h e 碑 r o e n t a卯 o f 拌 lm 时y i o n o i n 切。 K el uk
e L a k e (m g /L )

旦H
.

阵登兰圣竺
-

{兰兰竺
7

·

8 1 7肠
·

9 } l石o
·

4
}全斗驾

一

}
一

卫二 {兰 {上三i二}竺…丝卜
兰鲤竺

{ 2 8
·

3
} 竺

·

1 }挪
·

5 { 2 0 5
·

3 1 “
·

2 } 1 1
·

1 { 2 } 6
·

4

注
: 由青海省水电局水利水电工程处提供

,

1盯 0年 7月共 13个取样点
。

三
、

气候和温度 克湖于旱
,

雨水少
,

蒸发量大
,

湖区大风季节从 10 月至来年 5月
,

最大风力可达八级 以上
。

气温较 低
,

最 高 2 7o C
,

最低 零 下 2 2
,

O
。

通过 1 5℃的积 温 值
3 5 3

.

9
,

C共只有 2 0 天
,

但是晴天多
、

无霜期长 ( 1 0 0~ 2 2 0天 )
、

日照长
,

年时数为 3 1 0 5
.

5 小

时
。

图 2 为巴音河下游区 (河 口区 )气温
、

水温和鱼池水温资料
。

湖区结冰期长
,

自 12 月中

旬至 4 月中旬
,

冰厚约 70 厘米 (湖心 )
。

从图 2 可知
, 5 ~ 9月最高月均水温几乎都在 18

O

C

以下
,

9 月份达 10
0

0 以上
。

但是表层水温与天气和水深有 很大关系
,

变化较大
。

如我们

在 6 ~ 7 月 1一 2 米浅水处
,

表层水温 15 一 i 7a C
。

8 月份在浅水植物丛区晴天竟测得 3 3o C
。

一般而言
,

夏季在芦苇
、

湖弯
、

水草区水域高于敞水区
。

夏季鱼池水温高于湖区
。

鱼池水

温昼夜变化大
,

从图 3 可以看出
,

8 月份最高气温在 16 时可达 2 o6 C
,

而水温为 20
.

o5 C
。

最

低气温在 s 时达 1 1
”

C
,

水温 1 5
o

C
。

吕器2一 巴奋祠 口术坦 J 沪内, 、
3一

~
娜

拼飞
甚豁 (户à侧骊加场找六户)侧明

之

诵轴傀 唯 乞 主0 1 2

图 2 巴音河 口和鱼池沮度月变化

F i g
.

2 M o五士h工y t姗 P e犷a t u r e

v a ri a 恤o n 毗 t助 孤如
n 过你

喊叭坪
a n d i灶 f i公h p o n山

北京时间

圈 3 克湖鱼池气沮
、

水盆是夜变化 ( 8 月 )

r 咭
.

3 众 u r n拟 。了℃加 o f a 协习 o印助公e

`
nd w 肠 et r te m p e r a t u沉℃ 日 i n t he K . l u ke

工̀ k e 〔人 u , 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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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生生物和鱼类

一
、

浮游植物 浮游植物种类隶属 5门 4 2属
,

包括硅藻 16 属
、

绿藻 14 属
、

兰藻 8

属
、

甲藻 2 属
、

裸藻 2 属
。

种类上以硅藻
、

绿藻最多
。

从数量组成上看
,

各采集站以绿藻最

多
,

其次为兰藻和硅藻
,

甲藻和裸藻较少
,

隐藻仅在站位 3 出现
。

各采集站每升水细胞数

为 2
·

8 x 1 0’ ~ 71
·

2 拭 10
`

个
,

平均为 31
·

9 只 1 0’ 个
。

其中以站位 1一 3 最多
,

可达 4 6
·

4 ~

7 1
,

2 x 10’ 个
,

此与沿岸浅水带有关 , 站位 4
、

6
、

7 藻类数很低
,

其中绿藻类减少
。

详见

表 2
。

表 2 克湖浮游植物数 t 和组成 (
减 1 0’ 个 /升 )

T a b
.

2 T h e q u a 武立t y 氏
nd .P 伽

n t a舒 o f P h y t o P l a n k t o n

i n K e l吐
e L a k e

(
袱

1 0
` I n d i v

,

/ L )

能0717

青青蓄版……
绿绿藻门门

{
2 6

·

。。 6 7
.

444

兰兰藻门门 }
“ I ,, 1

.

111

硅硅藻门门 1
1

·

7
___

2
,

333

甲甲藻门门 }
”

·

4 333 0
,

3 888

裸裸藻门门

}
` ”” O

。

O石石

隐隐藻门门门门

33333

000
.

又222 3
。

999

000
.

0 666 0
。

111

222
.

222 1
.

333

000
。

1 777 0
.

蛇蛇
O

甲

0
。

46
.

4

二
、

浮游动物 浮游动物种类隶属 21 属 29 种
,

其中轮虫类 12 属 17 种
,

枝角类 5

属 6 种
,

挠足类 3 属 4 种
,

原生动物 1 属 1 种
。

以轮虫种类最多
。

从数量组成看
,

各采集

站每升水平均为 4 12 个
。

从分布上以站位 l 最少
,

每升水仅 G0 个
,

但以轮虫种类为多
。

其它各站各类浮游动物数量分布差异不大
。

详见表 3
。

表 3 克湖浮游动物数盆组成 (个 /升 )

T a b
.

3 T h e q u 城 n t tl y a n 已钾 r
ec

n t a , of z oo P la n k ot n in t加 翻 lu k e L ka
e

( I n d iv
.

/L )

、、

认嫂
、、 111 222 333 444 666 888

挠挠足类类 阳阳 4 oooo 37 OOO 黔OOO 3 4 000 3 X III

轮轮虫类类 I 000 印印 7000 叨叨 豹豹 即即

枝枝角类类类 1000 1000 了劝劝 1加加 的的

总总 数数 即即 4帕帕 4勃勃 4怕怕 6OOO4 4即即

三
、

底栖动物 据 1 9 7 7 年调查
,

隶属软体动物 2 种
,

端足类 1 种
,

摇蚁幼虫 4 种
,

蜂属幼虫 1 种
。

从种类
、

数量上各站以摇蚊幼虫 占优势
,

而生物量则以端足类湖钩虾最

大
,

其次为摇蚊幼 虫和软体动物
。

摇蚊幼虫每公亩 可 达 0
.

0 03 一 3
.

。公斤 ( 0
.

6一 32 克
。

米
一 , , 3 0 0~ 5 1 0 0 个

·

米一 )
。

详见表 4
。

旋螺和豆蚝分布面窄
,

仅在站位 2 出现
。

湖 钩虾

多在浅水带水草处
,

但采集困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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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克湖底栖动物的分布 (密度
:

个 /米
“ ;生物盆 :克 /米

2
)

T a b
.

4T 加 d l st d bt u lo n o f z oo bo n t h璐 in t h e Kel uk e

L比
e

(玩
n o it y :I二戊 v

,

/m
z ; 及 o m a s s ; 9

.

/。
2

)

恢恢谈扮~ 一 站 位位 111 222 444 555 666 777

、、 、 、 飞疏~ ` 一~~~ 密度度 }生物量量量量量量量量量量量量量量量量量量量量量量量量量量量量量量量量量量量量量量量量
种种 属 名

~ 气匙匙匙匙 密度 …生物量量 密度 }生物星星 密度度 生物量量 密度
{
生物量量 密度度 生物量量

旋旋 螺 属属 3 oooo 0
.

888 3 1 6( 111 3 7
.

999 1动动 O
。

3 222 13 5 000 4
.

666 1石000 I
。

888 4万OOO 6
.

444

豆豆 舰 属属属属 3 1动动 I D
.

000 16 6 000 6
.

4444444 2主0 000 7
。

000 5 1D 000 3 222

摇摇蚊幼虫虫虫虫 卿 一一
0

。

666666666666666 1印印 4
.

666

钩钩 虾虾虾虾 l酗酗 9
。

4444444444444444444

檬檬 幼 虫虫虫虫 1阳阳 0
。

2222222222222222222

四
、

水生维管束植物和大型藻类 克湖大型水生植物包括水生维管束植物沼生植

物芦苇
、

挺水植物
、

浮叶植物的抱整眼子菜
、

蓖齿眼子菜
、

小眼子菜
、

轮生菜等 5 种
,

以及大

型藻类球状轮藻
。

表 5 为 4 种维管束植物和大型球状轮藻的调查结果
。

各调查点维管束植

物资源量
,

每公亩平均鲜重 12 7 9
.

7 公斤
,

干重为 韶
.

2 公斤
。

大型球状轮藻分布不均衡
,

调查中出现于站位 l
、

6
、

7 ,

每公亩平均鲜重 6 7 2
.

3 公斤
,

千重 70
,

5 公斤
。

芦苇生长在环

湖水深 2~ 3 米和广阔的沼泽地
,

每平方米 15 0一 30 。 株
,

每公亩重约 2千公斤
,

估计全湖

可年产鲜苇 1一 2 亿公斤
。

每年 3 月下 旬开始
,

成群候鸟
、

水禽和鲤
、

螂鱼等来芦苇区摄

食
、

产卵
。

据报导共有鸟类 18 种
,

构成了芦苇
、

水草
、

鸟
、

鱼
、

排泄物
、

寄生虫
、

水生动物之

间湖岸浅水带亚生态系统
。

表 5 克湖水生植物生物 t (克 /米
,

)

T ba
.

5 T h e b of m郎 5 o f t h e a q u 砧 l 。 妙几 n t s i n t h e K e l u k o L吐
e ( 9

.

/m
Z

)

类 别 ~ ~ 气~

{ 鲜 重
湘2即

维管束植物
却邪重一重干一鲜

球 状 轮 藻
干 重 井牛

…
L

6

{
,

荞
鱼 类 和 移 植

克湖鱼类区系简单
,

土著鱼类仪有裂腹鱼亚科裸鲤属青海湖裸鲤 1 种和条鳅属背斑

条鳅和厚尾条鳅 2 种
。

调查 1 9 7 3 年开始引入西宁市当年培育鲤鱼种 6一 7 厘米 6
.

6 万尾

以及少量娜鱼种
。 1 9 7 6 年又从安徽省引入 3 ~ 5 厘米鲤鱼亩 10 万尾

、

草鱼苗 3 万尾
、

链

鱼苗 3 万尾
。

1 9 7 7 年鲤鱼苗 16 万尾
、

草鱼苗 2
.

6 万尾
。

1 9 7 8 年鲤 鱼 苗 2 0 万尾
。
一9 7,

年和 1 9 8 0年各种鱼苗 1 6。。 万尾
。

经长途运输和途经海拔 3。。。 米低温高原
,

尤 以 19 76

年后从外省引入的鱼苗成活率仅有 10 拓
。

人湖后体小而弱
,

即进入漫长越冬期
,

死亡率

很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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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湖原无上述移植鱼类
,

1 9 77
、

1 9 7 8
、

1 9 8 0年调查所获的鲤
、

螂鱼群体
,

无疑是 1 9 7 3
、

1 9 7 6年开始移植的
,

它们直接反映了年轮特征
、

年龄生长
、

性成熟期等生物学指标与克湖

环境的关系
。

表 6 为克湖移植鱼类的年龄生长实测结果
。

1 9 7 3 年移植的鲤鱼世代到 1 9 7 7

年 6一 7 月
、

1 9 7 8 年 9 月
、

19 8 0年 5月平均体重分别为 2 3 4 0
.

5 克 ( 3+
~ 4 龄 )

、 3 4 5 0克 ( 5一

5 +
龄 )

、

4 1 2 5克 ( 6+
一 7 龄 )

。
19 7 6 年世代于 1 9 7 8年 9 月为 4 9 0

.

5 克 (一 1+
龄 )

。

红鲤可视作

1 9 7 7年移植的确证的标志鱼种
,

1 9 7 8 年 9 月体重为 3 9 0 克 ( l一 i 十龄 )
。

1 97 7 和 1 9 78 年世

代鲤鱼已可能是人工放养或自然繁殖的群体
。

娜鱼是唯一在 1 9 7 3 年移植的鱼种
,

到 1 9 7 8

年为 5能 克
,

从年龄上鉴定已是第二 代群体
。

由表可知
,

1 97 7 年和 1 9 7 8 年调查的 1 9 73

年世代鲤鱼年间增长约 1 千克
,

此与 3+
~ 4 龄初次性 成熟前增长速度迅速有关

。

同龄鱼

生长差异很大
,

19 7 7 年曾捕到+3 一 4 龄鲤体重 7 2 5 0 克
。 1 9 8 0年 5 月测量到 +6 一了龄最大

体重为 8 5 0 0 克
。

表 6 克湖移植鱼类年龄和生长实浦

T叻
,

6 T h e m e ” u r e d a g .
ua d ` r o . t h of t h e e x o t 1O fi s h e s

i nt r o d u c e d 认 t h e K e l u k e L a k e

种种 名名 平均体长 (匣米 )
、

体重 (克 ))) 年 龄龄 肥满度度
范范范围围围围

111 9 77
.

6 --777 鲤鲤 L 二 4 3
.

3 (邵
,

2 一朋
甲

8 ))) 3
+

- 444 2
.

999 躺躺 19 7 333

WWWWWWW
二 2然0 ( 1农抢 一 5 1印 )))))))))))

111盯8
.

999 鲤鲤 L = 能
.

o( 4 ,
.

5 一犯
.

0))) 石一 5
+++

2
一

巧巧 2888 1 9 7 999

鲤鲤鲤鲤 W
二 3 4石o (理冈

一 7助 0))) 1一 1
+++

3
.

444 招招 1 9 7 777

红红红鲤鲤 L 二

豁
.

8 ( 2 1
.

5一 28
甲

5 ))) 丈we l
+++

8
.

444 马马 压仑7 777

卿卿卿卿 W
,

钧 0
.

石( 3以〕 一 7 0 5 ))) 2一 2
+++

3
.

999 777 19与
,

666

LLLLLLL 二 2 3
.

8 ( 2 0
甲

o 一 2 6
.

2 )))))))))))

WWWWWWW
二
加心( 2 50

一 口x 〕)))))))))))

LLLLLLL 二

24
.

8 ( 2 3
.

5 一 2 5
`

5 )))))))))))

WWWWWWW
二 4即 ( 4印 一 6扔 )))))))))))

111 98 0
.

555 鲤鲤 L 二

朋
.

2 (血
.

5 一 6 3
.

0 ))) 6
+

一 777 2
.

555 8222 19 7 333

鲤鲤鲤鲤 W
二 4 〕卫匀( 2 5 1 5 一 8 50() ))) 1

+

一 222 2
.

888 功功 1 97 习习

鲤鲤鲤鲤 毛 = 2 6
.

8 ( 2 3
.

0 一韶
.

8 ))) 2
+

一888 8
.

000 666 19竹竹

WWWWWWW
二 6 4 1 (翔) ) 一 82 6 )))))))))))

LLLLLLL =
32

。

3 ( 28
.

9 一 4 0
.

5 )))))))))))

WWWWWWW
二 102 6 ( 5石O 一 1的0 )))))))))))

克湖鲤鱼鳞片上的年轮特征在大龄鱼的鳞片边缘 与陈佩薰等川描述的一样
,

即第一

个年轮特征不具备环片走向的切割特征
,

呈现出环片的密集 ; 而幼轮却具备切割现象
。

作

者根据它的环片排列疏密交界处 (第一柏和 已知放养的克湖鲤鱼年份和时间
,

并参照当

年饲养鱼生长长度和幼轮逆算长度以资区别第一轮和幼轮
。

根据不 同调查 年份的 5
、

6
、

7
、

9 月的鳞片观察
,

可确证年轮形成时间为产卵后的 9 月
。

如
, 1 9 7 7 年 6一 7 月检查 1 9 7 3

年世代 肪 尾鲤鱼鳞片
,

有 28 尾都已形成了第五个年轮
。

因此表 6 中 1 9 7 3 年世代到长到

1 9 7 7 年 6一 7 月
,

大部份鲤鱼尚未形成新的年龄 ;看上去为 +3 龄
,

而实际上已有 5 个年头
,

则是还不到 4 足龄
,

余类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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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湖鲤鱼可数性状变异大
,

与国内报导的不同肠
, 二,

由表 7 看出
,

头长和体高所占体长

比例低于鲤科鱼类志的记载
。

克湖鲤鱼肥满度低龄鱼大于高龄鱼
,

低龄为 2
.

8一 3
.

理,

高

龄为 2
.

5~ 2
.

9
,

见表 6
。

雌鲤肥满度大于雄鲤 (见图 4 )
。

性成熟群体和未成熟低龄鱼群体

也是不同的
,

越冬前低龄鱼肥满度大于性成熟群体
,

越冬后二者则相反 (见图 5 )
,

反映了

它们对环境的适应性和不同群体的适应意义
。

表 了
·

克湖鲤鱼群体可数性状差异比较

T a b
.

7 OC m p a ri s
on b旧 t w ee ud if ef r e . 。帕 of 叻u n t a b el c h . r a心 et ri sit cs of

oc
扣。 t O

On ca Pr p o P u l毗 i o n o ul t h . K e lu k . L ka
.

体长组 (厘米 )

体
一

长 /体高

体长 /头长

头长 /尾柄长

4 0
.

卜 6D 2 1
。

石沁吐0
.

0

3
,

1 8 士0
.

0 38 ( n 0 14 4 )

4
.

6 a 士 0
.

1 4 (二
二 8 )

1
.

止7 士 0
.

0 5 (
n = 匀)

3
.

叱士 0
.

肠工(
n 0

88 )

中国鲤科鱼类志

2
.

6 9 ( 2
.

6 一2
.

8 )

3
.

6 3 ( 3
`

分3
.

9 )

1
.

9 9 ( 1
.

6 一2
.

肠 )

2 0 一 2 5 2 5 一 30

剑婆田民

(未成熟群体 )

4 U一 4 5 4 5 一 5 0 5 0一 5 5 5 5一印
r

(性成熟群体 )

体长组 (厘米 )

图 4

F i g
甲

4

克湖雌雄鲤鱼群体肥满度比较

C mo p a ri s o n o f f at
a

川 f e功 a l e e o 砚11 刀 o n 哈 r P 狱
n e s s

be t w ee n I D a el

七he K d u ke L a 如

一

3 5一 4 0 4 0一 4 5 4 5一6 0

体长组 (厘米 )

图 5 克湖鲤鱼群体越冬前后肥满度比较

皿 g
,

S C毗 P a r i s o n o f af t t n e s s 忱 t w ee n

。

mo 皿 o n e a r p P o p u la t i o n s b e f
o r o a

砚
a f t叮 w i n 七e r i n 七比 K e l u肠 L a ke

从图 6 可看出
, 1 9 7 3 年移植的鲤鱼大部份已性成熟

。

+3 一 4 龄性成熟群 体中雌性成

熟占雌鱼群体的 78
.

1 %
,

雄鱼则占 87
.

5 %
,

由此可见
,

进入第 1 次性成熟群体体长组为

35
.

1~ 40
.

0厘米
,

体重 1 5 0 1~ 1 7 5。 克以上
,

且雌雄差别不大
。

从表 8 性成熟度来看
,

克湖

鲤鱼产卵期亦较迟
。

据 1 9 77 年 6一 7 月中旬调查
,

在 96 尾中 已产过卵 VT 期为 24 尾
,

其

它均处在 V 期
。

屈时克湖浅水带水温才达 18 ~ 2 0o C
,

正值繁殖期
。

经不同调查期年龄的体长体重测定
,

雌鲤 VI 期个体绝对紧殖力均值为 20
.

7 土 1 1
.

4

和 3 1
.

4 土巧
.

7 万粒
,

相对繁殖力每克体重均值为 95
.

4 土 51
.

6 和 84
.

6 士 4 3
.

6 粒卵子
。

从

均数标准误和样本标准差可看出
,

变量离散度大 (见表 9 )
。

克湖鲤鱼食性骨含物中多以摇蚊幼虫和蛹为主
,

其次为 腐植质
、

挠足类
、

枝角类
、

单细

胞藻类
、

端足类
、

碗豆规和条鳅等
。

其中摇蚊幼虫
、

腐植质
、

底栖性硅藻等出现率几乎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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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 %
,

摇蚊幼虫和蛹的数量可达几百条至 3

千余头
。

单细胞藻类出现硅藻 16 属
、

兰藻 4

属
、

甲藻 1 属
。

表 10 为 +3 一 4 龄鲤鱼的食性

分析结果
。

二龄 ( 2一 2 + )螂鱼平均体重 4 9 0克 ( 4 5 0一

5 5 0克 )
、

体长 2 4
.

3 厘米 ( 2 3
.

5 ~ 2 5
.

5厘米 )
。

性期 m ~ W 期
,

怀卵量 5 万多粒
,

性成熟系

数 1 1
.

8 %
。

一龄 (1 一 +1 )卿鱼体重 2 60 克
、

体

长 17
.

0 厘米
。

在调查中除鲤
、

卿鱼外
,

1 9 7 7 年还捕到

1 9 7 6 年开始 移植的缩鱼 已从 3一 5 厘米长到

2 0一 1 5 厘米
, 1 9 8 0 年捕获的 3 十

龄草鱼 3 4 厘

米
,

体重 9 0 0 克
,

体内寄生大量绦虫
,

据克湖

养殖场 1 9 8 1 年捕到的 4 +
龄草鱼平均体重已

达 1 9 5 0克 ( 6 尾 )
,

2 +
龄团头纺 ( 1 9 7 9 年世代 )

体重 7 5 0 克
。

在调查中 1 9 7 8 年 9 月份共捕获 青 海 湖

裸鲤 18 尾
,

经臀鳞年龄鉴定
,

年龄 组 +6 一

1 2+ ,

其中 g 尾 +9 龄的平均体长 3 1
.

3 厘米
,

体重 4 85 克
,

相当于青海湖群体 1 2干 龄生长

—
早

’

一 一 一 一矛

性未成熟 (% ) , ;

性成熟 《%》

图 6 克湖鲤鱼产卵群体性成熟组成

F i g
.

6 T h e p e r叨 n t a罗 o f s叹 u al

m a七u : et i o n o f e o力力卫 o n
ca

r p , P a w n

P o P u l合 t i o n 。 至n t玩 K el u k e L a k e

速度川
。

调查群体中 14 尾性腺为 工V 期
, 4 尾 m 期

。

经 l 尾 11 龄怀卵量 测 定为 1
.

7 3

万粒
。

表 11 为裸鲤与移植鱼类体长生长逆算的比较
。

裸鲤食性共镜检 3 尾
,

以食钩虾
、

蜡
、

摇蚊幼虫为主
,

肠充塞度++
、

++
十
级

。

克湖自 1 9 7 3 年移植鲤
、

螂鱼成功后
,

1 9 7 8 年在 巴音河下游开始建立养殖场
,

并进行

表 8 克湖鲤鱼产卯群体性成熟度

T a b
.

8 T h e s
.x

u幻 m 几 t u r e

otl
n of s P a w n OP UP l at iuo

,

of oc m咖
n c忘丫p 她 t h e K e1 Uk

. L比
.

性性 别别 性 腺 发 育 期期 随机抽样数数

IIIIIII I III 1 1 111 I VVV yyy V IIIII

了了了 222 222 888 3 777 444 扭扭 皿皿

早早早早 888 招招 1 777 000 吕吕 脸脸

表 9 竞湖粗鱼的萦殖力

T叻
.

9 T .h f的 u
时yit of 0 0 刀。 . 10 . 。 `

印 nI t助 K . lu k .

La .k

调调查 日期期 UUU 休长范圈圈 体班范困困 绝对繁殖力 (万 ))) 相对繁殖力 (拉
·

克 )))

(((((((厘米 ))) (千克 )))))))))))))))))))))))))))))))))))))))))))))))))))))
平平平平平平均值 士标准误误 标准差差 平均值土标准误误 标准登登

111盯 3
。

杏 777 场场 朋一如如 1
。

卜 2
.

666 么〕
。

7 土 1 1
.

444 1 1
,

888 沥
.

4 土石1
。

习习 6日
。

`̀

卫卫翻为
.

肠肠 缸缸 4 8书555 8
,

卜0
.

222 8 1
.

4 士工6
,

777 16
,

0888 吕盛
.

6 土拐
.

666 只
。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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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0克湖 4龄〔犷 ~4)鲤鱼胃含物食性分析

T a b
,

1 0 Sot m a e h co
n et n t na 以y s i s o f t h e co ~

o n ca r P 甲h i比 叨
a 沙 of 4 y e

扔 (合
`

一 4 ) 玩 t h e x e 一u
如 L 压

如

标标本号号 食团湿重重 摇 蚊 幼 虫虫 挠足类 (个 ))) 枝角类 (个 ))) 端足类 〔个 ))) 腐植质湿重重

(((((克 ))))))))))))))))))))))))) (克 )))
条条条条条 克克克克克克

66666 1
。

555 15 000 1
.

000 3
.

333 000 3 000 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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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7777 6
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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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3 2 1111 花花 7 222 2
.

888

111000 3
一

444 6 0 777 2
.

000 7222 1 333 7zzz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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丈丈111 4
.

000 10 8 888 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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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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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 555 6
.

222 之9 1 222 3
。

222 000 000 000 2
。

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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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2 石石111 4
.

000 1 o444 1 111 000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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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1 克湖引进鱼类与裸鲤生长逆算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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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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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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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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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J,1
1321,盖附̀8

八é曰土,之

人工繁殖和孵化试验
。

鲤鱼繁殖期在鱼池 比克湖 稍早
, 6 月中旬至 7 月中旬 结束

。

后期

7月份孵出的鱼苗
,

到 9 月 23 日鱼池水温已下降到 14
.

2
O

C
,

又因日温差变化大
,

故孵化

率
、

成活率很低
。

前期孵出的鲤苗经二个多月的生长期
,

平 均体长 6
.

7 厘米
,

3
.

2 克 (7

尾 )
。

从外省市繁殖较早的移植鱼苗
,

从 5 月初 (体重约 3 厘米 )至 9 月 23 日饲养
,

红鲤为

1 0
.

5厘米
,

3 5
,

9 克 ( 4尾 )
、

白缝 8一 i 厘米 ( 2 1 尾 )
、

草鱼 x o
。

6 厘米 ( 1 7 尾 )
。

讨 论

克湖地处青海高原腹地
,

是高原渔业生产的优越基地
。

湖盆呈洼地沼泽型
。

克湖因

有较充沛的巴音河水流入
,

湖水接近淡水
,

常年有适量水循环交换和营养物质供给
,

水质

清洁
。

夏季光照时间和晴天时数多
,

但全年生长季节短
,

适宜于鲤科养殖鱼类生长期仅为

三月个
,

冰冻期和低温期长
、

日温差大
。

生物群落的种类数
、

群落结构和食物链简单
,

虽然

优势种群的数量大但种类少
。

如水生植物和大型藻类虽茂盛但仅有 6 种
。

浮游植物在夏

季亦以冷水性
、

清水种绿藻类
、

兰藻类
、

硅藻类的种类占优势
。

浮游动物除轮虫类种类数

较多外
,

优势种以挠足类种类和数量占优势
,

而轮虫数很少
。

底栖动物以摇蚊幼虫种类和

数量最多
,

连同 1 9 7 9 年
、

1 98 0 年二次阅补充调查 25 种共有 28 种
,
常见种有巴比刀突摇

纹和异拟长跪摇蚊
。

底栖动物生物量上以端足类湖钩虾居首
,

其它种类很少
,

三次调查相

一致
。

克湖生物优势群和生物类群可以反映低温
、

清洁水环境的指示种
。

参照
.

日本水域的

有关指示种类仁, 1 .

如清洁一寡污性指示种有溪流摇蚊和豆观等
。

寡污性 ` 较清洁种有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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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低额搔
、

方形低额搔
、

矩形尖额搔
、

螺形龟甲轮虫
、

台杯龟轮虫等
。

克湖鱼类区系简单
,

有高原鱼类青海湖裸鲤和二种条鳅
。

条鳅数量大而裸鲤却不多
。

据报导
〔 `〕 ,

青海湖裸鲤仅分布于青海湖地区
,

因此它的分布起源间题还是个谜
。

移植的鲤
、

鲡鱼生长和性成熟是成功的
。

克湖可作为藉放射法 ( 向周围地区扩展 )
、

阶

梯法 (如温度过渡 )灿 J来发展辽阔的青藏高原水生生物和鱼类引种驯化的 基地
。

但是克

湖鲤
、

娜鱼无论是自然的还是人工的繁殖数都因低温
、

生长期短
、

越冬期长而死亡率大
。

据

克湖养殖场进行湖内附着水草上的鱼卵孵化率标记观察只有 3 1
.

2弱
。

如从外 地 远 途 引

入鱼种同样会成活率低且耗资大
,

因此提早繁殖
、

饲养大规格鱼种 已成为人工增殖的重要

课题
。

移植 的草鱼
、

团头纺个体出现数量少
,

此与越冬前投放小规格鱼种死亡率大有关
。

从个体测量来看
,

3 干龄前的草鱼生长缓慢
,

+3 龄后的草鱼和 +2 龄团头纺生长较迅速
。

因

此投放少量草鱼和团头纺
,

合理利用水生植物资源也是提高湖泊生产力途径之一
。

克湖

蕴有大量水生植物和条鳅资源
,

如何进一步开发利用可作为区系改造和引种时的重要课

题加 以研究
。

克湖维
、

鳍
、

青鱼等引入后几乎是失败的
,

成为很不理想的品种
,

其它高原地

区更不宜引入口 〕 。

克湖引种对象应当选择广温或冷水性品种为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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