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淡水鱼类水温区划的气候生态探讨

刘乃壮 郑美秀

南京气象学院 宁化县气象局
,

福建省

提 要 本文根据 个地点水温与气温的相关资料
,

建立了一组计算水温 的 区域模

式
。

利用各地的气象资料
,

对我国东部 。个地点的河水温度作了推算
。

以淡水鱼类不 同温

度生态型的生物学界限温度为指标
,

分别确定了暖水性鱼类的安全越冬北界和冷水性鱼类 的

安全度夏南界 并以 ℃和 拓℃为指标
,

绘出了 连条水积温等值线
,

据之将东部地区划分为

个鱼类生长的气候适应区
。

对鱼类养殖各气候区具有不 同的生产意义
。

关键词 水温
,

界限温度
,

气候区划

淡水鱼类养殖作为大农业的一部分
,

近年来在我国得到空前的发展
。

淡水鱼已成为

人民日常生活和改善营养结构中必不可少的成分
。

怎样将增加产量和丰富品种
、

降低成

本相结合
,

是淡水养殖面临的迫切课题
。

在不断地培育新品种和改进养殖技术的同时
,

如

何充分发掘自然资源的潜在生产能力
,

应是大范围迅速增产节约的有效途径之一
。

而渔

业区划的任务之一正是为了淡水养殖因地制宜的合理布局提供依据
,

借以发挥各种自然

资源生产潜力
。

近年来我国对渔业区划的研究
,

在全国性或省级等不同尺度
,

都进行了不少有意义的

工作
。

已经从鱼类的自然种群分布
、

水产地理环境
,

或者从将自然条件与经济条件相结合

的综合特征分析等不同角度展开
,

探明了一些规律和提出有益的建议俩
, , 。

然而
,

统观

这些区划工作在渔业气候资源方面的分析
,

可以发现
,

它们往往仅是以列举出一些区域零

星的大气气候资料
,

来说明各地鱼类生长的气候条件差异
。

而对鱼类直接生活其中的广大

水域的贴身气候状况却缺乏系统的阐述
,

因而不可避免地使有关区划的思路明显偏向于

受地理气候学或某些 已知农业气候区划体系的影响
,

并且对淡水鱼类生活的气候环境只

能给出某些定性的和模糊的区划分界
。

尽管光
、

热
、

水和空气都是各种生物生长发育所共同需要的气候因子
,

然而
,

光因子部

分通过太阳辐射对水体的热效应影响鱼类生活 空气因子则关键表现为水体的溶氧量和

其它有害气体的溶量
,

它们均与水温有关’
界, , , 。

因此
,

对于鱼类来说
,

水与热这两类因子

的地理分布差异才是判别各地水产气候资源特征和进行区划 的最基本依据
。

由于水是鱼

类存在的前提
,

故此在一定水资源保证的条件下
,

以水温为代表的水体热量资探状况就成

了决定鱼类安全分布与生长发育速度的主要气候条件 , 同时
,

水温还是影响水生植物与浮

游生物进而决定水体初级生产力的重要因子 
。

人们 已经日益认识到
,

充分而合理地发

掘各地水域的鱼类生产力
,

促进淡水养殖的良性生态循环和在确定鱼苗投放
、

投饵
、

捕捞

等作业的最佳技术上
,

科学地掌握水温的时空分布规律与时机是有益的
。

基于 以上认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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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尝试直接运用水温资料对做为我国主要淡水养殖渔区的东部各地
,

进行了两个内容

的气候区划
,

希望它能为人们对本质上不同于陆地生物的水产业 自然资源的认识
,

寻求一

条更能反映客观条件和养殖效益的表征方法
。

思 路 与 方 法

进行水温气候区划
,

首先需要解决两个关键性工作 系统地掌握所研究地域各点的

水温资料
。

由于只有为数不多的水文观测站具有较系统的水温观测记录
,

所以必需寻求

一种能间接地推算水温的通用方法
。

给出主要鱼类生长发育的界限温度
。

水温的推算 根据热量平衡的理论
,

通常各地的水体温度主要应决定于太阳辐

射条件
,

并与当地的气温
、

水质
、

燕发
、

水流的外部收支与内部对流
、

紊流等显热
、

潜热交换

过程有关
。

即使己知太阳辐射随各地纬度与海拔高度等呈现的规律性变化
,

由于涉及各

方面因子与过程的复杂性
,

现时尚难以通过热量平衡关系建立一种能较准确和实用的水

温计算方程
。

国内外已有若千研究指出
,

水温与气温具有极显著的线性相关氏
了〕,

但是各

研究者给出的由气温换算水温的方程却有很大的局限性
。

不同试验点的方程常数或系数

相差甚大
,

致使他们的拟合方程没有普遍意义
,

难于用来估算任意未测地点的水体温度状

况
。

然而
,

水体的基本热量平衡关系告诉我们
,

与气温变化的趋势相似
,

水温亦应随着纬

度的推移
,

受 日照时数
、

太阳入射角等的不同
,

而从南方到北方有规律地递减 并随着海拔

高度的变化
,

从低处到高处水温逐渐降低
。

由此可见
,

气温
、

纬度和海拔高度均应与水温

有函数关系
。

本文在建立通用的计算水温气候模式上做了如下工作 为了消除同一地点静水与

流水的温度差异对相应统计工作的千扰
,

一律采用河流水温
。

从水文资料中随机选择

涉及不同纬度
、

不同海拔高度的 个水文站从 年至 年
,

计 年的水温观测记

录
,

再依各水文测点的地理位置
,

取各相应点最近地方的气象站气温记录
,

分别对各对应

点逐年逐月相同时段的气温平均值与水温平均值进行比较
。

考虑到大气系统和水体系统

的温度变化都是大范围同步的
,

故此对两个相距不远的气象站与水文站的气温差异予以

略去不计
。

从分别统计 组测点逐月水温与气温的相关方程
,

并绘制点聚图时发现
,

我国东部各地的月平均温相关直线
,

因纬度与季节而异可归纳为两种类型 一类属衔接型

或称单线型
,

它们每一个地方全年各月的水温与气温的相关点处在一条直线上
,

低纬与

中偏低纬度各地均为该型 另一类可称为分离型 或称复线型
,

它们的每一地方 个月

的水温与气温聚合点分布在三条线段上
,

其中除了有一条是因为冬季水面结冰
,

水温不再

随气温变化而呈水平状态的等值线 外
,

在水体不结冻的鱼类活动期内
,

春季至夏初

的升温阶段 与盛夏至秋季的降温阶段 肠 的 分别为两条线
,

二者具有不同的斜

率与截距
,

如图 所示
,

中纬偏高和高纬度各地属之
。

因此
,

有必要分别建立水温的区域

模式
。

对上述两种类型各测点的水温
—

气温方程
,

引入地理纬度和海拔高度两个订

正 因子
,

经过反复验算与调整
,

最终建成了一组三元一次方程形式的估算水温 动算式
,

其通用模式为

叽 乙 一 。 〕几
。 一 。 了万〕



期 刘乃壮
、

郑关秀 淡水鱼类水温区划的气候生态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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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水温 , 与气温 幼线性相关图解

一街接型 于 工

—
分离型

乳‘
,

气 按次序分别代表春夏秋冬四季
。

远 日

明
吕

眺 场 皿 枷 二 血
摄七 扮 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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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

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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砚
·

式中几 为气温
,

万为纬度
,

为海拔高度
,

“ 为纬度参数
, 、 、

“、 、。、

为区域模式参

数
。

现将模式的适用地域范围及其相应参

数
、

方程统计学检验的相关系数分别列入

表
。

应用该模式
,

只需给出任意地点的

气温
、

纬度和海拔高度数据
,

即可算出当地

河流的水温
。

由此可以运用遍布全国的气

象台站网地面观测资料
,

求得大量空自地

域的水温分布
,

以供水温区划工作使用
。

在我们分析的样本中
,

由于只有 个水文

站为 。。米以上的高海拔点
,

对鱼类养殖

意义不大
,

故表 中未 将高海拔水温模式

的参数列入
。

本文的区划工作
,

以上述方程

的
、

两类参数共计算了 个点次的水

温数据
。

不同类型水体的水温换算 淡水

水域包括着江河
、

湖泊
、

水库
、

池塘等种类

的水体
。

从热量平衡的角度看
,

它们基本

上可以分为与相邻水体之间经常有热量交

换的流水和不存在相邻水体热量交换问题的静水两种类型
。

系统地对 比从水文部门抄录

的不同地方 组湖库水温与河流水温的资料
,

并逐月计算这两类水体的水温差值
,

可以

表 由气温计算水温的气候模式与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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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现
,

在冬季
,

静水的水温比流水偏高
,

而夏季则趋势相反
。

故此可以取不同季节两类水

体的水温差经验值
,

做为由一种水体水温求知另一种水体水温的换算系数
,

如表 2所示
。

表 2 河流(R )与湖泊(L )的水温换算系数(八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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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 淡水鱼类的温度生态型与生长界限温度指标 淡水鱼类是冷血动物
,

其体温与

一系列生理活动均与水温的高低有密切关系
【工2 〕

。

因各种鱼类对温度要求的差别
,

通常分

为暖水性
、

温水性和冷水性三种温度生态型
。

我国主要淡水养殖鱼类生存与生长的界限

水温可简要地列于表 3
。

从中可见
,

三种生态型鱼类的生存极限温度
、

适宜生长温度和最

适温度有明显的级差
,

这些界限温度可以做为判别水温气候对鱼类生长适宜度的指标
。

温

水性 鱼类属广温性
,

在我国分布的范围广
,

数量多
。

我国最南省分海南岛的最高旬平均水

温不过 31
O
C 左右

,

远未达到温水性鱼类的生存上限温度 ;我国北方冬季千里冰封
,

但大型

水体上层的深厚冰层具有保温作用
,

使底层水温能保持在 扩C 以上
,

为温水性鱼类的安全

越冬创造条件
。

因此
,

温水性鱼类的生存可遍及全国
,

但是从生产 的角度看
,

有一个需要

确定利于产生较高经济效益 的最适生长的气候区间题
。

暖水性鱼类对低温较敏感
,

主要

适于南方热带
、

亚热带气候养殖
,

生存的下限水温为 10
0
0 ,

向北引种在 自然环境下存在着

安全越冬的气候问题
;
反之

,

冷水性鱼类不耐高温
,

生存的上限水温仅为 25
O
c ,

往南引种

将因高温危害而不能安全度夏
。

因此
,

可以分别以 IQo O 和 25
O
c水温作为淡水鱼类温度生

态型分布的气候指标
。

表 3 已给出
,

15

O

C 水温值既是温水性鱼类摄食增重较快的生长温

度始点
,

也是冷水性鱼类最适生长的始点温度
,

同时
,

它还大致接近子暖水性鱼类秋冬季

的安全越冬温度和春季的摄食增重始温;1。
。

C 值亦有一定的生物学临界意义
,

它既是温水

表 3 我国主要淡水鱼类生长的界限水温(
oC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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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鱼类春季开始摄食增重和秋冬季进入休眠状态的界限温度
,

又是冷水性鱼类适宜生长

的始点温度
。

故此
,

区划工作又分别以》15
O
C和> 10℃的水积温作为鱼类不同有效生长

的热量资源指标
。

结 果 和 讨 论

鱼类水温气候区划 的主要目的在于了解不同地方鱼类直接生长环境的气候适宜度和

对养殖生产有效的热量资源蕴藏量
,

以便于生产者兼顾充分利用自然资源物丰价廉之利

和保障鱼类的生存安全
,

以相对的较低投入取得较高的产出率
,

实现产量与效益同步增

长
。

因而水温区划可以做为淡水养殖制定大尺度水域开发
、

养殖布局和因地制宜技术模

式总体策略的有益参考
。

淡水鱼类养殖的水温气候区划可以从安全生长的地域范围
、

性

成熟速度的区域差异
、

个体生长的热量资源以及有效生长季长度等不同方面展开
。

本次

研究进行了以下两方面的工作
:

(一 ) 不同生态型鱼类养殖的安全水温区 划 由于鱼类为多年生习性
,

需要水体提供

安全越冬与度夏的气候保障
,

才能持续地生存与繁衍下去
,

获得充分的个体生长发育和群

体的世代演替
。

因此
,

在自然水域的大规模养殖
,

需要明确安全水温的临界区线
。

只有在

安全区域以内才能提高鱼类新品种定向引种和推广的成功率
,

加快发展速度
。

由于暖水

性鱼类和冷水性鱼类均属狭温性
,

安全水温区划特别与这两类鱼的生产发展有关
。

根据

前述水温区域模式算出的各地水温和表 3 给出的鱼类界 限水温
,

令年最 冷 旬 平 均 水 温

l扩c 为暖水性鱼类的生存北界
,

则该等值线在我国
,

东 自浙江省温州
,

经过赣州
、

郴州
、

贵

阳
,

西至云南省西部的碧江
,

大致波动于 26
“

一27
“

N 之间
。

但是在四川省内
,

受四周山地

屏障对冷空气的阻隔
,

盆地中部的乐山

—
沪州
—

重庆

—
成都一圈

,

存在着一条同值

等温线
,

圈内是冬季暖水区
,

亦有利于暖水性鱼类越冬
,

如图 2所示
。

冷水性鱼类不耐高温
,

全年最热旬平均水温 2犷C 为其生存上限
,

则 25
,

0 等值线的走

向
,

东有河北省沧州
、

石家庄
,

向南折至新乡
,

又西拐至运城
、

商县
、

汉中
,

再南至四川省的

雅安
、

酉昌的一条 曲线
,

是为冷水性鱼类安全度夏的南界
。

实际上这条等值线从华北向西

南是沿着太行山脉

—
秦岭山脉

—
工日昧山脉的山麓行进的

。

一般说来
,

该线以南冷水

性鱼类在自然水体中不易生长 良好
,

除非是在局部较高海拔 的湖泊或深水库等冷性大水

体中
。

( 二) 鱼类生长的水体热t 资源区划 用 高于某生物学阂值的水积温量来判别 各地

对鱼类生长有效的水体热量资源
。

从低纬度到高纬度
,

以水 温区域模式算出的各地水温

进一步算出各地的水积温为准
,

可以绘得 4条不同温量的水温等值线
:
¹ 东自福建省泉

州
、

沿南岭山脉南麓西行
,

经韶关
、

广西省河池
、

贵州省兴义
,

至云南省 的东川
、

保山
,

为年

蕴藏》15吧水积温 7500 度
·

日区线;º 东 自江苏省南通
,

经南京
、

蚌埠
、

信阳
、

老河 口
、

十

堰
、

汉中
,

西至四川省的绵阳
、

雅安
、

渡 口一线
,

为年蕴藏 ) 巧℃水积温 4
,

70
。度

·

日区线 ;

» 东 自河北省的秦皇岛至北京
,

是年蕴藏> 15
“

C 水积温 3
.
0 00 度

·

日区线
,

考虑到往西登

上黄土高原受海拔影响较大
,

该线未向西继续推算 ,
¼ 大致沿大兴安岭的西麓

,

自黑龙江

省盘古河
,

向西南经过内蒙古的海拉尔
、

伊尔施
、

集宁
,

西至临河的一线
,

年蕴藏》1护C 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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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秀美: 淡水鱼类水温区划的气侯生态探讨

积温只有 1500 度
·

日
。

由上述 4 条线将我国东部分割成为 5 个具有不 同热量资 源 的鱼

类生长区
,

它们对淡水鱼类的养殖具有不同的气候适宜性
,

详细评价列入表 4 之中
。

结 论

1. 由于各地的水温与气温之间普遍具有较好的相关性 ,

可以建立通用的相关模式
,

但是
,

不 同地域的模式参数不同
。

据此可以由各地的气温推算当地 自然水体的温度及其

年变化
。

2

.

我国大陆多数地区的水体具有丰富的热量资源
,

适于淡水鱼类养殖
。

但是
,

从南

到北各地水体的有效热量蕴藏量相差甚大
,

海南岛的》 15
0
0年水积温达到 1。

,

1 00 度
·

日

的高值
,

而黑龙江省的漠河李 10o C 年水积温不足 1 ,
5

00 度
·

日
。

故此
,

各地养殖生产鱼类

的最适宜种类与养殖技术应该有所区别
。

表 4 中国东部自然水域的年水积温闭区划及其热t 资源对淡水鱼类生长的影响

T 胜b le 4
Cu m

u l时iv e h yd ro tem 钾ra tu加 (per y眺r) d加ision an 且t h e ir

玉n flu en oe￡ o n g r o 、, t h o f f r e s h w at
e r f i s

he
s 恤 the eas tern C hina

区区 号号 年水积温闷〔习Tl
。
度

·

日))) 热量资源对鱼类生长的影响响

IIIII 7 ,

印0一10
,
1

0())) 和温最极丰
,

利于暖水性鱼类安全生长与提高效益
。

温水性鱼类类
摄摄摄摄食期 长

,

无明显越冬期
,

但夏季水温偏高
。。

III III 4
,

物0~ 7 币翎刃刃
__
积温量丰富

,

暖水性鱼类可以自多生长
,

但难以安全越冬
。

温水水
性性性性鱼类生长速度快

,

效益高
,

需警锡夏李高水温的不良作用
。。

III IIII
3

,

00
0 ~ 4

,
7 0 000 积温且较丰

,

不利暖水性鱼类自然生长
。

温水性鱼类能安全生生
长长长长

,

生长季较长
。

北缘属冷水性鱼类生长过渡区
。。

III丫丫 1 ,
6 0 0 ~ 3

,

叨000 积温量较少
,

温水性鱼类生 长较慢
,

生长季偏短
,

年生长量较低
。。

冷冷冷冷水性鱼类生长良好
。。

VVVVV < 丸6C幻幻 积温量不足
,

不利于温水性鱼类生长
。

冷水性鱼类生长发有速度度
迟迟迟迟缓

,

年生长鼠低
,

生产周期长
。。

往
:
第 IV

、

V 区的年水积温 1导x , 值是以大于或等于川七为准
。

3

.

暖水性鱼类在我国 自然养殖
,

存在着安全生长的气候北界
,

河流水温以温州

—
郴州
—

碧江一线为准
。

由于湖
、

库等静水水体的冬季水温比河水偏高
,

它们的养殖北界

比上述线向北偏移
。

4

.

冷水性鱼类在我国养殖存在着夏季安全生长的气候南界
,

河流水温以沧州
—

石

家庄
—

新乡
—

运城
—

商县
—

汉中
—

雅安

—
西昌的连接线为准 , 因湖

、

库的夏

季水温比河流偏低
,

它们的南界比上述线偏南
。

5

.

以水积温判别各地热量资源对鱼类生长的气候适宜性
,

我国养殖最广的以四大家

鱼为主的温水性鱼类
,

在南通

—
蚌埠
—

老河 口

—
汉中

—
雅安
—

渡 口的连接线

以南
,

有利于快速生长和较高的经济效益
。

参 考 文 献

东1了 大连水产学院主编
,
1 9

85

。

淡水生物学〔下册)
,

韶~ 3孔 农业出版社〔京)
,



水 产 学 报 15 卷

〔2 1 王明德等
,
1 粥e

。

淡水养鱼
,
石7 ~ 即

。

辽宁科技出版社(沈阳)
。

汇3 1 内场替兵卫(方 爽译)廷佣民 农林
、

水产与气象
,
1 6 9

~ 以城
,

重庆出版机
〔4 ] 江苏省水产局主编

,
1 仪猪

。

实用淡水养鱼技术
,

沁~ 的
。

农业出版利与

〔5 1 刘乃 壮
,

拍钾
。

气象科学技术在水产养殖中的应用
。

水产养殖
,

总(略)
:
加~ 幼

。

〔6 1 李思忠
,
1 郊九 中国 淡水鱼类的分布区饥 科学出版社〔京)

。

【7 〕 李荣生
,
1

98 瓦 中国水产地理
。

农业出版社
。

【8 了 宋丽莉
,
1 以熔

。

影响对虾养殖的主要气象因子初探
。

气象
,

1. 〔7)
:
拐~ 4习

。

【9 〕 周海荣
,
1 哭6

。

渔业生产的气候条件分析
。

中国气象
,

(的 :18 ~ 邪
。

〔10 了 夏世福主编
,
1 9

88

。

中国渔业区划
。

浙江科技出版社(杭州)
。

【11 丁 惠顿
,

F

.

W

.

( 中国水产科学院东海水产研究所等译)
。

水产养殖工程
,

阳~ 加氏 农业出版也
、

〔12 〕 童裳亮八诀犯
。

鱼类生理学
,

28
3 ~ 器2

。

科学出版社
。

A C L I
M

A T O
一
E C O L O G I C A L A P P R O A C H O F

H Y D R O T E
M

P E R A T U R E D I V I S I O N

F O R F R E S H 、V A T E R F IS H E S

L in N aizli oan g Z 肠n g M
eixin

(入甸姚了落蛇夕J 贴“阔
e
oj 肚

。

伽”切四) (叮e幼。。扬砰心 Oj 方配
。
了N ‘

介口入湘 Co
砚朴亡公

,
F 创夕落a称介阅白

州”
)

人B
ST
R A C T S om

. reo
ear
e
he
o of th e fioh ery reg io 协11

2时10几 iu C h i
na

a r e o f e 白r协饭

Pr ‘e t主ea l sig n ifiean
eo fo r rea s

on ab ly ut ili
zi
ng

the
n at u

ral eon d it ion
.
U P to 牡o w

,
n 卜

v er 七li e le s日
,

t h
e : e a

na
l y

:
1
5 o

f d i
v

i
$ 主o n ab 呱七 t五

e e l
itn
atie eon d it ion w ere on ly 吕o

m
e

, c a 七te r ed d . tu 功 or air一。1 1功a七e
,

b
u t

a s y : 七e 刃n a t l o e 玩b or时ion on th e 勿dro一。11立场t
e fo r

Iiv in g fi日h d i r
e e t jy 15 i n Ia

e
k
.
T h ls P

a p o r
ba
s e d o n 2 4 g r o u P s o f

r e
la 毛io n b 时w een t恤

五y d r o te m P
e r时盯

。 岛n d t h
e a

i
r t
.

p
e r a切re

,
a O

q
u a

t i
o 。 七五a 七it 斑ay ea lcu以。 七抽 hyd加

-

*em P时at u re in d lffer。助 r
egfo ns aro Pr oP昭ed

.
T li i3 eq u ation in ohi d

e日 t
hr

e o
fa
o t or

吕

~
lr t e m P e r 舀七u r e

,

l at i t u
d

e

, d alt i姐de
.
T五e 场d

rotem P
erature (几 ) i

, g 主v e n b y

少W
= [a + b (N 一 ,

)
+ e

H 〕几
+ [d+ 。 ( N 一 ,

)
+ 了g」

w {,。 r e T A 滚i
rtem Pera七u r 。 ;N - 玩ti七u d e ;H

一a
lt i毛u d e ,“一 P

a r 吕
m et

e r o f 城i毛u d e , 七h e 3 e l
et-

*er
s o f a

,

b

, 。 ,
d

, e a
n d f

a r o
d i f f

e r e n 七e q u a七io n
, 。

Pa ra m
e七er ,

,

B 明ed on the d纽g r.r。

。￡吕o m e li n
e
ar

r e la t io n , b
e 七w e犯 th

e hydro七e功P era七u re an d 七h e a 址tem P
o
ra 加re

,

俪。
.

* y p
e : o f c lim

a t ie o q 他七主o n
a re d is tin gU 主:h ed

.
o n 令 。f 七五娜 宜3 七h e o o nt in

u o u , 。h
a n g

e
、

t
y P

e

f

o
r

m

o n
t

h

a v e 邝ge of hy d
rot
.
P erat盯

。 宜n a y ear
, a

n d
an

o t
he

r
i
, 七h o u n e on 七卜

皿
ou吕 e

h
a n g

e 七y P e
,

U

s

i

n

g

e 肠
ch

a ir te m p e r a t u r e d 系tu犯 w e h av o e3tim 毗
ed 七玩 hydrotem Perat ur. of

ri传
rs .七5 3 0 lo o a 七io n s in th o ea , t e r n C h i助

.
A 八。r t h at

,
o n t h

o

gr ou
u d

o
f t h

o
b i

o
l
o

-

g i
o a

l b
o u n d

a r
y t

e
m p

e r a 七u r e: o f fr
e 。五w 么t e r f is h

e甘 w 此h 九r至o u , t
he

r

外
eeotyPos, a

n o r 七h or n lim it fo
r w a r m

一w a 士。r f i吕h
e s o v e r w i时时 s

ofely 叨d a 昌o u t细rn lim it fo
r

co ld
~

七er f ish e , o v e r o u
m m

e r s 就ely aro d etorzn i拉e d r明Peot计ely
.
T li e l主m it of fo r

-

下接第 26 页 (oo nt iuu
ed oo p。郎 26)



水 产 学 报 15 卷

mu
m o f jn elin i卜9 m

o
m
e 几t t h

r o u g 五。u t 七h o L及u l in g P
r o e e

d u r
e o h

ou ld b
e e o r e

f
u lly

e
ho

, e n
,

w h i 亡h o e cu 上日 at 七h e e n d o f Pu
r o e lin e li a u lin g o ta g e

.

K E Y W O R D S p u r o e s e in or
,

n
e 七h au lin g

, r e a
lt i m

e r e c o r
d

s
, a n a

I J
s

i
,

上接第 s 页 (eon tin u
ed from 孙g

e s)

T he :pw an ing
seaoon sta rted from 七li e m id d l

e of M
a y t o th e e n d o f o e七o b o r

.

T ller o w e r o tw o , P咖
ning Peak i。 。 y e盯

,

i

甲

e

.

七h e e n d of M
a y o n d

ear
ly o o to b e r

,

w li i ]
e

t h
o

m
a t u r e

d
o e 盆u a l

e c ll
s

d io
e
li
a r g

e
d in b at

e五e o
.
T o m P

e ra沈习 r e 狐
5 the m o。飞

im p o r 七a n 七fa
et o r fo r in flu

e n e in g t h o m
3七u r a毛io u o f th e g o n a d a n d 七h e o P a w n in g

p e r iod o f tli e 0 1。。
.
A h er二a灿

rodito sPeeim en w昭 diseov er e d an d e汉a m in e d
,

K E Y
W

O R D S 几夕孔落
杯 “朴面乙

比艺。, s e x
9

0 娜d
,

r e
P

r o 面
etiv e eyele

上接第16页 (eo武inu
od from 孙9 16)

m or 主3 d e f in od to e o二n e e t w ith W
e n zh o u

,

C h
e

n
z

h
o u a

n d B i
j

i
a o

g

,

b
u 七th o la t te r i ,

d
r a

w 八 。
l in e fr

o扭 C 舀n g ; ho u ,

S h i
j

i
a z

加岛n g
,

X i
n x

i
。。g

,

Y
u n e

h
e

n g

,

S 恤n g二 i
。。 ,

H 叻另
ho ng

,
Y 直,昌立 u P to X ich

a
铭
.
In addit主on ,

4
e 3 o t h

e r
m

s o
f

e u

mu

l
a 七iv o h y-

由。七em P or a tu r
e W h io h ta k e 1 0

O
C a n d 1 5

O
C a s t h e b io lo g ie

a l er i七e r sa日 朗e g主v e n
,

i t

d i
v 主d e tha

eastern C h 主舫 Int o 5 el豆
ma

七ely a d 已p 七眺iv o reg 主o n : fo r 七h e g r o w th o f

fr o s h w 乌t er f i s h
e s
.
E
a e h e ll刃a

a
t l e r e g io n

ha
v e 七h e d iff

e r e
nt 愧lu

e for to culti、7a活iv e

fi , h o r y
甲

T h

。 。I im at ie
a
d
a
P t
a
b i l计y of f主。he

s f o r g
r o w 七h ca n d ef ine d b y 七玩 d ivisi。乙

o f eu 卫。u
lat

i v
e

h y d r o 七e m p
er a tu r e

.
A m o n g th e m

,

t h
e 日e t e m P e r a t e一 w

, t e r
f i 3 h

e 日 。f

C h in
二
g r o w

qu
i
e
k ly

岛。d 。盯 91飞 50也
e b e七七e r b e n e fits in 七h e s ou 七h o f th o e o o th er m

of 另望
i,
》4 70 0 d egr ee一 d a y

.

K E Y W O R D S
hy

d
r o t o m P

e r a t u l 。
,

b
o u n d

a r
y t

e

m P
e r a

t u l 。 , e
l元锄ti

oregional主:时ion

本 期 勘 误

年年 卷 期 页 (图
、

表))) 误误 正正

111991 15 1 18 (图主))) 动滑轮与传感器悬挂点之间距在在 应为
“尸

。。

邵邵 (图6))) 图中用
“
1 气气 分别加

“
D
” , “

价
刀

符号
...

二二 1
...

图中遗漏亡万初而连线的交点符符符

号号号为
“
D
” , 一

而
,
.

l j 可的夹角符符符

号号号为
“
价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