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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乌鳗在花园湖渔业开发中

生态地位初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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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 要 在湖泊的渔业生产中
,

乌嫂一般是作为敌害鱼类被加以清除的
。

通过渔获物

调查和对乌嫂种群结构和食物组成的分析
,

认为在花园湖现有的生态条件下
,

乌嫂对经济鱼类

的危害不大
,

还能起到抑制小杂鱼过量繁殖的作用
,

可以作为特种经济鱼类予以保留
。

关键词 花园湖
,

乌嫂
,

生态地位
,

种群结构
,

食物组成

花园湖位于安徽省的凤阳
、

嘉山两县交界处
,

由一条人工河道向北与淮河相通 (见

图1 )
。

正常水位时
,

湖泊面积 3廷oo 公顷 (赵乃刚等在 安徽渔业区划中提供的数据 )
,

平均水

深 1一1
.

5 米
,

是淮河下游典型的中型草性

湖泊
。

湖中鱼类资源丰富
,

已发现鱼类 47

种 (刘恩生等
,

调查报告 )
。

除鲤
、

细
、

编
、

纺

和四大家鱼等重要经济鱼类外
,

乌鲤在历

年的鱼类产量中也占有较高的比例
。

乌嫂 (O , 从 oc 即ha 玩。 a
勺眺 以nt or )

是以鱼类为食的肉食性鱼类[1.
“〕,

在湖泊生

产中通常是作为敌害鱼类被清除的
。

但乌

鲤的食物鱼组成往往受生态环境中鱼类组

成的影响
。

而花园湖的鳌条
、

纷皮等经济

价值很低的小杂鱼产量较高
,

它们可能成

为乌鲤的主要捕食对象
,

这样会减轻乌组

对经济鱼类的危害程度
。

并且大量的小杂

鱼会与经济鱼类发生食物和 空间竞争
,
常

引起经济鱼类产量下降
。

19 8 6 年
‘

花园湖

渔业开发
”

列为国家
“

七五
”

重点攻关项目
,

鱼类增殖成为重要内容之一
。

因此
,

需弄

图 1 花园湖地理简图

F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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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 eo g 路P址 。

哑p 。￡H u ay u
幼 L a肠

本文曾提交给中国水产学会第五次会员代表大会盛学术年会 (1阳1 年 1] 月杏一王O 日 )
,

并在学术讨论的分

组会上宜读
。

收稿年月: 1 9 9 1 年 11 月八以挖年 2 月修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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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乌鳗对经济鱼类的危害程度和对小杂鱼的利用情况
,

从而确定它在渔业开发中的生态

地位
。

为此
,

对花园湖的鱼类组成
、

乌鳗的种群结构及食性进行了调查和分析
。

调查和分析方法

(一 ) 渔 获 物 调 查

在 19 8 6一1 9 8 9 年的四年中
,

于每年的 9 月
、

10 月
、

11 月中旬各进行一次为期 7 天的

渔获物调查
,

捕捞工具为断网
。

麟网选择性较小
,

渔获组成具有较典型的代表性
。

根据渔

获物算出各种鱼类所占比例
,

然后由全湖统计的鱼类总产量推算出各种鱼类的产量
。

(二) 乌鲤种群的调查

根据渔获调查算出乌鳗产量
。

根据筋网选择性小
, 9 月后鱼类体长变化不大等特点

,

将测得的乌嫂体长数据 由小至大列表
。

当某一体长出现 次数最多 时 即 确 定 为 一 个龄
组〔,

,
, 〕,

然后把两个低峰间的体长累加
,

求出平均数
,

即为该龄组的平均体长
,

相应的平冷

体重即为该龄组的平均体重
。

并由此推算出各种规格乌鲤在种群中的比例
。

(三) 乌婚的食性分析

将 19 8 7 和 19 88 年薪网
、

刺网
、

钩
、

卡捕获的乌嫂作为食性分析材料
。

根据胃内易分
-

辨的鱼虾进行种类鉴别
。

其中虾难以分辨出尾数
,

每当胃中出现虾时即作一次统计
。

计

算摄食百分比时 〔立〕,

只根据联捕乌鳗进行计算
,

而刺网
、

钩
、

卡所捕乌鳗因空腹太多
,
无代

表性
,

故没有采用
。

调查和分析结果

(一) 渔获物和小型鱼类情况

至 19 8 7 年
,

已发现花园湖有鱼类 47 种
,

分属 15 科
,

其中鲤科鱼类 31 种
。

渔业并发

前优势种群主要是鲤
、

娜鱼
,

如 1 9 8 6 年分别占鱼类产量的 18
.

91 终和 35
.

n 拓 ,其次是乌

鲤
,

如 工9 8 6 年占鱼类产量的 14
.

5 5 % ,鳌条
、

螃皮等小杂鱼也较多
,
1 9 8 6 年占 10

.

22 %
。

渔

业开发专题实施后
,

湖泊中鱼类组成发生明显变化
,

优势种群主要由大中型经济鱼类如草

鱼
、

缝
、

缩
、

鲤
、

娜
、

编
、

舫
、

乌蟾等组成
,

如 19 8 9 年
,

这些鱼类占总鱼产量的 87
.

04 拓
, 小型

鱼类比例有所下降
,

如 1 9 89 年占 5
.

9拓
。

从历年渔获分析发现
,

湖中以鱼类为食的肉食

性鱼类主要是乌嫂
。

花园湖的小杂鱼主要是鳌条
、

续皮
、

黄幼鱼和麦穗鱼
,

这些鱼类一般个体很小
,

体重在

几克至十几克
, 1 9 8 6一 1 9 8 9 年四年统计

,

平均占鱼产量的 ( 7
.

5 4 士 1
.

9 3) 拓
。

由于渔业开发

后
,

饵
、

肥等营养物质的投入增多
,

必然有助于这些鱼类的种群进一步扩大
,

因此需采取措

施控制其发展
。

这些小型鱼类的存在
, 可能会成为乌鳗的重要食物来源

,

从而减轻了乌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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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经济鱼类的危害程度
。

花园湖本地娜产量较高
,

但这种鱼生长较慢
,

个体较小
,

从而也降低了其商品价值
。

如

当年娜平均体重仅 36 克
,

平均体长仅 1 1
。

6 厘米 , 二龄 (工+ )鱼平均体重 1 34 克
,

平均体长

15
,

1 厘米 ;三龄(11 + ) 鱼平均体重也仅 28 3 克
,

平均体长 2 1
,

l 厘米
。

由于花园湖捕捞强

度较高
,

在捕获的娜鱼组成中
,

当年鱼 占 80 终以上
,

二龄以上娜鱼不到 20 %
,

如 1 9 86 年当

年娜 占 81
.

7 %
,

二龄娜占 18
.

1 %
,

三龄娜仅 占 。
。

2 %
。

这说明娜鱼种群中
,
商品价值低的

鱼类数量偏多
,

也可能成为乌鲤的捕食对象
。

(二) 乌鲤的种群结构和数量

花园湖乌妓数量较多
,

四年 (1 9 8 6一 19 8 9年 )统计结果
,

平均占鱼类总产量的(1 1
.

45 士

3
.

2 6 )终
,
如 19 86 年达 1理

.

5 5拓 ;平均年产量 9
.

1 0 士 2
.

2 6 万公斤
,
其中 19 8 8 年高达 1 1

.

6争

万公斤
。

当年乌鲍平均体重 1 19 克
,

平均体长 2 0
.

5 厘米 ;二龄(l+ )鱼平均体重 4 01 克
,

平均体
长 3 0

.

4 厘米 , 三龄 (工I+ )鱼平均体重 1 1 3 8 克
,

平均体长 4 5
,

O厘米
。

对 2 31 尾乌鳗进行了体长体重回归分析
,
发现其全长 (L )和体重 (平) 之间的关系符

合公式 W = q
夕

。

万 二 0
.

0 1 O1L’
·

⋯
‘ r = 0

.

9 7 6 2

式中
,

W
—

体重 (克 )
,

石一一全长(厘米 )

花园湖捕捞强度较高
,
各种定居性鱼类的种群组成中

,

均以当年鱼占绝大多数
,

乌绘

也不例外
。

四年 (1 9 8 6一 1 989 年》统计发现
,

乌组的种群组成中
,

当年鱼占种群数量的

(8 5
.

8 士 2
.

3) 书
,

占种群重量的 ( 53
。

0 土 3
.

3) 环 , 二龄鱼占数 量 的( 12
.

0 土 2
,

1) 绍
,

占重量

的 (25
。

o 土 2
.

8) 绍 ,三龄鱼占数 t 的 ( 6
.

4 士 1
.

6) 郊 ,
占重置的 ( 16

.

9 士 2
.

5) 娜 ,四龄乌组很

少
,

约占数量的 ( 0
.

4 士 0
.

2) 拓 ,
占重量的 ( 5

.

1 土 1
.

4) 环
。 ,

-

(三 ) 乌鳗的食物组成

于 19 8 7 年和 1 9 8 8 年共解剖体长 10
.

1~ 妇
.

5 厘米
,

体重 5。一8的 克
,

胃内有食物鱼

虾的乌鲍 84 尾
,

其中 70 尾能分辨出鱼虾种类
。

除虾外
,

胃内共发现 8 种鱼类
:

鳍皮
、

经

条
、

黄顺
、

黄幼
、

娜鱼
、

乌鲤
、

麦穗鱼
、

草鱼
。

19 8 7 年和 1 9 88 年湖泊中鱼类组成不同
,

调查

中发现
,

乌瞪胃内的食物鱼虾种类也不同
。

1 9 8 7 年湖中投放了草鱼种和团头螃鱼种
。

当年共调查到 22 尾胃内有食物鱼虾的乌

组
,

食物组成为
:
草鱼 13

。

52 %
,

娜鱼 18
.

92 环
,

虾 21
.

62 % (因不能分辨尾数
,

仅作出现次

数统计 )
,

经条
、

螃皮
、

黄幼鱼
、

麦穗鱼占 4 5
.

9 4 % (见表 1)
。

在胃内没有发现鲤鱼和团头

舫
。

1 9 8 8年湖中投放了链
、

墉
、

团头鱿鱼种
。

当年共调查到胃内有食物鱼虾的乌敛 62 尾
,

其中 48 尾可鉴别出鱼虾种类
,
食物组成为

:

娜鱼 3 1
.

15 %
,

乌组 1
.

64 %
,

虾占 18
,

03 绍(亦

只作次数统计 )
,

盆条
、

鳍皮
、

黄幼鱼
、

黄顺鱼
、

麦穗鱼占 4 9
.

18 % (见表 1 )
。

食物中没有发

现链
、

缩
、

团头纺和鲤鱼
。

不同体长的乌缭
,

食物中鱼类组成的比例也不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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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1 98了年和 19 88 年乌组食物组成分析(单位 : 鱼类一尾数 ;虾一出现次数 )

T a悦 e 1 A n 公y sls of fOO d co m po s鱼tlo 吐 of o , h滋oc .

砂。l“s “r g u ,

C a n to r In 19 87 a n d 19 88 (un it : fl sh 一

加d y ; sh r lln P魂业m e s of a到脚a r i扛g )

乌组胃内食物鱼种类
、

数最
,

虾的出现次数
乌组体长(厘米 ) } 标本数

草鱼 卿鱼 { 螃皮 黄幼 {麦穗鱼 黄颖 乌嫂

1O
。

1一场

15
.

1一即

即
甲

1一郎

豁
.

1一加

30 1一肠

舫
。

les 4 o

如
。

les 4石

总 数

食物组成(男 )

(8 )

1 (1 0 )

6 (1牛)

艺(l石)

5 (4 )

8 (2 )

1 (3 )

1 (8 )

2 (3 )

3(5 )

1 (1 )

1 (3 )
—}—}下

一

{—}下了
1 I LI ] ! 1 1弋1 )

“”

⋯
_ {兰
里卫-

}三i卫
_

2
·

70
_

!
_

2
·

70
_

吸1
.

64 J I 叉1
.

6 4 )

4〔4 )

(3 )
1

2

2 2(4 8 ) 1 5

1 3
。

5 2 (1
.

6 4 ) (1
.

6 4 )

以1 1 )

2 1
.

日2

(18
,

OS )

�尧
.

一
,、刃
l只J20嫂一761一2�e勿

甘肚11吃
.
矛

‘
t了.
‘
‘

1�
了矛、一.l
-

刀翻一3112一8�17

一一�23

幻一92肥就一民氏

一i(

g�C目10,工C�,生
zL、�,.

7
�们�,告

、�J勺门

注
: ( l) 表内括号中的数字是 1 9咫 年的

。

fZ ) 虾的尾数难以辨别
,

当胃中出现虫!
、

时
,

均作 1 次统计

调查中发现
,

体长 10 厘米以下的鸟嫂
,

食物主要由虾和底栖动物组成
,

.

没有鱼类出

现
。

体长 10
.

1一20 厘米的乌鳗
,

食物中虾 占 33
.

33 终
,

鳌条等小杂鱼占 66
.

67 %
,

食物中

出现的鳌条最大体长 6
.

5 厘米 ;体长 2 0
.

1一 30 厘米的乌嫂
,

食物中卿鱼占 2 5
.

4 9 %
,

虾占

2 1
.

5 7终
,

螃皮
、

鳌条等小杂鱼 占 5 2
,

9 4络
,

食物中出现的娜鱼最大体长为 8
.

5 厘米
,

经条

最大体长为 6
.

5 厘米 ;体长 3 。
,

1一35 厘米的乌鲤
,

食物中螂鱼占35
.

7 1%
,

虾占7
.

14 %
,

螃

皮
、

鳌条等小杂鱼 占的
.

00 拓
,

仅在 19 87 年解剖的 5 尾乌鲤中出现 1 尾体长 4
.

9 厘米的

草鱼种
,

在这一体长组的乌鳗胃中
,

出现的纫鱼最大体长为 了
.

5 厘米 ,体长 3沃 l一45 厘米

的乌瞪
,

食物中娜鱼占 4 0
.

00 形 虾占 10
.

00 拓
,

鳍皮
、

鳌条等小杂鱼 占20
.

00 %
,

食物中出

现草鱼种
, 1 9 8 7 年调查的 9 尾乌瞪中

,

胃内有 4 尾草鱼种
,

占食物组成的 3 0
.

77 %
,

最大体

长 10
.

3 厘米
。

在这一体长组的乌鲤胃中
,

出现的娜鱼最大体长为 10
.

00 厘米
。

如 1 9 8 8年

解剖的一尾体长 38 厘米
,

体重 70 0 克乌鲤
,

胃内有 3 尾完整的螂鱼
,

其中 2尾体长 8
.

5 厘

米
,

另一尾体长 7
.

5 厘米 , 解剖的另一尾体长 36 屋米
,

体重 650 克的乌鳍
,

胃内 2 尾卿鱼

表 2 乌组摄食强度

T a b le 2 F e e d in g I n te n 吕lt y o f 0
.

“r g u s

乌纹体长(厘米) 标本分布数 (尾 ) 胃内有食物的鱼(尾 ) 摄食率(万)

oo阳然沥0000万筋318240印3犯1011411 0
.

1一1 5

1 5
‘

1 一2 0

2 0
,

1一2 5

2 5
.

1一3 0

3 ( .
。

l es 8 5

肠
,

1一4O

总 数 肚
.

78

447韶挺102一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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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长分别为 7
。

5 厘米
、

1 0
.

00 厘米
。

(四 ) 摄食 百 分 比

钩
、

卡
、

刺网类渔具捕捞的乌妓绝大多数为空腹
。

仅选择了 19 88 年薪捕的 129 尾乌

鲤计算摄食百分比
,

其中胃内有食物的乌鳍 41 尾
,

摄食百分比为 3 1
。

78 % (见表 2 )
。

经分

析发现 ‘不同体长的乌鳗其摄食强度也不同
,

如体长 1 0
.

1一30 厘米的乌鳍摄食百分比为

3 0
.

7 7另
,
体长 3 0

.

1 厘米以上乌妓摄食百分比为 4 1
.

67 绍
。

结 论 和 讨 论

〔一) 乌鳍对经济鱼类的影响

花园湖的经济鱼类主要是鲤
、

娜以及人工放流的缝
、

墉
、

编
、

舫
、

草鱼等
。

乌鳍的食物

中没有发现雌
、

缔鱼种
,

这可能是因为链
、

鳍鱼行动敏捷
,

且生活于上层
,

历年放湖鱼种平

均体长在 12 厘米以上
,

所以能够逃避乌嫂的捕食
。

放流的编
、

妨鱼种平均体长也在 12 厘

米以上
,

经冬季高强度捕捞
,

在春季大型乌鳍数量已很少
,

被吞食的可能性很小
,

在乌嫂的

食物中没有发现编
、

舫鱼种
。

鲤鱼行动较快
,

还有钻泥的特性
,

在乌鳗食物中也没有发现

鲤鱼
,

这说明鲤鱼能够较好地避开乌鳍的吞食
。

只 有卿鱼在乌鲤的食物中占一定比例
。

但

体长 20 厘米以下的乌嫂
,

食物中没有 出现娜鱼
。

体长 20
.

1一30 厘米的乌鲍
,

食物中娜鱼

占 2 5
.

4 9环
,

被吞食的最大个体为 8
.

5 厘米
,

而大多数被吞食的娜鱼体长在 6 厘米以下
。

体长 3 0
.

1 厘米以上的乌鲤
,

食物中螂鱼约 占三分之一
,

但这样规格的乌鳗在冬季捕捞时

约占种群数量的 13
.

4男
,

在春季估计会减少三分之二以上
。

因此
,

能够大量吞食大规格

娜鱼的乌鳗是很少的
。

并且
,

由于渔业开发专题实施后
,

成功地移植了高背螂 (陈文海等
,

花园湖渔业开发论文汇编)
,

对蜘鱼种群进行了改良
,

使得螂鱼个体的平均规格大幅度提

高
,

如 19 8 6 年平均尾重 2 8 士 22 克
, l , 8 9 年平均尾重提高到 n s 土98 克

。

除去较小个体

的螂鱼
,
不会影响娜鱼产量

。

1 9 8 7 年调查中
,

仅在 5
、 6 月份乌鲤的食物中出现少量规格 很小 的 草鱼 种

。

休 长

3 0
,

1一36 厘米的乌鳗食物中草鱼仅占 1 2
.

5环
,

只有体长 36
.

1一妞
.

5 厘米的乌蟾食物中

草鱼 占 30
.

77 终
,

被吞食的草鱼种最大体长仅 10
.

3 厘米
,

大多数在 6 厘米以下
。

但这样

大小的乌鳗在冬季捕捞时仅占种群的 2
.

6%
,

在春季则更少
。

并且历年放流的草鱼种 平

均体长 12 厘米以上
,

所以
,

乌鳗对草鱼种的危害是非常小的
。

从以上分析看出
,

花园湖现有的乌组种群
,

对链
、

绪
、

编
、

舫
、

草鱼以及鲤
、

娜鱼等主要

经济鱼类的危害是很小的
。

从该湖放流鱼类回捕率较高来看
,

也证实 了 这一 结论
。

如

1 9 8 9 年
,

琏
、

编回捕率为 35
,

54 环
,

草鱼回捕率为 39
.

”那 (刘恩生等
,

花园湖渔业开发 ) ,

这高于同类型湖泊的一般回捕水平
。

(二) 乌鲤抑制小型野杂鱼

花园湖的夔条
、

螃皮等小杂鱼较多
,

如 1 9 8 7 年产量为 6
.

98 万公斤
,

加上未被捕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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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体
,

估计年产约 10 万公斤以上
。

这些鱼类不仅商品价值很低
,

并且消耗大量饵料
,

占据

一定空间
,

对经济鱼类的发展是不利的
。

乌缝食物中约 5 0% 是这些小杂鱼
。

渔获调查数

据也表明
,

当乌鳍产量升高
,

小杂鱼产量下降 , 乌鳗产量下降
,

小杂鱼产量升高
。

如 1 9 8 7

年
,

乌鲤产量为 7
.

8 4 万公斤
,

小杂鱼产量为 6
.

98 万公斤 ; 1 9 88 年乌鲤产量增至 11
.

6 9 万

公斤
,

小杂鱼降至 5
.

37 万公斤
,

比 1 9 8 7 年下降了 2 3
.

工% ,
这说明一定数量的乌鳗能起甄

抑制小杂鱼过量繁殖的作用(见图 2 )
。

}

(止令映长峪V

—
鸟绷产贫

· - ~ 一 小杂鱼产t
‘

19 8 6
‘

13 8 7 致9 8 8 1洲9 19 9 0 (年份

图 2 1 9盯一 19 阳 年乌组和小杂鱼产量变化情况

r 给
.

2 Fro 二 19 87 to 19 89
,

th o a n 且u 昌1 o ut p ut

时 0
.

“r 夕“s C翻n 切丈 a
nd 灿

a ll w ild f i比e日

(三) 乌鲤在花园湖渔业开发中的生态地位

在花园湖现有的生态条件下
,

由于虾和小杂鱼的大量存在
,

从而减轻了乌鳗对经济鱼

类的危害
。

又加上大个体乌鳗较少
,

能大量吞食经济鱼类的乌鳗是不多的
。

乌鲤商品价
值较高

,

对经济鱼类的危害不大
,

又可以抑制小杂鱼的过量繁殖
,

因此
,

在控痢其种群数量

的前提下
,

可 以看作是花园湖现有生态条件下的特种经济鱼类
。

乌鳗苗种有集群的特点
,

易于捕捞
,

便于控制其种群数量的进一步扩大
。

从调查看
,

乌鲤种群有升高趋势
,

如 1 9 8 6 年产量为 6
,

68 万公斤
, 1 9 8 8 年为 n

.

69 万公斤
,

提高了

巧男
。 1 98 9 年对乌鳍苗种进行了适量捕捞

,

当年产量下降到 10
.

20 万公斤
。

捕捞的乌缝

苗种可供特优水产品池播养殖或网箱养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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