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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湖泊
、

水库水产增养殖技术的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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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产增养殖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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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湖泊可养面积 187 万公顷
,

水库可养面积 2加 万公顷咚
·

“ ` , ,

总共占全国内陆可养水面的 70 粥 以

上
。

这些水面既是我国渔业在本世纪末年产量达到 18 00 万吨宏伟目标的潜力与后劲之所在
,

也是勺又
·

五
”
期间本行业科技攻关的重点

。

湖库资源特点与水产增养殖发展概要
.

(一 ) 湖库资源特点

湖泊可养面积90 形相对集中于平原地区
,

而水库总数的 89
.

4拓分布在长江
、

珠江和黄河三大流域的

丘陵地区
,

具有良好的分布格局
。

湖泊面积在 印 平方公里以下的占总数的 98 芳以上
,

水库中中小型的
·

占 99
.

6粥
,

另有塘坝 63 万座 .sr
, ,

中小型水面有利于采取各种集约化措施
.

至 1 9田 年湖泊已放养面积 61
.

贸 万公顷
,

占可养面积的 33 另
,

单产为 4 35 公斤 /公顷 ; 水库已放养

1 4 2
,

2万公顷
,

占可养总面积的7 1形
,

单产 2肠公斤 /公顷“ ’ 。

(二 ) 水产增养殖发展概要

四十年的渔业史
,

形成了不同的渔业类型
「
州`” : 捕捞 型

,

以捕捞鱼类自然资源为主
,

多为大型敞水

糊库
。

5 。年代至今
,

全国有较完整记载的 21 个大型湖泊
,

大多捕捞强度超过了鱼类资源的再生能力
,

产

妞下降
、

种类和年龄组成趋于小型化
、

低龄化
,

一般单产在 7 5公斤 /公顷上下 ;增 燕 咕
`

结合型
,

人工放流为

主
,

辅以增殖或集约化养殖措施
。

以中型水面为主
,

所谓养殖湖库多属此种类型
,

单产可达 150 一4 6 0公

斤 /公顷 ; 综合莽庄型
,

以渔为主
,

综合经营
。

多为小型湖库
,

具有投资少
,

效益高等优点
。

单产可达 3了5一

( 1 ) 弓!自农业部水产司
, 1驯汉 ,年水产统计主要数字

。

( 2) 谷庆义等
,
1 98 6

。

我国湖泊渔业的现状及其发展
。

齐合渔业
,
咦: Zwe 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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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石O公斤/公顷
,

甚至更高
。

湖泊
、

水库水产增养殖技术的进展

(一 ) 人工放流技术

我国内陆水域大规模进行人工放流
,

在湖泊始于 印 年代初
,

水库始于 印 年代
。

放流对象除鱼类之

外
,

也包括其他水生经济动物
,

如河蟹等
。

放流效益处于国际领先地位
,

放流鱼类的产量依湖库特点和

经营水平而异
,

可达总产量的 2小一 80 %
。

在大型湖泊方面
,

痛湖 ( 1
.

64 万公顷 ) 19 防一鲍年鱼蟹放流产

量达到总产量的 2 0
.

6 1一20
.

79 男
,

每放流一个单位的鱼种
,

可获 14
.

3 个单位的成鱼
,

投产比飞: g
,

6山
。

综

合有关资料可知
,

太湖 1盯 9一86 年放流鱼类年产量近 80 的 吨
,

平均每放流 1 公斤鱼种可回捕成鱼10 公

斤以上
,

每元鱼种可回收 6 元以上
` .. , (’ ,。

60 年代至今
,

围绕提高放流效益的问题进行了大量研究
,

可归纳为以下几个方面
。

根据水域饵料资源确定鱼类放流量和种类组成的问题
。

传统观念中的饵料资源所包含的内客是 不

全面的
。

饵料资源中有一类过去被忽视而近年来受到国外重视的东西
,

那就是有机碎屑 “ ’
以及微生物

.

据 W如 b c馆 ( 19 72 ) 对三种不同营类型湖泊有机碎屑的测定可知
,

它所提供的鱼产潜力为浮游植 物 的

2
.

6一魂 5倍
。

王健鹏 ( 1 989 )估计南四湖的微生物可能提供相当于浮游植物一半的鱼产潜力
『 , , , 。 随着对

水域饵料资源认识上的深化
,

放流对象也在不断发生变化 : 从单纯以四大 “家鱼
”
为主

,

到重视底栖杂食

和食有机碎屑鱼类的利用
。

这不仅与饵料资源的多样性相一致
,

也符合生态学的原则
。

自饶钦止 ( 1 9 5的

根据饵料生物最确定鱼类放养量始
t

`
,

许多学者都忽类似的出发点研究过合理放流的计算方法和计 算

公式
〔̀ ,

,

栩
。

胡保同 ( 197 幻
、

李长春 ( 19 巧 ) 和曹富康 (1 盯6)
,

分别根据水库大小和营养类型确定放流标

准
〔` ’ 君·

” ’ 。

刘建康 ( 1盯 6) 总结我国南北方湖库鱼类放流的实践指出
,

一般鳞
、

靖占湖库投放景的 80 一

肠形或更多
夕

草鱼
、

鲤
、

细
、

编
、

舫
、

青鱼等合占15一 20 男或更少
,

而避
、

鲡 之间
,

除水质极肥的小型湖库外
,

端的比例应在不同程度上超过链中
。

放流鱼种的有效规格与凶猛鱼类群体组成
、

掠食特性的关系问题
。

刘伙泉
、

朱志荣等丈1匀76) 在东湖

对不同规格鱼种的生长速度和回捕率
,

主要 凶猛鱼类对鱼种的危害等进行了研究
【 ’ , 2 。’ ,

结论和过去的是

一致的
:

鱼种规格越大
,

生长越快
、

被掠食的可能性越小
,

回捕率越高
。

曹富康 ( 1 9 8劝 对东风一库不同规

格鱼种放流效益的研究表明
,

以 1 3
甲

3 厘米以上与 10 厘米以下鱼种比较
:

生长速度高一倍
,

回捕率高 3
,

.6

倍
,

每尾鱼种所生产商品鱼高 12 倍
,

经济效益高 3
,

8 倍
〔” 〕。

现阶段大多把 13
.

3 厘米做为放流鱼种的起

点规格
,

但这不是最佳规格
。

因为
,

以凶猛鱼类而言
,

不同类群在不同生态条件下对鱼种危害有很大差

别
:
鳝鱼能捕食其自身长度 34

.

4一44
甲

5 劣 的食物鱼
,

即使放流 13
.

3 厘米的鱼种也无法保 证 不 被 掠

食
〔 , . ` 。

曹富康 ( 1 9 7 6)
,

杜佳良 ( 1 9 7 8 )分别根据水库面积大小
、

凶猛鱼类主要种群组成而对放流鱼种的规

格提出了不同的要求吮
·
名。` 。

湖北三道河水库 ( 4 00 公顷 )在凶猛鱼类仅占总产量 6形的情况下
,

投放 5 厘

米鱼种也获得了很好的效益
〔

川
。

可见放流鱼种的有效规格是因水制宜确定的
。

拦鱼技术与提高放流效益的问题
。

近年来我国湖库拦鱼技术有了很大发展
,

已从凭经验拦鱼开始

走向以理论计算和实验数值为依据的科学拦鱼阶段
。

首先是研究了各种鱼类的克流能力如 ` ,为选择适宜

( 3 ) 涌湖水产增养殖技术研究协作组
,
1 9卯

。
满湖人工放流技术的改进及效益分析

,
1一1 8

。

〔4 ) 施须坤
,
1 9朗

。

太湖水产资源增殖技术问题探讨
。

〔5 ) 刘建康
,

1 9 7 6
。

我国湖泊水库的生产实践和科技动态
。

湖泊水库渔业科技资料汇编 . 3一44
。

(6 ) 刘文郁等
,
1朋 1

。

鱼类克服流速的能力及其游泳行为的研究
。

中国鱼类学会 里。 8 1 年学术年会论文摘要 汇

编
,
8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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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拦鱼位置提供 了依据
,

从而避免了鱼类被吸附的现象
。

其次是对鱼类穿拦系数和休型系数的研究
,

为

设计拦网或拦栅合理规格提供了依据
匕̀ , ` “

。

这些工作与传统经验的差别在于 : 以流水为例
,

经验数值是

3 厘米拦 13
甲

3 厘米的鱼种
,

实验数值是 2 厘米
。

并计算了在静
、

流水中不同规格拦栅
、

拦网与不同体长

鱼种的相关数值
,

在实践中取得了效果
。

河蟹人工放流的问题
。

我国自和 年代初开始从长江采捕蟹苗运往湖泊放流
〔 ` ’
…

, 。

统计至 1 987 年
,

河蟹放流已有 2了个省市
,

放流面积 63 万公顷
,

共放流蟹苗 7 8印 公斤
,

幼蟹 6
.

6 万公斤
,

产是达 1万吨
.

据统计每放流 1 公斤蟹苗
,

一般可回捕成蟹 3 00 一6的 公斤
,

高的可达 1 00 0一 20 田 公斤
,

其产值为投资

的 2。一的 倍
,

是内陆水域放流效果最好的姗二
。

至 印 年代中期长江口蟹苗产量骤降. ’ ,

至此河蟹生产

也发生了变化
,

出现了池塘养殖和围拦养殖等方式
。

实践证明
,

小水面养蟹还有许多技术问题
,

虽有成

功饥
,
6 7 ’ ,

但失败者居多
。

湖北省 19 87 年池塘养蟹 3即 公顷
,

由于种种原因
,

大多亏本` “ , 。 从各地近几年

发展河蟹的经验教训看
,

现阶段应以充分利用湖泊等内陆水域人工放流增殖为主
,

才能获得高质量
,

高

效益仁
.’J

。

河蟹人工育苗虽已获得成功
,

但单产和成活率都很低
,

全国 40 多个育苗单位
,

每年人工繁育

蟹苗数不过二
、

三千公斤
,

尚不能弥补天然蟹苗的不足姚…
, 。

(二 ) 资源增殖与保护技术

繁殖保护技术 传统的作法是根据鱼类生态习性建立禁渔区
、

确定禁渔期
,

给经济鱼类以休养生息

之机
。

禁渔区有局部禁渔
,

对某一对象的全部禁渔和封湖 (库 )
。

局部禁渔是保护主要经济鱼类产卵场
·

和幼鱼索饵场
夕

面积占总水面的 6男
、

时间 4 5 天左右为好
。

对某一对象的禁渔时间是依生态习性不同而

异
。

在太湖由于太湖短吻银鱼
、

大银鱼产卵期的不同
,

以及为了保护梅跻所 以又有大停泊期和小停泊期

之分《 “ ’ 。 封湖 (库 )则是把局部禁渔扩大到全面保护水生经济动植物的办法
,

时间一般为三个月
,

最长不

宜超过半年
。

在一些关然产卵场遭严重破坏的水域
,

设置人工鱼巢
,

为草上产卵鱼类提供产卵基质等都

是一些可行的措施
。

巢湖多年来实施封湖休渔和禁渔薪下湖等
,

1 988 年鱼产量比十年前增加 一 倍 以

上 t ! , 〕。

确定起捕规格 起捕规格应根据鱼类生长特点和初次性成熟年龄确定
。

从 1 9 5 7年安徽省
、

1 9 6 5年

太湖
、

19 7 4 年洪泽湖规定的几种淡水鱼起捕标准来看 : 草鱼
、

青鱼为。
甲

2一 o
,

7哈斤
; 链

、

鳍鱼为 0
.

2一

0
.

5公斤
,

起捕规格均偏低
。

殷名称 ( 19 91) 根据太湖鱼类生长特点
,

也考虑到捕捞现状
,

所提出的起捕规

格 : 缝
、

鲡
、

草鱼
、

青鱼均为 1公斤 ; 鲤为。
.

6公斤 ; 翘嘴红帕
、

蒙古红帕均为。
.

2舀产
、 护

o
,

5公斤 ;编
、

纺
、

团头纺

为 。
.

2 5公斤 ; 花鳍为 7 5一 10 吭
;卿为 6 0克 ;银鱼在 印 厘米以上

`
川

。

与陈德富( 1 982 ) 研究青山水库链
、

龋最佳起捕规格的结论相一致
「̀ , ’ 。

这些标准比较符合渔业生产实践
。

必须指出
,

提高捕捞规格
,

严禁

滥捕幼鱼应和减轻捕捞压力
、

制定合理禁渔期和禁止有害渔具渔法同时展开
,

才能取得较好的效果
C. ,

气

凶猛鱼类的控制 内陆水域的凶猛鱼类同时也是名贵经济鱼类
。

一般认为掠食者在生态系统 中的

作用并不完全有害
。

它们和其他大中型经济鱼类竞食关系不大
,

又能抑制小杂鱼的发展
。

在放流鱼种达

到一定规格时
,

也不会构成直接的威胁
。

但根据林德曼的能量转换定律
,

凶猛鱼类过多
,

延长食物链
,

对

渔业显然是不利的
。

有意识地保留凶猛鱼类毫无必要
,

何况目前的捕捞技术尚无可能把天然水域 中的

凶猛鱼类完全消灭
,

故在以人工放流为主的水休
,

应尽可能地加以控制
。

江涛 (1 97 4)
、

王鸿泰 ( 1 9 7幼
、

李

长春 ( 1盯6)
、

陈敬存 〔19 触 )等分别研究过凶猛鱼类在不同水域的演替规律和控制问题
〔 , ,

·

”
·

线
言3驭 `“ ’ 。

在

〔7 ) 农业部东部海区渔政分局
,
1洲 7

。

长江口河蟹资源及其繁殖保护的意见 (汕印稿 o)

( 8〕徐兴川
,
1 9 90

。

试论湖北省河蟹增养殖业的发展 (油印稿 )
。

(黝 江苏淡水养殖研究所资源室
,
1盯 7

。

我国湖泊渔业及其资源增殖概述
,

8一氏

( 10 ) 陈敬存
,

1济6
。

长江中下游水库凶猛鱼类的演替规律和种群控制途径的探讨
。

湖泊水库渔业增产资料 仁
编

,
1 3 0 we 1 4 i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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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水域
,

不同凶猛鱼类类群对放演鱼种的危害是不同的
,

对其控制方法可归纳为
:

根据鱼类的生态习

性破坏其繁殖条件
,

在繁殖期歼铺集群的亲鱼
,

大型网具与各种渔具配合
,

分散与集中捕捞结合
,

持久地

捕捞等
,

都能有效地控制其发展
。

鱼类引种驯化 鱼类引种驯化是通过扩大其分布区索增产的一种措施
[ ,] ,

国内已取得了显著成绩
。

团头舫已由野生驯化成为主要养殖对象
。

似有机碎屑为主食的姻亚科鱼类已在全国推广养殖
,

在不 降

低其他鱼类的情况下
,

增产幅度在 10 男以上
『̀ 口, 。 从不同地域或国外引进的

、

对湖库渔业有价值的尚有

虹蹲
、

罗非鱼
、

各地的螂鱼等
。

最引人注目的是两种小型鱼类 : 银鱼和池沼公鱼
。

滇池和星云湖自 197 ,

年引进太湖新银鱼和短吻银鱼
,

到 1那 8 年银鱼的产量分别占总产量的2 6形和邪落 “ ,
,

川
。

池沼公 鱼 自

198 1年开发利用以来
,

至 19 图 年已在全国 95 座湖库中进行了移植
,

移植水域公鱼的产量达 2田 吨
` 1“ ’ 。

灌江纳苗 自方榕乐 印 年代研究灌江纳苗以来 ` 1“ ,

灌江纳苗一直被视为湖库增殖鱼类资源的重要

措施之一
。

灌江纳苗分为顺灌鱼苗和倒灌鱼种两种
。

实际由于操作上的困难
,

并没有在生产中发挥应

有的作用
。

一方面是江河鱼类资源日益减少
,

如湖北江段 19能一62 年鱼苗最高年产超过 2的 亿尾
,

目

前不满 40 亿尾 “ ` ’ ,另一方面如何掌握鱼苗汛期
,

处理好开闸时间和流量的关系极关重要
「
川

。

因此
,

李

恒德等 ( 19 8了)在研究了洪湖数年灌江纳苗的效果后认为
,

至 19 拟年纳苗密度仅为 19 72 年的 1 24
,

野杂

鱼的比例上升到 97
.

7男
,

已经失去了增殖资源的作用
t 忍

气但也有认为增殖效果比较显著的喊川
。

(三 ) 集约化养殖技术

近年夹集约化养殖技术的发展
,

把湖库水产增养殖业推向了一个新阶段
,

它具有节地
、

节能
、

节省

饲料和资金等优点
,

故得以迅速发展
。

围拦养鱼 围拦养鱼主要在浅水湖泊或平原型水库内
t了“

。

据不完全统计
,

全国围拦养鱼面积以江

苏最大
,

已超过 1
.

66 万公顷
,

湖南 1
.

0 6 万公顷
,

湖北 。
.

66 万公顷
,

安徽 0
.

邹 万公顷
。

目前多数单产在

1 5卯一37 印公斤 /公顷之间
。

按高存礼 ( 19 85) 计算
,

湖泊围拦适宜载鱼量可达 1
.

5一 3
,

75 万公斤 /公

顷
『. 。 , ,

可见潜力是很大的
。

围拦效益取决于单产
。

据研究
,

围拦养鱼单产在 1盯 6 公斤 /公顷以下出现亏

损
,

37印 公斤为确保经济效益的下限
,

75 00 一 2沥阅 公斤时产里与效益同步增长
,

而以 1动加 公斤效益

最显著 ` ’ . ’ 。

考虑到技术
、

劳力和水草资源的承受能力
,

预计总产 3
月、

`

5 万公斤时
,

单产定在了5。。一 16 0 00

公斤 厂公顷
,

单个围拦面积 2一 3 公顷
,

比较适合现在的经营水平`川
。

鉴于围拦养鱼对水体营养化进程的

影晌
t ` , ’和饵料资源的限制

,

确定围拦面积占总水面的比例极关重要
。

但目前的经验数据出入很大
,

李恒

德 ( 1 987 )认为洪湖围拦面积不宜超过总面积的。
.

2络
,

而偏湖则提出围拦面积的上限为总水面的 1 5绍
.

网箱养鱼 网箱养鱼是适合于水深 3 米以上水体的一种集约化程度更高的养殖方式
,

因此我 国网

箱养鱼即落以上设置在水库
。

与国外相比
,

中国网箱养鱼有自己的特色 : 集约化程度较低
,

既养成鱼也

养鱼种
,

除了养鲤鱼之外
,

还养草
、

团头舫和罗非鱼等
,

甚至有不投饵的养殖方式
。

网箱养鱼单产全国平

均不过 7
.

5 万公斤 /公顷左右
,

通常均在亏损线之下` ” ’ 。

单产高的可达 120 一 1印 万公斤 /公顷
,

全国以

北京平均单产最高一 76万公斤 /公顷以上《 `“ ’ 。

网箱养鱼的关键技术与效益取决于鱼种配套
、

饲料营养水

( 11 ) 陈培康八谈拍
。

云南移植银鱼的现状和渔业利用
。

( 1 2 ) 丛 莽
,
1“ X)< 云南省湖泊银鱼资源变动原因浅析

。

大中型水域水产养殖增殖经验选编
,

1路 一1 8 1a

( ” )
’

解玉浩八9 89
夕

关于池沼公鱼移植驯化问题
。

(执 ) 湖北省水产局
.

土9 8 7
。

加强水产资源保护
,

促进淡水养殖发展 (油印稿 ) ; 2一 4
。

(扒
、 文

J

恩生等
,

1 9 91 花园湖人工放流
,

引淮纳苗和 自然增殖效果的研究
。

(拓
、 杏章来等

,

1 988
。

太湖流域围拦养鱼调查报告
。

( 1 7 ) 全国大中型水域水产养殖增殖顾问组
,
1 98 8~ 朋年三年工作总结报告

,
1。加

。

大中型水城水产养殖增殖经

验选编
,
1氏

灯招
、
北京市水产研究所

,
1蛇 7

。

网箱养商品鲤
。

北京水产
,

(幻
: 1一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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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水库水产增养殖技术的进展 1阳

平
、

投饲技术和鱼病防洽
。

研究证实放养规格与出箱规格的关系大致为 : 以鲤鱼为例
,

放养鱼种 50 一7 。

克 尾时
,

出箱成鱼加。- 了伪 克之间
,

放养 7 5一1伪 克时
,

出箱 7 50 一 1 0伪 克之间 ; 放养密度与产量的关

系大致为 :在每平米放养 7 石一 12
甲

6 公斤之间
,

成鱼产量在 肠 万一田 万公斤 /公顷之间呈同步增长
。

饲

料效率不仅与饲料质量有关
,

还与适宜的投饵率
、

科学的投饵方法有关
。

并随鱼体大小
、

水质
、

溶氧
、

气

象等因素而异
,

有关专家在这方面做了不少工作
t
,..

` 2 , “ , ’ 。 网箱面积与设置网箱水域面积的比例
,

从保护

水域不被污染为原则
,

在网箱单产 7 6 万公斤了公顷时
,
以 1 : 3。。一 4 00 为宜 aL’

, 。

近年来爆发性流行病给集

约化程度很高的网箱养鱼造成了重大损失
,

由于病因
、

病理目前尚不十分清楚
,

有效的防洽方法也不多
,

故坚持常规防病极关重要
。

施肥养鱼 湖库施用化肥养鱼历史不长
,

但效益显著
。

湖南常德在 了个县的水库进行 施肥 养鱼
,

1 9 8 9 年平均单产达 4 41 公斤 /公顷
,

比施肥前增产 2 倍多
,

其中中型水库单产稳定在 3乃 公斤 /公顷以

上
,

小 (一 )型 巧阅 公斤以上
,

小 (二 )型可达 3翻 公斤
。

陕西省 19 86 一 89 年全省累计推广施肥养鱼水库 1

万公顷
,

平均单产达令。5 公斤 /公顷
,

比施肥前增产 1
.

斑倍
亡, . , `胡 ’ 。 各地水库施肥养鱼的肥料效率 (每公

斤肥料产鱼的公斤数 )为 1
.

6- 一 2
.

5 亡
,“ , 。

综合各方面的研究“ 。 , (川
,

施肥养鱼的技术关键为 : 施肥水域应

似水位相对稳定的湖库或湾汉为宜 ;根据水体营养元素含量选定施肥品种
、

数量和搭配比例 ; 除氮磷外

应搭配施用其他元素等
。

李德尚等 ( 19 88
、

1 9 9。 ) 所进行的水域限制性营养元素和最适施肥浓度生氧最

生物测验法的研究`习” 、

对于解决施肥中最佳施肥量和肥分配比问题有指导意义
。

渔业环境与资源的研究

(一 ) 水域渔业性能的评价

内陆水域营养类型的划分始于本世纪的 加 年代
。

水域营养类型是根据水域内部因素与外部 因 素

综合影响形成的营养状况进行分类
。

近年来
,

一些新的手段与技术方法的应用
,

此项研究在理论 和实

践上都有了显著的进展
『
川 `“ ’ 。

现阶段国内主要是从水域生物与非生物因素
、

能量转换和环境变化 等

方面研究水域营养类型划分和鱼产力 ; 其次是评介国外各种方法的精确度
、

探讨应用这些方法的可能

性
L`

4

之,
, ’ 一 习二 `公

。

何志辉 ( 19 87 ) 曾对全国 211 个湖库做过营养分类 : 贫营养型占14
.

7形 ; 中营养型 占

6 2
.

1落 ; 富营养型占33
.

2万
。

并从南到北分为三个大区
,

按大中小型水域对其鱼产力做了估算姗
1。

这对

我国内陆水域营养状况有一个宏观上的了解
。

近年来水库渔业生产性能调查表明
,

从北向南水库鱼产

力不是随温度递增的
,

而是北方高于南方
,

产生这种现象是由环境条件造成的 .[]
。

根据饵料生物生产盘
,

然后按饵料系数估算鱼产力的方法应用广泛
,

其中通过测定浮游植物初级生产力评定链
、

墉鱼生产力的

研究最为盛行`幼 ’ .

应当指出的是
,

目前都是根据水体营养指标实际测定值
,

然后与各营养类型相应指标

对照
,

从而判定所属营养类型
,

由于分类方法
、

分类指标选定不统一
,

即是同一指标界定值也不尽相同
,

结果可比性不强
【
.

。

现在使用的方法尚有许多待修正
、

完善之处
,

故应特别强调不同方法的结合使用
,

如渔获物组成分析
,

就是通过实践检验的方法
。

( 1幻 吴遵林
,
1 9 8石

。

配合饲料养鱼投饵技术评述
。

湖北渔业鱼饵料专辑
,

防- 旧氏

(加 ) 陕西省中小型水库化肥养鱼推广组
,

1加 1
。

陕西省中小型水库化肥养鱼技术报告
。

永库施肥养鱼资料汇

编
,

2 4
。

( 2劝 许典球
,
又如 1

。

水库化肥养鱼的技木要略
。

水库施肥养鱼技术资料汇编
,

巧一 1氏

( 22 ) 陈燕国
,
1的 1

。

水库营养类型分类中的聚类分析方法
。

中国水产学会第五届学木交流大会论文
。

( 28 ) 王 孩等
,

1盯 9
。

用浮游植物的生产量估算武汉东湖链墉生产潜力与鱼种放养量的探试 中国水产学 会

大水面渔业增殖学术讨论会资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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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 环境变迁对增养殖的关系

水生植物盛衰对渔业环境和资源的影响
。

我国内陆水域水生植物 日趋减少
,

其原 因正如王 亚 莲

( 10 86 )等所指出的
,

毁林开荒
、

水土流失
,

使江河湖库泥沙量增加
。

据报导
,

那阳湖在 19 阴一7 6 年二十

年间泥沙沉积即增加了 2 3形
。

水工建设提高了水位
,

如洪泽湖蓄水后水位升高近 1
.

5 米
,

原水草繁茂的

湖湾
,

现已成为敞水区
。

据 80 年代初统计围湖面积几平占内陆水域总面积的 1 21。`
’ . , ,

从而缩小了水草

繁茂的浅水带
,

导致了 “敞水化
” 。

水体富营养化的发展
,

加之中国湖库大多处于温暖湿润地区
,

原来营

养盐容易积累
,

随着外来流入量增加
,

就更加富营养化了
t

川
。

水体富营养化的发展
、

将进一步加速水生

植物的衰减
。

放养草食性鱼类不当也是造成水生植物减少的原因之一
仁

.’,
。

鱼产量的丰歉与水体中水生

植物的组成
、

数量多寡关系非常密切
,

特别是对草食性鱼类和草上产卵鱼类的生长
、

繁殖影响颇大
亡̀

,
. , 1 。

巢湖 1 , 5 4年之前
,

水草丰盛
,

鱼产量高达 4 00 万公斤
,

在 6 o se 钩 年代由于水草锐减
,

鱼产量减少2广3
,

鱼

的种类减少1 23“
` , 。 过去对于水生植物侧重于利用

,

近年来逐步将利用与保护结合起来
,

因此对水生植

物方面更深一层次的研究也有了进展
仁
比

, ” 。

水污染对增养殖的影响
。

随着工业的发展
,

水污染已成为中国环境最严重的问题
。

据王菊思 ( 19 9 0)

报导
,

废水排放量年年增加
,

从 19 82 一 8 5 年由 3 10 亿米
,

/年
,

增加到 3牡
.

5亿米
3

/年
,

据分析到本世纪末

废水排放量将增加到目前的二倍
。

现阶段只 22 落的废水得到处理
,

其余即直接排入环境
,

而内陆水域是

最大的受害者
。

据 80 年代初对 87 8 条河流调查
,

已有 8 2影受到相当程度的污染
,

有 5写的河段已鱼虾绝

迹
。

湖泊污染也极为严重
,

城郊湖泊受害最深
〔 , , 。

此外尚有农药污染
,

湖南洞庭湖流域每年平均每公顷

用药 景达 1 5。公斤 `川
。

L i o J i a
l
水a
鳍 时 al

.

( 1 98 7) 认为
,

根据污染程度和受污染时间
,

鱼类以各种形式

作出反应
,

诸如 :存活率降低
,

生长和繁殖力受到影响
,

或者通过食物链的富集作用而威胁人类健康
。

显

然环境质最与鱼产力
、

产品质量密切相关姚
, 。

据估计长江因污染
,

鱼产量下降 3 0 劣左右`幼 ’ 。

湖北大 冶

湖受印染厂污染严重
,

不仅鱼虾体内重金属含量均已大大超标
,

连某些生物群落都发生了变化
〔 7` 〕。

现已

查明
,

鱼类能直接从水中摄取或通过食物链从环境中积累某些污染物
,

以白洋淀为例
,

湖中各种不同性

质的总 B壬理 (六氯化苯 )浓度为 0
.

。。 10 p p。 ,

相比之下
,

草鱼体内的 B丑 C 浓度则 浓缩到 。
,

肠一。
.

韶

P p m t , , , 。 有毒物质在鱼体内聚集
,

不仅影响鱼类正常生存
,

而鱼作为食品将直接对人类构成威胁
。

因此
,

在发展水产增养殖的同时
,

如何保护水环境的问题已提到了议事日程
〔 ` 肠, 。

鱼类资源小型化的起因及控制措施
。

自印 年代以来
,

内陆水域鱼类资源衰退的问颜已显现出来
,

并日趋严重
。

表现之一就是鱼类资源的小型化 :种类结构小型化
,

即低值小型鱼类占优势 ; 大中型鱼类

低龄化和个体小型化
`
,0]

,

更有甚者
,

在小型鱼类中个体小型化和低龄化的现象也十分严重 扭
,

” ’ 。

据安

徽调查
,

该省长江水系主要湖泊 6 0一70 年代之前小型鱼类仅占渔获物总量的 2。一40 万
,

近年来已上升

到砌一肠粥` ” ’ 。

鱼类小型化的起因已经比较明确
,

主要是生态环境变迁
、

捕捞过度以及各种鱼类对环境

变迁的不同反应所造成的
。

因此
,

解决鱼类小型化的问题应从改善环境质量
,

控制捕捞强度等方面综合

治理
〔 ,

0’, 一般认为这不单纯是技术问题
,

还涉及到经济
、

社会各个方面
,

想马上取得效果难度较大
。

湖泊水库水产增养殖展望

传统的内陆水域渔业以捕捞为主体
,

一直延续了数千年
。

由捕捞转向增养殖 ; 由湖泊
、

江河为主转

(24 ) 蒋雪英
, 1朋 5

。

水生植物与湖泊渔业关系的探讨
。

(邪 ) 湖北省水产局渔政处
,

拍的
。

湖北省长江水产资源及保护情况汇报 (油印稿 )
。

(26 ) 殷名称八g , 1
。

太湖鱼类种群小型化成因和对策的初步探讨
。

鱼类学分会 1湘1年学术年会论文摘要
,

7
。

(疥 ) 袁传彝
,

拍。 1
。

长江中下游鱼类小型化和低龄化的严重性
。

鱼类学分会 1洲 1年学术年会论文摘要
,

氏

(邓 ) 安徽省水产周 区划办
,

1 9 8石
。

安徽省长江水系重点水域渔业资源调查报告汇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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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期 张幼敏
:

中国湖泊
、

水库 又产增养殖技术的进展 1肠

向所有水域 ; 由粗放转向人工控制
,

是渔业发展的必由之路
。

这标志着我国内陆水域渔业在科学技术与

经营上均取得了长足的进步
,

对于未来也将产生深远的影响
。

(一 ) 鱼产潜力

湖库的鱼产潜力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①水域天然生物生产力的潜力
。

据分析
,

目前渔业经营

水平对天然生物生产力的利用仅为 2 0一40 粥
亡, ’ ` z注’ ;②是水资源的潜力

。

迄今湖泊尚有 67 不
、

水库有 29 形

的可养而积
,

总计为 18 3
.

23万公顷来得到利用 ; ③发展各种形式的精养 (围拦
、

网箱和湾汉 )
、

综合经营以

及生态渔业的潜力
。

据中国水利渔业专业委员会的预测
,

水库的总鱼产潜力为 3 00 一4加 万吨
王̀ , 。

湖泊的

自然条件
:

优越
,

经营与技术基础较好
,

我国湖泊 与水库的可养面积大致相同
,

如果永库渔业能如期实现

上述 周际
,

湖泊玩有可能大大超过水库的总渔产量
。

届时
,

湖泊和水库的渔产量将达到 1 0 00 万吨以上
。

(二 ) 发展方向

根据我国国情
、

资源条件和科技发展
,

湖库渔业总的发展趋势是 : 中型以上的湖库仍以资源增殖和

人工放流为主体
,

视不同水域类型和条件
,

积极发展网箱和围拦等集约化养殖 ; 小型水面 (包括湾汉 )则

以精养为主
,

全面施肥
、

投饵
,

以获得高产 ; 为使物质与能量得到合理利用
,

各种形式的综合养鱼将得到

发展
,

并逐步走向生态化
。

总结过去的经验教训
,

在今后的发展过程中
,

下列原则将 日益受到重视 : ①资源的开发利用 与保护

将紧密地结合起来
,

特别是鱼类资源和生态环境的保护
,

此乃使渔业永续发展的前提 ; ②改单一经营方

式为多层次
,

全方位立体开发
,

做到水
.

枣其用
,

物尽其利 ; ③从单纯追求经济效益到经济效益与生态效益

并重 ;④最佳适用技术与新技术将逐步得到广泛应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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