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绥芬河驼背大麻哈鱼移殖放流

及回归效果的初步研究
`

董崇智 赵春刚
(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黑龙江水产研究所

,

哈尔滨 15 00 76 )

齐树海 段广元 解福君 张国财
(黑龙江省东宁县水产局

,

15 72 0 0)

提 要 本文首次报道驼背大麻哈鱼人工放流及其回归效果
。

根据驼背大麻哈鱼具回

归母刚 11的生物学特异性
,

在住入 日本海的绥芬河水系进行移殖放流试验
。

19 88 年 4 月放流稚

鱼 72万尾
,
1 989 年 6~ 8 月放流群体回归母河川

,

在我国境内河区重捕回归成鱼 以 7 尾
,

比该水

系自然群体猛增约3 0倍
,

回归率为0
.

0盯男
,

标志回归率为 。
.

叩3形
。

该项放流试验效果显著
,

为绥芬河水系驼背大麻哈鱼资源增殖提供重要的科学依据
。

关键词 绥芬河
,

驼背大麻哈鱼
,

放流
,

回归
,

泪游

驼背大麻哈鱼 O朋叮入, 邵入二 9 0帕创翻入a (W al b二 m )
,

又称细鳞大 麻 哈 鱼
,

属 蛙科

( S司m on i da
e )

、

大麻哈鱼属
,

是典型的溯河性洞游鱼类
。

它地理分布广
,

分布北太平洋

(北纬 36
O

N一73
O

N
,

东经 12 8
O

E一西经 1 2 3
O

W )水域 ; 种群数量多
,

年渔获量约 1
.

4 亿

尾
,

计 20 万吨
,

占北大平洋大麻哈鱼类总渔获量 56 形〔月 ,生长速度快
,

性腺成 熟早
,

成为

北太平洋沿岸国家的重要渔业与增殖对象
。

驼背大麻哈鱼在我国仅分布绥芬河
、

图们江

水系
。

绥芬河属北太平洋 日本海水系
,

位于北纬 4 3
0

20 ,

一4 4
。

连。
` ,

东经 1 3 0
0 1 9 `

一 1 3 2
0

0 0 ` ,

地处黑龙江省东南部
。

它发源于吉林省长自山老爷岭
,

河长 4 4 3 k m
,

流经我 国 (中
、

上游
,

2 5 8k m )
、

俄国 (下游
,

1 8弘 m )注入日本海 (图 1 )
。

驼背大麻哈鱼每年 6一 8 月 溯河柯游
,

9一 10 月产卵
,

以后全部死亡
,

稚鱼在每年 4 月降河入海
,

在海域中生活一年
,

性腺发育成

熟
,

溯河生殖洞游
。

驼背大麻哈鱼属一次生殖型鱼类
,

世代周期为二年
。

进入绥芬河我国

境内河区的群体数量极少
,

仅为数尾
,

多至百尾比幻
。

由于长期酷渔和生态环境的改变
,

现

已濒临绝迹
。

为了增殖我国这一珍稀经济鱼类资源
,

我们根据驼背大麻哈鱼具有回归母

河川的生物学特异性
,

于 1 9 8 7一 1 98 9 年在绥芬河进行移殖放流试验
。

材 料 与 方 法

1
.

试验材料 试验材料是移殖俄国萨哈林地区水域的驼背大麻哈鱼发 眼 卵
。

卵径

.

本文承蒙张觉民研究员审阅
,

特此致谢
。

收稿年月
: 1 9蛇年 2 月 ;同年 6 月修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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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绥芬河水系位置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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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us i f e n R iv o r w a切淤印 s tem 1
0
哈 t i叨

为 6
.

61 二m
,

卵重为 16 5
.

机场接运莫斯科空运鱼卵

为 9 4
.

3%
。

s m g
,

孵化积温为 2 8 0 度 日
。 1 9 8 7 年 1 0 月 17 日一」

`

9 日于北京

93 3 173 粒
,

运至我所渤海冷水性鱼类试验场孵育
。

运输成活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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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

孵育条件 水源为泉水
。

采用塑料孵化桶( 价2 7e m
,

高 27 咖 )孵化
,

仔鱼
、

稚鱼在

水泥育苗池 ( 2
.

o x l
.

0 x l
.

0二
. ; 2 0

.

0 丫 4
.

0 x l
.

0m
器

)内饲育
。

孵育水温为 2一 l i
O

C
,

p R 7
.

0 ,

溶解氧 ( D O )为 10
.

24 一 1 2
.

0 4 毫克 /升
,

流量为 2 0一 1 00 升 /分
。

水 质条件如表 1。

稚鱼

饵料为 日本银鱿复合颗粒饵料 (粒径 0
.

s m m 》与我所饵料试验厂蹲鱼复合颗粒饵料 (粒径

1
·

Om m )
。

投饵率为 2
.

4一 2
.

8%
,

日投饵 6一 10 次
。

3
.

标志稚鱼与成鱼标志 为了 调 查

放流回归的效果
,

对部分稚鱼进行标志放

流和 回归标志成鱼的重捕
。

我们采用国外

普遍应用的稚鱼剪鳍标志方法
。

麻醉药物

为 乙二醇苯醚〔认H
`
D ( H户 H ) O H 〕

,

麻醉

浓度经预前试验确定为 3 00 p p功 (水 温 6

℃ )
。

剪脂鳍 ( A d )
,

再生能力极弱
,

标志可

靠
,

易识别
,

但稚鱼脂鳍小而透明
,

手术难

度大 ;剪其他鳍
,

再生能力强
,

可靠性较差
,

但手术易掌握
。

我们采取双重剪鳍标志法
,

即经麻醉后用眼科手术剪刀从基部剪切脂

鳍与一侧腹鳍 ( R L )
,

再将稚鱼放入流水

槽内复苏
。

稚鱼标志质量检验按照美国鱿

鱼孵化养殖手册的统计方法计算合格率及

其数量
` , , 。 回归的标志成鱼

,

脂鳍基部皮肤

留有光滑的剪切手术后愈合的痕迹
,

腹鳍

基部再生出较小的不规则的残鳍
,

在形态

上与另一腹鳍截然不同
。

经鉴定确认后保

留标志成鱼标本
,

并计标标志 回归率

表 1 驼背大麻哈鱼孵育水质分析

T a b】e 1 q u 压 l i t y 色 n a l y s坛 of the , a切 r

fo
r i n cu b毗 l o n a n d br e e d l n g of p加 k

s眨 m o n e g召冲

河流中捕获
,

。 、 。
,

、 * 标志成鱼尾数
、 . 。 。

。
、

( 标志回归率 二 :哭先凳共兴拳 x 1 00 拓 )
。

、
’

叩
`
, “ ” 甲 一 河流中放流 “ ` “ “ / “ / 。

标志稚鱼尾数

4
.

回归鱼群调查 1 9 8 8年 4月 放 流

的稚鱼
,

于 1 9 8 9 年 6一 8 月溯河回归
。

在

放流河段 (东宁县三岔口乡新立村河段 》设

置拦河网〔聚 乙烯
,

长 1 5 0坦
,

高 2斑
,

网目

芍恤 ) 重捕回归鱼群
,

逐尾登记测量
,

根据

鳞片鉴定年龄
,

并计算回归率

水水温 (℃ ))) 1 1
.

000 7
`

000

lll !X ) ( rn g / ] ))) 1 0
.

然然 1 0
.

4 000

BBB O D ( m g / l ))) 2 翁 777 4
一

2 0 222

ppp HHH 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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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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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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阴阴离子子子子子子子子子子子子子子子子子子(((皿 g厂L ))) 5 0 二一一 4
,

8吐l又lll 3
.

〔0 〕〕

lllll l C O丁丁 口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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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

6 3 999 公
.

02 222

MMMMM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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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3 222 5
。

8 1 7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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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Q

.

0 8111 0
.

〔叮555

养养养养养养养养养养养养养养养养养养养

盐盐盐 双O 犷一NNN 0
.

01 铭铭 O
。

00 222

类类类类类类类类类类类类类类类类类类类

((( m g /L ))) 卜R ,-- NNN O
甲

皿 555 0
.

m ooo

卫卫卫 o r
~ PPP O

`

1日〕〕 O
。

韶 222

55555 10 ::: 1 9
.

6X())) 5
0

6 8 000

刁刁刁 F eee O
。

7印印 0
.

3阶阶

ZZZZZ NNN 0
.

3 1 000 0
.

0 8 777

总总碱度 ( m g l/ ))) 0
0

99日日 1
。

0 1 666

总总硬度 (德国度 ))) 1
.

钟部部 2
.

6 0魂魂

( 回归率 =
河流中捕获成鱼总尾数 一 近十年平均捕获成鱼尾数

放流稚鱼总尾数
x 1 0 0% )

( 1 ) A l a , k a

加 aP
r t m e n t o

f F l , h 吕 dn G am
e F R E D D fv i o i o n ,

1哭3
.

F 落。九伪打杖阳 形 a

姗
乙

,

8一1 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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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 果

1
.

孵化与饲养 8 7 9 1年n 月 2 4日孵出仔鱼 8 6 6 7 2 4尾
,

孵化率为 98
.

6吓 ,上浮率

为 97
.

6%
,

经 54 日饲养
,

出池稚鱼 8 0 8 71 9 尾
,

饲养成活率为 95
.

6拓 , 稚鱼体叉长平均为

3 8 ( 3 1一 5 4 ) m m
,

体重平均为 0
.

3 7 ( 0
.

2 5一 1
,

1 0 ) g
,

增重 2
.

6 倍 (表 2 )
。

表 2 驼背大麻哈鱼孵育情况

T 压 b l e 2 I n cu ba t王on
a n d b r e右 d i n g d a t a o f 协 n k o a l mo

n e g g 。

发育期 日 期
水 温

(七 )

积 温

(度 日 )

I洲〕

( m g / ] )

流 量

〔升 /分 )

暨竺二整二兰巴竺…
长 度
(m m )

孵化期

上浮期

饲育期

1 9 8 7
、

1 0
.

19一1 1
。

然

1 9 8 7
.

11
.

2 5一1 9 88
.

2
.

即

工g习8
,

2
.

公〕一4
,

1 4

1 0
.

0 ( 7
.

0一1 1
.

0 )

4
.

1 ( 2
.

0一8
.

0 )

6
甲

6 ( 2
.

Ose 1 0
.

0 )

3良
.

5

3 6 8
.

0

3邸
甲

5

1 0
0

4

1 0
。

2 4 es l l
.

业
1 0

.

2 4一1 2
.

艺o

}
6

·

6 1

_ _

即
_ _

}
2 ”

·

“

拭」- 工0 0 1 吕1
.

艺

看看 导导 万粒粒
((( m g ))) 仁尾222

///// n l ---

注
:
( 1) 卵径

、

卵重为入孵化器时的数值
,

仔鱼长度
、

体重为孵出时的数值
,

稚鱼体叉长
、

体重为入他时的数值
。

早 n

m

二
4 22

二
4 6

.

l e m

尹 n = 2 2 5

讯 = 4 5
.

c0 m

早 + 了 n = 64 7

而 = 4 5
.

7 e m

%504030

-}

............

.
`̀ .

八甘n曰9自
曰.上

4 0 5 0 6 0 40 5 0 6 0

体 叉长 ( C m )

4 0 50 6 0

+ / n = 64 7
一

122 6 9

早一m早 n = 42 2

而 二
126 0 9

扩 n = 2 25

而 二 1 146 9

%的4050302010

0
.

5 1
.

5 2
.

5 0
.

5 1
.

5 2
.

5

体重 ( k g )

0
.

5 1
.

5 2
,

5

图 2 绥芬河东宁河区重捕驼背大麻哈鱼回归群体体叉长
、

体重组成 ( 1 9 8的

F i g
.

2 F o rk l e n g 七h a n d b o d y w e i g鱿 o f re l ea se d 犯lnI 皿 D i日t ir o t
o
f

阮 i f e , ;
R i v剖 此七u r 刀加 g 还 r 峋 n

岁加 g ( 19 8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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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

运输与放流 采用增氧式 (微型发电机
, 6 00 W

,

日本产 , 徽型空气泵
,

91 W
,

上海

产 )鱼篓 ( 15 0 x 1 0 0 x 10 0咖
.

)汽车运愉稚鱼
,

2 0 5 5 年 4 月 12
、

1 4 日分二次历经 1 3 小时途

程 2 5 o km 运至东宁县三岔 口乡新立村河段
。

运输密度为 n 万尾 / m
` ,

运 输 成 活 率 为

97
.

7拓
。

稚鱼放入河边 了个网箱 (聚 乙烯
,
4

.

o x 2
.

o x l
.

OnI
,
)暂养 4一 7 日

,

密度为 1
.

4 万

尾 / m
, ,

以适应放流水域的生态环境
。

在暂养期间
,

由于春汛河水不断上涨
,

多次移动网

箱
,

使沉于箱底的石块 (沉子 ) 撞击稚鱼致死约 7 万尾
,

以至在 4 月 20 日 10 时开箱放流

时实际放流稚鱼为 72 万尾
,

其中标志稚鱼 3 万尾
。

放流河段为北纬 4 3
0

4 7
产 ,

东经 1 30
O

1 2’
。

放流时水温为 7o C
,

透明度为 i o cm
。

沿河进行二天采捕观察
,

稚鱼很快降河
。

3
.

回归群体 在中游河区即我国境内河区共捕获 6 47 尾
,

扣除该水系近十年平均捕

获量 2 0 尾 (最高 8 2 尾
,
1 9 8 6 ;最低 0 尾

, 1 9 8 1 , 2 9 8 3 , 1 9 8 5
,
1 9 8 8 )

` . , a , ,

回归率为 0
.

0 8 7拓 ;与

该水系捕获量比较
,

猛增约 30 倍
。

当地老渔民惊喜地说
“
从来没有捕获过这么多鱼

。 ”

在

重捕回归群体中
,

有标志回归鱼 7 尾
,

标志回归率为 0
.

0 2 3络
。

回归群体的年龄组成均为 2 龄 ( 1 0 0% )
,

确系 1 9 8 8 年世代群体
。

回归群体体叉长组

成为 3 5一 6 2 e m
,

平均为 吐5
.

7e m
,

以 4 5一 s o e功占主体 ( 4 3
.

3拓 )
,

其中雌群平均为 4 6
。

l e m
,

雄群平均为 4 5恤
。

群体体重组成为 6 50一 2 5 0 0 9
,

平均为 1 2 2 09
,

以 1 2 0 0一 1 5 0 09 占主

体 ( 5 6% )
,

其 中雌群平均为 1 2 6 0 9
,

雄群平均为 1 1 4 6 9 ( 图 2 )
。

群体中雌性为 4 22 尾
,

雄性

为 2 25 尾
,

性比为 1
.

87
: l

,

0 ,解剖观察群体性腺雌雄鱼均为第 IV 期
。

讨 论

1
。

人工孵育 驼背大麻哈鱼是北太平洋沿岸国家主要增殖对象
,

人工放流已有近百

年历史
。

日本 1 9 8 8 年建立孵化场
,

现年放流量为 2 亿尾
,

孵化率为 90 %
,

饲养 成活率为

97 终左右氏
,
o]

。

苏联 1 9 2 7 年建立孵化场
,

现年放流量为 8亿尾
,

孵化率为 95 %
,

饲养成活率

为 9。% 左右内
。

我国孵育驼背大麻哈鱼 尚属首次
,

孵化率为 98
.

6环
,

饲养成活率 9 5
.

6形
。

通过试验观察
,

鸵背大麻哈鱼孵化积温为 57 0 度 日
,

比大麻哈鱼 〔4 8 。 度日 )为长
,

孵化饲

养条件与技术基本同大麻哈鱼
。

2
.

放流 水域 移殖驼背大麻哈鱼首要条件是选择适宜的放流水域
。

我们在 1 9 8 6年对

缓芬河水域生态环境
、

溯河群体及渔业资源现状等进行了全面调查论证
` , , 。 该水系属山

区河流型
,

具水温低
、

水流急
、

含砂量少
、

水质澄清
、

石砾底质等特点
,

从水系地理位置
,

河

水理化性状
、

降海溯河徊游等条件分析
,

均符合驼背大麻哈鱼人工孵化放流的水域标准
。

本试验结果也进一步验证其适宜性
。

3
.

移 值材 料 移殖材料是移殖放流的重要条件之一
。

我们从驼背大麻哈鱼生态学
、

遗传学来考虑移殖材料
: ①选择北太平洋萨哈林南部水域的地理生态群体

。

驼背大麻哈

鱼因种内多型性和生态异质性
,

形成诸多空间
、

时间差异的地理生态群体
,

北太平洋水域

( 2 ) 茸崇智
,

1 9韶
。

绥芬河驼背大麻哈鱼资源增殖前景论证报告
,

1一 38
。

( 3) 黑龙江水产研究所资源增殖研究室
,
工洲。

。

绥芬何鱼类的 初步调查
。

黑龙江水产研究所研究报告
,

娜一4 6
。

(的 中国水产增养殖技术考察组
,

19 86
。

苏联娃鱼增殖
,

苏联养鱼译文集
,

12 es l氏

( 5 ) 同本文脚注 ( 2 a)



水 产 学 报 1 6卷

大体上划分 6个地理生态群体 . []
。

萨哈林水域地理生态群体与绥芬河水系地理生态群体

同属北太平洋亚洲群系黑龙江
、

滨海州地理生态群体
,

海域泅游范围为鄂霍茨克海与日本

海
,

两水域的地理跨度小
,

徊游路线相似
,

有利于适应移殖水域生态环境
。

②选择前期溯

河生殖群体
。

驼背大麻哈鱼溯河生殖群体一般分前
、

中
、

后期三批群体
,

从群体遗传生物

学特性考虑
,

前期溯河生殖群体具溯河早
、

耐较高水温及溯河距离远等特点
,

移殖后有利

于回归上溯到我国境内河区
。

③选择发眼卵为移殖材料
,

不仅对移殖水域适应性强
,

可塑

性大
,

而且此时正处于胚胎后期
,

是抗机械振动最强死亡率最低的发育阶段
,

便于长距离

运输
。

此项试验结果验证了移殖材料选择的合理性
。

4
.

稚 鱼放流规格 驼背大麻哈鱼稚鱼具有在淡水生活期最短溯河期最早的生 物 学

特点
,

在自然水域
,

稚鱼在卵黄体尚未完全吸收时就离开产卵场开始降河泅游
,

因而在降

河途中大部分稚鱼不摄食
。

如北海道降河稚鱼摄食个体仅为 15 一 48 拓
,

摄食率在 1% 以

下 atJ
。

根据这一特点
,

国外孵化场采取不投饵饲养直接放流
,

放流的稚鱼个体均较小
,

如

日本在 1 9 66 年以前放流稚鱼体叉长为 3 2
.

5m m
、

体重为 0
.

2 2 9 左右
。

以后 日本 对放流

稚鱼不同规格的回归率进行调查
,

放流稚鱼体重 0
.

29 9 (饲养 39 日 )
,

回归率为 。
.

0 32 % ;

放流稚鱼体重 0
.

3 5 9 (饲养 64 日 )
,

回归率为 。
.

13 % ; 放流稚鱼体重 o
.

8 0 g( 饲养 89 日 )
,

回归率为 O
、

433 % ( 1 9 6 6) ` . , 。

从此改为投饵饲养放流
,

放流稚鱼体叉长达到 35 二 m
,

体重

为 O
,

3 6 9 〔. J
。

苏联孵化场至今仍是不投饵饲养放流
。

我们认为放流稚鱼规格 与降海成活

率紧密相关
,

必须采取投饵饲养放流
。

但该种与大麻哈鱼不同
,

稚鱼饲养 中行动机警
,

不

易摄食
,

成为一大饲养难题
。

我们采取增加投喂次数 (6 一 10 次 / 日 )
、

延长投喂时间 ( 3 0 分

钟 以上 )及增大饲养密度与水流量等驯养措施
,

促进稚鱼生长
,

使体重增重 2
.

6 倍
,

放流规

格达到体叉长 38 DI m
,

体重 0
.

3 790

5
.

回 归率 与回 归群体 通过本项试验
,

又一次证明驼背大麻哈鱼能回归母河川这一

极有趣味的生物学特异性
。

回归率是人工放流效果的主要技术指标
,

一般通过标志稚鱼

放流与重捕调查标志回归成鱼计算
。

据可查阅的国外标志放流试验资料
,

日本标志回归

率为 0
.

0 1 3一 0
.

0 6 3%
。

如游乐部川为 。
。

0 6 3终 ( 1 9 5 2 )
,
0

.

0 2 2% ( 1 9 5 4 )
,

涌别川为 0
.

0 13拓

( 一9 5 2 )
,

标津川为 。
。

0 5 1% ( 2 9 5 2 )
,

0
.

0 5 3% ( 1 0 5 3 ) [ , 3。 目前国外捕获全部溯河生殖群体

进行采卵孵化
,

回归鱼群基本为人工增殖的群体
,

自然群体极少或几乎不复存在
,

所以采

用放流数量与捕获量直接计算回归率
。

日本由于进行多年的以提高增殖效果为中心的综

合技术的试验研究
,

回归率提高很快
。

如北海道是日本主要渔业和增殖基地
,

回归率由

1 9 62 年的 1
.

08 % 上升到 19 77 年的 2
.

5拓
,

本州由 0
.

52 %上升到 0
.

98 % 〔`
, 了〕。 萨哈林是俄

国的主要渔业和增殖基地
,

地处北太平洋重点的地理分布区域内
,

回归率较高
。

如该区的

主要孵化场列斯诺依场近年来回归率曾达到 2
.

3一 5
,

8万
,

阿尼夫斯基场为 。
.

5一 0
.

8% (’)
。

上述的回归率因地理水域和年份不同差异甚大
,

其原因尚不清楚
。

但需要指出
,

驼背大麻

哈鱼是近海区域的主要渔业对象
,

近海捕获量远 比河流捕获量高得多
,

所以仅在母河川内

进行重捕调查
,

回归率诚然是很低的
。

据北海道 1 9 7 1一 1 9 8 0 年统计
,

近海捕获量比河流

伟 ) 日本农林水产技术会议事务局
,
1供巧

。

溯河性 合汁
,

衷寸大址培养技术。 阴免忆阴亨 乙悠合研究
,
3 6

,

( 7 ) 同本文脚注 ( 4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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捕获量高 12
.

58 (一 1 8 )倍
,

鱼群溯河率仅为 18
.

7绍 ( 9
.

1一2 5
.

1形 )
`的 。

所 以 调查回归群体

数量必须包括近海
、

母河川及母河川河 口两侧 50 K m 河流 (迷途鱼群 )的重捕总数
。

目前

日
、

俄等回归率均为上述水域的回归群体数量计算的
。

绥芬河是中俄共同水域
,

中
、

上游

河区为我国境内
,

下游
、

河 口及近海区域为俄国境内
。

我们仅在我国境内河区重捕调查回

归鱼群
,

回归率为 0
.

0 87 拓
,

标志 回归率为 0
.

0 23 绍
。

俄国境内河区的情况尚不清楚
,

如果

按着国外从近海
、

母河川及母河川两侧 50 k m 河流的总捕量计算绥芬河的回归率或标志

回归率将会是很高的
。

从我国境内河区历年捕获量分析
,

仅 1 9 8 9 年猛增约 30 倍
,

足以说

明这一推论
。

毋庸置疑本项试验的效果是显著的
。

对回归群体组成分析
,

以近十年捕获量较高的 19 8 6 年群体 (视为 自然群体 )进行比

较
,

人工增殖群体的平均体叉长
、

体重大于自然群体 (表 3 )
。

这与人工放流稚鱼经人工饲

养后大于自然水域的稚鱼有关
。

表 弓 绥芬河驼背大麻哈鱼人工群体
、

自然群体比较

T a b l e 3 s t r u 亡t u r e 的 m p a r i so n of t h 一 n a t u r e a n d a r t廿10 1以 r . l喝
e d op P曰卜

t i o . ` of P i n k “ l咖
n In S u i fe n R i v e r

龄一写
群 体 别 年份

群体数且
(尾 )

年

组成

体叉长 ( 。m )

变幅 平均

体

变幅

性 比

早 :

古

人工群体
,

自然群体
` ”

i

望
9

1公8盯

倪 7 2 : 100 肠
.

0一能
。

0 4 5
.

7

胎 岛 1 00 8 6
.

6一肚
。

7 44
.

9

6印一2日汉)

且亥】一3 2 60

重 ( g )

平均

1 2么〕

1 1遵0

1
.

8 7
: 1

。

O

1
.

7 3 : 1
.

0

注
: . 包括少旦自然群体

从标志 回归鱼分析其生长速度是惊人的
。

以 1 9 8 9 年 8 月 31 日捕获 1 尾标志鱼为例
:

早
,

体叉长为 53
.

。。m
,

体重为 1
.

s k g ,而 1 9 8 8年 4 月 20 日放流时体叉长仅为 38 m m
,

体

艰 0
,

37 9 ,

生长 16 个月后
,

体叉长增长 13
.

9 倍
,

月增长速度为 3
.

O7 c屯 .
体重增重为 连8 6 5

倍
,

月增重速度为 n 2
.

s g
。

说明驼背大麻哈鱼的生长属快速型鱼类
,

是极有经济价值的

增殖鱼类
。

驼背大麻哈鱼人工放流
,

是投资少
、

见效快
、

效益高的系统生物增殖工程
,

堪称
“

海洋

放牧渔业
” ,

给北太平洋沿岸国家带来巨大的经济效益
、

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
。

绥芬河驼背

大麻哈鱼放流试验效果显著
,

为该水系其渔业资源增殖提供了重要的科学依据
,

应 迅速地

开展大规模的人工放流
。

小 结

1
.

为 了增殖我国濒临绝迹的驼背大麻哈鱼类资源
,

根据其回归母河川的生物学特异

性
,

于 19 8 7一 1 9 89 年在注入日本海的绥芬河水系进行移殖放流试验
。 19 8 8 年 4 月放流稚

鱼 72 万尾
,

其中标志稚鱼 3 万尾
,

放流稚鱼体叉长 38 m m
,

体重 0
.

37 9
。

孵化率为 98
.

6终
,

饲养成活率为 9 5
.

6%
。

(幻 日本水产厅北海道含妙玄寸人化场
,
1 9 8 0年度事业成绩书

,
1一11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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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

19 9 8年放流群体回归母河川
,

在我国境内河区重捕 647 尾
,

比该水系自然群体猛

增约 30 倍
,

回归率为 0
.

087 %
,

标志回归率为 0
.

0 23 终
。

回归群体平均体叉长为 45
。

7 o
m

,

体重 1 2 2 0 9
。

3
.

绥芬河水系放流驼背大麻哈鱼试验效果显著
,

为该水系其渔业资源增殖提供重要

的科学依据
,

应迅速地开展大规模人工放流
,

同时加强繁殖保护措施
。

绥芬河属中俄共同

水域
,

应开展双边科技合作
,

共同增殖资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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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渔业大会 ( 1992
.

5
.

3一 8) 在希腊雅典召开

这一会议最初于 1 9 8 7年由美洲水产学会发起
,

先后得到了 18L 个国家和地区的水产机

构等的响应
。

中国水产学会
、

中国海洋与湖沼学会
、

中国软体动物学会及台湾省水产学会

均是响应单位
。

为做好会议的准备工作和组织工作
,

大会成立了执行委员会和顾间委员

会
。

会议的主要目的是
,

评估世界水产资源状况
,

确定水产研究与管理的 目标
,

促进国际

间的科技合作
。

参加会议的人员来自65 个国家和地区
,

注册登记人数共 5 39 人
,

包括科技

工作者
、

企业家及政府管理人员
。

同时同地
,

还举行了第三届渔业
、

养殖设备国际博览会
。

5月 4日为全体会议
,

发言者共 13 人
,

主要题目有
。
世界渔业大会的历史和 目的

,

世界水

产资源现状
,

水产科学研究现状
,

捕捞权和鱼
、

水生生物多样性保护
,

渔业评估与管理
,

水

产养殖业在世界渔业 中的作用等
。

5月 6一 7 日为分组发言
,

大会共分 6个大组
,

每大组又分

4一 7个小组
,

同步进行
。 6个大组及其主要议题是

:

( 1) 主要水域环境情况
。

气侯和栖息场的长期变化
,

淡水环境的管理
,

水域环境保护及管理
,

海 洋

环境研究
,

海洋渔业一环境相互作用
。

(2 )渔业利用和对策
。

渔业资源
,

渔业发展争端
,

渔业机构安排
,

渔业的经济评估和社会评估
,

消费者参于渔业管理
,

渔业评估的持续性和工艺
。

(3 )生物多样性保护
。

生

物多样性的生物学问题
,

生物多样性保护技术和社会经济问题
,

引进种类的影响
,

生物保护的成就
,

种群

鉴别的成就
。

(4) 国际发展项目
。

国际发展成功事例
,

国际渔业发展和研究
,

黑龙江大马哈鱼增殖
,

渔业

发展中的人工栖息场
。

(5 )评估方法与管理
。

鱼类种群评估技术
,

管理 /研究的定量技术
,

海洋渔业的禁

捕区
,

欧洲沙丁鱼的研究与管理
。

〔6) 水产养殖在世界渔业中的作用
。

感染性与环境性的疾病
,

水产养

殖技术发展
,

水产养殖上的生长
、

投饲及营养问题
,

水产养殖上的激素注射问题
,

综合养鱼
,

水产养殖的

发展战略
、

5月 8 ! J上午各大组进行总结
,

下午为各大组总结报告和大会总结
。

我国共有 9人参加
,

他们是王汉明 (湖北省长江水产研究所 )
、

叶建平 (福建省水产局 )
、

戴天言 (福建省水产研究所 )
、

陈景春 (台湾省海洋大学 )
、

方力行 ( 台湾省 中山大学 )
、

郭庆

老 (台湾省水产研究所 )
、

曾力年 (台湾大学 )
、

叶显梗 ( 台湾大学 )及本人
。

我在第六大组会

上作了两个报告
,

世界水产养殖现状及前景 ; 中国水产业的历史性变革
。

大会拟出版论文集
。

与会代表们认为
,

召开
一

吐界渔业大会对增进世界渔业资源的了

解
,

交换共同关心的开发利用问题
,

以及加强国际合作是非常有益的
,

故决定下届世界渔

业大会在 1 9 9 7年举行
,

地点待定
。

(上海 水产 大学 李思发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