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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漏湖为例湖泊种植饲料水草的

养鱼效果研究

朱清顺 周 刚 于 能 余 宁 陆全平

(江苏省浓水水产研究所
,

南京 2 100 17 )

提 事 本研究以典型的钱水草型湖泊稿湖为对象
,

通过对几种水草营养成份的分析
,

草食性鱼类对这几种水草摄食程度的比较
,

发现草鱼
、

团头纺最喜食的水草为苦草
、

轮叶黑藻

和范草
。

为促进这些饲料水草的繁茂
,

在湖区进行了这三种水草不同方法的种植及合理利用技

术的试验
。

根据所得结果
,

提出了苦草别割间隔期以 2 3夭为宜 ; 通过割草养鱼试验
,

提出了蓄

草养鱼的配套技术措施
,

并对福湖网围养鱼的发展提出建议
.

关链词 浅水湖泊
,

栽种
,

食料水草
二

养鱼

大中型浅水草型湖泊中的水生植物资源 丰富
,

为发展淡水渔业提供了良好的物质基

础
。

在我国传统的渔业生产中
,

广大的渔民充分利用这些天然水生植物
,

作为鱼虾产卵繁

殖
、

栖息育肥的场所 ,刘割捞取作为养鱼饲料〔朱清顺
, 1 9 8 9孔近几年来

,

随着渔业生产的进

一步发展
,

特别是湖泊网围
、

网栏
、

网箱养鱼 的兴起
,

促进了湖泊渔业生产的发展
。

但是
,

随之也产生了一个迫切需要解决的突出矛盾
,

那就是由于湖拍生态系统中水生植被自然

演替和人们利用水生植物时有意识的选择
,

造成湖泊水体中鱼类厌食的水生植物资源量

逐渐上升
,

鱼类喜食的优质饲料水草资源量逐渐衰竭
,

严重影响了湖泊渔业的进一步发

展
。

针对上述新情况
,

为了探索草型湖泊水生植物群落定向改造的新窟径
,

增殖繁衍鱼类

喜食的饲料水草资源
,

为鱼类提供更多的饲料
,

促进湖泊渔业生产的进一步发展
。

19 8 8 年

至 19 9 0 年
,

在江苏南部的漏湖进行了湖区栽种鱼类喜食的三种优质饲料水草 (苦草
、

轮叶

黑藻
、

殖草 )及其合理利用技术的研究
,

现总结如下
。

一
、

几种水草的营养成份及草鱼
、

团头鱿的食性

混湖面积为 164 平方公里仁南京地理研究所
,
1 9 82〕

,

湖区年平均水位 3
.

2 0 米
,

平均水

深 1
二

” 米
。

经调查发现
,

泥湖现有水草 1 9 种
,

组成水生植被的主要种类为黄丝草
、

聚草
、

金鱼藻
、

范草
、

苦草
、

轮叶黑藻
、

马来眼子莱
、

芦苇及轮藻等
。

为了探明这几种水草的营养

成份
, 1 9 8 9 年对这几种水草进行了系统地采样分析

。

注意到在不同的生长期水草的营养

成份有差异
,

所以用 以分析的水草样品
,

无论是水草种植区内的
,

还是种植区外的
,

都是按

一般生产上刘割高度来取样的
。

苦草和轮叶黑藻 xJl 割后 20 一 30 夭取样
,

范草 3 0 天
,

其它

为 3 。一40 天
。

采用刘割全株除根须取样
,

采集的水草样品洗净后
,

用塑料袋装置带回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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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室烘干分析〔王业勤等
,

1 9 8 9〕
。

通过测试发现
,

粗蛋 白含量 以聚草最高
,

其次为黄丝草
、

金鱼藻
、

马来眼子莱
、

范草
、

苦

草和轮叶黑藻 , 各种水草粗纤维的含量以聚草和黄丝草为最高
,

苦草粗纤维的含量为最

低 , 水分的含量以苦草为最高
,

黄丝草为最低 ; 还发现
,

同种水草在不 同的生长季节
,

其营

养成份也呈现一定的差异 ( 表 1 )a

表 1 198 9 年满湖几种水草的营养成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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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价一种水草的养鱼效果
,

不仅要重视水草营养成份的好坏
,

生产量的多少
,

消化吸

收率的高低仁王业勤等
, 1 9 9。 ;杨国华等

,

1 9 8 3〕
,

而且必须考虑鱼类对水草的喜食程度
。

为

探明草鱼
、

团头舫对黄丝草
、

轮叶黑藻
、

金鱼藻
、

聚草及苦草的喜食程度
,

在湖民养鱼网围

中
,

实验室水族箱内进行了相同条件下同时投喂儿种水草和单纯投喂黄丝草的实验
,

用来

测试草鱼
、

团头纺对这几种水草的喜食程度及对黄丝草的摄食特性
。

无论在湖区网围养

鱼
,

还是实验室水族箱 ; 投饲驯养数天后
,

空腹饥饿 4 e小时的草鱼和团头纺
,

在水温为 2 0一

0s
,

C期间
,

对同时投喂入箱
、

网的鲜湿水草的喜食顺序为苦草
、

轮叶黑藻
、

黄丝草
、

聚草
、

金

鱼藻
。

在水族箱内的投喂试验中尤为明显
,

投喂几种水草的 5 分钟内
,

草鱼
、

团头纺就

集中于苦草
、

轮叶黑藻丛中摄食
。

苦草被摄食完后的第 乐天才开始摄食聚草
、

金鱼藻
。

单

纯投喂黄丝草的试验表明
,

饥饿状态下的草鱼对鲜嫩黄丝草是整株连茎带叶摄食 , 团头纺

仅摄食黄丝草的青绿叶片和顶端嫩枝芽
,

而不食茎杆
;

投喂 24 小时后的茎杆及黑枯叶仍

残留于箱内
。

苦草
、

轮叶黑藻为草食性鱼类所喜食
,

为优质饲料水草 , 黄丝草能为草食性

鱼类摄食
,

但不是喜食的水草 , 聚草
、

金鱼藻为草食性鱼类非喜食的水草
。

二
、

轮叶黑藻
、

范草和苦草的栽种技术

(一 ) 轮叶黑藻的栽种技术

轮叶黑藻为多年生的沉水植物仁颜素珠等
,
1 9 8 3〕

,

每年 3月底
,

当水温升至 1J ℃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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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
,

开始萌发新植株 ,至 4月中旬
,

在湖区
、

河道均可见到颜色葱绿
、

高度 为 20 一40 厘米的

轮叶黑藻植株
。

轮叶黑藻根须发达
,

其茎节能发根生长
,

其断枝能随水漂浮沉入湖底发育

生长成新植株
。

.

湖泊栽种轮叶黑藻就是利用其具有很强的分集再生能力
,

断枝发根抽发新植株的生

物学特性
。

在 5 月中旬
,

轮叶黑藻的植株高度达 30 一 50 厘米
,

正处在旺盛生长的阶段
,

此

时从湖区
、

河沟处选择植株高度在 20 厘米以上
,

且分枝丛多生长旺盛的轮叶黑藻
,

进行移

栽
。

栽种前首先整株
,

就是将采集的植株修剪成 15 一20 厘米一段的茎枝 . 然后将修剪成

段的每节茎枝 的下端用粘质的湖泥裹包成小团块
,

就在选定的湖区
,

按株距
、

行距 20 x 30

(厘米 》的距离
,

将分枝包裹的茎枝沿水面沉入湖中
,

包泥端正垂直朝下
,

使其很快与底泥

贴近便于萌生根须
。

栽植时应选择风平浪静
、

风和 日丽的天气进行 ; 当天收割采集的植株

要即时修剪栽种完毕
,

不宜拖延
,

以免影响成活率
。

茎枝栽种 3一 5 天后
,

其最底端的茎节处就会萌生白色的根须
,
7一 10 天后

,

萌生的须

根扎入湖底
,

1 5一20 天后
,

移植的茎枝就已分桑发棵成青绿多枝的植株
。

(二 ) 范草的栽种技术

范草是一种不同于其他水草的多年生沉水植物〔陈洪达
,

1 9 8 5]
,

它的生长期为 10 月

至翌年 6 月
。

观察发现
,

漏湖范草主要靠营养繁殖来繁衍后代
。

每年从 5 月范草植株开

始衰老枯萎
,

年分枝的顶端开始形成特殊的殖芽
,

随着植物体的枯萎衰败
,

成熟的松果状

殖芽脱离母体沉入湖中
,

蛰伏休眠越夏
,

秋季再萌发成新植株
。

范草的栽种就是利用范草的这种依靠殖芽繁衍后代的生物学特性
。

每年 了一9 月
,

在

范草生长的区域
,

待范草植株衰败殖芽成熟沉入水中后
,

用虾拖网在此区域多次拖曳
,

扮

取一定量的殖芽
,

将捞获到的殖芽稍加清洗
,

然后按每袋 2一 3 k g 装入蛇皮袭中
,

把装有

殖芽的袋子用绳系上石块沉入湖中
,

进行保种贮存
。

到 10 月下旬
,

当水温为 2丁 0左右时
,

此时湖区的其他水草已逐渐枯萎
,

将已萌发芽体的范草殖芽捞起
,

逐一分棵包裹泥块
,

按
3 0 x 3 0( 厘米 》的行间距进行点播

。

分棵植入选定的区域
。 7一 10 天后

,

这些植入的芽体就

已开始萌发根须
,

芽体长 1
.

5一2
.

s c m ;栽植四周后
,

萌发抽出的新植株高度为 18 一 ZOo m
,

并已明显分枝
。

(三 ) 苦草的栽植技术

苦草为多年生的沉水植物 [陈守柜等
,

1 9 8 2〕
,

生长期为每年的 4 月至 12 月
,

苦草具有

很强的分萦再生能力
,

在整个生长期
,

葡甸于湖底的根状茎都能不断地萌发新植株
。

苦草

不仅能开花结果进行有性生殖
,

而且还能依靠营养体来繁衍后代仁赵佐成等
, 1 9 8 41

。

每年

秋季
,

苦草各植株根状茎的端部能形成特殊的球茎
,

这些球茎伏于湖底越冬
,

至翌年春季

萌发抽芽形成新植株
。

苦草的栽种技术分两种
,

一是利用球茎进行点播
,

另一方法是移植

整棵植株
。

1
.

球茎播种法

每年 3月底以前
,

采用虾拖网在往年苦草丛生的地方拖曳
,

捞取蛰伏于湖底的球茎
.

球

茎的规格为 2 100 个k/ g
,

将捞取到的球茎
,

逐个包裹上湖泥
,

按 30 x 3 0( 厘米 ) 的株行距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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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点播
,

沉入选择好的湖区
,

使之贴泥萌发新植株
。

2
.

植株移植法

( 1) 苗株的采集 用于栽植的苦草植株分为天然生长和人工培育两种
。

天然生长植

株的采集是在 5 月中下旬选择苦草丛生
,

生长茂察的区域
,

人在小船上用长密齿钉耙入

泥
,

将苦草植株连根带泥掘起
,

作为移植用
。

人工培育的苦草植株
,

是从 3 月底开始
,

将收

集到的球茎按行株距 3 K 3( 厘米 )置入盛有湖泥的竹筐中
,

然后将这些竹筐逐个用绳系好
,

祝入湖底进行育苗
,

待植入筐中的球茎抽发的新芽长到 5 厘米时
,

每天待 日出湖面温度

升高时
,

将育苗的竹筐提升至离水面 I Oe m 处
,

以充分利用阳光
,

促进苗株的生长
,

待苗株

的高度达到 Z o cm 以上时
,

即可移栽到湖区
。

(2 ) 苗株的选择 为了探索不同的移栽方法
,

采用剪株移植与整株移植两种方法
。

剪

株移植就是将采集到的苦草植株
,

剔选 出较长的植株
,

用剪刀将植株剪短
,

剪留的高度以

最内的一片嫩叶的高度为准
,

一般为 s om
。

整株移植用的苗株是选择高度为 S Oc m 以下
、

颜色青绿植株
,

剔去植株外缘的残断老叶
,

无论是剪株还是整株移栽
,

对苗株的须根都要

进行修整
。

拔苗时应荡洗去根部的淤泥
,

将丛生的白色须根剪修保留在 1
·

5一Z c二
,

剪断

连受于各苗株的葡甸茎
,

将苗株逐棵分开进行移栽
。

(3 ) 苗株的移栽 移栽的方法分抛入法和插入法两种
。

抛入法就是用粘性的湖泥将

苗株的根部包裹成一 团
,

然后按株行距 3 0 丫 30 (厘米 )
,

从小船上逐棵抛入选择好的区域
。

插入法是将选择好的苗株插入湖底
,

浅水区直接采用人工下湖用手插苗 , 水较深的湖区
,

则采用两人一船插苗
,

擂入的深度为 3。川
,

行间距为 3 0 x 3 0( 厘米 )
。

经过野外采样调查和水族箱模拟试验观察发现
,

采用插入法移植的苗株成活发棵明

显 比抛入移植的苗株快
, 全株移植的苗株转青成活比剪株移植的快

。

采用全株移植的苗

株经 30 天左右的生长即可刘割喂鱼
。

在行株距离相 同的条件下
,

全株移植与剪 株移植

的苦草经 3 个月的生长
,

其栽种区的苦草生物量无明显差异
。

无论是修剪的苦草植株还

是完整移植的植株
,

成活发棵后
,

到当年的 g 月份都能开花结果并能形成地下茎
。

三
、

栽种区水草的渔业利用

(一 ) 栽种区水草的生长特性

轮叶黑藻
、

殖草和苦草的生活史
、

生长特性各不相同仁金济民等
J
1 9 8 4」

。

殖草为典型

的秋季发芽
,
越冬生长

。

夏季衰败的水草
,

其渔业利用时间较短
,

仅从 3 月底至 5月 中旬

kJ ,轮叶黑藻经栽种成活后
,

当年只能刘割一次
,

如采割过多
,

未进行繁殖保护
,

第二年还

须重新移栽
。

苦草移栽成活后 30 天即可刘割喂鱼
,

秋后植株能形成球茎蛰伏于湖底进行

越冬保种
,

翌年春这些球茎即可抽发形成新植株
。

苦草具有很强的再生能力
,

只要采伐得

当
,

利用合理
,

栽植区的苦草群落可 以持续高产稳产
,

并能有效地阻遏其他水草的侵入杂

生 (表 2 )
。

从苦草资源最有效利用的角度看
,

过早收割则一次收获量较小
,

而收割时间过于延迟

并不能相应增加收获量
。

根据对栽植区苦草生产力及生长特性的测定结果
,

纯苦草群落

收割的间隙时间为 23 天为好
。

因为苦草的高度增长在第 25 夭时有一拐点
.

尔后增长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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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 2 5 5 1年各区水生植物的生物 t 测定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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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
夹层对照区为网围两夹道

,

此区来放养鱼类
。

度减慢
,

到第 35 天以后
,

平均高度甚至

出现下降趋势 (图 1)
。

同时
,

实验室水

族箱内苦草的生长也基本与湖泊天然条

件下苦草生长相吻合
。

显然在苦草生长

达到拐点时收割是最经济有效的
。

当然

在初春与秋末
,

苦草的生长可能较为缓

慢
,

拐点出现时间也会相应延迟
,

但在生

产实际中
,

勿须将刘割间隔时间划定过

于严格
。

据观察
,

苦草在涓湖的生长期

是从每年 5 月初到 10 月底
,

除去早春的

萌发阶段和秋末生长减缓阶段
,

一年中

的有效生长时间大约为 140 天
,

如按 23

天为一周期定期收割
,

每年可收割 6 茬
。

—
室内

一

一 天然水体

产内、

/

佣叨知钊钊

户了尸

/
f
曰

了口

夕.

..Leeeeeessssss卜!
介Unlll伪̀̀.且

ē曰吕恻妮渭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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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 水草养鱼试验 时间(夭 )

苦草资源的利用在湖泊网围养鱼中 图 1 苦草高度生长曲线

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

在福湖
,

渔民们 到 9
.

I T助 g

~ 比 。 u yr 。 。 f he 馆 ht f or

根据水草的生长规律
,

通常在鱼类开食 佩 “ , “ 协 妙行晰
,

的早期
,

刘割捞取范草投喂 ;至 5 月中旬
,

范草已衰落
,

苦草刚萌发
,

此时即刘割捞取正在

转青的鲜嫩黄丝草投喂
, 至 6 月上旬即开始大量捞取苦草及轮叶黑藻投喂

,

直至 10 月底

大捕捞开始
。

目前对栽植区的饲料水草的利用方法主要有两种
,

一是将水草按期分片刘割捞取投

喂入网围内养鱼 , 二是将育草区按格分隔
,

待水草生长形成一定量后
,

分格逐步放开予 以

直接利用
,

进行放牧式养鱼
。

在福湖湖区进行了水草网围养鱼的生产性试验
。

1 9 5 8年为小面积网围养鱼高产试验
,

试验面积为 3 3 4 公亩
,

主要投喂范草
、

苦草
、

轮叶黑藻
,

辅以精料
。

平均每公亩产量为 1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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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斤
。

每生产一公斤鱼平均消耗精料 3
.

8 1公斤
,

水草 3 7
.

8 公斤
。

从 4 月份开始投喂水

草至 10 月 29 日捕捞结束
,

共投喂水草 19 。 吨
,

其中范草 27 吨
,

苦草 n l 吨
,

轮叶黑藻 34

吨
,

黄丝草 18 吨
。

1 9 9 0 年网围养鱼面积为 5 9 8 7 公亩
,

共划分为 13 块
,

由 1 3 家渔民们分

别承包
,

平均每公亩放养量为 13 公斤
,

平均每公亩产鱼 3 5公斤
。

其中草鱼
、

团头纺的产

量占总产的 88 % 以上
。

每生产一公斤鱼类平均消耗精料 2
、

9 公斤
,

水草 30
.

9 公斤
。

从 4

月份至大捕捞
,

网围内共投喂水草 4 04 1 吨
,

折合每公亩养鱼全年投喂水草 6 7 5 公斤
。

四
、

小结与讨论

(一 ) 对几种水草渔业利用的评价

粗蛋白质及粗纤维的多寡是衡量水草营养成份高低的主要指标〔N R O
,
1 9 8 3」

。

苦草
、

轮叶黑藻及范草尽管蛋白质含量低于聚草和黄丝草
,

但粗纤维含量则明显比黄丝草和聚

草低
。

黄丝草粗纤维含量比苦草高 3
.

9 倍
,

所以苦草
、

轮叶黑藻和范草比黄丝草和聚草更

为鲜嫩适 口
,

为草食性鱼类所喜食
,

其营养成份易为鱼类所消化吸收
。

饲养试验证明
,

草鱼
、

团头纺对各种水草的摄食程度有明显的差 异
。

苦草
、

轮叶黑藻

尤为草鱼
、

团头纺喜食 ,聚草
、

金鱼藻为非喜食性水草
。

草鱼
、

团头纺对黄丝草的摄食程度

明显不同
,

经过空腹暂养 48 小时的草鱼才摄食黄丝草的青绿嫩植株
;
而在同等条件下蓄

养的团头纺则仅摄食黄丝草的青绿叶片和顶端嫩芽
,

不摄食黄丝草的茎杆及老叶
。

在评价一种水草的养鱼效果时
,

尽管其具一定的营养价值
,

但如果不被鱼类所摄食
,

或摄食量少
,

就不能被视为鱼类的适口饲料水草
。

如果水草营养成份稍低
,

但被鱼类所喜

食
,

这样就可通过加大摄食量以满足生长育肥的需要
,

所以这类水草仍不失为鱼类喜食的

优质何料水草
。

(二 ) 关于几种水草的栽种技术

1
.

种苗移栽与水位的关系
。

光合作用所产生的有机质是植物进行生长发育的物质基

础
,

植物体积的增长
,

重量的增加
,

都与光照强度有着密切的关系
,

就是说光照强度对

植物生长及形态结构的建成起着重要的制约作用 仁W
e时 l业

。 ,

工g 6 3 )
。

水体中的光照 强

度随着水深的加大而递减
,

为了提高轮叶黑藻
、

苦草苗株移栽的成活率
,

促使苗株的分孽

发棵
,

苗株移栽的时间应选择 5 月中旬至 6 月中旬进行
,

因为此期间
,

各种沉水植物正处

在生长发育的旺盛阶段
,

而此时湖区的水位也处在全年中较为稳定的适中阶段
,

湖区的透

明度大
、

风浪作用小
,

此时进行苗株的移栽
,

对提高苗株的成活率
,

促进生根发棵转青
,

分

藻增枝极为有利
。

在偏湖
,

抓住沿湖四周农田春耕大量抽水灌溉
*

湖区水位跌落的时期
,

进行轮叶黑藻
、

苦草的移栽
,

可极大地提高苗株的成活率
。

2
.

轮叶黑藻的栽植适应于在水位较浅
,

透明度较大
,

底泥柔软肥沃的湖区进行
。

在
,

混湖
,

主要在网围养鱼数年后搬迁的区域进行
,

苗株应随采随抽
,

苗株的高度应大于栽种

区水深与透明度之差
,

一般为 20 厘米 ;苗株不宜留有较长的侧枝
,

以利于栽种后苗株萌生

须根
。

3
.

范草的栽种是收集捞取沉落湖底的成熟芽体
,

进行渡夏保种
,

待至秋季再行点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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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确保收集到的殖芽安全越夏
,

一是要分袋装置
,

选择便于水流交换的袋子
,

且每袋不

宜装芽过多
:

二是选择水位较深的湖区沉入湖底保种
,

以免装芽过多
,

因水位过浅芽体腐

烂
。

栽植 JY适时
,

过早 因移栽区其他水草正处在生长时期
,

不利于播入的范草芽体扎根萌

发 , 太迟则会因集中保种影响芽体新芽的抽发
。

在福湖
,

10 月底至 11 月初进行点播较为

适宜
,

点播时用少量枯湿湖泥包裹
,

有利于增加芽体的重量
,

以免播种后受浪冲击
,

影响入

泥生根
,

但裹泥时应将已抽发的新芽端露裸在泥外并朝上
。

4
,

苦草的栽种技术是利用其具有很强的分栗发棵能力和能产生大量蛰伏越冬的 球

茎繁衍后代的生物学特性来进行的
。

苦草的每块球茎春季能萌发 2 棵以上的芽胚
,

高的

可达 5 棵以上
,

点播有利于苦草群丛的早期形成
,

减轻劳动强度
,

降低栽种成本
。

苦草球

茎点播技术适用于底泥松软的湖区
。

经采样发现
,

至 3 月底蛰伏于底泥中的苦草球茎颜

色呈灰褐色
,

每个球茎重 O
。

3一。
.

5 克
,

此时每个球茎都已萌发 3一 4 棵芽胚
,

高度 0
.

4一

0
。

5厘米 ; 至 4 月中旬
,

萌发的芽胚已普遍具有 3一 4 片叶
,

高度为 3一 4厘米
,

根部通过一

白色葡甸茎与球茎相连
,

相连的结节处已开始萌生根须
,

此时如将带芽胚的球茎挖起
,

它

会漂浮在水面上
。

为提高球茎点播成活率
,

防止点播后球茎随着芽胚的萌发
,

叶片的增

长
,

根须却不能扎入泥中
,

易因风浪作用造成球茎漂浮
,

球茎点播应在 3 月份前完成
。

苦草球茎早期萌发的植株完全依靠球茎自身贮藏的营养
,

脱离底泥的球茎在放入自

来水的容器中能抽发形成 5 片叶
,

高度达 5厘米
,

结节处轮生短须根的芽株
,

最大的可形

成 7 片叶
,

高度 7 厘米
,

根须长 2 厘米的植株
,

并能从主株的茎节处滋生长度在 10 厘米的

甸旬茎
,

这些滋生的甸甸茎每隔 2一 4厘米就会形成茎节
,

从茎节处都会萌发新芽株
,

每芽

株都具须根
。

实验室培育的结果表明
,

苦草球茎的早期萌发受制于水温
,

所以采用人工育

苗时
,
3 月底以前应尽量将育苗筐沉入深水湖区进行保温育苗「K u 二红

,

且
,

,

1 9 8 2〕
,

一俊抽

发的芽株高度在 3一 5 厘米
,

芽体青绿时
,

应不失时机的提高育苗筐
,

增加光照
,

以促使其

分典发棵
。

人工竹筐育苗不仅可获得大量的幼苗
,

而且可提早移栽时询
,

提高成活率
。

采用天然生长的苦草植株移栽
,

应选择历年苦草生长旺盛的区域
,

提前对确定的区域

加强管理
,

严格禁止入内捞虾割草
,

确保该区域的苦草从萌发开始后就不被刘割
。

通过室

内水族箱栽培试验发现
,

刘割留茬 1一 2 厘米的苦草植株栽种后
,

活棵转青分栗抽发所需

的时间明显长于留茬高度 5 厘米
,

保留最内叶片不损伤的植株
,

所 以在进行剪株栽植时植

株留茬高度就以最内叶片不被剪伤的长度为准
,

这样的剪株经移栽后
,

与全株移栽的转青

括棵并无明显差异
。

天然植株的移栽可在 5 月中旬开始
,

此时苦草的高度一般都在 30 一 40 厘米
,

整个植

株正处在生长旺盛
,

分桑发棵快的时期
,

此时湖区水位较浅
,

抓紧有利时机进行移栽
,

对苦

草的成活和发棵都极为有利
。

无论是采用全株移栽
,

还是采用剪株移植 , 无论是采用裹泥抛入法移栽
,

还是采用竹

叉插入法移植
,

都应选择风和日丽
、

风平浪静的天气进行
,

对采集到的苗株应做到及时修

整
,

及时移栽
,

避免苗株脱水时间过长
,

影响转青发棵
。

(三 ) 关于蓄养水草与网围养鱼的配套措施

湖泊网围养鱼是一种节地
、

节水
、

节精
、

节资 、 节能型的渔业生产方式
,

它以充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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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湖泊水休中的天然饵料资源
,

养殖优质的吃食性鱼类为主要特色
,

这儿年网围养鱼在

我国大中型湖泊
,

尤其是在浅水草型湖泊中得到迅速的发展
,

极大地促进了我国淡水渔业

生产的发展 〔高礼存等
, 1 9 8 2〕

。

但是
,

我国的湖泊网围养鱼业尚属初始发展阶段〔朱清顺
,
1 9 9 2〕

,

潜力后劲还很大
,

优

势特点还没有得 以充分发挥
,

特别是 目前普遍存在着单产水平低
,

饵料结构不合理及饵料

报酬不高
,

经矫效益较低的状况
。

因此
,

如何提供足够的优质水生青饲料
,

提高单产水平
,

降低生产成本
,

正是当前湖泊网围养鱼生产能否持续发展的关键所在
。

饲料是养鱼生产的物质基础
,

某种意义上讲饲料就是鱼产量
。

随着养鱼生产的发展
,

大量投喂精饲料
,

无论数量上还是在质量上都将无法满足生产发展的需要
,

也直接影响着

经济效益
。

在湖泊网围养鱼生产中
,

一般饲料成本要占整个生产成本的 30 一 50 %
,

因此

改革饲料结构
,

力争 以青代精
,

提倡两头精
、

中间青的投饲技术
,

以降低养鱼成本
,

显得尤

为重要〔利卓桑
,

1 9 9 1〕
。

为此
,

在进行湖泊栽种饲料水草的同时
,

结合网围养鱼生产的需

要
,

进行蓄养水草与网围养鱼相配套的探索
,

具有积极的意义
。

蓄养水草与网围养鱼面积的配比
,

主要取决于单位面积的鱼产量和水草供饵能力
,

饵

料系数等
。

根据漏湖网围养鱼的生产水平和优质饲料水草的生物学特性仁王徽勤等
, 1 9 8幻

,

如将养鱼饲料成本保持在养鱼总成本的 20 终左右
,

精料系数调控在 1
.

5 左右
,

水草系数提

高到 50 时
,

如每公亩蓄养水草面积产鲜草 4 50 公斤
,

则每公亩草地的产鱼能力为 9 公斤
。

根据 以上情况
,

即每公亩净产 45 公斤成鱼
,

其中草食性鱼类占总产的 70 终的网围
,

需配套 4 50 公斤 /公亩的蓄草区 2 3
.

4 公亩即可 , 每公亩净产 75 公斤成鱼的网围
,

需配套
:

蓄养水草地 40 公亩
。

为促进我国湖泊网围养鱼业持续稳步发展
,

今后应加强不同生长阶段草食性鱼类的

营养要求
,

网围养鱼单位面积最佳载鱼量
,

各种优质水草的生产力与单位面积最佳供饵能

力
,

优质水草茬 口 的合理安排以及养鱼区与蓄养水草区轮换制等方面的深入礴乙
。

本研究为国家
“ 七五妙攻关课题的部份内容

,

曾得 到 陆桂
、

陈乃德 两位先生的指导
,

在此深表谢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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