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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天鹅洲故道水面面积为 13
.

7一 30
.

ok m Z
。

据 19 91 一 1 99 4 年的调查
,

该故道具有以

下优良性状
:

(l) 水质好
,

溶解氧为 5
.

7 一 10
.

5 m g / ml
,

透明度为 0
.

3一 1
.

75 m
。

(2) 水生生物丰富
,

共有 16 门
,

306 种
。

(3 )鱼类种类繁多
,

计有 9 目 18 科 77 种
。

(4 )家鱼资源丰富
,

性状优良
。

每年

7 一 8 月约有近 20 万尾鳞
、

缩
、

草
、

青鱼苗种进入故道育肥
,

其渔获量在 7 万 kg 左右 ; 生长参数的

比较分析证明
,

故道里的
“

四大家鱼
”

维持了其在长江的优 良生长特性
。

总之
,

天鹅洲故道是建立

鳞
、

缩
、

草鱼
、

青鱼种质资源生态库的理想的自然场所
。

若把最初捕捞年龄从目前的 1 龄提高到 3

龄
,

把捕捞死亡率从 。
.

6 降低到。
.

3一。
.

5
,

并设置有效的拦鱼设备
,

预期可年产 10 万 kg 或 3一 4

万尾后备亲鱼
。

存在问题是
:

(l )竭泽而渔
。

对进入故道育肥的
“

四大家鱼
”

和就地繁生的鱼类的过

度捕捞
。

(2) 渔民过多
。

在故道打鱼为生的近 5 00 渔民
,

转业困难
,

使该故道渔业生产处于恶性循环

之中
。

这些问题如不解决
,

种质资源库势难建立
。

此外
,

从长远发展看
,

长江三峡高坝建成后
,

宜

昌江段产卵场可能消失
,

以 及故道的牛扼湖化
,

对天鹅洲故道作为种质资源夭然生态库的影响都

不容忽视
。

关键词 长江
,

天鹅洲故道
, “

四大家鱼
” ,

种质资源
,

生态库
,

可行性

鳞
、

缩
、

草鱼
、

青鱼 (简称
“

四大家鱼
”
)占我国淡水养殖产量的 75 %

,

是中国水产养殖的基

石
。

至二十世纪九十年代
,

长江中
、

下游
“

四大家鱼
”

资源量剧减
,

尤 以鳝
、

鳍为最
,

江苗甚至

不能保证几家
“

四大家鱼
”

原种场的需要
,

严重威胁我国淡水养殖业的持续发展
。

对
“

四大家

鱼
”

实施
“

就地
”

和
“

易地
”

保护已刻不容缓
。

为此
,

国家拟在长江天鹅洲故道等地建立
“

四大家

鱼
”

种质资源天然库
,

并组织了攻关课题
。

本文是 199 1一 19 9 4 年进行的建库可行性研究的结

果
,

旨在为建库及今后的管理提供科学依据
,

同时
,

也积累三峡高坝建成后永不复返的资料
。

材料与方法

1
.

1 故道概况

天鹅洲故道是长江干流仅存的三个通江故道之一
,

自然形成于 1 9 7 2 年
,

为雏形牛扼湖
,

位

于湖北省石首市境内
,

距长江
“

四大家鱼
”

的最大产卵场起点 (宜昌 )Zook m (图 1 )
。

故道呈马

蹄形
,

长约 2 1k m ,

正常水位 (3 3
.

om )时
,

面积 13
.

7k m Z 。

上 口仅在高水位 (3 6m )时与长江相

通
,

下口则全年与长江相连
。

洪水时和长江大面积通连
,

水面达 30
.

ok m Z
(图 2 )

。

最大水深 20

一 2 5 m
。

周围有大坑
、

横市
、

小河三乡镇
,

人口 20 多万
,

无工厂
,

也无工业污染
。

渔民属三个村

收平
‘ 1期

:
19 9 4一 0 5一 2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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属渔场
。

19 91 年有渔民 4 65 人
,

渔船 1 06 条
,

网具 5 大类 g 种 [吕国庆
,

1 9 9 4 ]
。

近几年来捕捞

力量基本稳定
。

三峡高坝

⋯
,

一
。

.

~ 一 、
:. ‘ 武汉

重庆
葛洲坝 娜⋯夭鹅洲故道

坝和水库

故道

湖泊

城市

长江

图 1 长江天鹅洲故道
、

葛洲坝
、

三峡高坝位置示意图

Fig
.

1 A m a P s h o w in g th e lo ea tio n o f S w a n O x b o w
,
G u o zh o u b a D a m a n d T he r e G o r g e s D a m

故道

洪水期 枯水期

Fig
.

2

图 2 洪水期与枯水期的天鹅洲的示意图

S w a n O x b o w d u r in g th e fl o o d s e as o n a n d d r
ys

e as o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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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

2 水质因子和饵料生物的测定

在 19 9 3 年 4 月一 1 9 9 4 年 2 月间
.

隔月对水质和饵料生物采样一次
,

各项操作依《内陆水

域渔业调查规范》仁张觉 民
、

何志辉
,

19 9 1〕进行
,

同时参考《海洋调查规范》[国家技术监督局
,

19 9 1 ]
。

.

3 渔获样品的采集和测定

在 1 99 1 一 19 9 3 年的渔业旺季
.

共采集
“

四大家鱼
” 1 1 0 0 0 多尾

。

现场选取鱼样品
,

作常规

生物学测量
,

并取鳞片 3 一5 片
,

台式投影仪下观察年龄
,

测定鳞径和轮径
,

供推算体长用
。

1. 4 渔获量统计

在天鹅洲故道设 12 个采样统计点
,

分别统计规定区域内的网具数量
、

单位网具的鱼产

量
、 “

四大家鱼
”

的尾数及重量
。

结合鱼市场和捕鱼现场的调查资料
,

统计故道
“

四大家鱼
”
的

产量和总渔获量
。

L S “
四大家鱼

”

入出调查

于洪水涨落季节
,

在故道下口设置双向鱼薪
,

分另lJ收集从长江进入故道
,

从故道返回长

江的
“

四大家鱼
” 。

1. 6 求算公式

(l) 生长推算式
1
。 ’ r n

一L , R 仁L
e a ,

1 9 一。〕

式中
,

ln一推算体长
; L

、

R
、 r n

一分别为实测体长
、

轮径
、

鳞径
。

(2 ) 体长体重的生长方程〔
v o n B e r t a la n 仃y

,

1 9 3 8〕

L
,

= L 一 [ 1一
e 一k “一‘。,

] w
。

= w
。

[一
e 一 k ( , 一 ‘。,

〕
3

式中
,

L oo 一最大体长 ; w oo 一最大体重
; k一体长趋于 L

C。

时
,

表征生长速度的参数
; t。一理论生

长起点的年龄
。

(3) 生长特征指数

丫 = lo g lo k + Zlo g loL 、「M
o r e a u 。t a z

. ,

1 9 8 6 ]

式中
,
q‘一生长特征指数

。

(4) 死亡率

N Z

+ N 3十⋯ + N
r

N l

+ N Z

+ ⋯ + N
r一 1 仁J

a ek s o n ,

19 3 9〕

A = 1一 5 2 = 一In s

10 9 1。

M = 一 0
.

0 0 6 6一 0
.

2 7 9 10 9
1。L * + 0

.

6 5 4 310 9
, ok + 0

.

4 6 4 3lo g
l oT [ P

a u ly
.

19 8 0 ]

D 一M / Z
·

A E 一A 一 D

式中
.

N j

一渔获物中 i龄组鱼的数量
; s一残存率

; A 一年总死亡率
; z 一年总死亡 系数

; D 一自然

死亡率
;M一 自然死亡系数

; E 一捕捞死亡率
; T 一年平均水温

,

本文取 21
.

S C
。

(5 ) B e v e r t o n 一H o lt 模式 [张玉书
、

陈 缓
.

19 8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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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 e 一 m (‘。一 , o )

F + M

Y
n

·

仁l一
e 一 ‘F + M ’“‘一 , ·’

〕

一 F
.

P

P w
= R e 一 , n ( ,

一
, r )
W
又二竺星竺二生 「; 一

。 一 (F + M + n K ) (。厂
。。 ) :

一 F + M 十 n K ‘ - 一 J

式中
,

P
。

一捕捞对象的平均资源个体数
; P *

一捕捞对象的平均资源重量
; Y

n

一捕捞对象的渔获

个体数 ;Y w

一捕捞对象的渔获重量
; R 一补充到渔场的个体数

; t
r

一进入渔场的年龄
; t

。

一最初

开捕年龄
; t 、一捕捞群体中鱼的最大年龄

; u
。

一u 。、 u , 、

u : 、

u 3 ,

其值分别为 1
、

一 3
、

3
、

一 l
。

结果

水质状况

表 1

T a b le l

天鹅洲故道和长江水质状况

W
a te r P a r a m e te r s o f Swa

n o x b o w

2
.

1 a n d C h a n g jia n g R ive
r

天鹅洲故道水温周年变化明显
,

冬

季最低
,

为 5
.

9 ℃
,

夏季最高
,

达 26
.

9℃
。

年平均水温为 21
.

S C
。

萨氏盘透明

度为 0
.

3一 1
.

7 5m
。

天鹅洲故道水质的 pH
、

溶解氧
、

CO D
、

三态 N
、

硬度和硅化物的测定结

果列于表 1
。

表中同时列示了长江水质

的理化指标
,

表明天鹅洲故道水质好
、

透明度(m )

PH

溶解氧(m g / l)

C o o (m g / l)

硬度 (德国度)

三态 N (m g / 一)

硅化物 (m g八)

天鹅洲故道

0
.

3一 1
.

7 5

7
.

1一 7 5

5 7一 10
.

5

5 5一 40
.

1

5
.

6一 10
.

9

0
.

2一 0
.

6

0
.

2一 2
.

6

< 0
.

1

1一 7
.

5
.

2一 1 0
.

4

7
.

9一 6 7
.

2

5
.

0一 1 3 6

0
.

9一 1
.

0

0
.

1一 1
.

7

无污染
,

其与长江水质相近
,

但混浊度显著低于长江
。

2. 2 水生生物资源

天鹅洲故道水生生物的种类和生物量如表 2
。

故道水生生物的多样性丰富
,

生物量高
。

群

落结构较稳定
。

2
.

3 鱼类

155114269

2
.

3
.

1 鱼类种类

至 19 9 3 年 12 月
,

共查明天鹅洲故

道有鱼类 77 种
,

分属 18 科
。

其中鲤形

目种类最多
,

52 种
,

占 6 7
.

5 %
;
妒形 目

次之
,

1 3 种
,

1 6
.

9 %
;
其余各目仅 1一 2

种
。

各科中
,

鲤科种类最多
,

4 3 种
,

占

55
.

8 % ;鳅科次之
,

6 种
,

占 7
.

8 %
。

天

表 2 天鹅洲故道四大类水生生物的种类和生物量

T a ble 2 SP e e ie s a n d b io m a s s o f a q u a tie o r g a n ism s

in s、甲日n O x b o W

类 别 种类数 生物量(k g )

浮游植物

浮游动物

底栖动物

水生植物

2
.

1火 1 0 5

1
.

5 X 1 0 5

6
.

4 X 1 06

1
.

5 丫 1 06

鹅洲故道通江的天然生态地理优势是鱼类丰富多样的主要原因
。

2
.

3
.

2 鱼类产量

1 9 91 一 1 9 9 3 年天鹅洲故道鱼产量分别为 7 1 8
、

7 0 2
、

6 5 8 吨 (表 3 )
。

江湖半徊游性鱼类(鳝
、

缩
、

草鱼
、

青鱼等)占总渔获量的 19
.

0 %
;
湖泊定居性鱼类(鲤

、

螂
、

鳃等)占 29
.

0%
,

其它鱼类

为 5 2
.

0%
。

19 9 4 年总产量降至 5 7 2 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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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1 , 91 一 1 , 93 年天鹅洲故道总鱼产量和
“

四大家鱼
“

鱼产量 (吨 )

T a b le 3 T o ta l fis h yje ld a n d yield o f C hin e se e a r Ps b y sPe e ie s in S w a n o x b o w (t
·

)

年份 黛

1 99 1 1 8
.

3

1 9 9 2 3 0

1 9 9 3 3
.

9

编 其它

6
.

4

0
.

3

4
.

5

草鱼

4 4
.

5

总计

7 1 8

:)
.

:

青鱼

1 8
.

8

1 6
.

0

1 1
.

2

::i
5 8 0 6 5 8

2
.

3
.

3 鱼类月产量变化

1 9 9 2 年天鹅洲故道鱼类月产量如表 4
。

n 一 5 月 (枯水期 )鱼产量较低 (9
.

5 万 k g )
,

以定

居性鱼类为主 (占 55
.

7 % )
。

6 一 10 月 (洪水期 )鱼产量较高 (60
.

了万 k g
,

占 86
.

5 % )
,

其中江钊
-

徊游性鱼类比重大 (21 %多 )
。

表 4 1 , , 2 年 6 月一 1 , 93 年 5 月天鹅洲故道各月份的鱼产量 (k g )

T a b le 4 M
o n th ly fis h yie ld o f S w a n O x b o w fr o m J u n e 19 9 2 to M a y 1 9 9 3 (k g )

鱼 名 6 月 7 月 8 月 9 月 10 月 H 一 4 月 5 月 合计

鳞 2 0 1
.

0 10 4
.

8 2 3 1 5
.

7 。 寸
.

。
.

一

4 6 4
.

1 4 2 7 2
.

1

编 60
.

6 5 9 7 2 5 0
.

1 已5
.

0 3 4
.

1 4 5 9
.

4

草鱼 1 5 2 8
.

1 2 0 7 0 2 2 8 3 5 1
.

4 1 3 8 6 7
.

6 6 9 3 3
.

2 1 5 4 7
.

() 5 4 2 9 7
.

5

青鱼 8 1 0
.

9 1()7 3
.

2 1 0 8 7 3
.

8 3 5 ()0
.

6 15 9 9
.

9 1 5 4 7
.

0 1 9 4 ()5 4

鲤 5 1 8 3
.

9 7 ()1 1
.

1 2 0 5 ()9
.

7 1()8 2 1
.

1 7 6 2 6
.

4 2 3 2 0 5
.

6 2 1 8 0
.

7 7 6 5 3 8 5

娜 2 6 7 0
.

5 7 0 11
.

1 3 0 7 6 4
.

5 2 5 2 4 9
.

3 1 84 4 4
.

0 ! ] 6 () 2
.

8 28 9 9
.

8 7 4 9 住2
.

0

纷 1 0 2
.

1 6 24 1
.

8 1 4 2 3 9
.

2 4 2 4 8
.

8 28 、 4
.

4 3 8 6
.

’ 2 8 0 6 3
.

0

少白 9 1 8
.

5 1 56 0 4 1 4 2 3 9
.

2 4 2 4 8
.

8 4 2 6 6
.

6 3 ()9 4
.

1 2 8 3 2 7
.

1

黄颗鱼 5 5 2 9
.

0 ] 06 9
.

9 1 8 8 8
.

3 2 9 6 3
.

7 2 8 4 4
.

4 1 1 6 〔) 2
.

卜 22 6 2
.

2 2 6 16 0
.

3

鳌条 1 3 4 ()9
.

9 9 3 6 23
.

3 7 3 4 3 3
.

5 7 1 12 9
.

5 2 0 4 4 凌
.

() 2 1 0 4 。
.

8 83 4 0
.

8 30 1 4 2 1
.

8

其它 6 8 6 8
.

8 1 3 9 22
.

1 1 2 9 4 4 6 2 0 8 23
.

3 5 5 6 1
.

x 4 4 0 8
.

x 26 2 8
.

7 6 4 5 2 5
.

0

合计 3 5 2 8 9
.

3 1 3 3 74 7
.

6 2 0 9 8 1 0 0 15 75 8 2
.

0 7 2 1 1 0
.

0 7 7 3 5 2
.

0 1 73 1 2
.

2 70 2 2 0 3
.

1

2
.

3
.

4 “
四大家鱼

”

生长性能和捕捞群体年龄结构

2
.

3
.

4
.

1 “

四大 家鱼
”

生长推算

链
、

缩
、

草鱼
、

青鱼的推算体长如表 5
。

表 5 天鹅洲故道
“

四大家鱼
”

体长的生长推算 (单位
: c m )

T a ble 5 T h e ba ck c a lc u la te d sta n d a r d le n g th (c m ) o f c h in e s e c a rp s in sw a n
g

x bo w

草 鱼 青鱼

龄组
鳞 峭

尾数 均值士 S D

2 2
.

0 士 2
.

2

尾数

3 3

均值士 SD

2 1 4 士 6
.

5

3 3
.

9士 7
.

0

4 5
.

2士 3
.

0

5 5
.

1 士 4
.

0

尾数

1 0 1

7 6

l 8

2

均值 士 SD 尾数

,曰内了,了q自仁J乃乙
.

7 士 3
.

7

2士 3
.

7

7士 4
.

1

8 十 4.

4 士 4
.

通任内h�l今�njJ咬

nj,.1nJ�.工�.1

3444

q山,口冉h月犷仁JI11q山

4 5 3
.

8士 4
.

8 5 6
.

8 士 2
.

2

均值 土S D

24
.

0士 4
.

6

4 1
.

7士 4
.

5

5 6
.

9士 4
.

2

6 9
.

9士 5
.

8

2
.

3
.

4
.

2

应用

“

四大家鱼
”

生长方程参数
v o n 一

B e r ta la nf fy 生长方程求算软件
,

在计算机上计算得各参数值如表 6 所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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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 天鹅洲故道
“

四大家鱼
”

生长方程参数和生长特征指数 (州 )

T a b le 6 G r o

wt h P a r a m e te r s o f v o n B e r ta la n ffy e q u a tio n a n d in d ie e s o f o v e r a ll

g r o

wt h P e rf o r m a n c e (州 ) o f C h in e s e c a r p s in Swa
n O x b o w

生 长 参 数
鱼名

—
L 的 (e m ) t o (y

e a r

生长特征指数

(q / )

户nod1nj勺�Qdn八尸匀.

⋯
n乃六乃,门,J

W
。
(g )

2 38 13
.

6

49 45 3
.

4

40 2 2 8
.

4

68 7 10
.

0

拐点 ( y e a r )

0
.

14 8 3

0
.

11 5 4

0
.

12 6 8

0
.

1 5 4 1

一 0
.

4 9 6 5

一 0
.

4 7 4 5

一 0 7 19 9

一 0 1 4 7 8

6
.

9

9
.

0

7
.

9

6
.

9

一几�a一勺nU
口自

:
n们�bR八乙

峨.工0d0妇J组!
山11111

鱼鱼

维缩青草

2
.

3
.

4
.

3
“

四大家鱼
”

生长特征指数 ( q均

生长特征指数能较好地比较同种鱼的不同群体的生长性能 [李思发
,

199 2〕
。

天鹅洲故道

维
、

鲡
、

草鱼和青鱼的生长特征指数分别为 3
.

26
、

3
.

3 3
、

3
.

3 1
、

3
.

5 3( 表 6 )
。

依据文献资料 [李思

发等
,

1 9 9 0 ]计算得长江这四种鱼的生长特征指数值分别为 3
.

35
、

3
.

5 1
、

3
.

4 0
、

3
.

36
。

t 检验表

明
, “

四大家鱼
”

在长江和故道两种环境里的生长特性指数无显著差异 (t < 0
.

0 5 )
。

2
.

3
.

4
.

4
“

四大家鱼
”

年龄结构

天鹅洲故道
“

四大家鱼
”

捕捞群体年龄结构如表 7
。

年龄结构都简单
,

高龄鱼少
。

这是捕捞

强度大的结果
。

表 7 天鹅洲故道
“

四大家鱼
”
捕捞群体年龄结构

T a b le 7 A g e s t r u c t u r e o f C h in e s e e a r P s i n e a t e h e s i n S w a n o x b o w

维 缩
龄组

——
草鱼 青鱼

合计
尾数 % 尾数 % 尾数 % 尾数 %

1 4 46 6 5
.

7 9 9 7 1
.

7 7 1 4 8 6
.

4 3 2 5 8 8
.

8 15 8 4

2 2 05 3 0
.

2 22 1 5
.

9 8 4 10
.

1 3 2 8
.

7 3 4 3

3 19 2
.

8 1 1 8
.

0 2 5 3
.

0 6 1
.

6 6 1

4 8 1
.

2 3 2
.

2 2 0
.

2 2 0
.

5 15

5 1 0
.

1 3 2
.

2 1 0
.

1 1 0
.

3 6

合计 6 79 2 38 8 2 6 3 6 6 2 0 0 9

2
.

3
.

5 “

四大家鱼
”

种群数量估算

利用渔获物统计资料
,

应用 Be ve r to n 一H olt

量
,

结果为鳞
:
6

.

s x lo
‘

尾
、

缩
: 1

.

7 x l少 尾
、

草鱼
:

1 0‘尾仁吕国庆
、

李思发
,

1 9 9 3 ]
。

2
.

3
.

6 “

四大家鱼
”

的迁入迁出

于 1 9 9 2 年 7 一9 月间和 1 9 9 3 年 7 一 8 月间
,

“

四大家鱼
” 。

统计得迁入迁出比
,

如表 8 所示
。

模式
,

估算了故道雌
、

缩
、

草鱼和青鱼种群数

5
.

7 又 10
‘

尾
、

青鱼 2
.

9 火 1 0
确

尾
。

合计 1 6
.

8 只

在故道下 口设置双向鱼薪
,

采集进出故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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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8 天鹅洲故道
“

四大家鱼
”
迁入迁出比

T a ble 8 Im m ig r a tio n /
e m ig r a tio n r a tio o f C h in e s e e a r p s in Sw a n O x b o w

洪水期间 洪水期后

19 9 2 年

7 月

8 月

19 9 3 年
7 月

8 月

9 月

10 月

6 8
:
32

4 0
:
6 0

9 5
:
5

7 4
:
36

2 8
: 7 2

1 6
:
8 4

生9 9 3 年 7
、

8 月份
,

水位涨到 3 6
.

Om 时
,

鱼苗(19 左右 )大谊进入故道
,

约有 1 3
.

5一 2 0
.

0

万尾
。

争
、

10 月份水位下降时
,

在故道内肥育长大的鳞
、

蟾
、

草鱼
、

青鱼随水流迁出故道
,

其平均

体重分别为 1 5 8
.

6
、

3 7 3
.

5
、

3 2 2
.

6
、

2 8 7
.

5 9
。

水位涨落
、

水流流速是刺激
“

四大家鱼
”

进出故道的主要原因
。

长江水位涨落极其复杂
,

涨

中有落
,

落中也有涨
。

涨水期大量进鱼时
,

进中有出
,

以进为三i
_

;
退水期大量出鱼时

,

出中也

有进
,

以出为主
。

渔谚
“

七进八出
”

是基本正确的
。

2. 3. 7 “

四大家鱼
”

死亡率估计

依据死亡率的求算公式
,

计算天鹅洲故道鳝
、

缩
、

草鱼和青鱼的死亡率(如表 9 )
, “

四灭家

鱼
”

的平均捕捞死亡率达 62 %
,

因此捕捞强度过大是造成
“

四大家鱼
”

死亡率高的主要原因
。

表 9 天鹅洲故道鳝
、

缩
、

草鱼和青鱼的死亡率

T a ble 9 M
o r ta lity o f C h in e s e e a rP s in Swa

n O x b o w

自然死亡率 捕捞死亡率 总死亡率

一 曰 (n ) (F ) (A )

链

编

草鱼

青鱼

0
.

2 1

0
.

1 5

0
.

1 2

0
。

1 5

0
.

4 5

0
.

5 6

0
。

7 4

0
.

7 1

0 6 6

0
.

7 1

0
.

8 6

0 8 6

3 讨 论

3
.

1 建设
“
四大家鱼

”

种质资源生态库的必要性

长江是我国第一大江
,

世界第三大河
,

也是我国重要养殖鱼类的母亲河
。

但是由于人类

有意识的 (如过度捕捞
、

环境污染
、

水工建筑
、

人繁鱼的放流等)和无意的 (如人繁鱼的逃逸 )活

动
,

造成了长江鳝
、

缩
、

草鱼和青鱼等鱼类资源严重衰竭
,

天然基因库遭受到威胁
。

据长江家鱼

产卵场调查队 [ 19 8 2 ]报道
,

长江
“

四大家鱼
”

产量已由五十年代的 45 万吨降至八十年代的不

足 2 0 万吨
, “

四大家鱼
”

产卵场缩减
、

生殖群体结构低年龄化
,

鱼苗总产量由 60 年代 1 1 00 亿

减少到 1 98 1 年的 1 7 0 亿
。

又据易伯鲁等 [ 19 8 8 ]报告
,

长江中下游
,

从 60 年代到 80 年代
, “

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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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鱼
”

渔获量从总渔获量的 20 一 30 %下降到 5 %左右
,

天然苗产量减少到 20 环
。

湖北鄂州

江段落 1 9 9 3 年产苗 1 0 0 0 万尾
,

仅 1 9 6 0 年的 1
.

6%
。

李思发等仁19 90
,

1 9 9 2皿也曾多次报道天

然鱼苗减少的严峻现实
,

并提出了建立包括产卵场
、

肥育场在内的白然保护区设想
。

近年调查资料表明
, “

四大家鱼
”

资源衰竭很快
,

表现在渔获量中的比例由 7 0 年代的

3 0 %下降至 90 年代的 10 %左右
。

其中鳝
、

缩资源的下降更明显
。

1 9 9 2 年不足渔获量的 0
.

5 %
。

以调洪
、

蓄水
、

发电等为主要 目的的三峡水利工程已开始兴建
。

据估计
,

三峡枢纽建成后
.

将使长江中
、

下游江段的涨水过程变得洪峰低平
,

涨幅较小
, “

四大家鱼
”

的产卵活动受抑制
,

产卵规模变小 [曹文宣等
,

1 9 87 ]
,

坝下长江最大的产卵场将消失
。

因此
,

长江
“

四大家鱼
”

资源
,

特别是鳞
、

鳍鱼资源的保护 已迫在眉睫
。

它们的种质资源的

保护则更不能忽视
。

3
.

2 建设
“
四大家鱼

”

种质资源生态库的可行性

本水域宽广
,

周围无工业污染
,

水质条件好
,

重金属
、

酚类均低于国家水质标准
。

饵料生

物十分丰富
,

浮游植物
、

浮游动物
、

底栖动物和水生植物计有 30 6 种
,

鱼产力 8. 8 只 10
5

kg 左

右(李学军等
,

19 9魂)
。

本故道还占有天然生态地理优势
,

从葛洲坝至故道的 2 00 多公里江段里
,

共有 8 个天然

产卵场
,

产卵量占长江干流产卵量的 4 1
.

7 % [易伯鲁等
.

19 8 8 ]
.

“

四大家鱼
”

可源源不断地供

应故道
。

在天鹅洲故道内
,

鳞
、

鲡
、

草鱼和青鱼的生长特性与长江中这四种鱼的生长特性相似
。

因

此
,

本故道是半徊游性鳝
、

鳍
、

草鱼和青鱼的良好生长发育场所
。

在天鹅洲故道建设家鱼种质资源生态库的生态条件目前是良好的
。

根据
“

七进八出
”

的迁徙规律
,

在苗种大量进入时
,

疏通大门让其涌进
;
在苗种返 回长江

时
,

设置有效的拦鱼设施于以截留
。

这是建库的关键技术之一
。

预期天鹅洲生态库建成后将年生产 10 万 kg 长江
“

四大家鱼
”

原种
,

按 20 元 / k g 计
,

产值

1 00 万元
。

仅此一项就超过了 目前故道的渔业产值 (9 0
.

0 万元 )
。

如渔业管理走向正轨
,

鱼类资

源增殖保护得到重视
,

其它经济鱼类的产量也会有所提高
。

在 19 9 2 年产量 63
.

7 万 kg 的基础

上
,

鱼产量翻番应无问题
。

如 10 万 kg
“

四大家鱼
”

原种作为后备亲鱼使用
,

约合 3一 4 万尾亲

鱼
,

将能生产数亿尾优质鱼苗来满足社会需要
,

产生可观的社会效益
。

但是
,

在天鹅洲故道建设家鱼种质资源生态库也存在严重的社会问题和潜在的生态问

题
。

社会间题中首先是捕捞过度
。

在天鹅洲故道
, “

四大家鱼
”

及其它鱼类随江水的上涨进入

故道索饵生长时
,

百业下河争渔
,

迷魂阵层层密布
,

1 00 多条打鱼船穿梭其间
。

当枯水季节来

临时
,

故道内的鱼已差不多已被捕光
。

渔民的转业和渔政问题不能解决
,

种质生态库也难以

建成
。

我们认为
,

发展养殖业
,

搞多种经营
,

如利用湖滩开挖池塘养鱼
,

在大湖进行网箱养

鱼
,

在湖滨养鸭
,

在洲滩养牲畜等
,

是渔民生产自救
、

脱贫致富的可取之路
。

也是建设家鱼种

质资源生态库之安全所在
。

(1) 李学军等
,

19 9 4
。

长江天鹅洲故道老河故道水生生物多样性的比较研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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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长期观点看
,

生态问题主要有
:

第一
,

故道的牛扼湖化
。

长江水的含沙量高
,

故道上下

口淤积严重
。

故道形成仅 22 年
,

上 口洲滩高程已达 35 m 以上
,

差不多已将故道与长江隔绝
。

下口部分的淤积高程也在 3 4m 左右
,

冬季已不能进水
。

如对上下口不加疏通
,

天鹅洲故道不

久将可能演变为同长江隔绝的牛扼湖
。

第二
,

三峡高坝建成后
,

坝下长江最大宜昌江段产卵

场将消失
,

故道附近江段也将失去仔稚鱼肥育场所的价值
。

从而
,

夭鹅洲故道将失去其地理和

生态上的夭然优势
。

对
“

四大家鱼
“

这类江湖徊游性大型经济鱼类
,

以生态库的方式加以保护
,

在世界尚属开

创和探索阶段
,

为我国首先提出并开展
。

对长江
“

四大家鱼
”

实行遗传保护的最理想途径是建

立包括产卵场
、

肥育场在内的自然保护区
。

不过
,

这种自然保护区范围广
,

规模大
,

社会矛盾

多
,

人力
、

财力投资大
,

目前难以实施
。

先利用故道等附属水体建立生态库作肥育区的就地保

护
,

该是比较适合我国国情的保护种质资源的第一步
。

本研究系国家八五攻关项 目 85 一 15 一 01 一 01
“

淡水鱼类种质资源天然生态库
” ,

加拿大 国际发展研究中

心(l D R c )资助项 目
“

长江鱼类多样性
”

部分结果
。

研究生李学军
、

凌去非
、

赵金良参加邵分工作
。

工作中得到湖

北省石首市水产局
、

老河长江
“

四大家鱼
”
原种场

、

长江水产研究所的支持和帮助
,

特此致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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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E A S IB IL IT Y S T U D IE S O N G E N E T IC C O N S E R V A T IO N

O F C H IN E S E C A R P S IN S 丫V A N O X B O V V

O F T H E C H A N G J IA N G R IV E R

L 1 S ifa
,

L u G u o q in g a n d Z h o u B iy u n

(S h a , 夕h a : F :劝 。, : e s U n : , , e : 。t歹
,

200 0 9 0)

A B S T R A C T T h e S w a n O x b o w 15 o n e o f th e t h r e e e x is t in g o x b o w s a lo n g th e C ti a n g jia n g

R iv e r
.

B a s e d o n th e s t u d y fr o m 1 9 9 1 t o 19 9 4
,

th e fo llo w in g a d va n t a g e s h a v e b e e n fo u n d :

(1 ) g o o d w a t e r q u a lity
, n o s o lu tio n ,

n o :
5

.

7 一 1 0
.

sm g / m z
,
t r a n s p a r e n e y 0

.

3一 1
.

7 5 m
.

(2 )

a b u n d a n t hyd r o 一r g a n is m s ,

1 6 Ph ylu m s ,

3 0 6 s Pe e ie s
.

(3 ) r ieh fis h s p e e ie s ,

9 o r d e r s , 1 8 fa m
-

ilie s
,

7 7 sP e e ie s
.

(4 ) p le n tifu lC h in e s e e a r p s (s ilv e r e a r p
,

b ig h Z a d e a r p
,

g ras s e a rP a n d b la e k

e a r p ) w ith e x e e 一le n t a q u a e u lt u r e p e r fo r m a n e e s
.

D u r in g Ju ly 一 A u g u s t
,

th e r e a r e a b o u t

2 0 0
,

0 0 0 ft y
一

fi n g e r lin g s o f C h in e s e e a r p s im m ig r a t e d ft o m C h a n g jia n g R iv e r in t o th e O x b o w

fo r fe e d in g
, r e s u ltin g in a h a r v e s t o f 7 0

,

0 0 0 k g
.

T h e e o m Pa r is o n o n g r o w th p e rfo r m a n e e o f

C h in e s e e a rPs b e tw e e n t h e O x b o w a n d t h e R iv e r in d ie a ts th a t th e e a r Ps in O x b o w m a in t a in

th e e x e e lle n t P e rfo r m a n e e a s th e R iv e r s t o e k s
.

G e n e r a lly
,
th e S w a n O x b o w 15 a n id e a l lo e a -

t io n fo r s e tt in g u P a g e n e t ie e o n s e r v a t io n a r e a

一
t u r e e o u ld b e r a is e d ft o m 1 t o 3 ye a r s o ld , a n d

fo r th e C h in e s e e a r Ps
.

If th e a g e a t fi r s t e a P
-

th e fis h in g m o r ta lity e o u ld b e d e e r e a s e d ft o m

0
.

6 t o 0
.

3一 0
.

5
,

1 0 0
,

0 0 0k g o r 3 0
,

0 0 0一 4 0
,

0 0 0 b r o o d fi s h w o u ld b e o b ta in e d p e r y e a r
.

T h e

e x is t in g m a jo r p r o b le m s a s o b s t a ele s fo r e s ta b lis h in g th e g e n e t ie e o n s e r v a tio n a r e a a r e :

(l )

e x t r e m e ly h e a v y o ve r fi sh in g , o f th e im m ig r a t e d C h in e s e e a rPs a n d o th e r lo e a l fi sh e s w ith in

o n e g r o w in g s e a s o n
.

(2 ) T h e e m p lo ym e n t p r o b le m
.

T h e r e a r e a b o u t 5 0 0 fis h e r m e n liv in g o n

fi sh in g in O x b o w , it 15 d iffi e u lt to sh ift th e m ft o m fi s h in g to o th e r jo b s
.

F o r lo n g t e r m
,
th e

m ajo r t恤e a t w ill b e ft o m
: w h e n th e T h r e e G o r g e s D a m

, 15 to b e b u ilt th e Y ic h a n g s P a w n in g

g r o u n d w ill d is a PPe a r , a n d th e O x b o w w ill t r a n s fo r m t o a n is o la te d la k e
.

In th is e a s e ,

S w a n

O x b o w w ill lo s e its e e o lo g ie a l名e o g r a Ph ie a l a dva
n ta g e s as a g e n e tie e o n s e r v a t io n

·

K E YW O R D S C h a n g jia n g R iv e r ,

S w a n O x b o w , C hin e s e e a rP s ,

g e n e t ie r e s o u r e e s ,

g e n e t ie

e o n s e r
va t io n ,

fe as ib ility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