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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据 19 89
一

19 94 年汛期前后测试结果
,

结合实际产量
,

运 用灰色系统理论关联分析方

法
,

得知与银鱼资源密切相关因子是水位和捕捞强度
。

汛后留湖量与捕捞强度呈负相关
,

秋汛银鱼

产量与春汛留湖量呈指数回归 (
r = 0

.

9 89 5) ;与太湖新银鱼春群留湖数量呈线性相关 (
r = 0

.

9 6落O )
。

食性关系使太湖新银鱼秋群数量与大银鱼数量呈负指数相关 (
r = 一 0

.

826 7 )
。

据试捕产量
、

实际产

量和汛后留湖量指数
,

用人工神经网络技术计算分析
,

初步建成春
、

秋两汛期银鱼可捕量测报系统
。

关键词 太湖
,

银鱼资源
,

变动因子
,

测报方法

太湖盛产银鱼
,

年平均产量 1 仪X) 吨左右
,

占太湖捕捞总产量的 10 %
,

而产值占总产值的

印% 一
70 %

,

为此
,

银鱼是太湖渔 民的第一捕捞对象
。

近年来虽已缩短 了捕捞时间
,

但船马力

的增加和偷捕船只的增多使太湖银鱼资源面临衰退的危机
。

曾有报导运用灰色系统理论探索

太湖渔业资源发展的关联因子【Ni
,

19 9 3」
,

而本研究则是探索与银鱼资源有关的影 响因子
,

为

优化控制银鱼资源提供依据
。

同时试用人工神经网络技术建立一个银鱼汛期可捕量的测报系

统
,

为太湖保护和管理银鱼资源提供决策信息
。

1 材料和方法

1
.

1 取样时间与方法

1989 年
一 199 4 年

,

每年在春汛前的 5 月上旬
、

春汛后的 6 月上旬
、

秋汛前的 9 月上旬和秋

汛后的 12 月上旬
,

用 24 马力
、

10 吨渔船双拖网作业采样
,

拖速 ( 3 士 0
.

2 )公里 / 时
,

春汛前后用

银鱼网
,

秋汛前后用小兜网
。

每次调查采样三天
,

作业地点为宜兴滩
一 礁山

、

三 山湖
、

贡湖三个

区域
,

每个区域一天连续拖捕 6 个小时
,

每小时取渔获物一次
,

在其中随机取样 0
.

5 公斤 (不足

0
.

5 公斤的全部 )作样品
。

记录平均每小时银鱼产量 ;大银鱼
、

太湖新银鱼春群
、

秋群的重量与

数量 比 ;该三个群体的各平均体长与体重
、

公斤鱼数量等
。

春汛与秋汛的产量按渔管会历年统

计上报数
。

1
.

2 数据处理

用灰色系统数学理论 中的灰关联分析法
,

先将与太湖银鱼资源有关的
、

实际测定的大量难

以处理的多 因素
、

非线性关系的各种有关因子进行筛选
,

找出主因子
,

进一步求得 1989 一 1994

收稿 日期
:
l男 5 一 08 一 1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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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六年 内影响银鱼资源的关联程度
,

再作量化比较分析
。

用人工神经网络模拟技术
,

建立银鱼

可捕资源量的预测系统
。

2 结果与分析

2
.

1 影响银鱼资源数量变动的主要因子关联度

据筛选和生产实践的定性分析
,

影响太湖银鱼数量变动的非生物学因子主要是春季 3 一 5

月的水位和夏季 6 一 9 月水位
、

捕捞强度 (以春汛和秋汛捕捞后的留湖量计 ) ; 生物学方面是相

互间竞饵
、

食与被食关系
。

因此定量分析是以银鱼类
、

湖跻
、

虾类
、

如类
、

小杂鱼类等五个分类

产量为主系列
,

取春
、

夏水位
、

捕捞船只吨位
、

劳力
、

银鱼的春汛留湖量和秋汛 留湖量等六项为

相关因子
,

进行关联度计算
,

原始值见表 1
。

表 1 太湖天然鱼类产且与其主要相关因子值

T a 悦 e 1 N a奴 Ir ai 6动】 p找月u Ct oi n al 日 sit
n川 or oc rr 目心On af d o招 ni T回腼 I』此e

19咬〕年 1燮x ) 年 1卯 l 年 1性荞口年 l卯 3年 1 99毛年

银鱼 (吨 ) l 汉珍
.

既习 8 1 4 79
.

2 79 8 2 X( 姆
.

口0 0 1 以巧注愁〕 8 1 7臼月刀 0 1 118
.

1印 O

主 湖脐 (吨 ) 7 月6 )
.

4a ) 0 8 142
.

3 姜9 1 6 阳 4
.

1困 4 4 位 5
.

4 19 4 3
1

任巧习刃 8 6 7伪
.

5酬) O

数 虾类 (吨 ) 任犯
.

刀 0 0 1 122
.

5以) 0 75 1
.

3功 0 3父)汉刃 0 523
.

100 0 8刃 创刃 0

列 拍 类 (吨 ) 5 18 汤以) 0 55 1
.

3印 0 73 1 629 9 73 2
.

6创) 0 性犯2
.

2团 。 加 l
二

9 3〕 0

小杂鱼 (吨 ) 2 03 9
.

2 刃 8 1 8 B4 )互资〕 9 2 0 70名欣〕 9 3 1口
.

21 0 0 4 肠7
.

8 79 9 2 巴 7
.

570 0

船吨位 (吨 ) 31 173
.

沁 31 《 论
.

50 31 性石7
.

50 拐 72 1
.

00 45 叹万
.

印 38 2 76 刀刀 0

相 劳力 (人 ) n 仪日
.

oo U 别盗
.

00 n
.

公〕
.

00 n a 幼
.

00 12 5拓
.

00 12 3 1巧刀〕 ) 0

关春汛留湖量指数 3
.

B4 2
.

70 .5 05 3
.

45 2
.

55 4
.

31 0 0

数秋汛留湖量指数 0
.

13 0
.

印 0
.

叩 .0 印 0
.

峪 0
.

《1到〕 0

列 春季水位 (米 ) 3
.

呢 3
.

14 3
.

33 3
.

13 3
.

份 2
.

9印) 0

秋季水位 (米 ) 3
.

52 3
.

17 3
.

96 3
.

旧 3
.

70 2
.

男 2 5

注 : 留湖量指数单位为公斤 /小时
。

对表 1 数据进行规范化前处理
,

输人分辨率 P 二 0
.

55
。

将两个数列进行关联计算
,

得表 2
,

表内数值具有相对比较意义
。

由表 2 关联度顺序可知
,

水位对银鱼
、

湖跻为第一关联因子
,

捕

捞强度对虾类
、

拍类
、

小杂鱼类为第一关联因子
。

表 2 天然鱼类与其相关因子的关联度值及其顺序

T a 议e 2 N a Lt 『ai n由 p n xl 仪柱叨 川 d 伽
明目此 仗 m咖

r oc n限 al ti on h K tosr 扭日 阳四 e川戈

捕捞吨位 劳力 春汛留湖量 秋汛留湖量 春季水位 夏季水位

银鱼 0
.

752 8 ( 4 ) 0
.

舫 5 3 ( 2 ) 0
.

7铭 4 ( 5 ) 0
.

4汤 5 ( 6 ) 0月岌〕 1 ( 3 ) 0
.

田7 8 ( l )

梅鳞 0
.

574 1 ( 5 ) 0
.

6 74 5 ( 3 ) 0
.

肠7 8 ( ` ) 0
.

叨 9 6 ( 6 ) 0
.

72 1 8 ( 2 ) 0
.

734 9 ( l )

虾类 0
.

5印 0 ( 5 ) O J义洽 5 ( l ) 0
.

韶 3 2“ ) 0
.

咭13 2 ( 6 ) 0
.

6 3 3 4 ( 2 ) 0
.

6 5毛 l ( 3 )

拍类 0
.

邵 2 8 ( x ) 0
.

7兜 7 ( 2 ) 0
.

7即 8 ( 5 ) 0
.

4男 5 ( 6 ) 0
.

7卯 0 ( 3 ) 0
.

7肠 5 (` )

小杂鱼 o a仅玉4 ( 1 ) 0
.

73 7 5 ( 2 ) 0
.

6 7 8 5 ( 5 ) 0
.

5 14 6 ( 6 ) 0
.

705 0 ( 3 ) 0沈进6 6 ( ` )

注 :

括号内
”
1 一 6’’ 为顺序

。

2
.

2 影响银鱼数量变动的单因子量化分析

2
.

2
.

1 水位

以 1989
一 l卯4 年六年的实测水位与银鱼产量回归分析得知它们几乎为直线相关

,

尤以夏

季 6 一 9 月水位的影响为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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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 )银鱼全年产量 ( Y)与全年水位 ( x )的关系 Y= 5
.

88X一 3
.

99 R = 0
.

79 6 5

( 2 )银鱼全年产量 ( Y)与夏季 6一 9月水位 ( x )的关系 Y= 5
.

8 6X一 3
.

88 R = 0
.

78 79

( 3 )银鱼春汛产量 ( Y)与春季 3一 5月水位 ( X )的关系 Y= 6
.

7X8
一 1

.

4 2R = 0
.

段艾 3 3

( 4 )银鱼秋汛产量 ( Y)与夏季水位 ( x )的关系 Y= 5
.

8 6x 一 1
.

2 7R = 0
.

8 9 78

2
.

2
.

2银鱼留湖量

银鱼留湖量是汛后湖中银鱼的现存资源量
,

捕捞强度与留湖量呈负相关
,

留湖量与汛后银

鱼密度指数有关
,

因此我们以汛后银鱼密度指数作留湖量指数来替代
,

并试作定量分析
。

19 89
一 1卯4 年春

、

秋的二个汛期后的留湖量指数测定结果见表 3
。

对 留湖量与下一个汛期的产量

关系作回归分析如下
:
( )l 春汛留湖量指数 ( x )对秋汛银鱼产量 (Y )有较显著的指数回归

: Y =

5 5 3 e0 , X7 R = 0
.

98 7 ;5 ( 2 )春汛 留湖量中的太湖新银鱼春群数量 (每公斤尾数所占的 % )

对秋汛银鱼产量 (Y )有较显著的线性回归
: Y = 15

.

08 x 一 230
.

93 R = 0
.

9 6注 ;0 ( 3 )秋汛留

湖量指数 ( x )对次年春汛银鱼产量 (Y )无明显相关性 (R = 0
.

2弘 1 )
。

但分析每年秋汛 留湖量

中各银鱼种群的数量比
,

表明若太湖新银鱼秋群 的数量占 85 % 以上
,

则次年 的春汛银鱼试捕

产量可达每小时 n 公斤以上
。

而春汛开捕时间距此 尚有半月左右
,

其银鱼产量多寡还受水

位
、

太湖新银鱼春群 的生长速度
、

进人捕捞群体数量大小
、

捕捞强度等影响
,

故试捕产量与实际

产量也无 明显相关性
。

表 3 太湖银鱼春汛后和秋汛后的留湖且指数

T ba el 3 k 改阅 l er 皿刚吨 b i. m别洛 a n e r

het 印油吧 田日 ua ot nl n 丘目面 g , , 贬幻 U` nI T日 ll u l力山e

6 月上旬

12 月中旬

网产 (公斤 /小时 )

春群数量 (尾 /公斤
、
% )

网产 (公斤 /小时 )

秋群数量 (尾 /公斤
、
% )

1性联 〕年

3
.

48

54
.

兜

0
.

13

85
.

10

1性撼K)年

2 70

臼
.

叨

0
.

团

52
.

10

1卯 1年

5
.

05

76
.

幻

O oo

9 1
.

95

l性哭刀年

3
.

45

印
.

3 2

0
.

田

52 46

1望)3 年

2 55

刃
.

田
0

.

1 3

93
.

39

l匹珍毛年

4
.

3 1

肠
.

26

0
.

肠

7 7
.

78

2
.

3 银鱼群体组成的变动规律

( )l 春汛前试捕的银鱼群体重量 比
,

预示当年银鱼资源结构
。

组成太湖银鱼产量的三个银

鱼群体均为一年生鱼类
,

但其繁殖生长期和起始月龄不同
。

通过 1989
一 l卯4 年同在 5 月初取

样表明
,

此时大银鱼 2 月龄
,

平均体长为 44
一
53

.

65 ncl
,

平均体重为 0
.

28
一 0

.

4 7;9 太湖新银鱼的

秋群 6 月龄
,

平均体长为 50
.

4 一
乳

.

cs m
,

平均体重为 0
.

好
一 0

.

50 9 ; 春群 l 月龄
,

平均体长为

25
.

8 一 33
.

s ncl
,

平均体重为 0
.

07
一 0

.

139
。

由此可见
,

除春群偏小外
,

秋群与大银鱼几乎相 同
,

故群体组成的重量 比反映了当年捕捞群体的组成结构
,

也预示了当年的资源结构
。

( 2 )春汛前试捕的大银鱼重量比
,

预示当年大银鱼资源结构
,

连续测定
,

可观察其资源量的

相对变动情况
。

19 89 一 199 4 年对春汛前测试的大银鱼群体重量及数量 比见表 4
,

大银鱼资源

比例在下降 (图 1 )
。

( 3 )大银鱼数量与太湖新银鱼秋群数量的变动呈负相关
。

6 月后
,

大银鱼食性转化
,

主食

小型鱼虾类
。

调查表明
,

6 一 9 月大银鱼 胃内食物以湖鳞幼体为主
,

10 月 以太湖新银鱼秋群为

主
,

据此
,

以春汛后的大银鱼数量 ( x )与太湖新银鱼秋群产量 ( Y )的相关关系为负指数回归
: Y

= 6
.

69
e 一 “ , , 叨 x R = 一 0

.

82 6 7
。

可见当大银鱼资源出现衰退时
,

太湖新银鱼秋群在扩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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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春汛前测试的三个银鱼群体重一及数 t比 ( % )

Ta加 e4 Pr e理 n七Ig s eo f w d动 ta l记 功叮川允r i nU犯 o t佃 k团由 c a tch o fr 3峡丘目
ls toc 七

吮肠r eU犯 即均吧因血g , 改趁幻 n

年份
大银鱼 太湖新银鱼 (秋群 ) 太湖新银鱼 (春群 )

尾数 重量 尾数 重量 尾数

19民)

1望洲)

l卯 1

1塑犯

l望戒3

1男 4

重量

9
.

28

用叩印.337714叭认15屯

77D43070们29 29铭肠3246403800印93267725历70697078招田oo肠犯以1838乳47科52书印洪加.75466528122313.935田70必5117ngl

9
.

3 1

6
.

8 7

( 4 )大银鱼数量对提高银鱼 产量的

影响
。

春汛银鱼产量主要是依太湖新银

鱼秋群及大银鱼幼体的数量而定
。

此时

大银鱼仅 2 一 3 月龄
,

而群体重量 已与太

湖新银鱼秋群群体重量相近 ;秋汛时银

鱼产量 由大银鱼
、

太湖新银鱼春群和秋

群数量而定
,

从春汛后 留湖群体增重看
,

太湖新银鱼春群尾均重 由 ( 0
.

23 土 0
.

肠 )

g 到秋汛时 为 ( 0
.

66 5 士 0
.

13 ) g
,

增 重

2 89 % ;秋群尾均重 由 ( 0
.

82 土 0
.

0 7 ) g 到

秋汛时为 ( 1
.

2 5 士 0
.

18 ) g
,

增重 l科%
,

大

银鱼尾均重则 由 ( 4
.

79 土 0
.

4 ) g 到秋汛

时为 ( 5
.

82 土 1
.

6 1 ) g
,

增重 3 2 5% (图 2 )
。

由此可见
,

仅三个半月时间
,

大银鱼不仅

群体增重倍数大
,

而且起点高
,

因此大银

鱼资源衰退是不利于太湖渔业生产发展的
。

全长 ( ncI )

产量 ( t )

l 2( 洲)

皿
大银鱼

哎习 秋群 . . 春群

太湖新银鱼

姗助幼姗绷
。

19哭) l卯 1 1望 )2 1性刃3 19 9 4 (年 )

春汛前银鱼群体结构组成

帅叭

R g
.

1 11 r oc m卯 si ti o n of Ic e fi hs c o 10 ni es

be lb r e sPnn g es as on

卯 91 兜 93 94 田 卯 91 92 93 94 田 卯 91 兜 93 94

大银鱼 太湖新银鱼 (春群 ) 太湖新银鱼 (秋群 )

图 2 春汛后至秋汛前三种银鱼群体的增长幅度比较

Fi g
.

2 C o m详tri ons of gor w ht ni le n

hgt ofr d】eer ci efi hs s to c ks fi u m june
ot 卿Ct ni 挽 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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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

4初步建立的银鱼可捕资源测报系统

2
.

4
.

1原理

该系统包括由人工定期取样测试和建立 电脑模拟计算资料库二大部份
。

其工作步骤为
:

( l )利用人工智能的多层前向人工神经网络模拟功能
,

将银鱼每个汛期前的试捕网小时产量

和上个汛期的留湖量作为系统输人
,

以各个汛期的银鱼实际产量作为系统输出 (表 5 )
,

建立了

两个神经网络结构系统
。

( 2 )按照已确定的网络传递特性和输人数据
,

计算输人层各神经元

的输出
,

并把它们作为隐层单元的输入
。

( 3) 由此再分别计算隐层神经元及输出层神经元的输

出
。

如把表 5 的数据输人后
,

前馈神经网络通过把一组样本的输人 /输出问题变为一个非线性

映射
,

对样本进行记忆
。

由于它有举一反三 的学 习
、

推广能力和学会这些例子所包含的一般原

则
,

提取这些例子的基本特征和 内部规律
,

因此可以在输人
、

输出变量范围内作相关的预测
。

表 5 银鱼可捕资源测报网络的数据

T a叹e S TI 祀 d a at ofr es t ti n g UP het of 代 Sa 油唱 匀阵往” ofr het ic吐诬 1 P n xl uc ti o n

输人

输出

输人

输出

项 目 (公斤 /小时 )

春汛留湖量指数

秋汛试捕网产

秋汛实际产量 (吨 )

秋汛留湖量指数

次年春汛试捕网产

次年春汛实际产量 (吨 )

l哭刃 年

3
.

跳

3
.

03

6 18
.

X()

0
.

1之

1 1 55

9 28
.

00

性从〕年

2
.

70

4
.

05

55 1
.

30

0
.

刃

匕
.

(月」

性逆巴
,

oo

199 1 年 l少犯 年

5
.

05 3
.

45

8
.

15 6
.

18

l能
.

沁 6 好
.

哪

0
.

卯 0
.

田

11
.

2 5 7
.

75

1〔】5 6
.

00 的1
.

叨

l呢6 年

2
.

55

5
.

15

1(屹习
.

00

0
.

13

1 1
.

2 1

7肠
.

00

19 9 儿年

4
.

3 1

0
.

肠

3兜
.

印

0
.

肠

1
.

65

72 5
.

泌

注 : 1望沁 年秋汛留湖量未计入 网络系统
。

2
.

4
.

2 建立的网络结构系统

输入结点 隐结点

银鱼春汛留湖量指数
输出 结点

一
. .

(银鱼秋汛留湖量指数 ) 银鱼秋汛产量

. .

一秋汛试捕网产

一
. .

(春汛试捕网产 )

(银鱼春汛产量 )

2
.

4
.

3 结果

输人的春汛留湖量指数范围在 2
.

295 至 5
.

55 ;秋汛试捕网产 (小时 )范围 2
.

7 27 至 8
.

% ; 模

拟出的秋汛银鱼产量结果
,

通过迭代运算 肠9 万次后
,

知理论输出秋汛产量范围为 4%
.

152 至

1 1 75
.

9
。

其最大误差为 1
.

194 %
,

平均误差为 0
.

9 0 4%
。

输人的秋汛留湖量指数范围在 o
.

n 7 至

0
.

99 ;春汛试捕网产 (小时 )范围在 6
.

9 75 至 12
.

70 ; 模拟 出春汛银鱼产量结果
,

是通过迭代运

算 1 (X幻万次后
,

知理论输出春汛产量范围 62 5
.

05 至 1 16 1
.

印 ;其最大误差为 5
.

4 n %
,

平均误

差为 2
.

2 9 2% (表 6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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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产 t测报系统的误差检验

Ta悦 e 6 Err o r te此
for h tep找x l C u柱 Onfor cs ae l t ngs

对 .
年份

秋汛

春汛

实际产量

理论值

误差 ( % )

实际产量

理论值

误差 ( % )

1 68
.

( X )

6么 )
.

3 6

0
.

8 3

匹叨 3
.

00

日丈 2
.

如
一 4

.

8 5

l能 5
.

00

1 01 6
.

肠
一 0

.

74

1 0汤
.

以 )

1 0 72
.

2 7

l4 5

6如
.

9 3

鼠 9
.

23

1
.

9 2

9 61
.

印

6兜
.

55

一 0
.

8 2

1肠 9
.

00

l肠 2
.

2 6
一 O品

2 7 6
.

00

76 5
.

8 2

5
.

4 1

8 2 6 5能4 D 008 71 554 55-- 0姗4 9 7-- 0

3讨论

3
.

1控制捕捞强度是保护银鱼资源最有效措施

用灰色系统数学理论中的灰关联分析法
,

无论是 Ni 〔199 3」以太湖 19 74 年到 l 98() 年间的 7

个非生物因子及同期的 8 种鱼产量作分析
,

还是本次用 19 89
一 1卯4 年的有关数据分析

,

影 响

银鱼资源的主因子均是水位 (其中夏季水位影响更为主要 )和捕捞强度
。

由于水位为不可控制

因子
,

故控制捕捞强度对保护银鱼资源尤为重要
。

以汛后留湖量指数为捕捞强度指标值的分析知
,

春汛留湖量指数对秋汛产量有显著指数

相关 ( r = 0
.

98 7 5 ) ;春汛留湖量太湖新银鱼春群的数量
,

与秋汛产量是线性相关 (
r = 0

.

9乡1 0 )
。

因此控制春汛期间的捕捞强度更有现实意义
。

如年代以来
,

太湖捕捞特点已转化为渔船动力化
、

网具小型化
,

生产作业更具机动灵活
。

为保护银鱼资源
,

渔管会已实施了减春汛捕捞 12 天为 5 天
。

然而
,

捕捞强度也受资源数量和

市场经济影响而 自动调节
。

3
.

2 保护大银鱼资源兼有增殖措施

据五年多的测试可知
,

近二年太湖银鱼资源量的下降主要是大银鱼资源的衰退
,

除干旱低

水位影响外
,

主要还是过度捕捞之故
。

因 199 2 年起
,

10 mc 以上大银鱼的市场价格高于 4 一 cs m

的太湖新银鱼价格约 功% 一
卯%

,

因此秋汛后期渔民对大银鱼的捕捞力度加剧
,

使大银鱼产

卵群体锐减
。

为保护资源
,

建议扩大东西山常年繁保区
,

向南延长至南三山岛附近水域或 向北

扩大至西 山大桥以东水域
。

在常年繁保区内可捕亲体
、

人工受精
、

孵化育苗至平游期后
,

进行

大湖增殖放流
,

克服因受精卵孵化期长达 O4
一 沁 天

,

天 然成活率低的不利 因素
。

3
.

3 完善银鱼可捕资源测报系统
,

强化渔政管理

银鱼类均为一年生鱼类
,

生殖群体即为补充群体
,

年资源数量变动大是其特点
。

控制捕捞

强度增多留湖量
,

使留有足够的生殖群体
,

就能保持年产量的基本稳定
,

因此建立银鱼可捕资

源量 的测报系统具有重要作用
。

本次所建立的测报系统
,

仅为探索到一种方法
。

由于系统中

输入的数据还太少 (只有六年的数据 )
,

适用范围还较窄
。

如春汛 留湖量指数和秋汛试捕量是

实测的
,

其中春汛 留湖量指数是最主要的反映资源现存量的指标
,

而现有测报库的春汛留湖量

指数范围在 2
.

55
一 5

.

0 5 公斤 / 时已有对应的试捕值
,

而超过或未达这一密度指数时尚未有对

应数据进人测报库
。

若以这之外 的春汛留湖量指数 (包括试捕产量 )输人
,

该库尚不能作出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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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的反馈
。

因此必须积累十余年的基础性资料数据输人
,

才能进人实用阶段
。

为了能在生产

管理上起到指导作用
,

该项测试将由太湖渔管会继续进行
。

3
.

4 建立大银鱼和太湖新银鱼原种基地
,

保持优良的种质资源

太湖的大银鱼与太湖新银鱼是 向国内其它大 中型湖泊 (云南滇池等 )
、

水库 (河南白龟山
、

北京海子 口水库等 )移殖
、

增殖的原种地
,

有必要开展其种质资源遗传学的研究
,

使成为优良的

种质资源库
。

本研究工作中得到倪如凤副研究 员的数理分析指导
,

太湖渔管会吴林冲
、

杨建忠的取样测试
,

在此表示感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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