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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洋增殖渔业的理论和

若干技术问题的探讨

张寿山

(福建省水产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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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洋增殖渔业 ( M a r i n e 卫 r o P a学七时 F呈.加 r i。 吕 )
,

在日本称为栽培渔业 (伪 1七i v 吕 t i n g F l s h o r i e s )
,

在其他

国家又称为海洋牧业 ( M a rj n e 卫公 n o
hi

n 幻
。

我们考虑到
`

栽培渔业
’

和
“

海洋牧业
’

这两个概念在我国都不能反映

这种渔业的特点
,

因此使用海洋增殖渔业这一名称
。

海洋增殖渔业是一个新兴的渔业生产部门
。

它同传统的养殖业和海洋捕捞业有区别
,

然而又包括两者的一些主

要特点
。

一般认为
,

海洋增殖渔业是在相当大的海域中
,

人们加强了对增殖对象生活过程及其环境因子的控制
,

采用

人工繁殖或捕集天然苗种等方法
,

有目的定向地增殖一种或多种具有较高经济价值的水产动植物
,

并有计划地捕捞

所增殖的对象
,

以达到充分合理地利用自然的生物基础生产力的一种渔业生产方式
。

所以
,

这种渔业所具有的特点

是
:
生产的水域和规模相当大 ;在增殖对象生长全过程中

,

包括苗种生产
、

中间育成
、

放流直至育成
,

对增殖对象及其

环境因子都不同程度地进行人为干预和管理
,

有计划合理地捕捞和收获
,

来达到充分利用海洋自然生产力的 目的
。

近年来
,

由于海洋野生渔业资源
,

出现了世界性的下降趋势以及 2 00 海里专属经济区的扩展
,

海洋增殖渔业作为

渔业发展的一个新方向
,

而 引起世人关注
。

国内一些学者也对此开始重视
`落 ,幻 。

本文拟从资源学的观点出发
,

对海

洋增殖渔业的理论和技术问题
,

作初步探讨
。

一
、

海洋增殖渔业的形成

自本世纪五十年代以来
, 日本进入了所谓经济高度成长期

。

由于近海野生渔业资源减退以及填海造地和海洋污

染等原因引起渔业劳力过剩和产量下降
。

这现象以漱户内海〔面积 18
,
6 00 平方公里 )最为灾出

,

为拯救陷于困 境 的

渔业
, 1 96 2年在其沿岸建立了第一个

“

栽培渔业
,

中心
。
以后

,

由于 2 00 海里运动的兴起
,

更使日本政府产生了发展海

洋增殖渔业的紧迫感
,

并逐渐把这项事业推向全国
。

至 1叨 2年
,

成立了 8 个直辖于
`
日本栽培渔业协会

.

的
“

栽培渔

业
’

中心
,

并在沿海建立了 3 7个县一级的
“

栽培渔业
,

中心
。 l均诩 目前日本已在獭户内海和日本北部海域形成两个大

规模海洋增殖渔业
。

七十年代
, 日本在其北部海域的若干海区进行扇贝增殖放流

,

从而使全国扇贝产最
,

从 1 9 6 7年的 1
,
7 43 吨增至

1访7年的 7 4
,

7 7 8 吨
,

十年中增长 40 余倍
。

其中 1盯4年的扇贝产里达到 8 7
,

55 9 吨
,

超过美国和加拿大扇贝产里的

总和
,

而跃居世界首位
。

这个海域的大麻哈鱼的增殖放流也取得明显的成果
。

加 7 6年放流大麻哈鱼和驼背大麻哈鱼

11
.

石亿尾
,

至 1盯。年溯河回归量高达 2 4 0 0 万尾
。

按每尾 3
.

“ 公斤计
,

则其重兰为 8
.

80 万吨
。

而同年按国际渔业协

定所分配的公海渔获且定额为 4
.

B万吨
。

也就是说
,

增殖放流的重捕景是野生资源渔获全分配定额的 1倍以上
` , , ,

川

(附表 )
。

在这成果的鼓舞下
, 日木正在加速执行发展海洋增殖渔业的新七l

一

划
r
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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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大麻哈鱼放流回归及北洋渔获分配额

年年 度度 蛙 鱼 放 流 回 归 里里 北洋大麻哈哈 人
、 ,

的的

鱼鱼鱼鱼鱼鱼鱼鱼鱼鱼鱼鱼鱼鱼鱼鱼鱼鱼鱼鱼鱼鱼鱼鱼鱼鱼鱼鱼鱼鱼鱼渔获分配配配合合合 计计 北 海 道道 本 州州 鱼 ( B )))))))))))))))))(((((((((((((((((((((((((((((((((((((((((((((((((((((((((((((千吨 ))) 人 + B
` 年
人
~~~

尾尾尾 数数 重母 (人 ))) 数数 重 量量 尾 数数 重 最最最 (万 )))

(((((千尾 ))) (千吨 〕〕 尾〕〕 (千吨 ))) (千尾 ))) (千吨 )))))))

111盯 444 10
,
7 5 000 3 9

.

222 9
,
6盯盯 肠

。

111 1
,

1 2 333 4
。

111 8 333 3 2
,

111

111 9钻钻 17
,
6 9 999 6 4

.

222 巧
,
7 7444 石7

。

000 1
,
8 2 555 6

。

777 8 777 4 2
,

555

111盯 666 1 0
,
4舫舫 3 8

`

111 8 , 8肠肠 3 2
.

111 1
,
6 3 222 6

。

公公 8 000 3 2
.

999

111盯 777 1 2
,
4防防 4 5

,

555 10
,

加 888 3 7
.

888 2 声 4 777 8
。

222 6 222 4 2
.

333

1119 7 888 1 9
,
公拍拍 5 9

.

222 工3
,

1盯盯 4 8
.

000 3
,

0 6 111 1 1
甲

222 4 2
.

555 58
.

222

111盯 999 2 4
,
0 a 000 8 7

.

222 1 8
,
9 0333 6 9

.

000 6
,
工2 777 拐

.

777 4 2
.

石石 6 7
.

444

注
:
放流回归里的重量以 1 尾

= 3
.

肠 公斤换算
。

据日本农林省水产厅 ( 1 98 1 )
〔
g1]

二
、

海洋增殖渔业的理论基础

探讨海洋增殖渔业的理论基础
,

我们认为应从考察资源学的发展着手
,

因为海洋增殖渔业理论是在一系列海洋

生物学和水产资源学的研究基础上形成和发展起来的
。

近百年来
,

海洋渔业在 H肛 1e 了 ( 1s 阳 )海洋生物资源取之不

尽用之不喝的观念指导下
,

进行了无节制的捕捞
,

其结果是使人类受到渔业生产性捕捞过度 (第一级捕捞过度 )和生

物学捕捞过度 (第二级捕捞过度 )的沉痛教训
,

终于意识到资源研究和渔业管理的重要性
。

为此
,

于 1 0 02 年欧洲组成

了第一个国际性渔业组织国际海洋考察理事会 (工C E即
。

此后
,

渔业资源从两个方面进行研究
,

即补充址变动规律的

研究系统 (
`

自然变动论
”

) 和资源与渔业关系即资源管理的研究系统 (
`

人为调节论
,

)
r , 1] 。 “

自然变动论
,

的基本观点

认为补充址的自然变动是资源皇变动的主因
,

并认为除特殊情况外
,

资源爱并未达到饱和状态
,

也就 J斜说
,

海洋资源

生物的生存空间尚有潜在的生产力 ;
“

人为调节论
”

的基本观点认为资源盆的变动受到种群密度 (数量 )的制约
,

补充

量依种群密度的变化而变化
。

在一般情况下
,

导致种群密度发生变化的原因是捕捞活动
,

若无人类捅捞行为的千预
,

则资源量将呈饱和值
,

处于平衡状态
。

由这两种研究系统产生了两种渔业管理理论
,

并成为海洋增殖渔业理论的基

础
。 .

最大持续渔获 t 理论
,

的中心问题是应保留多少亲鱼才能不发生铺捞过度
。

这是以承认亲代和子代数量关系的
万

人为调节论
”

为理论基础的 ;
崔

单位年补充夏的最大渔获里理论
若

是研究资源补充与种群数量关系的
,

其理论基础之

一是强调环境因子与补充盆关系的
“

自然变动论
. 。

这两种理论是现代渔业资源保护与管理的基础
。

由于以最大持续

渔获 1 理论为依据的一些国际渔业协定不能防止滥捕现象
,

最近一些学者建议采用最适渔获盈 t训 或最适持续渔获

且
,

并进一步提出最适渔获量的修正值 ( T人 C )“ 幻
。

其理论基础也没有超出上述两种资源研究理论
。

不过
,

这两种

理论都承认种群数 t 的自然波动或捕捞因素对资源里变动的影响
, 因此都主张通过用限制捕捞强度的方法

,

使捕扮

努力量与资源量达到相对平衡
。

也就是说
,

它们都是用减少渔获量的方法使资源保持在一定水平上
, 因此比较消极

.

它们不能适应人类 日益增长的鱼品需求量的要求
,

于是开发利用海洋生物资源和海洋生产力 的新的渔业理论—
海洋增殖渔业资源论

一
就在以上二种渔业管理理论基础上应运而生了

。

从当前海洋增殖渔业的指导思想和新 研

究的中心内容来看
,

其理论基础仍是以 习oj
r 七为代表的

“

自然变动论
,

弓而 R 立吕阴 U 则把这种理论用代数式表示出

来
〔 11 。 `

自然变动论
,

认为早期减耗是影响种群数 i 的主要因索 ; 自然界除特殊情况外
,

还存在着潜在生产力
。

这样就

为海洋增殖渔业以放流种苗为主要手段来增殖资源提供了科学依据
。

R u 日 , le l 的资源变动数学表示式表明
,

种群资

源量取决于子代补充量 卫
,

生长量 G
,

自然死亡率皿 和捕捞死亡率 F 四大因素
。

上面提到的二种渔业管理理论只考

虑刀或 F 与 忍的作用
,

而实际上四个因素互相影响都起作用
。

因此这个数学表达式
,

在实际上不仅为用控制渔业活

动来进行资源管理提供了科学依据
,

而且也为更积极的
,

同时采取生物学的管理方法
,

即通过人的干预
,

努力增加补

充量和提高生长篮
,

并降低自然死亡率
,

使渔业资源得到增殖保护和合理利用的海洋增殖渔业提供了理论依据
。

由

( 1 ) 名
2 = S 、 + (丑 + 公一 卫 ) 一 夕 = 月, + (丑 + 公 )

一 (鱿 + 万 )
-

式巾
:
凡— 预期的或未来的种群数量 (资源量 ) ;

凡— 现在的种群数量 (资源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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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可见
,

海洋增殖渔业是在以上几种水产资源学理论和渔业管理理论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
,

而它最直接的基础则是
`

自然调节论
”
和 R u s阳 n 资源变动数学关系式

。

三
、

海洋增殖渔业理论的基本内容

海洋增殖渔业的历史很短
, 因此它的理论无疑是很不完善的

。

即使是那些已经形成的理论
,

也还须在实践过程

中作进一步的检验
、

修正和充实
.

现有海洋增殖渔业理论
,

似可归纳为以下几点
。

1
.

海洋生态系还存在着潜在生产力
。

在海洋巨大的物质和能量流动的循环中
,

人们的渔业活动仅利用了其 中

极小的一部分
,

其未被利用的部分
,

通过人为的措施
,

如人工放流
,

不同程度地控制海洋生态环境
,

定向地增殖和保护

渔业资源
,以扩大海洋的生产能力是可能的

。

2
.

把水产养殖学
,

海洋捕捞学
、

渔业资源学
、

环境保护学等的技术
,

综合地应用于海洋渔业资源的增殖
。

例如采

用人工繁殖苗种和采集天然苗种等措施
,

在一定规模的人为干预控制的海域环境中放流 ; 把鱼类及其他海洋生物死

亡率最高的阶段— 受精卵的孵化和幼鱼的生长阶段直接置于人工管理培养条件下 ; 加强海域环境的控制
,

采取防

止和处理污染
、

防止敌害和设置有利于增殖对象的繁殖和生长的设施等可能的措施 ; 有计划地合理捕捞等等
。

确认

利用人类现代科学技术所能达到的人工生产力同自然生产力结合起来的方法
,

是提高海洋渔业生产能力的 有效途

径
。

3
.

海洋生态系的可塑性
。

海洋增殖渔业的实践表明
,

在掌握特定海域生态系的内在关系基础上
,

通过人工增殖

放流和移殖新品种
,

以及清除或抑制敌害生物
,

可以定向地改变生态系
,

使之更直接有效地提高海区生产力
。

四
、

海洋增殖渔业的若千技术问题

海洋增殖渔业既是在人工干预下来实现充分合理利用海域生产力的一种渔业生产
,

所以其技术的特点必然具有

海洋的各技木学科的综合性
。

它包括水产增养殖技术
、

生物学应用技术
、

海洋环境工程
、

水产工程
、

声光电诱集和驱

赶技术
、

监听技术等等
。

并随着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
,

各种新的技术将会日益广泛地被海洋增殖渔业所应用
。
以下

将就几个主要方面作初步的探讨 :

(一 ) 生物资源培育基础的调查与研究

要在某一海域开展增殖放流
,

首先应查明该海域海洋生物生态系的结构和环境收容力
,

增殖对象的资源里及其

徊游分布状况
。

并须重点研究增殖对象补充的特点
、

幼鱼行动习性
、

生态系的种间关系 (食物
、

敌害
、

空间分布等 )
。

弄

清楚各种影响增殖对象的早期成活串的因子
,

确定补充苗种的数 t
,

规格
、

放流时间及地点
。

为了对增殖对象进行科

学管理和合理利用
,

还应系统地研究捕捞等人为因素和环境因子对增殖对象的影响
。

(二 ) 海洋增殖渔业对象的选择

人工增殖资源有两种途径
;
一是采取人 l 繁殖放流措施

,

使衰落或被破坏的资源迅速恢复 ; 二是从其他水域中

移殖适于这一水域的种群
,

使其迅速形成自然种群
,

形成新的海洋生态系
,

建立符合人类利益的海洋增殖渔业
。

各国

增殖放流都从鱼类开始
,

早年以母川回归性鲤缚鱼类为主要对象
『
线 “ 气全世界每年放流苗种达 20 亿尾以上

「
川

。
接翰

日本搞了真铜
,

黑绸等中高级鱼类的入工增殖放流
,

但多年来成果并不显著
。

最近有些日本学者开始觉察到细梭鱼

等食物链级次低的鱼类有可能成为理想的增殖放流对象
。

增殖对象的选择正确与否是关系到涤洋增殖渔业成败 的

关键
。
食物链级次高的鱼类难以形成足够数量的渔业资源基础

。

从世界渔业生产来看
,

摄食浮游生物的鱼类产量占

鱼类总产觉的 7 6峪 ( B

xar
: 。明月 ,

1 9” )
。

由此看来
,

应根据各海域的具体情况
,

优先选择降海和溯河鱼类及食物链级次低的鱼类为增殖对象
。

1
.

降海鱼类
。

如香鱼和母川回归性蛙蜷鱼类等
。

这类鱼活动范围广
,

可更多地利用水域 (包括河川
、

河 口区和

外海 )自然生产力
,

有为人们熟悉的一定徊游路践
,

回捕较为容易
。

2
.

食物链级次低的鱼类
。

如瑙梭鱼类
、

斑姆
、

罗非鱼类等
。

这些鱼类可充分利用沿岸河口 区和近
、

内海上升流

区的浮游生物和有机碎屑等饵料资源
。
其中有些鱼类还可作为中高级肉食性鱼类的饵料

。

近 10 余年来
,

世界很 多

国家致力于这类鱼类的人工繁殖`” 。

3
.

成为某海域主要渔业对象的中上层鱼类
。

中上层鱼类的资源数最变动很大
,

成活率也很低
。

如一尾始鱼 的

产卵蛋约为 5 0万粒
,

经 8 5 日后成活的幼鱼只有 2 尾
,

成活率为 .0 00 04 男
。

1盯仑年日本中上层鱼类产蚤占该年海水

鱼类总产挂的盯
.

8男
, 因此

,

日本对竹笑鱼等衰落的中上层鱼类
,

开展人工繁殖苗种和增殖放流的研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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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

食物链级次高的鱼类
。

如真绸
、

黑绸
、

大黄鱼
、

小黄鱼等
。

在这类资源的种群数星变动中
,

人为千预的影响往

往比环境因子更人
。

若人为干预得当
,

则其种群数量变动较为稳定
。
但在一般情况下

,

处于食物链高位的鱼类种群

难以形成大数虽级的资源
。
因此

,

对肉食性的中高级鱼类来说
,

资源管理比增殖放流更为重要
。

对于被破坏而处于

低数量水平的资源 可考虑用人工增殖放流方法
,

促使其迅速恢复到一定数量水平
,

但此后则主要是资源管理问题
。

石
.

活动性较小的底洒性鱼类
。

这些鱼类是渔业资源的重要组成部分
。

其中纤蝶鱼类的增殖放流也为一些国 家

所重 视〔沥 ,’ l] 。

底栖鱼类活动 性小
,

增殖放流回捕率较高
,

在我国也应引起重视
。

为了更好地利用海洋生产力
,

应根据海域环境条件
,

发展多品种
,

多种生产方式的综合海洋增殖渔业
。

如以扇

贝
、

魁蜕等贝类
,

鲜蝶等底层鱼类
,

以及藻类等为对象
,

建立沿岸综合资源增殖系统 ; 以蛙博等溯河性鱼类
,

香鱼等降

海性鱼类为主
,

建立近海综合资源增殖系统 ;以金枪鱼等大洋性中上层鱼类为主
,

建立广域性海洋增殖系统
。

〔三 )苗种生产技术

人工培育苗种是海洋增殖渔业的主要技术手段
。
因此

,

苗种基地的建设至关重要
。
日本在近 10 余年来

,

发展海

洋增殖渔业
,

其核心就是苗种基地的建设
。
而且建设的规模越来越大

,

技术条件越来越好
。

前几年建设一个
“

栽培渔

业
,

中心的投资为 2
.

5亿日元左右
,

近年来投资额大为提高
。

如
“

福冈栽培渔业中心
”

基建投资超过 5 亿日元
,

占地

2 9, 84 9米
: ,

培育池 (包括饵料池 )容是为 3
,
4 5 0 呻 .

海洋增殖对象的苗种培育的主要技术问题是人工促产
,

海水鱼多数是分批产卵类型
,

因此在技术土必须适应对

象的特点 ;其次是饵料
,

特别是早期饵料问题 ;第三是病害问题
,

由于规模巨大
,

故应考虑以预防为主
。
目前在海洋增

殖渔业突出存在的问题
,

还是苗种培育问题
,

从 日本的情况看
,

主要是 ; 1
.

仔稚鱼成活率低
,

如真绸养至 12 毫米
,

成

活率为 8 0 ~ 如写 ;有的鱼类如蜘鱼养至 3 0 毫米
,

成活率低于 1万 ; 2
.

畸变率高
,

一般为 10 一 4 0万不 3
.

设备利用率

不高
。
我们认为要打开鱼类苗种生产局面

, 目前应以土池育苗为主
,

土池育苗与水泥槽高密度育苗相结合
。

土池育

苗可能解决水泥槽高密度育苗所出现的畸变和成活率不高等问题
。

我国近年来利用土池育苗使梭鱼达到批量生产水

平
,

黑绸也接近批里生产水平
。

土池育苗出苗橄若按设施利用率计算与日本高密度水泥槽相差不大
,

而且在一些方

面看来前者优子后者
,

这一点巳为日本一些学者所认识
,

并作为一种育苗方式加以探讨 〔宜几

贝类方面
,

当前增殖放流苗种靠人工苗和海区半人工采苗
。

人工育苗诱导产卵有升
、

降温
、

阴干
、

紫外线照射
、

化

学药物等方法单独或混合使用
。

我国大面积流水刺激采苗
、

方法简便
,

效果好
,

我国最近开发的土池平人工 (采 )育苗

技术是海区自然采苗向全人工育苗的一个很好过渡
` , , 。

海区采苗因苗惶面积大
,

亲贝相对密度低
,

难于控制环境因

子
,

存在着单位面积采苗率低
,

劳动生产率不高等缺点
.

而土池半人工 (采 )育苗是在人工管理的小面积苗煌 中集中

一定密度亲贝
,

有附苗密度高
,

出苗量大
,

采收容易
,

劳动生产率高等优点
。

如福建省半人工 (采 )育苗
,

菲律宾蛤仔最

高单产 7 0担 /亩
,

平均 2O 余担 /苗
,比海区自然采苗单产 2一匀担 /亩

,

高 1o 倍以上
。

贝类人工育苗在日本
,

一个海洋

增殖渔业中心可生产虾夷扇贝或盘鲍几十万至百万个以上 ; 魁蜡年总产最也达 工以犯 万枚以上
。

但这同增殖放流 需

要比较仍然差距很大
。

近年来在贝类诱导产卵技米上值得注意的一个动向是 M o r 阳〔
s3J 的 H刃

:

诱 导鲍排卵技术
。

这项技术在日本已推广应用
,

效果甚好
。

据估计全世界人工生产苗种的虾类〔包括淡水虾 〕为 2 4种
。

日本所用的对虾亲虾全部为野生亲虾
。

一般每生 产

1侧洲〕万尾体长 10 一1 2 毫米仔虾就需亲虾 肠。 一 3。。 尾 ( ” 3。

加瀚年日本全国使用亲虾 1 万余尾
r栩

。

对虾 育苗方 法

主要可分为单养和生态系培育或群落培养
。

日本目前以生态系培养为主
,

单位水体出苗率为 1一 2 万尾 /米
刁。

如果初

卷于温室培育
,

一年可生产四批
。

当前对虾苗种生产存在的问题是仔虾成活率低 (约为加男 )和中肠 白浊病
,

以及如

何使用养殖亲虾以完成全人工养殖的间题
。

一些国家尤其是缺少野生亲虾的国家
,

如法国
,

则致力于促进卵巢成熟

的方法的研究
。

三优梭子蟹在 日本已成为重要的海洋增殖渔业对象
。

他们采集野生抱卵亲蟹
,

平均每只亲蟹可孵出

幼体 2 00 万只
。

每吨水体可产蟹苗 1万只
。

当前主要存在的问题是同类相残
。

在日本
,

甲壳类的苗种生产与鱼苗一

样
,

主要在水泥槽中进行
。

我们认为土池或废盐田改造成苗种培育池是大规模生产廉价虾苗的好办法
。

藻类的育苗就紫菜来说
,

有海区半人工和室内全人工采苗
。

日本有明海区是著名紫菜产区
,

那里的海区以半人

工采苗为主
.

一些增殖对象如裙带菜
,

大多采用人工采苗法
。

我国的海带
、

紫菜人工育苗技术
,

探受国外重视
。

总之
, 目的的人工育苗技术水平远选低于增殖放流的发展的要求

。

首先是育苗方式有问题
,

从当前日本水泥槽

( l) 张寿山
,
1韶 2

。
日本海产鱼人工育苗技术的初步探讨

。

(来刊稿 )

〔2 ) 周荣胜等
,

19 81
。

菲律宾蛤仔人工育苗的研究 ( 1盯 6 ~ 1朋 1 )
。

福建省水产研究所
,

1一 2 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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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密度育苗的生产方式来看
,

这种育苗方式是高能耗
、

低效益的育苗法 ; 其次是苗种成活率低
、

畸变率高
。

解决间题

的办法
,
鱼

、

虾育苗似乎应采取土池中密度精养
,

低密度半精养方式同水泥槽高密度精养相结合 ; 贝类似应以土池半

人工 (采 )育苗和 自然采苗
,

全人工育苗相结合 : 藻类应采取海区采苗和室内采苗相结合
。

至于成活率低
、

畸变率高的

问题
,

则需从加强基础研究着手
。

(四 ) 饵料培养技术

目前解决饵料的办法有: 1
.

室外大面积土池培育法
。

即在苗种放养前先在土池中培养基础饵料生物 ; 2
.

用饵

料培养池专门培养饵料生物
。

日本目前用此法培养海水刁
、
球藻 C h协邝“ a o p

.

和褶皱臂尾轮虫 B 邝c

腼哪
; 邻￡仍￡̀“ .

等作为鱼
、

贝和海胆
、

海参苗种的饵料 ; 3
.

在增殖对象苗种池中
,

直接接种饵料生物
,

如对虾
、

梭子蟹等种类的培宵多

采用此法 ; 4
.

采用人工配合饵料
。

从效果看来
,

似以在土他中苗种与饵料生物一起进行生态系培育为主
,

并辅之以

投喂人工培育的生物饵料或商品饵料
,

较为适宜
。

(五 ) 生物管理技术

增殖对象的生物管理技术
,

对种群 自然增加里和群体变动且有亚要影响
。

在这里仅就中间育成技术和放流技木

作一些探讨
。

1
.

中间育成技术

为提高放流苗种的成活率
,

在放流前再经过一个中间培育阶段
。
因为人工孵化固然降低了从受精卵到幼体期间

的死亡率
,

但是直接放流的死亡率仍然很高
。

有了中间育成阶段
,

死亡率就能显著下降
。

在日本鱼类的中间有成是

在海上网箱 (规格 2 拭 2 x l 米一 6 义 5 欠 3 米 ; 网目为 2一 6 毫米 ) 内进行
。

饵料为玉筋鱼
、

提鱼等低值鱼的肉糜
。
经

30 一4。 日把 1 2毫米左右的仔鱼育成 3。毫米的稚鱼
。

中闻育成阶段的成本较高
,

但对提高成活率大有裨 益
。

有 条

件的地方可利用网拦或废盐田进行
。

贝类的中间育成
,

一般是置于网笼中吊养
,

投喂裙带菜和人工饵料
仁
1’]

。

鲍从玲 毫米经一年中间育成
,

长至壳 长

o3 毫米的稚贝才放流
。
网笼易被藻类附着

,

堵塞网眼
,

造成死亡
,

成本也大
。

近年来出现多段立体式中间育成法印 1和

在海中设置保护礁2s[ , 的方法
,

似较经济
,

且育苗且较大
。

甲壳类的中间育成期较短
,

一般为 2周至 2 个月
。

对虾的中间育成法
:

(功 围 网法
` ” ,” 〕; ( 2 ) 池中育成法

汇”
b

( 3 ) 人工潮间带育成法 〔l’]
。

前二者为封闭式
,

主要靠人工投饵 ;后者是将潮间带的潮溜改造成人工育苗区
。

试验表

明
,

先在人工潮间带育苗区放流 1 51 2 日后
,

成活率为天然潮间带 (即沙滩中的夭然潮溜 )的 3一 10 倍
,

放流密度 为

幼一5 0 倍
。

梭子蟹的中间育成则并用前面二种方法 1[ ,似几

2
.

放流技术

增殖对象苗种从小水体到大水体
,

从人工管养至放流应该有一个适应过程
。

中间育成是适应驯化的一种 方 式
,

但中间育成后如何放入大水体也是不可忽视的重要环节
。

当前日本真纲仔稚鱼放流方式有三种 .1r
:

( 1) 围网或拦网

式放流 ; ( 2 ) 少数分散放流 ; (幻 全生活期的资源培育方式
,

它根据某海区的渔业生产状况和资源增殖特点
,

决定

放流苗种数址
,

并从稚鱼至低龄鱼
、

商品鱼进行资源管理
。

3
.

标志放流和跟踪技术

应用标志放流和跟踪技术
,

来研究增殖放流对象的泪游和重捕率
,

是检验增殖效果的重要手段
。
它也是进行生

物学管理的重要措施之气 贝类增殖放流的跟踪调查
,

在日本以潜水调查为主
￡
幼 ] .

鱼类标志放流有用标志枪在背

鳍基部打入塑料标志牌
,

和切除腹鳍或胸鳍的标志手术等方法
,

近年来又出现超声波标志放流法 30t
) 。

在美国
,

有利

用示踪元素和萤光染料对一些双壳类进行活体标志的方法
,

这种方法最近在日本也开始采用
〔
训

。

此外
,

还有稀有金

属标志放流技术
。

我们认为
,

对定栖性的贝类
,

宜采用活体标志结合潜水调查 ; 对鱼类用标志枪打入塑料标志牌的方

法是可行的
。

对于脱皮 (壳 )的甲充类如对虾等
,

采用阿特金〔A七ik n ) 型标志法
,

效果尚好
,

但梭子蟹的标志效果欠

佳
,

尚需探索新法
。

4
.

增殖对象的生物管理

为提高增殖对象的生物学管理效果
,

须研究增殖对象的最适生长期和不同生长阶段中影响成活率的因索
。

生 物

管理应与渔业管理相结合
。

从渔业增殖管理的要求说来
,

放流之后重点应放在提高生长量来提高增殖量上
。

在生长

最迅速的阶段
,

要规定
`

禁渔区
,

;在生殖季节或生殖盛期
,

至少在第一次性成熟期规定
“

禁渔期
’ .

(六 ) 海洋增殖海区的生境保护
、

改造和重建技术

这是日本当前海洋增殖渔业科研和生产试验的主要方向之一
,

在此简要叙述三个方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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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

形成人工藻场技术
。

人工藻场形成技术￡脚 是在投入夭然石或小水泥块的同时
,

于选定场所按适 当的间隔投

入 (装子细网 目袋中 )即将放散抱子的海带亲本
,

使石块在尚来附生杂藻之前
,

先让海带抱子附着
, 以造成海带林

,

为

鱼贝类主要为贝类提供食物来源
。

2
.

人造鱼礁技术
。

设置人工鱼礁的理论根据
,

目前尚未全部弄清
,

对其集鱼原理
,

现有的解释有荫影
、

饵料
、

隐

蔽场效应和鱼类本能说等 sr, , , 。 现知可以诱集的渔获对象在加 2种以梦川
。
日本当前人工鱼礁的主要设置海 区 主

要是姗科鱼类产区
。

不少海区已形成鱼礁渔业
,

其中媚类渔获至占 5。男以上
。

鱼礁规模越来越大
,

有的~ 个鱼礁场

的施工量达 3 0, 仪冷一 7。 ;枷扣 米
, ,

设置海区已向水深 1加 米以外发展
〔̀ 口,。 人工鱼礁是一项投资大

,

技术复 杂 的 工

程
。
因此在设置前

,

必须在调查的基础上进行可行性的论证
。

弄清打算设置鱼礁的海区
,

是否适宜于鱼礁鱼类栖息

生长? 这些鱼类在质里上和数里上是否有足够的经济价句 是否有可能结合采用声
、

光
、

电等技术来减少鱼礁工程

的建筑量宁建筑鱼礁是否对航运
、

环境等产生不利的影响宁 等等
。

总之
,

进行技术上和经济上可行性的考虑是完全必

要的
。

3
.

增殖海区生度的改造和环境因子的控制技术
。

这方面的重点是改造增殖海区生境和理化
、

生物环境因子 监

测及控制技术 22[ 3。 其研究项目应包括
:

(功 通过现场调查和模拟研究
,

查明增殖海域的地形
、

海流和海中建筑物 等

对生物增殖的影响 ; ( 2 ) 摸清底形
、

底质和藻场变化规律
,

为增殖资源生物的生境改造提供科学依据 苏 (幻 预防和治

理梅水污染和赤潮发生的研究
。

(幻 水下建筑的设计和建造
,

以促进海水交换
,

改善增殖海区的溶氧条件和其他环

境因子
,

提高其对生物资源的承载能力
, 以增加生物基础生产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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