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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市长江 口区渔业资源及其利用
`

王 幼 愧 倪 勇

(东海水产研究所 )

提 要

上海市所辖长江 口区
,

长约 10 。余公里
,

面积约 2 75 万亩
。

195 9年一 1952 年的年平均渔获

量为 4 5舒
.

6 8 吨 ; 1 9 62 年产量最低
,

仅 2驼 1
.

6 吨
,

19 71 年最高
,

达 7 483 吨
。

产鱼类 10 6 种
,

其中淡水鱼类有 24 种
,

占总种数 2 2
.

6 4形 ; 咸淡水鱼类 3 2 种
,

占 80
,

1 , 多 ; 海水鱼类 4 4 种
,

占

41
.

51 男 ; 海淡水徊游鱼类 6 种
,

占 5
.

66 形
。

经济鱼类以凤跻
、

刀娇和前领间银鱼为主
,

此外还

有鳍鱼
、

梭鱼
、

妒鱼
、

断鱼
、

长吻鱿
、

白好
、

达氏爵
、

棘头梅童鱼
、

鳗鲡
、

虹类和东方纯等
,

共约 20

种
。

虾蟹类以安氏长臂虾和中华绒鳌蟹最具经济价值
。

苗种资源开发以鳗苗和蟹苗为主
。

本

文对主要经济水产品渔获量的年际变化作了分析和介绍
,

并就河口渔业的资源保护和增 殖 问

题进行了讨论
。

长江水系为我国最大水系
,

水产资源较丰富
,

天然鱼产量约占全国淡水鱼捕捞量的

70 拓
。

以往对该区的渔业资源状况了解不多
,

书面资料尤缺
。

为合理利用和保护水产资

源
,

工9 75 年一 1 9 77 年曾作过上海市长江口区水产资源和渔业调查
,

其后结合渔业区划调

查等
,

又继续进行了调查
,

现一并整理报告如下
。

上海市长江 口 区的自然环境

长江河 口段
,

西起江阴
,
东抵启东角和南汇嘴联线

,

长约 2 3 0 公里
。

属上海市所辖者
,

西起崇明岛西端稍上方
,

南岸始于浏河 口
,

东抵上述联线
,

长约 1 00 余公里
,

面积约 2 75 万

亩
。

西端江面最狭
,

宽仅 6一 6 公里
,

东端宽约 90 公里
。

在徐六径以东被崇明岛分隔为南

北二支
,

长兴岛和横沙岛把南支分隔为南港和北港
,

九段沙则把南港分隔为南槽和北槽
。

境内沙洲
、

浅摊密布
,

洪槽
、

汉道交错
,

河床地貌复杂而多变
。

长江口区春季多东南风
,

秋季多东北偏北风
,

冬季多西北风
。

全年以东南风为最多
,

西南风最少
。

一般 了一 9 月份为台风季节
,

平均每 4 年中有 3 年要受台风袭击
,

每年 约

l一 2 次
。

水温以 8 月份为最高
,

平均为 27
.

9
“

C
,

一般以 2 月份为最低
,

平均为 5
.

s Co
。

水深

在 1 0一 15 米左右
,
上下层温差极小

。

潮汐属半日周潮
,

每昼夜有 2 次潮流上溯
,

双向水流

往复运动
。

长江年径流总量平均为 9 9 5 0亿立方米
,

占东海入海径流总量的 92 拓 ;年平均流

量最大为 4 3 1 0 0 立方米 /秒 ( 1 9 5 4年 )
,

最小为 2 2 1 0 0 立方米 /秒 ( 1 9 7 2年 )
,

5 0 年 ( 2 9 2 2年一

参加野外工作的还有翰保平
、

余茹华
、

翁志毅和沈闪同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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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1 72年 )平均为 29 2。。立方米 /秒
。

6月至 0 1月为洪水期
,

12 月至次年 3 月为枯水期
。

长江

口区 潮量相当可观
,

在径流量接近年平均流量
、

口外潮差亦接近年平均潮差的情况下
,

通

过南支和北支的进潮量为 2 6 6 3 0 0 立方米 /秒
,

为长江年平均流量的 9
.

12 倍
,

一次进潮总

量为 32
.

5 亿立方米
,

洪水期大潮时一次进潮总量曾高达 45 亿立方米
。

水量分配不均匀
,

涨潮时南支占 82 形
,

北支占 18 多
,

南港占南支水量的 58 那
,

北港占 42 形 ; 落潮时南支占

90 环
,

北支占 10 形
,

南港 占南支水量的 54 %
,

北港占 46 %
。

长江径流入海南支占 98 %
,

北支仅占 2形
。

径流和潮流均很强劲
,

二者相互作用是长江 口河床多变的根本原因
。

随着

径流的变化
,

冲淡水团 (含盐 1一 15 荡 )的位置也不断移动
。

1编 等盐线在洪水期一般东移

到崇明八激
、

宝山横沙和南汇老港一线以东水域
,

枯水期则西移到海门青龙港
、

祟明堡镇

港和川沙自龙港一线以东水域
。

1 9 7 9 年 1 月至 4 月
,

长江径流量仅 4 6 2。 立方米 /秒
,

咸潮

上溯达常熟望虞河 口
,

崇明岛沿岸有 4 个月的含盐度在 2荡以上
。

海水与淡水在长江 口区交汇
,

营养盐类丰富
,

饵料生物繁多
。

浮游生物以硅藻和挠足

类为主
,

优势种有骨条藻 召正己碗娜。 。 c

喇心。饥
、

脆弱角刺藻 C爪知苦柳
二哪 决杯乙曲

、

中华华

哲水蚤 战。
蜘坛怜锵 分勿记娜抬 和虫肢歪水蚤 全砰才

。 。二 馏护。 店二不哪 等
。

底栖动物有日本沙

蚕 Ne “ 殆 夕叩, 蜘 等近 10 种多毛类
,

还有螺蜘 几白犷夕。 : 弊 。 。玩耐口众企3 、

河舰 O 口: 乙̀二七

刀。
、艺嘟二 和溢蛙 泞咖郎闪咖坛 oc 舫押娜

“
等 10 余种软体动物

。

河规等底栖动物既是鱼类

饵料
,

又能直接上市
,

与渔业关系颇密切
。

上海每天有 3 00 万吨工业废水和生活污水
,

通过西区和南区排污口以及黄浦江
,

排向

长江 口
,

有害有机物与重金属有酚
、

苯
、

汞
、

铜
、

锌
、

铬等
,

石油污染和船舶废油废水污染水

质也日益严重
,

对发展河 口渔业极为不利
。

上海市长江 口 区的鱼类区系组成

据调查
,

上海市长江 口 区有鱼类 10 6 种
,

分隶于 45 科 89 属
。

其中以鲤科为最多
,

计

18 属 19 种
。

其余有暇虎鱼科 g 属 10 种
,

银鱼科 4属 5 种
,

鲜科和石首鱼科 4 属 4 种
,

鳗

科和鳃科 3 属 4 种
,

弹涂鱼科 3 属 3 种
,

鳄科 2 属 3 种
,

蛹科
、

塘鲤科和鳗暇虎鱼科各 z 属

2 种 , 纯科 1 属 6 种
,

舌绿科 1 属 5 种
,

红科和鱿科各 1 属 2 种
,

真登科
、

皱科
、

鲜科
、

白鲜

科
、

龙头鱼科
、

鳗鲡科
、

海鳗科
、

蛇鳗科
、

前肛鳗科
、

亚口鱼科
、

海鳅科
,

曦科
、

领针鱼科
、

杜父

鱼科
、

指科
、

嬉科
、

缪科
、

绸科
、

松绸科
、

海龙科
、

银汉鱼科
、

马拔科
、

嘴科
、

毒纳科
、

带鱼科
、

鳍科
、

绍科
、

攀妒科和蝶科各 l 属 1 种 (详见表 l )
。

根据鱼的生态属性
,

长江 口区的鱼类区系组成
,

可划分为淡水鱼类
、

咸淡水鱼类
、

海淡

水徊游鱼类和海水鱼类 4 种成分
:

( 1) 淡水鱼类 ( h 朋 h w eat
r fi hs 图 :) 终生栖息子淡水

,

以

鲤科为主
,

包括亚 口鱼科
、

绘科和攀妒科
,

共 24 种
,

占上海市长江 口 区鱼类 总种 数的

22
。

64 %
。

( 2) 咸淡水鱼类 ( B r ac k i比 w at 。 力曲朗 :) 是一群典型的河 口鱼类
,

以银鱼科
、

缝

科
、

塘鲤科
、

暇虎鱼科和弹涂鱼科为主
,

还包括凤跻
、

间下嫉
、

香蟠和妒鱼等
,

以及向上游进行

生殖徊游的达氏爵和 白鳃
,

共 32 种
,

占总种数 30
.

19 %
。

( 3) 海淡水徊游鱼类 ( Dj 记肠m uo
,

f扫h es :) 一生中要经历两种完全不同的生态环境
,

分降海 性 ( C a沈破or mo us ) 和 溯 河性

( A n a d or 咖朋 ) 两种
,

前者如鳗鲡和松江妒鱼
,

后者如绷鱼
、

刀鱿
、

暗色东方纯和弓斑东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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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上海市长江口区鱼类名录

顺序号 种
淡水鱼类 (感

刁
J

日乙

淡水
类
海水鱼类 海淡水

徊游鱼类

十+++

++

阔口 真盆 伽
o r

a h
:五讯“ s了a 才̀对 。桃“ 5F a D g时 W

a n g

奈氏红 Da
召, a亡助 吮 a

、
: , 。 e

( S七
e i nd

a e h o e 刃 )

中国红 刀“ s , a 亡̀; ; `
娜

s钻 〔傲
e in d a o h ” e r 〕

莺绩 皿 , 不̀。乙a 亡̀。 ￡。 乙̀介` 现
e o k o r

达氏鲸 A 口 ,̀ 引职昭犷血乙印
a

恻 ( D u功 6 r i l )

白鳄 1,
5巴 p加朋 夕艺a d如 s (M a r 七e

朋 )

斑愁 侧 公夕。 乳 o
J的 夕助卫时川牡盆 (T

.

e七日
.

)

勤鱼 几 f。人 a 。艺O 刃夕a协 (玩
n n 。七七)

青鳞鱼 刀 “ 份叼川 a 夸公, `。时 B le e ke r

肠鱼 滋“ 心犷牡犷。 彻 巴
哪吕“ ( R i。五吕 r

ds
o n )

刀鳞 c o 乙̀勿 。。示e
, 。 oJ 了 d a n o t s

“
缸。

凤鳞 c o ￡l鹅 仍 , 吕ha (毛主几 n
ae
砚 日

)

赤鼻棱鳃 r h犷佃 s a 无 a二仍 a老e , 骊, ( B le e k e r )

黄卿 召就艺铆舰权口 协勺 ( C双 v
.

弱 V 祖
.

)

前领间银鱼 H
。鹅asi z。筋 少何

” a才九讹 “
R e g a n

大银鱼 P 二 o亡。 : a 王a
二 抑

a王。。 , 。 。 注。 。 ( A b b o七七)

乔氏新银鱼 N ` o招Za帕工 J o犷面私` W
肠 k i y a e t T a k a加日 i

太湖新银鱼 N o o s o z

~
协认卿

s f 3
C h o n

有明银鱼 召a z

哪
a再 a沦。 吃廊, K i s h i n o u y e

龙头鱼 万盯和面。 娜缺卿
。 (H徽

一 B u e h
.

)

鳗鲡 过” 夕“ 侈乙20 J
a 护。呱 e a T

.

e t 3
·

海鳗 皿钊 , a e 雌。 s郎 改。 e, 。舫 s
(F o r o k缸 )

姆形短体鳗 方, a涵, 5 0 0 0卯孙` s e : 。 e

诫`了如心 s 〔B e n n 。七七)

前肛鳗鞠
5 0” 、 。 a叼

似戈z子a 八 5 B a r 。 疡 r d

卿鱼 Ca 。 , 别创浮 洲分 a `。 (L i n n 3 o u $ )

肯鱼 盆班
o护万a摺叼。己。 ” 洲 e e 。 容 ( R i e五a : d o o n )

草鱼 口灰州四加印叼
o d傲 f翻 z a CC u v

, 。七 V 沮
.

)

赤眼缚 尽g材召 艺动卜a r 石。 e “ , 犷`邵玩
:

( R i e h a r d日O n )

逆鱼 过 e a 此云孙o b邝仍 a 碗洪 。姑 ` B l e e k o r

银酮 X跳
。 亡 y p犷公吕 a勺 e咐 ea G认n七玩 r

蝙鱼 尸 “ 、 b : a仍侮 娜讼纽 。” 。茗s
( B a , i l e w 日k y )

油氟五扮二介耐份: 配, 玩“ w . r

外
c

ho w
, k y

撅条 H
e 。 荃e 二 Z忿。 r 不。 e命 e似私 s

(丑昭 i飞e
w s k y )

伯鱼 C朴忑化犷 a 忑乡双州似名 B a s i l o
w 日k y

寡鳞飘龟 P卿 J碗 a 舰石。 e a “ 翅1邝诚 f s ( N i c Oh 工白 )

鳍皱 丑凡次瀚拉 s 日p
,

鳞鱼 万留, 。夕人亩ha 之仍蓄e几 th洲。 饥。乙“ 犷翻 (G u v
.

e t V a l
.

〕

端鱼 姓万。`感e耐入, 。 公。吞视`:
( R i e

ha
r d s o n )

长条铜鱼 C o喇“ 。 五时 e犷 o d ; 。礼 ( B el
e k o r

)

棒花鱼 A 乙乙。不寸初召 时佣 Za “ s
(B a吕宜王e w 日k y )

麦穗鱼 卫邵“ d。。 幼。
协 邺。 。

(T
.

时 召
.

)

杜氏蛇绚 名a
犷叩 。玩 o d似叮比二 11落Bl e o k e r

宜昌鳅鲍 夕。右茗。石。才̀ a 介 h a介 g亡铃 s`, 万 a n g

胭脂鱼 万梦
二 o 亡歹, , ,

训名 a ,仇枷
。 s

(Bl
e e k o r

)

长吻鱿 L e ` o 口。貂待 10叼茗
r o对 r 落。 G 位川阮 r

黄颧鱼 刀删 J o吞叩洲召如加落击 a e o ( R 主e h . r d s o n )

1234石6789

+十

+++++

十++

十十++十+十++++++++十++++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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润类水

表一淡

海游

.

公戒 .有ù一
`

…工洲
ō

一+十十十

顺序号 种
咸淡水
鱼 类

++十++十++

十+++十十十十十十十十++十+十斗

叉尾黄颖鱼 尸 e :私而乙
a 刃犷此

。。 p o g哪 o B
u l en go r

中华海蛤 通 i r讹 “ 附晚“ ;L
a c色护山

白氏银仅鱼 川肠
;苏彻泞 从 e

毓
e对 G 云n 七 h e

r

间
一

F缴 鞠p o r孔a 价 , h 。 。 镇鸽切, 刀树d勿 s
(C合 n t o r )

扁领针鱼 过次绒祝“ a 份
郎切娜况协 (伪.v et v al

.

)

刺冠海龙 伪洲 t介o f比忿甸“ 护刃” 1口a亡二,
(W e b o r

)

鳍鱼 形叼心即刃h因姗 L 主丑 n 龄 u 白

梭鱼 L幼 a 再a 。二 a古。 心从万a 〔丁
.

e t s
甲

)

棱梭 L 臼 a
似

犷`刀 a
俪 〔C u v

,

e 七v a l
卜

)

前鳞骨给 0对 。。。 叼“ o

州叼
s 。 。 f (丑 l e o k o r )

四指马酸 刃哀e u ￡h e 犷

姗饥a 名e衍
.

a 况a 亡
切z以桃 ( S h a w )

妒鱼 L a t刃。之。 乙犷a 买 孙 p o ” 公哪 ( C u v
.

e 七 V a l
,

〕

多鳞缚 S视矛a 夕。 。 `h “ 。 。 ( F o r 3 k a l )

六带络 c a r a 守话 脱牛
和 , e f公。 5

Q n o 了 e 七G 翻 io a r d

黑绸 8 , a r。 。 哪 a e犷。 。 。户
a老。 s

( B a : i le
w , k y )

松细 肠。 o谬i合 ` “ r沁四 a 饥 巴
嘟活 〔B l伽 h )

棘头梅童鱼 e o忑z`。 h七甸: 王时。 `己。 。 ( R 豆
e h吕 r d o o n )

鱿鱼 卫“ e入才勺盆 渺落扭夕 (丑 a 吕 j l e w o k y )

皮氏叫姑鱼 J o沁。伽: 乙̀ 。
叼

e , ` f (Cu
v

甲

e t V a里
.

)

黄姑鱼 万 f乙e a 司 乙汀艺。邝 ( R i o h a r d : o 。 )

香峭 Ca l了̀o魏 , 仍倪; 。 乙̀面
。

G 往n士h o r

尖头塘嫂 刀
e o t; ` s

侧, e
即 h a 之舰 : T

甲

e七 s
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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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淡水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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切101o102a104l娜哪

可能为新种
,

有待进一步鉴定

纯
,

共 6种
,

占总种数的 6
.

“ 终
。

( 4) 海水鱼类 ( M ar 」ne 几曲、 :) 系一群随海潮进入河 口

黄的沿岸 带
、

海产或广盐性鱼类
,

包括阔口真鳖
、

奈氏红
、

莺绩
、

海鳗
、

鳄形短体鳗
、

黝鱼
、

、

龙头鱼
、

中华海鳃
、

扁领针鱼
、

鲡
、

六带够
、

黑绸
、

松绸
、

刺冠海龙
、

四指马酸
、

、

银鳗
、

蛤鱼
、

马绞
、

鬼细以及石首鱼科和舌蝎科的一些种类
,

共 “ 种
,

占总种数的
.

5 1%
。

鱼细41

上海市长江 口区的鱼类资源及其利用

在上述 1 06 种鱼类中
,

具重要经济价值的主要有凤鳞
、

刀鱿和前领间银鱼 3 种
,

其它

经济鱼类还有细鱼和梭鱼
、

妒鱼
、

长吻鲍
、

白好和达氏鲜
、

细鱼
、

鳗鲡
、

棘头梅童鱼
、

东方纯

类和鱿类等
,

共约 20 种
,

现将其渔场
、

渔期
、

作业方式和产量分述如下
。

凤鳞 平时生活于近海
,

春季来河 口产卵
。

雌性个体较大
,

体长一般 1 5一 18 厘米
,

最

大 2 2 厘米
,

俗称籽鳞
、

凤尾鱼
。

雄性较小
,

体长一般 10 一 13 厘米
,

最大不过 16 厘米
,

俗称

小鱿鱼
。

有流网和深水网二种作业
。

渔期自谷雨到大暑
,

以小满到夏至为旺季
。

流网现

在南支作业
,

尤以南港和北港航道两侧为主
,

60 年代前在北支也有作业
,

后因淤浅而停

产
。

深水网主要在北支作业
,

宝山沿岸原来也是作业区
,

因受西区排污 口大量排放污水影

响而废弃
。

凤鱿是长江口 区最重要的捕捞对象
,

流网作业渔场完全位于上海市的辖区之内
,

参加

该项作业的除祟明和宝山的渔业社队外
,

还有属于江苏省的 10 余个县市的社队
,

1 9 7 3 年

产量最高
,

达 3 4 3 0
`

2 吨
,

1 9 81 年仅 1 4 8 6 吨
。

70 年代较 60 年代产量提高了将近一半
,

是

由于捕捞强度有较大提高所致
。

大致有三方面原因
:

①渔船实现了动力化
,

渔场扩展到 了

九段沙和铜沙一带 , ②网高由 80 目增至 20 0 目甚至 3 50 目
,

扩大了截鱼面积 , ③网具材料

已全部尼龙化
,

毋需拷网休渔
,

增加了捕捞时间
,

且尼龙丝较蚕丝的催网率更高
。

进入 0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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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代 以来
,

除 1 9 8 1 年外
,

凤鱿年产量均高于最近 24 年的年平均产量
,

资源尚称稳定
。

但

随着航运业的发展
,

航道不断拓宽
,

锚地日益增多
,

作业区越来越窄
,

加上船舶废油废水和

工业污水的增加
,

势将影响今后生产
,

前景不容乐观
。

凤跻是制罐优质原料
,

主要由国家

收购
。

刀鱿 溯江产卵者俗称刀鱼
,

河 口栖息者俗称毛鱿
。

作业方式有 4种
;

①刀鱿流网 :

渔场与凤鱿流网作业区相同
,

渔期自雨水到谷雨
,

以惊蛰到春分为旺季
。

②插网
:

渔场在

祟明岛南北沿岸和东滩
,

以及南汇沿岸
,

渔期 自惊蛰到小满
,

以稀网捕刀鳞
,

小满以后改换

密网捕小刀鳞和其它小杂鱼
,

可生产到立冬或小雪
。

③挑网
:

渔场在崇明岛南岸
、

横沙岛

北岸以及横沙与长兴岛之间的夹洪
,

渔期从小暑到小雪
,

以小暑到处暑为旺季
。

④深水网
:

渔场在北支北四激以东
、

九段沙北侧和 圆沙角
,

宝山沿岸原来亦有作业
,

因受污水影响而

废弃
。

上述 4 种作业中
,

刀鱿流网是专捕溯河繁殖亲鱼的一种作业
,

近 24 年 ( 1 9 5 9一 1 9 8 2 )

的年平均产量为 10 4
.

18 吨
,

60 年代为 10
.

44 吨
,

70 年代为 1 86
.

7 4 吨
,

进入 80 年代以来

年平均产量为 13 6
.

40 吨
, 1 9 7 3 年产量最高

,

达 39 1
.

2 吨
,

1 9 6 2 年最低
,

仅 1
.

05 吨
。

刀鱿

流网作业在渔期
、

渔场和作业性质上与前领间银鱼的生产有矛盾
,

70 年代以前上海地区

从事该项作业者甚少
,

随着银鱼捕捞业的衰落而有较大发展
,

渔获量有很大增长
,

所捕者

都是溯河繁殖的成鱼
,

肉嫩脂多而味美
。

前领间银鱼 俗称面鱼
,

每年春季群集于河 口产卵
。

作业有舫网
、

挑网和深水网三种
,

均属定置作业
。

渔期一般始于惊蛰
,

终于立夏
,

春分到谷雨为旺季
。

渔场较广泛
,

祟明岛

南北沿
、

宝山沿岸小川沙以西
,

长兴岛和横沙岛南北沿及其夹洪皆有作业
。

近 24 年的年

平均产量为 2 2 7
.

9 7 吨
,

60 年代为 3 4 1
.

9 5 吨
,

7 0 年代为 1 3 5
,

6 3 吨
, 1 9 5 0一 1 9 8 2 年的年

平均为 80 吨
, 19 6 1 年产量最高

,

达 56 3
.

65 吨
,

1 9 7 8 年最低
,

仅 20
.

8 吨
。

产量不稳定
,

总

的为下降趋势
,

尤其是 1 9了4 年以来
,

生产每况愈下
, 1 9 81 年虽略有回升

,

也不过 1 2 5 吨
。

前领间银鱼来河 日繁殖
,

游泳力弱
,

产粘性卵
,

易受环境变化所影响
,

长江 口水厉污染日益

严重
,

这种鱼类严重减产可能与此有关
。

峪鱼和梭鱼 前者俗称乌绷
,

后者俗称红眼继
。

长江 口以梭鱼为多
,

终年可捕
, 3 月

和 n 月生产较好
。

作业以插网为主
,

渔场主要在崇明岛东滩和南汇沿岸
。

祟明裕安捕鱼

站 1 9 7 3一 9 1 7 6 年平均年产 2
.

12 吨
,

产量不稳定
。

另一作业为地曳网
,

渔场在崇明岛南沿

自老 鼠沙至奚家港
,

宝山石洞至太仓浏河及川沙沿岸
。

川沙沿岸因受污水影响
,

渔场现已

废弃
。

妒鱼 长江 口几乎终年可捕
,

有插网和滚钩 2 种作业
。

插网渔场如前所述
,

生产以 5

月至 10 月较好
。

裕安捕鱼站捕妒鱼 1 9 7 4 年为 1
.

44 吨
, 1 9 7 5 年为 1

.

61 吨
,

1 9 7 6 年为

2
.

1咬吨
。

滚钩渔场在九段沙和铜沙一带以及横沙南北沿
,

自清明生产到霜降
,

以清明到

夏至为最好
,

渔获个体较大
,

一般每尾重 3
.

5一 4 公斤
,

大者达 13 公斤
。

长吻跪 俗称白吉
,

终年可捕
,

作业有滚钩和轻拖网 2 种
。

滚钩渔场在南港和北港航

道两侧
,

以春分到清明
、

秋分到立冬生产较好
,

产量不稳定
。

轻拖网作业利用该鱼喜群居

深处越冬的习性
,

专捕越冬鱼群
,

渔场与滚钩作业区相同
。

白鳃和达氏鳃 前者俗称鲜枪
,

后者俗称着甲鱼
,

平时栖息于长江口
,
在长江上游繁

殖
,

产后仍回河口栖息
。

作业有轻拖网
,

滚钩和插网 3 种
。

轻拖网和滚钩渔场在北港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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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
,

西起崇明奚家港正南
、

横沙西北
,

东抵佘山西南约 4 海里处
,

长约 18 海里
,

宽约 2一 5

海里
,

水深 g一 1 3
.

5 米
,

渔期自立秋到霜降
,

一般所捕均为体重在 50 公斤以上的大个体
。

此外在佘山
、

铜沙一带放滚钩捕奈 氏红和长吻统时
,

常可捕到数公斤乃至 30 余公斤的达

氏缉
。

崇明岛东滩插 网作业在小满到小暑期间常捕到体长仅 1 5一 20 厘米的达氏鲜
。

白鳃

几乎终年可捕
,

数量较达氏绮稍多
。

断鱼 长江口是亲鱼上溯产卵必经之地
,

也是幼鳃下海前的肥育场所
。

渔期自谷雨

到夏至
。

境内由于江宽
、

水深
、

水文情况复杂
、

群体分散产量低
,

而且与凤鳞渔汛时间上有

冲突
,

故外地盛行的绷鱼流网为上海市所无
。

上海地区捕细鱼仅插网 工种作业
,

崇明岛东

滩和南汇东海农场外侧每年都能捕到一些
,

数量不多
。

组骊 每年 9一10 月份
,

在内陆水域肥育的亲鳗纷纷集群随流下海
,

遇上风雨交加天

气
,

常结群起浮在江面翻滚
,

渔民乘机抄捕
。

渔场主要在江阴一带
。

上海地区挑 网张白虾

时可兼捕一些
,

70 年代以前在北支每潮水可兼捕 20 一 30 公斤
,

现在很少捕到
。

鳗苗资源

是长江口 的一项宝贵财富
,

1 9 7 4 年起组织捕捞
。

2 月底开始见苗
,

生产约 10 0 天
,

至 6 月

初结束
,

以清明前后为旺季
。

捕捞工具为抄网
,

作业场所主要在祟明岛北沿各闸口
。

旺

季每个闸口每天可抄捕 10 余公斤
,

最多达 36 公斤
。

东方帅类 几`洲
s p p

.

俗称河纯
,

长江 口有 6 种
,

以暗色东方纯和条纹东方纯 (又称

青郎鸡 )居多
。

肉味鲜美
,

但血液和内脏有剧毒
,

误食可致死
,

盐干品俗称乌郎眷
。

渔期自

春分到秋分
,

以清明到小满为旺季
。

春汛所捕主要是溯江产卵的暗色东方纯
。

作业有护

网
、

挑网和插网 3种
。

前 2 种作业渔场与前领间银鱼的渔场相同
,

插网渔场在祟明岛东滩

和南汇沿岸
。

在崇明岛东滩
,

东方纯类的产量在插网作业渔获量中所占比重
,

平均为 9 %
。

棘头梅童鱼 系沿岸性海产鱼类之一
,

春季来河 口及其邻近海域浅水区产卵
,

仅插网

作业一种
,

渔场在崇明岛东滩和南汇沿岸
,

尤以后者为主
,

以清明到小满为旺季
。

天晴暖
,

有
`

3一 4 级东南风或偏东风时
,

进长江口的群体较大
。

虹类 D a s夕a `始 s Pp
.

俗称尺鱼
,

有奈氏红和中国红等几种
。

长江 口拦门沙附近水域

为红类繁殖场
,

每年 3一 4 月来此交配
,

盛夏到底质坚实的浅滩产仔
,

立秋以后才转入深

槽
。

作业有滚钩和插网 2 种
,

渔场在佘山
、

铜沙
、

九段沙和南汇沿岸
。

渔期自清明到立秋
,

以小暑到大暑为旺季
。

自夏至到立秋所捕者均为 5一 10 余公斤的大个体
。

长江 目的红类

年产量
,

估计约在 2的 至 3勃 吨之间
。

上海市长江 口 区的虾蟹类资源及其利用

上海市长江 口区所产虾蟹有 日本沼虾 卫吮时b0 犷

恻无俪。 、 印夕,
。嘛 ( ds H aa n )

、

安

氏长臂虾 P目二哪哪 (肠
。, a

玩。似 )
~

a似触介` (K e
m P)

、

脊尾长臂虾 Pa 硫仇摊 (及叩 ,

乙ea , 郎 ) 允 , 讯落刚面 丑 ol ht u 拍
、

秀丽长臂虾 Pa l二。 口。 (五切叩成酬。 。叻 。 。山 st 琳 ( He -ll

二 )
、

葛氏长臂虾 Pa 名, 。帆 (凡舔 , , ) g : a。介州 Y u 、

三扰梭子蟹 尸时如 , 。 `: 心二酝。

二认如: (M ei sr )
、

锯缘青蟹 忍四那“ 盯二甸 ( F。、 k么 l )
、

·

绒毛近方蟹 场. 名尹卿二 ; 罗。诫
-

l玩`储 ( de H ~ )
、

豆形短眼蟹乃彻夕展 ha 肠牲封习夕勿卿`励钧诚
: 从产州 et

、

中华绒赘蟹 Er 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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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触行 s侃哪f ssH
.

M In I e一E d w二由 和狭领绒鳌蟹 价`配入召加 跄州。严“ 从招 R时 b hu m等近

2 0种
。

葛氏长臂虾 (俗称红虾 )在长江口外花鸟
、

绿华一带
,

三优梭子蟹在佘山渔场
,

产量

颇大
,

但在长江口内不多
。

在 口内具重要经济价值的有安氏长臂虾
、

脊尾
一

民臂虾和中华绒

整蟹 3 种
。

安氏长臂虾和脊尾长臂虾 前者俗称白虾
,

后者俗称青虾
。

作业主要有舫网和挑网

2 种
,

渔场与前领间银鱼的相同
。

自惊蛰到小雪均可生产
,

但春汛与前领间银鱼
、

刀鱿和凤

娇生产时间冲突
,

与后 2 种捕捞对象还存在着作业上的矛盾
,

故大多在凤鱿渔汛结束后才

张捕
,

从立秋生产到小雪
,

以处暑至霜降产量较好
。

近 24 年 < 1 9 5 9一 19 8 2) 的平均年产量

为 2 8 5
.

4 3 吨
, 6 0 年代 为 2 5 1

.

8 1 吨
,

7 0 年代为 2 4 5
.

8 3 吨
, 1 9 5 0一 1 9 8 2 年平 均年 产

41 2
。

45 吨
, 1 9 5 9 年产量最高

,

达 6 3 6
.

7 吨
,

1 9 7 7 年最低仅 4 0
.

1 吨
。

在铜沙和北支
,

挑网

和深水网作业可捕到相当数量的脊尾长臂虾
,

个体较大
,

但数量远不如安氏长臂虾多
。

中华绒鳌蟹 俗称毛蟹
,

在长江 口区依生产 习惯又有冬蟹与春蟹之分
。

作业为蟹拖

网
,

渔场在南支航道两侧
。

春蟹一般自立春前 10 天起捕
,

约生产 40 天 ; 冬蟹 自霜降生产

到大雪
,

历时 1 个半月至 2 个月
。

近 24 年 ( 1 9 5 9一 1 9 8 2) 的年平均产量为 66
.

70 吨
,

60 年

代为 8 2
.

5 4 吨
,

7 0 年代为 4 6
.

5 1 吨
,

1 9 5 0一 19 8 2 年的年平均为 6 5
.

0 7 吨
, 1 9 5 9 年产量最

高
,

达 14 1
.

05 吨
, 19 78 年最低

,

仅 18
.

15 吨
。

长江日是中华绒鳌蟹的繁殖场
,

每年秋冬之

交
,

生活在内陆水域的亲蟹来此交配
。

交配后母蟹抱卵数月
,

孵 出搔状幼体
,

经 5 次蜕皮

成为大眼幼体 (俗称蟹苗 )
,

进入淡水再蜕皮一次成为幼蟹
。 1 9 6 4 年以后长江 口蟹的产量

锐减
,

与长江 中下游
,

尤其是长江三角洲
,

沿江各河 日子上建闸设坝密切有关
。

由于阻隔了

洞游通道
,

内陆水域蟹的资源量急剧 下降
,

进入产卵场的群体数量亦必然大受影响
。

60 年

代后期通过放流蟹苗以提高内陆水域蟹的资源量取得显著成效
,

蟹苗捕捞因之成为一种

新兴渔业
。

渔期自立夏到小暑
,

以小满到芒种为旺季
。

整个长江口均有蟹苗分布
。

上海市

以祟明岛北岸各闸口
,

尤以北八激闸
、

北四激闸和东方红闻 口的产量为高
,

4 9 6 8 年试捕
,

1 9 7 0年起正式组织生产
,

来沪采购的有全国 20 余省
、

市
。

1 9了O一 19 8 1 年崇明岛平均每年

捕蟹苗 72 86
.

42 公斤
, 1 9 8 1 年产量最高

,

达 2 05 0 0 公斤
,

1 9 8 2 年未发
,

1 9 8 3 年仅捕到

5 00 余公斤
,

产量不稳定
。

长江 口 区水产品渔获量的年际变化

上海市长江 口区水产品的历年渔获量
,

列如表 2
。

其中凤鱿产量仅限本市渔业队所

捕
,

因数据不系统
,

故未将江苏省的生产单位在上海市境内所捕者统计在内
。

凤鱿
、

刀鳞
、

前领间银鱼
、

安氏长臂虾和中华绒鳌蟹渔获量的年际变化
,

前面 已述不重复
。

就鱼类而

言
,

近 2 4 年 ( 29 5 9一 2 9 8 2 )的年平均渔获量为 4 2 3 5
.

5 5 吨
,

6 0 年代为 3夕1 3
.

5 5 吨
,

7 0 年

代为 4 8 0 0
.

07 吨
,

1 9 8 0一 1 9 8 2年的年平均为 3 7 0 6
.

4 8 吨 ; 1 9了l 年产量最高
,

达 7 34 6
.

5吨
,

1 9 6 2 年最低
,

仪 2 5 9 5
.

8 吨
。

与 60 年代相 比
,

70 年代的年平均渔获量增长了 29
.

24 形 , 进

入 80 年代以来
,

较 70 年代下降了 29
.

52 %
,

大体上回到了 60 年代的水平
。

虾蟹类的渔获量
,

近 2 4 年 ( 1 9 5 9一 1 9 8 2 ) 的年平均为 3 5 2
.

x 3 吨
, 6 0年代为 3 3 3

.

3 5吨
,

? O年代为 2 5 9
.

8 3 吨
, 2 9 8 0一 1 9 5 2 年平均为 4 8 0

.

5 2 吨 , 1 95 9年产量最高
,

达 7 7 7
.

7 5 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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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上海市长江 口区主要鱼类和虾蟹类 18 55一 9 1 8 2年的渔获t (单位
:

吨 )

鱼鱼 类类 虾 蟹 类类

凤凤 鳞鳞 刀 筋筋 前领间间 杂 鱼鱼 小 计计 安氏长长 中华绒绒 小 计计
银银银银 鱼鱼鱼鱼 臂 虾虾 鳌 蟹蟹蟹

5 222
.

666 4筋
`

666 3 8叱
.

888瀚9 4
.

5556 6 3
.

777

」」O
、

999 5肠
、

111 2589
、

0004Q已〕
甲

666 3 5 7
`

666

9 111
.

444洲 3
,

777 1 6 9 7
`

666 2名9 2
.

444 生3 9
.

222

111
.

111 3皮
。

888 1 7 1 8
.

分分 2 5 9 5
.

888 1 9 0
.

888

888
.

000 32 5
.

777 20 1 5
甲

999 2 9 94
.

888 3 22
`

444

111 6
.

石石 1 8 3
甲

444 ]涎 1
.

555 3 2汉
.

333 2芝7
`

999

111 4
.

444 筋 1
.

444 2 2 4 6
。

111 韶望
甲

444 1日〕
,

888

」」0
.

999 2倪
.

厅厅 2 3 07 777 3 4 27
.

999 注69
。

666

666
.

222 3能
`

777 2咬犯分
`

888 胎邸
.

666 I D6
.

555

666
.

888 3 6 9
』

666 3 4 2 8
.

444 4 6能
.

石石 2 ] 5
.

222

222 9
.

888 1 8 1
.

了了 48 37
.

333 6理4
`

333 2 3 0
.

999

胎胎
.

888 3 0习
`

666 奶 13
.

888 6 1 ] 8
,

666 1 7 5
甲

000

111邸
。

夕夕 3 22
.

777 印邓
.

999 7奚 6
.

555 9 7
.

222

肠肠 1
甲

222 1犯
.

999 2 18 8
。

OOO 3以洲污 888 4 2 8
.

111

999涎
,

222 3韶
.

666 3 2 ] 0
.

666 邱9 4
.

444 3臼」
,

444

111以
甲

333 9 5 000 23 蛤
`

666 4井0
.

666 4 〔旧
.

666

111 47
.

666 6石
.

000 3 1 9 5
.

555 峨4 4 1
甲

666 3邪
,

222

222 0 3
.

333 邱
。

444 3 0 1 5
`

444 4 2了1
.

000 丁」0
,

999

222 0 8
,

444 26
.

333 2 2 0 1
,

000 3 244
.

]]] 切
,

111

1116 8
.

仑仑 加
。

888 3部 2
.

444 49 9 2
.

222 3 6 8
。

666

妞妞0
.

666 2 8
.

111 28 25
`

777 4黔6
,

OOO 19 7
`

333

111 1 2
.

666 e l
.

000 2价9
.

444 4幻 1
.

555 44 9
.

666

111 6 6
.

000 工2 5
.

000 24 14
.

444 3 4奶
.

000 3 9 1
,

666

333334
.

000 2 1 0 0
甲

OOO 3 4 0 2
.

000 3 9 6
.

222

1 9 77 年最低
,

仅 87
.

4 吨
。

与 60 年代相 比
,

70 年代的年平均渔获量下降了 1 3
.

16 拓 ,进入

8 0 年代以来
,

较 7。 年代增长了 65
.

7 9%
,

较 60 年代增长 4 4
.

15 %
。

上海市长江 口区水产品总渔获量
,

近 24 年 ( 1 9 5 9一 1 9 8 2) 的年平均为 4 5 8 7
,

68 吨
,

60

年代为 4 0 4 7
.

2 吨
, 7 0 年代为 5 0 8 9

,

9 吨
, 1 9 8 0一 19 5 2 年的年平均为 4 1 8 7 吨 , 2 9 7 1年产

量最高
,

达 7 4 8 3 吨
, 1 9 6 2 年最低

,

仅 29 21
.

5 吨
。

与 60 年代相比
,

70 年代的年平均渔获量

增长 25
.

74 % , 进入 80 年代以来
,

较 知 年代下降 21
.

5 6 %
。

问 题 和 建 议

上海市长江 口区 1 9 8 1 年和 1 9 8 2 年的总渔获量均不足 4 0 0。 吨
,

低于 近 24 年的年平

均渔获量
,

与 70 年代相比
,

下降 3 1拓
。

主要水产品 1 9 8 0一 19 8 2年的年平均产量
,

除安氏

长臂虾和中华绒赘蟹较 70 年代的年平均为高之外
,

凤鲜
、

刀鱿和前领间银鱼均较 70 年代

的年平均为低
。

尤其是前领间银鱼
,

自 1 9 74 年以来生产每况愈下
,

在上海地 区已到了几乎

不成渔汛的境地
。

据反映
,
经鲡

、

细鱼
、

达氏爵
、

白终和暗色东方纯等的产量也远不如前
。

上述情况表明
,

与我国内陆渔业和海洋渔业一样
,

长江的河 口渔业也正面临资源衰退
。

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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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之产生
,

是由人类生产活动导致外界环境恶化
,

破坏了水族繁殖和生长的活动规律以及

捕捞过度所引起
,

具体地讲主要有以下三个原因
:

( 1) 水利工程的影响 长江 口渔业以捕徊游性水族为主
。

这些水族有的要在长江中

下游干流及其附属水体中繁殖和肥育
,

有的要降海或在河 口区产卵
。

建国以来在长江中

下游沿江各 口子大多 已兴建了水工设施
,

如长江三角洲沿江 70 个日子在 60 年代及其前

后 已建防洪节制闸 44 座
,

其余均 已筑了涵洞
,

截断了鱼类和虾蟹类的通道
,

使降海水族在

闸口横遭截捕
,

苗种受阻于 闸外
,

不能入内肥育
。

由于干流饵料基础较差
,

苗种成活率不

高
,

影响了群体补充
,

产卵群体相应减少
,

进而又促使苗种数量下降
,

如是恶性循环
,

必然

导致资源衰退
。

( 2) 水质污来的影响 上海市每天有 3 00 万吨污水 (工业废水占 2 / 3) 排向长江 口
。

西区排污口每天排放 6 0一7。 万吨
,

形成一条长 5 公里
、

宽 3 00 米的黑水带
,

影响所及长达

1 1
.

2 公里 ; 南区排污口每天排放 30 余万吨
,

影响较前者稍小 , 黄浦江每天排放 2 00 余万

吨
,

落潮时在吴淞 口外呈扇形扩散并转向下游南岸
,

长达 4一5 公里
。

再者
,

随着航运业的

发展
,

每天进出黄浦江的船只已达 1 5 0 0。余艘次
,

在港船舶 5 8。。 余艘
,

机动船舶产生的油

污水量 (含油浓度 1 0 0 0一 10 0 0O p P m )已达 2 4 5 2 8 吨
,

水质污染也 日趋严重
。

( 3) 幼 鱼资源严 重受损 长江口区是经济鱼类幼鱼的肥育场所
。

深水网和挑网夏秋

汛 (8 一 11 月 ) 生产对幼鱼资源为害很大
。

70 年代上海市郊各县深水网作业有很大发展
。

近二年推行生产承包制后
,

不少农民也纷纷从事深水网和挑网作业
。

现在上海市郊县的

深水网数 已超过 6 0 0 0 口
。

据江苏省水产研究所 1 9 7 6年报导 ()l
,

1 9 7 5 年 9 月 25 日至 12

月 1 6 日
,

该所曾在南汇县芦潮港收购站对该站所收购的长江 口深水网作业的渔获物
,

逐

日作了分析和测定
,

结果表明鱼类有 3。 余种
,

产量的 80 %是经济鱼类幼鱼
,

刀鳞和风鳞

幼鱼所占比重分别为 1 0
.

99 另和 1 5
.

91 另
。

上海市长江口 区渔获物统计中
,

杂鱼一项主要

是深水网作业所得
,

近 2 4 年的年平均为 28 79
.

61 吨 ,
60 年代为 2 5 3 5

.

26 吨
,

70 年代为

3 2 7 5
.

74 吨
,

1 9 8。一 19 8 2 年的年平均为 2 3 9 7
.

93 吨
。

按上述比例换算
,

刀鱿幼鱼的渔获

量
,

近 2 4 年的年平均为 3 1 6
.

4 7 吨
,

6 0年代为 2 7 8
`

6 3 吨
,

7 0 年代为 3 6 0 吨
,

1 9 8 0一 1 9 8 2

年的年平均为 26 3
.

53 吨 ,凤鱿幼鱼的渔获量
,

近 24 年的年平均为 4 5 8
.

巧 吨
,

60 年代为

4 0 3
.

3 6 吨
,

7 0 年代为 5 2 2
.

1 7 吨
,

1 9 5 0一 1 0 5 2 年的年平均为 5 8 1
。

5 1 吨
。

这些幼鱿体长

仅 8一11 厘米
,

食用价值很低
,

绝大部份供应养鸡场和养貂场作饲料
。

挑网作业对幼鱼资

源损害也相当严重
,
例如 1 9 8 2 年 10 月 20 日

,

江苏海门 4 01 3号挑船在青龙港附近作业
,

下网 1 5 分钟
,

一口网捕获 2
.

5 公斤
,

其中刀鳞
、

鳍鱼苗占 42 环
,

计 6能 尾
,

内有绷鱼苗 63

尾 ; 又如次 日一条太仓县的挑船在老 鼠沙以西水域作业
,

半小时捕获 9
.

5 公斤
,

内有刀鳞
、

细鱼苗 2 公斤
,

每公斤 1 2 4 0尾
,

包括鳃鱼苗 7 2 尾在内
。

综上所述
,
上海市长江 口区渔业前景不容乐观

,

为了资源增殖
,

作如下建议
:

( 1) 跳通泪游通道 采用修建鱼道
,

辅 以开闸纳苗
。

从江苏省的经验来看哟
,

1 9 66 年

以来共建鱼道 26 座
,

通过实体观察
,

证明过鱼效果好
。

每小时的过鱼量
,

如斗龙港鱼道曾

记录到鳗苗 3 1 3 6 5 尾
,

幼鳍 1 9 75 尾 , 斜港闸鱼道曾记录到姻
、

梭鱼
、

妒幼鱼 1 6 6 1 尾 ; 团结

(习 江苏省水产研究所
,

均油
。

江苏省长江刀鱼幼鱼资源调查报告
。

江苏水产科技资料选编 (下册 )
,
剧卜一 4 6页

.

《幻 赵振伦
,

拍8 1a 江苏省水工建筑对水产资源的影响和
祥

救鱼
,

措施的效益〔油印稿 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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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鱼道曾记录到鳍
、

梭鱼
、

妒幼鱼 4 07 7尾 , 太平闸鱼道 1 9 7 5年试验以
“

闸门控制运行
冲

方式

过鱼
,

效果提高了几十倍
,

平均每小时上溯幼鳗 8 6 6 9 尾
,

幼蟹 4 5 9 5 只
,

刀鳞幼鱼最多时一

小时上溯 4 1 8 2 尾
,

还有不少其它鱼类
。

团结河鱼道 1 9 7 1 年建成后
,

次年内河蝴
、

梭鱼很

多
,

大拉网一网捕 40 多公斤
,

一口套网一潮水曾捕细
、

梭鱼
、

妒鱼
、

鳗鲡等 2 30 余公斤
。

鱼

道过鱼虽然有效
,

但过闸量终究有限
,

为了扩大资源补充量
,

在不影响农田排灌情况下
,

要

适时开闸
,

为水族苗种进入内陆水域提供更多机会
。

修建鱼道和开闸纳苗相辅相成
,

河 日

渔业资源将随内陆渔业资源量的增加而得到改善
。

水利部门原规定小修理费用由各闸 自

理
,

各闸因而普遍地敷网捕鱼
,

而且一般都用密网
,

不利于资源保护
。

该间题巫待解决
,

否

则修建鱼道
、

开闸纳苗亦是枉然
,

无补于河口渔业资源增殖
。

( 2) 妥善解决水质污染问题 因受河 口水体动力学特性所支配
,

污水排入长江 口后

并不东流入海
,

而是形成一个污水团
,

潮涨潮落地沿着长江 口南岸推移
。

污水排放越多
,

污水团也越大
。

现在宝山
、

川沙县沿岸渔场大多已遭废弃
,

即使坚持生产
,

产量已大不如

前
,

且因渔获物有异味而不能食用 , 前领间银鱼 1 9 7 4 年以来上海地区产量锐减
,

亦可能与

长江 口水质遭污染有关
。

建议
:

①工业和城市建设要全面规划
、

协调发展
、

合理布局 , ②有

关生产单位应力求做到将工业废水中的有毒物质在厂内处理
,

同时在西区和南区排污 口

筹建综合性的污水处理厂
,

对污水作进一步处理
,

力争达到含毒物质不超标 ; ③航运部门
l

要加强船舶管理
,

油污水不得任意排放 , ④环境保护部门要加强水质监测
,

以便及时发现

污染危害
,

及时进行处理或控制
。

( 3) 做好繁保工作 长江 口渔业以捕繁殖群体为主
,

做好繁殖保护是该水域渔业资

源增殖的重要途径
,

建议
:

①目前捕捞强度 已相当大
,

捕捞工具 (船
、

网 )可以更新
,

但不宜

添置 , ② 8一 11 月
,

深水网应予严禁作业
,

挑船作业船只数要严加控制
,

并以在北支作业为

限 , ③最近二年蟹苗未发
,

可能与苗发季节长江径流增大
,

繁殖场东移
,

幼体成活率降低
,

蟹苗回归路线改变有关
,

但与亲蟹捕捞可能过度也有关系
。

长江捕蟹是长兴岛和横沙岛

海星
、

海洪渔业队的传统作业
,

产量不减当年
,

1 9 7 6一 1 9 8 2年共捕蟹飞1 8
.

6 吨
,

平均年产

4 5
.

5吨
,

春蟹占盯
.

05 %
,

大多 已抱卵
,

应严禁捕捞 , ④为保护纷鱼
、

凤鳞和刀鳞等鱼类幼

鱼资源
,

江苏省规定 7 月 20 日至 10 月 25 日为禁渔期
,

严禁深水网和挑网在长江 口作业
,

每年有一个单位 (县 )主持值班检查
。

上海市未就长江 口渔业资源保护作专门规定
,

现行

的 6 月 2 2 日至 8 月 22 日禁止深水网作业
,

是以保护鳗鱼和大小黄鱼等的幼鱼资源为出

发点的
,

不完全适用于长江 口区
,

需另作规定并与江苏省的有关规定相一致 , ⑤国务院已

经作出了建立以上海市为中心的长江三角洲经济协作区和整治长江 口的决定
,

长江口渔

业亦有待整顿
,

为此上海市和江苏省水产局应商议筹建一个统管长江 口渔业资源保护的

渔政机构
,

以监督有关渔业法规和法令的贯彻执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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