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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湖人工放流的初步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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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要 本文对 1 97 9一 19 54 年太湖人工放流的生产进行了初步概括性的 研究
。

对于 放

流品种
、

鱼类生长
、

回捕率和放流的效益作了介绍和分析
。

肯定了人工放流的生产效益和 经

济效益
,

认为人工放流是增殖太湖渔业资源
,

改变太湖鱼类区系结构
,

保证渔业稳产的一 项行

之有效的措施
。

太湖是长江下游的大型湖泊
。

由于兴修水利长江下游的各个河
、

渠上建造了许多闸

门
,

阻断了鱼类徊游的入湖通道
,

以致使一些不能在太湖内自行繁殖的鱼类资源显著
’
一

F

降
,

改变了太湖的鱼类构成
,

小型鱼类所占的比例越来越大
;
水域生产力得不到充分利用 ,

经济效益降低
。

为了恢复太湖鱼类资源
,

自 1 9 6 4 年起
,

进行人工放流工作
,

以后 日渐完

善
,

初步探索到了大型湖泊增殖的一些路子
。

本文对 19 7 9一 1 98 4 年以来太湖人工放流作

了总结研究
,

以供大型湖泊人工增殖资源工作参考
。

人工放流的技术和方法

1
.

放流品种

放流品种的确定
,

首先考虑对太湖天然饵料利用效率较高的品种
,

即选择在食物链中

地位较低的
,

主要是摄食浮游生物的鱼类
。

投放这些鱼类
,

可以获得较大的鱼产力
。

由此

出发
,

鳞鱼和墉鱼是比较理想的放流品种 ;其次考虑选择市场需求量大
,

受消费者欢迎
,

销

售价格较高的鱼类
,

放流这些鱼类可以获得较大的经济效益
,

如青鱼
、

草鱼
、

编鱼
、

细鱼等

符合这一条件 ,第三选择有可能大量繁育苗种的鱼类
,

只有合乎这条要求
,

大规模地人工

放流才是可行的
。

鉴于选择放流品种的上述三条原则
,

确定太湖人工放流品种有嫉鱼
、

墉鱼
、

鲤鱼
、

编

鱼
、

鳗鲡
、

卿鱼
、

草鱼
、

青鱼
、

中华绒毛蟹
,

以及用于珍珠培育的三角帆蚌的幼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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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

放流量和种间比例

放流什么鱼
,

放流多少
,

各种鱼之间的比例应怎样配比 ? 从理论上说来都应根据湖泊

的饵料生物总量及其构成
,

以及各种鱼的回捕率等因子决定
。

通常是在经过湖泊浮游植

物
、

浮游动物
、

水生植物和底栖动物调查的基础上
,

根据饵料利用率
、

饵料系数等参数佑算

出湖泊的鱼产力
,

然再根据现有捕获量和回捕率估算应有的放流量
。

但是如果按这样理论

的计算方法所估算出来的太湖应有放流量将高达 1 亿尾以上的鱼种
,

而实际上由于受到

投资和鱼种来源的限制
,

在 目前是难以办到的
。

因此
,

我们只能根据太湖水草量
、

底栖生物

量
、

浮游生物量等天然饵料生物的多次调查结果
,

参照上述估算方法以及太湖渔业生产管

理委员会长期进行放流工作的经验
,

基本上采用了上层鱼和底层鱼各一半的比例投放
。

具

体比例是缩鱼 30 %
,

链鱼 20 终
,

青鱼和草鱼 20 拓
,
编鲤卿 30 那

。

历年的放养量如表 1 所示
。

表 1 19 79一 1 98 4 年太湖人工放流 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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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

苗种的来源与规格

人工放流所用的链
、

翰
、

草鱼
、

鲤
、

青鱼的鱼种
,

都是太湖附近地区人工繁殖的鱼种
。

鳗

鲡及中华绒毛蟹的苗种则为长江 口捞捕的幼苗
。

由于太湖附近地区鱼种供应尚称充足
,

故对鱼种规格有较大的选择余地
。

青
、

草
、

缝
、

编鱼鱼种规格为每尾重 26 一 34 克
,

过大过小的都不投放
。

编
、

鲤的放流规格略小
。

另外

还投放部分夏花鱼种
。

4
.

人工放流中损失的估计

( 1) 河 口 逃 鱼
。

全太湖有通向各处的港口 2 2 4 个
,

除主要河流通道设置拦 网 控制

鱼类外逃外
,

大多港 口和外河相通
。

故人工放流的鱼种有部分外逃是不 可 避 免 的
。

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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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98 1年 6月 7 1日对东山渡村一处定点扳曹捕获量的推算
,

估计全年全湖逃鱼的总数约

占总放流量的 8一 10 %
。

( 2 ) 暂养期 间的损 失 由于鱼种突然放流入象太湖那样的大型湖泊
,

一时不习惯而

发生集群沿岸游动
,

遇到履向外河的港 口就会窜游入港逃逸
,

因此采用先在一个 2 平方公

里左右的圈养区内进行暂养
,

使之习惯于新的环境
,

暂时稳定下来
。

在暂养期间
,

有少量

体弱死亡或被水鸟吞食
。

不过这部分损失所占比例不大
。

( 3) 捕捞损失 鱼种经暂养放入湖区之后
,

在银鱼捕捞季节
,

有部分放流的鱼种被银

鱼 网所杀伤
。 1 9 7 9 年 5 月 21 日一 6月 9 日

,

我们作了抽样估算
,

一对 104 k w 动力的银鱼

捕捞船
,

共杀伤放流的鱼种 3 1 17 尾
。

全湖区有银鱼生产船 2 0 00 多艘
,

估计由此造成的损

失约占放流量的 12 终左右
。

从上述几方面因素分析
,

人工放流鱼种的损失总量大致是放流总量的 30 男左右
。

这

些损失直接影响到回捕率和放流效果
。

5
。

放流方法

放流的鱼种按品种分别集中于网箱中
,

剔除废次鱼种
,

抽样称重过数
,

然后投放于暂

养区 内
。

至六月上旬
,

银鱼汛结束
,

开放暂养区放流入湖区
。

经多年试验
,

经过暂养
,

可使

鱼种逐渐习惯于大型湖泊的环境
,

同时可 以避过银鱼讯期内因捕捞造成损失
。

人工放流的效果

通过对 1 9 7 9一 19 8 4 年太湖人工放流研究
,

得到的初步结果如下
:

1
.

放流鱼的生长和体长一体重的关系

经实测和统计表明
,

起捕的链鱼
,

其中 1
.

5 龄的平均体重为 5 95 士 1 15 克
,

2
.

5 龄的鳝

鱼平均体重为 1 1 9 5 士 3 4 5 克 ; 绷鱼 1
.

6 龄的平均体重为 785 土 1 10 克
,

2
.

5 龄的墉鱼平均

体重为 1 2 4。士 2 3 5 克
。

由此说明
,

放流鱼在完全依靠太湖天然饵料生物的条件下
,

生长非

常良好
。

而且表明雌鳍鱼在 1
.

5一 2
.

5 龄这一阶段的净增体重和 1
.

5 龄以前阶段基 本相

同
,

如果能做到推迟一年起捕
,

则可减少 50 终的放流投资而取得水域生产力利用的 同样

效果
。

对起捕的维鳍鱼各取 60 尾
,

实测其体长和体重
,

进行统计分析
,

得到它们的体长和体

重关系式 (W = a L 专)如下
:

鱿鱼的体长 一体重关系为
:

W = 4
.

1 7 8 4 x 10 一
`
L 二

, ` 7 ` ,

( .0 = 0
.

9 9 35 ) ,

缩鱼的体长 一 体重关系为
:

平 = 4
.

2 1 1 2 x i 0一
,

分
·

, 7 . 1 ,
( 犷 = 0

.

9 7 4 4 )
。

由上式两式可以看出
,

它们的相关系数 , 都近于 1
,

表明此体长和体重的增长关系非

常密切 ;同时还因它们的指数 西二 3 ,故可认为这两种鱼的发育非常正常
,

不存在因饵料不

足而出现
“

瘦长
”

或因饵料结构不合理出现
“

矮胖
”

等发育不正常的情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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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

回捕 率

由于缝
、

缩
、

草鱼
、

青鱼
、

鳗鲡和中华绒毛蟹等不能在太湖内自行繁殖
,

在太湖中所有擂

到的这些鱼类都是人工放流投入的鱼类
,

因此通过对这些鱼类的产量统计可以取得比较

正确的回捕量数值
。

每年的 8 月至年底
,

我们从太湖 10 个水产收购站 ( 1 9 8 3 年前为三个

收购站 )
,

逐 日统计放流鱼的渔获量
。

年终累计得出全湖放流鱼的回捕量
。

另外还按渔船

抽样进行渔获物分析
,

由此求得放流鱼 占总渔获量的比例
,

从而推算出太湖放流鱼类挽获

量和 总渔获量
。

并以此和前一统计进行对照验算
。

历年放流鱼渔获量的情况见表 2 所示
:

表 2 1日7 9一 1日84 年十个水产收购站统计的放流鱼回捕渔获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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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表 2 的数据
,

可用下式计算回捕率 P :

。
,

~
、

N
(P % ) 二

`

斋卜 x 1 0 0
_ 、

。
,
一
戈

` ’

一
式中的 戈为放流鱼的尾数

,

N 为回捕鱼的尾数
。

平均个体重量 (砰 )
,

故
:

( 1 )

因 N 等于渔获量 ( Y ) 除 以回捕鱼的

P (拓 ) 二

N0 W
火 1 0 0 ( 2 )

据统计
, 1 9 7 9一 1 9 8 3 年全太湖放流鱼的渔获量是 2 4 9 7 万公斤

。

它占全太湖总 渔获

量的 30
.

7%
。

按表 1 和表 2 的数据
,
代入 ( 2) 式可以求得 19 7 9 年和 1 9 8。 年放流鱼 的平

均回捕率为 2 1
.

6男
,

比 2 9 7 3一 1 9 7 8 年回捕率 1 7
,

7书提高 T 3
.

4 6终
。 1 9 5 1一 2 9 5 3 年中各

年的回捕率继续有所提高
, 1 98 1年回捕放流鱼 工46 万公斤

, 1 9 8 2 年为 208 万公斤
。

在太

湖的总渔获量中放流鱼类产量大致占六分之一
。

3
.

回捕渔获物的年龄及种类结 构

据 1 9 7 9 年的统计资料
,

放流鱼的回捕产量占全太湖总渔获量的 16
,

6绍
。

其 中鲤鱼

和缩鱼 占总渔获量 2
.

15 万
;
青鱼和草鱼 占总渔获量 2

.

56 拓 ;鲤
、

娜
、

编占总渔获量 6
.

25 拓 ;

其他为中华绒毛蟹和鳗鲡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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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种类的回捕率是不同的
。

醚和绷的回捕率 是 48 拓 , 青鱼 和 草鱼 的 回 捕率 是

2 8
.

0 6% ,中华绒毛蟹的回捕率为 0
.

49 %
,
19 8 0 年上升到 10

.

30 多
,

近年中最高 年份达到

1 5
.

2 7%
。

表 4 是 1 9 7 9 年回捕的四大家鱼的年龄结构

表 4 1 9了9 年回捕鱼类年龄组成 (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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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

放流效益的分析

表 5是 1 9 8 2一 1 9 8 4 年按重量计算的总放流量和 回捕量
。

表 5 19肚一 1 5 84 年总放流级和回捕 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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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表 5 可以看出
, 19 8 2一 1 9 84 年放流鱼 的回捕量尽管只 占全太湖总渔获量 的 17 %

,

但是放流的效益是明显的
。

1 9 8 2 年每放流 l 公斤鱼种
,

可以回捕产 量 7
.

7 公斤
, 1 9 8 3 年

可得 10
.

5 公斤
,

而 19 8 4 年竟高达 19
.

3 公斤
。

三年平均
,

每投放 l 公斤鱼种可 回捕放流

鱼 12
.

6 公斤
。

因此可以证明
,

人工放流对于增殖太湖渔业资源和改变太湖鱼类区系
,

保

证渔业稳产是一项行之有效的措施
。

放流的经济效益和放流的种类有密切关系
,

按下列计算式求得各种放流鱼的每元收

入的成本率 (几 )

仇 (% ) =

r
·

平
·

P,
X 1 0 0 ( 3 )

式中
: I 为某种鱼的放流投资 (元 ) ; Y为回捕的放流鱼数 (尾 ) ,可为回捕的平均重量

(公斤 ) ;

P, 为回捕鱼的价格 (元 /公斤 )
。

将 19 7 9一 1 9 8 1年的数据代入 ( 3 )式
,

得出每元收

入的投入成本
。

青鱼和草鱼的放流总投 资 为 10
.

10 1 7 万 元
; 回 捕鱼 27 9

.

1 1 8 万 尾
,

平 均体 重 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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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

7 5 公斤
,

收购牌价为 1
.

20 元 /公斤
。

故青鱼和草鱼放流每元收入的成本为 3
.

9%
,

也

就是说放流青鱼或草鱼
,

每投入 0
.

0 39 元即可获得 1 元收入
。

鳝和缩的放流投资为 68
,

20 8 万元
,

回捕 1 06 7
.

8 万尾
,

平均体重 0
.

5 公斤
,

收购单价

0
.

80 元 /公斤
,

其每元收入的成本率为 15
。

9邓
。

中华绒毛蟹的投资为 5
.

3 4 7 0 万元
,

回捕 1 7。。o 万只
,

平均体重为 0
.

15 公斤
,

收购单

价为 1
.

66 元 /斤
,

其每元收入的成本率为 O
,

13 另
。

河鳗放流投资为 2
.

2 1 5 2 万元
,

回捕 41 6 万尾
,

平均体重 0
.

5 公斤
,

收购单价为 2
.

00

元 /公斤
。

其每元收入的成本率为 0
.

53 %
。

由此可见
,

放流中华绒毛蟹的经济效益最高
,

每元收入的投入只需 。
,

0 0 1 3 元
,

也就是

说每 1 元投入
,

可以收回 76 9
.

2 元
。

维和缩每元收入的成本率 15
.

9%
,

意味着每投入 1 元

放流投资可以收回 6
.

30 元
,

经济效益也是高的
,

但是其投入产出的效益和回捕率比较则

低于回捕率
,

这表明缝缩在放流期中的生长及价格上低于其他品种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