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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荡湖水生植被动态及

其渔业效应的研究
’

朱 清 顺**

(江苏省淡水水产研究所)

提 要 本文根据1 9 83 年一1 98 盛年调查研究结果分析整理而成
。

文中论述了长荡湖现

有水生植被的种类组成
,

群落结构
,

生态分布
,

沉水植物的生物置及其利用
。

经过分析比较
,

发

现近 30 年来
,

长荡湖水生植被经历了旺盛一衰竭一恢复一旺盛的演替过程
,

揭示了引起植被变

化的各种因素
。

随着水生植被的动态变化
,

长荡湖的鱼类种群结构
,

渔获对象及捕捞工 具 都

相应发生了变化
。

植被的盛衰同浮游植物和浮游动物
、

底栖生物的消长丰歉有着密切的关系
。

本

文最后指出 了长荡湖水植被的演替趋势和潜在危机
,

强调了合理利用和定向改造水生植被的

重要性
,

并对今后如何发展我国湖泊渔业提出了建议
。

关键词 长荡湖
,

水生植被
,

渔业效应

湖泊生态系统中水生植被的组成部分
,

随着时间变化
,

必然会发生分布和结构上的改

变
,
这就是植被的动态特性

。

研究水生植被空间格局与结构组成的动态
,

不仅可探索其规

律和机制
,

而且可判明其与渔业资源的相互关系
。

为探索湖泊生态渔业的发展途径
,

本所

选择江苏省南部的中型浅水湖泊
—

长荡湖做了一系列的调查研究工作
。

现将 19 83 年和

1 9 84 年的调查研究结果和现有资料进行整理总结
,

以探讨水生植被动态变化对渔业资源

的影响
,

以及产生的渔业效应
;
论述水生植被在湖泊渔业生态统中的重要作用

,

强调要运

用生态学原理
,

改造湖泊的生态环境
,

对开敞性大中型湖泊要狠抓水生植被的恢复和保

护 ; 对水生植被茂密的中小型湖泊
,

其密度要合理调控
,

其种类组成要定向改造
,

其资源

要充分利用
,

以此开创我国湖泊渔业的新局面
。

长荡湖自然概况

长荡湖位于江苏省南部
,

跨金坛
、

漂阳两县之间
,

面积 85 平方公里
,

常年平均水深

1
.

22 米
,

湖容 1
.

1 亿立方米
,

属 中型浅水湖泊
。

·

本文曾提交给中国水产学会第四次全国会员代表大会盛学术年会〔1 987 年 11 月6一10 日 )
,

并在学术讨论的

分组会上宣读
。

本研究是在王玉纲主任的主持下进行
,

于 能
、

王友亮
、

余 宁
、

马国方诸位同志参加了野外工作
,

并提供有

关资料
,

在此一并致谢
。

收稿年月
:
19 盯年11 月 ; 拍88 年10 月修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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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盆呈浅碟形
,

岸坡平缓
,

由湖岸向湖心缓慢倾斜
,

略呈西高东低之势
。

湖底淤泥沉积

较厚
,

有机质含量在 0
.

91 一1
.

3% 之间
。

长荡湖西接茅山来水
,

东泄漏湖
。

根据王母观水位资料统计
,

年水位一般进入梅雨季

节始涨
,

7一 8 月达最高 , 10 月 以后水位下降
,

至笠年 1一 2 月份最低
。
1 9 8 3 年平均水深

1
.

4 米
,

实测湖区最深水位为 2
。

98 米
。

1 9 8 4 年平均水深 1
.

2 米
,

最深 2
.

88 米
。

湖区气候温暖湿润
,

四季分明
,

年平均气温为 1 8
0

0
。

平均气温最高在 7一8月
,

最低在

1 月 ; 水温随气温的变化而变化
, 1 9 8 3 年 6一 n 月平均水温 26

.

1吧
,

1 984 年 3一 11 月平

均水温 2 5
0

0
,

冬季时有冰冻封湖现象
。

长荡湖主要是风成流
,

汛期偶有吞吐流
。

流速较缓
,

一般为 0
.

1一0
.

8 米/ 分钟
。

高水位

时的透明度可达 n o一巧 0 厘米
。

根据本所 工9 8 3 年 6 月一 n 月和 工9 8 4 年 3 月一11 月对

长荡湖湖水的水化学测定结果
,

水体所含营养盐类丰富
,

湖区溶氧量高
,

见表 1 和表 2 。

平坦的湖盆
,

肥沃的湖泥
,

温暖的气候
,

良好的水质
,

适度的水深
,

较大的透明度
,

缓慢

的湖流
,

这些优越的环境条件对水生植被的生长繁衍非常有利
。

长荡湖水生植被极为茂

盛
,

尤其沉水植物更为繁密
,

形成水下草原的景观
。

图 1 长荡湖区地形图

烈 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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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长江流域五湖泊水化学组成
T 压b le I V犷a te r c h em ia o l s u r v ey o f five L砍

。。 in th e r e a心 h , o f th e

Y叻矛
z e R lv e r

名名 称称 面 积积 总硬度度 总碱度度 氯离子子 生物营养物质(m g / L ))) 有机耗氧氧 时 间间

(((((k m
启
))))))) (In g / L ))))) m g / 七七七

(((((((m g L 一‘
))))) N H 犷犷 N H 3 一一 N 王1 2 --- 5 10 名名 C汇,D (m g / L )))))

长长荡湖湖 驹驹 」
.

盯666 ]
。

犯999 1 5
.

1 111 0
.

6 000 3
.

2000 0
.

0 666 2
‘

1 777 7
.

D ggg 1日83 一1洲 444

隔隔 湖湖 里1 333 1
,

8 2 666 1
.

6肠肠 1 0
。

1 000 痕量量 1
甲

0 111 0
甲

0 111 9
.

盛333 2
.

9222 1沂日日

洪洪泽湖湖 1 9 6 000 王
.

8 2 555 2
.

1 8 666 1 2
.

1 111 0
.

0 111 0
甲

4斤斤 /// 7
.

淞淞 2
.

帕帕 i济333

巢巢 溯溯 7砧砧 /////// 0
.

4 000 /// 0
,

0 333 /// 2
.

邹邹 1 9 8 000

洪洪 湖湖 3毖毖 ///////////////////

表2 长荡湖湖区溶氧 单位
:

毫克 /升

Ta b le Z D 肠s o lv e d o x yge n o f L im
n et 加 z

on
e in

Ch a n
四

a n g H u L a k e U n it : m g / L

仁了 平 均 值 饱 和 度

] 犷8 3 7 5 飞

l f 8 1 6
。

又3 ⋯蒸蒸噪牟 80 %

70 写

植 被 结 构

一
、

种 类 组 成

组成长荡湖水生植被的植物种类共有 25 种
,

隶属 18 科 21 属
,

名录如下

蔽 类 植 物 p te r id o p h y t a

萍 科 M
o r “ile a c e a e

1
.

萍 万
a 而子二 q、。岔犷

沪

汀。肠
。 L.

槐叶萍科 S a lV in 主a c e “e

2
.

槐叶萍 尽a 乙扑石卿伍 。a才a o s (L
·

)

满江红科 A z o ll“c e “e

3
.

满江红 A : o乙乙a ‘、b二‘。a云a (R o 二b )

单子叶植物 M o n o e o t yle d o n a e

眼子莱科 p o t“m o g e to n a e e 岛 e

4
.

范草 Po 招。叩
: ￡。。 C而缪。 L.

5
.

马来眼子菜 P
,

饥哪而。。绍 M iq.

6
.

筐齿眼子菜 只 哪“‘、别二 L

7
.

微齿眼子菜 P. 。。朗脱。
“ : B e n et t

茨藻科 N a
j
a d a “e a 。

8
.

大茨藻 户入之加
s 饥a

扣, A 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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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

小茨藻 瓜歹
“: 。落, : A ll

水鳖科 H yd r o e h a r it 胡 e a e

10
.

艺菜 五少比犷即无“此, d”石乙衍 (B L )

1 1
.

苦草 F‘乙感、
二感a a s感a t初a M泪 妙落:

a 石‘s L
·

12
.

轮叶黑藻 丑汝召而l协 。灯匆诩酬
a R o yl 。

禾本科 G抓m 纽ea
“

1 3
.

芦苇 子兔犷“夕饥心血 口众m 饥盼。血 T ri 。

1 4
.

煎 凡
: a 。感a 。。而。

价
。: 。 T u r c Z

雨久花科 R o o te d e r该c e a e

1 5
.

凤眼莲 及认肋
二耐a , 二s如昭 吕of m ,

灯心草科 J u n c a c o a e

16
.

灯心草 而。哪 毋
怀二。 L.

浮萍科 L e m 几ac
““ e

1 7
.

紫背浮萍 召州犷。心不“ 夕。乙夕帕叙必 (L )

莎草科 C yP e r “c “a e

18
.

荆三棱 价时哪
,

姗川感饥倪 s L

双子叶植物 D ie o

tyl
e d o n a e

薯 科 P olyg o n a c e a e

1 9
.

水寥乃砂g0 二。 无少d : 叩如时 L.

觅 科A ln a r a n tli a c e “e

2 0
.

喜早莲子草 哪云
。犷。a耐脱邝 Ph 落乙哪 : 犷。落d 。。G r i, 比

睡莲科 N y功p ha
e a c “a e

21
.

睡莲 灼
”记

户二
。 切行叼, a G eo

r
gi

金鱼藻科 c e r a七o ph 了lla c e a 。

2 2
.

金鱼藻 晓犷耐。, 勺乙孙”
乙山伽

犷翎。 L.

小二仙草科 H a lo r a g id a o , a “

2 3
.

葵 对夕再。夕勿l沁。 砂初时二 . L
·

菱 科 T r “p a c e “e

2 4
.

菱 全r “夕。、ta o L

龙胆科 G e n t ia n a c e a e

2 5
.

善莱 卿脚夕h o感d es 夕e不ta ‘a (G m el )

在 2 5 种水生植物中
,

挺水植物 了种
,
沉水植物 10 种

,

漂浮植物 5 种
,

浮叶 植 物 3

种
。

二
、

生 态 分 布

经过两年的调查发现长荡淤水生植被面积近 76
.

5 平方公里
,

约占全湖面积的90 拓
。

由于该湖水浅
、

透明度大
、

底质肥沃
,
所以在 2 导种水生植物中

,

以沉水植物分布最

广
,

尤其是眼子菜属中的微齿眼子菜(黄丝草)遍布湖区
,

密度非常高
。

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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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荡湖的水生植被可划分为挺水植物带
,

浮叶植物带
、

沉水植物带
。

挺水植物带 分布在湖岸沿线
,

主要组成种类是芦苇
、

孤
。

芦苇沿湖四 周 皆有 分

布
,

植物带宽度为 5一 10 米 ; 煎的分布仅限于两长年繁保区的外缘
,

以大新河繁保区为

多
。

浮叶植物带 分布面积较为狭窄
,

组成种类为蕃菜
、

菱
。

沉水植物带 沉水植物分布的面积最大
,

约占全湖总面积的 8 4 %
。

由于长荡湖湖盆

较为平坦
,

从岸边向湖心的水位变化梯度甚小
,

这就造成沉水植物带的组成种类不规则的

嵌插
。

组成沉水植物带的种类主要为眼子菜科的植物
。

以离岸 2 00 米左右为线界的湖区
,

包括湖心都是纯一的微齿眼子菜
。

准准准曝瓣蘸蘸觑觑
一一厂 l 一些

:
’

~ 一

!
二

止一
渐奋- -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 l

, 1
-

一
,

·

一 r
-

—
- -

止
- - -

~ - 一

一一
‘‘廷水 位”

. ”叶恤扮
卜

‘
沉永位包包

图 2 长荡湖的水生植物生态分布

Fig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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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10 9 1皿 1 di st 过b 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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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

植 被 类 型

植被的外貌特征是用其结构与功能特征的组合来表示 的
。

根据这一原则
,

长荡湖水生

植被的类型可以划分为以下若干个群落
:

¹ 芦苇群落
,

º 裁群落
,

» 菱群落
,

¼ 聚草
十 金鱼藻群落

,

½ 苦草群落
,

¾ 苦草 + 轮叶黑藻群落
,

¿ 范草 + 马来眼子菜群落
,

À 马

来眼子菜 十 黄丝草群落
,

Á 轮叶黑藻 十 黄丝草群落
,

 苦草 + 范草 + 黄丝草群落
,

@ 大

茨藻 + 小茨藻群落
,

0 灯心草群落
,

 黄丝草群落
。

每逢秋去冬来
,

随着温度的降低
,

水位的下落
,

长荡湖大部分植物群落的植株变色逐

渐枯死
。

变黄的芦苇被农民收割
,

仅留下芦苇茬 ;煎枯死腐烂于水中 , 菱的植株枯萎腐烂
,

为黄竭色 ,苦草 + 轮叶黑藻群落的大部分腐烂
,

成为无色季相 ;可在秋末冬初之际
,

大量的

满江红生长却很旺盛
,

随风逐浪漂到下风区
,

堆积成片
。

早春之际
,

水位尚浅
,

殖草生长茂密
,

水底一片葱绿
。

随即
,

轮叶黑藻迅速增殖
,

生长旺

盛
。 3 月份以后

,

各植物群落植株竞相生长
。

芦苇萌发新芽
,

抓抽发出新穗
。 4 月份

,

菱
、

马

来眼子菜
、

聚草都迅速生长
,

枯叶皆由褐转绿 ; 此时
,

苦草也开始在水底抽芽萌发
。 5 月份

,

底层水温一般达 2。
。

0 以上
,

水生植被进入茂盛时期
,

挺水
、

浮叶
、

沉水三大植物带已明显

形成
,

湖区绿色葱葱
。

芦苇株高达 3~ 4米
,

蜿蜒于湖岸的内缘
,

形成绿色的湖岸带
; 煎挺

拔于水面
,

呈长带状
,

成为繁保区外缘界线和绿色防浪带 ; 菱的小白花
,

奢菜的黄花点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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繁保区内
,

景色非常美观
。

9 月份全湖水生植物的生物量达到最高
。

进入秋天之后
,

各种

水生植物开始衰败
。

组成长荡湖水生植被的绝对优势种为黄丝草
,

所以该群落的季节性变化就反映着整

个长荡湖水生植被的外貌特征
。

随着季节的更替
,

黄丝草群落的植株并不表现出明显的

季节性特征
,

在整个生活周期中
,

呈现着褐绿色的季相
,

所以黄丝草群落是一个单调群

落
。

各群落的稳定性是相对的
,

而要不断变化
,

不断发展的
。

其变化的方向是由植物本身

的行为和环境条件所决定的
。

长荡湖水生植被各群落的竞争很激烈
。

作者对下新河繁保
区

、

下新河 口
、

大蒲港口区域和湖心区域进行两年的连续观察发现
,

1 9 8 3 年在繁保区内
、

河 口附近
、

大蒲港 口一带
、

苦草生长的很茂盛
。

但是到了 1 9 84 年
,

单纯的苦草群落仅发现

在大蒲港口还保持着繁茂景象
,

而繁保区内以及边缘水域
,

单纯的苦草群落已不存在
,

而

以苦草 十 轮叶黑藻群落代之 ; 下新河 口 区域则以苦草 十 范草 + 黄丝草群落
、

苦草 + 轮叶黑

藻群落代之
。

湖心区域则始终为单纯的黄丝草群落
,

群落中心无变化
,

但群落边缘的竞争

颇为激烈
。

黄丝草向湖岸延伸
,
轮叶黑藻

、

金鱼藻
、

聚草
、

马来眼子菜则竞向湖心扩展
,

故

而形成多形态的混合群落
。

四
、

沉水植物的生物量

长荡湖沉水植物生物量的计算分别在 1 984 年的 6 月和 9 月份进行
,

全湖共设 14 个

测点(见图 1)
。

全湖 14 个测点的平均生物量 (湿重 ) 6 月份为 2 3 0 1
.

1 克/ 米
, , 9 月份为

5 2 5 8克 /米
, ,

按沉水植物分布面积为 7 1
.

34 平方公里计算
,

9 月份全湖生物量为3 7 5
,

。的
吨

。

各测点生物量见 图 3 。

g / 。 ;

9 0 00

{{{{{{{

湘姗翻

图 5 长荡湖水生植物的生物量

Fi g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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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被动态与渔业的关系

湖泊生态系统中水生植被的兴衰与渔业资源的变动有着密切的关系
,

主要表现在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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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方面
:

一是对鱼类资源的影响 ,二是对饵料生物资源的影响
。

一
、

对鱼类资源的影响

1 9 5 8 年以前的长荡湖水生植物较丰茂
,

湖区透明度大
,

湖底清澈见底
。

丰茂的水生

植物不仅为草食性鱼类
、

杂食性鱼类提供了丰富的适 口饵料
,

而且为鲤
、

螂
、

红鳍帕等产粘

性卵鱼的繁殖提供了 良好的产卵场所
。

当时渔业上主要捕捞对象为鲤
、

娜
、

青
、

草
、

继
、

鳍
、

如鱼等
。

尽管沿湖农民有用湖中的水生植物和湖泥作为农肥的习惯
,

但是在 19 5 8 年以前水生

植物的割取量大体上和水生植物的自然恢复能力相适应
,

所以水生植被一直还保持着茂

盛
。

自从 1 9 5 8 年以后
,

由于大力发展农业
,

需要更多的肥料
,

下湖割草
、

捞草渣
、

莆湖泥的

船只逐渐增多
,

割草量越来越大
,

其中尤 以春季割草捞渣为甚
。

春季水位浅
,

水温回升
,

正

是水生植物萌发
、

抽芽长叶的大好时机
,

这时连根带芽一并捞起
,

致使再生恢复困难 , 再加

上长荡湖水位的不稳定
,

梅雨季节
,

山洪暴发
,

贫瘦的混浊水倾注入湖
,

湖区水位陡涨
,

透

明度剧减
,

这样阻遏了水生植被的生长和发展
。

由于人为的大量的捞割和得不到良好的生长条件
,

原有的生态平衡被打破
。

水生植被

日逐衰落
,

种类数量 日见减少
,

分布面积渐以缩小
。

先是沉水植物遭到淹没透顶之后
,

湖心

区域成为敞水区
,

湖 区受风浪的影响相对变大
。

1 9 5 8 年以后
,

长荡湖的湖水有逐渐变浑的

趋势
。

随着水生植被的衰败
,

湖泊的鱼类区系也发生了相应的变动
。

大型鱼类的资源严重

衰退
,

鱼类种群结构简单化
、

小型化 ,草食性
、

杂食性鱼类失去了饵料保证 ,栖息场所
、

产卵

条件遭到破坏
,

草上产卵类型型的鱼类资源量骤减
,

而敞水产卵以浮游生物 为 食 的 梅

鱿
、

银鱼的资源量逐渐上升
。

长荡湖 1 9了3 年渔业总产量为 6 75 吨
,

其中银鱼就达 5 0 余

吨
。

原有的生态环境一旦遭到破坏
,

生态平衡被打破
,

新的生态平衡则一时难以建立
。

从

1 9 5 8 年到 1 9巧 年这 17 年期间
,

在水位正常的年份
,

长荡湖水清草盛
,

鲤
、

螂鱼的产量就

表 3 1盯2一 1978 年长荡湖鱼类放养和铺捞产t
亡哥,

T a b le 3 F ls h s

toC k 玩9 a
nd f妇h切g y议d o f e h a n

gd an g 宜u Lak
e in

互盯 2一1 9 78

年年 度度 夏 花花
_

鱼 种
‘‘

产 里里
(((((百万尾 ))) (百万尾 ))) (吨 )))

111 9饱饱 O
‘

0 3444 0
。

7 666 石0OOO

111钟333 1
、

能能 0
.

巴666 阶石石

工工沂444 O旧召召 0
.

8 8 222 7日〕〕

111 9忆忆 0
.

1 666 0
.

9宁333 4 6 000

111的666 0
、

7 000 1
,

1 7 000 9 1 555

111劝777 1
.

4444 2
.

0台JJJ 邻OOO

卫卫沂888 1
。

肠肠 2
。

0 9 333 1 ,理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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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 ,但在发春汛
、

高水位的年份
,

湖 区水浑草稀
,

银鱼和梅鱼就旺发
。

长荡湖产有日本沼虾 (青虾 )
,

中华小
一

长臂虾 (白虾 )
、

中华米虾 (糠虾 )
,

虾的产量可达

1 50 多吨
。

各虾的捕获量在不同的年份有着不同的比例
。

在水位正常
,

水清草茂年季
,

青

虾和糠虾的产量则高 ,在水位高
、

水浑草稀
,

白虾的产量则高
。

可见水生植被的兴衰对虾类

资源的影响何等重大
。

长荡湖水生植被的恢复
,

首要的就是设法控制水位在一定范围内
。

人们在沿湖兴建

了排灌站
,

以保证遇涝则排
,

遇旱则蓄
,

使水位保持相对稳定
。

同时
,

沿湖四周大力种植

芦苇 ; 在湖区建立两处长年繁保 区
,

在繁保区四周栽植掀
,

水下抓的根茎错综交织
,

水面上

北的叶子密集成排
,

这样十分有效地阻遏了风浪的侵击 ; 繁保区内长年不许捕捞
、

揣螺
、

割

草和捞渣附泥
,

这样繁保区内的水草很快得到恢复
,

并迅速发展蔓延
。

19 8 0 年在下新河繁

保区内移植了菱
,

现在每年已有少量菱上市
。

为了解决农业上割草积肥与渔业资源增殖之间的矛盾
,

长荡湖实施了繁保条令
。

规

定每年的谷雨至夏至期间为封湖期
,

此期间严禁下湖刘割水草和捞取草渣
,

这对
一

长荡湖水

生植被的恢复发展极为有利
,

从 1 9 7 5 年以来
,

湖区水生植被逐渐旺盛起来
,

湖区生态环境

得以改善
,

渔业产量稳步上升 (见表 2 )
。

随着水生植被的恢复
,

鱼类区系组成也相应发生变化
,

适应浅水草丛栖息和繁殖的鱼

类如
:
娜

、

乌鲍
、

黄颐鱼
、

红鳍练等的数量逐渐增多
,

现己成为长荡湖主要捕捞对象
,
而适

应敞水生活繁衍的银鱼
、

梅鱿现 已连续几年未捕获 ; 小型的野杂鱼如麦穗鱼
、

螃皱鱼
、

鳖条

鱼的种群数量很大
,

在长荡湖渔产量中占有相当比例
。

二
、

对浮游生物
、

底栖生物的影响

通过调查对比 (见表 4) 发现
:
湖泊水生植被的盛衰必然影响着浮游生物

、

底栖生 物

的丰歉
。

长荡湖现有浮游植物计 7 门 50 属 84 种
,

优势种硅藻类和隐藻类及绿球藻
, 1 9 84

年调查结果表明
,

硅
、

隐
、

绿三类的生物量分别占总生物量的16
.

5拓
、
6 5

.

4多
、
1 1

.

7终
。

茂密

的沉水植物为喜营附着生活的绿球藻提供了 良好的栖息场所 , 由于水生植被的存在使得

湖区风浪作用减小
,

湖水透明度增大
,

这非常有利于营底栖生活的硅藻和喜沼泽地生活的

隐藻类的生长繁衍
。

表 4 长荡湖水生生物的数t 和生物盘

Ta b le 盛 q u 岛n tit y an d 卜fo m a书 of hy d功b fo , 纽 C五a 劝gd an g H u La k e

浮 游 植 物

月份 }
』

妊 }
』

物
量

l (万个Z升 ) l (毫克/升〕

六月

九月

均值

14 1
.

4 8 2
。

拟 8

12 3
一

2 1 1
.

9 39

1器
.

84 2 汪封奚平晕
长荡湖浮游动物有 141 种

,

其中轮虫就占 7 2 种
。

浮游动物如此繁多
,

是由于茂盛的

沉水植物遍及水体空间
,

形成了复杂多样的生态环境
,

使众多的浮游动物都可能找到适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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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栖息的小生境
。

尽管长荡湖的浮游植物
、

浮游动物种类繁多
,

但生物量却比长江流域敝水性湖泊为

小
。

水生植物
、

浮游生物的生长繁衍都需要大量的营养物质
,

而一个湖泊水体所能提供的

营养物质必定是有限的
。

长荡湖茂密的水生植物吸收了水体中的大量营养物
,

从而抑制

了浮游生物的生长发展
。 19 8 4 年湖区水草密度明显大于 1 9 8 3 年

,

浮游动物 1 9 8 3 年 6一11

月份的平均生物量为 2
.

02 毫克/ 升
,

而 84 年下降为 0
.

6 2 毫克 / 升 , 84 年浮游植物的个体

明显小于 83 年
。

长荡湖习见底栖动物有 11 种
,

主要是腹足类
、

寡毛类
、

水生昆虫
。

优势种为铜锈环棱

螺
。

底栖动物的分布与水植物的疏密有着密切的关系
。

寡毛类
、

水生昆虫出现多的地带
,

也是水生植被密度大的 地带
,
螺

、

观的分布恰恰相反
,

在水生植被密度大的地带
,

螺舰数量

少
。

当年的幼螺喜附吸在水生植物的茎叶上
,

尤其喜附着在苦草的叶片上
,

最多的每株苦

草可达 25 个幼螺
。

浮游生物
、

底栖生物都是鱼类的适口饵料
,

其种类组成
、

生物量的丰歉必然会影响着

鱼类种群结构和鱼类的生长 (见表 5 )
。

表5 长江流域五湖泊水生生物组成

T a b le 5 T h e 五yd 功b 沁 , su r v e y o f fiv e lak
e s In t加 r e助h of t加 丫a n 砂ze R ive r

浮游植物 浮游动物 { 底栖牛物 . 水 生 植 物 1 鱼 类

名称
种类 数 最

(个/升 种类 种类
数量

‘个
,

米
2

)

l 一 ~ 阵
种类 }

‘

昙
, 佘

屠
、

-
【

、
‘

, t 』 , J

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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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l

玉丁一

l
一�一���匕侣名一丁少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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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

一6一口U一
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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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入滩一.土一犷一,一冲J一呀1一翻百。�石�

,之一2一4�Q�

长荡湖

淄 澎

洪泽淋

巢 澎

洪 湖

8 4 }l
,

2 3 2
,

」0 0 邪
.

她 } 2 0 ! 石
.

3 6 0 」 1 5
.

3

石6 5 7 0 I C6
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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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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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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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

沉水植物的渔业利用

长荡湖 25 种水生植物中
,

有很多是草食性鱼类的适 口饵料 (见表 6 )
。

轮叶黑藻
、

苦

草尤为团头妨和草鱼喜食
,

这为充分发展长荡湖渔业提供了比较优厚的饵料基础
。

表 6 长荡湖主要沉水植物的生物t 单位
:

克 /平方米
T ab 玉e 6 B IO

~
o f t h e m a玩 Ph ytO 加

n t hos 加 C ha ll
沙an ‘ H o L a

ke 盯n lt : g / m
,

早当三竺竺色}二赘觉二卜
一

遇皇- !
一

!

一一二巴一卜竺二一卜三里旦竺土
一

}一竺址一卜黔一卜竺止一
九月 } 肥 { 8哭2 { 2链 { 佛 ! 2印

金鱼藻 l 篇草

根据陈洪达 ( 1 96 3) 所提的 夕 =
B

.

尹

了
.

1 0 0
和 劣

B
.

P
’

了
.

0
.

廖
’

上两式中
:

尸一水生植物可提供的鱼产能力 (公斤 /米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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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一为 9 月份湖中可被草食性鱼类利用的黄丝草
、

苦草
、

轮叶黑藻等的最高生

物量为 4
.

5 5公斤/ 米
, 。

尸一可利用的植物生物量的百分比
,

此以 如%计
。

X 一长荡湖草食性鱼类放养量 (万尾/ 平方公里)
。

了一草食性鱼类的饵料系数
,

湿重 以 60 公斤计
。

“一平均每尾鱼的净增肉量
,

此处以 1 公斤计
。

召一放养鱼种的成活率
,

此以 30 写计
。

将上列数值代入公式称得
:

草食性鱼类的放养量为 5
.

0 5 4 7 万尾 /平方公里 ) ,水生植

物的鱼产力为 1 5 克/平方米
。

按 15 克/ 平方米的鱼产力计
,

仅草食性鱼类的年产量就可

达 25 5 万斤
,

可见长荡湖水生植物远没得到利用
。

讨 论

水生植被不仅是生态统中的原初生产者
,

而且其存在又改变着生态环境
。

长荡湖茂

密的水生植被为凶猛性鱼类乌鲤等以及小型野杂鱼提供了 良好的隐蔽和产卵场所
。

麦穗

鱼
、

鳌条鱼
、

螃皱鱼尤其是乌鳗在长荡湖渔获物中占有相当比例
,

如 1 9 8 3 年
,

年产为 3 5 0 0

斤的中型网筋
,

乌鲤的产量占总产的 20 拓
,

从而使得近年放流效果不明显
,

夏花鲤鱼的放

流更是得不偿失
。

从历年长荡湖鱼种放流的情况看 (见表 2 )
,

继
、

鳍鱼所占比例大于草食

性鱼类所投放的比例
。

考虑到长荡湖目前这种水生植物
、

底栖生物的生物量高
,

浮游生物

的生物量低的情况
,

今后应增加草鱼
,

团头舫和青鱼等鱼种的放流数量
,

控制链
、

缩鱼鱼种

的放流数量
,

以加速长荡湖渔业的发展
。

为发展池塘养鱼
,

渔民们下湖割取苦草
,

虽然长荡湖的苦草仅分布于大浦港
、

下新河

口一带
,

分布面积不大
,

但作者经过两年的初步观察发现
,

苦草的再生能力非常强
。

在长荡

湖 6 月中下旬就可刘割第一茬苦草
,

大约经过 15 天左右的时间
,

被割的苦草经过生长又

可割第二茬
,

这样在苦草的年生长周期中
,

可多次XlJ 割
,

科学地利用苦草的这一再生特性
,

可获得良好的渔业效果
。

为促使水生植被的恢复
,

长荡湖在选定的两大繁保区内及边缘种植了掀
。

魏的繁殖

力强
,

容易成活
,

很快就形成带型魏草丛
,

从而有效地阻遏了风浪水流的冲击
,

这对恢复长

荡湖水生植被起了积极的作用
。

但随着煎群丛的发展蔓延
,

由于抓是一年生植物
,

在每年

的生长过程中
,

大量的枯枝沉积在湖底
,

形成深厚的淤泥
,

淤积湖底
,

污染水质从而影响鱼

类的生长繁殖
,

特别是盛夏季节的清晨
,

繁保区内时有团头纺
、

草鱼发生死亡
。

1 9 8 3 年
、

1 98 4 年的沪月份作者曾亲 自在下新河繁保区内捞到 2 斤重的团头鱿
、

8 斤重的草鱼
,

就

是连适应能力较强的乌蟾也会发生死亡
。

这种现象在太湖也有发生
。

作者认为在浅水性

湖泊对种植抓应加以限制
。

目前
,

长荡湖湖泊沼泽化方向日趋严重
。

因为茂密的沉水植物在生长过程中
,

每年有

大量的枯萎植物残体沉积于湖床
,

这就直接抬高了湖床 ,每年梅雨季节
,

混浊的山洪
,

泄入

湖区
,

经高密度沉水植物的滞留作用
,

使得大量泥土淤积于湖区
,

造成湖床抬高
,

水位变

浅
。

而湖水深度和底质状况
,

又制约着水生植被的发展
。

近几年来
,

致使长荡湖水生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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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迅速繁衍起来
,

这不能不引起人们的高度重视
。

针对长荡湖实际
·

湖况
,

作者认为当前可采取以下措施
,

使长荡湖渔业生态系统趋于 良

性循环
。

(l) 倡导农民冬季莆泥
、

夏季割青捞渣
,

可将草渣湖泥沤集成肥
,

这样耙泥的过程就

相当对湖床起着耕耘翻底的作用
,

使得沉积于湖底的有机质和营养盐类溶解于水体中
,

以

利于浮游生物的生长繁衍
。

这既促进了农业的发展
,

又改善了湖区生态环境
。

(2 ) 大力开发利用水生植被
,

培养大规格的草鱼
、

团头舫鱼种
,

增加放流鱼种的数

量
。

(3) 近年湖 区 网围养鱼迅速发展
,

可将网围区建在入湖河流至泄湖河 口这一线
,

这样

数年后
,

网围拆迁
,

此线水生植物稀疏
,

水流畅通
,

从而会大大减轻山洪泥沙的淤积作

用
。

湖泊环境条件的变化
,

水生植被的盛衰必然导致鱼类种群结构的变动和鱼类产量的

波动
,

尤以银鱼和梅鱿为显著
。

水生植被面积的缩小
,

开敞水面的扩大
,

银鱼
、

梅鱿的产

量就上升
,

青
、

草
、

链
、

墉
、

鲤
、

细等鱼的产量则下降 ,在水草繁茂
、

水质清瘦
、

浮游生物贫乏

的湖泊中
,

银鱼
、

梅鳞缺少 良好的生长条件
,

产量就下降
,

大型天然经济鱼类的产量就上

升
。

随着鱼类组成的变动
,

捕捞工具也就要相应改变
。

六十年代在长荡湖
,

由于水生植被

的衰竭
,

湖区呈开阔的敞水区
,

渔捞对象主要以银鱼
、

梅鱿等
,

捕捞工具主要以风为动力的

拖 网船 (风网船》
。

进入八十年代
,

随着水生植被的恢复发展
,

梅鳞
、

银鱼资源量显著减少
,

风 网船已不适应在水草茂密的湖区作业
,

渐以丝网
、

钩
、

卡
、

虾笼和跻 (一种迷魂阵 )这些定

置性的渔具所取代
。

我国 目前大中型湖泊所采用的常规性增殖措施
,

如实行禁渔区
、

延长禁渔期
。

放流

鱼种
、

灌江纳苗
、

对定居型的经济鱼类的繁殖保护
、

鱼类 区系的定向改造等
,

但往往收

效甚微
,

我国大中型湖泊仍普遍存在着三小当 家 (银鱼
、

鱿鱼
、

虾 )
,

产 量 低 下 的 问

题
。

从长荡湖生态系统中
,

水生植被所经历的旺盛一衰竭一恢复一旺盛的演替过程
,

所

相应出现的大鱼一小鱼一小鱼匀大鱼一大鱼的渔业生产效果看
,

人工于预恢复湖区水生

植被
,

建立水域环境的生态平衡
,

是发挥水体生产力的关键
。

欲改变我 国大中型湖泊中兰

小当家
、

产量低下的状况
,

就必须从生态学角度考虑
。

大力种植水生植物
,

促使水生植被

的恢复
,

保护水生植被的生长繁茂
,

进行湖泊渔业中的绿色革命
,

使我国湖泊渔业有所

突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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