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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太湖网围区的热学状况及其与鱼类

发育生长的关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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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c a d的几 i。 名执`口a )

东太湖系太湖东南隅的一个湖湾
。

据测
,

在正常水位 (五站历年平均水位 ) 2
.

9m9 时
,

平 均 水深
。 91勿

,

最大水深 1
,

5 0功
,

湖水面积 130 如以
, ,

容积 1
.

18 、 10 、
会。

在距岸 I k m 处以多网箱共 3 公顷左右

水面的围养
。

据吴县东山站 19 66一19 86 年资料
,

历年平均气温 1 6
,

g ℃
,

最高 38
.

8℃
,

最低 一 8
.

7℃
,

气温

年较差历年平均 肠
,

9℃
。

年降水量 1 (X用一 1切伪刀m 左右
。

为探讨网围养鱼与水域环境的关系
,

1 9 84 一

19 8 6 年在东太湖网围区进行了每 日 8
、

14
、

20 时的水文气象要素的正常观测
。

每月进行一次 1一 3 个测点

包括鱼塘在内的昼夜同步连续观测
,

每月一次各网箱的面上观测
。

观测项目有水深
、

水温
、

水色
、

透明

度
、

温
、

湿
、

风
、

悬移质含沙量
、

湖流
、

水化学等
,

还收集了湖区及其周围站点的水文气象历史资料
。

一
、

水温年变化及其与鱼类发育生长的关系

由 19跳一 19 8 6 年实测资料 (以 0
甲

5 米水深处 8 时的水温为准 )看出
,

最低 水 温 O℃ ( 1 9 8 4 年 12 月

24 日)
,

最高水温 32
.

8
,

C ( 19 8 6 年 8 月 13一 1企 日 )
。

水温年变幅 3 0
.

5一 32
.

6
O

C
,

年平; 均 水 温 16
.

4一

16
.

尹C
。

月平均水温最了令吐都出现在 1 月份 (2
.

4 和 4
.

2℃ )
,

最高值出现在 7
、

8 月份 (3 0
.

。 和 2。
,

1℃ )
。

在东太湖
,

从 6 月一10 月中旬
,

除少数夭水温低于 2。℃和个别天水温高于 嚣℃外
,

均为主要养殖鱼类的

适宜温度期
,

长达 143 一 1印 天
,

其中摄食生长的最适温度 ( 2 5一3 a0 C )期为 7 5一韵天
,

主要集中在 6 月

下旬一9 月中旬
。

一般年份
,

从 12 月一 2 月份
,

存在不同程度的冰情现象
,

主要心岸冰为主
,

冰厚约 2二
,

但在特殊寒冷年份
,

也会封冻 “ ] ,

故冬季要将成鱼取在鱼塘
,

以免流冰割破网箱而造成逃鱼损失
。

观测试脸表明
,

鱼类发育生长与水温关系密切
,

这里以 19 8 5年多角形网箱的各种鱼类的平均增长

率为例 (表 1 )
。

为避免在大网箱内定时打捞进行观测试验会影响鱼类发育生长
,

19 85 年我们在湖边另

设四个多角形网箱
,

分别围养个体大小各自均匀的鲤
、

草
、

团头纺和青鱼四种鱼苗
,

投喂的精料主要是大

麦
、

小麦
、

元麦和颗粒饵料
。

草料有黑麦草
、

苏丹草
、

苦草和黑藻等
。

在生长期间
,

定时进行观测称重
,

探

讨鱼类发育生长与水温
、

水深等水域环境的关系
,

其结果见表 1
。

从 生月中旬一12 月上旬
,

各种鱼类的

平均增长率随水温和水位 (水深 )的升高而不断增加
,

然后又随水温的下降而逐渐下降
。

4 月中旬一 6 月

参加观测的还有王银珠
、

高礼存
、

庄大栋
、

张文华
、

胡文英
、

胡洪云
、

播红玺
、

隋佳荣
、

陈伟民等同志
。

张立仁

同志清绘插图
,

特此一并致谢
。

收稿年月
: 1洲 7年 10 月 ; 1 9习名年 6 月修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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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飞 85 9年东太湖多角形网箱鱼类生长与水温
、

水深关系

吸 bl e1 R el毗fo u s hi P b e t w ee n t h egr

o w t ho f f i s ha nd wa to r t e也 Pr e毗 u r 。
,

d o p t h 纽 钾】y go
n 幻 脚 t eP n o f E 压st aT l H u L a k e ( 1 98 5 )

平均水温 (℃ )l平均水深 (米 )

! { ! ! 鲤 鱼

平均增长率 (克 /尾旧 )

草 鱼 ! 团 头 鱿
青 鱼

0014叱17的冷421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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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乃201

11一

22朋钟引弱卯O8的01工,
上
忍000

ù

竹朋功朋器2841

数

邵朋肚32朋肚肠湘4
.

1 2一 5
.

6

6
甲

6 ~ 6
.

7

6
.

7~ 丁 7

7
.

7~ 8
`

7

闷
.

7一 9
.

8

9
.

8一 10
.

8

10
,

8 ~ 1 ]
.

1 1

1 1
.

1 1 ~ 1 2
.

9

18
.

9

2 1
,

6

2 5
.

0

2 9
。

5

2 8
,

8

跳
.

飞

1 8
甲

0

1 1
,

( ) 1
.

忿5

围养期间平均增重倍数 2
.

息3 2
.

写O 3
.

84 O
,

健

上 旬
,

平均水温 19 一22 ℃
,

平均水深 1
.

1一 1
.

枷
,

鱼的平均增长率普遍较小
。

6 月上旬一9 月上旬
,

平均

水温 2 5一30 ℃
,

平均水深 1
.

1一 1
.

3 m 左右
,

鱼的平均增长率迅速上升
,

尤其 8 月上旬一。 月上旬
,

平均水

温 29 ℃
、

平均水深 1
.

3m 左右
,

各种鱼类的平均增长率最大
,

鲤
、

草鱼
、

团头舫和青鱼的平均增
一

长率分

别达 2
.

95
、

15
.

70
、

土
.

62 和 3
·

7兔了t
·

d
。

9 月上句一 10 月上旬
,

平均水深虽还是 1
,

3 m 左右
,

但平均水温

由 29℃下降到 2犷 C
,

鱼的平均增长率大幅度下降
,

鲤
、

草鱼
、

团头纺和青鱼的平均增长率分别仪 。
.

99
、

2
.

2。
、 。

.

88 和 。
·

0 0 9了t
·

d
。

10 月上旬一 12 月上旬
,

平均水深还有所增加
,

但平均水温从 18℃下降到」1℃
,

鱼类基本停止坐长
,

甚至减轻重量
,

只有团头妨还在继续生长
,

说明团头纺的耐寒性较鲤
、

草鱼强
。

由此

看出
,

鱼类发育生长与水温关系相当密切
。

从表 1 还可看出
,

在观测试验的四种鱼中
,

团头纺的增重倍数最大 ( 3
.

8 4)
,

草鱼第二 (2
甲

9 0 )
,

再次是

鲤 ( 2
.

33 )
,

青鱼最小 ( 0
.

凡 )
。

究其原因
,

主要与投饵有关
〔 3 , ,

四 种不同的鱼类了其喜食饵料是不同的
,

如草鱼
、

团头纺都为草食性鱼类
,

以苦草
、

轮叶黑藻
、

马来眼子菜等水生植物为主要食料 ; 鲤为杂食性

鱼类
,

常以各种高等植物的碎片
、

底栖动物如螺
、

规等及细小的藻类为食料 ;青鱼则常以螺狮
、

黄规
、

淡水

壳菜等蛋白质含量较高的底栖动物为主要食料
。

而我们在这次试验中都是投喂如前所述的麦料
、

颖粒

饵料和草料
,

这些正是团头纺
、

草鱼的喜食饵料
,

故其增重倍数大
。

鲤爱吃杂食
,

牛长尚可
。

青鱼因缺

少喜食性饵料
,

增重倍数最小
。

可见
,

在适宜的水温条件下
,

还要科学投饵或据不同的水域环境围养适

宜的鱼种
,

才能取得稳产高产
。

必须指出
,

表 1 中的鱼类增重倍数都不大
,

这主要与经常取捕
、

称重等折

腾有关
,

在湖区的大网箱内
,

鱼类增重倍数远大于表 1 中的数据
,

这里随便举一例说明《表 2 )
,

通过 3
、

4

月份一 10 月份共 了
、
8 个月时间的围养

,

鱼类的增重倍数鲤为 3
,

4一 6
.

3 倍
,

草鱼 7
.

4一月
.

7 倍
,

团头妨

4
.

6一 5
甲

连倍
,

青鱼 2
.

6一3
.

5 倍
。

19 8咬一 1 9 86 年平均净产高达 13 755 k g厂ila
。

表 2 东太湖网围区鱼类增重倍数 (1 98 5 年 )

T a b l e Z T助 i n e er as
e d t加

e s
of t h e

价 h e s
in f is h co 叹 r t a r e a o f E a s t T a i H u 兀 a k 。 ( 1朋5 )

网网 围 区 号号 网 围 期 间 平 均 增 重 倍 数数

鲤鲤鲤 鱼鱼 草 鱼鱼 团 头 筋筋 青 鱼鱼

综综合区 1 号网箱箱 8
,

4444 10
甲

8 111 4
.

4 777 2
.

蟋蟋
敞敞水区 1 号网箱箱 6

.

7555 7
.

4 222 5
.

4 444 3 胎胎

敞敞水区独立箱箱 3
。

习999 1 1
。

7DDD 5
。

D333 3
甲

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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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

表层 ( 0
.

l m处 ) 水沮 日变化

表层 ( 0 .l m处 )水温日变化
; t, , 从 19 84 年 在月一 19 8 6 年 2 月

、

每月中旬一次昼夜连续观测资料看

出
,

最高水温一般出现在 14一1 6 时
,

最低出现在 4一 8 时
,

水温 日变幅 O
,

4一3
.

4℃
,

平均 1
.

8℃
。

如果将 19 84 年 4 月一 19 86 年 2 月共 23 个昼夜的资料逐时对应平均求其平均水温 日变化
,

则其 变

化规律明显
,

最高水温出现在 16 时
,

最低出现在 8 时
,

水温日变幅 1
,

as C 〔图 1 )
。

由图 1 清楚看出
,

大于

日平均值的时间与小于日平均值的时间几乎相等
,

表明在平均情况下
,

东太湖表层水的增温强度与降温

强度墓本相同
。

同一地区不同水域的水温及其 日变幅亦不同
。

如鱼塘与湖区相比 (图 2)
,

表层水温和日

变幅前者都大于后者
。

鱼塘因水域小
、

水体流动性差以及受周围陆地的影响大
,

其最低
、

最高水温出现时

间均前于湖区二小时
。

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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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东太湖网围区 19 触 年 生月一 19 86 年
2 月平均表层 (0

.

l m 处 )水温 日变化

F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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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 ( h r )

图 2 19 85 年 3 月一1 , 8 6年 2 月

平均表层 ( 0
.

灿 处 )水温日变化

F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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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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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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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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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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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太湖网 围区 H
.

鱼塘

三
、

水温垂直分布

从图 3 看出
,

8 时
、
1连时

、

2。 时和这三个时间的月平均湖水垂直温差都具有明显的年变化
。

最低值均

出现在温度最低的 12 月和 1 月份
,

为负值
,

水温呈逆温分布
。

2 月起
,

随温度上升
,

垂直温差由负转正
。

么 6 月份
,

由于空气和水表层强烈增温
,

湖水垂直温差达最大
,

鱼类一般喜欢在较暖的水表层活动
。
6 月

份梅雨季节阴雨天较多
、

湖水垂直温差有所减小
,

网箱内的鱼群较分散
。

7
、
3 月份高温季节

,

水温保持在

29 ℃左右
,

密度较小的表层水难于下沉
,

湖水垂直温差出现第二个高峰
,

这时鱼类趋于湖水中层活动
,

尤其中午前后最为明显
,

只有在傍晚和清晨才趋于水表层活动
。

8 月以后降温开始
,

较冷的表层水自然

下沉
,

垂直温差不断减小
。

直到 12 月份
,

水温下降至 4℃左右
,

上下水温较均匀
。

如继续降温或湖床向湖

水传输热量
,

湖水呈逆温分布
,

鱼类则潜入水底层或深坑内越冬
。

东太湖 虽有分层现象
,

但垂直温差一般

不大
,

极大多数小于 r C
,

少数天大于 aZ C
,

个别天高达 犷C ( 19 8 5 年 6 月 1 日扭 时 )
,

稍迁风浪即皇同温

分布
,

乃浅水湖泊的热学特征之一 21L
。

在东太湖
,

7
、
8 月份 1生时垂直温差的月平均值也只有 0

.

a6 C左

右
,

这对鱼类生长非常有利
。

鱼塘与湖 区对比 (图 4 )
,

冬季 1 2 月一翌年 2 月
,

水温低于 7℃
,

其垂直分布墓本上都是同温分布
。

3一4 月
,

水温猛升
,

从 8℃左右上升到 2。℃左右
,

水体分层明显
,

鱼塘的垂直温差远大于湖区
。

如 4 月份

湖区的垂直温差为 。
.

9℃
,

而鱼塘为 4
.

1℃
。

鱼类生长旺季的 7
、
8 月份

,

湖区的垂直温差 。
,

6一 1
.

。℃
,

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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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
.

东太湖网围区 1 1
,

鱼塘

鱼塘 2一2
,

6
O

C
,

是湖区的 2一 3 倍
,

这是相当不利的
。

特别是高温无风天气的夜晚
,

在静止的鱼塘中
,

温

度较高的表层水阻碍着氧溶于水中的数量和速度
.

这时因水温较高
,

有机质大早分解而耗氧
,

导致鱼类

缺氧浮头甚 至窒息而死
。

或因闷热天气骤降暴雨
,

池塘表层水急剧降温
,

加速了池水的垂直对流
,

使底

层的有机质及硫化物气体上浮
,

引起鱼类缺氧或中毒而死
。

例如 19 84 年的 7
、
8 月份

,

当地渔民的鱼塘内

死了不少家鱼
。

可见
,

在浅水湖泊的湖湾进行大水面网围养鱼
,

其水域环境远较鱼塘优越
。

综上所述
,

鱼类发育生长与水温关系密切 ; 因水域边界条件的不同
,

湖湾大水面网围养鱼的水域环

境优越于鱼塘
,

围养试验结果
,

1 984 一 19 B6 年平均净产达 13 吓 s kg 趣
,

这是充分利用湖泊资源发展渔

业生产的有效途径之一
。

但必须指出
,

大水面网围养鱼
,

由于鱼的密度加大
,

由此而产生的残饵
、

粪便和

鱼的分泌物等有机污染也相应加大
,

其环境效应及其最佳方案的综合评价是巫待研究的课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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