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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要 一 年对移入滇池后的太湖短吻银鱼个体
、

群体生态和资源变动情况进行 了

分析
,

结果表明 滇池全年均具有适合太湖短吻银鱼生长
、

繁殖的良好理化环境和 丰富的饵料基

础
,

因而缩短了它的生长周期和成熟周期 如 年引进的银鱼
,

经几个月的生长
,

当年 川 月份

就达到性成熟
,

孵出的仔鱼生长到次年 一 , 月份又成熟产卵
,

孵出的仔鱼生长到第三年 一 月份

又成熟产卵
,

这样就形成了三个生殖群体
,

即春群
、

秋群和冬群
,

但寿命仍然是一年 因而其种群

发展极快
,

一 年总捕捞 量 达
,

最高 年产 年 达
,

平均亩产 达
,

经济效益明显

滇池属 金沙江水系
,

平均水位 黄 海基 面
,

湖面积
,

平均水深
,

最大水深
,

蓄水量 了 ’,

为云南高原最大的淡水湖 湖区属南亚热带

西部型季风气侯
,

具有干
、

湿 雨 分明
, “

四季如春
”

的特点 湖水表层水温多年平均

℃
,

最高月平均水温 出现在 月
,

为 ℃
,

最低在 月
,

为 ℃
。

湖水呈黄绿

色
,

水色标号 一 号 透明度变幅在 一 之间 湖水矿化度为 , ,

主要离子以重碳酸根含量最高
,

属重碳酸盐类钙组 型 值年内变化 一

之间 值变化在 一 之 间 溶解氧含量为 一 有机耗氧量为

一 总 硬度 生 物 营养元 素 中氮 的含 量 变 化 在 一
,

磷的 含量变化在 一
,

铁 一 ,
,

硅 一

原初生产力为
·

浮游生物 的种类和数量十分丰富
,

其中浮游植物 种
,

数量为 个
,

生物量为 浮游动物

种
,

数量为 个
,

生物量 属 中富营养型
,

少数湖区 已属 富营养型
。

湖盆形态特征
、

湖水理化环境
、

底质条件
、

气侯特点
、

饵料生物及鱼类区系组成等均适宜

于太湖短吻银鱼的生长
,

繁殖

为采集太湖短吻银鱼移殖滇池后的种群动态
,

资源变化及其与环境因素的关系
,

年 月至 年我们选择乌龙堡外湖区 号点 作为观测短吻银鱼繁殖
、

生长及食性

变化的固定点
,

每隔 一 天采样一次 每年 月 一 日对全湖 个采样点进行银

鱼
、

浮游动物和虾的定量采集
。

采样点为图 所示
。

, 参加采集鱼卵的还有张开翔同志
,

钱志炜 昆明市水产公司 协助投放鱼苗
,

陈伟民参加部份野外工

作
,

一并致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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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一 湖 泊 科 学

太湖短吻银鱼移殖的理论依据

⑧昆明币

呈贡县

马龙‘钱

二。

太湖短吻银鱼是湖泊中重要的小型经济

鱼类
,

主要分布于长江和淮河 中下游的湖泊

中 一 年我们通过对洪泽湖所产太

湖短吻银鱼繁殖
、

生长
、

摄食及生活习性等

的研究
,

发现它的生命周期短
、

离水后立即

死亡
,

但从受精卵开始到肠管形成以前的发

育过程 中 即 以卵黄囊为营养转化到 以外界

为营养 其适应能力很强
,

在水温 ℃时经人

工饲养管理能存活 天左右
,

这为成功移殖

太湖短吻银鱼人工授精卵提供了理论依据

年 一 月我们开展了滇池鱼类及渔业

资源的调查
,

发现滇池 的湖盆形态特征
、

湖

区气侯特点
、

湖水理化环境
、

底质条件
、

鱼

类种群结构和浮游动物数量都十分有利于太

湖短吻银鱼的生长
、

繁殖
,

从而开展了将太湖

短吻银鱼向滇池移殖的研究工作

二
、

鱼卵采集及其运输

晋宁县 年 月 一 日
,

在太湖东 山湖湾

共捕获性成熟雌鱼 尾
,

经人工授精后获受
图 滇池太湖短吻银繁殖

、

生长及食性 精卵 粒 受精时先将成熟卵粒挤在培

变化采集位置 养皿 内
,

再将 准备好 的雄鱼用 手挤压腹部

雌雄性 比为
,

连同雄鱼一起放进培养

皿内
,

加进少量清水轻轻摇晃
,

静置几分钟

后
,

用吸管吸去培养皿内水份和剩余精液
,

然后再补充清水
,

反复几次后 即可将受精卵移

到烧杯内进行孵化
。

于 日我们采用烧杯换水和塑料袋充氧两种方法进行鱼卵的运输试

验
,

由苏州乘火车经上海将鱼卵运往 昆明滇池
,

途 中鱼卵在水温 ℃左右时
,

经

小时即已孵 出仔鱼 尾
,

于 日上午 时和下午 时分别投放在海埂和观音 山两湖

区
,

投放地 点的 水深 为 和
,

底质为泥 质砂的开 敞区
,

投放 时的仔鱼全长 约

三
、

繁殖特点

月月」生殖群体组成的变化 太湖短吻银鱼生殖群体的组成则随着湖内种群密度的逐年增

加
,

其成熟个体有逐渐变小的趋势 年 月采集到的 尾成熟个体
,

体长为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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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 高礼存等 太湖短吻银鱼移殖滇池试验研究 一 一
,

体重 一 年 月 日至 月 日测定的 尾成熟个体中
,

体长

“一 的个体有 尾
,

占 体长 一 的个体有 尾
,

占 年

月 日测定的 尾成熟个体中
,

个体较小的数量逐渐增多
,

而个体大的则有所减少

叹表

表 该池不同年份内太湖短吻银鱼成熟个体大小比较表
扭 招 刀云 众 加 山灯触

探探森爵象
一

尾尾尾 数数 百分比比 尾 数数 百分比
’’

尾 数数 百分比比

一巧
一

一
。

一

雌雄性比的变化 从银鱼产卵期与非产卵期测定的雌雄比看
,

在非产卵期雌雄性比

接近

鱼
,

卜
,

在产卵期间则有所不同
,

产卵早期雌鱼多于雄鱼
,

产卵盛期雄鱼则多于雌

产卵后期雌雄比又接近 见表

表 该池太湖短吻银鱼产卵群体雌雄性比变化情况表

皿 加

测测定时间间 测定尾数数 雌鱼尾数
··

雄鱼尾数数 雌雄性比比 产卵阶段段
。

产卵未期期

产卵早期期

产 卵 期期

汽汽 非产卵期期
、

卜 产卵盛期期
一

非产卵期期
、

非产卵期期

产卵批次及寿命 年 月移人滇池的仔鱼
,

当年 月即采集到性腺发育到

期的雌鱼标本
,

证明春季所产之鱼在经 一 个月生长后
,

至当年 一 月即可性成熟并

第一次繁殖 年 月采集的标本中发现雌雄个体开始分化 年 月至 年

月从周年定期 每月 一 次 连续采样结果看 见表
,

拖网地点 江尾
,

年

月一 月所生的仔鱼一直到 年 月 日以前
,

性腺发育仍处于且期
,

平均成熟系

数为 月 日采集的标本中
,

雌雄鱼 已出现明显的分化
,

与 年 月观测到

的情况是一致的 月下旬至 月中旬所采标本中
,

有些 已成熟并产卵
,

成熟系数高达 ”

一礴
,

产卵后的雌鱼卵巢内除残存有一些过熟未产出的卵母细胞外
,

‘

还有第 时相的

卵母细胞 年 一 月份所孵出的仔鱼生长到 月 中旬
,

其性腺大部分处于 期
,

至 一 月并开始成熟产卵 这些情况说明
,

冬季孵出的仔鱼
,

经 一 个月生长后
,

其

性腺可达成熟
,

并第一次产卵繁殖 产卵后的亲鱼并未死亡
,

卵巢内留有第 时相的卵母

细胞继续发育
,

至 一 月则又陆续成熟并进行第二次产卵繁殖

据以上情况分析
,

移人滇池的太湖短吻银鱼
,

每年则有三个明显的集中产卵批次 即

春群在 一 月
,

秋群在 月下旬至 月
,

冬群在 一 月繁殖 每群的银鱼寿命都是一

年 月龄 左右 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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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一 湖 泊 科 丝 卷
’

日 了一曰 厂下一

厂

曰曰曰 遭遭遭
口口口 一一一一一臼臼臼

一一一巾巾巾
一一一
之
翻翻翻翻 「

一一一一一一

侧侧侧侧侧侧侧
军军军 粼粼粼粼 里里卜卜卜

睽睽睽睽睽睽睽睽睽
探探探探探探探探探
馒馒馒馒 居居 姿姿 共共姿姿
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
卞卞卞卞卞卞卞卞卞
油油油

任任任任任任刁刁刁刁刁刁刁刁刁
口口口通通 必必 一一 护自自 胃胃

一一一彭彭彭彭彭
吸吸吸吸吸吸吸

⋯⋯
甲吧吧吧吧吧吧吧

翻翻翻饭饭 户户户户户 。 一‘‘链链链链链链链链链

纽纽纽纽纽纽纽纽纽

冬冬冬冬
口、、 口、、 叮,,

闷闷闷闷闷闷闷闷

卜一
一

胜仁共牛二一

叭 已

目
一

仁冈卢口户

斗油不引
八 哟 二 。 ”

“ 二 ‘ ‘

⋯⋯⋯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一 —闷 】寸

‘
‘一曰

州曰一日同臼州川⋯拼
厂

门州喻一一人份叫以卜叫

鑫】姿卜妈州州曰价叫一
裸暖滚链

⋯⋯叭一一的一卜门叫哟一州州寸卜心一叭卜寸习月巾冲己

只 冷 只 写 叫 仍 一 , 寸 以

汽 导 等

, , 了

升汗沂
叹 , 价
一 ‘ ’

撼暖一撅磷燕链

半
目五

匆
冲

吮 。 。
霉 内 ,

二二二二
闷闷

川川
。。 一一

,

﹂附严以产障

勺吕一比碑,抽。‘自补口民卜

蟒下写男址恤洲盘州︸州誉训涤臀瑞裂长用线

月 。 。 , 了 闷

巴一一一

仍琳

二 土 哭 二 蒸 二

厂厂 三三

匕匕匕
口

⋯
曰哟曰一

赛赛 妥妥是是户 一一,

昌昌一一一一一
叶叶叶

、、、

蕊蕊蕊 六六 定定 一一一 后后 导导
叮叮叮叮叮叮叮叮
叭叭叭叭叭 一一一一

一一

一一 一
一一

矛矛
一一 、、 一

二二二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一一一一阅

户户严严

。的叭,烈叭卜们曰妈卿喃卜卜叭一喻寸的

钊到别 穿 多妥粼

似似似似
圈圈圈圈

粼粼粼
喊喊喊
滚滚滚
侧侧侧

兰兰兰
众众众
冲冲冲

兰凡喃门一︻

里引别

峭的叶价州目问寸的
,

的以仍拍啥

于 卜 洲

仍出一一叭的于次︻一内巴州的卜二闪卜州阵蕊一象州卜众一芝一阵一卜卜一月内。一一寸。一一卜

一曰一叫叭

碱贸一妇令冲一翻哩

一工

一一一一一
之之之 认认

,

己己
一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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飞期 高札存等 太湖短吻银鱼移殖滇池 试验研究

、

少怜
“之

‘

’艺凡
产

确八‘

。

乍口
月,月

凡

犷

户

了

自匕,

川
护,

“补泪
、八

了厂

,了凡口甘冬口

。
宝

廿

尹

,︸了

名了

哭 、 ,

少物
,

拟
,

吕
‘

昭 朋 己

少些、 、

仁〕

污月 只

尸一 一

决

下汁

应 泛 奋 丁 一 几一一下 一丁一万一门一一丁一 毛
军

·

代表生胜
,

左上角傲字为生欣批次 旅为第 次产 , 考 为奸 , 欢 产卯 右下角彼字和 闹徽字均为生徽时钊

代表子代
,

—
为第 次产卯补充的刹七户 一 一一 为第二次产钾补柳召仁

图 滇池太湖短吻银鱼产卵批次示意图
,

一 一

繁殖力 移人滇池后 的太湖短吻银鱼
,

其绝对怀卵量均随体长和体重的增加呈正相关关系
,

但相对怀卵量差异并不显著 见表

表 滇池太湖短吻银鱼繁殖力统计表

山 迸

采集时间 测定 体体 长 体 重 ② 绝对怀卵盆 粒
‘

枚枚 围围 平均均 范 围围 平均均 范 围围 平均 鑫鑫
,, ‘ 一 ,, 且 , 一 只只 , 飞 八理、 呢 , , 哎哎

气气 龟 夕 夕 产 , ‘ , , ‘ 目、 ,,

夕 、
矛矛 、 子 白白 甘 日卜 , 、 侧

天天 币蒸士景
目

蒸蒸 黑一一一〔〔 , , ,, , , , 」 , ,,,,,,

一 鉴鉴 牛军共共 黑黑
且 , 一 , ‘ , 通百节

一一一一一一 目 , 月

一 一一 一一犷一 丁二二二一
心 月 目 ‘ 叫‘ 产产

含含含含含含 啥 ‘ 内 碑八 沪沪沪沪

,, 一
一 。

乙乙 五 几少 谷 , 挂挂 孟 二二

而巧了寸飞万

年月 尾数 范 围围 平均均

一

一

一

二次次 一

⋯
一 ’’厂毛

一一 一一 宁一 一 一 一 朴 一

—《卜

滇池中太湖短吻银鱼一生中产卵两次
,

其绝对怀卵量第一次大干第二次 并随着种群

密度的增加和成熟个体的变小
,

其绝对怀卵量逐年减少

滇池太湖短吻银鱼的繁殖力与其他地 区湖泊中相 比则具有较高的 个体繁殖力 见表

苏

表 几个主要湖泊太湖短吻银鱼繁殖力比较表

卜心 卜 曰加 业 习

封
‘
臀

’· 体 重

平 均

”一 兰全一

围 平 均 范 圈

坐 吐 亘了室了
一 气 。 八 二 ,

二

湖湖 名名 浏声〔 一一

尾尾尾数
··

太太 湖湖 气气

洪洪泽湖湖 一

一巢巢 湖湖

丰

一 ,

、

名

绝对怀卵全

范 围

一

一
上 一

一

柳 」」认 相对怀卵盆 一一
卜卜卜卜卜卜卜 〔粒 克体重不不 万 」」」

夕

夕夕

产卵场的分布及其 与环境条件的关系 滇池广
‘

大湖区都具有适合太湖短吻银鱼产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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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一 湖 泊 科 学 卷

繁殖的湖水理化环境和底质条件 从 年 月 日和 日在几个主要湖 区捕获的产

卵亲鱼数量分折
,

以 白鱼 口至观音山湖区亲鱼数量最多
,

产卵规模也最大 其次为江尾村

至大渔村湖 区 海埂外亦有一定数量的分布 测得产 卵场的湖水深度在 一 之 ’

水 色碍
户

在 一 号之间 透 明度 一 之 间 底质多为砂泥组成
。

冬群产卵期间的

湖水表层水温为 一 ℃ 春群为 一 ℃ 秋群 一 ℃
。

四
、

生长情况及肥满度

生长情况 从 年 月 日至 月 日测定的 尾冬群及春群银 鱼生长情

况分析
,

冬群繁殖 的仔鱼经 一 个月生 长后
,

到 月 日平均 体长为
,

体重

众 月 日平均体长
,

体重 月 日休长为
,

体重 月

日体长为
,

体重
。

产卵后雌鱼逐渐消瘦
,

体重减轻了 飞 春群繁殖 的

仔鱼
,

经 个月成长后
,

平均体长为
、

体重 。 月 日平均体长为
,

体重
,

冬群的体重是春群的 倍 月 ” 日体长为 犯 体重
,

冬群是 存

群的 倍 月 日两者的体重几乎相等 见表

表 滇池太湖短吻银鱼生长情况及肥满度

幽 叭 沮

厂厂厂 冬 群群 春 群群

⋯⋯采采采采采采采采采采采采采采采采采采采采采采采采采采采采采采采采采采采采采采采采采采采采采采采采采采采采采采采采采采采采取取 测测 体长 体重 月巴巴 测测 体长 体重
日日 定定定定定定定定定定定定定定定定定定定定定定 满满 定定定定定定定定定定定定定定定定定定定定定定定定定定 月巴巴
““ 尾尾 范围围 平均均 范围围 平均均 度度 尾尾 范围围 平均均 范围围 尸一一一 , 满满

数数数数数数数数 数数数数数 度度

⋯⋯⋯⋯⋯⋯⋯⋯⋯⋯⋯⋯⋯平均均

一 司
一

一 一

一 一
‘

一
,

研研 一 州

一 一
一 一

一
、

户

一 一 东一习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司

一 一 厂 一 一 一 一下厂 一 ””

一

一
一一一一

一 研研 一 一 住 一飞

, 、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 ,

一
,

一 一 一
「

一 — ——

一 一
,

一 一一
,

一 一 一 一 石

一 全脸
一

一 一 一 。 。

一 一 一 一 厂
一

而 下万亏
‘

一 一
、

一 一

总的趋势是春群生 长速度快
,

成熟个体大 秋群生长速度较慢
,

成熟个体也小 并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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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湖内种群密度的大幅度增加
,

其成熟个体逐渐减小

现将滇池 中太湖短吻银鱼春群 的生长情况与我 国五大淡水湖中所产的春群进行 比较
,

见表
,

显见滇池 中个体最大
,

生长速度也最快

表 几个主要湖泊中太湖短吻银鱼的同期生长情况

甲 韶

湖湖 名名 测定时间间 测定尾数数 体 长 休 重 目目

范范范范范 围围 平 均均 范 围围 平 均均

滇滇 池池 一 一

太太 湖湖
,

一 一

洪洪泽湖湖
· ·

一
一

一刃

都都阳湖湖 一 。 刃

洞洞庭湖湖 一 一

肥满度的变化 滇池太湖短吻银鱼肥满度的变化与生长阶段及性腺发育有关 一般

休长在
,

体重 以下的个休
,

其肥满度随体长的增长而增大 冬群在 月 日

以前处 于生 长阶段
,

肥满度则缓慢地上升 月 日以后性腺开始发育
,

从 期向班一
介期过渡

,

且时间较短
,

这时休内积累的营养物质主要供性腺发育用
,

因而肥满度下降
,

产卵后 的亲鱼下降幅度更大
,

由产卵前的 下降到产卵后 的
,

在成熟个体

中
,

雄鱼的肥满度略低于雌鱼
,

如 月 日测定的 尾雌雄个体中
,

雄鱼为
,

雌

鱼为

五
、

食 性

太湖短吻鱼是终生摄食浮游动物的鱼类
,

不同生长阶段其食性组成变化较大 见表

出现率最高的是长刺冷
,

占 其次为象鼻搔
,

占 剑潘占 镖

蚤占 盘肠畜蚤占 米虾幼体占

表 太湖短吻银鱼不同生长阶段食性组成的变化

加

体体长范围围 分分 肠肠 摄 食 种 类类

析析 管管管管管管管管管管管管管管管管管管管管管管管管管管管管管管管管管管管管管管管管管管管管管管管管管管管管管管一一一尾尾 充充 长刺肠肠 象鼻滋滋 剑派派 盘肠 王王 镖 蚤蚤 轮 虫虫 米虾幼体体

数数数数 塞塞塞塞塞塞塞塞塞塞塞塞塞塞塞塞塞塞塞塞塞塞塞塞塞塞塞塞塞塞塞塞塞塞塞塞塞塞塞塞塞塞塞塞塞塞塞塞塞塞塞塞塞塞
度度度度度 数量量 出现率率 数量量 出现率率 数量量 出现率率 数量量 出现率率 数屠屠 出现率率 数量量 出现率率 数量量 出现率率

个 个 汗 个 个个 个
一 卜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 仓

一
,

一 一
」」」」」」」」」」」」」」」」」」」

一 一
一

一 一
’ ,

合合 计计 , 飞气气 , 一一
·

吐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不 同生长阶段食性组成的变化相差较大
,

体长 执一 的个休以轮虫为主要摄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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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象 体长 一 的个体以镖蚤为主
,

占
,

象鼻搔占 体长 一
的个体以剑渔和长刺搔为主

,

分别 占 和
,

体长 以上的个体以长刺淹

为主

从摄食的个体大小看
,

体长 、一 摄食的轮虫为 一
,

挠足类 父

一
,

枝 角类 体 长 料一 的个体摄食挠足 类 的 长度 为 一
,

枝角类 一 体长 一 二 摄食枝角类的长度为 一

大湖短吻银鱼 的摄食量相 当大
,

体长 一 二 的个体平均每尾摄食浮游动物

个
,

飞尾体长
,

体重 的鱼共摄食象鼻搔 个
,

长刺滩 个
,

盘肠潘 个 体长

只 一 二 的个休平均每尾摄食量为 个
,

尾体长
,

体重 的个体
,

共摄食

象鼻清 个
,

盘肠搔 个
,

镖蚤 个

六
、

饵料资源利用情况

滇池浮游动物资源极丰富
,

其中原生动物 个
,

轮虫 个
,

枝角类

个
,

挠足类 个 折合成生物量为
‘

, 、

为太湖短吻银鱼各生长发育

阶段提供了丰富的适 口饵料
,

通过计算其供饵力可达
,

实际利用率已达到 但

随着湖内银鱼种群密度的逐年增多
,

浮游动物的生物量也逐年减少
,

如 年 月 日

采集的水样中
,

枝角类平均为 个
,

挠足类 个
,

比 年调查时分别下降

了 个 和 “ 个 年下降幅度更大
,

其数量仅有 和 个 它

与太湖 枝角类 个
,

挠足类 个
、

洪泽湖 枝角类 个
、

挠足类 个

相 比较数量还低
,

因而 出现了 年滇池银鱼产量大幅度的下降
,

仅有

七
、

银鱼渔情的预测预报

一 年每年 月 一 日对滇池不同湖区共布设了 个采样点
,

进行银鱼

定量采集和生长情况的测定
,

以计算不同水城银鱼的数量和个体重 通过加权平均法的计

算
,

得 出每亩水面银鱼的现存量 按 月 日开捕时间的生长情况计算
,

估算 出 年

月 日至 月底银鱼的总捕捞量为
,

年为
,

年为
。

而实际

捕捞量 年为
,

年为
,

年为
,

准确率达 一 通过

几年来
一

眼鱼的预测预报
,

可以用这种方法来开展滇池银鱼的短期预报
,

以确定当年银鱼的

捕捞强度
,

并建议在每年的 月中旬列为预测的调查时间

八
、

鱼产量及经济效益

太 湘短 吻银鱼移殖滇池 以后 其种 群发展极快
,

。年捕捞量 为 年为

又 年达到
,

占当年总渔获量的
,

其产值占 年捕捞量达到
,

占当年 总渔获量 的
,

产值占 年捕捞量高达
,

平均亩产
,

占总渔获量的
,

产值则占到 年捕捞量下降到
,

年又猛增到 仅
。

七年来总的捕捞量达到
,

总产值达到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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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 渔农受益情况看
,

主要生产银鱼 的王官村计有人 口 人
,

户
》

年共有

渔船 条
,

捕捞银鱼超过
,

产值 余万元
,

占农业总收人的
,

平均每条船

捕银鱼
,

产值 元 年共有渔船 条
,

捕捞银鱼
,

产值 多万

元 年有渔船 条
,

共捕捞银鱼
,

产值 多万元

九
、

问题与讨论

, 关子三个群体的形成问题 通过几年来的观察研究
,

我们认为滇池全年均具有适宜

于太湖短吻银鱼生长
、

繁殖的 良好理化环境和丰富的饵料资源
,

因而缩短了它的生长周期

和成熟周期 如 年 月移殖的仔鱼
,

当年 月份就达到性成熟并产卵繁殖
,

其成熟

年龄为 一 月龄 孵出的仔鱼生长到次年 一 月份又达到性成熟
,

成熟年龄为 一 月

龄 孵 出的仔鱼生长到第三年 一 月份又成熟产卵
,

成熟年龄为 一 月龄
,

这样就形成

了三个生殖群体
,

即冬群
、

秋群和春群 而它们的寿命仍然是一年
,

第一次性成熟产卵之

后的亲鱼并不死亡
,

它经过强烈摄食之后
,

性腺继续发育
,

并进行第二次产卵
、

繁殖
,

然

后才
一

死去
。

这与洪泽湖所产太湖短吻银鱼春群
、

秋群的成熟龄为 月龄则有所不同

银鱼与虾的种间关系 滇池产有米虾
、

白虾和青虾三种
。

年调查时湖内主要

是米虾占
,

白虾 占
,

青虾仅占 白虾产卵时间从 月中旬开始至 月上旬结

束 米虾产卵期较长
,

从 月下旬开始一直延续到 月 银鱼种群发展以后对白虾和青

虾 的影 响不大
、

因青虾主要 生 活在有水草地 区
,

而 白虾 刚 出膜 的幼体全长 即 已 达到
,

再大的银鱼个体也吞食不 了 而有影响的则是米虾
,

它们摄食的种类虽然不同
,

但生活的水层则比较接近
,

在米虾的繁殖季节银鱼要吞食刚出膜的幼虾 随着银鱼种群的

快速发展
,

浮游动物的数量急剧减少
,

银鱼吞食米虾幼体的机率增高 年 月调查

时
,

白虾的种群则 占到
,

而米虾仅占

银鱼最适渔获量与供饵能力的关系 滇池的浮游动物数量随着太湖短吻鱼种群的快

速发展
,

已在逐年减少
,

制定合理的捕捞量对充分利用饵料资源
,

达到稳产高产极为重

要 年总资源量估算为
,

而实际捕捞量已超过
,

说明捕捞银鱼的强度已

很高 根据历年来银鱼的捕捞量及饵料资源利用情况分析
,

滇池每年银鱼的生产量应保持

在
,

实际捕捞量以 为宜

关于捕捞期 的确定 从银鱼生长情况
、

肥满度的变化及捕捞强度的分析
,

春群的捕

捞时 间以确定在 月 日至 月 日之 间最适宜
,

这 时银鱼 的平均体重 已达 到

一 科 之间
,

肥满度达到 一 之间
,

处于最肥满的季节 冬群的捕捞时间以确

定在 月 日至 月 日之间最适宜
。

这时平均休重已达 一 之间
,

肥满度达到

一
。

但考虑到春群这时正处于生长旺季
,

平均体重为 一
,

仅有最适宜

捕扮时间体重的 因此
,

把银鱼开捕时间规定在 月 日至 月底最适宜 能够使

银鱼的个体重达到最理想的规格 其余时间应作为银鱼的生长期和产卵繁殖期
,

实行全湖

禁捕银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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