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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要 江苏省瓦沟水库和石山头水库，面积为8．9和17．3hm ，1984年起分别进行集约化 

养鱼试验。内容是改革我国传统的东库养鱼方式，设计多种混放密养的养殖模式，增加外源性饵 

料 ．改善水库饵料基础，加大鱼种放养规格，缩短饲养周期．窭行库湾、池塘等多种培育鱼种形式． 

宴现鱼种自给，开展网箱养鱼，设置阿箱簖进行轮捕，饲养家禽家畜，种植青绿饲料，注重综合养 

鱼。试验结果每公顷鱼产量，瓦掏水库由试验前(1983年)每公顷 195kg至 1986年达 4176kgI石山 

头水库由 1984年的86kg至 1989年增加至 7822kg，公顷渔业利润为 10149元。现这项技术巳在江 

苏省 51座小型水库巾推广应用。 

关键词 小型奎 鱼综台技术效益袭苎勺叱 墨 、 ／̂ 、  ‘ 

一

、 前 言 

我国现有水库 8万余座 ，其中大多数屉小型水库。这些水库对丘陵山区农田灌溉创造 

了条件，同时为养鱼增 加了水面。80年代以前 ，小型水库开展养鱼生产 ，只是利用水库 中的 

自然饵料进行 人放天养”的粗放养殖。养殖鱼以鳙鲢为主，产量低、经济效益差，养鱼的收入 

低于淹没区原农田的经济收入。自开展精养以后，尚末见到小(一)型水库产鱼 7500kg／hm 

以上的报告。 

随着养鱼技术和理论研究的进展 ，作者认识到小型水库养鱼生产，有可能引进集约化饲 

养技术。并根据水库的特点，加予改革和刨新，以期接近或达到池塘养鱼的生产水平。这样 

不仅是对传统的水库养鱼是一项突破．而且在经济上可以补回甚至大大超过淹没农田的损 

失，将水资源的利用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 。 

开展试验前，我们进行了多项调查分析，小型水库同大 中型水库和池塘相 比，均有许多 

不同的特殊性。对此，我们设计了相应的综合技术措施，并在试验中不断改进和完善。 

本课题预备性试验，1 984年在瓦沟水库进行，持续至 1986年，之后转入常规生产 ，不定 

期观测。与此 同时，1985一l989年在石山头水库扩大试验研究．并在江苏省其他水库推， 应 

用这一养鱼高产综合技 术 

1986年瓦沟水库试验获得公 顷产成鱼 4176kg，转入常规生产后逐步提高 ，1 991年达 

9001．5kg。石山头水库公顷年产成鱼，由试验前的86k$，增加至 1989年 7822kg，公顷利润达 

l Ol 4 6元 ，超过了当地农田经济效益一倍多，从一个亏损单位变成了全省的先进典型 ，受到 

_卓课题得到偌(水电部曲资助(管 FI83031。 

车文于 1992年 3月23日收到．1992年 6月 】8日改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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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DRC专家的重视。 

二、材料与方法 

石山头水库地处旬容县境内，年平均气温 15．2℃，年平均降雨量 10]1．7ram。库区植被 

良好，集雨区面积 5．6km ，平均水深 5m，属小(一)型水库 。养鱼面积 17．3km 养殖鱼类年生 

长期 200天左右 。瓦沟水库在金坛县境内，也属小(一)型水库，除养鱼面积为 8．9km。外 ，其 

余条件与石山头水库近似。 

1．本试验分兰个阶段 第一阶段为 1 98,t年的预备性试验和 1 985年验证上年放养模 

式，年产量指标 1500kg／hm。；l986一l987年为第二阶段，放养模式多样化，产量指标 3O00— 

4500kg／hm。；l 9昱8—1989年为第三阶段 ，强化饲养管理 ，产量指标定为 60O0—7500kg／hm 。 

2．养殖鱼类放养模式 初期以放养鲢、鳙鱼为主，中、后期试验 肥水鱼 和“吃食鱼 并 

重 以及以 吃食鱼”为主的混养类型。 

3．鱼种来源 第一阶段放养的鱼种从外单位购进。1 986年起采取本单位库湾、池塘和 

水库套养等办法获得鱼种自给。 

d．肥料和饲料 使用的有机肥为猪粪、人粪尿和鸡粪 ，无机肥是尿素和过磷酸钙。4—8 

月间投喂黑麦草、水草、苦羹菜等。精饲料以菜饼为主。网箱养鱼 ，喂配合颗粒饲料。 

5．水质检测和水质调节 第一、第二阶段 ，每月按常规方法测定一次库水理化性质、浮 

游生物种类及其生物量。7—9月，每月旆生石灰一次 ，每次用量 150kg／hm。。 

三、试验结果与分析 

1．养殖鱼产量 

瓦沟水库和石山头水库鱼类放养与起捕量均达到了设计要求，见表 1和表 2。 

表 1 瓦沟水库历年鱼类放养与产量表 

Tab-l year—to-year stocking rates and yields in W agou Reservoir 

血 种 放 养 量 成 盈 起 捕 量 

年 份 总放养量 其 巾 肥 水 鱼 ” 总起捕量 其 中 肥 承 鱼 增 肉 

倍 数 (
kg／hm0) 放养量(kg／hm ) 占总放养量( ) (kg／hra ) 起捕量(ks／bm ) 占总起捕量( ) 

1984 341．2 261．0 75．5 1054．5 685．5 65．0 3．1 

l985 562．5 358．5 63．7 2580．O 1186．5 45．0 4．6 

l986 10,14．0 ,559．5 53．6 4l76．O 189 O 45．3 4 0 

1991 2506．0 771．2 30．8 9001．5 3839．0 42．6 3．6 

由表可见水库实行集约化养鱼后的单位面积产量比传统的粗放养殖产量高十余倍到几 

十倍。产品比例由传统的鳙鲢鱼为主，逐渐增加了高值优质鱼产量及其占总产的比例。 

本课题试验的三类放养组合均获得高产 ，但是鲢鳙为主 肥水鱼”的放养量、起捕量各占 

总重量的比侧并不同步 ，如表 2所示 1987年“肥水鱼”放养量占总放养量 66．4 ，成鱼起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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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仅占61．5 ，1989年放养量占 55．6 ，成鱼起捕量仅占 48．3 ，而其余养殖鱼类占的比 

例正好相反 此数据说明在这种混养条件下 ，中下层和底层鱼类的生长更好 ，潜力更大。而 

中上层 鱼类仍有增 产潜力 ，因为首先是水质条件好 ，其次是鲢鳙鱼每公顷产量水平与通常 

指的高限 45(30—70O0k~还有距离，再是水库集约化养鱼的饲养管理技术尚在完善之中。 

表 2 石山头水库历年鱼类放养与产量表 
T ab·2 year—r。一year stocking talcs and yields Shi~bantou Reserver 

鱼 种 放 养 量 成 鱼 起 捕 量 

年 份 总放养量 其 中 肥 水 鱼 总起捕量 其 中 吧 水 鱼 增 内 

倍 数 (k
slhm ) 放葬量(kg／hm ) 占总放养量( ) (ks／hm ) 起捕量(kg／bxa?) 占总起捕置(％) 

1985 488 9 398．3 81 8 1521．0 1248 3 82．1 3．1 

i986 87．7．3 526 5 6 6 3328．4 2107．4 63．3 4 0 

10卵  1170．3 777．0 66．| 4797．3 2949 3 61．5 4．1 

l0拈  120＆ O 888 9 弛 ． 5 9l 5 3603．0 三 2 4．8 

19曲  1612．8 89 0 55．6 7822 5 3778．3 48．3 4．8 

2．养殖鱼的生长 

石 山头水库试验 5年 ，共放养鱼种 70700kg，起捕成鱼 30．0J×10 kg，群体增重为 4． 

倍，类似于池塘养鱼。其中头三年增重倍数低．后二年高，其它精养水库都有这种现象 这是 

由于水库不能像池塘那样干塘捕鱼，头几年有一部分鱼存于库 中，再是后几年增加了中下层 

表 3 水库主要理化因子数据表 
TaD．3 Dal Et orl tbe majn physical and cbemical factors In ir~ rvoirs 

水库 透明度 溶解氧 有机物耗 硬 度 铵 氮 重硝舞 硝 氨 总 磷 硅酸盐 蚨 盐 
名称 pH (

cra) (mS／L) 氧量(rag，L] (mS／L) (mg／L) (ms／t) (rag，L) (mS／L) (mg，L) (rag，L) 

瓦 沟 7 2—7 9 32—50 5 i-1 5．0 0．1—19．3 1．35—3．67 0．32 0．02 25 0．06 E 60 0．05 

石山头 7．3-8 39—62 4．4—1 0．0 312．1 量18—8 33 0 36 0．01 n 30 0．05 1 7】 0．04 

表 4 放养鱼类当年增长和增肉倍彀表 

Tab．4 F b stocked wB bt gain and the t 鹤 Ibe same year 

放 养 规 格 起 捕 规 格 十 体 增 放 葬 种 类 备 注 

(g，尾) (s／尾) 重 倍 数 

鲢 鱼 100—150 650—800 5—6 达食用标准 

鳙 鱼 i00一i54) 600—750 4—6 达食用标准 

团头勤 100 400—500 4—5 达食用} 准 

团头勤 】0—25 100—200 a一10 匦怍鱼种用 

草 鱼 150—250 1000—2000 5—8 达食用 濉  

鲤 鱼 5O一1OO Boo一1000 6一l0 达食用标准 

向 鲫 20～30 200—250 8—10 达食用标准 

罗非鱼 15—20 21O一24O 1O—l4 迭食用标准 

罗非鱼 2．5 50—70 2o一30 规格小、售价低 

斜嘲  l5—25 1册一加O —S 然食用葑 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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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底层鱼放养量 ，这些鱼增重培数大，所以使后几年的总增重倍数高。 

试验期间，测得高产年份的水质仍较好(表 3)。水质对库鱼生长很有利 ，加之设计的放 

养组合较合理，并通过捕捞及时调整水库 中鱼类群体结构 ，大多养殖鱼类生长 良好。测得起 

捕时的生长概致和个体增重倍数列于表 4 由表 4可见养殖鱼生长与池塘养鱼接近 。 

3．向水库施肥提高浮赫生物量 

水库营养盐类和浮游生物均较贫乏 ，石山头水库在施肥前采水样 ，测得浮游生物量只有 

lmg，L，但一经施肥浮游生物量就大量增加。现将 l985—1986年石山头水库施肥情况列于 

表 5。 

表 5 1985—1988年石山头水库施肥数量表 
Tab．5 Fertilizing r&t~s in Shishan[ou Re．~ rvoir from 1985 to 1986 

1985 1986 

月份 降雨量 有机肥 尿 素 过磷酸钙 降雨量 有机肥 尿 素 过磷酸钙 

([11m) (L／hm ) (kB，hm ) (kg／hm ) (mm) (t／hm ) ( B，hm ) (kg／hm ) 

3 87．9 3 00 44．9 2．1O 

4 49 2 2．48 64．9 1．82 

5 】3g．0 0．90 33．6 J．a0 

6 122．4 m 64 15．0 7 5 1a0．3 1．73 

7 135．8 ． 1．76 24．2 13．1 】70．6 1．05 78．4 4l 3 

8 97．6 O．6a 92．a 0 71 75．0 75 0 

9 114．6 0．64 46．0 0．75 37．5 

1O 195．8 0．】9 31．6 0．43 

合计 10 29 39．2 20 6 l0．41 190．9 】16．3 

l985年 由于肥源不足，施肥量低 ，浮游生物量只有 l0—20ragtL，对鲢鳙鱼生长不利。 

1 986年 ，我们努力争取肥源，改变上年施肥量中、后期少 ，浮游生物量低的局面，在多雨和高 

温季节增加化肥的施肥量 ，致使 7—9月问浮游生物量保持在 28．9—46．9mg／L之间，至 1 0 

月仍达 20 2ragtL。因此 ，】986年鲢鳙鱼的生长比上年好 。施肥、降雨与浮游生物量之间变化 

关系见图 1、图 2。 

1987—1989年的水库施肥，根据水库水宽、水活、水瘦和水交换率大等特点进一步加以 

改进 。当春季水温 回升浮游生物大量繁殖前夕 ，3—4月间进行第一次施肥 ，在施肥数量和时 

问上相对集中，每公 顷施有机肥 6—8t，施肥区选 择在浅水区和库岸带，使浮游生物量上升 

至 10rag，L左右。5—7月为多雨季节 ，库水交换量大 ，而养殖鱼正处在生长增重期 ，此期每 

公顷旖有机肥 5—7c，重点旖在滞水区，同时避开阴雨天追旖化肥 ，使浮游生物量在 20rag／L 

以上 。7—9月，水温处在 22—30℃之间，正是养殖鱼类快速生长期，追施有机肥的同时，及时 

增施化肥 ，确保浮游生物量在 30rag，L以上，肥水区透明度保持 35—40cm。化肥的施肥量以 

尿素和过磷酸钙计，每次为 30--45kg／hm ，两者比例为 1：1，每月 3—4次，氮、磷肥一起 

施。l0月份继续施肥，施肥的次数和数量比 7—9月少 

水库施肥后不但浮游生物数量增加很多，而且其种群结构也有很大变化，以 1 985年 7 

月为倒 ，测得石 山头水库浮游植物量为 1 9．08mg／L，浮游动物量为 4．04mg／L，前者占 82． 

5 ，后者仅占 17．5 。因此，我们确定鲢鳙鱼之间放养比例是 4—5 1，养殖效果较好。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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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1986年施肥、降雨量与浮游生物量关系图 

Fig．2 Relationship between fertilizing rate and plankton biom~s in 19,86 

述比例关系，与桩放养殖水库相比，正完全相反，而与池塘养鱼类似。 

4．合理投饵 ，提高中下层和底层鱼类的产量 

水库水质清新 良好 ，在集约化养鱼的情况下 ，仍保持有较高的溶氧量。石山头水库平均 

水深 5m，在水温 25—32．5"C 时，经多次 24小时连续测定 ，库水的溶氧值是 ：水深 0．5—2． 

5m处为 4．8一l 1．5mg／L，水深 3—4m处仍保持有 2．8一 ．Omg／L，这对 中下层和底层鱼类 

的生长很有利。因此我们在第二、三阶段的试验 中，增加鲢鳙鱼放养量的同时，逐步增加中下 

层和底层鱼类的放养量比坍。 

1987年石山头水库中下层和底层鱼类放养量，由 1 985年占总放养量 18．2 增加至 

33．6 ，当年起捕 出水量占总产量 38．5 ；1989年放养量比例进一步提高到 ．4 ，出水 

量占总产量 51+7 。出水量占的比重均比放养量占的比重大，说明中下层、底层鱼类的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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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 潜力 。 

1 991年瓦沟水库进一步试验以“吃食鱼 为主的放养组合 ，其中青鱼、草鱼和团头鲂占 

57．1 ，鲤鲫鱼占 12．1 ，鲢鳙鱼减至占 30．8 。年内起捕结果分别占 43．4 、12．8 和 

34．2 ，个体生长良好 ，基本上达到了原计划指标 ，产量高达 9001．5kg／hm ，其中优质鱼占 

56．6 。 

水库中下层、底层鱼产量增加，溶氧条件和投饵是两大主要因素 但过量投喂不仅浪费 

饲料降低效率 ，而且这些残饵在水中发酵腐败，消耗大量溶解氧，使投饵点变成低氧区。据对 

几个过量投饵场测定，投饵区溶氧值仅为 0．3--0．9rag／L，可见鱼类不会在缺氧情况下利用 

这些饲料如继续投饵 ，势将形成恶性循环 ，这批饲料最后 只起到肥料的作用。我们改进后的 

方法是适当增加投饵点 ，每公顷 1十，精饲料一天喂 1—2次 ，每次投喂量 1—2小时吃完 ；网 

箱手撤投饵每天 2—4次 ，每次约 2O一30分钟；水陆草每天投 1次，投草量 以当天吃完为适 

度 。 

5．缩短水库饲养周期 

本课题确定将传统的水库养鱼饲养周期缩短为一年 ，使放养的鱼种，当年养成食用鱼 

我们根据养殖鱼在水库生态条件下可能达到的培肉倍数，决定放养大规模鱼种 。试验中放养 

的鲢鱼尾重 】OO一20og，鳙鱼 15o4左右 ，鲤鱼 5O一】oos。放养的草鱼规 格有二种 ，尾重 15O 
一 250g的年 内能达到食用鱼标准；尾重 5O一1O0g的草鱼种 ，年 内大部达不到上市标准。放 

养的团头鲂也是二种规格，尾重 1 9os的年内长至 400—4804后上市 ；尾重 15--25g的年 内 

大多长至 1 9o4左右，作为第二年的放养鱼种。放养的白鲫、银鲫、鲴 鱼等 ，均为尾重 15--304 
一 龄鱼种。罗非鱼以放养尾重 15--208的越冬小片较好，经 120天左右饲养 ，尾重增至 21 0 
— 2404，这种规格售价高 放养罗非鱼夏花，起捕时尾重仅 7Og左右，售价较低 

6．开展网箱养鱼与大水面生产配套提高鱼产量 

1985—1989年 ，我们在水库中同时设置 网箱，饲养草鱼、团头鲂和罗非鱼，对设箱 区选 

址和提高每平方米产量上进行了试验 

头二年 ，这三种鱼的网箱均设置在沿岸区，结果是罗非鱼生长 良好 ，群体增重 10倍左 

右，而草鱼群体增重仅 4～5倍。1987年放养尾重 0．4kg的草鱼种 ，到年底仅长到 lk4左右 ， 

而且反复感染大中华鳝鱼病 ，其生长更差 ，这显然由于加强了施肥、投饵，致使沿岸区水质 

肥 ，有利于罗非鱼生长而不利于草鱼生长的原因。 

水库施肥投饵后 ，浮游生物的 水平分布差异很大 我们测得石山头水库沿岸带浮游生 

物量 46．9m4／L、透 明度 30—4Ocm，而在大坝附近深水区仅 10．Om4／L，透 明度 50～60era 

(1987．年 8月)。此后我们把草、鲂鱼网箱转移到水质清瘦的敞水区养殖，结果不但生长速度 

快而且鱼病也步。1991年石山头水库在清瘦水区冈箱养草鱼 ，个体增重达 8．3倍 。 

1 987年石山头水库网箱养鱼产量达 1．25×1 0 kg，占当年水库养鱼总产量的 1 9．7 。但 

那时每 m。单产，草、鲂鱼仅 lOkg、罗非鱼 30．3k4，至 1 988年罗非鱼每 m 产 65．8k4，1991年 

团头鲂增至 25．％4。可见精养水库发展网箱养鱼能进一步加强对水体的利用，有效地提高整 

个水库 鱼产量 。 

集约化养鱼水库冈箱内溶 氧，目前还是 良好 的，据对每 m 饲养 21 0尾 (尾重 2Og)罗非 

鱼(产量为 35．1k4／m。的网箱)，进行 2 小时连续监测，箱内最低溶氧值在 3mg／L以上 (图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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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利用库湾培育鱼种等形式实现鱼种自给 

集约化养鱼水库需要鱼种的规格大而且数量多，这与粗放养殖水库很不相同。1985年 

1O 

8 

嚣 

2 

围 3 溶箍量昼傲变化 (19B7年 B月 3—4口．晴) 

Fig．3 The change of dissolved oxygen in 24 hours 

石山头水库试验产鱼 1500kg／hm 

指标时 ，购进鱼种 6491kg，鱼种费 

用 占全年生 产总支出的 37．1％。 

I 985年 以后 ．随着试验指标的提 

高 ，鱼种费 用增大，资金 紧缺 ，为 

此，我 们采取 多种培 育鱼种 的方 

式 ，逐步实现鱼种自给。 

石 山头 水 库 有 一 个 面 积 为 

4hm 的浅水库湾，用拦两(现已改 

为石坝)与大库隔开后培育鱼种。 

l986年育成二龄鱼种 14013kg，加 

上少量一 龄鱼种和 成鱼．产量达 

4125ks／hm 。l987年我们试验每 

公 顷产鱼 4 500kg指标时 ，鱼种数量已基本自给 ，只是少数种类如异育银鲫、建鲤等从外单位 

购进 ，这样使鱼种费用的支出下降到占生产总支出的 20 ，从而也就增加了渔业利润。 

8．饲养家禽家畜、种植青绿饲料 

随着单位面积鱼产量提高 ，肥料和饲料的需要量越来越多．同时产品太单一，就是鱼。为 

了改变这种状况 ．我们将石 山头水库集约化养鱼，其经营方式以养鱼为主 ，实行与养家禽、家 

畜和种草养鱼相结合的综合养鱼发展。在试验的中，后期 ，利用库边搭禽棚养鹅、鸭 3000只， 

建猪舍 l0问，年年养肥猪 1OO多头 ，改造山坡地种植黑麦草、苦荬菜等青绿饲料 1．5hm 。这 

样既为水库养鱼提供了一部分肥料、饲料．降低了生产成本 ，又增加了蛋、禽、猪等产品，增强 

了经济基础和经营的稳定性。 

9．设置网箱簖防逃和轮捕、诱捕底层鱼 

两箱簖是 80年代设计试验成功的一种拦鱼防逃、捕鱼除害的多功能渔具。石山头水库 

在试验期间，在其上游进水口设置了一道长 300m的两箱簖，有效地防止养殖鱼向上游窜 

逃。同时作为一种轮捕工具，将进入两箱簖的成鱼上市 ，不够上市规格的养殖鱼回库。由于 

水库库底地貌复杂，捕捞鲤鱼等底层鱼十分困难，我们采取在网箱簖进鱼口投放菜饼 ，诱鱼 

入箱取得了良好的效果。据统t十．1986年从网箱簖捕获的成鱼，占当年成鱼产量的 38．3 。 

轮捕期间 ，正是市场上淡水鱼供应少的季节，鱼价比冬季高 30—50 ，增加了收入。和池塘 

养鱼一样，轮捕轮放也是提高养殖鱼产量的一项技术措旖。阿箱簖轮捕的另一个优点，由于 

它是一种定置渔具 ，起捕时不惊动其他鱼类的正常生活 ，因此是一种较好的捕捞工具。 

四、经济效益分析 

1985--1989年石山头水库开展集约化养鱼生产．为社会提供了 31．01×1 04k8成鱼，为 

水库增加渔业收入 119．84万元 ，获擅业利润 40．15万元(表 6)，其 中 1989年每公顷渔业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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润达 10140元 ，由试验前的亏损单位改变成江苏省的先进典型 五年中职工收入翻TZ番 

多 ，1 989年人均分配为 2300元，相当于当地农民收入的二倍 多。而且通过积累资金扩大再 

生产，完成了 2．07hm。鱼种池的改造和配套建设 ，盖工房、住房 34问，猪舍 10间，配备了养 

鱼生产的渔船、渔具和饲料机械等 1989年后又新建坝拦库湾一处 ，1991年时渔业 固定资产 

已选 70万元 瓦沟水库每公顷渔业利润，1 991年达到 12990元，人均利润 8923元。 

表 9 1985--1989年石山头水库养鱼效益统计 
Fig．6 The economic benefit of fisheries activities Shishantou Re∞r∞ b'om 1985 to 1989 

经 挤 效 益 投入 
成鱼产量 鱼咸车 年 份 

齄业收入 渔业利胡 利润 鱼利润 产出 (
10‘kS) (元 g) 

(万元) (万元) (元，h盯l ) (~w／kg) 比倒 

1985 2．03 ＆ 的  2．34 l 58 0．58 1．94 1{1．30 

1986 4．44 16．29 4．10 3073 0．52 2．02 ．1}1．26 

1987 6．30 26．54 8．4g 6373 0．96 2．28 1l1．42 

1988 7 72 34．26 l1．69 8764 1．10 2．2B 1：1．48 

1989 10．43 3{．36 13．53 10146 1．21 2．26 1：1．54 

小 计 30 01 119．84 4m15 

从以上二个水库试验结果和转入常规生产后的实绩可见 ，小型水库实行集约化养鱼 ，虽 

籍要一些生产投资 ，但见效快 ，经济效益高 ，提高了对水资源的利用 随着小型水库集约化养 

鱼技术和理论的逐步完善，单位面积产量能进一步提高 ，成本还可以降低，效益会更好。 

五、结 语 

1．小型水库进行集约化养鱼生产，具有产量高、饲养周期短、优质鱼占的比倒大、经济效 

益好的优点，是突破传统的水库养鱼方式的一种新技术。 

2．小型水库在投饵旖肥条件下，如以鲢鳙鱼为主体鱼，其两者间比倒应是 4：1或 5：1 

有机肥总量的 70 应在雨季前施入水库 ，7—9月巧施化肥，水质肥度使浮游生物量保持 在 

30ms／L以上。 

3．集约化养鱼水库水质仍较好，溶氧较高，有利于实行多种类、多层次、多规格高密度混 

养。可增加中下层和底层鱼类的放养量，这是提高单位面积产量的一项重要技术措旖。 

4．刚开展集约化养鱼水库 ，头二、三年的鱼种放养量以增内倍效 3—4计算 ，之后可按 4 
— 5计算。投放鱼种规格应以当年能达到食用鱼为依据。 

5．小型水库在肥水区设置网箱饲养罗非鱼，在瘦水区设置网箱饲养团头鲂、草鱼，网箱 

面积可占水库总面积 1—2 ，这是提高水库鱼产量和经济效益的又一重要逮径 

6．水库集约化养鱼与池塘精养相比，在技术上有相似之处，但在生态环境、施肥 投饵、 

捕捞和饲养管理方面有很多不同 ，有待在技术和理论上进一步研究，使之逐步完 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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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CHNIQUE OF INTENSIVE FISH CULTURE 

IN SM ALL RESERVOIRS 

Zhao Zhenlun 

(Ⅳd_扣g Ag ‘“ta u抽 竹矗，，Ⅳdt拇 210014) 

Yang Qinfang 

( d R螂 。t唧 Oepo#(me~。f J蜘 曩【·Nat婶 210009) 

Abstract 

Experim ents in intensive fish culture have been conducted in both W aguo Reservoir of 8．9 

hm and Shishantou Reservoir of 17．3 hm in Jiangsu Province since 1984． This technique 

involves： ~ form ing of traditional way to culture fish adopting var ious stocking m od eis of 

m ixed species and of high stoc king density—improving f0od basis by in creasing artificial 

feedin g， shortening fish culture period by incr eas ing stocking size， self‘sufficiency in fis h 

fingerling production by var ious nursing m ethods such as c~ves in reservoir and ponds， 

adoptin g of ca8e culture，interval fish catching with cage weirs，paying special attention to · 

ecologica l fis h culture by rearin g poultry an d livestoc k as  well as greenfce d· 

W ith the results of application of the new tec hnique，the fis h yield of W aguo Reservoir 

increased from 195 kg／hm in 1983 to 176 kg／hm in 1985·that of Shishantou Reservoir 

increased from 86 kg／hm in 1984 to 7822 kg／hm in 1989，an economic benefit of RMB 

1O1 40 per hm ． This tec hnique has already been applied in 51 small reservoirs in JiRngsu 

Province． 

Key words Sm all res erv oir ，fish cu lture，com prehensive technique,prof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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