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歹7 一， 中国水库渔业的现状与趋势 

豢  ㈣ 4 
捶蔓 率文对我国水库渔业的经济特色、发展简史、生产类型、生态模式、渔业规划与渔业 

经济、主要增养殖技术进行了}匕较系统地总结。对水库渔业的潜力和存在的问题怍了韧苦分析，并 

扼要预测了我国水库渔业将来的可能趋势。 

⋯ 鹦 焉 
一

、 水库渔业 

， 
． 

爹 
的经济特色 

水库渔业是随着我国水利建设发展起来的新 产业 防洪、灌溉、发电、航运等为 目 

的，我国 建了各种类型的水库 86000多座，形成了 200×10‘hm。的可养鱼水面[ 。水利工 

程在我国的国民经济中发挥了巨大的效益，同时也淹没了大量的土地 ，使我国相对较少的耕 

地面积更趋紧张，改变 了原米的生态环境，影响了原有的资源结构，特别是带来了大量的库 

区移民安置等一系列复杂问题 ，淹没农田和移民安置 已成为水利建设进一步发展的重要制 

约因素 水库中的渔业资源是我国自然资源的重要组成部分 ，水库渔业的开发和利用 ，可以 

补偿或部分补偿淹投所造成的损失，有利于我国农业产业结构的局部调整，水库渔业的发展 

反过来叉将大大促进我国水利建设的发展。 

我国只有世界 7 的耕地 ，而人 口则占世界总人 口的 22 ，要在这样有限的土地 资源 

上，保证 ll亿人 口的食品等基本生活需要 ．而上L要保证国民经济的持续稳定发展和人民生 

活的不断改善，必须充分合理地利用每一寸土地 。水库是宝贵的国土资源 ，据统计，我国水库 

可养面积约占垒国淡水可养鱼水面的 d 0 ，综台开发水库资源，对适应我国日益发展的国 

土整治的需要，越来越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同时，水库渔产品是重要的食物源和营养源 ，我 

国食物发展中长期对策在于食物结构的调整、优化和配套 ，水产业结构今后要朝着以养殖为 

主，养殖、捕捞、加工三者并举的方向调整，因此 ，水库渔业将是我国日益增长的人口向淡水 

获取食物和营养的有效途径嘲。 

水库渔业和池塘渔业 、湖泊渔业一样，是我国淡水渔业的重要组成部分 ，池塘渔业长期 

以来是谈水渔业的主体 ，199|年鱼产量为 348．30×l 0 【'单产 245]kg／hm ，湖泊渔业产量 

26．49×10 t．单产为 417kg／hm ，水库渔业产量为 40．10×1 0 t，单产为 2g0kg／hm 。水库单 

位面积产量和池塘、湖泊相 比要低得多。目前池塘养鱼业进一步提高单产的潜力有限．而增 

加池塘面积叉受到耕地压力的翩约 ，因而充分利用湖泊和水库水域 ，是发展我国淡水渔业的 

l奉文于 1993年 4月 7 H收到．1992年 7月 23日 生回。 

维普资讯 http://www.cqvip.com 

http://www.cqvip.com


4期 胡传林等：·I，国水库渔业的现状与趋势 379 

根本出路。我国水库可养水面约 200X l0‘hm ，约占我国可养淡水水面的 4 0 ，比湖泊养殖 

水面多 13x 1O‘hm。．因此发展水库渔业是发展我国淡水渔业的潜在趋势。 

二、水库渔业的发展简史、生产类型和生态模式 

(一)水库渔业的发展简史 

水库渔业的发展大致可分三个阶段0]： 

1．1949—1957年为水库渔业的形成阶段 这期间全国水库养鱼面积约 6x 10 nrl。，鱼 

产量只有 1x10‘t。 

2．1958—1 978年为水库渔业的发展阶段 许多大、中、小型水库相继建成，一些关键技 

术有了突破 ，全国水库养鱼面积扩展到 120X 1 0‘hm ，鱼产量上升到 11 x lO'lt。 

3．I979年至今为水库渔业的快速发展阶段 这一阶段开始用生态学的观点来研究水 

库渔业的规律 ，水库渔业的生产技术和管理水平有较大提高，全国水库养殖水面已达 1 d0x 

1O‘hm ．鱼产量 l991年 已达 4 0．I x lO'lt，位居世界首位。 

(二)水 库渔业的生产类型 

4 0年来，水库渔业形成了三种生产类型rc： 

1．自然增殖型 水库鱼类资源靠天然鱼类的自然增殖 ，多为大型和巨型水库。捕捞对象 

主要是鲤、鲫鱼 及当地的一些十著鱼类。因为长期的大量捕捞，导致了鱼类种类结构小型 

化和种群结构小型化，鱼产量每公顷只有几十公斤甚至丧失渔业价值。 

2．人工 放养型 以人工放 养鲢、鳙鱼为主，中型水库一 般属于此类，一般为 300— 

450kg,／hm 。 

3．综合养殖型 实行人工放养(投饵施肥)，以渔为主 ，综合经营。多为小型水库 ，具有投 

资少、效益高等优点．单产可达 7500kg／hm。以上。 

(三)水库渔业的生态模式 

生态学在水库渔业中广泛应用，利用水库的多维空问进行全方位 多层次立体开发，形成 

了一整套多功能、低消耗、高效益的比较合理的生产横式。 

1．水傩生态模式 根据水库深浅，开展多层次立体利用 ，上层主葬鲢、鳙，中层主养草 

鱼、青鱼．底层主养鲤、鲫等 ．充分利用水库空问资源和饵料生物资源 ；深水 区网箱养鱼，浅水 

区同拦养鱼，消落区种青养鱼等。根据水库面积大小 ，采用相应的保护、增殖和养殖措施，大 

型水库尤其是鱼产量比较低的水库，实行繁殖保护与增殖相结合的养殖．中型水库 养为 

主，养殖与增殖相结合 ，小型水库实行池塘式精养。 

2．水陆复合生态系统 充分利用水库水土资源 ，实行以水库渔业为主的水陆结合和农 

林牧副渔结合的综合经营 ，将水、陆生态系统结合起来，使物质循环和能量流动趋于 良性状 

态，经济效益和生态效益显著 。陆鼎言在 3庄小(二)型水库开展草、禽、畜、鱼和蚌综合养殖， 

鱼产量达到 7500kg,／hm r]，水面产值超过 30000元／hm ．税利 15000元以上。 

三、水库渔业的定量研究、渔业规划与渔业经济研究 

(一)水库渔业的定量研究 

1．水库营养类型 水库和湖泊在一定程度上的相似性，使水库营养类型的分类方法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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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用了湖泊营养分类方法。不同学者所选指标不同，因而出现了许多不同的营养类型分类方 

法。水库营养类型指标的选择已由单指标发展为多指标，但不同学者在选择同一营养类型水 

库的多指标上有差异，对同一分类指标的界定值也不完全相同，如何志辉旧和李思发Is3对贫 

营养型水库的 浮游植物现存量的界定值就不同，因而结论 也不同，可 比性不强 。陈燕国 

(1990)用聚类分析方法对湖北省 19座水库进行分类[7]，在定量基础上分析了它们在营养水 

平上的差别以及相似程度，直观地描述了水库在营养水平上的关系图谱，对系统聚类分析和 

模糊聚类分析进行了比较研究，并建立了水库营养类盟的判别方法 聚类分析方法的应用是 

水库营养类型分类方法的新探索，提高了水库营养类型分类的合理性和准确性。 

2水库鱼产力的估算 目前主要是从水体生物和非生物因索、能量转换和环境变化等 

方面研 究水库和鱼产力 ，其次是结合当地水库的实际情况对国外某些方法和精确度进行评 

价或改进 。饵料生物是影响水库鱼产力的主要因紊，因此根据饵料生物量估算鱼产力的方法 

应用广泛 ，其中通过测定浮游植物初级生产力评估鲢鳙鱼生产力的研究最为盛行 。不少研究 

者将影响水库鱼产量的各项因索与实际鱼产量进行相关分析 ，建立回归方程对水库鱼产力 

进行两测预报。高桂庭曾建立水库渔获量与环境因素的多元回归模型【日]，于铜对浙江省 60 

座大、中型水库的多年平均鱼产量与集雨 面积、兴利库容、宜渔面积和多年鱼种平均放养量 

等因紊作相关分析[g]，建立了鱼产量的回归方程。 

(=)水库渔业规划研究 

80年代以前，国内对水库渔业开发长远规划认识不足，没有进行系统地研究。80年代以 

后 ，水库渔业发展规划研究 日益受到重视，并取得了许多成绩。在区域规划方面，陈敬存等 

(1987年)对大别山区(湖北部分)的水产资源作了全面调查 ，对其开发利用进行了详细地规 

划。在流域规划方面，曾评琮等(1985年)和任百洲等(1987年)分别完成了长江流域和淮河 

流域渔业发展规划。在大型水库渔业规划方面，杨于荣等(1990年)完成了丹江口水库渔业 

规划。在未成水库渔业规划方面，陈敬存等 (1987年)调查和分析了三峡水库发展渔业的有 

利与不利因索，提出了发展规划并研究了开发型移民的容纳量。水库渔业规划为水库渔业的 

发展发挥了积极作用。 

(三)水库渔业经济研究 

水库渔业经济就是根据社会的基本经济规律，运用各种经济指标和核算资料，对水库渔 

业生产过程中所采用的各主要技术措施和经济效益进行科学 比较 ，为调整和选择最佳增产 

技术措施及策略提供科学根据。长期以来，对水库渔业的经济规律研究甚少。吴恒安等运用 

动态经济分析的方法[1 ，对水库渔业的经济评价作了初步探讨，并在各地广琵用于生产。陈 

敬存等分析 比较了浮桥河水库鱼种培育和成鱼养殖不同方式的经济效果[1 ，认为阿箱培育 

鱼种和网箱不投饵养成鱼的经济效果最佳，这是水库渔业技术经济学研究方面的尝试。目前 

水库渔业经济研究比较薄弱，但正逐渐受到重视。 

四、水库渔业增养殖技术 

(二)水库渔业增殖技术 

1．人工放流 水库 中的人工放流经济效益十分明显，一般可达水库 总产量的 20— 

9sN。多根据水库的地理环境、水的理化性状、鱼类的种群结构和饵料资源状况确定人工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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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的种类和数量 1．]，放流 品种由单一的青、草、鲢 、鳊四大家鱼发 展为充分利用水体各种 

饵料资源的水生经济动物 ，如以有机碎屑等为食的鲴亚科鱼类 ，杂食性的河蟹等 。人工放流 

的鱼种目前多为大规格鱼种，鱼种的规格有时要根据水库不同凶猛鱼类的数量等情况确定 

有效规格。关于鱼种的搭配比例，刘建康(1 976年)认为，鲢、鳙一般占水库鱼种投放量的 80 
～ 85 或更多，鲤、鲫、草鱼、青鱼、鳊、鲂等占 15—20 或更少 ，鲢、鳙鱼种的投放 比例一般 

是鳙要高于鲢。河蟹在水库中特别是平原草型水库中的人工放流比较普遍，经济效益也较 

好 ，但也有放流失败的教训。 

2．移植 化 鱼类移植驯化是通过扩大其分布区域达到增产的一项措施 。垒 国水库结 

合 自己的特点开展了卓有成效的移植驯化工作 ，移植驯化的对象越来越多 ，如北方地区移植 

冷水性的池沼公鱼、高白鲑等 ，南方温带引植黄尾密蛔 、细鳞斜镁鲴 、白鲫、团头鲂 、虹鳟、美 

洲鲴 、加洲鲈等。其中池沼公鱼和银鱼的移植驯化在水库中效果良好 ，辛宝忠在太平哨等 5 

座水库移植池沼公鱼[1 ，渔获量达 2400t，年出口刨汇 d0多万美元。卢春海等在河北省西大 

洋水库移植池沼公鱼[1 ，产量达到 12．89t，单产 80．55kg,／hm ，投入产出比为 1；d．79。陈国 

贤在平顶山白龟山水库移植太湖新银鱼_1 ，1991年获鱼产量 45t 

3．凶猛鱼类的控制 凶猛鱼类多是水库鱼产量低的重要原因之一。不同的凶猛鱼类对 

水库渔业的危害不同，有的吞食鱼卵，有的吞食鱼种，大个体的凶猛鱼类还吞食成鱼。江涛、 

王鸿泰、李长春、陈敬存等分别研究了凶猛鱼类在水库中的演替规律和控制问题[1I “ 。 

对凶猛鱼类的控制措施可以归纳为 ：断绝凶猛鱼类的来源，破坏凶猛鱼类繁殖的生态条件 ， 

对不同的凶猛鱼类采取不同的渔法集中捕捞或持久地分散捕捞。 

(二)水库渔业养殖技术 

1．网箱养鱼 网箱养鱼在水库相当普遍，这与水库一般有较大的水深有关。水库网箱养 

鱼既养鱼种又养成鱼 ，既有投饵式网箱养鱼，又有不投饵式网箱养鱼，养殖品种既有鲤鱼也 

有草鱼、团头鲂 、罗非鱼和黑仔鳗等 。目前水库网箱养鱼产量最高 已达 180×10‘kg,／hm 。实 

践证明，鱼种配套、饵料营养水平、投饵技术和鱼病防治是水库网箱养鱼的关键技术 ，并直接 

影响养鱼效益。现阶段研究表明，放养密度与产量的关系大致为 ：放养 7．5—12．5kg／m ，成 

鱼产量在 d5×10‘一90×104kg,／hm 。饲料效率不仅与饲料质量有关，而且与适宜的投饵率 

和科学的投饵方法有关。考虑到投饵式网箱养鱼不影响水库水质，李德尚等建议在网箱单产 

75×104kS,／hm 时[ ，网箱面积和水库面积之 比的大致标准应为 1 t 300或 1 t d 00。近年来 

网箱暴发性鱼病相当严重 ，但对其发病机理不甚清楚，也没有找到有效的防治方法。现在各 

地均在加强试验研究，并探索有效的防治方法 。 

2．施肥养鱼 水库施肥养鱼已取得 了明显的经济效益。湖南省常蒋市在 7座水库实行 

施肥养鱼 ，l 989年达 44]kg,／hm ，比施肥前增长 2倍多，其中中型水库稳定在 125kg／hm 以 

上 ，小(一)型水库超过 1500kg／hm ，小(二)型水库最高达 1250kg／hm 。陕西省从 1 986年 到 

1989年在汉中、西安 、宝鸡等水库中实行施肥养鱼 ，四年 累计推广 10000hm ，平均产量达 

,103．95kg／hm ，比施肥前单产增长 1．63倍。各地水库施肥养鱼的肥料系数 目前大致是 1．5 
— 2．5。综合各方面的研究试验 ，水库施肥养鱼的关键为 ：施肥水库应水草少、水交换量不大、 

透明度较大、水质无酸性}根据水体营养盐含量确定施肥的种类、数量、比例、耀度和时问；化 

肥与有机肥配合使用。李德尚等进行的关于水域限制性营养元素和最适施肥浓度生氧量生 

物测验法的研究[ ，对于解决施肥中最佳肥量和肥分配比有指导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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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流水井鱼 利用水库坝下水位落差和电站排水进行流水养鱼，是介于池塘养鱼和工 

厂化高密度流水养鱼之问的养鱼形式，其单产比静水池高，设施比工厂化养鱼简单。四川的 

上游水库进行流水养鱼 1989年鱼获总产量 988l 4．8kg ]，平均单产为 l 48．2kg／m 。获得水 

库流水养鱼高产的关键技术大致为：较大的流量和进水含有较高的溶氧，合理的进、排水结 

构和布局 ，密养和合理搭配，防治鱼病 ，轮捕和合理投喂等。一般认为 ，水库流水养鱼放养的 

密度和规格为：16—20cm的草鱼 l 0—20尾／m ，混养鲤或其他鱼 3—6尾／m }混养比例大 

致为：草鱼占 80 ，鲤占 10 ，其他鱼共占 10 ，轮捕轮放时，每年补进 l2—20cm的鱼种 7 

～ 1 4尾／m ，采用鱼种、成鱼分级饲养效果更好。 

五、水库渔业的问题和趋势 

(--)水库渔业的问题 

水库渔业发展的历史不长，和池塘渔业和湖泊渔业相比差距较大 ，但潜力很大 ，据初步 

估算 ，水库渔业的总鱼产潜力为 300—400t，水库生产力远没有发挥 。目前 ，我国水库渔业发 

展过积中存在的主要问题为：水库鱼类种群单一，整体生态效益不高 ；水库渔业与水库其他 

功能 协调，对水库与水利工程组成独特生态系统缺乏了解}底层鱼类难于捕捞{人工配合 

饲料效价低、成本高}水库渔业科研与生产没有形成完整体系，许多关键技术和一些理论问 

题缺乏研究等。建立符合我国水库生态特点和水库渔业新模式 ，应在以下几个方面开展研 

究；水库渔业生态系统 ，水库渔业综合高产技术及其原理 ，水库群渔业 ，鱼病防治，鱼类引种 

驯化和新品种养殖 }人工配合饲料，探水捕捞技术，水库渔业机械，水库渔业经济与管理等 

(--)水库渔业的趋势 

水库渔业从最初的天然捕捞发展到后来的粗放式养殖 ，再发展到现在的人工精养，标志 

着我国的水库渔业在科学技术和经营上有了长足的进步。根据我国国情、资源条件和科技发 

展，我国水库渔业今后的发展趋势可能是 ：大中型水库仍以资源和人工放流为主体 ，积极发 

展同箱、同拦和流水等集约化养殖；小型水库以精养为主，全面旖肥投饵。为使物质和能量合 

理利用，保护水体环境的各种综合养殖将得到发展 ，并逐步走向高产优质高效的生态化现代 

渔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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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ESENT AND FUTURE OF RESERVOIR 

FISHERI．ES IN CH INA 

Hu Chuanlin Dons Fangyong 

(，̂ ～ 月 '̂州J坩 F — ， _矗 lrⅡ 月，舢 f邮 ＆ c _̂嘣 A~ emw ＆ ， Wa~a=．430073) 

Abs]racl 

This paper deals system atically with econom ic development， evolutionary chronology， 

production type， fishery planning and economi~ ， major pr~pagational and cultural 

technologies of reservow heries in China· Furthermore it prim arily analyzes the existing 

problem s about reservo~ f~heries ，and pre~licts the trend in reservoLr fisheries． 

Shlee the 195~Ys all the ~evelopm ent proc ednres  of reservo~ fisheries  have experienced 

three phases：initation，developm ent and rapid developm ent．Hitherto，the prod uction types of 

natural propagation，exterisive stock and integrated farm ing have been form ulated 1 a lot of 

experiences in propagation technologies，ar tificial stock，tran splant and dom estication of exotic 

fish species，and Control of some pred acious ~shes have been accum ulated }sem i—intensive an d 

intensive culture m e~rls， net cage，enrichmerit culture an d flow ing water culture and so on， 

have been sum m ed up· 

T he existing problems of reservoir fisheries in China include simple fish population 

structure， clum siness of other usages and fisheries em ployment， lower exhensive ecological 

efficiency，diflieuIties in catchhag bottom f蚰  ，lowed"efficiency an d higher c。5t of artificial 

food，lack of studies on theoretical problem s related  to res ar vo~ f~heries ．Res ervo~ fisheries in 

China have great potentialities， their developm ent should give coordination of integrated  

culture and preservation of water quality in order to realize higher prod uction，hisher value an d 

higher efficieney of ecologica l fisheries， 

Key words Reservoir fisheries，propagation an d cu lture technolo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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