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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

提要 年在山东省禹城县演涝洼地中选择四 口 鱼塘以不同放养类型进行试验
, 月一

月侧定其浮游生物数量
、

生物量的变化
。

根据浮游生物各主要大类 如原生动物
、

轮虫以及蓝藻
、

绿

藻
、

硅藻
、

隐藻和裸藻等 的变化
,

分析不同养殖类型池塘浮游生物群落结构变化的稳定性和同步

性 同时分析了环境因子特别是生物营养物质的变化对浮游生物的影响 结果指出
,

肥水性鱼类在

养殖池塘中因搭配比例的差异而导致池塘中浮游生物变化

关徽词 主养鱼 浮游生物 演涝洼地

浮游生物是养殖鱼类特别是滤食性鱼类的主要饵料
,

其中浮游植物光合作用产生的氧

气又是鱼类等呼吸耗氧的主要来源
,

养鱼池塘中浮游生物由于受水体营养条件和鱼类组成

等影响
,

种群不断发生变化
。

年在辛店试验渔场利用盐演涝洼地开挖的鱼塘
,

对相邻池

塘不同养殖类型即以不同鱼类为主养鱼的四 口池塘中的浮游生物逐月采样分析
,

并对不 同

养殖类型池塘浮游生物的变化规律进行研究
。

禹城县辛店洼是封闭型的由季节竹 积水形成的次生盐渍涝洼地
,

面积 ’,

洼底

高程 黄海墓面
,

为全县最低点 洼缘高程
,

高考 由于兴修水利
,

开挖

河道
,

地下水位抬高
,

造 戍洼地底部沼泽化
,

高处盐演化
。

注地中土壤盐分平均含量为 。 ,

值为 一
。 卜 年

,

中国科学院南京地理与湖泊研究所对洼地进行了综合考察
,

根

据用中求治的原则
,

采用挖鱼塘
、

建台 田的改造方式
,

建成了一个洼地生态渔业基地 池塘为
、

年两年所开挖
,

现 已发展养殖水面千余亩
。

养殖用 水为引黄水及地下水
,

塘水矿

化度在 一
,

值为 一
。

条件与方法

试验塘及鱼种放养

年
,

在渔场选择四排相邻的
、 、 、

号池塘 以下写成
一 、 月一 、 一 、 一

进行试

验
。

每 口试验塘实际面积约
,

水深 左右
,

长宽比为
,

坡比 , ,

采用同一

·
国家重点科技攻关项目 一 一 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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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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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胡文英同志为本文提供部分浮游植物
、

水化学资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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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式排灌渠水
,

排灌条件差
,

没有增氧设施
。

鱼种放养 峨一 、 一 、 刁一 、 一‘ 塘分别以 罗非鱼
、

链鱼
、

鲤鱼
、

草鱼为 主
,

各塘鱼种放养数

量
、

搭配比例见表
。

根据不同时期测定出鱼的生长速度并推算鱼类存塘量后
,

按一定比例

投饵 经过近 个月饲养后
,

各塘产量分别为
、 、

‘
、 。

表 卫 不同养殖类型池塘鱼种放养情况

曲 卜 如 妇免 朗 血

塘塘 号号 罗 卜鱼鱼 白 维维 鲤 鱼鱼 草 鱼鱼 花 链链 编 鱼鱼 , 鱼鱼 合 计计

尾尾尾数数 重 尾数数 重 尾数数 尾数数 重 尾数数 重 尾数数 重 尾数数 重 尾数数 重
一

一

一 乐

一 。

尾数以尾 计 重 以 压 计

采样与计数

在 刁一 月养殖期间
,

每月下旬 一 日 在试验塘中采 层水样
,

进行水化学
、

浮游动
、

植物的综合分析与鉴定工作
。

浮游植物
、

原生动物与小型轮虫
,

采水样 加

鲁果氏液
,

固定静置 以上
,

浓缩至 后摇匀取
,

放入计算框中在显

微镜下按视野全片计算
,

每瓶取样计数两片平均
,

大型轮虫与浮游 甲壳类采 水用 号

网过滤浓缩
,

全量计数
。

镜检结果的全部数量按体积法换算成生物量 湿重 〕 定性水样在

池塘四角捞取
,

由于浮游生物在池塘水体中的团块分布及风力影响
,

浮游生物的采样受到一

定影响
。

结 果

在 一 月
,

每塘各采水样 次
,

经定量分析
,

各塘浮游植物
、

浮游动物的年均值列于表
,

而鱼塘中浮游植物
、

浮游动物的主要大类蓝藻
、

绿藻
、

隐藻
、

硅藻以及原生动物
、

轮虫的数

量
、

生物量逐月变化情况见表
,

对于影响浮游植物
、

浮游动物的鱼塘水体营养物质的变化

情况见表
。

表 不同养殖类型池塘浮游生物的年平均值

昭 脚 丘 朗 血

塘塘 号号 浮 游 植 物物 浮 游 动 物物 浮游动
、

植物物

生生生生生生生生生生生生生生生生生生生生生生生生生生生生生生生生生生物盆之比比数数数量
心

个 生物量 数盆 ‘个 生物 二

一

一

一

一

综合表 和表 可知
,

虽然四 口 鱼塘主养鱼不同
,

但浮游生物数量变化各塘趋于相 同
,

浮游动物中原生动物
、

轮虫占总浮游动物生物量四 口塘都在 及 左右
,

月变化相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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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不同养殖类型池塘浮游生物主要大类逐月变化
’

‘ 面 仍 价

塘塘 号号 蓝 旅旅 绿 藻藻 硅 藻藻 裸 藻藻 隐 旅旅 原生动物物 轮 虫虫

数数数最最 写写 数最最 环环 数址址 写写 数盘盘 写写 数盈盈 写写 数盆盆 写写 数量量
一

月月

月月

月月

月月

月月
。 。 ‘

月月
。 。

月月
一

月月
。

月月
。 。

月月 , 气 只只
。

月月月月 纬纬
。

月月
。

月月
。

一

月月
。

月月
。

月月
。 。

月月

月月
。

月月 肠

月月
一

月月

月月
。

月月

月月
。

月月

月月 习
。

月月

数 单位 浮游植物 , 个 ,,
,

浮游动物个 写指占浮游植物 或动物 数量的百分比

较为平稳
,

而浮游植物中蓝
、

绿藻 占绝对优势
,

四 口塘年平均数量 占总数量的百分比分别为

写
、

写
、 、 ,

特别 是 蓝 藻 年 平 均 四 口 塘 分 另 占
、

、 、 ,

而在
、

月份四 口 塘蓝藻均占总数量的 左石
。

因此在高温

季节
,

一方面高温影响鱼类生长
,

另一方面由于蓝藻中有许多为鱼类所不易消化吸收的藻类

种群
,

所以食浮游生物型的鱼类如白鳞等又受食料生物的限制
,

生长受到影响
。

四 口 池塘中浮游生物主要优势种的变化趋于一致
,

藻类中的螺旋藻 介 ,

俪
。 、

色球藻
, 。。 、

颤 藻 二让 , 她
、

裂 面 藻 材 ,

‘
。 ‘自

、

栅 藻 ‘ 。

。 和 十 字 藻

, 吻 , 自 为主
。

并且各塘 出现的季节性优势种也仅为以上这些种类 其数量都在 ’

个 以 上
,

最 高 达 ‘ 个 以 上
。

浮 游 动 物 以 砂 壳 虫 刀汀 叼 她
、

焰 毛 虫

成 碗
、

似铃壳虫 闲如 、
、

异尾轮虫 , 。 ,“ 和无柄轮虫 二 , 。 ,
。 为主

,

同时也出现了其他一些季节性的优势种如急游虫 ‘。。械记 血
、

蘑花臂尾轮虫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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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年不同类型池塘营养物质的逐月变化情况 单位 八
一

比胡吕 血” 】交故 坑 娜改 血
日日 期期 绪 号号 豆户

书书
一

沁
洲洲

。 。

翎翎 压
。

么么
。

么么 漪漪
。 。

璐璐
。

东东
。 。 。 。 。

,, 氏 压 韶韶
。

丘
。

氏
。

乐乐 拓拓
。 。 。 。 。

轰轰 曰曰
。

氏 压
。

一

璐璐
。

压 氏
。

人 ‘‘

一 。 。

乐

一

印印
。

卜卜卜
一 志 吕 压 认 拓拓 压

。

少少少 今 几
。

叱叱叱
。 。

卜卜卜 一 。 。 。 。

东

卜卜卜
一 。

认

一

以以
。

一 人
。 。

少少少
一 氏 让

。 。

卜卜卜 一 人
。

日日日
一 东 压

。

一 。

几几 压
。 。

养养殖周期期
一 。

氏
。

仪 防防
。

舒
。

中中平均值值
一 。 。 。

翩翩
。

翁翁
。

一 轰
。 。 。

’可妙
。 多肢轮虫 砚 , 幼 , 等

。

总的看来
,

四 口塘优势种的差异不明显
。

讨 论

不同养殖翅池塘浮游生物群落结构变化的称定性和同步性
从定性标本姗

,

四 口池塘中浮游生物都以六种藻即螺旋藻
、

色球藻
、

颤藻
、

裂面藻
、

栅

藻和十字藻和六种节游动物即砂壳虫
、

焰毛虫
、

似铃壳虫
、

异尾轮虫
、

无柄轮虫和 多肢轮虫为

优势
,

在鱼类生长旺七期
,

优势群落在数量和生物量上占绝对优势
,

相应地其它群落则受抑

制
,

仅占很小的 比例 、此
,

群落结构的稳定性是这四 口鱼塘浮游生物变化的一个共同特点

当然
,

这种相同性与争均引用同一水源以及用同种饵料喂鱼也有一定关系 在养殖期间优

势群落的数量变化具旬步性遨类变化的高峰一般在
、 、

月 , 对于较喜沮的蓝
、

绿藻
,

在

一定范围内
,

其变化与叔变化具有同步性 图 浮游动物
,

主要是原生动物与轮虫
,

其变

化高峰一般在 一 月及 、月
,

这说明一级消费者对生产者藻类在食物链中有一定的依赖

性
,

但不是绝对依赖
,

而浮、动物中的原生动物类在食物链中对细菌等有依赖性
,

而对浮游

植物则为非依核性图
。

养殖期间
,

浮游藻类月为数量以肥水鱼为主的
一

塘最高
,

而以草食性鱼为主的
一 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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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份

图
一

墉蓝藻资 遮变让 与水温的关系

堪
·

口一 。 , , 一

塘只有它的
,

小
、 一

塘则 介于仑

们之间
。

对浮游动物而言
,

则
一

为最

高
,

为
一

的 倍
,

这说明浮游动物

与浮游植物之间变化的抑制性
。

从表 浮游生物各主要大类创年

变化看出
,

不同鱼类对浮游生物白利

用程度也不相同
。

由于浮游生物‘ 体

大小的差异
,

各塘之间在生物量 二的

变化与数量上变化稍有不同
。

以肥水

性鱼为主的
一

塘远高于以草食 鱼

类为主的
一

塘
。

因此要提高精辛池

塘鱼产量
,

首先要根据各种养殖 亘类

食性来调节水质
,

以滤食性链
、

编直为

主的鱼塘
,

肥水促进浮游生物 的踌殖

生长
,

满 早滤食性鱼类对天然饵斗的

需求
,

同
,

‘

乡鱼类对浮游生物的滤食又

可刺激和促进浮游生物的繁殖 」长
,

进而起到了调节水体中浮游生勿的密

度动态平衡的作用
。

对于喜劝清新水

︵︶暇书

︵曰、。一︶报

质的草食性鱼类来说
,

在同等放养量和管理水平相同条件下
,

与滤食性鱼类相 比
,

弃游生物

的数量及生物量相应地要低一些
。

因此
,

针对不同养殖鱼类的需要
,

科学地调节洲塘中浮游

生物群落结构及群体数量
,

是提高鱼产量的重要方面
。

环境因子对浮游生物群落结构的影响

环境因子对浮游生物群落的影响是多方面的
,

而且极其错综复杂
。

试验担的水温
、

溶解

氧
、

值以及生物营养物质等各项数值的高低都对浮游生物的生长
、

繁殖
、

于群变化起着直

接的作用 从试验塘浮游生物的种类组成来看
,

生物的多样性远低于其它少区的高产塘
,

这

与该地区水质盐碱性偏高 一般为 场
,

有时也达 肠 有关
,

某些狭盐性磷水浮游生物在

这样的环境中较难生存和繁衍闭
,

但这一盐度对鱼的生长繁殖并无影响
。

另外
,

新开鱼塘 由

于池塘中有机物积累相对较少
,

对生物的多样性也有一定影响
。

就鱼塘
‘

体环境而言
,

温度

无疑是影响浮游生物种群数量和结构变 妇的最主要因子之一
,

试验结蒸明
,

浮游生物数量

的变化与水温的变化在一定范围内呈正相关 图
,

在超过了适宜别后这种关系又呈 负

相关
,

如
一

塘浮游藻类在水温 ℃时其数量为 招
‘

卜
,

生物量为
,

但当温度上升到 ℃时 , 其数量 已达到 ‘ 个 生物量达到
,

当温度超过 ℃以上时
,

由于浮游藻类的生长
、

繁殖受到高
‘的制约

,

其数量及生物

量增长速度减缓
。

浮游生物在生长繁殖过程中除要求一定的适宜温度
、

光照等 件外
,

适当的水体营养条

件则是其生长繁殖的物质基础
。

从表 月可见
,

在养殖周期中
,

三
·

氮 仇
一 、

才
一 、

云

各塘中的平均数分别为 刁 一
、

刁
、

和 弓 月。。 ,

无机磷 卜 分别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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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和
,

无机氮 和磷的比值分别为
、

刁 一、

,

和
。

这一结果与浮游藻类对
、

比值的要求 一 相 比较
,

差别不太

悬殊
。

我国无锡高产鱼区的河坍渔场
,

无机
、

比值为 一 们 。

可见池塘中无机氮
、

磷

含量越高
,

其
、

比值越接近于浮游藻类适宜生长繁殖的要求
,

浮游藻类数量增长越快
。

反

之
,

氮和磷中某一种相对量不足
,

都会使它种成为生理上的多余
,

同时全部营养的利用也受

到限制
。

试验塘水体严重缺氮
、

缺磷
,

在二年的养殖过程中虽经施肥等措施现 已改善了很多
,

但是池塘中氮
、

磷比例失调
,

磷的含量仍偏低
,

无疑氮的吸收利用受到限制
,

从而影响了浮游

藻类的繁殖 表 还表明
,

试验塘中二氧化硅的含量一直较高
,

有利于浮游硅藻的生长繁殖
,

因此
,

塘内硅藻数量仅次于蓝藻和绿藻
,

居第 位
,

为滤食性鱼类提供较好的饵料
,

这在其它

地区的养鱼池塘中不易多见
。

再从浮游动物和浮游藻类生物量的比值来看
,

四 口 塘分别为
、 、

和
,

而一般高产鱼塘浮游动物和浮游植物生物量 比为

左右困
,

显然浮游动物生物量低于浮游藻类
,

其原因主要是该试验塘开挖不久
,

塘内适

合于浮游动物摄食的细菌和腐屑等较少
,

而且相对过量的浮游藻类则 又抑制浮游动物的生

长繁殖
。

另外
,

池塘养鱼
,

由于鱼类密养
,

大量增加水体营养
,

出现强烈水花
,

增加总 浓度
,

使大的浮游动物消失
,

而且池塘水体的富营养化
,

浮游植物及细菌的大量繁殖
,

加速了小型

的原生动物的代谢
、

生长和繁殖
,

但浮游动物在数量和生物量上都远低于浮游藻类
。

据报道
,

维
、

编鱼等最适合的食物密度为 一 围 从表 可见
,

四 口 塘内浮游生

物的生物量都高于这一数值
,

而且就易于为鱼类所消化吸收的硅藻
、

隐藻的变化来看 表
,

养殖期间
,

其一直处于相对较高密度
,

特别在鱼类适于生长的
、

月份
,

是年间变化的高

峰
。

因此
,

就总体而言
,

这样的生物密度完全满足链
、

编等鱼类的滤食要求
。

从 四 口 塘不同的养殖类型看出
,

以肥水性鱼类 链 为主的掳食浮游生物的塘放养密度

增大
,

浮游植物的初级产量并未下降
,

而且搭配 比例大的
一

塘浮游植物数量却远高于搭配

比例小的
。

在较浅的池塘 水深一般在 一 中
,

白链的放养比例加大
,

加速了水体营

养物质的循环
,

促进了底泥对氮和磷释放
,

使水体中氮和磷含量高于维
、

姗鱼搭配 比例小的
,

从而促进了浮游植物的大量繁殖
,

加速了水体营养物质的进程
,

但 在这种密度情况下
,

如何

提高浮游动物特别是大型的技角类
、

挠足类数量和生物量
,

有待今后进一步深入研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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