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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草型浅水型湖泊渔业
综合开发技术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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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水产科学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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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要 长江
, , 一

卜游湖泊大多属浅水草型湖泊
,

长期以来渔业利用处于落后状态

年国家在江苏全两湖
、

湖北保安湖和安徽花园湖等地组织了大
、 ‘ , 型浅水草型湖泊的综合开

发技术
,

包括大水面鱼病害控制
、

围养区底层鱼捅捞技术
、

水体农业模式在内的科技攻关
。

本文以

这五年所取得的成果为主
,

概述 了我国大
、 , ‘型浅水草型湖泊渔业综合开发技术方面的进展

关键词 大
、 ,

卜型浅水草型湖泊 渔业综合开发技术 水草

湖泊是国土资源的重要组成部分
,

从渔业的角度对湖泊进行综合利用
,

已引起 世界各国

的普遍重视
。

我国湖泊众多
,

总面积约 ” ,

占全国内陆水域面积的
,

可养水面

达 沐 ” ,

已利用的仅占一半左右
。

从 曾
、

体 卜来讲湖泊渔业处于潜力大
、

效益低
、

利

用率低
、

产量低
、

问题多的
“

一大三低一多
”

状态
,

年全国湖泊平均亩产只有
。

位

于长江中下游地 区的东部平原湖区
,

面积约占全国可利用 曾
、

面积的一半左右
,

多数属于浅水

草型 湖泊
,

它 们大多具 有平坦 的湖底
,

肥沃 的湖泥
,

良好 的水质
,

适 度的水深 一般 左

右
,

较大的透 明度
,

缓慢的湖流
,

水草复盖率高
,

气候温和
,

对发展渔业十分有利
。

年代以

来
,

广大的水产科技工作者对一些富营养型的水体
,

主要是数千亩及万亩左 右的藻型湖泊
,

进行了渔业增产综合试验
,

取得了较好的成效
,

有些单产达 。。 、 、“ 以上
。

而大
、

中型草

型湖泊的开发利用则处于落后状态 大部分草型湖泊停留在天养人捕的低水平利用阶段 另

一些则违反生态学原理盲 目开发
,

使大型水生植物濒于灭绝
,

草型湖泊演变为藻型湖泊
,

破

坏了生态平衡
。

在总结过去经验教训的基础
,

年起由江苏省水产局
、

湖北省水产局
、

安徽省水产

局等主持
,

江苏省淡水水产研究所
、

中国科学院水生生物研究所
、

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淡水

渔业研究中心
、

中国科学院南京地理与湖泊研究所等 余个科研
、

教育
、

生产
、

行政单位承

担
,

以呀两湖
、

保安湖
、

花园湖等为试验点
,

进行了大
、

中型浅水草型湖泊的综合开发利用的国

家科技攻关研究
。

各攻关试验湖泊
,

坚持水体环境因子的系统监测
,

在保持 良好生态环境前

提下
,

因湖制宜
,

采取养殖
、

增殖与资源保护相结合的综合措施
。

突出优质鱼类
,

发展名特水

产品
,

最大限度地开发利用湖泊水体生产力
。

在
“

三网养殖
”

技术
、

水产资源增殖与保护技术
、

“
七五 ”科技攻关课题 编号

一

。 一 。封
。

收稿 期 年 月 日 接受 日期 年 月
。

作者简介 曾一本
,

男 年生
,

副研究员
。

洲 年大连水产学院养殖系淡水渔业专业毕业
。

现主要从事水产科

技及开发管理
、

研究工作
。



湖 泊 科 学 卷

大水面鱼病害控制技术
、

网围区底层鱼捕捞技术
、

水体农业等方面取得 了很大的进展 面积
‘ 的大型湖泊福湖

,

每公顷产量从攻关前 提高到
,

面积 」

的保安湖和 」 的花园湖每公顷产量都超过
,

个湖泊 年共新增产值 亿

元
,

获利 多万元
,

水质仍保持 良好
。

这套生产技术已在国内草型湖泊中推广
,

取得了显

著的经济
、

社会和生态效益
。

本文以 年有关草型湖泊攻关所取得的成果和获得

的研究报告 为主
,

概述我国在大
、

中型草型湖泊综合开发技术研究方面的主要进展
。

水产资源增殖与保护技术

设立繁殖保护区
,

实施封湖休渔

在大
、

中型草型湖泊设立繁殖保护 区
、

实施封湖休渔主要有两个功能 一是护渔
,

二是护

草
。

如福湖常年繁殖保护区 ①由攻关前的
,

扩大到 年的 ” ,

占全湖总面积

的 刁 ,

另外在网围养殖区外 幼一 设立了围拦保护区
。

同时不少湖泊都封湖休渔 个月

左右
,

清除了严重破坏资源的作业方式
。

这些为人工放流苗种生长
、

天然繁殖鱼类扩大种群

和 水草资源的持续利用创造 了有利条件
。

经矛离湖监测
,

常年繁殖保护区的主要经济鱼类的

肥满度和性成熟系数大
,

渔获量是 占大湖面积 的资源增殖 区的 , 倍 水草生物量也

比全湖平均值多 环左右
,

围拦保护区则达到 一 倍
。

人工放流增殖
、

引种驯化

根据湖泊饵料生物情况及消费和生产情况
,

进行鱼
、

虾
、

蟹等人工放流和引种驯化
,

是增

殖湖泊水产资源
,

调整鱼类 区系结构
,

稳定和提高捕捞产量的重要措施
。

牙两湖 自 年起

调整了人工放流的种群结构
,

提高了团头纺
、

草鱼
、

青鱼的放养数星和规格
,

其中团头纺占放

养量的 一
,

草鱼 占 一
,

青鱼 一
,

鳃
、

鲡鱼 一
,

鲤鱼 写
,

特

别是增放蟹种
、

幼蚌
、

稚鳖 等名特水产品
,

收到了良好的效果
。

据 一 年统计
,

四大

家鱼和 团头鱿放流的产量为放流量的 倍
,

蟹苗为 倍
,

蟹种为 倍 年人工

放流鱼类的平均经济效益为 倍
,

蟹苗 倍
,

蟹种 倍
。

花园湖 ② 感 年起经 年

放流
,

鱼类种群结构渐趋合理 一是大 中型经济鱼类由 提高到
,

引进的高背

卿 已在湖区形成种群
,

年共增产 只 二是改变了过去主要 由当年鱼组成的种群

结构
,

如鲤鱼捕捞群体中一龄以 卜鱼类由原来的 上升到 河蟹的放流由于建立

了自己的育苗基地
,

蟹苗在湖泊网围中培育后再投放
,

效益十分显著
,

年共 回捕

成蟹 只 ‘ ,

蟹苗年平均 回捕率
,
一 年河蟹产量达 ‘ ,

平均产量

为 , 。

另外
,

花园湖有着与淮河以闸门相隔的有利条件
,

实施灌江纳苗
,

年共纳苗

多万尾
。

增加蝙鱼等产量
,

收到了较好的效果
。

大水面鱼病害控制技术

关于大水面鱼病害
,

我国早在 相 年代即有报道
,

从 年代起就有学者进行大水面鱼病

① 牙两湖水产增养殖技术协作组
。

佗扁湖水产增养技术报告
,

。
。

② 花园湖渔业开发技术研究专题组
。

花园湖渔业开发技术 单项试验研究报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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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
,

如大水面防治鳃缩锚头蚤的研究
,

杭州地 区白继疯狂病的研 究等
,

但对大水面鱼病防

治技术进行系统的研究在国内还未见报道
。

“

七五 ”

期 与几个攻关湖泊开发利用专题配套
,

在福湖
、

保安湖和花园湖进行了大水

面鱼病害控制技术研究
。

通过三年调查研究
,

查清了三个湖泊寄生虫区系和主要侵袭性疾

病
,

在 两湖共查获鱼类寄生虫 种
,

主要寄生虫病有指环虫病和 中华蚤病 , 保安湖共鉴定

出寄生虫 种
,

主要寄生虫病有中华蚤病和锚头 蚤病等 在花园湖查获寄生虫 种
,

对

鱼类致病性较大的有 种
,

其中在网箱
、

网围内鱼类主要寄生虫病有指环虫病
、

隐鞭虫病
、

小瓜虫病
、

抱子虫病和甲壳动物病
,

大湖中主要鱼病有嗜子宫线虫病和鱼怪病
。

在三个湖泊

发现的传染性鱼病的主要种类有病毒性草 青 鱼出血病
,

细菌性烂鳃病
、

肠炎病
、

赤皮病
、

烂

尾病
、

竖鳞病
、

肤霉病
、

打印病
、

白头白咀病
、

水霉病和溃疡病
,

基本摸清了这些鱼病的流行规

律及发病季节
,

其结果和内塘比较类似
。

在此基础上
,

已总结出鱼种消毒
、

免疫预防
、

药物防

治和改进养殖方法等一整套能较有效控制大水面的养殖 中主要 常见病和 多发病的技术措

施
,

使育两湖鱼种成 活率
,

成鱼成活率为 写 保安湖鱼种成活率达 以上
,

成

鱼 以
·

其回捕率统计
,

平均达到 花园湖的草鱼种成活率为 吓
,

团头妨
、

草鱼
、

鲤鱼

和鳞鱼成鱼成活率达 线
。

」 凶猛鱼类控制

关于湖泊
、

水库 中放流鱼种的合理规格与凶猛鱼类群体组成
、

掠食特性以及凶猛鱼类在

不同水域的演替规律和控制问题
,

年代以来已有不少研究
。

草型湖泊中除有经济价值的

鱼类外
,

麦穗鱼
、

棒花鱼等经济价值较低的小型鱼类也有相当产量
,

与经济鱼类进行食物和

空问竟争
。

因此查 明乌鲤
、

纵鱼等经济价值较高的凶猛鱼类对经济鱼类尤其是人工增殖鱼类

的危害情况
,

从而确定其在草型湖泊中的渔业地位
,

显得十分必要
。

花园湖的调查表明
,

乌嫂

食物中 为小杂鱼
,

除卿鱼外经济鱼类很少被乌鲤吞食
,

体长 以下乌嫂食物中没有

发现鲡鱼
,

加上乌鲤 易捕捞
,

其种群中大型鱼较少
,

因此把它作为控制下的特种经济鱼类对

待
,

在花园湖水产品产量连年增加的情况下 乌鲤产量 由 年的 ‘ 占全湖产

量的 」 片 上升到 年的 ‘ 占总产的 , 写
,

可野杂鱼则从
‘ 下降到 沐 ‘ ‘ ,

从而提高了经济效益
。

保安湖开发 中把 肖四海作为纵养殖基地
,

使凶猛鱼类的捕食和小杂鱼繁殖保持动态平衡
,

年 肖四海产鳅
,

经济效益显著
。

通过采取扩大常年繁殖保护区
,

延长封湖休渔期
,

改革渔具渔法
,

改进湖区人工放流技

术
,

调整人工放流种群结构
,

使一些进行大规模渔业开发的草型湖泊的捕捞产量得到较大幅

度的提高
。

如福湖捕捞产量山 , 年的
‘ 。提高到 一, 年的 只 ‘ ,

花

园湖大湖产量由 年的 沐 ‘ ‘ 提高到 年 ‘ ,

经济效益也得到大

幅度的提高
。

网围等集约化养殖技术

网围
、

网箱养鱼技术

网围养鱼是将大水面的水流畅通
、

溶氧充足等生态优势与小水体精养技术相结合的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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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生产新技术
。

自 一 刁年在长荡湖和东太湖获得初步成功后
,

已在许多地方开展起

来
,

但在实际养殖中还存在不少问题
,

规模也不大
,

效益也不高
。

在牙两湖进行的网围养鱼
,

通过对 网围养殖中鱼类行为特点的研究
,

观察到鱼种跑网
、

汛

期趋流顶浪
、

奋力顶水
、

平时挖坑打洞的外逃行为及养殖鱼类的觅食和摄食规律
,

从而采用

双排园角
、

双石笼加地锚 固定底纲和竹桩加横杆加 固及 网高按最高水位 环一 设

计
,

多次经受 一 级大风袭击的考验
,

并在实践中逐步总结 出一套适用于浅水草型湖泊
,

以鲤科草食性鱼类为主养对象
,

鱼种成鱼养殖配套
,

生产规模适度的联片
、

小块
、

精养
、

高产
、

高效益的不同产量级的网围养鱼模式和网围养鱼关键技术 水
、

围
、

种
、

饵
、

混
、

轮
、

防
、

管八

字精养法
。

到 年全湖网 围面积 , “
占全湖面积

,

养殖产量达
‘ 。

一 飞“ 网围区每公 顷产 一
,

最高达 火 ‘ ,

每公顷净利 花 万

元 一 “ 网围区产里每公顷为 一
,

母公顷净利 万多元 ”网围

区产 一
,

每公顷均净利 一 元
。

, 卜 , 年共新增养殖产量 ‘

只 ‘ ,

新增社会总产值 万元
,

创纯收益 ”万元
,

并从 年起养殖产量超过

了捕捞产量
,

这在 沐 ‘ 艺 以 卜湖泊的渔业开发 中还是首次
,

推动了我国网围养鱼技术

的提高和标准化的发展
。

一 , , 年三年 、
一

江苏省应用 了福湖网围养鱼技术的 个湖

泊
,

。多公顷网围养殖平均每公顷产里达
。

花园湖在
“

七五
”

期间研究成功适用 于年水位差 的淮河流域老年浅水
、

多草型湖

泊
,

并以水草为主饲料的成鱼
、

鱼种配套的贴底网箱 带底网困 养鱼模式
。

其网箱结构简单
,

无浮沉子
,

竹桩固定
,

面积 一 」,飞、“ 。

山于贴底网箱具有
“

水大水小易转移
、

密放精养易管

理
、

捕大捕小易操作
、

防底层逃 鱼有效果
”

等特点
,

平均每公顷产里 沐 ‘ ,

最高达
‘ ,

每公 顷均 净利 一 」万元
,

为同类型湖泊的开发起到示范作用
,

已在省内几个 湖

泊推广应用
。

分室利用和分割养殖技术汉

围绕草型湖泊渔业合理利用和富营养化防治
,

进行了保安湖生态系统结构
、

功能的动态

监测
、

生产性能的评价
、

渔产潜力的估算
,

并对该湖的大型水生植物与草食性鱼类的摄食
、

营

养
、

天然鱼类的繁殖保护等进行了较系统的探索性研究
。

根据湖区多类可更新资源的现状及

已有的土拦
、

石拦
、

网拦工程将 刁。。。 , 。 湖区分割为 块水域的 自然形态
,

采用分室利用的

方式 的主体湖区大 力发展 草食性鱼类
,

合理搭配滤食性鱼类
,

繁殖保护底层鱼类
“
的桥墩湖 水深

、

大型水生植物多
,

重点放养团头鱿 ”的扁担塘 湖体避风向

阳
、

水浅水草多 突出养殖螃蟹 。。,飞 , 的 肖四海 野杂鱼多 作为纵生产基地 “ 的保

安湖 有生活污水流入
,

水质肥沃 主养滤食性鱼类
。

并在主体湖内设计了多层次分室养鱼的

围 圈
。

通过这种分 室利用 和分 割 养殖方 式
,

使全 湖水 产 品 每公 顷产量 由 提高到
,

其中河蟹年产 只 ‘ 。

年 共增加水产品产星
,

增加产值 万元
,

增加利润 万元
,

经济
、

社会效益显著
,

对同类型湖泊开发具有一定的指导 意义和参考

价值
。

湖泊围拦区捕捞技术

在网围
、

网拦养鱼刚开始发展时
,

用于 围养区的捕扮工具一般 以捕捞醚
、

缩鱼类为主的

传统大拉网或小丝 网等渔具
,

但大拉网的底层鱼三网起捕率仅
,

用刺网
、

滚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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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渔具起捕
,

单产低
,

作业周期长
,

不能适应湖泊网围
、

网拦区捕鱼 的需要
,

后来少数地方采

用 电脉冲配合渔具的捕捞试验
,

收到了一些效果
,

但技术上还不成熟
。

在
“

七五 ”期间进行了湖泊围拦区捕捞技术研究
,

重点对鲤鱼行为及其对 网的反应行动

进行了研究
,

首次完整地观察到鲤鱼倒立
、

侧身
、

头顶三种强烈的钻纲逃逸行为特性
。

发现鲤

鱼在电场作用下
,

能以 飞 的速度呈同幅射式全方位散群逃窜及在强电场作用下的 昏

迷时间和击 昏范围
。

确立了电渔法的电流型式
、

电压位
、

电极型式
,

发现 电拖 网以

交流电为好
,

电拉网以 脉冲电适宜
,

并确立了双船 电拖网和单船电拓拖网的阻力

计算公式
。

攻关试验中研制成适合于湖中围养区作业的悬链沉子纲混合网衣大拉网
,

适合于

底质不平
、

岸形复杂
、

专捕鲤卿等底层鱼的单船电析拖网和适合于较宽敞水面作业
、

专捕 中

下层鱼的双船电拖 网
,

以及适合于岸边 网拦区捕捞的双线电极兜式 电拉网
。

以上三种型式的

渔具通过各 自特定的渔法
,

均具有贴底
、

靠壁的 良好性能
,

并 允分发挥 电踢与网具互补紧密

配合的作用
。

在湖泊困拦区捕捞与传统渔具渔法相 比
,

鲤鱼等底层鱼类起捕率可由原来的

纬 提高到 一
,

单网次的起捕率提高 一 倍
,

总起捕率提高到 左右
,

作业时问比原来缩短 邝 以上
。

起捕成本降低 以 卜
,

技术经济效益明显
,

有利于推动我

国湖泊围拦养殖业的发展
。

水体农业模式和水草利用限度
、

演替规律及改造

在东太湖进行了水体农业模式的探索
。

设想通过植物消浪带控制湖泊敞水区中局部水

面风浪
,

在消浪区内开展水生植物种植和 鱼类养殖
,

并在湖面 卜进行无土栽培和藻类培养
,

探索湖泊资源的立体利用
。

植物消浪带的研究经 年代以来的探索
,

在
“

七五
”

期问已基本

定型
,

并开始推广应用
。

其结构特征主要是用条带型漂浮植物消浪带
,

在湖泊敞水区 圈围

左右的水域面积
,

圈内进一步用消浪带分割水面
,

内设 网围养鱼 区
,

在养鱼 区外周缘

形成植物圈
。

试验证 明这种消浪带可以防风浪而且有净化功能
。 “ 围养区进行的养鱼

试验
,

每公顷净产达到 一 ,
。

经监测
,

围养区内平均三态氮
、

磷含量 比敞水区分

别高 倍
、

月 倍
,

植物保护圈又 比敞水区低 枪
、

,
。

这种模式的设想在国内为首先

提 出
,

且研究工作也 比其它地方更全面
,

但 目前试验 尚未形成较大的生产规模
,

需要进一步

扩大进行生产性试验和理论机制探索
,

使之达到科学化和实用化
。

浅水草型湖泊
,

尽管在水体功能
、

水位差
、

营养类型
、

水草的优势种类及开发程度等方面

各有所别
,

但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即沉水植物在鱼产潜力中占到 了重要位置
。

如育两湖 ①水草

现有生物量的供饵能力为每公顷
,

底栖动物为
,

浮游生物为 。 保安湖水草产

鱼潜力为每公顷
,

浮游生物和有机碎屑为 , 花园湖尽管可利用的沉水植物比

例不大
,

但其鱼产潜力仍达每公 顷 。
。

如何在保持湖泊生态条件良好的前提下
,

最大限度地利用水草的鱼产潜力
,

是草型湖泊

开发中一个很重要的课题
。

年陈洪达等圈根据前 人提 出的湖泊草鱼放养标准及 和

① 《涌湖水产增养技术研究 》专题协作组
。

隔湖水生维管束地物群落组成
、

生物量调查及其 合理利用的研究
,



湖 泊 科 学 卷

年代的实践
,

提出了草食性鱼类放养量的计算公式和湖中水生植物可供生产鱼 肉的计算

公式
。

但对 自然生态中各种水草共生
、

多种生物并存的情况下
,

如何确定一个合适的草食性

鱼类的放养数量及规格
,

促使水草资源的正常周转
,

还需要深入一步的研究和完善
。

实践表

明
,

固然过度的放养草食性鱼类会导致水草资源的减少甚至灭绝 , 〕,

但水生植物资源如不

加以利用
,

任其 自生 自灭交替演变
,

反会加速湖泊沼泽化过程
,

适度适时的割草养殖或合

理放养草食性鱼类
、

河蟹
,

不但鱼类等生长 良好
,

水草资源也可维持一定水平甚至呈正相关

的增长关系 与网围养鱼投饵也有重要关系
,

而且水草的 自净作用可以延迟湖泊富营养化

过程
。

据对东太湖 年调查 ①
,

虽然每年从湖中捞取水草 沐 ‘

左右
,

但其生物量一直稳

定在 左右
。

福湖网围养鱼的面积 , 年为 洲 , ” ,

占全湖面积
,

起捕量
,

到 年网围面积达到 士飞 、” ,

占全湖面积
,

产量达
, 一盯水草复盖率

除 年发大水外一直保持在 写以 卜
,

总生物量则从 , 年的
·

‘ 增 加到

年的 只 ‘ 。

根据福湖网 丁汀养鱼对 该湖富营养化影响研究 丑,
, , 年 两

湖 网 围养殖 产 量 由 增 长 到 」 电
,

投 饵 进 入 湖 中的 曾
、

磷 里 由 增 加 到
,

但进入湖中的 曾磷大部分沉入 泥底 中供给水草生长利用
,

留在水体中的仅占

左右
,

所以网围养鱼虽然加速了流湖水体富营养化进程
,

但较同类型浅水湖泊为慢
。

花园湖

在割草养鱼后
,

水生植物的步物 过迁午增 加
,

,
、 、

, 三年 中在 月份平均 生物量

分别为
· 、 ·

积 ‘ ’
·

、’、

经过 年的攻关实践
,

提出冬而湖养殖
、

增殖面积之

比为
, 一

,

断 增殖区 里草食仕 负类不超过 。 提 出保安湖主体湖中草食性鱼类生产

量 占 以下
,

滤食性 鱼类和天然 位类增殖虽 以上 提 出花园湖大湖水草资源的合理

利用为 大湖环境优化 草 食性 鱼类 放流割草养鱼
。

这些还需要在今后的开发

中加以观测和调整
,

尤其是放养方式的开发
,

更应慎重
。

从对其他草型湖泊的调查和 卜述三湖几年开发利用实践看
,

湖泊中水草在较大利用情

况下群落变动及演替比较复杂比‘一 。

如东太湖 ④ ,

年到 年水草总生物量变化不大
,

但优势种由马来眼子菜变 为苦草
。

福 胡随着围养业的迅速发展
,

黄丝草分布面积扩大
,

生物

量由 年占水草总生物量的 急剧 卜升到 」 年的 ,
,

成为绝对优势种群
,

同期低等轮藻 由
一

卜降到
,

聚草由
一

卜降到
,

轮 叶黑藻从 ,

下降到
,

苦草由 魂
一

卜降到 写
。

在网围拆除区水草恢复后以苦草为主
,

问

杂黑藻和马来眼子菜
,

与围养前以黄丝草为主的群落结构完全不同
。

保安湖的沉水植物种类

仅 」个
,

原来黄丝草和聚草的生物量占据绝对优势
,

分别占 招 环和
,

另两个主要种

苦草和范草分别只占 和
。

在开发利用后生物量变化在不同的湖区情 况不同
,

不

同的沉水植物种的变化也不一样
,

总的趋势是被放流的草食性鱼类大量摄食的优势种黄丝

草减少
,

其他水草表现 出振荡变化的状态
,

如主体湖黄丝草面积下降到原来的
,

聚

草上升为原来的
。

花园湖南梢湖区经三年移动式网箱养鱼后水草群丛也发生了明显

变化
。

影响水草消长和发生演替的原因 比较复杂
,

多种因素综合发生作用
。

从研究结果闭看
,

一是由水生植物本身的生物学和生态特性所决定
,

如生长期长短
,

繁殖方式
,

对不 良环境的

① 曹翠乐
。

东太湖水生维管束植物资源调查报告 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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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应能力等 二是人为干预的影响
。

从现状看
,

对沉水植物的利用方式有三种 一是投放草食

性鱼类
,

二是刘割水草捞取至内塘作鱼饲料或农田肥料
,

三是 割后用于湖区围网养鱼
。

割方式由于具有人为的选择性
,

加上贴近泥面的刘割
,

对生物量分布呈金字塔形的黄丝草和

苦草来说
,

害组对它们影响不大
,

并且 由于与其竟争的上层植物被破坏
,

良好的光环境更有

利于它们的生长
,

也就造成了 两湖黄丝草占绝对优势
。

在网围养鱼时投喂的精饲料
,

其散落

部分起了施肥作用 移动式围养中所投喂水草的茎叶残枝或种子留在围养区
,

客观上起了移

植的作用 对 围养区某些水草的人工清除则起到 了抑制其发展的作用
。

三是周 围环境的影

响
,

如适量的生活污水和湖滨农 田肥水的流入
,

可以使湖中的水草生长得更加茂盛
,

而工业

污水的污染
,

则可使水生植物减少
。

水位的变化也起着重要的作用
,

如鄙阳湖在汛期以沉水

植物和浮叶植物为主
,

而在枯水期挺水植物和湿生植物占优势 。
·

” 〕
。

据陈少莲等 年对保安 湖四 种水草粗 蛋 白及 能值测 定
,

粗 蛋 白含量范草最高为
,

黄丝草次之为 环
,

聚草再次之
,

苦草最低为 , 能值数值从高到低排列亦

如此
。

水草种群结构如何在保持生物量不减少的情况下
,

通过 人工控制使其朝着营养价值

高
、

放养鱼类喜食
、

消化率高的方向发展
,

还有待于在今后的实践中进一步探索
。

“

七五
”

期问进行的草型湖泊渔业开发科技攻关
,

在注意保护湖泊生态平衡的同时
,

根据

湖泊饵料生物的结构
、

功能及供饵能力的研究
,

调整放养种群的 比例
,

实现 因饵养殖
、

增殖
,

积极开发利用水体生产力
。

特别是充分发挥水生植物在渔业开发中的重要作用
,

提出了养殖

为主
、

养殖与增殖结合开发我国草型湖泊渔业的方式
。

初步解决了网围养殖
、

鱼种配套
,

病害

防治与湖泊捕捞等项适于同类草型湖泊开发的关键技术
。

第一次较全面地总结 出一些具有

我国特色的草型湖泊水生生物资源及渔业利用的科学资料
,

填补了我国大
、

中型草型湖泊大

规模开发利用的研究空 白
,

并从实践上为我国草型湖泊的开发利用找到了一条较为行之有

效的新途径
,

有力地推动了湖泊渔业的发展
,

起到了 良好的示范作用
。

但是
,

过去我国对湖泊渔业的研究主要侧重于生产性开发
,

对水一草一鱼之问的一些规

律性问题研究得还不够
。

需要深入一步进行探讨 如湖泊中繁殖保护区
、

网围养殖区
、

资源增

殖 区的结构
、

功能和合理配比 主要水生植物群落结构演替规律 草食性鱼类摄食和水草生

长之间的动态平衡 水体富营养化变动趋势及对策研究 鱼
、

蟹等立体养殖技术及配套模式

的建立等
。

目前国家 已按排了
“

八五
”

科技攻关项 目
,

试验正在进一步深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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