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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桥水库的水质保护与渔业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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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市环境保护科学研究所

,

天津 ”

提要 大水面增养殖将水体中的氮
、

磷
、

有机物转化成鱼产品
,

并以渔获物的形式翰出水

体
,

从而加大水休氮
、

磷
、

有机物的摘出量
,

有减缓水体富营养化
、

净化饮水水质的作用 同时鱼类

的摄食
、

消化
、

排泄等新陈代谢活动可加速水中氮
、

磷等物质循环
,

使藻类繁衍
,

如果大量放养草鱼

还会导致水草资源破坏
、

生态失衡
,

对饮水卫生
、

安全不利 网箱养鱼投入饲料
,

直接增加了水源有

机污染
。

围网养殖对局部水域生态平衡有破坏作用
,

放养密度过大
,

投入词料也会直接增加有机污

染
。

库周鱼塘排水会增加水库氮
、

磷摘入量 为保护水库水质和生态平衡
,

不要盲目往于桥水库中

大量投放草鱼
,

禁止或限制网箱投饵养鱼和围网养殖 同时建议 保护现有鲤
、

娜鱼资源
,

引进能利

用腐屑资源的姻类鱼
,

加大觉
、

编放养规格
,

适度增殖绷鱼
,

利用库中水草和库周鱼塘养殖草鱼
,

防

治库中水草对水库水质的的二次污染
,

同时发展了池塘渔业
。

关锐词 饮水水源 水质保护 渔业生产 于桥水库

于桥水库是引滦入津工程的重要调蓄水库
,

是天津市几百万居民的重要饮水水源
,

同时

也是天津市重要淡水鱼生产基地之一
。

在这样一个城市集中供水水源中
,

如何在不破坏现有

生态结构
、

不加重水体富营养化
、

确保天津市供水卫生安全的前提下发展渔业生产
,

是水资

源保护和水产部门都急待解决的问题
。

本文从于桥水库渔业生产现状及对水库水质
、

生态的

影响入手
,

对水源保护与渔业生产持续协调发展途径作初步探讨
。

渔业生产现状及对水库水质和生态的影响

目前在于桥水库和库周主要有大水面增养殖
、

网箱养鱼
、

围网养殖及库周池塘养鱼四种

渔业生产方式
,

现就这四种不同渔业生产方式的现状及对水库水质
、

生态的影响分述如下
。

大水面增养殖

干桥水库位于天津蓟县燕山山脉边缘地带的州河盆地
,

是一座山谷型盆地水库
。

水面面

积
,

平均水深 刁 ,

一 月份水体透明度平均为
,

水中溶解氧全年都

保持在 以上
。

年均离子总量为
,

属 宁型水
。

一 月份藻类生物量为
。

水草资源丰富
,

月份水草现存量 月 ,

其面积占水库面积的 邝
。

全库水

草现存量达 只 ’ 鲜重 年 月
,

大水面增养殖条件十分优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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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投资和 管理诸 多方面的原因
,

每年 只 向水库 中投放少量的链
、

墉和 草 鱼鱼种 表
,

渔获物主要是娜
、

鲤
,

草鱼 只占 线
,

链
、

缩占 表
。

一 年平均每年

产鱼 渔获童
」

单位面积产量 】刁 表
。

捕鱼网具主要为挂 网
。

渔民

人
,

捕鱼船只 卜千 条
。

表 鱼种投放星和大水面增养殖鱼产星
·

年年 份份

鱼鱼种投放量《 。‘

尾

总总产量
、、

封封

单单位面积产量 “ 库库

表 各种鱼在渔获物
‘ , 的比例 一 年

· 、
,

鱼鱼 类类 娜鱼鱼 鲤鱼鱼 乌组组 黄领领 峨峨 曲鱼鱼 草鱼鱼 经编编 蛤鱼鱼 其他他

所所占 例
。

大水面增养殖对水库水质和生态具有重要且十分复杂的作用
。

根据于桥水库鱼
、

虾体内

氮
、

磷含量 表 推算
,

通过捕 鱼 年 从库 中输出氮
、

磷
,

分别占全年输 入

水库氮
、

磷的 呵和 占全年氮
、

磷输 出总量的 」 和
,

减少了水库中氮
、

磷和有机物的负荷
。

从物质守恒的观点来看
,

大水面增 养殖对饮水水源的保护是有利的
。

表 于桥水库鱼
、

虾体内氮
、

磷含量百分比 湿重
, 。 血 、,

。 ,

再 奥 更 鱼 卿 鱼 自 鳝 】 青
’

虾

沁

喊

·

。
·

”

另一方面
,

鱼类摄食
、

消化和排泄
、

游动等活动
,

使藻类
、

水草不能直接利用或需很长 时

向才能矿化的有机物
,

很快转化成了藻类
、

水草能吸收利用的无机物
,

加速了水体中氮
、

磷循

环速 度〔’二
。

尤其是草鱼的存在
,

不仅能像其他鱼类一样可以加速水体的氮
、

磷循环
,

而且更为

严重的是还会破坏水草资源和生态平衡
,

加重水体富营养化
。

水草是水体生态系统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

它吸收水中的氮
、

磷和拦截吸附水中的营养盐

和颗粒物
,

还可以抑制藻类的生长
。

自引滦通水 以来
,

该水库的水质一直保持 良好
,

其中水草

的存在起 了很关键的作用匡
。

然而
,

库中 沐 护 的水草资源一直没有充分利用
,

而且水

草量 目前又有所增加
,

致使 人们试图像以往开发草型湖泊 水库 一样
,

采用直接投放草鱼的

方式利用库中水草
。

在水草资源丰富的水体内
,

这一方式在短期 一 年 内确实能提高草

鱼产量
。

但国内一些湖泊水库直接投放草鱼的 实践和天津市环保研究所近 年在尔王庄水

库及天津水 卜公园水体内放养草鱼的研究结果表明
,

往往由于水体面积较大
,

对草鱼群体量

难以控制
,

丰富的饵料资源使其群体迅速增大
。

迅速增大了的草鱼群体需要更多水草作为饵

料
,

放养草鱼的当年
,

水草生产量
、

现存量就会 比上一年有所减少
。

经过一年的生长
,

放养的

草鱼群体可以增加 一 倍
,

第二年或第三年水草生产量和现存量就会急剧减少
,

最终水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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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源枯竭
,

生态平衡被破坏
,

鱼产量
一

「降
,

此时来水中的营养盐和泥沙使水体营养盐含量升

高 另外水草消失
,

藻类缺少了竞争者
,

在这些因素的作用下
,

藻类就会大量繁殖
,

水体进一

步富营养化
,

饮用水质量下降
。

目前
,

在于桥水库中
,

鱼类提高氮
、

磷循环速度和利用效率的作用尚不明显
,

草鱼群体较

小
,

尚未对水草资源构成威胁
。

现有的大水面增殖方式对饮水水源保护是有利的
。

在今后大

水面增殖生产中
,

应充分考虑和利用水库优越的渔业生产条件
,

多开发对水质保护有利或无

害的渔业生产方式
,

提高鱼产量
,

加大水库氮
、

磷箱出量
。

同时要保护水草资源
,

维护水体生

态平衡
,

不盲 目直接往于桥水库 中投放大量草鱼
。

网箱养鱼

自 年以来
,

该水库开始了网箱养鱼
,

现有网箱总面积近
。

网箱养鱼是一种高密度
、

高投入和高产 出的养殖方式
,

在养鱼过程中需投入大量饵料
。

其中
,

部分饵料被鱼类摄食
,

转化成鱼产品
,

而大部分饵料则以鱼粪或残饵的形式滞留在水

体中
,

从而加重了水体的富营养化和有机污染
。

依据 年 月对大坝下网箱区和大坝北岸网箱区
、 、 。

和藻类含量的测

定结果 表
,

网箱区总磷浓度分别是库中心区的 倍和 倍
。

藻类含量是库中心区

的 刁倍和 倍
,

水质明显 比库中心区差
,

网箱下底泥厚 以
、

卜
,

呈黑色
,

多为残余饵料

和鱼类粪便
,

并伴有恶臭味
。

表 月 年库
,

卜心区和网箱区水质比较

山

水质参数

大坝下网箱区

北岸边网箱区

库中心区

‘

刁

‘

。

名 藻类

。

据密云水库网箱养鱼情况调查
,

网箱 区
、 、 ‘一 、

的含量分别是主库区的
、 、

和 倍 底泥中总氮
、

总磷含量分别是非网箱区的 倍和 倍
。

国外 网箱养鱼
,

每生产 鱼
,

所投 入的饵料就要向水体排入 一 的氮
,

一

磷
。

而且 以上的氮
,

的磷是以溶解态形式排入水体
。

同时每生产 鱼将有 以上

的固体颗粒物 残饵
、

排泄物等 沉于水底
。

对渔业水体而言
,

网箱养鱼所带入的氮
、

磷和有机物等
,

能促进藻类生长
,

提高水体初级

生产力和渔业潜力
,

其作用是积极的
。

而对像于桥水库这样以城市居民饮水为首要功能的水

体来说
,

水中氮
、

磷
,

和藻类的增 加会给 自来水厂水处理造成困难
,

使饮水带有难闻的气味
,

会

降低饮水质量 可见
,

对饮水水源
,

网箱投饵养鱼的作用是消极的
、

有害的
。

为保护于桥水库水质
,

确保天津居民饮水安全
,

根据国家的有关规定
,

应禁止在于桥水

库这样重要饮水水源中从事网箱投饵养鱼生产活动
。

围网养殖

年于桥水库围网养殖水面仅数公顷
,

刁年发展到数十公顷
。

由于养殖对象
、

放养

密度的不同及是否投饵等
,

不同围网养殖对水库水质
、

生态的影响也有所区别
。

围网 养殖鲤鱼
、

卿鱼
、

编鱼
,

在养殖过程中
,

需投入大量合成饵料
,

致使其对水库水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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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环境的影响类似于 网箱投饵养鱼
。

围网养殖草鱼
、

河蟹
,

放养密度低
,

并主要利用 围网内水草为饵料时
,

草鱼
、

河蟹对水草

的摄食具有选择性
,

它们先摄食其喜爱的水草
,

如微齿眼子菜
、

范草等
,

而保 留了狐尾藻
、

大

茨藻等不喜爱或难于摄食的水草
。

来年孤尾藻
、

大茨藻快速繁殖生长
,

成为水域中的优势种

类
,

而微齿眼子菜
、

范草这类水草从此在水域中消失
,

并难于恢复
。

从而导致围网区域内不利

于生态环境的水生植被的演替
。

如果草鱼
、

河蟹放养密度大
,

它们就将围网内的水草全部吃

光
,

使围网 区形成无水草的
“

空穴
” ,

导致围网及周 围水域藻类繁生
,

透 明度降低
,

环境恶化
,

水质下降
。

围网内水草消失以后
,

天然饵料不足
,

在后续的养殖时 里
,

也就需 人工投入饲

料
,

对水体形成直接的有机污染
。

显而易见
,

现有 围网养殖方式对水库水质和生态平衡都有不良影响
。

在 目前围网养鱼
、

养蟹面积 比较小
,

还处在试验阶段
,

其示范作用不 明显
。

还没形成大规模群众自发围网养殖

高潮的情况下
,

有关部门应乘此 良机
,

痛下决心
,

严格限制甚至禁止在于桥水库 内从事对水

库水质和生态平衡有害的围网养殖生产活动
。

库周池塘养鱼

于桥水库库周堤捻两侧 已建 养鱼池塘 年
,

有的鱼塘利用库区浅滩深挖

堆捻而成
,

有的利用堤外低洼地修建而成
。

鱼塘面积
、

形状
,

随当地地形而变化
,

小的

左右
,

大的
,

甚至近
。

水位一般 左右
。

库周鱼塘主要养殖鲤
、

卿
、

缝
、

编
。

在生产过程中投入大量饵料
、

肥料等
。

如马伸桥乡某

拓 鱼塘
,

年投入氮肥 碳酸氢按
、

尿素等
、

磷肥 过磷酸钙等 各
,

鸡粪 朽 ’,

合

成饵料
,

小麦
,

生石灰
,

硫酸铜
,

池水常为豆绿 色
,

透 明度仅 左右
。

鱼池

水 中氮
、

磷
、

有机物和藻类含量明显高于水库
。

池水 中磷含量为 一
,

是水库磷

浓度的 倍
。

在夏秋季节和捕鱼时 富含氮
、

磷
、

有机物和藻类的鱼塘废水被直接

或间接排入水库
,

在水库周边水域形成明显的污染带
。

目前天津市居 民饮水中 的氮
、

的磷是来自于桥水库周边鱼塘的排水
。

于桥水库库区农村是天津市最贫穷的地区
,

库周池塘养鱼在扶贫
、

发展库周农业经济中

起着很大作用
。

从安定团结的大局出发
,

不能也不可能因鱼塘排水而完全禁止库周 鱼塘养

鱼
,

断了库周农民的经济来源
。

因此
,

妥善处理库周池塘养鱼与水源保护的矛盾
,

将随意无序的鱼塘排水规划为有序合

理的鱼塘排水
,

开发有利于水源保护的池塘养鱼生产方式
,

减少污染物的入库量
。

这是保护

于桥水库水质和发展库周池塘渔业的重要间题
。

水源保护和渔业生产持续协调发展的途径

于桥水库的最主要功能是用于城市居民的饮水水源
。

在这样一个水库中从事各种渔业

生产活动时
,

都必须以不损害水库水质污染为前提
。

任何对水库生态平衡和供水卫生有害的

渔业生产方式都应被禁止或受到严格限制
。

然而该库区是天津市最不发达地 区之一
,

从事养

鱼业是库区农民脱贫致富和政府扶贫的重要手段之一
。

所以
,

在禁止和限制对饮水水源
、

生

态平衡有害的渔业生产方式的同时
,

妥善开发对渔业 生产和水 源保护都有利的渔业生产方



期 王洪起 于桥水库的水质保护与渔业生产

式
,

是缓解渔业生产与水源保护的矛盾和实现库区渔业与水源保护持续协调发展的最佳选

择
,

为此
,

就库区渔业发展途径提出以下建议
。

保护鲤
、

脚鱼

鲤
、

娜鱼食物组成为水章
、

碎屑
、

底栖生物
、

浮游生物等
。

它们可以把对水体有害的物质

转化为可被人类利用的鱼产品
。

加强鲤
、

娜鱼增养殖管理
,

提高鱼产量
,

可以减轻水体的营
,

养

负荷
,

有利于水质保护
。

于桥水库的鲤
、

娜鱼肉质鲜美
、

营养丰富
,

具有较高的商品价值
。

因

此
,

要严格渔政管理
,

严禁在库区滥捕
、

炸鱼
、

毒鱼
。

确定好禁渔区
、

禁渔期
,

保护好鲤
、

卿鱼的

产卵场
,

维持足够的鲤
、

娜鱼繁殖群体
。

鲤鱼是该水库的名贵品种
,

要保护其优 良遗传性状
,

严禁从其它地区引入鲤鱼品种或杂交种
。

提高经
、

幼鱼的放养规格

把链
、

编鱼的放养规格提高到 以上
,

以提高其成活率
,

充分利用水库的 中上层水

域
,

提高水体利用率和水库鱼产量
。

积极引进银绷
、

细鳞斜领绷等以碎屑为主要食物的鱼类

库中 只 ’ 水草秋后枯萎死亡
,

腐烂变成碎屑
,

污染水体
。

于桥水库具备银胭
、

细

鳞斜领幽繁殖生长的生态条件
,

它们可以形成天然增殖群体
。

引入圈类鱼可以充分利用库中

的碎屑资源
,

减轻水体污染
,

提高鱼产量
,

而不会危及水草资源和生态平衡
。

适度开展级鱼的增殖工作

级鱼为凶猛鱼类
,

它可以利用库内的一些小杂鱼为饵料
。

其营养价值和商业价值均高
,

是重要的名贵鱼类
。

于桥水库具有缀鱼 自然繁殖生长的条件
,

目前水库中级鱼群体比较小
,

在渔获物中的比例较低
。

因此
,

适当地开展撅鱼增殖工作
,

可提高水库鱼类质量
,

提高养鱼的

经济效益
。

利用库中水草和库周鱼塘养殖草鱼

于桥水库内生长的 沐 气水草
,

是草鱼喜食的饵料
,

但 目前利用率很低
,

大部分水

草秋后枯萎沉积在库底
,

对水库形成二次污染
。

如果利用库中水草和库周鱼塘养殖草鱼 或

其他食草水产养殖对象
,

如河蟹等
,

可减少水草的沉积
,

减轻对水库的二次污染
,

同时可 以

节约大量合成饵料和化肥
。

在鱼塘生态系统中
,

草鱼吃剩的残饵可以被鲤
、

卿等杂食性鱼类

再次利用
,

鱼类的粪便可以肥水再促使藻类繁殖生长
,

大量的藻类又成为链
、

编鱼的食物
。

水

草的营养成分被分级利用
,

提高了水草的利用率和利用价值
,

也提高了鱼塘鱼产量
。

因此
,

有

计划地从库中捞取水草并在库周鱼塘中养殖草鱼等
,

从而避免 了因往水库中投放草鱼而引
·

起对水质
、

生态的不 良影响
。

用库中水草在库周鱼塘养殖草鱼
,

还会有一些池塘废水进入水库
,

输入氮
、

磷等
。

但水库

描出水草带走的氮
、

磷
、

有机物的量往往大于鱼塘排水输入量
。

总体而言
,

利用库中水草
、

库

周鱼塘养殖草鱼这种养殖方式对水库水质起到净化作用
,

减轻了水草的二次污染
。

在这种养

殖机制下
,

库周鱼塘对水库水质的影响和作用发生了根本的转变
,

库周鱼塘由水库的污染源

变成了水库水的净化器
。

这种将治理水草二次污染与发展库周鱼塘渔业有机结合的渔业生

产方式
,

不失为科学有效利用库中水草资源
,

发展库区渔业
,

提高养鱼经济效益
,

库区农民脱

贫致富和防治水库进一步富营养化
、

确保天津市居民饮水卫生安全的最佳途径
。

致谢 于锡忱 高级工程 师审阅 了本文 并提 出 了修改意 见
,

在此表示衷心感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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