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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要 运 用复合生 态学原理
,

按照 洪泽湖湖泊滩 地的 自然条件
,

建 立 垛
一

塘生 态 系 统工 程
,

作为开发利用的新途径
。

把利用与调蓄洪水的矛盾降到最 小程度
,

达到塘养鱼
、

坡种草 垛 面栽

种果粮
,

立 体利用
,

同时研究其他利用途径
。

经过三 年实验证 明
,

经济
、

社会
、

生 态效益显著
。

关键词 湖泊滩 地 垛
一

塘生态 系统 洪泽湖

洪泽湖是我 国 五 大淡水 湖之 一
,

面积 水位 时
,

是调 蓄淮 河 上
、

中游

又 。‘
区 域来水 的特大型 平原湖泊

。

它不仅具有 防洪
、

灌 溉
、

渔业及 航运 等多 种 功

能
,

还具有丰富的滩地资源
。

湖周分布有大面积洼地
、

滩地和低平原
。

海拔在 以上 的

有 义 ‘ ,

以上约 ‘ ,

其中以泅洪县境内的面积为最大
。

此外
,

在

淮河入湖 口 处 尚有洲 滩地 又 吸
。

这些滩地均具有土层深厚
,

土质肥沃
,

地势平坦
,

灌溉便利等特点
,

是 良好的土地资源
。

年代中期 以来
,

在洪泽湖滩地上共建有大小抒区

个
,

总面积约 只 。‘ ,

其中高程在 以下好 区约 占总好 区 的 以 上匡
。

我国对湖泊滩地开发利用有悠久 的历史
。

利用方式主要有 自然垦殖
、

基塘垦殖
、

垛 田 和

筑抒垦殖等
。

到 年代末
,

全国 围垦 湖泊面积共达 以 上 消亡或基本消亡的大小

湖泊面积达
。

由于不合理的垦殖产生多方面的负效应 改变 了湖泊地表形态
,

带

来 防洪排涝负担 打乱原有 的水系格局
,

改变 了水情 消减 了湖泊调蓄功能 改

变 了湖泊生态环境
,

影响水产资源的 自然增殖 不少好 区是群众 自发 围垦 的
,

因资金
、

技

术跟不上
,

工程不配套
,

致使产量低而 不稳
,

或复又撩荒
。

虽然如此
,

由于人 口 增长的压力和

执法不严
,

有的湖区群众继续对湖滩地进行盲 目围垦川
。

湖泊是一个 自然综合体
,

湖泊滩地

是湖泊的重要组成部分
,

并具有较高的生物生产力
。

怎样兴利除弊
,

合理利用湖泊滩地资源
,

前人进行过长期 的探索和试验川
,

作者在总结和 吸收前人桑
一

基鱼塘和垛 田 利用 的基础 上
,

并根据多年的实践
,

提 出了湖滩地利用新途径
—垛 田

一

鱼塘生态工程
。

“

八五 ”中国科学 院重大应用课题 一 一 。

收稿 日期 一 一 接收 日期 一 一
。

作者简 介 庄大栋
,

男
,

年生
,

高级 工程师
。

主要 从事湖泊鱼类资源增殖
、

鱼类养殖及湿地 利用 等研 究 开发工

作
。

参加编著 本
,

发表论文 功 余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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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验 区概况

试验区的建立
“

八五
”

期间 中国科学院农业项 目办公室针对湖泊滩地资源丰富和利用 中所面 临的突 出

问题
,

把湖泊滩地的开发利用列为黄淮海农业开发项 目
,

并在江苏省泅洪县陈好乡除害好建

立 了试验区
。

此举得到江苏省农业资源开发管理局和 当地政府的大力支持
,

并将该项 目列人

江苏省
“

黄淮海 ”农业开发项 目
。

利用现状

除害好的地面高程在 以下
,

面积
,

年代建抒
,

承担分洪任务
。

由于工程

不配套
,

技术管理跟不上
,

积水严重
,

长期撩荒
, “ 七五 ”期间才开始利用

,

挖鱼塘
“ ,

产 量

左右
,

余下开发稻 田
,

产量在 左右
,

经济效益欠佳
。

图 为洪泽湖

西岸 滩地利用断面 图
,

在平面上亦呈立体开发形式
。

一一一一
守一

一一一一
丁二 鱼几 ⑥口乏二

敞水与沉水植物接合区 白发垦殖低灯区 规划早涝保收灯区 岗地

网围养鱼
、

蟹 池塘养鱼
、

蟹
、

轶及稻作 稻
、

林
、

早作 早作
、

水稻

图 洪泽湖西岸
、

滩地利用模式 示意图

主要开发研究 内容

设计 了垛
一

塘生态工程系统
,

面积
。

垛面上栽桃
、

苹果
、

葡萄和柿等果树

株 垛坡上引种优质牧草首楷
,

长势茂盛 鱼塘培育草
、

青
、

缝
、

缩等鱼种
,

产量达

以 上
。

引种经济水生植物面积达 “ 。

品种有湘莲
、

茨菇
、

荚白
、

田藕
、

菱和芡实等
,

并

开发菱
一

蟹
一

鱼
、

莲
一

蟹
一

鱼和稻
一

鱼共生 系统的研究
,

已取得 良好 的生态和经济效益 莲藕有性

繁殖和藕埋膜高产栽培试验取得成功
,

并予推广
。

引种优势水稻
,

品种 个
。

经过栽培试验
,

大 田 长势 良好
,

结实饱满
,

准备

从 中筛选 出 个品种在本地推广
。

地方政府多次考察
,

计划选择优 良品种栽培
,

以 调整种

植结构
,

建立特优水稻种植基地
。

主要应用与开发技术有

①垛
一

塘生态工程 包括设计施工技术和种
、

养飞品种的搭配方案

②种
、

养结合技术开发 包括稻 田
、

莲塘和菱 田养鱼
、

蟹技术

③河蟹系列养殖技术 包括河蟹大眼幼体
、

龄幼蟹培育和成蟹养殖技术

④林果栽培技术 包括果树育苗及栽培和 苗圃培育技术

⑤池塘养鱼技术 包括仔鱼
、 、

龄鱼种培育和成鱼养殖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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⑥ 优质水稻 引种栽培技术

⑦ 莲
、

藕有性繁殖及藕埋膜高产栽培技术
。

鱼塘
一

垛 田立体开发生态工程原理

鱼塘
一

垛 田 立体开发生态工程
,

是在人工造成 的微地形起伏的基础上
,

应用复合生 态学

原理和 因地制宜的原则
,

建立起一个人工生态经济系统氏 〕。

这里选择低好 区和可利用的湖

滩地
,

吸收 山东禹城塘
一

田 和兴化垛
一

田 生态系统的成功经验
,

并根据 湖滩地 的 自然条件
,

如

水情
、

风情
、

水位
、

地质地貌等因素
,

既考虑湖泊的整体性
,

又顾及具体滩地 的特殊性
,

确定适

当的参数
,

进行设计
。

设计的主要 内容有 垛
一

塘 比例
、

规模大小
、

位置和方 向以及作物配 置

等
。 “

七五 ”
期间在山东禹城地区建立 的鱼 塘

一

台田 系统
,

成功地整治 了 当地的盐碱低湿洼地
,

收到 了明显 的社会
、

经济和 生态效益
,

受到 了中央领导 的重视并亲临视察
。

兴化垛
一

田 系统是

在低 的湖荡滩上
,

挖土堆垛造 田 面积大小不等
,

种植粮油作物
,

并开渠挖沟
,

以 蓄洪水
,

对

农业生态条件进行 良性改造
。

垛
一

塘生态工程是一个半开放式的生态系统
。

在湖泊正常水位

和 低水位年
,

它是一个塘
一

田 系统
,

可 以 养鱼
、

种粮 和栽果 在 高水位年份
,

则需承担分洪任

务
,

这时鱼塘须开 口
,

引洪水进塘
,

以调蓄洪水 用 网拦鱼
,

隔鱼不 隔水
,

使池塘照常养鱼
,

垛

面仍可种植
,

两者兼顾
,

取得调蓄洪水
、

养鱼 和种植 的综合效益
,

从而形成具 良性循环的立体

开发复合生 态系统 图
、 。

图 垛
一

塘立体利用示意图

一

主要技术和措施

因湖水位变幅大
,

湖滩地有随水位涨落而淹 没或 出露的特点
。

汛期 湖水位上涨
,

滩

地淹 没在水面 以下
,

淹 没时间长达 个月 枯水期水位低落
,

滩地积水变浅
,

部分

滩面 出露
。

据 一 年圈水文资料分析
,

洪泽湖水位超过 的有 年
,

超过 的

有 年
,

而低于 的却有 年
,

这给在湖滩地建立垛
一

塘系统提供 了有利条件
。

如前所述
,

该项工程是在不改变湖泊滩地大生态环境的前提下开展 的
,

因而它属于

滩地 自然 垦殖一类
,

但它又不是被动为 自然 因素所制约
,

而是积极地应用人工 的垛
一

塘生态

系统来有计划
、

因地制宜地利用
,

并逐渐改造低好区
,

提高滩地利用的综合效益
,

解决决堤分

洪之忧
。

根据 洪泽湖防洪总体要求
,

垛
一

塘系统设计标准为 年一 遇洪水
,

若设计标准 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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黔黔黔
料料料

图 垛
一

塘系统模型 示意图
一

高
,

则工程量大
,

成本高
,

资金不足 标准过低
,

则垛
一

塘系统易遭水害
。

垛
一

塘 比例则根据地质

地貌条件来定
,

一般为 垛 塘 坡
。

在 自然滩地建垛
一

塘系统时
,

则要用块石或植

物护坡
,

水生植被防浪
。

根据 自然和人工生态条件
,

因地制宜配置作物
,

引种优质牧草和水生经济植物
,

改

良原有水生植被
,

并定向栽培
,

进行多层次的立体开发和综合利用
。

勃 大力发展湖泊
“

三 网
”
养殖

,

增殖 自然鱼类
,

养殖特种水产
,

以及水生经济植物综

合协调地开发利用沿岸带水面资源
,

划定 自然增殖和人工养殖区
,

达到增殖
、

养殖同步发展
。

过去 的低坝高拦养殖
,

由于 规模偏小
,

遇 到 干旱年份
,

不能抗早
,

因此
,

有必要 建立 “

以 上低坝 区
,

集 中统一 引水
,

以保证干旱年份
“

三 网 ”养殖得丰收
。

积极研究和采用新技术
,

提高开发效益
。

几年来
,

较深人地研究 了提高河蟹成活率

和生 长速率的技术等
。

如 龄蟹 当年上市技术的研究
。

以市场为导向
,

以经济效益为中心
,

发展规模经 营
,

和
“

双高一优
”

农业
,

提高滩地 利

用 的经济和社会效益
。

垛
一

塘系统规模
,

要适应 当地的经济和 生 产力水平
。

根据泅洪县陈好乡的实际情况
,

以每户承包 一 荒滩地为宜
,

建 一 鱼塘
,

垛 田
,

一 “
坡地

,

种植养殖相结合
,

便于经营管理
。

效益分析

经济效益

自 年试验 区 建立 以来
,

一方面进行试验区建设
,

开展立体开发模式试验研究 一方

面将成功的技术向周 围农 民推广
。

年在除害好开展的河蟹养殖
、

水稻栽种和 苗圃等项

开发
,

有较大发展
,

取得了明显 的经济效益 表
。

试验区 内因正处在建设阶段
,

故只盈利约

万元
。

整个除害好合计盈利 万元
。

投人产 出比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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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效益

试验 区 的建成
,

不仅建立 了具有较好 的经济效益垛
一

塘生态系统
,

而且为滩地合理利用

提供
一

了有效的方式
,

起到 了较好的示范作用
。

年在技术上支持 个专业户
,

共养殖河蟹
“ ,

当年盈利 。余万元 年河蟹养殖面积又有扩大
。

试验区青鱼苗培育成功
,

推动附

近地 区青鱼养殖的发展 而引种的优质水稻促进了陈好乡产业结构的调整
。

为 了提高农 民素

质和农业资源 的开发效益
,

于 年办 了 期学习班
,

内容有 生态农业
,

鱼种培育
,

成鱼养

殖和 池塘河蟹养殖等
,

收到了 良好的效果
。

此外
,

还经常进行鱼
、

蟹病防治技术咨询
。

开 发项 目

河蟹养殖

鱼类养殖

水稻 种植

苗 圃

试 验 区

合 计

表 开发项 目效益情况 年

种
、

养殖面积 成本 万元 产值 万 元 盈利 万 元

八夕一九汽
护

⋯
门,比山月区沁任‘︵卜乃口乙

,

生态效益

除害好建好初期
,

抒 内水面
“

人放天 养
” ,

杂草丛生
,

效益低下
。

年代后期改变 了经营

管理方式
,

把一部分荒芜水面挖成窄埂浅塘
,

用于养鱼 另一部分水面改造成水 田
,

由农 民承

包种水稻
。

改制后虽 然提高了效益
,

但仍然很粗放
,

潜力未能充分发挥
。

从 年起
,

进行

中低产鱼塘和稻 田 的改造
,

把它们挖成精养鱼塘和蟹池
,

开展特种水产养殖
,

并修筑道路
,

进

行绿化
,

整个除害好的生态环境有 了很大的变化
。

再经过几年的努力
,

昔 日的荒滩将变成经

济效益较高
,

生态环境优美的经济生态示 范区
。

推广应用前景

滩地立体开发技术
,

是在保护湖泊滩地大的生态环境下
,

高效利用滩地的一种方式
。

由

于它能妥善地解决利用滩地和 防洪蓄洪间的矛盾
。

因此
,

它不仅适用于湖泊滩地
,

而且也适

用于 水位季节性变化较大 的江滩
、

河滩
,

以及常受洪涝威胁的蓄
、

泄洪和低湿洼地
。

根据泅洪

地 区 的生产力水平
,

每户农 民 以承包 一 “
荒滩为宜

,

建立垛
一

塘系统
,

种植垛 田可

以 解决温饱
,

搞好鱼塘养殖可 以 致 富
。

江苏省现有湖滩地
“ ,

黄淮海地 区 有湖滩地

”断
艺 ,

此外
,

还有众多的蓄泄洪 区 和 多种形 式的佳地川
。

这些地 区
,

目前有 的未被利

用
,

有 的效益很低
,

有 的还经常遭受洪涝 的威胁
。

仅淮河 中上游就有行蓄洪区 个
,

年

发生特大洪涝灾害时
,

启用行蓄洪区 个
,

淹没耕地近 义 ,

受灾人 口 达 万 以上
,

经济损失惨重
。

多少年来
,

采用 了许多方法
,

包括建庄台等
,

均没有从根本上解决抗御洪涝灾

害问题 ① ② 。

如果在行蓄洪区采用垛
一

塘系统就可 以解决这一难题
,

因此
,

本项技术措施具有

广阔的推广应用前景
。

苏 宋乃 聪
。

浅议洪泽湖的 防洪标准 与防洪措施
。

江苏水利科技
, 〔

②朱承军 对行洪区 庄 台建设的几点建议
。

治淮科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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