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川洪湖网簖数量调查和渔获物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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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 要 利用卫星遥感定点技术．估算洪湖 l993年初约有 li000部网簖．洪湖网簖可分由 

“稀阵”，“密阵 两种 1986年稀阵渔获物 中．乌鳢、鲤、鲇、草鱼等太 中型鱼类的比例达 47．6 ． 

1992 1 994年这些鱼娄的比例不到 7 ·1986年鲫 、黄颧鱼和红鳍原舶三种小型鱼娄的 比倒 为 

51 o ，1 992一 994年选 87．6 ．九十年代洪澜主要经济鱼类的捕捞规格进一步 F降 ．为此应对 

施 

、 I司 关键词上堂 塑星堂苎望竺 、— I 『 
分类号 $973~2 ／ 

洪湖是湖北省最大的湖泊．为长江中下游典型的浅水湖泊．面积约 34,1km!．由于受到种种 

因素的影响．洪湖鱼类资源呈现下降趋势并向小型化发展“ ．洪湖平均水深 1．7m． 大水涿 

2．7m．极便于网簖作业．因而网簖是洪湖使用最多的一种渔具，从 70年代以来．网簖产量在 

湖天然负产量中一直位居第一位．占 70 以上．为了了解洪湖网簖渔业的状况．作者分别在 

1986年和 1992—1 994年进行了调查工作． 

1 材料和方法 

嗣簖数量统计方法为在湖泊西部布设了 1 7个样点．利用安装在调查船上的 ASH-[’ECtl 

GPS装置确定掸点经纬度．计数样点连线两侧的网簖数量．根据两样点之间的距离和其问的 

网簖数量．可以得出该区段同簖平均间距，然后，统计出所有调查区段的同簖平均距离．根据公 

式 N一4A／(／3 d )确定网簖数量，其中 为网簖平均距离，A为调查面积．Ⅳ 为网簖的数量． 

1 986年 3—10月．每月对 1 2部网簖(经过渔政部门特批而下水作业)进行采掸．采样 喇 

左右．分类记录每尾鱼的体长和体重．或每种鱼的尾数和重量．1 992—1994年渔莸物调查时． 

除 r采取与 1986年相同的方法外．还采用了抽样的方法．即称总重量后．随机称取 2 5kg分 

析． 

2 结果与分析 

2．1 网簖的分布和数量 

2．1．1 网钎结构 洪湖网簖依材料和捕捞对象的不同，可分为两种，一种是用2×3乙纶线编 

结网装配成的．固其网目大．俗称“迷魂阵”、“稀网”；另一种是用卡布网装配成的．阿目小．其规 

格如同纱窗，俗称“密封阵”、“密阵”、“小阵”．本文分别采用“稀阵”和“密阵”以示区别．稀阵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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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 200m左右．设置 4—6个撼．密阵长度通常较稀阵短．一般设置 l一4个壕．80年代．密阵长 

度多在数米至数十米之间．设置在沿岸带．数量也很少；至 90年代．密阵数量增多 长度趋K． 

有些已与稀阵相差无几．同时．由于洪湖围圈养殖业的发展．密阵布设也向湖心发展． 

2．1．2 分布特点 洪湖网簖分布密度的特点为沿岸带高于湖心．北部高于南部．西部高于尔 

． (图 1)．这与湖水的深度、鲜活水产品贸易以及居民点和围圈、围栏分布等有关．沿岸带和西 

的水较浅．宜于网簖作业 北部的子贝渊河为洪湖运输活鱼的活水船主要进出通道．是洪湖 

水产品的最大集散地．贸易量占整个湖区的 50 一80 ．这是造成北部网簖密度较大的主要 

原因．在沿岸居民点稠密地区．网簖～般也较密集．近几年东部湖区的围栏养殖业发展较快 ．网 

簖作业场所减少．南度低于西部地 

口无同il 团 ≤lOOm 目 100—200m 皿 >200m 

图 l i993年 l一2月社}湖同簖密度(平均距离 

l ig．【 1)ensities(mean distance)of weirs in Honghu Lake-l003 

2．1．3 敬量 算 洪湖呈葫芦状．葫芦上部为东部湖区．面积约 140km ．下部为西部蝴区．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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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约 2(!i}km’．1 993年 2月调查了西部湖区 1 4个区段 ．总长度 34936m．网簖平均 间距最大 

565m一 I 1 2掸电)．最小为 95m(8—9样点)(表 1)．1 4段平均 203m．标准差为 128m，标准误 

勾3 n g0 ，的置信区间为(143．263)，按面积 tT0km。(扣除 30km。围圈和围栏等面积)计．得 

洪湖西部水域网簖的数量为 9525部．90 置信区间为(191 99．5676)． 

表 l Lq§3年 2月洪镧西部球域的网簖距离统计 

l ali J M t'all distfi]lces of w i rs in the western part of Honghu Lake 

蚌点 掸点距离 (m 
眄 断 教 量 

右 平 均 
刚曾距 离(m 

1 0 年 l jJ曾对洪湖东部水域进行了调查．当时狩猎野鸭场占据了东部的大部分水域． 

原分市此区域的网簖或起水或迁走．四周尤其北面网簖分布密集．由于水浅，调查船难以进入． 

故无法准确计数．估计东部水域至少有 l 500部网簖．由此，全湖同簖保守的估计数量为 l1000 

部 ． 

2．2 网簖渔获物分析 

2．2 1 分布特 董 网簖渔获物组成．1 986年稀阵渔获物中，比例达 5 以上的种类有 7种．分 

别为黄颖鱼、鲫、草鱼、鲇、鲤、红鳍原舶和乌鳢．其中鲫、黄颡鱼、红鳍原舶三种小型鱼类的比例 

为 51．0 ，而乌鳢、鲇、鲤、草鱼、青鱼、鲢、团头鲂、鳊和鳜等大中型鱼类高达 47．5 ：1992 

1994年渔获物主要由鲫、黄颡鱼、红鳍原站三种小型鱼类组成，占 87，6％，大中型鱼类如乌鳢、 

鲇、鲤、草鱼、鳜等的比例不到 7 (表 2)．1986年大中型鱼类的比例不仅远远高于 l 992 1994 

年．也远远高于 8o年代初的 9．8 ：．造成这一现象的主要因素是引水和当年增殖措施的实 

施 1 986年洪湖时逢大早．5月中旬引长江水入湖抗旱．水位从 6月 g日23．45m上升到 5月 

28日2j．1 6m．湖泊容积从 1．5×10 m 左右扩大到(6 7)×1O m ，引水带入了大量的长江苗 

神如草鱼、青鱼、鲢等．60年代初，鲤占洪湖渔业总产的 1 8 ．至 80年代初已下降到 0．4 ．为 

，增殖大中型经济鱼类．从 1985年开始．在洪潮设置了鲤、团头鲂自然繁殖保护圈，当年两种 

鱼类的比例明显上升．分别达到 7．5 和 1．1 ． 

1987—1 989年鲤的比例平均 5．4 ]．从 1 989年开始．叉进行鲤幼鱼的人工放流．每年数 

m 卅蛳 m蛄三三 m⋯Ⅲ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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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 l 39万尾至 400万尾不等．但是．1 992—1994年渔获物中鲤的比例仅 1．6 ．增殖效果远不 

及 l 986一[989年．主要原因在于 9O年代过强的捕捞．特别是阿簖渔业的恶性发展． 

表 2 1 986年和 1992 1994年稀阵渔获物组成 

Tab 2 Percentage weight compomtion of specie~ taken in large—mesh—size weirsin 【9S5 and in J 9。? J99【 

种 娄 
比例( ) 平均捕捞规格 (g 

鲫 

黄甄 鱼 

红 鳍原铂 

鸟 鳢 

站 

鲤 

草 鱼 

青 鱼 

鲢 

团头鲂 

鳊 

赣 

盘 条 

涉塘鳢 

其 它 

2l 9 

22 1 

7 c) 

6． 

l3 1 

l ‘ ● 

1 5．4 

2 0 

1 0 

】 1 

c 

c) 2 

，6 

22．2 

30 9 

44 5 

214．4 

J14 7 

531 3 

2 59 3 

l85 3 

81．8 

221 5 

比倒 ( 

5 5 

J 6 

【6 

【 2 

亚 捕捞规格 E： 

1 986年密阵数量很少 ．因此没有开展统计工作．1992 1 99-【年密阵的渔簌物基本上 由小 

型鱼类构成 ．大中型鱼类的比例饭低(表 ：位错前 二位的是鲫和黄颡鱼．舒别为 4 9．! 和 

1 6．5 ．其比例与稀阵相近．餐条培第 位 ．比例达 1 5．9 ． 

丧 3 l992 【994年密阵渔莪物组成和捕捞觏格 

Tab 3 Percentage weight composition and rn~an weight of fishes taken in small—mesh—size weirs in 1992 【 

2．2．2 网脐捕捞规格 在洪湖主要集散地子贝渊。鲫、黄颡鱼通常是按大中小 =种规f 出售． 

1 992 1993年对稀阵渔获物的抽样调查结果表明，小规格鲫的平均尾重 8 8 9．5g．占总重蹙 

的 58 9 68．7 ；中等规格平均尾重20g左右．占20 一35 ；大规格平均 80g以 L．占 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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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右．黄颡鱼也有相似现象．小规格为 9g左右．中规格约 ZOg．大规格一般 40g以 上．】992 

1 9 3年鲫、黄颡鱼和红鳍原舶平均尾重分别为 11．4g、1 5．4g和 25．3g．低于 l 986年 12． 、 

30．9g和 44．5g．其中鲫、黄颢鱼也低于 80年代初的 21．7g和 20．0g．捕捞规格趋小的趋势十 

分明显(表 4)．与历史J芥料相比．90年代洪湖鱼类捕捞规格继续大幅度降低．如 1 960年主捕 。 

均体长 1g4mm的 3龄鲫 !，根据体长与体重关系 ．平均体重约 240g， 

l g92～1994年密阵渔获物中．鲫、黄颡鱼和红鳍原蚰的平均尾重仅为4．9g 1．7 、!．1g．懿 

小的为黄 ．仅 0．6g(表 3)．鲫的体长范围主要为 1．3 8cm．峰值大多位于 3 3 9cm之问． 

黄颡鱼体长范围为 1．6 l 4cm．峰值 2．0—3．9cm．也即鲫、黄颡鱼孵出不久便进入密阵的 捞 

范围．因此．密阵对经济鱼类的幼鱼资源危害极大． 

2．2．3 渔获物组成的季节 化 l986年洪湖稀阵渔获物存在明显的季节变化(丧 4j．春季卿 

占了渔非物一半以上．夏季黄颡鱼的比例上升．这是由于洪湖鲫的繁殖盛期出现在春季和初 

夏 黄瓤鱼在夏季 ．鱼娄在繁殖季节的活动比其它时期频繁．易于进入网簖而遭到捕获．出 

于夏季的引水．江湖泗游型鱼类如草鱼、青鱼、鲢等在夏季和秋季渔获物中的比例大幅懂 L升 

表 4 l 986年稀阵主要捕捞对象的季节变化( ) 

tab．【 Sea．~onal changes 0f Percentage wdght composition of c0mm0n 

species t~kell in large—mesh-size weirs in l986 

3 时论 

3 1 洪湖渔业资源变动原因分析 

从 5o年代至 70年代．由于水利工程建设和围垦．洪湖从一个通江湖泊成为一个完全受人 

为凋控的湖泊．由于江湖阻隔．50年代占 50 左右产量的江湖洄游型鱼类除某些年份冈引水 

等因素而有所上升外．通常比倒扳低．80年代初 3种小型鱼类鲫、黄颡鱼和红鳍原鲷为 产 

的 85．6 ．呈现明显的种类结构小型化．主要是水环境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使生物类群如7K生 

维管柬植物、浮游生物 底栖动物和鱼类等群落出现演替．如沉水植物覆盖面从 l 960年占垒湖 

面积的 5 扩展到 1982年的 62．2 ．适于水草生活的黄颠鱼、红鳍原的、乌鳢等种群得 发 

展．其次捕捞强度不断增大．使种群呈现年龄结构低龄化和个体小型化 ． 

80年代至今．洪湖水体环境处于一个变化较小、相对稳定的时期．从调查情况来看．这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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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胡影响洪湖值业资源的主要因索有三．即捕捞、人工增殖措施和渔政管理 根据这三个 索 

的发展特点 ．可 分为三 个时期．在 l 982年之前 ．洪湖渔政管理处 r混乱的 局面 ．洪湖同簖的 

数量达 3000多部．基本上未采取有组织、持续和行之有效的增殖措施．鱼类资源受到严重的破 

坏．从 l 983年至 80年代求．渔政管理步入较正规的轨道．采取了相对严恪的管理措施．实行 j 

个月的禁渔期、取缔 】 一部分闸具、人 [增殖等切实可行的措施增殖大中型鱼类．鱼类资源得 

到一定程度的恢复．进入 90年代．由于管理再次钕懈．网簖数量急增．禁渔期名存实亡 ．酬时． 

出现大量电捕船在秋冬季非法下湖捕鱼，捕捞强度处于历史上最高的时期一造成了渔获物优势 

种类的捕捞规格和大中型鱼类比例的进一步降低．同期虽然采取了人工增殖等补救措施． 是 

效果不佳．因此．为r恢复洪湖的彘类资源．必须切实加强渔政管理．严禁网簖作业．吾刚． E 

增殖腊施只能是事倍功半． 

3．2 关于灌江纳苗的效果 

灌江纳苗(主要指“顺灌”)的效果众说纷纭 ，洪湖 1972 1984年之间有 6年进行 r灌 

江纳苗试验．但是江湖洄游型鱼类的产量从未超过 0．8 ，李恒德等 据此认为灌江纳苗时 } 

湖鱼类的增殖作用甚微．不宜作为调整鱼类群落结构的增殖措施．然而．6年灌江纳苗试驻引 

水量过小．年平均 71 6．6×1 04m ．仅为洪湖夏季平均容积 l 左右 ；1 986年的引水量达数亿立 

方米．当年秋季江湖洄游型鱼类在网簖渔获物中的比例接近 40 ．草鱼、鳊在 7一】0月的 现 

率保持在 80％以上(表 5)．青鱼、鲢的出现率也处于较高的水平．平均 56 、62 ．凼此． !罂 

保证台适的引水量．灌江纳苗对恢复鱼类资源可以起重要的作用．另一观点认为．由于洪湖水 

草繁茂．浮游生物相当贫乏．凶猛性鱼类和肉食性鱼类的比倒达到 60 以上．这种环境能 适 

于江湖洄游型鱼类的鱼苗栖息生长尚存疑虑” ．而作者的调查结果表明．1986年 6月之后．牡 

鱼的捕捞规格逐月上升(表 5)．并且在秋季渔获物中的比例高达 30．9 (表 4)．说明其当年圭JJ 

鱼适应洪湖的环境．生长状况良好． 

表 6 1986年 3—10月稀阵渔获物草鱼的出现率 和捕捞规倍{g) 

Tab．5 ()ccurrence( )and me~Rn size(g)ol grass carp taken in large—mesh—size 

we,jrs from March to( rober l 9R6 

月 份 

果样 无数 

出现天数 

出现章c ． 

重量(g】 

尾 数 

平均尾重(g 

Z 

Z 

lI1(} 

7533 

63 

致谢 表文承蒙曹文宣研究员审阅．蔡明傻同志绘图．谨此表示感谢 

：l ． ． ～ m 

：  

维普资讯 http://www.cqvip.com 

http://www.cqvip.com


潮 泊 科 学 l0卷 

参 考 文 献 

1 曹t宣等．洪湖鱼类小型化现象的初步探讨．见：中国科学硫水生生物研究所洪胡课题研究组著 洪{胡水体生物生产力综 

旨开发 及胡泊生态环境优 化研 究．北京 ；海 洋出版杜 一19口l'148—162 

2 陈一悝 洪湖渔业生态系统初析．水产学报．19口3．7(4)：39i一342 

3 李恒掉等 洪胡经济鱼类 自然’I殖保 护圈试验．见：中国科学 院水生生物研究所洪期课题研 究组 著 洪 _棚水体 生物 l丰产 打 

缘 台开发丑{胡泊生态环境优化研究 北京 -海洋出版社 ．1991．6n一64． 

{ 翻北省水生生物研究所鱼类研究室．长江鱼类 北京：科学出版社一1976 

5 张国华．洪胡鲫鱼种群的研究． ；中国科学陡水生生物研究所洪胡课题研究组著．洪胡水体生物生产力综旨开发湖怕生 

志环境优化研究 北京：海洋出版杜一i99I 162一l 71 

6 马 腔 洪胡黄颡鱼生物学的研究． ：中国科学硫水生生物研究所洪湖课题研究组著-北京：海洋出峨社·199I 169 

l6l 

7 车恒搏等 供{胡离江纳苗增殖效果的调查 浊水渔业．198 7，(I)：z6—97一I6 

s 周 洁等 青菱湖的水生生物和鱼共增殖措施的研究 海洋与精沼．1987．1g(9) 442—449 

9 常剑1皮等 供湖灌江蚺苗的可行性及效益评价 见-酥宜璃，许蕴壬F等著．洪湖水生生物及其督源开发 北京：科学出舡{ 

l995 22( 23l 

Survey on the Numbers and Catches of W eirs in Honghu Lak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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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eir fisherv has contributed more than 70 of the tota1 annual yields in HonghuLake s nce 

the 1 970s．It was estimated with GPS that aboOt 1 i000 weirs were setin Honghu Lake in 1993． 

three times more than the number in the early 1980s．Large species such aR Ctenopharyngodo~t 

idellus Channa “s，c 妒 s carpio and Silurus aso~us made op 47．6％ of weir fishery in 

1986 and Iess than 7 in 1 992—1994．Three sma[1 species(CarassiusⅡ“Ⅲf“ auraDt5．Petteoba— 

-itS futvidrm0．Cultrichthys erythropterus)increased from 51．0 in 1 986 to 87．6／0 n in[992— 

1 994 with the average size declining from 22．2g．30．9g，44．5g in 1 986 to 11．4g· 5．,lg 25．3g· 

in 1 992，respectively．Seasonal changes in composition of species were observed in 1 986·Caras 

siM s uHratus n ratus and Peltedmffrus ftdvMrax'o dominated the catches in spring and SUllliller- 

and cd．tches of,qome river run species increase(1 dramatically after Iate summer． 

It is obvious that the fisheries in Honghu Lake were enhanced in the l 980s hecao~ of re 

strictive measures and rehabilitation program~．e．g．．the closed s~a,qon during spawning of fish． 

stocking of fry+introdoction of fry from the Yangtze River and propagation protection pens- 

However．the fisheries declined again in the 1990s due tO increasing fishing intensity and weak— 

ened management． 

Key W ords Weir．number．catch analysis，Honghu Lak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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