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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 汉江中游日均单船产量及捕捞产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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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
丹江口—襄樊 襄樊—马良

船次 渔获量（@=） 日均单船产量（@=） 船次 渔获量（@=） 日均单船产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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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讨论

#+ ! 关于主要种类组成

与 !" 世纪 &" 年代资料［A］!相比，汉江中游渔获物产量、种类组成与规格均发生了较大变化（ 表 D）+ &"
年代汉江中游渔获物中常见的捕捞对象以产量多少顺序排列的经济鱼类有：草鱼、铜鱼、长春鳊、鲤、、蒙古

红!、银飘鱼等 !" 多种［A］!
，目前圆口铜鱼已在汉江中游消失，铜鱼、青鱼、蒙古红!、"、细鳞斜颌鲴、吻鮈、

长吻鮠、拟尖头红!、鳙、鲢、鳜等重要经济鱼类在汉江中游江段已很难捕到，占渔获物 A+ BBF 以上的 AC 种

鱼类，现在渔获物中能记入产量（占渔获物 "+ AF 以上）的仅有 D 种，草鱼已经从过去占第 A 位的产量降到

目前的第五位；现占渔获物产量 #F 以上的 # 种鱼类鲤、鲫、黄颡鱼、赤眼鳟、草鱼和 &" 年代占第二位的铜

鱼［A］!变化均大+ 鲤、鲫、黄颡鱼等底层鱼类和长春鳊、赤眼鳟、马口鱼、吻鮈等中小型鱼类在渔获物中的比

重明显上升［AA］，成为目前的主要捕捞对象+

表 D 汉江中游渔获物重量百分比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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鱼类’ ’
重量百分比（F ）

AB&D H AB&& 年 !""% H !""$ 年 鱼类’
重量百分比（F ）

AB&D H AB&& 年 !""% H !""$ 年

’ A 马口鱼 "+ "A A+ D ’ ! 青鱼 !+ A
’ % 草鱼 !!+ AC C+ # ’ $ 赤眼鳟 A+ BB #
’ # " %+ #! ’ D 银飘鱼 $+ "B "+ $
’ & 寡鳞飘鱼 "+ ! ’ C $+ CA "+ !
’ B 油 "+ %D ’ A" 红鳍! "+ "A "+ %
’ AA 蒙古红! $+ #! ’ A! 翘嘴红! !+ $! A+ A
’ A% 拟尖头红! !+ "$ ’ A$ 长春鳊 C+ "# A!
’ A# 黄尾鲴 "+ %A "+ & ’ AD 细鳞斜颌鲴 %+ #B
’ A& 圆筒吻鮈 !+ #A ’ AC 麦穗鱼 "+ B
’ AB 华# "+ % ’ !" 黑鳍# "+ !
’ !A 银鮈 "+ # ’ !! 铜鱼 AD+ %&
’ !% 吻鮈 !+ %& ’ !$ 似鮈 "+ !
’ !# 蛇鮈 "+ $ ’ !D 细尾蛇鮈 "+ A
’ !& 鲤 #+ !# %#+ B ’ !C 鲫 "+ %C A$+ B
’ !B 鳙 "+ BD ’ %" 鲢 !+ !C "+ C
’ %A 花斑副沙鳅 "+ % ’ %! 紫薄鳅 "+ D
’ %% 泥鳅 "+ % ’ %$ 犁头鳅 "+ !
’ %# 鲶 "+ A$ "+ B ’ %D 黄颡鱼 !+ AB A"
’ %& 瓦氏黄颡鱼 "+ B ’ %C 光泽黄颡鱼 "+ #
’ %B 长吻鮠 !+ & ’ $" 粗唇鮠 "+ $C "+ $
’ $A 大鳍$ "+ AD "+ & ’ $! 鳜 "+ &B
’ 合’ 计 BC+ #B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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