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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学原则

开发利用盐城海岸带资源时

必须充分注意自然界诸多因子之

间的关联性 海岸带生态系统的所

有组成部分彼此的制约关系和生

物与生态环境之间的平衡关系 将

海岸带资源开发利用的规模和强

度控制在正常生态环境维持的允

许范围内 处理好开发利用强度与

资源潜力 !环境承载能力和纳污容

量之间的协调关系 ∀用生态平衡或

生态状况改善的成效来衡量开发

利用是否遵循生态学原则 ∀

综合利用原则

对该区全部的可利用资源 包

括物质的和空间与环境的 进行科

学评价 建立盐城海岸带资源信息

管理系统 对资源开发利用 !现状

及未来发展趋势进行预测分析 在

此基础上实现对资源的合理利用

综合利用 建立综合的 !可持续发

展型资源利用体系 为决策提供科

学和理论依据 ∀

建立自然保护区 充分利

用其价值和功能

盐城海岸带有典型代表意义

的生态系统和多种珍稀濒危动物

种 具有重要的科研意义和价值 ∀

如射阳县新洋港口至大丰市斗龙

港口潮滩上的草滩 !盐蒿滩 !人工

大米草滩为典型盐沼生境 盐沼植

物 !底栖与穴居生物组成了特殊的

盐沼生态系统 ∀目前盐城海岸带已

建有国家级丹顶鹤自然保护区和

麋鹿自然保护区 ∀

立法

盐城海岸带是我国重要的一

片资源区域 在发展当地经济和保

护生物多样性与可持续利用方面

都具有重要的价值 ∀目前由于缺乏

相应的法规依据 造成对这片海岸

带资源不合理开发利用活动无有

效的法律措施 而仅依靠宣传和教

育来约束不合理的利用活动是不

够的 急需建立相应的海岸带资源

开发利用立法 按法规办事 才是

保护海岸带资源 实现其可持续发

展的最有力和最有效的手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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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山东省经贸委邀请 中国科

学院海洋研究所派员随考察团一

行 人赴西非加纳考察 拟在加纳

投资兴建水产养殖和水产加工项目∀

概况

位于西非的加纳共和国 国土

面积 濒临大西洋的几

内亚湾 横跨东半球和西半球 大

约为西经 β ∗ 东经 β 北纬 β ∗

β 终年高温 属热带气候 ∀ ∗

月为雨季 ∗ 月气温较低 最低

为 ε ∗ 翌年 月为旱季 ∗

月气温较高 最高为 ε ∀年平

均降水量从北部和东南沿海往西

南高原地区由 递增至

∀沿海大部分土地和滩涂尚未开

发利用 ∀据加纳官方估计 仅加纳

沃尔特河三角洲可用于水产养殖

的面积即可达数万公顷 ∀但加纳的

海水养殖接近零 现由政府资助搞

试验性养虾 ∀作者参观了一个加纳

大学和政府有关部门兴建的养虾

试验点 对虾苗种为野生苗 总计

个虾池 每池 左右 水深平

均 ∀打了两旋网 仅获得 尾

虾 对虾体长 ∀池水盐度为 ∀

加纳及周边国家海水养殖业

目前正准备起步 政府部门积极性

很高 ∀居民收入较低 劳动力价格

比中国便宜 ∀社会治安良好 电力

供应较正常 未开发的滩涂面积很

大 ∀海水无工业污染 滩涂海拔高

度适宜 海水潮差较大 常年无台

风及风暴潮 ∀地处热带 可常年养

殖 ∀因尚未开始生产性养殖 鱼虾

发生暴发性传染病的可能性极小∀

水产业具有十分诱人的发展前

景 ∀存在的主要问题是缺乏育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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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成 !饵料生产和水产加工技术 ∀

考察和选点工作

投资兴建水产项目 需要对沿

海地理环境条件有较深入的了

解 ∀根据本地一些企业提供的资

料 首先对特马港以西 沿海

进行考察 ∀加纳首都阿克拉附近的

特马港 是加纳最主要也是最大的

海港 ∀自特马港至海岸角市 为基

岩海岸 直接面对大西洋 不存在

平缓的浅海大陆架 海水盐度岸边

即高达 与大洋海水相同 ∀该段

内未发现海岛 未发现入海河流 ∀

海湾很少 面积也较小 一般仅

左右 ∀在岸边生长椰树的沙滩

有浅层 左右 地下淡水 勉强

可以供村民饮用 ∀村民主要是以捕

鱼为生 ∀无水浇地 未发现粮田 ∀我

们测量了特马一口 深的井水

的盐度 高达 味道发苦 表明镁

的化合物含量较高 ∀据了解 首都

阿克拉和特马港以及较大市镇的

生活用水水源 来自沃尔特河水

库 用管道输送 ∀因此水价较高 ∀据

观察 城市周边为数不多的菜田

基本上是用生活污水灌溉 ∀因海水

盐度高达 淡水又缺乏 育苗 !养

成和水产加工都需要大量淡水 ∀所

以 特马至海岸角 沿海 不

能作为首选投资场所 ∀这是先后两

次考察该地区后的初步看法 ∀

特马港至阿达市的东部沿海

海岸 海拔高度低于特马港西部沿

海 ∀该段约 里内 也未发现

入海河流 但海湾比西部多 有的

海湾面积达几平方公里 ∀海水盐度

岸边仍高达 ∀仍然存在淡水供应

问题 ∀经 次考察 认为该段也不

能作为首选投资场所 ∀但环境条件

优于特马港西部沿海 ∀

阿达市位于加纳第一大河沃

尔特河入海口 ∀该河中下游是世界

闻名的沃尔特河人工水库 ∀水库发

电站的电力除供应全国外 还向邻

国销售 ∀因本次属宏观技术考察

除采集一些生物标本外 未带复杂

的分析仪器 仅带便携式分析器

具 ∀该河口盐度分布规律与中国和

世界主要河流迥然不同 ∀河口西岸

约 处 外海海水盐度岸边仍

高达 与世界各大洋盐度完全相

同 ∀距河口 处 海水盐度才

逐渐降至 ∀入海口内河水的盐度

随潮汐变化很大 第 次测量 盐

度为 而 后测量 盐度仅为

几乎完全是淡水 ∀河口风光秀

丽 分布着众多淤积型岛屿 ∀

自河口东岸到凯塔市 自然形

成的淤积海岸与陆地之间 有一个

以上的海滨泻湖 平时与

外海隔离 但发生特大潮时 外海

水浪可翻越海岸涌入泻湖 ∀泻湖水

盐度表层为 ∗ 估计底层盐度

将会更高 ∀湖水呈暗红色 水质较

差 ∀其原因是泻湖水有机质含量较

高 富营养化 水交换不良 ∀泻湖水

的出口是一条长约 向西流的

宽的小河 ∀湖水由小河流入沃

尔特河入海口 ∀河水为暗红色 但

有鱼 ! 虾 ! 贝 ! 蟹生长 数量也较

大 ∀泻湖周边虽然有大面积未开发

的滩涂 但水质存在问题 ∀

阿达市周边估计有几万人口

公路质量较高 交通方便 离水电

站较近 电力供应正常 ∀这里有数

万公顷滩涂 既可利用海水 又可

利用河水 水质清澈 无工业企业

污染 ∀除近海沙滩处是微碱性外

土质一般略偏酸性 ∀河口处生物资

源丰富 牡蛎 !钉螺和其他贝类大

量生长 钉螺每平方米可达几十

个 牡蛎体长可达 左右 ∀海捕

鲜杂鱼价格折合人民币 元

鲜活饵料资源较丰富 ∀沿入海口到

海边 分布着许多渔村 渔船量较大∀

养殖品种的鉴定筛选

对虾味道鲜美 市场价格高 是

世界许多国家海水养殖的首选品种∀

本次考察除带回一批其他生

物标本外 又带回 种对虾标本 ∀

中国科学院院士刘瑞玉先生初步

鉴定认为 对虾样品 棕褐色

粗斑明显 雌性 体长 ∀属

于沟对虾属 Μελιχερτυσ) ∀该标本有

可能是欧洲对虾 ( Πεναευσ κερατηυ2

ρυσ)或该属的另外种(新的) ∀

样品 体色淡黄 雌性 体长

∀该标本可能是美菲对虾 Π.

νοτιαλισ) ,待比较标本后再最后定 ∀

雌性 体长 可能与

同种 ∀ 雌性 体长

形态同 ∀试验池内样品 ∀

刘瑞玉院士的鉴定 与加纳有

关部门发行的内部资料相吻合 ∀该

资料称 加纳的两个本地对虾品种

是 Πεναευσ νοτιαλσ 和 Π. κερατηυ2

ρυσ∀现在加纳试养的野生苗种是

Π. νοτιαλσ,即美菲对虾 ∀

目前对虾暴发性流行病 病毒

性 在东亚 !南亚和南北美洲流行

所以不宜在加纳引入新品种 宜使

用上述两种本地虾种育苗和养成∀

罗非鱼 非洲鲫鱼 在当地市

场价格较高 苗种易得 可考虑兼

养或混养罗非鱼 ∀采集的贝类样品

尚未鉴定 待鉴定后再考虑是否养

殖或引入新的贝类品种 ∀蟹类和鱼

类因体积太大 很难随身携带 仅

带回小个体标本 ∀

关于水产项目投资的意见

西非加纳共和国海水养殖业尚

处于准备起步阶段 主要是缺少育

苗 !养成 !水产加工和饵料加工技术∀

我所科技人员虽然已熟练掌

握本国各种对虾的育苗技术 但仍

须研究西非本地虾种的育苗技

术 ∀建议该水产项目投资分为

期 ∀第 期 兴建 育苗场 并

建虾池 左右 或建高标

准虾池 左右 ∀研究探索两

种本地优良虾种的育苗技术 并开

始试养 ∀试养时 也可以捕获一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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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水产养殖容量的研究

ΤΗΕ ΡΕΣΕΑΡΧΗ ΟΝ ΑΘΥΑΧΥΛΤΥΡΕ ΧΑΡ ΡΨΙΝΓ ΧΑΠΑΧΙΤΨ

刘剑昭 李德尚 董双林

青岛海洋大学

分野生苗 ∀第 期 示范性推广阶

段 ∀扩建育苗厂和养虾池 ∀并向全

国推广技术 ∀第 期 大面积推广

阶段 ∀配套兴建饵料加工厂和水产

品加工厂 ∀ 本文编辑 刘珊珊

在我国水产养殖业飞速发展的同时 出现了一系

列的问题 如 病害严重 !养殖对象的规格和品质下

降 !死亡率增高等≈ 严重地影响了我国水产养殖业

的发展 ∀这些问题的出现与养殖容量有关≈ ∀养殖容

量是近年来一个热门研究领域 我国在这方面的研究

起步较晚 本文拟就养殖容量的概念 !研究方法和发

展趋势等问题进行探讨 ∀

定义

容量来源于种群增长的逻辑斯谛方程≈ 也称容

纳量 !负荷力等 ∀容量有环境容量 !生态容量和养殖容

量之分≈ ∀对于养殖容量的概念 不同的学者有不同

的定义 ∀≤ √ 和 于 年将贝类养殖的养殖

容量定义为 对生长率不产生负影响并获得最大产量

的放养密度 ∀这一定义只考虑了产量 而未考虑生态

和环境等因素 有一定的缺憾 ∀李德尚于 年把水

库对投饵网箱养鱼的养殖容量定义为 不至于破坏相

应水质标准的最大负荷量≈ 在定义中加入生态环境

因素从而使定义相对完善 ∀随着人们对养殖容量研究

的不断深入 人们意识到养殖容量应该是一个包含环

境 !生态和经济等多种因素的综合概念 ∀董双林把养

殖容量定义为 单位水体在保护环境 !节约资源和保

证应有效益的各个方面都符合可持续性发展要求的

最大养殖量≈ ∀杨红生等于 年把浅海贝类养殖

业的经济 !社会与生态效益结合起来 定义养殖容量

为对养殖海区的环境不会造成不利影响 又能保证养

殖业可持续发展并有最大效益的最大产量 ∀从养殖容

量定义的不同看法中 可以看出其内涵在不断丰富 ∀

养殖容量是有地域性的 同时要考虑到环境 !生态 !经

济 !社会等因素 因此 本文将养殖容量定义为 特定

的水域 单位水体养殖对象在不危害环境 !保持生态

系统相对稳定 !保证经济效益最大 并且符合可持续

发展要求条件下的最大产量 ∀

研究进展与研究方法

研究进展

养殖容量的研究 开始于 年代末 年代初 ∀

年代 日本科学家首先注意到容量对海水贝类养

殖的影响≈ ∀ 年到 年北海道大学等单位受

佐吕间湖养殖渔业协同组合的委托进行了环境容量

的调查 ∀当虾夷扇贝放养量从 ≅ 粒增加到 ≅

粒时 收获量反而降低了 同时病害的频率和

扇贝的死亡率增加 ∀继而欧美一些学者 如 ≤ 等 !

• 等和 ≤ √ 等分别于 年 ! 年和

年通过建立数学模型来估算不同海区的养殖容量 ∀养

殖容量在我国开始被重视并研究只是从近几年开始

李庆彪于 研究了扇贝大量死亡与养殖容量的关

系 刘庆余 于 研究了紫贻贝养殖的容纳量 方建

光和李元山等也对养殖容量进行了研究≈ ∀其中方

建光等的研究比较有代表性 他们对桑沟湾栉孔扇贝

和海带的养殖容量进行了较系统的研究 ∀但我国学者

研究的对象大多数是海湾或海区 而对滩涂和池塘等

的研究甚少 而且大多只是单独地研究几种经济生物

的养殖容量 而未研究几种经济生物相互作用 !相互

影响后的综合养殖容量 ∀

研究方法

由养殖历史资料推算 根据历年的养

殖产量 !面积以及环境因子的详细记录推算出养殖容

量 ∀这一方法往往由于水质及环境因子的记录欠缺而

难以得出准确的养殖容量 一般只能得出该海域的最

高产量 ∀ 于 年曾利用历年产量与现存量的

关系评价养殖容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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