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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江和长江口 的
生物地球化学研究

) ) ) 关于长江和长江
口无机 的主要来源

由中国科学院 ≥

号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项

目 号和国家专项 ≥÷

资助 根据 ∗ 年

长江和长江口河水和雨水的现场

调查 !历史资料以及相关文献 定

量分析长江流域无机 的主要来

源 !分配途径 !分配比例和输送通

量 ∀估算表明

长江和长江口无机 主要

来源于降水 !农业非点源化肥 和

土壤 流失以及点源工业废水和

生活污水排放等 三者分别占长江

口无机 输出通量的 !

和 降水输入是长江

口高含量无机 的主要来源 ∀

降水中的无机 主要来源

于化肥气态损失 动 !植物过程和

矿石燃料燃烧释放的 ∀实际上 化

肥 的气态损失和农业非点源流

失大约占长江流域年化肥 使用

量的 这是控制长江口高含量

无机 的关键因素 ∀

降水中的无机 不可能全

部进入长江 大部分将滞留在长江

流域 这一比例大约为 进

入长江的 只占长江流域全部降

水 的 也可能还要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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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开发新型饲料蛋白源 可通过单细胞蛋白 !植物

蛋白的脱毒和改质 提高植物蛋白的消化率 !利用率

以取代部分鱼粉 ∀头足类内脏是鱼类很好的诱食剂原

料 高度不饱和脂肪酸和脂溶性维生素的含量也较

高 我国年消费头足类约 有 的内

脏粉加工前景 应合理开发利用 ∀应重视鱼类营养免

疫学和营养病理学研究 掌握营养素对鱼类免疫力的

影响 通过营养学方法提高养殖鱼类的免疫力和抗病

力 开发具有免疫功能的饲料 有可能解决鱼类性早

熟 !抗应激能力下降等可能与营养有关的问题 ∀应开

展环境营养学研究 掌握饲料组成与水环境相互作用

关系 开发低污染的绿色环保饲料 适当降低饲料中

氮和磷的含量 以减少饲料对养殖水环境的污染 ∀

加强政府宏观调控和管理 保证海水鱼

网箱养殖的可持续发展

必须强化政府和渔业主管部门的宏观调控与管

理 坚持开发与养护并举 利用与保护并重的方针 加

强海域的综合管理 做好海域功能区域的规划 实现

海域的有序 !有度利用 ∀应在海区养殖容量研究基础

上 合理调整养殖布局和结构 将沿海内湾过于密集

的网箱疏稀 推广 ∗ 等深线的大型抗风浪和

浮沉式网箱 ∀这方面国外已有一些可资借鉴的法规

如日本限定网箱养殖面积不能超过渔场面积的

建议网箱中每 水体最佳养殖密度为 鱼

真鲷 挪威规定每个网箱养殖场的间距须大于

养殖场和育苗场的最小间距为 每个养殖

单位必须有 ∗ 个养殖区 其中 ∗ 个养殖区闲置

备用 同一海域只能连续使用 ∀我国也应借鉴国外

的经验 制定适于我国国情的海域规划 !使用的法律法

规 尽快实行海域使用证和养殖许可证制度 依法管

海 ∀

应重视海水鱼类网箱养殖从业人员养殖技术 !科

学管理水平以及环境保护意识的提高 渔业主管部门应

定期组织从业人员的业务培训 宣传有关用海管海的法

律法规 推广科学的养殖模式和管理经验 要求从业人

员持证上岗 ∀可以组织成立病害防治网络和养殖技术协

会之类的群众组织并加强业务指导 ∀通过政府和渔业主

管部门的宏观调控 !管理和指导 规范养殖生产 提高业

者素质 提高养殖的经济效益和生态效益 使海水鱼类

网箱养殖顺利走上可持续发展的轨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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