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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水产养殖容量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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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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瞬时生长率法 和 ° ∏ 于

年首先采用瞬时生长率法来估算养殖容量 这一

方法只注重产量而忽略了环境 !生态等因素 ∀

由初级生产力和营养需求估算养殖容

量 董双林把养殖系统分为自然营养型和人工营养

型两类养殖系统≈ 对于自然营养型养殖系统 可以

从初级生产力和营养需求入手研究养殖容量 ∀方建光

等通过无机氮的供需平衡估算海带养殖容量≈ ∀这种

方法由于研究范围内生物种类太多 而只能以少数优

势种为研究对象 有时不得不忽略生物的影响所造成

的初级生产力和营养水平的变化 所以存在着或大或

小的误差 ∀

生态动力学模型 全球海洋生态系统

动力学 ∞≤ 的着手研究是海洋生态系统研究史

上的飞跃 ∀生态通道 模型以营养动力学为理论依据

估算世界海洋生物资源的容纳量≈ ∀ 等于

年在法国的 × ∏湾 通过养殖对环境影响的氮动力

学模型研究了太平洋牡蛎 Χρασσοστρεα γιγασ 的养殖容

量≈ ∀

现场实验 本法用实验方法求得符合

养殖容量定义的产量作为养殖容量 ∀即某特定的水

域 单位水体养殖对象在不危害环境和保持生态系统

相对稳定的前提下 能保证最大经济效益 并且符合

可持续发展要求的最大产量 ∀ ⁄ ƒ 于 年

在美国的 河口通过野外实验的方法直接测

定美洲牡蛎 Χρασσοστρε ϖιργινιχα 的养殖容量 ∀笔者等

于 年在山东黄海水产集团公司的 号虾池通过

野外试验方法得到半精养型养虾池对以中国对虾

Πεναευσ χηινενσισ)为主综合养殖的养殖容量 ∀此种方

法由于在现场的实际条件下直接进行测验 结果更为

可信 而更适合于小面积的滩涂 !池塘等生态环境的

养殖容量的研究 ∀

能量收支法 根据某种生物的能量需

求和所研究水域可提供的能量总量来计算该水域所

能承载的该种生物总量 亦即养殖容量 ∀ ≤ √ 等于

年在加拿大的 • √ 港通过对 ° 的能量

收支研究求得贻贝 Μψτιλυσεδυλισ)的养殖容量 ∀方建

光等≈ 通过栉孔扇贝 Χηλαµψσ φαρρερι 对有机碳的需

求量估算了桑沟湾栉孔扇贝的养殖容量 ∀

底质耗氧速率法 武罔英隆≈ 认为在研

究养殖容量时 以底质的耗氧速率为指标 借以判断

物质循环的状况 进而推定鱼类养殖容量的方法最实

用 ∀笔者认为这种方法有可能不易操作而且误差较

大 因为即使同一海域其不同部分底质状况也是不同的 这

就要求做底质的耗氧速率时 要尽可能多的选点 使

得操作复杂 而如果选择的点较少 则会使误差增大 ∀

小结 以上简要地介绍了研究养殖容

量的几种方法 在研究养殖容量时 应该选择一种适

合自己研究对象的方法 同时也应确定一些标准 因

为养殖容量会受到这些标准的影响 ∀而要确定这些标

准 则需要考虑下面的一些问题

养殖水域的用途 ∀通过确定养殖水域的用途

可以制定出相应的水质标准来保护水环境 从而使养

殖业不至于破坏水域的该种或多种用途 ∀如果是封闭

式池塘综合养殖用水 因为其排污较少 则只需考虑

其水质不影响养殖生物的生长即可 如果是有多种用

途的水域 则需要综合考虑来确定一个较高的水质标

准 ∀ 养殖对象 ∀养殖对象间的互补和拮抗作用会影

响养殖容量 ∀ 养殖模式 ∀不同的养殖模式采用不同

的管理措施 往往会导致养殖容量的较大差异 ∀以池

塘养虾为例 精养型虾池的养殖容量一般高于半精养

型虾池 ∀

展望

养殖容量的确定对于指导生产 !实现水产养殖的

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 ∀养殖容量由于环境条件

的不同和管理水平的高低等而发生变化 此外 它还

受到养殖生物间互补效应的影响≈ ∀所以 研究养殖

容量的动态性状是十分必要的 ∀养殖容量研究是一个

多学科交叉的领域 需要海洋学 !数学 !环境学和养殖

生态学的有机结合 必须运用多学科的知识 多方位

地考虑才能得到比较理想的结果 ∀养殖容量反映了一

定的生态系统的特性 因此研究这一问题需要充分利

用生态学原理和知识 搞清某海区或滩涂主要经济生

物之间以及它们与环境之间的关系 ∀对于综合养殖容

量 即某一水域对多种养殖对象的容量 的研究尤其

如此 因为综合养殖容量不是单一品种养殖容量的简

单叠加 而是往往有互补作用或互害 拮抗 作用 ∀综

合养殖容量比单一品种养殖容量更具有实际意义 所

以仍需继续研究 这将是以后研究的一个主要方向 ∀

我国养殖容量的研究起步较晚 目前主要是在单一品

种养殖容量的研究上取得了一定的成绩 ∀/九五0期间

我国明显加强了对养殖容量的研究 ∀可持续发展作为

一个新的经济发展目标已经得到各国的认可 ∀其较为

普遍认同的定义为 / 可持续发展是在满足当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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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认为 分笼时将大珠母贝幼贝及附着基一起从小网

目笼移入大网笼中养殖 对幼贝无任何伤害 生活环

境相对稳定 切足丝法 幼贝生活环境变化较大 移笼

后分泌足丝粘附成团 彼此影响开壳运动及摄食 影

响幼贝的生长成活 ∀

不同海区大珠母贝幼贝生长 !成活的观察

选择了几个不同类型 !不同底质的海区 进行了

幼贝生长成活的观察 结果见表 ∀

从表 可看出 几个不同海区的生长 !成活结果

差别较大 ∀生长最快的海区是三亚和陵水 生长最慢

的是广东徐闻海区 ∀因为三亚和陵水海区水温较高 ∀

成活率则是琼海最高 其次为三亚 ∀笔者认为 几个海

区中琼海龙湾为开放性港湾 底质为砂质 海水交换

彻底 三亚铁炉港为军港 海水较深 底质为砂质 陵

水钱螺湾为内湾 底质为泥砂底 且含泥量超过

周围住有众多村民 大量生活污水排入湾内 出

水口很小 海水交换很差 广东徐闻大井湾为内湾 底

质为沙泥 沙稍多 周围海区养有很多马氏珠母贝 水

质较差 ∀大珠母贝属热带 亚热带深水贝类 ∀栖息地只

限于海底平坦 !有成片珊瑚礁分布 水面上不受或少

受大风大浪袭击的地方 生活的海水比重为 ∗

最适水温为 ∗ ε ≈ ∀可见其天然分布区是

水较深 底质为砂或砂砾 且海底环境比较稳定之海

区 ∀从上述几个海区的生态条件看 只有琼海龙湾接

近其自然分布区的条件 ∀因此琼海龙湾的成活率最

高 三亚铁炉港次之 陵水钱螺湾最低 ∀

因此 要提高大珠母贝人工苗海区养成的成活

率 要注意幼贝出池时的收苗方法 海区养成时的分

笼方法 以及选择合适的养殖海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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