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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生物生产力角度看湖泊像业增产的途径
*

刘 建 康
(中国科学院水生生物研究所)

湖泊晚业
,

无瑜以焦类的自然种拿为基础或

以人工放养的焦类为基础
,

焦的盒料都不是依靠

投解而是仰拾于天然的
。

因此
,

湖泊的憔产量便

和生物生产力简题有着最密切的联系
。

生物生产力研究的 目的是充分发挥水体的生

产潜力
,
不断提高握济产品的量和盾

。

目前
,

这方

面的研究已肯定了一项原则
,

那就是 :耍达到上述

目的
,

一则需要提高水体的
“

原初生产力,’( 也就是

藻类和其他水生植物的生产力)
,

再则需要最大限

度地把没有握济价值或袒济意义不大的
“
原初生

产
”
和

“

次极生产
” ,

涌趁尽可能短的“赏物链
”
而初

入袒济焦类生产的献道
。

在长江中下游湖泊的具

体情况下
,

如何运用这项原则来提高像产量呢?这

就是下面要加以探尉的简题
。

长江中下游溯泊星罗棋布
,

大小合舒一千七

百余个
,
总面积达三千七百万亩

。

这些湖泊是我

国淡水徽业的重耍基地
,

但从目前的产量来歌
,

还

远没有达到应有的高度
,

天然产量每亩一般还不

到 10 斤
,

养焦的湖泊平均亩产也不过 30 斤
。

产

量不高的原因是多方面的 :湖滨的围垦
,

大大箱减

了湖泊的面积与水深 ;江湖之简通路的隔艳
,

影响

到湖中焦源的自然补抬 ; 捕捞强度超过了焦类的

生长速度
,

fflJ 弱了查源再生产的能力 ;建藏的干旱

也为水产带来了不利的条件
。

但是
,

湖泊中焦类

食料查源浚有得到充分和合理的利用
,

应敲看作

是一个基本的因素
。

长江中下游湖泊中焦类的贪

料寮源是十分丰富的
。

根据中国科学院水生生物

研究所及其他单位对鄂
、

湘
、

赣
、

皖
、

苏五省近七百

个湖泊的稠查精果
,

艳大多数都属富营养型
,

在溯

泊学
、

水生生物学条件上非常有利于发展像业
,

关

键简题在于充分发挥食料查源的潜力
。 1 9 6 2 年

,

溯北省黄闹专区就获得了大水面滚业的增产
,

面

积在万亩左右的湖泊
,
亩产已达 50 斤左右

,

十万

亩以上的湖泊
,

亩产也接近 30 斤
。

1 9 ‘3 年的产量

又有了增加
。

这样看来
,

提高湖泊洗产量
,

不仅理

确上可能
,

事实上也在逐步实现
。

为了探甜发挥焦类食料查源潜力的方针和措

施
,

这里有必耍检查一下溯泊焦类区系粗成的情

况
。

长江中下游湖泊中焦类的种数不算少
,

小型

湖泊一般也有三四十种
,

大型湖泊可多至百种以

上
,

但是真正具有撅 业意义的 种类却仅 15 种左

右
,

其余的艳大部分都属于樱济价值极低的所稠
‘

,,J
、

杂焦类
” 。

小杂焦类不仅种类多
,

种篆的数量

也很可观
。

至于巧种左右的具有重要握济意义的

焦类之中
,
凶猛焦类 (吃焦的焦类) 又几乎占了半

数
。

焦类区系中杂焦和凶猛焦的比重大
,

从生产

力角度来看是很不利的
。

这是因为
,

杂焦的大量

滋生
,

徒然消耗了湖中的食料查源
,

甚至在某些
一

食

料上还会和握济焦类发生竞争
。

一部分杂焦虽能

被凶猛焦利用
,
从而棘变为有趣济价值的产品

,

但

由于从原初生产到凶猛焦类的生产过程中
,

须通

过三到四个环节
,
而物盾

、

能量在每一环节的传递

中都有很大揖耗
。
因此

,

尽管凶猛焦类本身具有径

济价值
,

在能量利用上却是很浪费的
,

何况凶猛焦

*

橱者按: 本文系中国科学院水生生物研究所第四

研究室 主任刘建康同志于 1 9 63 年 10 月在 中国

梅洋湖沼学会第二属全 国代表大会登 19 6 3 年学

术年会上所提出的专短报告
—

“
水域生物生产

力的理骗及其在湖泊晚业上 的应用
”

—
的第三

部分
。

文章针对长江中下游 湖泊涌产量的一般

情况和存在的阴题
,

从浅水湖擎的若干湖泊李
、

水生生物学特点出发
,

提出了作者对改造湖泊焦

类区系粗成和刹整种率 密度的一 些建敬
。

刻阴
敲为这对提高湖泊渝业生产很有意义

,

特发表于

此
,

供大家参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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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的某些种类还能抬挫济焦类造成值接的危害
。

另一方面
,

湖泊中吃水草的
、

吃浮游植物的和

吃着生藻类的握济焦类本来就不多
,

江湖隔艳以

后
,
这些焦类的数量签趋下降

。

水草
、

浮游植物和

着生藻类都属于食物键上第一个环节
,

如果能被

握济焦类直接利用
,

就可以达到精短食物链的耍

求
,

是最合乎理想的
。

长江中下游湖泊一般都是

水草丛生
,

每亩水面下水草的年产量少则四五百

斤 (湿重)
,

多则四千余斤 (农业上用去的部分尚未

舒算在内 )
。

至于湖里的浮游植物和着生藻类
,

表

面上看来远不及水草显著
,

但是这类低等植物的
“周蒋率

”

耍比水草高得参
,

它们一年之中所生产

的有机物质的总量
,

实际上不亚于水草
,

溯里的原

初生产如此丰富
,
而焦类区系的自然情况却不能

使这填查源充分地得到像业上的利用
,

这就明有

对湖泊焦类区系粗成进行改造的必要
。

改造焦类区系粗成 (包括稠整种拿密度 )应敲

是发揖湖泊食料查源潜力
,
提高憔产量的根本方

针
。

它不仅针对着原初生产的合理利用
,
而 且还应

着眼于浮游动物
、

底栖动物等
“

次极生产
”

的利用

简题
,

按照这填方针
,

现阶段可以考虑下列措施 :

1
.

几种草盘性焦类的引入 在还没有握营

养焦的湖泊中
,

应熟采取放养焦种或
“

灌江
”

的方

式引入草食性焦类
。

草焦在利用水草方面是简名

中外的种类
,

自然是引人的对象
。

在草焦焦种大

量供应还有困难的地区
,
团头舫是值得一款的

“

代

用品
” 。
这种焦握过水生生物研究所初步研究

,

发

现它有静多养殖学上的优点 :除了肉用价值高
、

专

吃水草
、

疾病少
、

生长也还快之外
,

更能在某些湖

泊 中自然繁殖
,
进行人工繁殖也比草焦商易

。

白

触是利用浮游植物最理想的种类
。

在吃着生藻类

的握济焦方面
,

可以推荐蜜姻
。

蜜胭除摄赏着生

藻类外
,

还能利用沉积在湖底的大量有机碎屑
,

但

由于一般湖泊中往往缺乏它自然繁殖的条件
,
所

以仍需引入焦种
。

在已握养焦的重点湖泊中
,
则应注意草焦和

白澳的放养密度是否不超趁水草和浮游植物的供

应能力
,

以免影响食料生物的再生产
。

2
.

其他发展对象 鲤和卿在湖泊中发展的

条件是优越的
,
当湖中杂焦和凶猛焦的数量得到

控制以后
,

采取一般的繁殖保护措施
,

就可预期产

量的显著提高
。

墉焦(花醚)的放养一般都收到良

好的效果
,

值得耀搜发展
。

青焦具有高度的肉用

质量
,

但湖泊中比较稀少
,

近年来产量更低
。

就其

“

成年期
, ,

盒料 (软体动物 )的数量而渝
,

青焦在溯

泊中是有发展前途的
。

需要进一步研究其幼期的

食性
,

找出青焦焦种放湖后成活率不高的原因
,

从

而采取相应的措施
。

3
.

杂焦的淘汰 湖泊中数量可观的杂焦有

聚麟
、

跟鲍
、

短尾舶
、

麦穗焦
、

膀皱焦和棒花焦等

等
。

上面已袒指出
,

大量杂焦的存在对憔业是不

利的
,
因此

,

在扶植袒济焦类的同时
,

还需加强对

杂焦的淘汰
。

除了径常用密网捕捞杂焦以外
,

应

在生殖季节捕捉其亲焦
,

并毁灭它们产卵锡上的

卵粒
。

湖泊中的杂焦不可能全部肃清
,

但有意撒

地进行淘汰
,

再加上凶猛焦的作用
,

就可以把杂焦

的数量控制在一定的低水平以下
。

4
.

适当保留凶猛焦 不少湖泊中凶猛焦类

在像获物中占有重要地位的现象 (如太湖著名的
“
白焦

”

和养多湖泊中的
“

杠梢子
”

等)应鼓 予以改

变
。

凶猛焦原则上是淘汰的对象
。

但鉴于某些凶

猛焦类本身有较高的粗济价值
,

对今后要着重发

展的几种挫济焦类危害又不大
,

一方面又可起到

控制部分杂焦的作用
,

因此可以考虑保留少数种

类和适当的数量
。

以媚焦为例
,

它在焦池中确能

造成很大的危害
,

但检查湖泊中捕起的数以千靛

的始焦
,

踢管里的食物几乎全部是杂焦
。

同样
,

湖

泊中的颇焦对樱济焦类的危害性也远不如想象中

的严重
,

看来还值得保留
。

总的靛来
,

凶猛焦类不

应作为今后发展的对象
,

其中有些种类应予淘汰
,

有些则可以酌量保留
,

需要具体分析
,

区8lJ 对待
。

焦类区系粗成握过这样改造以后
,

杂焦和凶

猛焦的数量将显著减少
,

湖泊中的食料资源将由

大量井凶猛性的握济焦类来利用
,

其中除鲤
、

娜食

性比较广泛以外
,

草角 (或团头筋 )
、

白嫩和蜜姻将

分别利用湖中的水草
、

浮游植物和着生藻类
。

腑

焦和青焦将分别利用浮游动物和底栖动物
。
这样

的成具粗合
,

实际上已开始走上溯泊
“

焦池化
”
的

道路
。

由于比较充分地
、

全面地利用了各项盒料

查源
,

成目之简在生态上又不存在尖挽的矛盾
,

整

个湖泊的像产量将能出现大幅度的增长
。

以上所述
,

仅是关于把“况成的
”

食料资源扔

人握济焦类生产利乙道的措施
。

更进一步的增产
、

有待于原初生产力的提高
。

生活污水对提高原初

生产力有显著效果
,

有条件的湖泊在不超出鱿水

卫生所静可的限度内
,

可以适当加以利用
。

至于

化学肥料的应用于湖泊
,

则因目前现实意义不大
,

故不渝列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