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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建康和何碧梧两位教授主编的《中国淡水鱼类养殖学》(第三版 )一书
,

于 19 9 2 年由

科学出版社出版
。

该书第一
、

二版发行后
,

得到国内水产界和生物学界的高度评价
,

深受

广大读者的欢迎
,

对促进我国淡水渔业的发展起了显著的作用
。

自 8 0 年代以来
,

由于我国水产科学事业的蓬勃发展和生物技术的进步
,

淡水鱼类养

殖技术和生物技术在对鱼类进行遗传改良
、

培育新品种和新的养殖对象方面
,

取得了显著

的成就
,

积累了许多新的资料
。

该书第三版吸取和引用了这些最新研究成果
,

因而该书无

论在理论水平或是实践价值上都较前两版有了新的发展和提高
。

第三版对原渔业史中某

些不够确切的提法和计量上的误差作了修正
,

校正了一些鱼类的学名
,

增加了稻田养鱼和

湖泊河道养鱼方面新的史料
,

并提出了新的观点
,

使渔业史更趋完善和求实
。

在人工繁殖

方面
,

增加了较为系统的鱼类生殖生理学理论基础
,

完善了人工繁殖操作技术
,

使之更为

规范化
、

标准化
。

在池塘养鱼方面
,

高度总结了80 年代我国池塘养鱼的科学研究
、

生产的

全部成果和经验
,

提出的各种养鱼模式可供我国不同地区因地制宜地借鉴
。

在稻田养鱼

方面
,

提出了
“

稻鱼共生
”

新的理论
,

较为系统地总结了富有新意的生产实践经验
,

特别是

总结提出了
“

利用稻田培育大规模鱼种
” 、“

以鱼支农
”

的实践经验和观点
,

符合大农业发展

的实际前景
,

受到农业部门的普遍关注
。

在大水面养鱼(包括水库
、

湖泊
、

河道及网箱养鱼

等 )方面
,

全面介绍了 80 年代我国稳产高产的经验并给予理论性总结
。

其中特别是在刘

建康教授指导下所获得的武汉东湖渔业稳产高产及水体生物生产力的研究成果
,

对大水

面养鱼及有关理论总结有普遍指导意义
。
特别值得提出的是

,

第三版新增了
“

鱼类育种和

引种驯化
” 、 “

生物工程技术的育种原理和应用
”

二章
,

体现了科学和技术
、

理论与生产更加

密切结合
,

相得益彰
,

从而使不 同层次的读者都能受益
。

作者根据学科的发展和技术的进

步
,

对其他各章也都作了实事求是的修改或重组
,

删去了某些过时的观点和内容
,

而代之

以新的论点和符合客观实际的材料
。

书中还增加了《水生生物的定量调查方法》和 《用鱼

类和搔类进行污水急性毒性实验方法》两个附录
,

这对淡水渔业科学研究和生产都有重要

的参考价值
,

对实验方法的规范化也有实际的指导意义
。

《中国淡水鱼类养殖学》第三版
,

反映了我国自 80 年代以来淡水鱼类养殖在科学技术

的新成就和生产上的发展
,

既有翔实的鱼类生物学
、

繁殖生理学
、

鱼病学和生态学等多学

科的理论基础
,

又有生产实践的系统总结
。

该书图文并茂
,

文字简练
,

印刷精美
。

总体来

说
,

这是一本当代科技的重要专著
,

是中国淡水鱼类养殖继往开来的综合性全书
,

反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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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当前淡水鱼类养殖生产技术和科学研究的先进水平
,

对科研与科研管理
、

生产与生产

管理都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 也可作为高等院校淡水水产养殖专业和生物系相关专业的教

本或参考书
。
《中国淡水鱼类养殖学》第三版的出版

,

无疑将对促进我国淡水渔业的发展
、

培育水产科学研究的专门人才
、

扩大国际学术交流
,

均会发挥十分重要的作用
。

(刘 药 L iu Y u n )

欢迎订阅《中国科协报》

《中国科协报》是中国科学技术协会主管和主办的报纸
,

江泽民总书记题写了报名
。

《中国科协报》是中国科协指导工作
、

交流经验
、

研讨政策
、

传播信息
、

反映科技人员的意愿

的新闻媒介
,

其宗旨是 : 发挥全国各级科技群众团体的优势
,

依靠广大会员和科技工作

者
,

宣传
“

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
”

的重要思想
,

宣传尊重知识
、

尊重人才的社会风尚
,

宣传

科技社会团体的功能和作用
,

促进科学技术的繁荣和发展
,

促进科学技术的普及和推广
,

促进科学技术人才的成长和提高
,

为经济振兴
、

科技进步和社会发展作出贡献
。

《中国科协报》的读者对象是 : 各级科协和学会(协会
、

研究会 )干部和从事科普工作

的人员
,

各级各类学会会员
,

各个领域从事科研
、

生产的科技人员和管理人员
,

高等和中等

学校师生
,

一切关心科技事业发展和科协工作的党政领导干部
、

行政管理干部和社会各界

人士
。

《中国科协报》对开四版
,

采用计算机激光照排和胶版印刷
,

每周四出版
。

全国公开发

行
,

国内邮发代号 卜 1 7 9 ,

读者可及时到当地邮局订阅
。

如在 当地邮局订阅有困难
,

请直

接汇款至本社经理部
。

本报月价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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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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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6 元
。

另请加订阅报款

的 巧多 为邮费
。

本社地址
:
北京市海淀区学院南路 86 号

,

联系人 : 冷艳玲
,

邮编 : 10 。。8 1 ,

电话 :

8 3 1 8 8 7 7一 4 9 6
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