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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和坪长滩两侗水康区域建立水康
·

以前的水生生物初步稠查

自国凉 戈敏生 曹继锦 陈踢海 高保云
(中国科学院水生生物研究所)

随着国民袒济建毅的飞跃发展
,

永和坪
、

长滩两个水康亦将提前兴建
。

永和坪水康面

大水深
,

建成后在防洪
、

发电和交通运翰上将发挥其互大作用
。

长滩水康面积较小
,

水亦

较浅
,

主要作用是为往返船只进入永和坪水康提供便利条件
。

两处在地貌 上的共同特点

是峡谷多
,

缺少开敞的大坪坦
,

仅在坦址附近有少数小坪坦
。

康区艳大部分为狭长的峡

谷
,

水深面窄
。

这种水库在樵业利用上的效盆如何
。

确是值得研究的一个简题
。

,

中国科学

院水生生物研究所和长江流域规划办公室水产粗协作
,

在 1 9邹 年春作了一次水生生物的

稠查
。

现恢稠查拮果提出报告供捅业利用的参考
。

水津的 自然地理概况

1
.

康貌

清江是长江中游的一条支流
,

源出湖北利川佛宝 山
,

樱恩施
、

建始
、

巴东
、

长阳至宜都

注入长江
。

全长 4 08 公里
,

流域面积 17
,

3 16 平方公里
。

长滩水康位于清江下游
,

距河 口 19 公里 [ 8] 。

垠址在长滩
。

大埙高程 76 米
,

长 3 50 米
,

正常高水位 7 0 米高程时
,

水康面积为 16 平方公里
。

死水位 60 米高程时
,

水康面积为 6
.

6

平方公里
。

正常高水位时迥水至永和坪大埙
,

长 2民 5 公里
。

最大水深为 30 来
。

康身位

于丘陵地区
,

康形呈 2 形
,

缺少开圃的大水面 (兑图 1 )
。

永和坪水瘴与长滩水康毗速
,

垠址在朱津滩
。

大埙高程 井6 米
,

埙长 4的米
。

正常高

水位 17 0 米高程时
,

水瘴面积为 9夕平方公里
,

库容 钻 亿立方米
。

死水位 14 5 米高程时
,

水康面积 61 平方公里
。

正常高水位时
,

迥水上达大花坪
,

长豹 9 4 公里
。

最大水深 10 8

米
。

康区艳大部分为山区
,

多峡谷
,

竟度一般在 40 。一 1 0 0 0 米之简
,

都雏湾至长阳一段
,

康

岸曲屈多港湾
。

2
.

地质
、

土壤和植被情况

清江流域艳大部分为沉积岩层
。
上游利川为大冶灰岩

,

恩施宜都一带为东湖砂岩
。

恩

施至长阳 为大冶灰岩
、

栖霞灰岩
、

石牌真岩
。

康区以奥陶耙灰岩为主 [e1
,

沿江有不少溶洞
。

上游利川
、

恩施两个盆地为冲积土
,

士盾肥沃
,

雨量丰沛
,

多栽种水稻
。

山区为棕色森

林土及山地黄壤
,

开垦不多
。

流域内林地面积广大
,

的占总土地基数 44
.

4拓
。

山区人烟稀

本文承长江流域规划办公室水产粗曾祥徐同志在清江采集了 25 种焦类标本 ;水生生物研究所宜昌工作站

杜金瑞和刘荃瑞两位同志
,

在长阳一带采集了 30 种焦类标本 ;这些标本对于了解清江中砚有的焦类区系
,

帮助

很大
。

水产粗王炳耀同志在查备有关参考登料方面拾了我们很多便利
,

特此一讲致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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切一吸

少
,

交通不便
,

林木采伐
,

简不严重
。

沿

江有水利之便
,

采伐较多
,

但陡岩险坡
,

林木仍甚茂密
。

此次刹查
,

沿江所晃树

木以麻裸 (口“er clt ; sP
.

) 最多
,

杉
、

思尾

松 (Pi 、
, sP. ) 次之

。

耕地面积不多
,

的

占 16 多
。

农作物以玉米
、

赶薯
、

思纷薯

为主
,

水稻
、

蚕豆
、

油菜
、

小麦次之
。

流域

内气候温和
,

雨量充沛
,

就整体来靓
,

植

被储况完整茂密
。

3
.

水文气象青料

清江流域水文气象侧站少
,

加以观

侧年限短且项 目不全
,

因而青料不够完

整
。

清江流域位于云青高原 的 东北角
,

面洽江汉平原
,

由于西部高原来的冶气

团和印度洋太平洋来的湿暖气团的相互

侵袭
,

常形成暴雨
,

而成为鄂西著名的暴

雨区
。

据长办 (长江流域规划办公室的

筒称) 青料
,

年降水在 12 0 0一 1, 0 0 毫米

之简 [7]
。

恩施多年平均年降水量为 1 4 1 8
.

4

毫米
,

长阳年平均降水量 ( 1 9 3 6一 19 3 7 ,

1 9 5 1一1 9 5 5年 )为 1 3 7 6
.

4毫米
。

恩施多年

平均雨 日为 1 52
.

1 日
,

长 阳为 1 4 3
.

3 日
。

一 日最大降水量为五攀 1 9 3 5 年 8 月 3

日的 42 2. 9 毫来
。

降水量以 5一8 月 为

最多
,

占全年降水量的 弘
,

8一6 7
,

3 另
。

据 恩 施 站 韶录 ( 1 94 3一1 9 4 5 )
,

月

平均最低 温度 为 1 月 份的 6. 2弓℃
,

最

高为 7 月份的 2 7
.

8 ℃
。

年最低温度 为

一 6
.

8 ℃
,

最高为 40
.

4 ℃
,

年平均温度为

17
.

1℃
。

搬焦嘴 1 9 5 4 年 实浏 月平均最

低温度为 找 月份的 2. , ℃
,

最高为 夕月

份的 26 .4 ℃
,

革最低温度为 一 。℃
,

最高

为 3 7
.

7℃
,

年平均温度为 16
.

1 ℃
。

长 阳站 1 9 , 1一 19 5 2 年实测平均流量

为 1 14 亿立方来
,

最大流速为 3月8米 /秒
。

搬焦嘴 1 9 , 4一 1 9 , 5年平均流量为 16 3
.

9 ,

亿立方米
,

最大流速为 3
.

“米 /秒
。

年输沙量 (长阳 19 , 1 年 ) 为 4片 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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吨 百5 ] 。

二
、

稠 查
‘

方 法

1 9 5 8 年 4 月 8 日至 5 月 16 日 ,
在康区和干流上游进行了一次流动刹查

。

在清江干

流选择了四个断面 (兑图 1 )
,

每个断面都取了三个点
,

在每个点的不同水层采了浮游生物

和水盾分析的水样
,

并对水的物理性盾作了观测
。

搬惫嘴断面
。

右岸采水点水深 5. 5 米
,

河中 8 米
,

左岸 6 米
。

各点在水面下 1 米
,

右

岸水面下 4 米
,

河中和左岸水面下 多米分B[J 采了水样
。

隔河岩断面
。

右岸水深 1
.

, 米
,

江中2. 7米
,

左岸 1
.

4米
。

分别在水面下 1 米处采了水样
。

盐池断面
。

右岸水深 3 米
,

江中 , 米左岸 3 米
,

分别在水面下 1 米处采取水样
。

太阳沱断面
。

右岸水深 7 米
,

江中 7
.

7 米
,

左岸 8
.

1 米
,

由于靠近左右两岸的河床多且

大的乱石
,

仅在 1 米深处采取水样
,

江中AlJ 在 1 米和 , 米深处采了水样
。

水化学和浮游生物的水样
,

除 太阳沱外
,

都是用北原式采水器采取的
。

太阳沱水流较

急
,

北原式采水器重量不够
,

又不能加重磅铅焦
,

所以临时改用
.

太阳沱水文站的茹可夫斯

基氏采水器采了水样
。

浮游植物
。

取 2 , 00 毫升水样
,

以鲁哥氏溶液
‘

(LI, g ol
’。 。

01
.

) 固定
,

用沉淀法浓精至 30

毫升作为舒算单位水休中浮游植物含量之用
。

爵数时取 0
.

1毫升
,

置于显微镜下观察 30 0

个视野
,

所得的数量换算为每升水中合有的个数(个数/升)
。

浮游动物
。

取 30
, 0 00 毫升水样

,

用 2 5 号筋捐制成的浮游生物网过滤
,

浓精到 30 毫

升
,

用鲁哥氏溶液固定
,

作为斜算单位水体中浮游动物合量之用
。

斜数时取 0
.

1 毫升餐于

显微镜下
,

斜数其中的原生动物和翰虫
。

舒数天型浮游动物如枝角类拚足类时
,

4lJ 将全部

水样取出
,

在双筒解剖镜下针数
。

舒数拮果换算为每立方来中所含的个数(个 /米
3)

。

定性标本
,

用 25 号筋捐制成的浮游生物网
,

在表层捞取
,

浮游植物和浮游动物分glJ 用

鲁哥民和福禺林 (F o r m
a

lin ) 溶液固定
。

清江河床为石底或卵石底
,

并有大块岩石杂置其简
。

彼得生挖泥器 (Pe te rs en dr e d g e )

不适用
,

因而没有采集底栖动物的定量标本
。

只在浅水区采了一些标本
,

作为定性之用
。

因水流湍急
,

捶明度施测困难
,

改用搪瓷桶盛江水
,

在桶中测定
。

由于搪瓷桶为 白色
,

所侧桔果
,

可能此在江中测得的数字略大
。

支流以及康区附近的小水体
,

亦进行了一些刹查
。

三
、

永和坪
、

长潍两个水库库区的永霄和水生生物情况
、

(一)永和坪水康

1
.

清江和库区水体的物理化学情况

清江江水的捶明度以隔河岩为最大(35 一40 厘米) ,
盐池断面的最小 (9 厘米

,

晃表 l)
,

这和测定时距上次洪水的时简长短有关
。 p H 在 7. 9 与 8. 3 之简(晃表 2 )

,

微硷性
。

、

有机物的合量较低
,

有机物盾的耗氧量
, ,
一般在 2

.

8一 7
.

6 毫克 /升之简
。

只有太阳沱

l) 有机物厦的分析方法系采用高锰酸盐法测定耗氧量后换算而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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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清江各断面江水和魔区小水体的物理情况

气期 D 往t e T im e

天 气

W e a th e r

透明度 (c动
T r a n sP

.

A ir

温 (℃ )

T em P
.

⋯李鳝孚
目

l衣
_

坛冬
l

xn 少}像
n
厉L夕 m 少

}
。u r l a c e

1
D o t t o m

搬 焦 嘴断 面 1 2 / W 19 5 8 1 1 : 5 0一1斗: 斗0 晴
S u n sh in e

1斗一1 5 1 7 se 2 1
.

斗 1斗
.

6一1斗
.

9 1斗
.

斗一 1斗
.

9

隔河 岩 断 面 17 /刃 19 5 8 10 : 15一1 3 : 4 0
日青

S u n sh in e

雨
R a in

雨
R a in

阴
C lo u d y

旧毒
S u n sh in e

阴
以

o u d y

3 5一4 0 2 6
.

3一3 2 2 1
.

5一19
.

6

盐 池 断 面 2 6 / W 19 5 8 12 : 0一1斗: 0 巧
.

5一1斗
.

1 1 8
。

3 一18
。

2

太 阳沱 断 面 10 : 0一1 3 : 0 2 0一2斗 19
.

8一1 8
.

9 1 6
.

6一1 6
.

7 16
.

6

隔河岩一号池 8 : 0一 9 : O 2 1
。

8

招徕河秘水洞

9 / V 19 5 8

1 8 /『 19 5 8

2 5 / 万 19 5 8

2牛
.

5

1 8 5

盐 池 温 泉 2 6 / W 19 5 8 斗2
.

0

T a ble 1
.

p h y sie a l p r o p e r tie s o f in v e st ig a t e d e r o s s s e e t io n s o f T s in g 一

K ia n g a n d s o m e sm a ll w at e r bo d ie s

w h ich w ill b e e o v e r e d by the P r o ie e te d r e s e r v o ir
.

鞍高
,

因开始采水后有障雨
,

太阳沱右岸为百余米壁立的陡岩
,

岩上为新塘雄
,

当时有大量

雨水
,

自上流下
。

可能 自熊上带来大量有机物盾
,

致使江水中有机物盾合量显著的增加
。

与上游植物营养有关的因素在水中的溶解量是 Pq
一P , 0

.

00 5一 0. 03 2 毫克 /升
: N O厂N

0
.

19 3一 0
.

, 7 4 毫克 /升 : 51 0 2 - 5 1 3. 48 一 8
.

65 毫克 /升 : 总铁为 0
.

08 一0
.

13 2 毫克 /升
。

据朱

树屏l10] 对儿种淡水浮游植物贰盼的桔果
,

磷酸盐最适生长浓度的下限为 0
.

01 8一0
.

09 8 毫

克 /升
,

氮为 0
.

26 一 1
.

3 毫克 /升 ;硅为 0. 04 一2. 0 毫克 /升 ;铁为 0
.

02 一0
.

8 毫克 /升 ; 铁的有

毒剂量为 1
.

4 毫克 /升
。

清江各断面营养盐类的合量 (冕表 2 )
,

除搬焦嘴盐池的磷酸盐和

表 2 演江各断面江水和康区小水体的化学情况
*

有机物耗
氧 量
(m g / l)

PO ‘一P

(m g /l)
卜贾
卜m g/ 刁

势川气赞
Lxn g / 上) } 戈m g / 二少

无无无无8
.

17 ~9
.

斗0

N O
s - N

(m g / 1)

0
.

斗5 一0
.

5 0 3
.

5 1 ~8 6

0
.

5 3 7 一0
.

57引3
.

斗8刁
.

5 6

8
.

1一8
.

2斗

8
.

17- 8
.

4 6

2
.

8 0 一6
.

斗0

2
.

0巧
.

6

7
.

2刀
.

6

总硬度

彼 )

5
.

斗~ 6
.

3 0

6
.

斗8 ~ 6
.

7 5

6
.

8斗曰7
.

2 0 3
.

63

0
.

1 2 8 一 0
.

13 2

n o凡

0
.

1 0 一0
.

1 17

2 0
.

斗乎2 5
.

2 0 15
.

7 6巧
.

9牛

0
.

0 0朽
一0

.

0 0 53

0
.

0 2 6 一0
.

0 3 2

0
.

0 0 7 8

0
.

0 2 1

0
,

5 2 1 一0
.

5科
0

.

1 9 3 一0
.

2斗 }3
.

8多一斗
.

5 9 }0
.

03 2 一0
.

10 9

7
.

7 3 8
.

8 0

18
.

8 0

10
.

0

3
.

0 6 0
。

0 2 8 0
.

0斗6 1
.

2 0 5
.

12 0
.

13‘

无无无无无

无无6
.

斗9 0
.

0 7 9 0
.

2 73 斗
.

7 9 0
.

15

斗6
.

0 8丰 0
.

0 8 6 极 微 2 6
.

5 0 0
.

1 1t

H一9侣-89902
目\一面面面面号泉水

‘

嘎沐
、

一撕街断撕卜郎析温\点一嘴岩帅岩沱河
、

曰必城一腼嗣撇姗黔撕
洞

黝

*

采水日期和时简同表 1o

丰斗6
.

08 度的箱果
,

尚未达胳点
,

盐池温泉水中的氯化物含量为 1 7 0 0 毫克/升
。

(T a ble 2 Ch
e m iea l p r o p e r tie s o f 斗 cr o s s s e e t io n s

(1一勺
o f Ts i鳍屯ia呀

a n d sm a ll w a t e r b o d ie s
侈一7 )

in th e fu tu r e su bm e r g ed ar e a : 乡
, a typ ie江1 p o n d : 6 e ffl u e n t m o u th o f a n u n d er g o u n d r iv e r , 7

, a ho t s p r i叩
.

Tli
e 3 rd e o lu

~ d isso lv ed o x
铭

e n ,

4 th e ar b o n d io x id e ,

s th o r g a n ie m a t te r a s o :
co 几 su m e d fr o m K M n O 4 ,

6 t h to tal h ard n e ss ,

7 th p五o s p h a t e ,

sth n itr it e ,

g th n itr o t e ,

1 0 th silie a te ,

llth to ta l ir o n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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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阳沱的硝酸盐外
,

其他断面的营养盐类
,

均已达到最适生长浓度的下限
。

浮游植物由于

种类不同
,

其最适生长浓度的下限
,

亦有不同
。

因此清江江水所含的营养物盾
,

对爵多浮

游植物来禽
,

井未达到它俩的最适生长浓度的下限
,

所以清江 中浮游植物的种量
,

都受到

了一定的限制
。

清江的有机物盾和磷酸盐的含量
,

比丹江 口 未成 水瘴 的含量 (有机物耗氧量 为

13
·

科一2 斗
.

分 毫克 /升 ; P。;

中 为 。
.

00 9一0
.

0 62 毫克 /升) 为低I,]
,

而稍酸 盐剧较丹江口

(N O厂N O
.

o一 0. 4 07 毫克/升)高
,

这可能是由于清江的含磷量低
、

浮游植物生长的不旺盛
、

硝酸盐的消耗量减少而形成的
。

丹江口 未成水库磷的合量比清江豹多一倍
,

对浮游植物

的生长比清江更为有利
。

从实际情戈看来
,

丹江 口未成水库浮游植物的合量 (14 0
,

84 0一

4 2 2
,

3 9 4 个 /升)
,

确实比清江的浮游植物的合量(s, 3 1 3一 3 7
,

2 6 6 个 /升)为高
。

清江两岸不同水体中
,

营养物盾的含量 (兑表 2 )
,

有机物和磷酸盐普遍地有所提高
,

隔河岩一号池静水休的稍酸盐合量高达 N 。厂N 1
.

2 毫克 /升
。

敛的含量亦略有提高
,

可以

靓各种营养物盾的含量
,

此清江都有不同程度的增加
。

永和坪水瘴蓄水后
,

一部分耕地和杂草灌木茂密的 山坡将被淹没
。

耕地中营养物盾

的释放和陆生植物的腐烂分解
,

将大大增加水中营养物盾的合量
。

由于库内水流援慢
,

部

分地区甚至成为静止状态
。

从上游带来的有机物碎屑将逐撕沉积库底
、

加竣各种营养盐

类的物盾基础
。

因此可以预料
,

水库蓄水后
,

水盾将迅速褥肥
。

两三年后
,

原有的陆生植

物分解消失
,

而新的水生推管束植物区系肯未建立
,

水盾肥度将有低落现象
。

永和坪水库

的蓄洪能力为 43 亿立方米
,

长阳 1 9 5 1一1 9 52 年的车均流量为 1 1 4 亿立方米
。

永和坪水

库的水体每年将被置换一次以上
,

这对库内水体的肥度
,

将发生严重的影响
。

根据以上情

况
,

永和坪水康蓄水后
,

若干康湾将成为中营养型或富营养型
,

原干流河道形成的库身则

不稳定
。

如果干流上游的梯极水瘴不加修建
,

永和坪水库库身部分三
、

四年后始能趋于较

稳定的中营养型
。

如果上游的梯蔽水瘴能在最近几年内相推建成
,

则永和坪水康将成为

富营养型
。

2
.

清江的水生生物情况

(l) 浮游植物

从清江各断面所采得的标本进行观察的拮果
,

在数量上以盐池为最多
,

有3 7
,

2“个 /升
,

搬焦嘴为最少
,

仅有 8, 3 13 个 /升(兑表 3 )
。

在种类粗成上有偏键硅藻(刃介君二形a)
、

放射硅

表 3 清 江 千流 各 断 面 浮游 植 物 徽 , 表 19 5 8 年

(个 /升)

生 物 量

(毫克 /升)
阵一止望犷巡进哩竺直二二兰二一

目

}硅 藻 】金 藻 }甲 藻 !释 藻 }蓝 藻 }裸 藻

数物植游浮总
期日面断

,数,,0男00,少,,O赴00‘极c‘970
�,888399823662

刁上266362斗,,,,
8671
上

113Jl

L 搬 焦 嘴

2. 隔 河 岩

3
.

盐 池

斗
.

太 阳 沱

一
12 /丁

1刀W

2 6 / W
’

9 / V

0
.

0 2 3 7

0
.

0 2斗8

0
.

0 5 3 6

0
.

0 2 16

少数
、

少数

极少

少数

少数

极少

极少

少数

极少

极少

极少

少数

(T abl
e 3

.

Q u a n t i ti e s o f p hyto p la n k t o n ts o f 4 cr o s s
‘

: e e t io n s o f T s in g
·

k i a n g
.

Fir s t e o lu m n , ‘

斗 e to s s

s e e t io o s fr o m d o

o
s tr e a m to u p s tr e om ; Z n d e o lu m n ,

d a te ; 3 rd
,

汕y t o p la n k t o n e el l/ L ; 斗th
,

b i o m a s s

m g /L ; sth B a e ill ar io汕vta
,

C五r夕s o p hy ta ,

pyr r o p h yta ,

伪lo r o p hy t a ,

c va n o p h y t a ,

F u
妙

e n o phy ta p e r c e n -

t a g e s in to tal p h yto p la n k t o

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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藻 (sy n
赫

r a

)
、

新月硅藻 (c ym 占。lza )
、

曲壳硅藻 (才c人, a , t人。)
、

舫捶硅藻 (厅a , ic u za )
、

异极

硅藻 (G o m 户左o n e m a

)
、

窗救硅藻 (E户it人e二i召)
、

横隔硅藻 (D 苦a to o a
)

、

龙骨硅藻 (S 。 ,一r o lla

)
、

囿盘硅藻 (c , c , 。, e , , a

)
、

带列硅藻 (Fr
a

gi , , a r , a

)
、

舟形硅藻 (。*, n 。 , a r , ‘)
、

鞘裸藻 (二
r a c* 。 ,

-

o 二 o n ; , )
、

甲藻 护
e厅d fn i“ m )

、

杆推藻 (汉 n 左i, tr o d e , m “ , )
、

棚藻 (S c e n e
浮。

;。 u ;

)
、

翰栋藻

(L yn g句
。

)
、

胶鞘藻 (尸如
r m id 认m )

、

蓝杆推藻 (D 、ty lo co “oP衍)等
。

各断面的种类大致相

同
,

都是以硅藻为主
,

其中以偏榷硅藻
、

新月硅藻和放射硅藻此较常见
。

清江两岸艳大部分是悬崖峡谷
,

,

水康蓄水后
,

只有长 阳附近有此较竟朋的淹没区
,

稠

查时
,

为了有助于了解淹没后康内水生生物的可能发展情况
,

曾在上述淹没区内永和坪
、

隔河岩等处小水体中
,

以及丹水和溶洞中
,

采集定性标本
。

小水休一般靠近村庄
,

水源依

靠落雨时从四周流入的雨水
。

水体的面积一般在 1一斗亩左右
,

有的水体放养了焦类
,

并

未投放霞料
。

检查拮果
,

浮游植物的种类有维囊藻 (Di no b ry on )
、

隐藻 (c 洲Pt o m 。
、

:

)
、

甲

藻
、

角甲藻 (ce ra t爪 m )
、

蓝隐藻(c 左ro 口。on 。)
、

放射硅藻
、

偏艇硅藻
、

舫捶硅藻
、

曲壳硅藻
、

龙

骨硅藻
、

异极硅藻
、

布救硅藻 (G yr
口万g m a)

、

栋状硅藻 (M以
口
痴a)

、

栅藻
、

盘藻 (G 口耐u m )
、

空球藻 (E u d o 万n a

)
、

实球藻 (p a n 岔o r萝n a

)
、

新月藻 (c lo , te r iu m )
、

茸毛藻 (U lo t左厅才)
、

孟氏

藻 (M o u岁。, ia

乏
、

鞘裸藻 (T
, a c人e lo m o , a ,

)
、

扁裸藻 (p 左a c u ; )
、

裸藻 (E “g lo n a )
、

黄被藻

(Bo
t理oc oc ‘“, )等

。

硅藻的种类虽然最多
,

但在数量上并不是最优势的种类
。

数量最多的

是金藻类的雏囊藻和甲藻类的隐藻
、

蓝隐藻
、

角藻等
。

其他象椽藻
、

裸藻无渝在种类和数

量上
,

都比河流中丰富得多
。

在这些小水体中
,

除了采集定性标本之外
,

我俩还选择了一个未放养焦类
,

大小的 ‘

亩的池塘 (据表在一年前曾挖底泥加深过 )
,

采集了定量标本
。

从上段和表 、 可以明显地

看
,

出静水水体的浮游植物
,

无萧是种类和数量
,

都比河流来得丰富
。

‘

主要原 因是他中营

养物盾不仅不会流失
,

反而可么由于雨水流入的拮果而得到补充
,

有利于浮游植物的生长

表 4 隔 河岩 一 号 池 浮游 植 物数 通 表 1 95 8 年

各 类 浮 游 植 物 所 占 百 分 比

藻少

极

蓝\
... .... .

藻o释
11
1
.‘

1
11.

藻乃

6

甲3藻.3

J,

金3
藻
。

叮

硅

物数游植浮总

期
(个 /升)

生 物 量

毫克/升
日地集采

隔河岩一号池 } 18 / 丁 } 5 3 5
,
3 5 0

T a b le 4
.

Q u a n t itie s o f p h y to p la n k t o n in a p o n d (N
o

.

1 ), fo r e x p ! a n a rio ns o f Z n d t o 弓th Co l: , ,, I n s
‘

o f t he ta b le
,

s e e T a ble 3
.

和繁殖
。

从水盾青料来看
,

有机物的合量 (2
.

8一7
.

6 毫克 /升)
,

稍为低 了一些
,

可能是由于稠查

期简临界两季 (一般为 5一 8 月)
,

水温又不高
,

沿岸凋落的杂草枯枝
,

.

来不及分解就被暴雨

冲走
。

因此这一时期河流中有机物盾的合量
,

会比常年的合量低些
。

由于河流改变为水康
,

康区内的流速减少了
,

在靠近坝址一带
,

儿成为静水
,

悬浮物盾

大量沉淀
,

使水体透明度大为增加
,

透入水层的光接
,

亦随着增加
。

来 自水库上游以及淹

没区的营养盐类以及有机物盾
,

都将积聚起来
,

这些条件的改变
,

对于浮游植物的生长都

是有利的
。

可以预晃
,

蓄水后浮游植物的种量将会厅砂决的增长
。

清江的流量此永和坪水

库的容量豹大 1
.

, 倍
,

由于水体的置换
,

库身区的浮游植物一部分将随洪水流失
,

因而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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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当的波动
。

康湾部分影 响较小
,

因而康湾中浮游植物的含量刻比较稳定
。

未来水瘴中

出现的种类
,

将仍以硅藻为主
。

原先在河流中生长较好的种类
,

偏楼硅藻
、

放射硅藻
、

新月

硅藻等
,

一般是固着性较弦的种类
,

在新的条件下
,

将会被浮游性孩的种类
,

如圆盘硅藻
、

舫捶硅藻等代之而为优势种类
。

如果干流上游的梯极水库能迅速建成
,

永和坪水瘴将得

到大量营养物盾的补抬
,

因而金藻类的隐藻
、

蓝隐藻
、

角甲藻等可能会大量出现
,

甚至在适

宜的季节
,
数量上会超过硅藻

。

这一点丛淹没区静水水体获得的拮果
,

可以赶明
。

在未来平乐 口和黄家坪等康湾
,

蓄水后由于大量的肥沃农田和村庄被淹没
,

营养物厦

和有机物特别丰富
。

适于甲藻类
、

徐藻类
、

蓝藻类的生长
。

在炎热的夏季
,

可能出现水花
。

(2) 浮游动物

清江中采到的浮游动物有如 下一些种类
:
原生动物有砂壳虫 (D ijl lu 梦。 ac “, i/ at a ,

A.

sP
.

)
、

棘壳虫 (c 己刀 tr 口p夕x 行)
、

表壳虫(A rce ll 的
、

和杆毛虫 ;翰虫类有螺形龟甲翰虫 (K o a te l坛

c o c
左le

a

价 G o ss e )
、

胺翰虫(乙
。c a n 。 )

、

鬼翰虫 (全厅动o
耐

a
)

、

椎翰虫 (浑
o to 、m

o t a )
、

臂尾翰虫

(丑
r a c 五10 。“,

)
、

单趾翰虫 (M
o n o , ‘yz‘)

、

对#IJ 同尾翰虫 (D 翻。22二 ; 印za t。)
、

晶囊翰虫 (才护za -

n c瓜n a
)

、

鞍甲翰虫 (L e p a
击zza

)
、

镜翰虫 (T 。。u d in o zza
) ;枝角类有裸腹搔 (“

o f, a
)

、

美女搔

(刀
a p人。i。)

、

尖领搔 (汉zo n 。
)

、

规硕搔 (才lo o e zza
)

、

盘踢搔 (c hyjo 、s
); 楠足类有其或IJ搔

(E “c y c lo p s
)

、

猛水搔 (月
a r p a c t‘c o id

a

)
、

头节虫(N
a “pli“ :

)等
。

还有一些被水流冲起的底栖

动物如显虫幼虫(摇蚊科幼虫 )
、

修虫 (沁二at 游a)
、

水蜘蛛 (H 川ra ca 厅二)等
。

从数量上看
,

各断面的浮游动物以原生动物为最多 ; 从生物量来看
,

RlJ 以槐足类为最

大(表 5 )
。

各断面浮游动物个体总数
,

以搬焦嘴为最多 6 45 个 /立方米
,

盐池断面次之
,

为

53 3 个 /立方来
,

太阳沱断面为 2 7 , 个 /立方米
,

隔河岩最少
,

为 “ 个/立方米
。

漂浮的底

栖动物
,

在清江中亦不少
,

几占浮游动物数量的一半
。

其中以搬焦嘴为最多 2“ 个/立方

米
,

盐池次之
,

为 2 33 个 /立方米
,

隔河岩为 2 20 个 /立方米
,

上游太阳沱最少
,

为 7 5 个 /立

表 S 清江各断面浮游动物和漂浮底谈动物悄况表

义女
~

_ _

断面及日期 } L 搬焦嘴 {
2

.

隔
醋 }

3
.

盐 池 }
, :
大阳沱

‘

\\
、

砚
-

一 ! 1 2 /万
,

1 95 8 1 17 / 万
,

19 5 8 ! 2 6 / W
,

1野8 ! 9 / V
, 19 , 匕

\
、

呢几 卫L ~
月、~ ~ 、 l

_
!

一
l

一
l

一
、

\ J琶
‘

公 r 1 t l 一 , l
·

1 1 1

叫生‘ l 数量 }生物量 l 数量 } 生物量 ! 数量 } 生物量 l 数量 }生物量
二 硫 ,

。I, \例量 1 (个/立 }(毫克/立l(个Z立 }(毫克/立l(个位 }(毫克Z立} (个位 }(纂克Z立
‘

一

“ ~
“ “

\\ ! 方米) }方米) } 林)I 姗〕 } 就州就) } 珊川 胖
少

生 动 4 6 3

1 0 0

角

足

虫 幼

蜘 蛛 幼

0
.

0 8科

0
.

2 3 2 2

0
,

0 6 6

3
。

0 6 *

6
.

8 2 8 9

0
.

0 1 6 5

3
.

9 9 3

0
.

0 00 9 0
.

0 1 5 7

0
.

0 1 65

1 1

3 3

1
。

5斗

0
。

0 3 3

1 1
。

0 3

8
.

2 9 9 7 今

1
。

7 4 9

15850675025034128附08*022427科78110022112
.1112

1666扣1700

物类虫类虫体虫原输伎镜尾水换

总 箭 1 9 1 1 11斗
.

2 2 16 13
.

0 1斗2

S e C t1 0 n S

1 9
。

7 3 5 9 1 3 5 0 1 1
.

07 09

“

因种类和大小不同
,

舒算的数字敦实际情况为大
。

(T
a ble 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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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k t o n 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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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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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米
。

整个漂浮在江水中的动物数量
,

以搬焦嘴为最多
,

隔河岩为最少
。

清江各断面采到的浮游动物种类
,

大部分属于湖泊类型
。

这些浮游动物
,

可能是由于

稠查时临界雨季
,

降雨次数逐渐增多
,

陆上小水休中的浮游动物
,

被冲入河中
。

另外清江

水流的主流
,

随河道的弯曲时而靠近左岸
,

时而靠近右岸
,

因而在各河段上
,

往往出现左岸

或右岸水流较急
,

而对岸的水流则较援
。

浮游植物在这些援流的水域中
,

由于减低了流失

速度
,

在单位水体中所含的个休数量
,

就相对的有所提高
。

因而这些湖泊型的浮游动物
,

就可能在这种食料较为丰富而水流援慢的水域中生活
。

清江中的浮游动物
,

在数量上虽然此漂浮的底栖动物豹多两倍
,

但从生物量来看
,

漂

浮的底栖动物
,

此浮游动物大
,

所以漂浮的底栖动物
,

作为江中的焦类食料来靓
,

起了相当

大的作用
。

瘴区两岸水体中采得的标本
,

在种类粗成上
,

彼此大致相同
。

其中
,

原生动物有表壳

虫
、

砂壳虫
。

翰虫类有庆毛翰虫 (Syn 动配
t
a)

、

多肢翰虫 (Po ly a rt 人ra )
、

抱翰虫 (Po m p加即x

; “Ic a to H u d s o n
)
、

平甲翰虫 护 la
ty ia , 。izit a r i;

)
、

三肢翰虫 (Fi ll’, ia
)

、

臂尾翰虫(刀r召 c五10 , “ ,

ca 娜“ lij lo)
·

“,
Pa lla

s ; B
.

即 g “lar 动
、

晶囊翰虫
、

对刺 同尾翰虫
、

鞍甲翰虫
、

单趾翰虫
、

鬃足翰

虫 (E u c 人za n 若, )
、

螺形龟甲翰虫
、

矩形龟甲翰虫 (K e ra to lla q u a
浮r a ta )

。

枝角类有秀体搔

(刀i“p汤a n o s o o a

)
、

卵形盘踢搔 (c 左y浮
o r u , o , a li , K u r z

)
、

裸腹搔
、

船卵搔 (s c a p履o le 云。ri , )
、

网款搔 (c抓
o
浮

a 户左, ia

)
。

楼足类有橇足幼体(C o p e p o d id
st a g e

)
、

头节虫等
。

、

从浮游动物种类的粗成来看
,

清江和两岸水体中的种类
,

基本上都属于湖泊类型
。

水康蓄水后
,

若干 自然环境条件
,

将有以下的变化
:

a
.

大坦建成后
,

拦蓄大量江水
,

水流将显著降低
,

部分库 区甚至成为静水
。

b
.

水流诚慢后
,

江水由儿游带来的有机物盾和泥沙将逐撕在库区沉积
,

有利于有机

物盾和营养盐类的积累
。

c
.

由于悬浮物盾的沉降
,

水的屠 明度将大为增加
,

有利于水生植物的光合作用
。

d
.

淹没区 内的杂草和灌木丛腐烂分解以及土壤中的有机物厦的溶解和营 养盐 类 的

释放
,

将迅速增加水中营养物厦的合量
。

e
.

由于水体大
,

水量多
,

水温的变化幅度较小
,

水温稳定
,

在多季水温降低较慢
,

水生

生物的生长期较小水体为长
。

f
.

这些条件将促使浮游植物迅速增长
,

由于浮游植物的大量繁增
,

丰富了浮游动物

的食料
,

为浮游动物的大量增殖
,

剧造了有利的条件
。

随着有机物的沉淀和库岸的逐渐稳定
,

在某些康湾的浅水地带
,

将逐撕形成水生推管

束植物草落
。

(3 ) 底栖动物

此次稠查
,

仅在长阳县址附近清江浅滩主和丹水的河口
,

采了一些定性标本
,

不足以

代表清江的底栖动物区系
。

两次所采标本以蜂蟒 目 (E p hel l l e r叩 te ra

) 的种类和数量为最

多(表 6 )
,

毛翅 目(T r ie h o p te ra

)
,

脉翅 目(N e u r o p te r a

)
、

横翅 目(Ple e o p te r a

)次之
。

清江干流和它的支流
,

有以下一些共同特点
:

。
.

河床缺乏激积的泥土 ;

b
’

缺少水生推管束植物
,

固着生的林状藻类亦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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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 6
‘

汾 汗和 丹 水 的 底 镶 动 物

采 集 地 点 和 日 期
动

’

物 种 类
丹水(津羊 口)
16 /万 11 95 8

升份杆柑
+什十蚌游科 (E油et et id a

e)

四节蚌科 (B ae ti d血e
)

扁蚌科 (H 印tag 面id a e

)

筱翅虫科 (Perl ida e)

焦蛤科 (C o r

州al 记间
管石蛾科 (p s萝比

o m yiid a e
)

筒石蚕科(班夕d ro p sy山id a e
)

纳科 (sim ul iid a

习

涡虫类(T u r
加Ilat ia)

腹足类 (G a s , o p od a)

+ 卜

十十

+

十

+

十

柑 表示最多
。

么从
e G

.

B en th o s o f
++ 表示较多

.

肠i业一ia鳍 叨d

+ 表示有或较少
。

c
.

水流湍急

由于这些特点
,

对爵多底栖动物形成了不利的生态条件
。

喜欢肥水和埋藏在激泥中

生活的种类
,

无法在这里生存
。

游泳力弱粗自营漂浮生活的
、

亦将随水流失
。

因此
,

在清

江及其支流中能生存发展的
,

主买是游泳力孩或能固着生活的肉盒性或以植物碎屑为食

料的种类
。

因此清江及其支流中的底栖动物
,

主要为急流或流水型种类
。

永和坪水康建成后
,

由于水文情钾的改变
,

对底栖生物将形成下列有利条件 :

a
.

由子干支流的影响
,
库区内水流速度并不一致

,

库底沉积物的物理性状亦不相同
,

因而库区内形成了多种不同的生态环境
,

为生态习性不同的种类
,

刻造了相应的生存锡

所
。

对多种底栖生物种类来轰是有利的
。

一
,

:

、
·

b
.

耕地和山坡被淹潦后
,

水中营养物厦的含量将仍速提高
,

有利于浮游生物和水生

推管束植物的生长
,

这将大大地加孩底栖动物的食料基础
。

虽然有以上有利的条件
,

但是亦有不利的 因素如 :
-

二 由秋末至仲春
,

由于发电和灌溉冰坪将逐渐黔
。

春末至仲秋
,

由于蓄洪的关

系
,

水位梢涨幅度大
,

对底栖生物的生存
,

极为不利
。

」

b. 康区内岑流速度虽有不同
,

但无急流
。

’

因而在急流中生活的种类
,

将失去生存的

条件
。

粽合以上情况
,

水康蓄水后
,

寡毛类摇蚊幼虫等可能在平乐 口 、

原水课
、

黄家坪
、

白寺

坪等瘴湾得到很好的发展
,

形成丰富的底栖动物区系
。

从隔河岩到上游的挽峡 口
,

有氰:多

地区康岸壁立
,

岩石裸露
,

蓄水后固着生藻类
,

将得到一定程度的发展
。

,

单壳类欺休动物

和一些水生晃虫
,

亦将随着着生藻类的出现而嗯导到相应的发展
。

.

适于急流生活的显虫幼

虫将在康区消失
。

-
.

水库内最困难的是着生的水生推管束植物区系的建立
。

从已成的几个水康奴容厅水

{嘿巍漱薰翼薰薰燕:翼嚣



2 2
、

·

海 洋 与 湖 沼
’

3 海

,

区系的建立
,

孩化焦类食料基础
,

应于水康蓄水后
,

有卦划的进行移殖
。

(习 焦类

目前
,

清江流域的憔业并不发达
,

据长阳县本产科青料
,

全县仅有几户副业憔民
,

19 5 7

年全县淮产量为 4 2 60 担
,

天然捕捞仅 5 60 担
,

其中以白甲
、

青波产量最大
,

重唇
、

唇肥次

之
。

清江的焦类
,

翘趁两次稠查
‘

,
·

采集了不少标本
,

虽然不能轰是清江中的全部惫类
,

但

至少主要种类都已包括在内
,

现在将采得的标本
、

列名如下
: 白甲 (0 州跳

~
a’ la

价
己妙

(伽
n t he r

))
、

青波 (s杯。i占‘护占“‘ 万, en 价 (B lk。
.

)
、

重唇(价 , ib a rb “s la 西。o
(Pal la s

)
、

唇肥
,

(乙
a石, o b a r b “s 石re ,

ifi 橱 Pe te r s
)
、

花焦(F盯介口, ‘纽,
、

左
犷即口”

eer 乒 (R o g a。
))

、

鲤焦 (Cy 户厅。。 ,

c a r州0 L ln n e
)
、

草焦(c 份。o夕har,
o g 赫

o n

谕lla
(e u v ie r e t

、

v a le n e记n n e s ))
、

白眺 (石吵户
口
琳t五

-

a l二i动t五厂 二 o li t
滋 (c

.

e t v
.

))
、

青焦 (脚10 户左卿
”g OJ。 州比“,

(R ie ha r d s
on ))

、

踢 (Pa -

“加“it 如, “坛 (C
·

e 七 v
·

))
、

赤眼蹲 (匆。lio b 4 r吞别s

~
加 (R ie ha r d s

二))
、

嗽尾子

(x 口刀 o cy州
s o a c。份洲公Ble eke

r
)
、

梢白甲 (V 耐
c or 石i。。 s p

.

)
、

蜡 (o c ‘e to b i. s o lo ,
卯担

s

(K五e r
))

、

鳅蛇(‘
o

碗五。‘。 a
赫re , i咖 Fo g & w , g )

、

平尾旗 (厉
o c a “i‘ tr“。‘时“‘ R 叩颐)

,

长吻脆 伍‘
。‘公城, 而 . 币“

一

(Bl ee ke r
))几

.

江鳝 (L ‘oc a “i沙 s

PP
.

)
、

伍氏花娥 (B o‘a

0 1

e ha n g )
、

斑撅 (及
。ip即钾 耐erz 币 ste in d e hne r

)
、

思口焦 (o 娜‘‘滚动 t石声 乃‘山” , G 血th e r
)
、

蜡焦(z 山丫。 户了脚户公
.

(T
.

& 5
.

))
、

丰头雄 伍份娜钻
召g 邝“ 。

~
户良, 侧才 Bl ee玩)

、

摊 钾劲户
-

漏
t五声 b a m 如ra (R ie har d s

on ))
、

达氏船钉焦 (S a u加即bi o 碑a b项 B le 。址r
)
、

戴氏船甸焦

(S。、go 厉。 击a

杯 (Ab bott ))
、

逆焦 (p s e u d ob r

am
a s im o ni (B le e ke‘

))
、

叙的 (G o bi o

‘r召号”

tana
sa u v a罗)

、

黄硕焦印
‘而而b 口岁“, R ie h

.

)
、

罗汉焦 (Ps. 越
~

云ora p
,

a

se址。梦l)
、

白雌 (价m ic u lte r le u e ise u lu s B a s让)
、

泥鳅 (M‘圳
r , “5 sp

.

)
、

爬岩焦 (si o o g a s卜

r o 勿夕名。
sp

.

)
、

黄锄焦 (脚p留leo
tr’’s ,

耐
粉滩o o t’s (G th r

.

))
、

膀破 (R 五。俞
“ , : p p

.

)
、

拍 (山才纪 r

sp
.

)
、

脸 (p ‘r a‘了“用了

aso , L
.

)等
。

水康建成后
,

水流变援
,

能在静水中产卵的如鲤
、

脸等将迅慈增多
。

’

能在静水中生活
,

而需要在流水中产卵的如椒焦
、

够焦
、

虑口焦
、

赤眼蹲等
,

在干支流的上游党得新的产卵垢

所后
,

亦将有迅速的增加
,

因而它俩可能成为水康中焦类区系的主要粗成成具
。

适于流水生活的白甲
、

青波等
,
如果能在干贡流上游找到新的产卵坍

,

员叨将不致在清

江中消失
,

并可能在水康中粗擅存在
。

、

草焦
、

青焦
、

白眺仅在清江口 附近捕到
,

建坦后如果上游能找到适宜的产卵易
,

亦将在

库内得到发展
。

‘

清江中趣济焦类的种类并不多
,

蓄水后若不通过人工控制
,

兑猛焦类如纵焦
、

麟焦等

有可能占据上风
,

拮果将使康内挽产量大为降低
。

仁)长滩水康
·

长滩水康建成前的水盾
、

浮游生物
、

底栖生物和焦类情况以及建成后的各种斡变
,

大

致和永和坏水康相仿
。

所不同的是
:

·

1
.

长滩水康的泥砂撇积情况比较袒微
。

因为从上游干支流冲来的泥砂等易于沉降的

物体
,

将沉积在永和坪水康 ; 朝微的悬浮物厦
,

握输水管或溢洪道流入长滩水康
。

由子长

滩水康康身短
,

大部分将随水流出康外 ;庸区的受水面积不大
,

从瘴区冲入的泥砂
,

亦不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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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多
,

因而长滩水康的淤积速度
,

将远较永和坪为慢
。

.

2
.

水较浅
,

水位落差小
,

对于焦类食料生物区系的建立和发展更为有利
。

四
、

渝业利用及其趣济效益

从以上情况来看
,

浮游生物在水瘴建成后的当年或第二年
,

就可能丰富起来
。

底栖生

物尤其是着生的水生推管束植物
,

将需要较长的时简
。

浮游生物的迅速增长和底栖生物

区系的逐渐建立
,

水体生物生产力亦必然随着有很大的提高
。

永和坪和长滩两个水库的

面积
,

按正常高水位舒算
,

豹有 16 万亩 ;如此互大的水休
,

而又具有较高的生产力
,

如果利

用得当
,

将成为我国淡水庶业的优 良基地之一
。

永和坪和长滩两个水库具有山区峡谷的特点 : 康岸陡峻
,

缺少开朋的大水面
:
康床起

伏不平
,

多岩丘深沟
。

在 目前来视
,

对捕捞的确带来了很大困难
。

考虑到永和坪和长滩两

个水瘴的捕捞条件比较差
,

不宜于大量投青
,

可根据繁殖保护的原则
,

来逐步地提高樵产

量
。

为了加速握济焦类区系的建立
,

最初几年
,

可采取放养的方式 ;放养的对象
,

应选择能

在康区或上游产卵而又能在康区生活的焦类
。

同时亦应根据康内食料生物的情况
,

对食

性不同的焦类
,

加以适当的控制
,

以达到既能自行繁殖又能充分利用康内饵料
。

为了易于

捕捞
,

可考虑适当的提高中上层焦类的放养量
。

康区有些库湾
,

条件较好
,

可以修筑堤埙
,

进行精养
。

粽合以上情况
,

提出下列初步意晃
:

(一)大水面放养

水瘴建成后
,

浮游生物将迅速繁增
,

为了充分利用它俩作为焦类的食料
,

应大量放养

以浮游庄物为食料的花随和白眺
。

库内将有不少植物碎屑沉落库底么及部分底栖动物的

增长
,

因而可么放入适当数量的杂食性惫类如解
、

胸
、

筋(Me ga lo b ra m a ter m 动
“

价 )
,

赤眼蹲

和少数以底栖动物为食料的青焦
。 .

考虑到消落区可能种植一些农作物或草类
,

亦可以放

少量的草焦
。

膊焦是大型握济焦类
,

据水生生物研究所宜 昌工作站的青料
,

其消化道内有昆虫幼虫

和植物碎屑
。

从食性来看
,

爆焦是可么在康内生活的
、

为了剧造握盼
,

可以在库内就养一

部分达氏潺 (A ci p二。 浮ab 犷夕a 刀。) 和白崛 (A ‘p。、
;

痴二衍)
,

作为以后其他水库放养

时的参考
。

我国在中小型湖泊养殖上
,

一般粗养的放养量每公顷为 1 5 0 0一斗5 0 0 尾 (1 00 一30 0

尾 /亩 )
,

河道粗养为每公顷 1 0 , 0一 1 2 0 0 尾 (7 0一80 尾/ 亩)
。

永和坪长滩两个水漳以繁殖

保护为原RlJ
,

投放焦种的 目的
,

主要是加速握济焦类 区系的建立
,

以便在优势的基础上
,

握

过繁殖保护
,

在较短的时简内达到较高的产量
。

水库的面积大
,

为了减少投青
,

单位面积

投放量
,

可以少些
。

水康面积按 1 0 0 0 0 公填爵算
,

第一年投放 3 50 万尾 (3 5 0
.

尾/公顷
,

豹

23 尾 /亩 )
,

第二年 7 00 万尾(7 0 0 尾 /公填
,

衬 46 尾 /亩 )
,

第三年可根据惫类生长繁殖情

况
,

再作具体规定
。

爆焦的焦种
,
目前各养殖踢尚未进行养殖

,

可从长江中捕捞天然焦种
,

根据捕获数量投放
。

最初两年各种焦类的焦种投放豹略数量
,

大体可如表 7 所示
。

永和坪
、

长滩两个水库
,

由于缺少宽朋的大水面
,

而永和坪水康又此较深
,

按 目前的捕

捞方法
,

估舒起水率是相当低的 (表 8 )
。

花白嫩第一年起水率可按 15 多舒算
,

、

第二年按

2 。务爵算
,

其他焦类均按 5务针算
。

第一年的捕获量豹为 21
.

25 万公斤 (表 8 )
,

水库面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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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 最初雨年放养焦种的种类和数量表惮位
:万尾)

投放尾数
·

存 活 数
(成活率90 %)

投放尾数
} 存 活 数

}(成活率9 0 % )

份一一年一

目一

001峪Jlj994斗

2 00

2 0 0

10 0

1 0 0

5 0

1 8 0

1 吕0

9072朽朽1800000085
11碑
2

11

0
一,

、‘.、‘‘J

灌 (H 夕Po 户几, 入a l。 , ie 人才入y , 。, 0 1矛介行)

蝠 (才
, i , 一ic h , 入夕了 , 口bilil )

赤眼醇(s 叮u

al,
o b a
乃

。 , 二“ , ,
·

ic “伦,
)

触 (c , 户, 矛。“5 o a , , 宕。)

草焦 (c , e o o 户五a , 夕, g o d o , 才了e zz召 )

肪 (M o g a lo b , a , 、 a ,。 , 。 , i, a li 了
)

卿 (e泳
a

戚
, 二u , a , u ,

)

青焦 (M夕10 户五a , 夕, g o d o , p介 。“s
)

3 5 0 3 1 5 7 0 0 6 3 0

(T a b le 7
.

s p e ees a n d n u m b er s o f fin g e r lin 矛 a d y全s a bl e fo r p la n t in g 10 th e lst a n d Z n d ye a r s
·

u n it 1 0
,

0 0 0
.

2 n d su b e o lu m n , anl o u n t ; 3 r d s u bco lu m n , r a t e o f s u r v iv al ; 4 th a n d s山 su b eOl u m n ,

s a m e a s lst a n d Zn d
.

)

按 1 0 0 0 0 公顷爵算
,

每公顷产量为 21
.

25 公斤 (豹 1
.

41 公斤 /亩 )
。

第二年捕获 量豹为

1 07
.

2 万公斤
,

每公顷产量为 1 07
.

2 公斤(豹 7
.

1 公斤/ 亩)
。

表 8 最初雨年渝座盆估算表(单位 :万尾
,

万公斤)

年份 第 二 年
、

项 } }
一

捕 获 量 }
一

!
’

! 捕 获 量

卜
\

洲
‘

}
隔 !

亦眼蹲 }
腿 }
草焦 }
肪 }
卿 }

竺⋯‘

总 “

}

存活尾数 ! 庸 量 存活尾数 } 箫 量

捕 获 量

起水率 } 起水率

(2 0 % ) } (5 % )

6
.

75

1 0
。

8

2 5 7 1 67

3 0 斗

3 3
.

斗

6 0
。

吕

3
.

9

斗
.

5

3
。

1

们333362,‘,11�

1
.

1 5

1
.

1 5

0
。

9

0
。

5

朽722323189072朽朽18

1
。

5

7889公31

朽

、召,、‘..少

17
。

55 3
.

7 9斗
.

2 13
.

0

3 15 19 1

2 1
.

2 5

9 15 7 8 1

10 7
。

2

(T
able 8

.

E s t im a t e d fish p r o d u e ti o n i n th e ls t 。。d th 。 Z n d ye a r .

)

(二)库湾养殖

利用优良的康湾
,

握过筒易的施工
,

修筑堤埙
,

采用池塘养殖的方法
,

密放精养
,

将使

挽产量大大提高
。

选择库湾时应注意
: ( l) 湾底高度在正常高水位时的在水面下 5一 10 来

之简 ; ( 2 )库湾面积要大
,

湾白要小 ; ( 3 )工程量小等条件
。

第一年最好选择条件最好的几个康湾
,

作为就点
,

以后再根据人力物力
,

逐年增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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堤坦高度
,

应高出正常高水位豹一米
,

并储备竹箔
,

以便在特大洪水时
,

装在堤上
,

以防逃

焦
。

(三)激业机构

在水康蓄水前一年
,

应毅立水康庶业管理机构
,

食青斜划管理等事下面再分毅养殖

踢
、

捕扮队
、

加工厂等
。

养殖锡的地点
,

可考虑毅在磨市或白寺坪
。

敲两处均有山溪
,

沿溪流开掘焦池
,

在溪

沟上作一小埙以提高溪水水位
,

引溪水为水源
,

利用水位差
,

使各焦池能随时分BlJ 进行排

灌
。

养殖爆应在蓄水前一年培育焦苗焦种
,

以便水康建成后能及时投枚
。

第一年培养焦

苗钓需焦池 40 亩
,

第二年的 80 亩
。

焦种培育
,

所需焦他较多
,

为了节省投青
,

可与当地人

民公社合作
,

利用稻田养育焦种
。

(四 )捕捞塌的选定和清荃

水康蓄水前
,

应初步勘定捕捞踢
,

进行清基
,

否g[J 由于库底障碍物
,

影响操作
,

将造成

不可弥补的捐失
。

捕捞踢的选定
,

应根据焦类的生态习性和环境条件
,

按不同季节
,

选定

不同地点作为捕捞踢
。

春季至仲夏为生殖季节
,

性成熟的焦类
,

将徘徊子产卵锡附近 ; 由

夏末至秋末为摄食旺季
,

将趋于食料丰富的坍所 ;冬季底层焦类刻栖息水温较为温暖的地

方
。

雨季由于洪水的影响
,

据佛子岭水康养殖踢的握脆
,

花白触拿集于溢洪 口附近
,

而草
、

鲤
、

御等HlJ 逆水至上游
。

根据以上情况
,

永和坪水库可考虑丹水中 下游的黄家坪
、

周家坪

和后坪 ; 干流的平乐 口
、

西寺坪和白寺坪作为拖网庶踢 (图 1 )
。

长滩水康可考虑郡家坪和

廖家湾两处
,

作为拖网滚坍
。

以上八处拖网憔锡
,

均需进行彻底清基
。

水康上游或其他库区使用刺网或中层围网地区
,

可作一般清基
。

属于彻底清基范围内的房屋
、

坟墓
、

石碑
、

桥梁
、

坑沟等均需拆除缝平
。

树木
、

灌木丛

4lJ 需速根刨出
,

以免妨碍作业揖毁网具
。

属于一般清基地区
,

仅将房屋
、

石碑
、

树木等拆除或砍除即可
,

地基不必平整
。

如界有

特别障碍物
,

对中层围网作业有妨碍而又不易清除的如岩丘
、

互石等
,

应在岸
一

L毅立标志
,

以便藏BlJ
。

(五)繁殖保护

库内放养的握济焦类
,

在生殖季节应严禁捕捞
,

并为宅俩剧造适宜的产卵条件
,

如想
、

卿
、

筋
、

赤眼蹲等在生殖季节投放人工焦巢
。

青
、

草
、

触
、

睛四种惫类
,

可能在干支流上游找

到夫然产卵堤
,

否fllJ 可利用人工受精繁殖
。

对于兑猛焦类如缄焦
、

妹焦等
,

应尽力捕捞
,

并在生殖季节
,

利用雌惫锈捕
。

通过这些措施
,

瘴内握济焦类区系不仅可以迅速建立
,

储量亦将迅速提高
。

(六)拦焦殷备

拦焦殷备是水康憔业方面急待解决的简题之一
。

据佛子岭水康 1 9 5 7 年 7 月 3 日 19

时至 7 月 , 日 5 时
,

排洪 3寻小时
,

除休重较娜的焦未补算外
,

共逃出 8 公斤以上的草
、

青
,

嫩
、

睛 14 1 尾
, 0

.

5 公斤左右的编焦 82 尾 [0]
。

南湾水康 1 9 , 7 年 10 月
,

提起拦污栅
,

由输水

道排水三天两夜
,

共逃出 2. 5 万公斤
。 1 9 5 9 年 6 月 10 一n 日

,

从溢洪道放水 10 次
,

每次

10 分钟
,

共逃出 1
.

15 万公斤
。

从以上拮果来看
,

逃焦的情况是严重的
。

永和坪和长滩两

个水库养焦后
,

需在通航船阐
、

溢洪道
、

输水道等处安装拦焦殷备
。

至于采用何种形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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拦焦殷备最为适当
,

需要会同水利和机电专家
,

加以研究解决
。

部分焦类可能溯水进入干支流的上游
,

但仍有回康的可能
,

因此在进入水康的干支流

的河道上
,

就没有装毅拦焦毅备的必要
。

(七 )焦病周题

大水面里的焦病尚题
,

迄今为止
,

在治疗上仍然束手无策
,

只有采取预防的措施
,

减少

发病机会
。

因此在焦种放入水库之前
,

应进行检疫
。

如果发现焦种带有严重的传染病
,

可

以用消毒的办法治好的
,

应进行消毒
,

敲明确实无病之后
,

始可放入
。

如果握过消毒
,

仍不

能根艳
,

应加以毁弃
,

艳不可客惜
。

这里需要特别提出的是
,

爵多严重的焦病
,

常常是从其

他地方的买焦种时带来的
。

为了根艳传染路擒
,

最好自己毅踢培育焦苗焦种
,

如果非从其

他地方购买不可
,

应进行严格的检疫
,

以免遣患无穷 !

五
、

摘 耍

1
.

19 58 年春季
,

曾在永和坪
、

长滩两个未成水康的康区和干流上游
,

进行水生生物学

的流动稠查
,

并收集了一些有关的青料
。

2
.

拮合水库建成后的水文水盾及水生生物的可能演变情况
,

对水康憔业的翘营原则
、

握济效益
、

管理机构
、

养殖踢
、

捕扮踢
、

清基拦焦毅备
、

焦病预防等
,

都提出了初步意冕
。

[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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