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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江天鹅洲故道维
、

编
、

草鱼和青鱼
种群特征与数 , 变动的初步研究

吕国庆 李思发

(上海水产大学水产养殖系
,

2 0 009 0)

扭 拐 本文报道兴建中的长江天鹅洲
“

四大家鱼
”

天然种质资源库中继
、

鳍
、

草鱼与青鱼的

生长
、

死亡特性和资源数盆变动规律
.

对这生种鱼生长参数值的比较分析表明
,

天鹅洲故道继
.

墉
、

草

鱼
、

青鱼基本维持了长江天然群体的优良生长特性
.

1 991 年度
,

故道渔获 t 为 71
.

8 万公斤
,

其中
`

四大家鱼
”

产 t 8
.

8万公斤
。

链
、

墉
、

草鱼
、

青鱼的死亡率分别为 0
.

66
、

0
.

77
、

0
.

86
、

0
.

86
. `

四大家

鱼
”

的年资源补充 t 为 1 .6 7 万尾
,

乎均资源重 t 为 7
.

2 8 万公斤
.

目前该故道渔业所存在的主要问题

是过度捕捞
。

为了发挥种质资源库的预期效应
,

建议将
`

四大家鱼
`

的开捕年龄定为 3 龄
,

严禁捕捞

其当年幼鱼
,

捅捞强度控制在 .0 3~ .0 5 间
,

以期故道缝
、

墉
、

草鱼
、

青鱼的持续产 t 保持在 30 万公斤

左右
。

关. 祠 长江
,

天鹅洲故道
,

继
,

墉
,

草鱼
,

青鱼
,

生长
,

死亡
,

种群
,

数 t 变动

天鹅洲故道自然形成于 1 9 72 年
,

位于湖北省石首市境内
,

距长江
“

四大家鱼
”

的 最 大 产

卵场 (宜昌) 200 多公里 (图 1 )
。

故道呈马蹄形
,

长约 2 1 公里
,

正 常水位 (3 3
.

0
.

m )时
,

面积

1 3
.

7k m ,
(合 2

.

06 万亩 )
。

上口仅在高水位 ( 3 6
.

O m )时与长江相通
,

下口全年与长江相连
,

七
、

八月份故道与长江大面积相通 (图 1)
。

为了保护长江
“

四大家鱼
”

的丰富基因
,

维持其优良生长特性
,

为养殖生产提供强大的后

劲
,

国家正在长江天鹅洲故道建设
“

四大家鱼
”

天然种质资源库
。

本文旨在为建库及今后的管

理提供科学依据
。

l 材料与方法

1
.

1 样品的采维与侧定

现场选取鱼样品
,

进行常规生物学测量并取鳞片 3 ~ 5 片
。

在台式投影仪下观察年龄
,

测

童麟径和轮径
。

在 1 9 9 1 年 4~ 10
.

月和 1 9 92 年 6 ~ 10 月间
,

共采集
“

四大家鱼
”

样本 67 20 尾
,

其中绝大部

分采于渔业生产的旺季 (7 ~ 9 月 )
。

于 19 9 1 年 7
、

8 月中旬进行饵料生物采样
,

各项操作依 《 内陆水域渔业资源调查规范 》进

行
。

】9明一吕一 ` 收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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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

2 渔获且统计

在天鹅洲故道设2 1个采样统计点
,

分别统计规定区域内的网具数量
、

单位渔具的鱼产量
、

“

四大家鱼
”

的尾数及重童
。

参照鱼市场和捕鱼现场的调查资料
,

统计故道
“

四大家鱼
”

产 t 以

及总渔获量
。

1
.

3 分析方法与求茸公式

1
.

3
.

1 生长推算

按 L ee 氏法推算各龄鱼的体长
,

公式为

Z
。 : r 。

= L : R

式中 ln

— 推算体长 ; L
、

R
、

汽

— 分别为实测体长
、

鳞径
、

与推算体长相应的年龄的鳞径
。

1
.

3
.

2 体长与体重的关 系

W = a L
。

式中 W— 鱼体重 ; L

— 鱼体长 ; a

— 常数 ; 石— 指数
。

1
.

3
.

3 生长的数学描述

以 v o n B e r tal a n ff y 生长方程
`。 ’表达体长

、

体重的生长
,

以生长方程的一阶导数与二阶导

数表达生长速度和生长加速度的特点
。

生长方程为

L
: ” L .

Ll 一。 一 K (`一 `· ,〕

w
`
== W

.
[ 1一 e 一 K “ 一 ` · ,〕“

式中 L
,

— 最大年岭时鱼的体长
; W

.

— 最大年龄时鱼的体 重 ; 汤

— 体长趋 于 L .
时

,

表征生长速度的参数 ; 如

一
理论生长起点年龄

。

1
.

3
.

4 生长特性指数

生长特性指数最早应用于海洋鱼类
,

在淡水鱼类中曾用于罗非鱼
`二“ J和游

、

编
、

草鱼【。 J, 用

来比较同种鱼的不同群体的生长性能
。

公式为

沪
,
= 10 9 1 0希+ 2 l o g i o L .

式中 训— 生长特性指数 ; 希
、

L .

—
v o n B e r t al a n ff y 生长方程中的两个参数

。

1
.

3
.

5 肥满度

J( = WL/
3 ·

1 0 0

式中 K

— 肥满度 ; W— 体重 ( g ;) L we 一- 体长 〔。 m )
。

1
.

3
,

6 死亡参数

( 1) 总死亡率和总死亡系数 t遭山

习` 边吐丛土二丝丝二
万 i

+ N :
+ … + N 卜 i

A = 1一 S

Z = 一 I n习

式中 N `

— 渔 获物中感龄组鱼的数量 ; 召

— 残存率 ;

亡系数
。

( 2) 自然死亡率与白然死亡系数

迁

— 年总死亡率 ; Z

— 年总死

据 P a ul y (19 8 0) 依据 17 6 个种群的自然死亡系数
、

生长参数和环境温度间的相关关系提

出的经验公式
:

10 9 , o M == 一 0
.

0 0 6 6一 0
.

2 7 9 l o g i o L .
+ 0

.

6548 l o g i o k+ 0
.

46 4 8 10 9 10 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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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少

-
水体的平均温度

,

本文取 22
.

5℃
。

自然死亡率 D = 万邝
.

A

(3 ) 捕捞死亡率与捕捞死亡系数

捕捞死亡率 E = A 一 D

捕捞死亡系数 F = Z 一 M

1
.

3
.

7 资源 t 与补充全的估算

选用 B e v er 七o n es n o l七模式
『4 ’

、月卫尹、 l月I、 Jes工、 ..J

10自34
了百、了̀、了̀、
.

了̀.

P
,

=
R e 一对 (` o 一 ` , )

F + M

·

[ 1一 e 一 `尸十留 ,` r `一 “ ,〕

Y
。
= F

.

凡

P 甲 , R e一盆 (“ 一 ` , )评
. 另

Y 甲 = F
·

尸律

U
o e 一 。 : ( ` c 一 : 。 )

’

尸+ 对+ ” 无 〔1 一 e 一`尸 + g + ” ` , (“ 一 “ ,〕

式中 P

一
捕 捞对象的平均资源个体数 ; 只

。

— 捕捞对象的年平均资源重量 ; r h

— 捕

捞对象的渔获个体数 ; Y 二

— 捕捞对象的渔获重量
: 五

— 补充到渔场的个体数 ; 杯

— 进

入渔场的年龄 ; t
c

— 最初被捕年龄 ; 么

— 最大年龄 ; U

一
0U

、

U , 、

矶
、

U。
的值分别为 .1

一 3
、

3
、

一 1
。

表 1 夭鹅洲故道胜
、

.
、

草色
、

, 色的生长傲一 (单位
:

厘米 , 克)

T . b l. 1 G r o 贾亡五 d一 t o o f 一l l v e r o . r p
,

b l` h一a d
,
君r

一
e一 r , ` n d b l一 k 。一 r P o f s贾 a n o x b o , ( U n l t : e m : ` )

鱼 名 龄组 样品数
实 测 体 长

一
年增长

幅 度 均长士 SD

实 测 体 皿

幅 度 均皿 士 SD
年增皿

平均抽

其体长

on门自了
OD

22料“洲

缝

2 ]
.

3~ 3 0
.

2

2 8
.

0~ 4 3
.

7

3 5
.

2~ 4 0
.

8

4 9
.

8~ 5 7
.

0

5 7
.

0~ 6 3
.

0

9
.

4

8
.

9

8
.

5

9
。

8

2 0 0~ 5 8 0

5 0 0~ 1 7 75

9 7 0~ 2 30 0

2 ] 0 0~ 3 60 0

8 5 0 0~ 4 2 0 0

6 0 0

8 8 1

1 0 2 4

1 2 4 2

J9
.

8~ 3 4
.

2

2 9
。

0~ 4 3
.

5

4 1
.

8~ 4 8
.

5

6 1
.

2~ 5 5
.

6

6 4
.

0~ 7 0
.

0

8
.

9

J2
.

0

8
.

2

13
。

1

3 9 9

I J 7 4

] 10 3

26() 5

2 J
.

4

8 3
.

0

4 5
.

2

5 5
.

: ,

怡52场4238招]]

魄
八月内O

月̀O口d一Q甘.

…
`
任月Ot了几甘口目内0410

草鱼

J 9
.

5~ 3 6
.

0

3 0
.

0~ 5 2
.

]

盛1
.

6~ 5 3
.

5

)r 7
.

2~ 5 7
.

4

62
.

0

2 5
.

8士 2
.

7

3 5
.

2士 3
.

9

4 4
.

1士 4
.

】

5 2
.

6士 3
.

9

6 2
.

4士 2
.

5

2 4
.

]士 6
.

3

3 3
.

0士 8
.

9

4 5
.

0士 2
.

9

6 3
.

2士 2
.

3

6 6
.

3士 3
.

2

2 7
.

1士 3
.

7

3 7
.

5士 5
.

8

4 7
.

2士 4
.

0

67
.

4士 1
.

6

6 2
.

0

2 6
.

1士 4
.

6

3 8
.

4士 4
.

8

5 3
.

J士 4
.

4

7 0
.

9士 6
.

1

5 1
.

5

」0
.

4

9
.

7

1 0
。

2

4
.

6

八曰门了OVQ甘
.

…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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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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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鱼

19
.

4 ~ 3 2
.

7

2 8
.

5~ 4 5
.

2

4 7
.

7~ 6 0
.

0

6 4
.

8 ~ 7 6
.

8

8 1
.

5

」50~ 6 0 0

5 5 0~ 1 3 5 0

1 3花~ 2 4 0 0

2 ] 0 0~ 3 7 5 0

4 7 0 0~ 7 5 0 0

15 0 ~ 9 2 5

50 0~ 2 55 0

1 3 0 0~ 3 5 5 0

3 1 0 0~ 4 1 0 0

5 3 5 0

J5 0 ~ 7 2 0

6 2 0~ 1 9 0 0

2肠 0~ 4 200

6 5 2 0~ 7那 0

1 1 8 3 0

3 28士 9 7

8 2 8士 2 8 0

1 7 0 9士 5 5 2

27 3 3士 7 5 7

8 9 75 士 3 7 5

3时士 1 0 8

72 8士 1 4 7

1 8 9 7士 34 9

3 0 0 0士 1 2 7

5 6 50 士 ] 6 0 2

4 5 2士 J8 4

13 10士 5 3 5

2 0 0 0士 4 7 5

3 5 6 0士 56 0

5 3 5 0

8 4 9士 16 6

1 2 4 3士 3 9 4

3 0 5 0士 63 7

6 9 0 2士 93 5

1 1 8 3 0

8 5 8

6 9 0

1 5 5 0

1 8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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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结果

忍
.

1 故道谁
、

的
、

草鱼
、

, 鱼的生长特点

2
.

1
.

1 故道
”

四 大家鱼
”

的生长退算

天鹅洲故道链
、

绷
、

草鱼
、

青鱼各龄鱼的体长
、

体重的实测值
、

增长量及退算体长如表 1
。

由

表可以看出
,

退算体长与实测体长相近
,

无明显的 L oe 氏现象
,

这与长江青鱼 由 ’和汉江主要鱼

类
『l ’
的研究结果一致

。

2
.

1
.

2 故道
“

四大家鱼
”

的体长与体重关 系

故道链
、

编
、

草鱼
、

青鱼的体长与体重的关系式为 链
:

w = 0
.

024 65 刀
· “ ” “

(。 = 148
, , =

0
.

9 9 8 ) ; 绷
:

W = 0
.

0 25 56护
·

。 80。
(。 = 6 8口 = 0

.

9 54 ) ; 草鱼
:
平 = 0

.

0 1 86 5L 8
·

“ 1 4 6
(。 = 1 9 8

, r =

0
.

9 9 7 ) ; 青鱼
:
评 = 0

.

0 2 2 7 L 2
·

” 。 0 1
(。 = 89

, r = 0
.

9 98 )
。

以上各式相应的关系曲线如图 2
。

l,夕夕
w “ ,

}一
草焦

! 一 一 一 青焦

W`g ,
】一

`

}一
姗

20卜

, , ,

乡二` . d . . . . . . ` . . . . . 山 . . . .

4 0 80 L ( e m ) 8 0 I
J

( e m )

图 2 天鹅洲故道继
、

编
、

草鱼和青鱼的体长
、

体重关系

P j g
.

2 R o l压 t i o n s h i v b c t w的 n t h t b记 , l o n g th a n d b o d y w e i g h t c f s i lv o r 临 r p
,

b i g h e ; 、d
,

g r a ” e a r p a n d

bl a 血 ca r P o f S w a n o 篮 bvot

2
.

」二 3 故道
“

四大家鱼
”

的生长特点

(1) 故道链
、

境
、

草鱼
、

青鱼的生长方程

天鹅洲故道
“

四大家鱼
”

的生长参数 (L
. 、

W
. 、

希
、

.)t 值如表 2o

裹 2 天鹅洲故道性
、

.
、

草色
、

, 色的生长 , 傲

T a b l e Z G r o w t h p o r a m e t e r o f . 11甲 e r。 。 a r p
,

b i` h e a d
, ` r

一
。 a r p . n d b l a e k e o r p o f S w a n o x b o w

曰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口 . , . . . . . . . .

生 长 奋 粉

L , (
Cm ) 矽 . ( g ) 云。 (年 ) 拐点 (年 )

2 3 8 13
.

6

4 9 4 5 3
.

4

4 0 2 2 8
.

4

6 8 7 10
.

0

0
.

」4 8 3

0
.

1 1 5 4

0
.

1 2 6 8

0
.

] 5 4 1

一 0
.

4 965

一 0
.

盛7` 5

一 0
.

7 1 9 9

一 0
.

1 4 7 8

曰Oú00曰0.

…
O月0八0OU]

OUO曰4
. .J,1劝.上IJ

鱼鱼

链幼草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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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 七检验 [’ 。 ,

川
,

未发现故道
“

四大家鱼
”

在理论体长
、

体重和实际体长
、

体重上有明显差异

(` < .t0 词
,

说明用于分析的样品较具代表性
,

也表明了 v o n B er 七al 、 fn fy 生长方程较好地反应

了故道
“

四大家鱼
”

的生长过程
。

拐点是生长速度转折点
。

从拐点年龄以后
,

鱼体的生长速度明显减慢
,

故道链
、

墉
、

草鱼
、

青鱼的拐点年龄分别为 6
.

9
、

9
.

0
、

7
.

9
、

6
.

9 年
,

皆比性成熟年龄大 2~ 3 年
。

表明故道
“

四大家

鱼
”

在性成熟后仍继续生长
。

(2 ) 生长特性指数 (训 )

故道继
、

墉
、

草鱼
、

青鱼的生长特性指数 (训 )分别为 3
.

26
、

3
.

33
、
3

.

31
、

3
.

530

如表 3 所示
, “

四大家鱼
”

在天鹅洲故道中的生长特性指数值同在长江 `“ :.7 ’中的相近 (`<

.0t 动
,

说明在长江和天鹅洲故道两环境下她
、

鳍
、

草鱼
、

青鱼生长特性相似
。

裹 3 天鹅洲故道和长江的维
、

幼
、

草鱼
、

, 鱼生长特性柑傲

T a b l e 3 G r o w t h e h a r a e t e r i . t i e i n d e x o f . i l v e r e a r p
,

b l g h e a d
,

g r a二 e . r P a n d

b l a e k e a r P o f C h a n g j i a n g R i v e r a n d S w a n o x b o w

一
一一

- - - 一- - - - - ~ ~ ~ ~ - ~

水 体

长 江
检验

肠SJ4038
00.0onno韶邹5330

八nJo内J丹O
链

墉

草 鱼

青 鱼

云一 0
.

3 1

云< t o
.
0 ,

2
.

1
.

4 肥满度

天鹅洲故道缝
、

缩
、

草色
、

青鱼的肥满度变幅及均值如表 4
。

同长江
“

四大家鱼
”

的肥满度相

比
,

故道
“

四大家鱼
”

的肥满度略高
,

说明故道的饵料生物相对较为丰富
。

表 4 天鹅洲故道及长江的姚
、

幼
、

草 t
、

, 色的肥瀚度比较

T a b l e 4 C o m p a r i
s o n o f c o n d l t l o n f a c t o r . o f . 11甲 e r . o r p

,

b l` h e ` d
,
g r a 一 e a r p a n d

b l a c k e a r p b e念w e e n s , a n o x b o下 。 n d C h a n` Jl a n` R i v e r

一
~ .

一
. 曰~ 山~ 曰 . . . . . . . . .

鱼 名 水 体 肥 满 度 幅 度 肥 满 度 均 值 测 定 尾 数

故道 (长江 )

故道 (长江 )

故道 (长江 )

故道 (长江 )

1
.

7 6~ 2
.

62 ( ]
·

7 1~ 2
.

5 0 )

j
.

94~ 2
.

3 7 ( 1
.

2 8~ 2
.

6 7 )

1
.

9 7~ 3
.

0 0 ( 1
.

93 ~ 2
.

4 8 )

1
.

9 3~ 2
.

3 2 ( 1
.

4 6~ 2
.

2 3 )

2
.

1 1 ( 2
.

0 8 )

2
.

J6 ( 2
.

0 9 )

2
.

3 6 ( 1
.

9 5 )

2
.

1 4 ( 2
.

0 0 )

1 4 8 ( 2 0盛)

6 3 (3 0 )

J9 8 ( 79 )

8 9 ( 5 6 )

鱼鱼

链编

草青

注
:

括号中的数字表示
“

长江
’

水体的

裹 5 1” 1年度天鹅洲故道胜
、

幼
、

草鱼
、

* 鱼渔获 t (单位
:

万公斤 )

T a b一e 6 Y一e l d o f 5 11甲 e r o a r p
,

b i g h e a d
,

g r

一
c a r p a n d b l a c k c a r p o f s , a n o x b o甘 ( 1 9 9 1 ) U n at : 10` k`

一
一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月 份
项 目

一
合 ;+

] 1~ 5

“

四大家鱼
”

总渔获 t 」0
.

4 3

2
.

3

9
.

6

2
.

7

] 8
.

0 2

2
.

8

18
.

6 6

0
。

7

9
.

] 6

8
.

8

7 J
.

7 6

注
. 」1~ 6月份的部分渔获 t 资料由天鹅洲渔政站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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皿
.

2故道性
、

幼
、

草鱼
、

, 鱼的种群结构与橄 ,

2
.

2
.

1 故道鱿
、

绩
、

草鱼
、

青鱼的比例

1 9 9 1年丰水季节
“

四大家鱼
”

各月的渔获量如表 6
。

故道缝
、

鳍
、

草鱼
、

青鱼的重量比为

2
·

8 : 1
·

仓 7
.

0 : 2
·

;9 尾数比为 2
.

: 8 1
.

0 : 5
.

6: 3
.

0
。

反应了长江中游江段草鱼种群数量较大
,

青

鱼
、

链次之
,

编较小的种群组成特点
。

2
.

2
.

2 故道妓
、

绩
、

草鱼
、

青鱼的年龄 结构

采集样品中
, “

四大家鱼
”

各龄组的数量如表 6
,

其中 1 龄鱼占绝大部分
,

约为 7 8帕
,
2 龄鱼

占 1 7肠
,
2 龄以上鱼仅占 6呱

。

可见故道继
、

编
、

草鱼
、

青鱼年龄结构简单
,

高龄鱼少
。

裹 6 夭鹅洲故道胜
、

一草鱼
、

, 鱼各阶组样品的橄 t

T a b l e 6 N 扭 . b e r o f 一 a m P l e s o f . 11甲 e r e a r p
,

b l ` h e a d
. ` r a 3 , e a r P a n d b l a e k e a r p o f S w a n o

x
b o w

一
- - - - ~ - - ~ - ~ ~ ~ - ~ -

龄 组 继 幼 草 鱼 竹 鱼 合 计

—
— —

—
—

—
~ - - -

-
- -州一~ ~ ~ ~ ~ ` , ~ ~ ~ ~ ~ ~ ~ , . 加勺一~ ~ ~ ~ ~ , . . . . . . . ~ 山 ~ ~ . 月

3郎

3 2

]巧8 4

3 4 3

6 1

15

14以部200韶」蝴哪0J
8

5 L : 1 1 t 贬弓

合 计 2 0 0 9

2
.

3 故道妓
、

端
、

革鱼
、

青 鱼的死亡率与死亡 系数

故道
“

四大家鱼
”

的死亡率与死亡系数如表
.

7
。

据报道
,

长江长吻跪
`” ’ , )

`一

东东江鲤鱼
【” ’ ,

青

海湖裸鲤 t` ’的总死亡率分别为 0
.

4 5
、

o
·

6 2
、

0
.

50
,

年总死亡系数分别为 0
.

6 9
、

0
.

73
、

0
.

6 ;8 而故

道
“

四大家鱼
”

的总死亡率和总死亡系数分别为 0
·

77
、

1
.

68
。

文献中未见有
“

四大家鱼
”

死亡率

与死亡系数的报道
。

同其他鱼类比较而言
,

故道
“

四大家鱼
”

的死亡率很高
。

衰 了 天鹅洲故道胜
、

幼
、

草鱼
、

, 鱼的死亡 . 橄

T . b l e 7 v . l u e o f d e a t h p a r a m e t e r . o f s l l v e r c a r p
,

b l ` h e a d
, ` r a s . e a r p a n d b l a e k e a r p o r s w a n o x b o 甘

一
一一一一~ - ~ ~ ~ ~ ~ ~ . . .

_
实 际 死 亡 率 死 亡 系 数

耸 石

—
一

一
一

弓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 - 一

总死亡率 ( A )
「

目然死亡率 (D ) 捕捞 死亡率 ( E ) 总 死亡系数 (Z ) 自然死亡系数 (M ) 捕捞死亡系数 (尸)

奶56越7J
八曰ù
0八曰nlt

,月
.

曰O八自曰OO曰,J,1, i
.

…
八曰八口n八11月0JJ6

月O月O月̀OnùRù
.

…
O八曰On
à

链

幼

草鱼

青鱼

1
.

0 6 8 1

1
.

2 4」7

】
.

9 9 5 7

1
.

9 9 8 0

0
.

38 2 9

0
.

2 6 0 7

0
.

2 8 3 3

0
.

3 5 2 2

0
.

7 3 5 2

0
.

9 8 }0

1
.

7 1 2 4

1
.

6 4 5 8

平均 0
.

77 0
.

1 6 0
.

6 2 ]
.

5 75 9 0
.

3 0 73 1
.

2 6 8 6

2
.

2
.

4 故道缝
、

编
、

草鱼
、

青鱼种群数量及变动

将捕捞死亡系数 ( F )及
“

四大家鱼
”

的渔获统计数据 (Y
。 、

Y w) 代入 B ve e r
ot n 一H ol t 模式

(2 )
、

(4)
,

分别算得天鹅洲故道
“

四大家鱼
”

的资源数量为 16
·

71 万尾
,

资源重量为 7
.

28 万公

斤
。

由最初被捕年龄 “ = 1
,

进入渔场的年龄 t
r

= 1 及已求算的 F
、

M
、

么
、

几 值 一 并代入

B e v e r , o n
一

o l t 模式 ( 1 )
,

求得故道
“

四大家鱼
”

的种群补充量 为 2 6
.

0 6 万尾
,

如表 5
0

19 88 ~ 1 9 9 2 年
,

天鹅洲故道链
、

编
、

草鱼
、

青鱼的产量及总渔获量如表 9
。

长江天鹅洲故道



1期 吕国庆
、

李思发
:

长江天鹤洲故道继
、

姗
、

草鱼和青鱼种群特征数里变动的初步研究

的总渔获量和
“

四大家鱼
”

渔获量在逐年下降
。

衰 .率水期夭鹅洲故道班
、

.
、

草色
.

青色平均资耳 t和补充 ,

T a b l e 8 M e a n . bu n d . .

…
n d二 m b . r o f r . e r . l t m二 t o f 一 11下 . r 。 一 r P

,

b l g h e a d
, ` r a , -

e ` r P . n d b l一e k o . r P d u r i n g f l o o d l . ` 一` 一o n 一 o f s , 一 n o x b o份

一
曰 . . . . . . . . . . . . . .

平 均 资 源 t

资源补充 t (万尾 )
资源数 t (万尼 ) 资源盆 t (万公斤 )

胜

墉

0
.

4 70 8

]
.

7 J2 7

乙
.

6 5 CG

2
.

8 6 8 6

2
.

6 2 7 0

0
.

G9 0 7

2
.

8 2 9 2

1
.

1 3 2 5

6
。

9 1」6

2
.

1 2 6 7

] ]
.

28 89

5
.

7 3 1 3

鱼鱼草青

1 6
.

7 0 8 6 7
.

2 79 4 2 6
.

0 5 8 4

农 9 夭鹅洲故道近年总渔获 . 及妞
、

,
、

草色
、

, 色产 t (万公斤 )

T a b l e 9 To t a l f l o h e r y 了 l e l d ` n d p r o d u t l o n o f . ll v e r一 r P
,

b l ` h e a d
, ` r a 一a e ` r p a n d

b l a e k e a r P o f s , a n o x b o 份 In r e o . n t y e一 r一 ( 1 0
4 k g )

年 份 链 姗 草 鱼 青 鱼 其 它 合 计

1 9 9 1

1 9 9 2

8 3

3 0

0
.

6 4

0
.

0 3

4
.

4 5

奋
。

Gg

.

8 8

。

60

6穷
。

0

6 3
。

7

7 1
.

8

7 0
。

公

注
:

] 9 8 8年
,

19 90 年无分类产t 资料
,

合计分别为 8 4
.

0万公斤和 弱
.

0 万公斤
。

3 讨 论

3
.

1 天鹅洲故道姚
、

的
、

草鱼
、

, 鱼的渔业利用评价

天鹅洲故道链
、

缔
、

草鱼
、

青鱼在 6龄之前的体长与体重的生长速度不断增加
,

在 3 龄之前

的生长加速度不断增大
。

而天鹅洲故道渔获量中当年幼鱼高达 78肠
,

2 龄以上的鱼仅 6肠左

右
。

这表明故道内这四种鱼的绝大多数个体未能度过快速生长阶段就被捕上市
,

造成了资源

的极大浪费
。

据我们统计
,

丰水季节
“

四大家鱼
”

及其它鱼类随江水上涨进入故道索饵生长时
,

在仅

13 30 ha 的河道内
,

渔业人数高达 45 0 人
,

作业渔船 20 0 多条
,

稀大拉网 (2a > so m ) 3 部
,

密大拉

网 (麻布网 ) 28 部
,

网薪 3 00 多套
,

其他小型渔具若干
,

在如此强大的捕捞强度下
,

不到枯水季

节
,

故道里的中上层鱼就几乎被捕光
。

这种短期行为的渔业方式
,

不仅渔业效益低
,

而且破坏了

鱼类资源
,

还浪费了饵料生物资源
,

此种情形绝不能满足种质资源库生产与存留亲鱼的需要
,

应加以纠正
。

3
.

2 夭鹅洲故道姚
、

幼
、

草鱼
、

, 鱼的种群资派 I 理

由 B e v e r t o n

一
o l t模式 ( 3 )

、

( 4 )的推衍式

Y脚一 F。

一
W

·

愈鲁瑞器
〔̀ - e - (· · · ·

一
〕

把在不同开捕年龄和捕捞强度下
,

依据本文求算的参数值代入上式
,

求得夭鹅洲故道链
、

墉
、

草鱼
、

青鱼单位补充量产量 (图 3)
。

由图可以看出
,

无论开捕年龄怎样变化
,

故道
“

四大家

鱼
”

的单位补充量产量都在捕捞强度 F 为 。
,

3一。
.

6 时达到其最大值
。

当 F < 0, 3时
,
鱼产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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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低
,

渔业资源未能得到充分利用 ; 当 F > 0
.

5 时
,

鱼产量几无增加 ; 尸继续增大时
,

鱼产量反

而稍有下降
,

渔业资源处于过度利用状态
。

由此作者认为
,

夭鹅洲故道链
、

编
、

草鱼
、

青鱼的捕

捞强度以 0
.

3一0
.

5为宜
。

亨瓜 (克/尾 Y / R (克 /尾 )

1 0 00

5 0 0

2 00 0

1 00 0

0
.

5 1
.

0 1
、

5

Y / R (克 /尾 ) Y / R (克 /尾 )
2。。。

1 2

100 0 1 00 0

青焦

0
.

5 1
.

0 1
.

S F

图 3

裹 10

天鹤洲故道缝
、

墉
、

草鱼和青鱼在不同的开捕年龄 (t0 )与捕捞强度 (F )下的单位补充 t 产 t

F 19
.

匀 Y i e l d 训
r r 。 。 r u i t伽

力七w i t h d i f f 6 r o n t a g o s o f f i r s t e a讨 u r e (七
。
) a n d f i , h i : 、 g , n o r t a l i t y

e o e f f i e i o n七5 o f s落Iv e r o a r p
.

b i g冬
l o a (1

,

g r a , , 。 a rP
a n d b l a 血 。 a r p o f s w a n

伍 b o卯

在资派补充 , 不变及捕捞死亡军胜 ( F )为 。的情况下
,

故道胜
、

幼
、

草鱼
、

, 色不同助组的资耳 ,

T . b l e 10 F l o h a b u n d a n . e o f d注f f e r e n t . ` . : o f 一 11甲 e r e a r p
,

b lg h e a d
, ` r a s一 e a r P . n d b l a o k e a r P o f

s w a n o x b o w u n d e r 0 e o n 一t a n t r e e r u l t m e n t a n d f i一h i n ` m o r 七一 I l t y e q u a l . t o o

鱼 名 链 幼 草 鱼 青 鱼 合 计

资源补充 t (万尾 )

残存率 ( )A

6
.

9 1 1 5

0
。

7 9

2
.

12 6 7

0
.

8弓

] 1
.

2 8 8 9

0
.

8 8

5
.

7 3 1 3

0
.

8 5

2 6
.

05 84

年 龄 资源 t (万公斤 )

资源数t (万尾 )

平均尾重 (公斤 )
·

资源数 t (万尾 )

平均尾里 (公斤 )

资源数t (万尾 )

平均尾重 (公斤 )

资源数 t (万尾 )

平均尾重 (公斤 )

习 (数盆 x 尾 皿 )

5
.

4 6 0 1

0
.

3 2 8

4
.

只1 3弓

0
.

8 2 8

a
,

40 7 6

1
.

70 9

e
.

6 9 2 0

2
.

7 3 3

1
.

8 0 77

0
.

3 2 4

1
.

弓3 0 6

C
.

7 2 8

]
.

3 0 6 1

1
.

5 9 6

1
.

1 1 0 2

3
.

0 0 0

9
.

9 3 4

0
.

4 6 3

8
.

7 4 1 9

1
.

3 1 0

7
.

6 9 2 9

2
.

00 0

C
.

7 6 9 7

3
.

5 5 0

4
.

8 7 1 6

0
.

34 9

4
.

1 4 0 9

1
.

2 4 3 3

3
.

弓1 9 7

3
.

8弓O

2
.

9 9 1 8

6
.

90 2

8
.

6 74

2 1
.

2 8 3

3 7
.

2 0 7

5 5
.

3 6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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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思发
:

长江夭鹅洲故道继
、

墉
、

草鱼和青鱼种群特征与数最变动的初步研究 1弓

从开捕年龄看 (图 3 )
。

推迟开捕年龄可显著提高故道家鱼的单位补充且产量
。

表 1 0为假

定补充量不变且 Fo =时
,

天鹅洲故道继
、

端
、

草鱼
、

青鱼 1 ~ 4 各龄组鱼的种群资源量
。

开捕

年龄为 2
.

0
、

3
.

0
、

4
.

0 时
,

故道
“

四大家鱼
”

的种群资源 t 分别为 2 9
.

86
、

6 7
.

1 2
、

122
.

49 万公斤
。

从理论上讲
,

开捕年龄越大
,

真单位补充盘产t
、

资源 t 越大
。

但据我们估算
,

故道
`

四大家鱼
”

的鱼产潜力仅为 66
.

67 万公斤 (表 1 1)
,

正是开捕年龄为 3 龄时的
“

四大家鱼
, ’

种群资源量
。

所

以
,

我们建议故道
“

四大家鱼
”

的开捕年龄定为 3 龄
,

以捕 3 龄后备亲鱼为主
。

衰 ” 天鹅洲故道 .
、

.
、

草色
、

, 色色产力的估林
T` b l e 11 E s t lm a t e d p r o d。 。 t i甲 i t了 o f . l l v e r e` r p

.

b lg h e . d
. ` r a一 e a r p . n d b l. e k e . r P o f s诗 . n o x b o份

饵 料 生 物 生物 t ( k g ) 尸 /B系数 利 用 率 饵料系数 鱼产力 (kg)

浮 游 植 物 2
.

l x 1 0, ] 5 0 0
.

7 1 00 2
.

2 x 1 0。

浮 游 动 物 1
.

5 x 10 5 5 0 0
.

6 10 3
.

6 x 1 0 ,

水 生 植 物 6
.

4 x l o . 1
.

2 5 0
.

6 1 00 4
.

o x l o .

螺
、

蚌娜 1
.

5 x 1D 6 2
.

0 0
.

6 6 0 2
.

5 x 10 .

合 计 6
.

6 x 1s0

又依据维持最大持续产量 ( M SY )的资源水准约等于原始资源盘的一半
,“ ’的原则

,

并考虑

到其它鱼类也要利用部分天然饵料
,

认为天鹅洲故道链
、

鳍
、

草鱼
、

青鱼的年产量以 3 0 万公斤

左右为宜
。

当然
,

天鹅洲故道链
、

墉
、

草鱼
、

青鱼的补充量有赖于长江内这四种鱼资源的丰歉及故道通

江时间的长短
,

不是一成不变的
,

这就必须对故道和长江的
“

四大家鱼
”

进行动态监测
, 以制定

合理的资源保护与管理措施
。

3
.

3 长江
“

四大东鱼
”

资娜变化位势

天鹅洲故道为长江中游九曲回肠江段迄今仅存的三个通江水体之一
,

是不可多得的观察

长江鱼类资源变化的窗口
。

经过 1 991
、

19 92 年对天鹅洲故道渔业的详细调查 (表 9)
,

确认故道

鱼产量在逐年下降中
,

可以作为长江鱼类资源不断下降的证据之一
。

在
“

四大家鱼
”

资源下降的总趋势中
,

天鹅洲故道草
、

青鱼的产里变化幅度相 对较小 (表

9)
,

但链
、

编鱼产量不仅低而且波动大
。

结合天鹅洲江段张捕的
“

四大家鱼
”

鱼苗中链
、

姗成色

逐年降低的事实
,

可以认为修闸建坝
、

围湖造田
、

污染所造成的水域生态的破坏对链
、

姗
、

草鱼
、

青鱼资源的影响程度不同
,

链
、

编受影响较大
,

因此对雌
、

编种质资源的保护尤为迫切
。

在调查研究中
,

得到周碧云副教授 的许多带助及湖北省石 首市水产局
,

老河亲鱼原种场和

天鹤洲广 大渔 民的大力支持
,

特此一并致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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