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捕 事:利用油获物统计法对战国饵鱼主产区黑龙江、低江饵费十几年的捕获物进行研究。研究发现:由于人

为酷捕滥捞、环境恬艘，黑龙江饵最种群结构严童失衡、资糠急剧下降 (4 52t，1987年，120 t.l999年) ;由于长江

葛训坝橄榄，阻隔怯枉饵鱼费的酒糟，致使长江的中华饵性比央调 (♀:1 = 1:0..39.1蜘年仆998啊，雄性补

充群体严重不足，繁殖种群退化，中华筒提提可危。自饵和边氏饵现巳濒临绝迹。本文棋迷了我国饲鱼的保

妒和利用现状及今扁扁采取的措施;并对我国饵:i.利用途径进行了棉讨。

提搞调:饲樊;资棚保护;资摞利用;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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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resources， protection and utilization of sturgeons in China 

SH阳IZ拙h伽酬ang矿I，WANG Yuo咄m旷.，UWe创m伽时n盼川1卜-100咆ι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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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灿灿币le fish catch statistics is adoptedωresearch 00由e sturg回n harv倒ls in阳Amur River and the Yangtze 

River， which are main fishing areas of sturgeons. It is found that the population structure of Amur River stu耶ons is 

w由alanced and the re朋uroes are precipitated (452 t， 1987 : 120t， 1999 )， because of lhe severe fishing and 

environmental pollution;由翩翩Gezhou巾m blocked the migrating route of Chinese stur蜘00 in Yangtze阳ver， sex 

ralio is out of proportion (f: m = 1 : 0.39 ， 1996 - 1998) of Chinese slur富;eon， male supplement阳'Pulation is 

iosufficier此I reproductioo阳'pulation is degraded; that Chin翩翩rgeon is endangered and the阳ce of Dabry 

sturgeon and Chinses paddlefish is hard lo find. The paper describes the current situ且.tion of protection and 

utiliz刷00 of stur阱ons io China and suggests measures ωbe adopted， and further discusses the way of utilization on 

stur萨on.

Key words: sturgeons; resource protect切n; resource utilization; China 

我国蝇类隶属2 科 3 属 共8 种，主要分布在长征水系、 黑:itt[水系 和西北的新疆三个区峨内。即栖

息于黑龙江水系 的史氏倒和达氏饵，栖息于长江水系 的中华饵、自倒和达氏蝇。其次是上世纪80年代

分布于新疆地区伊掣坷的裸腹僻、翻尔齐斯洞 的小体销和西伯利亚蝇。甥类在 我国分布地域广泛 。近

接年由于江问阻阳、水城市染和人为 醋捕，资源显著衰退，有的巳濒临灭绝。 80年代， 黑龙江饵煌的最

高年 产量为 45241]，早均年产最为3 46t;而 90年代最高产量仅 为243 t，平均年 产量仅为 181 to 90年代 的

事均产量凡事是 80年代 的一半。1仰2 � 1980年 的中华锦的产最披动在 391 - 636路 之间[2，3] 平均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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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7尾/年，1981年长枉截流中华饵在坝下聚集形成捕捞商峰，达 1163尾 山，而到 了佣年代 用于科研及

放流年平均捕获景不到 1ω尾，最低量为 60尾。1983-1986年捕到 低班白饵 35尾 ，19归年 几乎发现不

到自姆的踪迹[飞本文就我国锦类资源现状与保护利用途径进行了探讨。

'1 我国饵类资源状况

1.1 黑龙江倒类资源现状

r‘ 

黑龙江全长2284km，流人俄罗斯的嘟夜克悔，每年 封冰期为6个月，明水期年平均水蹦16.18吧。

黑龙江倒鲤(史氏偶和达氏鲤统称，下问)的商业捕捞始于1958年 ，那时产景很低(4lt)，一方面由于本

世组韧前苏联的过度捕捞，使黑龙 江锦锦资1:受到 了严重的破坏，自然资摞攒走;另…方面，由于 当 时 我

国的捕捞生产力水平很侃一… 人力划船用流刺网作业或圃网作业 。黑龙江倒 魄的最高产量出现于上世

纪80年代中 后期 ，这 是由于 前苏联组几十年的紫捕护养了自然资源，再加上 前苏联在 黑龙江流域建 了

几处放流站 ， 人工增殖饵鲤鱼资源，以及在 80年代 我阔的捕捞能力得到 了提高，完成 了从人力船捕鱼到

机功船捕捞的过渡。因 此，1987年 饵鲤产量达到 452 t[l]( 见阁1)。其 后产量在 逐年 下降(统计数字)。

实际上产量丰盛的年 份大的持维5年左右，但有些数据统计不上来， 这是由于 私捕滥攒以 及私 人加工鱼

籽酱猢厥造成的。进入创年 代，我国黑龙江铜锤产量开始大幅度下降，而中游的抚远江 段产最占黑龙

江产量的百分比也大幅度上升，几乎占 据了总产摄的佣%以 上。这 说 明 环境将染和过被捕捞已 使黑龙

江上游 段无鱼可捕，有的江 段饵 酶已经绝迹(松花 江、牡丹 江)。

1985 1栅1987 1酬1唰1990 1991 1992 1则1994 1卿1996 1997 1棚1999

年份

图1 黑龙江史氏饵和边民僻的年产量

Fig.1 Yearly output of Amur øtul'gω'n (A呻ωser sclumckü ) and Kaluga (HIω。daw印刷)in Amur ßjver in China 

从三次调聋(1985年、1989年、1佣9年 )结果看(见表1)，黑龙江倒鲤种群结构的变化趋势是，种群中

个体大、年龄高的个体数量在减少，边说明捕榜强度过大破坏 了种群的早衡，致 使繁殖种群的结构不合

理，严重影响黑龙江饵煌的野生 资源。

襄1 跚龙江饵撞不同华份种'导描构对比

Tab.l Popula伽m 耐ue阳re of Amur RJver跚跚鸣eol且

体长(cm) 体聋(k(!) 年龄 占种群的百分比(%) 调查年份

120-180 11-24 92 1985 

70 1999 

1∞-180 5恤25 9-18 87.7 1989 

85.3 1999 

达民健 >36 5.3 1985 

2∞-3刻 2.3 1989 

6s翩290 75 1985 

81.6 1999 

2ω-衍。 48.3 1989 

46.1 1999 

54 1989 

40-115 66.7 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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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江饵类资源的现状

长江全 长6380km，年平均水温 17.25CC，生存三种饵，即中华饲、达氏甥和自蝇。198 0年以 前 ，长江

饵的产量较稳定，年捕捞量波动在 391-636尾之间[2，3](见图2)，平均 517尾/年[2]。从 图2 可看出截流

前坝上、坝下江段中华饵产量相差无几。由于葛洲坝阻碍饲类捆游通道影响了繁殖， 现 在 达氏锦和自饲

几乎绝迹，目前中华饵也 已发发 可危。但最新研究 结果 表明中华饲在葛洲坝下的产卵场可 以 产 卵繁

殖[剖，但产卵场的面积则 大大减少。1983年全面禁止对中华蝇的捕捞，并严格限制科研用鱼， 1988年 ，

中华饵 等 被列 为国家一级保护动物。

自 1983年以来，每年 用于科研和增殖放流的 特许来捕中华 费指标在 50- 120尾之间，这 些鱼均捕

于坝下。 近年来，中华锦的 数量呈明显减少趋势，这 主要表现 在中华饵种群结构发生明显 变化。根据

1981 - 1师3年连续14年 的 数据，从 19佣年开始，雄性低龄鱼的比例减少了 89.8%。自从 1994年以来，

在中华甥产卵繁殖期间(10-11 月)，在捕捞 强度未有减弱的 情况下，在坝下到古老坝江段出现 了捕不

到中华锦的 "断层期"，长达15.- 20d;在荆沙 的 石首、郝穴及龙舟江段 情况更为严重，竟然有 2个月时间

难 以捕到5尾中华饵，这在葛洲坝截流的 前 12年中是没有见过的。长江口中华甥幼鱼数量 较葛洲坝截

流前 明显减少， 表现 为分布范围缩小和相对减少。在ω年代、70年代，中华饵幼鱼在长江口为四种 主

要的经济鱼类之一，而截流 后，每年误 捕的总量仅约 为5侧尾[S] 。

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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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2 在长江年捕在中华饵数量

Fig.2 Nun曲:r oc Chine畴sturegeon (� sÎM.!ÍI ) harvestecl in Yangtze Riv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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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中华甥的成熟期较长，雌性约 18年 ，雄 性 12年 。在葛洲坝截流 后15年(1981-1994年)，产卵

群体 主要来摞于 截流前 的 世代 。预期在此后的数年中，中华甥产卵群体数量 将会出现陡降期 。据估计，

在宜昌江段，目前每年秋季产卵群体的数量约 为5∞尾山。
从 表2、表3、表4可以看出目前中华饵的平均体长和年龄都略有增加，性 比出现 失调趋势，雄 性补

充群体严重不足，整个繁殖种群出现衰退现象。

长江自饵 现几乎绝迹。1981 -1993年在葛洲坝下共 捕白饵 114尾 ，年平均 9尾[4]，1994年捕到最后

一尾自铜川 。 达氏甥由于个体小，经济价值不高，研究较少，但现 在可能已经绝迹。

囊2 不阿华代申华饵体长变化情况

T曲.2 Cba咱e ID body leI鸣也01 CbIDe8e s恼'锢恤YII电臼!e R1v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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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

囊3 不同华代中华饵平均每龄变化情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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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我国饲鱼类资源保护状况

2.1 黑龙江倒鱼类资源的保护

2.1.1 目前日来取的保护措施

实施捕糖许可证制皮 实施捕捞许可证制度，可以控制无限增加船 只和阿具，维持一定的捕捞 强

度， 跑到禁止偷捕珍稀鱼类的作用。

取精有害渔具，规定在j、捕椅规格取缔直径大于 4mm胶维三层流刺网及其他有害渔具(江底攘

钩等) ;限制锦锦捕捞规格，(植业法》规定史氏饵最小捕捞规格为体长1 m戒体重 4kg，达氏鲍最小捕拇

规格为体怯 2m成体囊65kg o

制定禁渔期和禁撞区 我国{渔业法》规定黑龙江鳞温期为6 月11 日至 7 月5日。黑龙江常年 禁

撒陈设在 萝北县境内大岗网滩江段 2 .5km长 我国一侧水域。禁渔期 和禁温区的实施使氏史倒和达氏

鲍捕捞置得到控制，部分产卵群体得以自然繁殖，饵幼鱼可以正常育肥，有利于保护照龙江的饵类资源。

建立人工繁It放流站 增加放流合格的稚幼鱼数量是人工增殖黑龙江史氏销和站民银资源的有效

手段之 一。1987年黑龙江省勤得利农场建立史氏饲养殖放流实验站。现该实瞌站每 年 6-7 月向黑龙

江人工投放伺稚幼鱼， 数量少得可怜。但放流捕的建立为维护黑龙江饵鱼类资源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2001年黑龙江省特产 鱼类研究 所首次向黑龙江放流大规格饲 鲤鱼，最大体重达 1.5kg， 体妖ωcm陶
80cm o 

2.1.2 越议今后来取的保妒措施

修订禁温期和增设禁渔区 近年因江阿问期水瓶提高，虫氏饵和达氏鲤提前进入产 卵场 ，建议原禁

植期从6 月11 日至7 月5日改为6 月1日茧7 月10日。在黑龙江千流，新 的禁泊区应设在撒获 量最大
的抚远江段大亮心子滩上下3 km江段。

提高放流规格、增建人工繁殖放流站 体意0.05g 的饵仔组放入环摘复杂的黑龙江中， 多数 成为凶

猛鱼的饵料，存活在5少。常增大放流规格，提高放流质量。饵仔鱼人工培育至体长 IOcm、体重达到 5g

时 ，在自然界的存牌大大提高。根据目前 资拥状况，建议在抚远江段和圳江段各建一座年 产 1侧

万属史氏饵和达氏鲸稚幼鱼的人工繁殖放流站，以提高 我因人工增殖饵鲤鱼的能力。

改善生患环境 由于人为的破坏，滥砍滥伐，使水土大量的流失，黑龙江的水环境发生了很大变化，

不利于史氏饵和达氏键的生存。而无节制的工业废水的污染，使黑龙 就水系的多种有寄回子的含量趟

栋，尤其是部分重金属的含量过高，姐过史氏饵和达氏酶的忍受范围，部分鱼慢性中毒而死亡;部分幼

鱼， 尤其是鱼苗急性中毒而死去。从 1996年 开始，每年 春季黑龙江刚解冻时， 抚越江段出产 的狗鱼、翘

嘴缸有强烈的农药、纸浆眯;更为严嚣的是有时史氏饵、达氏镇也有异睐，黑龙江的精染程度由此可 见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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斑。因此，今后应特别性重生态保护，禁止不达标的精水 向黑龙江中排放，以改善史氏调和达氏健的生

存环境，从而达到史民饵和达氏鲤能自然增殖的目的。否则 ，黑龙江的饵鲤鱼不久将绝迹。

2.2 长江倒类资糠保护措施

2.2.1 包揽取的保伊措施
(' 

全面禁捕、设立挚漳期和保护区 自从葛洲坝截流以来，阻断了中华僻的产卵捆游的通道，中华饵

被it!集中在坝下很小的…处产卵场产卵繁殖，天然补充群体很少。1983 年，中华饵全回禁止商业性捕

捞，锦年 只允许有计划的捕掳部分亲鱼用于科研和繁殖。我国{植业法》规定每 年 6 月22 日至 8 月22
日为长江口的沿海鳞油期 ，以保护长江中华锦幼鱼资源[610为保护离洲 坝下宜昌江段中华倒产卵繁殖

群体，1996 年 湖北省建立长江湖北宜闺中华锦自然保护区( 省级)，江段自葛洲坝茧战江罗家何，流怯

135km，而飘80 km2[6]。

已提进行了人工繁殖放流 中华倒的增殖放流等工作主要是由中华饵研究所和中国水科院长江所

来完成的，历 年来中华饵放流量如我 5:

瑞s 中华"人工融栅情况

Tab.S Releasl咱仙Inese刷咱ωn sltuatlon 

日期 规格 数撒 地点

1983仆998 0.1-例"事 432.29万路 宜蹲班段
3-1ωcm 其 中62943庵 (坝下)

>9cm ( >9cm) 珠江

2020赂

1983 -199也 152 .26万庵 宜昌 *江所
其 中266ω尾

( >9cm) 

2αXl.3 >9cm 151ω用 珠江 *江所
2O-3Ocm 3侧尾

一龄幼饵 1∞属

1998.12 5O-87cm 唰属 闽辄 *虹所

2.2.2瞌议今后巢取的保妒措施

修订禁渔期和增设保护区 在长江口水域，每 年 5 月初出现较 多中华嗣幼鱼，建议位江口附近水域

的禁油期提前至 5月15日[610专家们建议在上海崇明 县水域建立长江口中华饲幼销自然保护区( 国家

级)，其面积计27 6 .5km2;建议在四川宜宾建立长江上游珍稀鱼类( 自蝇、长江饵)自然保护区(省级) ;在

贵州省亦水问建立赤水河珍稀鱼类自然保护区[S]。
增雄人工繁殖放流站 专家们建议在长江口建立中华饵幼组人工繁殖放流捕，在长江上游( 万县)

建立珍稀鱼类人工繁殖放流站，在长江上游( 嚣庆)建立怅江倒和白佣人工繁殖放流捕。大幅度提商放

流数量，即每年 放流饵稚鱼 2∞万问 3∞万鹿和幼鱼3 万- 5 万路[6]。
改品生感环境 伏在上游森林遭到破坏，水土流失严囊其水搏拙度不亚于黄河，大量泥抄沉积使河

床抬高，加之 工业废水的精染使长tt.僻挠的生存受到相当大的影响。要加大力度治理长江，必须大量榄

树造林改静生态环境，尽量减少工业废水的污染，臂造一种理想的水环境，才有利于快江饵鱼类的增础。

3 我国锦类利用途径的探讨

3.1黑龙江饵鱼类利用

我国对黑龙江倒挠的利用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为食肉阶段(1958 -1980 年)，由于人们对饵认识

不够充分，当时捕到的饵类只食其肉的部分，对其名贵的鱼卵井未加充分的利用，有的甚至抛弃;第二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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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为开腿部加工阶段(1 980 帽1师6年)，由于改革开放引进技术，对其卵巢进行深加工，制成名贵的鱼子

酱出口创汇，对肉也进行精加工制成精肉熏制;第旦阶段(1995年 1距今)，利用自然资源进行锦类的增养

殖，史氏蝇、达氏鲍人工繁殖成功，并形成了…整套完静的养躏技术。 我国已经建起了鳞鱼增殖放流站

一座及数量庞大的工厂化饵鱼类拌殖场。工厂化、二七池、网箱养殖等方式使偶资源得到了有娥的利用，

黑龙江饵鱼类的利用走上了良性循环的轨道。

3.2 黑龙江倒类的利用途径的探讨

3.2.1 积翻开属翩龙汪"蝇的增殖工伟

人工增殖可恢复黑龙江饵鲤野生资掘，保护黑龙江的生物多样性，提高黑龙江植业经济效益;同时，

加强保护黑龙江倒组鱼的野生资源，是解决黑龙江倒鱼类利用途径问题的根本。

3.2.2 开鹏11龙江"鲤鱼的鼻黯工作

为满足人们对锵魄日益增长的精求，改善 我国榄水养殖的品种结构，大力发膜大规模饵鲸鱼人工养

殖业，从而大大减少人们对自然饵鲤资濒的依赖，也保护了卸的野生资掘。

3.2.3 开展移植和杂交育种研究

黑龙江饵鲤特别适合于向大中型水库、湖泊放养移植，这将大大提高这些农体的生产力和经济效

益。黑龙江饵鲤具有很强的适应能力，它们既能适应北方媒冷天气，又能适应南方 的酷暑严热。黑龙江

饵鲤是降水鱼类，但又是广温性(1CC阳 33't)鱼类，这是其他饵类无可比拟的。黑龙江饵鲤具有优良的

遗传性状，达氏鲤(♀)和史氏饵(t)杂交培育出的优良品种一一达氏罐饵，生长速度快于Biester(欧洲
鲤♀x小体锦lt )，接近于中华饵，抗病能力 也很强。

3.2.4 开展锦费制晶的深加工

锦类的制品有潜在的市场，如鱼皮制草、精肉熏制鲸鱼，饲鱼骨、肝可制药，鱼鼻子、鱼筋有部分保健

功能且是营养佳品。

3.3 长江鳞鱼类的利用

在 1980年以 前 ，长江中华饲每年 都有一定的捕捞量，搅动在 391.. 636路间。由于葛洲坝截流，目

前 ，长江的饵樊只有中华饵还有利用价值 ，达氏倒和 白饵几乎绝迹。近年来，由于 我国饵鱼养殖业的不

断兴起，人工挣殖的中华甥越来越多，这在一定的程度上保护了中华饵的天然资源，对中华饵资源的保

护和增殖具有不可忽视的作用。中华锦的人工养殖-般严禁商业性的挫膏，主要用于人工放流与增殖。

总的说来，长江的饵类人工利用是很少的，为了保护长江饵鱼类，目前主要强调资掘的保护，即使对中华

饵有过一定拖阔的利用也是为了更好的保护这一物种。

3.4 长江饲类利用途径的探讨

鉴于中华饵这一宝 贵资源，生长速度是饲类最快的种类之 一，其肉质好，卵径大。因此保护好这一

种质资源是利用的前掘和关键。最新研究 表明，中华甥种群性比失衡，雌雄 比例为1 :0.39(199的，繁撞

群体的平均体艇、体重、年龄都在增大，这说明整个繁殖群体出现衰退迹象，但现下江段繁殖的中华饵开

始回归，这表明中华饵不会因建视而绝种。坝下产 卵和人工增殖放流的效果应充分肯定，但较 截流前 种

群的数量及繁殖规模都小很多。如截流前 平均锦年 都可捕获 517踵，而现在监测到的中华饵每年 不足

1∞尾 ，因此增殖保护还是…个快期而艰巨的任务。目前 谈利用还言之过早，如果种群一旦恢复到截流

前水平， 我们可以做以下偿试。

3.4.1 世行商业化鼻耀中华饵

养殖中华甥较 其它种类l!具有优势，这是因为中华倒是所有锦类中生长最快的一种，具布极明跟的

生长优势，中华僻的生长速度是欧洲 鳝生长速度的1.77倍，较 其它种类快 1倍以上(6)。中华蝇的卵径

是倒形目中最大的 ， 而卵径又是鱼子酱的关键指标 ，预计其价格将是所有饲形目中最商的，因此养殖中

华僻的市场 前 景十 分看好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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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2 培育优良晶种

在偶类中，由于中华饵生长速度最快，卵径最大，通1宜生长翻度最高，因此可以利用中华锦的这些属

性与其他种类杂交选育适合我们养殖带耍的优良品种。例如中华饵(♀)x史氏饵(j)杂交种可能生长

速度快，并能耐高温，适于热带和亚热带进行人工养殖。史氏饵(♀)x中华饵(j)可能培青出生长速度

快、成鹏早、耐低温、卵收大的优良养殖品种。

3.4.3 申华蝇的深加工

由于中华甥个体大，出肉高，是加工倒精肉的良好原料，其皮厚，制出的皮革品质好，耐磨。由于其

卵径大，中华饲卵加工成鱼子酱，是饲鱼子酱的极品，可与欧洲鲤鱼子酱比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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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期文章摘要

外源激素及环境因子对日本鳝匍卵巢发育的影响

��凌，郭 峰，张洁明，鲁大格
(中阁水产科学研究院怯江水产研究所，湖北荆州 刷栅)

摘 襄:开展了不同外撇撇紫、剂量、注射针距、以及环境因子对绩躏卵巢发育影响的研究。在所试验的外部

撤素中，HCG 和PI'对艘铺卵巢催熟般巢较好，LHRH唰A 和TOP则无明显效果。外翻撒素注射荆量越南，卵巢

发育所需时间越短，但注射州最过低，催熟率则急剧下降。采用注射剂巅为O. 5mgP1' + 150阳HCG/5∞g。在外

糠撒肃总剂量不变的情况下，改变能射针眼7陶15d，除卵巢发宵所需时间随针眼蜡长而延长外，总值'也惑不

变。姐过ISd，则倔鹅凛下降。研究认为，蟆蜻卵巢成熟所儒外源撒素最低总荆最为3.5 - 4.SmgPI' + 1050陶

1350IU HCG/5∞go试验的环境因子包括温度、监脏、钙镜比、以及p日，除温度高于24t:、或低于1 4t:对卵巢发

育带明显的影响外，其它园子在试验拖圈内对跚跚卵巢的发宵影响不明显。

提锢调:外拥激素;环境因子;日本艘蹦;卵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