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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锡

提要 年一次性向白龟山水库投放太湖新银鱼有效受精卵 粒
,

后形

成强大种群生产力
,

年累计生产银鱼 仪 ,

创经济效益 余万人民币
。

太湖

新银鱼具有生命周期不长
、

食物链较短
、

适应环境能力较强
、

容易捕捞等优点
,

是
“

填补 ”

移植驯化的理想对象
。

白龟山水库生态系中鱼类区系组成不够饱和
,

存有空闲小生境
,

饵

料竞争比较缓和
,

敌害压力较小
,

是移植驯化银鱼的适宜水体 白龟山水库银鱼食性组成

中以挠足类和枝角类为主 分布遍及全库
,

尤以上
、

中游水草区为最多 年全库银鱼

相对资像绝藏量为
,

即 尾 年约有 的浮游动物被银鱼利

用转化成为银鱼产品
,

生物学效益较高 综合考虑银鱼的获殖和生长
,

在现有捕捞强度

下
,

捕捞生产宜安排在 月 翌年 月为宜

关扭词 白龟山水库 太湖新银鱼 移植驯化

本试验在调查论证的基础上
,

于 年 月月
,

一次 向白龟 山水库 中投放太湖新银鱼
二 动 瓦二 下称银鱼 有效受精卵 ‘ 粒

,

年 月发现少量银鱼
,

年银鱼数量显著增 多
,

年种群数量爆增
,

月 中旬开始的首次渔业性捕捞
,

一汛

天 捕获银鱼
,

年捕
,

年捕
,

三年累计生 产银 鱼
,

创值人 民币

余万元
,

银鱼移植在大型水库取得了成功
。

水库自然概况及移人水体的选定

白龟山水库属淮河水系
,

位于河南省平顶 山市市郊 ,
,

少
,

始建于

年
,

年竣工交付使用
。

该库东西长
,

南北宽
,

总面积
,

可养殖水

面
,

是一座以防洪为主
、

兼有农业灌溉
、

工业发 电
、

生活供水
、

水产品生产等多功能

大型平原水库
,

其水质良好
、

理化指标 表 符合养鱼水质标准
。

该水库平均水深 左右
,

上游有近 水草区
,

主要产鲤
、

娜
、

黄像
、

缝及虾类 下

游是 开阔敞水 区
,

为数量不 多的餐条
、

马 口 鱼 和铂属 鱼类栖息
、

索饵 区

峨年总渔获量为 ‘ 呜 ,

主要是天然鱼类和人工放养的维
、

墉鱼
,

平均单产
,

年后 因经费等因素限制
,

停止投放维编鱼种
,

年总产量显著下降
,

单产不

·

收稿日期 月年 魂月 日 接受日期 年 月 日
。

作者简介 盖玉欣
,

男
,

年生
,

剐研究员 年山东海洋学院生物系毕业 主要从事大水面水产养殖研究工

作
。

著有《银鱼 》
,

并发表有关论文多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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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
,

渔业连年亏报 历史最高年产量曾高达 ’
,

折单产
,

可见

该水库中具有较高的鱼产潜力
。

表 白龟山水库水质的主要理化指标
·

曲 泊 比 吐 世山 间 氏电山 ,

平平均水沮沮 平均溶级级 透明度度 硬度度 硝酸盆盆 亚鹅酸盆盆 红盆盆 膝带赴赴 礴酸盆盆
℃ 二 位国度 吕 八 ‘邝 伽 九 嘴

。 。

肠肠
。

水库中浮游动物生物量为
,

按 邝 系数
,

可利用率
,

饵料系数 计
算

,

浮游动物最大供饵能力为 ‘ 鱼产量
,

而当时的鱼产量不足
。

显然
,

生

态系中饵料有较大剩余
,

渔业增产潜力较大
,

是移植驯化银鱼比较适宜的水体
。

移植效果的观测

, 移植材料发育阶段的选择

太湖新银鱼因具有生物学周期短
、

世代交替迅速
、

食物链较短
、

生殖力和适应能力较强

等优点
,

适宜作为移植驯化对象
。

大量试验证明 银鱼鱼体娇徽
,

捕捞过程中起网即死
,

即使

用鱼不离水的方法取起
,

无论是成鱼还是幼鱼
,

均在 之内自行死亡
,

不易养活
、

不宜做移

植材料
。

而银鱼受精卵对环境变化的适应性相对较强
,

早期发育阶段可塑性较大
,

而且移植

受精卵方法较简单
,

费用较少
。

因此
,

本试验采用受精卵做为移植材料
。

受精卵的获取
、

运输
、

投放

受精卵总体质量的优劣
,

直接关系着移植效果
。

因此
,

用于人工授精的亲鱼均经过严格

筛选
。

盯 年 月 日 日在太湖拖捕亲鱼
,

从中选择成熟度好的
,

以雌雄比 配

组
,

进行干法人工授精
,

获取有效受精卵 毛粒
。

受精率的计算
,

系分三组进行
,

每组从

采获的受精卵中随机取 粒进行观察
,

当受精卵发育至原肠中后期时
,

镜检统计计算
,

然

后取其平均数为受精卵的受精率
,

本试验的受精率为 月 日将已取得的受精卵装

入鱼苗袋内
、

加人 的过撼湖水
,

充氧密封
,

由太湖陆运至白龟山水库
,

途径千余公里
,

历

时
,

途中袋内水沮 ℃ 日晚 时将受精卵投放在白龟山水库沙岛南库清
。

该库清

水深 腼
,

泥沙底质
,

分布有稀疏水草
。

投放时
,

先将装卵袋吊浸在库水中
,

待袋内水温和

库水水温基本一致后
,

缓缓划动小船
,

将受精卵缓慢
、

均匀地投入水中
。

本试验共投放 处
,

每处面积约
,

当时库水水温为 ℃
。

种群形成检查

年 月投放受精卵后
,

自当年秋天开始
,

每年 次在库内和沿库岸边用银鱼拖网

和密 目围网试捕检查
。

年 月发现少量银鱼
,

且生长情况 良好
,

经测定较当时太湖产银

鱼规格大
。

年 越月发现银鱼性腺发育良好
,

有的已达到 期
。

年秋种群数量显著

增多
,

且全库均有分布
,

个体生长仍然较太湖产银鱼好
,

其均休长和体重分别为

和
· ,

较太湖银鱼长 、
,

重
。

年秋
,

银鱼数量爆增
,

对船每小时生产银鱼
,

月中旬开始首次渔业性捕捞
,

一汛捕得银鱼 余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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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龟山水库太湖新银鱼种群生态学

东 生殖群体

太湖新银鱼受精卵于 年 月月由太湖移入白龟山水库
,

至 年形成较大种群后
,

明显分化成两大生态群 春宗群于 一 月产卵繁殖
,

秋宗群于 月 翌年 月产卵繁殖
。

对

尾性腺发育至 一 期的亲鱼观察
,

测 定生殖群体全长为 月 ,

其中

个体占 一
、

一 个体占
,

一 个体占 雄鱼平均全长
,

均体重 雌鱼全长为
,

均体重 最小雌鱼全长 月
、

体重
,

最小雄

鱼全长
、

体重 对 】切 尾性腺发育至 一 期雌鱼怀卵量进行测定
,

结果见表
。

表 白龟山水库产太湖新银鱼生殖力情况

阅 伪五 加 堪山

全全 长长 侧定尾数数 全 长长 体 重重 绝对怀卵盆盆 相对怀卵鳍鳍 卵巢重重 成熟系胶胶

拉 较

。

,

飞飞

平平 均均 言言

由表 可见
,

银鱼绝对怀卵量与体重
、

全长呈正相关
,

绝对怀卵量和全长呈幕函数关系
,

关系式为 一 乞 阶
,

其中 为绝对怀卵量 粒
,

为全长
。

调查表明
,

产卵场

主要分布在水库 匕游和沿岸浅水区
,

以鱼陵山
、

库心沙岛周围亲鱼数量最多
,

产卵场水深一

般为 左右
,

泥沙底质
。

生长

白龟山水库产太湖新银鱼体重与全长是幂函数关系
,

关 系式为

春群 只 一‘ 各 阅 秋群 一 二

各项生长参数为
, , ‘ , 二

月龄 月份 为春宗银鱼的快速生长 阶段 月龄后
,

体长增长变缓
,

体重增 长加

快
,

以 刁
、

月龄最快
,

此后逐渐变慢
,

生长拐点月龄为 刁
、

月龄
,

即代 月份
。

, 食性

对 尾不 同全长组的银鱼个体进行食性分析
,

结果表明 白龟山水库产太湖新银鱼终

生以浮游动物为食
,

食物中以挠足类为主
,

总出现率占 线 其次为枝角类
,

总出现率为
。

可见挠足类
、

枝角类是其喜食的主要饵料生物
。

银鱼肠管充塞度在繁殖期之前
,

随

着体长的增长而增强
,

临近繁殖期时达 级的比例最高
。

繁殖后
,

随着时间的推移
,

肠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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塞度则明显下降
。

·

饵料生物

年调查结果表 明
,

白龟 山水库作为银鱼 主要饵料的 浮游动物 资源 比较 丰

富
,

平均数量为 魂 个
,

其中原生动物 个
,

占 蜕 轮虫 个
,

占 写

枝角类 个
,

占 ,挠足类 个
,

占
。

丰富的浮游动物为银鱼各发育阶段

提供了足够的饵料
。

分布

太湖新银鱼在该库区的分布具有以下特点

水库的上
、

中
、

下游均有银鱼分布
,

但上游多于
一

「游

繁殖季节集群在沿岸及 匕游浅水区

中
、

上游 , 有水草的浅水区有较多银鱼分布
,

这与太湖的情况完全不同 在

太湖
,

东太湖水草多而且水浅
,

但几乎没有银鱼分布

银鱼一般栖息在 深水层
,

晴天鱼群栖息
一

降
、

阴雨天气则上升
。

资源范藏 及经济效益
、

生物学效益

银鱼移入该水库后
,

经过 年半的潜伏期
,

年发现少量银鱼
,

年数量显著增

多
,

种群数量爆增
,

当年库区群众在沿岸用围网捕获银 鱼约 年全库试捕经计算平

均单产为
,

进一步推算
,

全库银鱼相对资源量为
,

当时银鱼平均体重

为
,

故全库约有银鱼 护 尾
。

接着开展了生产性捕捞
,

一汛 钧 天
,

共捕获银鱼
,

而且 日产量还在逐 日提高
,

以售价 沐 ’元
,

当年创收人民币 万元
。

据 年测定
,

库中浮游动物生物量平均为
。

一 年测定为
, 。

在此期间
,

除移入银鱼之外
,

该水库其它鱼类渔获物的组成和数量无 明显变化
,

生态条件基本处于稳定状态
。

表明生态系中有 的浮游动物被银鱼利用
,

转化成为银

鱼产品
,

取得 万元的高效益 ” 年
。

银鱼种群在短短 周年的生物学周期内
,

利用生

态系的有机饵料
,

扩大 自身数量
,

增加生物量
,

以优质的鱼产品偿还了生态系有机饵料的消

耗
,

加速了生态系物质
、

能量循环
。

从生物学成本看
,

偿还速度快
、

数量大
,

生物学效益较高
。

小结与讨论

白龟山水库水质良好
、

生态系中鱼类区系不够饱和
,

有相对空闲小生境
,

饵料竞争

缓和
,

敌害压力较小
,

一次移植即收到显著效果
,

表明该水库生态环境适宜太湖新银鱼生长
、

繁衍
,

也表明银鱼虽然竞争能力较差
,

但适应环境能力较强
,

适宜做
“
填补 ”

移驯对象

银鱼体小骄嫩
,

起网即死
,

但其受精卵适应能力较强
,

采用受精卵做为移植材料
,

便

于运输
、

费用少
,

移植成功率高
。

银鱼由太湖移入白龟山水库
,

约经过两年半时间才发现银鱼
,

这段时间是白龟山水

库移植银鱼的驯化潜伏期
。

在这段潜伏期内
,

由于银鱼的最初几代数量很少及试捕手段限制

等原因
,

对移入对象的成活情况及所处驯化阶段难以掌握
。

不同水体生态环境不同
,

潜伏期

的长短也各异
。

若生态环境适应
,

加大投放量和投放次数
,

潜伏期可相应缩短
。

例如云南省

滇池生态环境较好
,

潜伏期仅一年
。

吉林省净月潭水库相对投放量较大 朽 粒
,

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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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一年也见到银鱼团
。

科学管理和合理利用资源是银鱼移植驯 化的重要措施 从生长角度看
,

体长
、

体重

的增加在
、

月龄 月份 后均进入缓慢阶段
,

故 月份进行渔业捕捞是合适的 , 从生殖

角度看
,

春宗群 月下旬至 月下旬为产卵盛期
,

秋宗群 月份是繁殖盛期
,

且春宗群群体

数量显著大于秋宗群
。

因此
,

综合考虑其萦殖和生长
,

为合理利用银鱼资深
,

在现有捕捞强度

较低的情况下
,

月一翌年 月进行捕捞生产是适宜的
,

其余时间则 应全库禁止捕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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