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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 ·4- 
提要 用五种不同的方法估算了稿湖水生植物的生物量，比较分析了垒胡断面生物量和群 

丛生物量．分三十方面对 漓湖水生植物的演替规律进行了讨论，对草型湖泊水生植物的台理利用 

进行了探讨．初步提出了草型湖泊估算渔产潜力的公式．在分析引起水生植物生物量变化的原因 

关键词塑 坐竽 钊 并磋 —— ——)——)一  ’ ， J 
水生植物在淡水浅水草型湖泊生态系统中占 

有相当重要的地位．作为湖泊的初级生产者，其种 

群的演替和生物量的多寡都会直接给湖泊渔业带 

来较大影响，尤其对草食性鱼类及在草丛中栖息 

的鱼、虾、蟹类和草上产卵的鱼类影响更大 

漏湖是长江中下游冲积平原上的一个有代表 

性的中型草型湖泊0 ，面积 16 400hm ，跨江苏省 

常州、武进、无锡和宜兴．水生植物资源丰富，现已 

初步查明水生植物有 l9种，分别隶属于 l3科 l6 

属． 

涌湖是国家“七五”重点攻关的湖泊之一．湖 

泊单产水平 已由攻关前的 10kg提高到 30kg，现 

已从捕捞为主转向养殖为主．1990年全湖鱼产量 

为 738×10‘kg．1989年全湖共有网围 1 900hm ， 

现又有较大幅度的增加．因此，研究 漏湖水生植 

物的种类组成、分布、生物量和演替规律 ，对于合 

理开发，充分利用大水面水生植物资源，指导渔业 

生产有着积极的意义． 

1 研究方法 

水生植物生物量计算，采用样方法．全湖共设 

图 1 j鬲湖采样点厦断面示意图 

Fig．1 Sampling sites and 

transects of Gehu Lake 

N 

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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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个采样点．每个测点采样两次，自北向南共设 8个断面(图 1)，其中 6个断面各设 3个采样 

点．2个断面由于湖面狭窄并建有网围各设 2个采样点，另有 2个采样点设在网围内(10 、 

24 )．定量采样用自制面积为0 3m!的带网铁圈进行．生物量的测定每季度一次，分别在每年 

的 3、6、9、12月进行．测定工作共延续了 5年(1986 1990年)． 

2 水生植物的生物量 

2．1 全湖生物量 

根据 1 986年的调查资料分析．漏湖水生植物生物量的高峰期变化较大．为了使计算结果 

更接近实际情况，对五年调查的生物量资料取 6、9两月的平均值，采用五种计算方法进行比 

较，所得的单位面积生物量和总生物量虽有差异，但除断面计算法个别年份数值偏高外，其余 

数值都较接近(表1)．特别是全湖面积加权法与这五种计算法所得的平均值最为接近．现以面 

积加权法为代表，求算全湖水生 植物的能量．取 8．85 的干湿比或 7．68 的烘湿比．每克烘 

干的水草含能量 16．4KJ ’ (表 2)． 

表 1 濡湖水生植物的单位生物量和总生物量(湿重) 

Tab．L Area[and total blomaas aq~at[e plants in Gehu Lake(Wet vceigth) 

表 2 语湖水生植物的能量 

Tab 2 The energy contained in aquatic plants in Gebu Lake 

在一般情况下，表 2数值基本能反映 诵湖水生植物生产力，但这些数值实际上只能代表 

湖泊当年水生植物的最大现存量，漏湖水生植物生产力的实际水平应比这些数值太得多．下 

面以 1988、1989两年为例分别求算水生植物的P／且一系数． 

P 一 ㈩  

I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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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A为总生物量；c为草食性鱼类耗草量；D为捞草量；E为网围用草量；B 为总生物量． 

将数值代入(1)式得，P／日 (1988)一2．08，P／B⋯(1 989)一1．83．即水生植物的 P／B⋯系数应 

在 1．5—2．0左右． 

2．2 断面生物量 

从表 3可 看出，湖区北部(I、Ⅱ断面)的断面生物量均低于中部及南部湖区，但北部湖区 

的草质较好， 轮叶黑藻Hydrilla verticillata和苦草 Vatlisneria spratis为主．南部湖区断面生 

聚草 

轮叶黑藻 

马来限于 菜 

苦草 

金鱼蔫 

表 3 诵潮各年份断面生物量 

Tab 3 Transect biom~ss in each year of the Gehu Lake(wet weigh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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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量较大．但均以黄丝草Potamogetonmaacklanns、聚草Myriophyllum spicatum和轮藻为主．其 

中尤以黄丝草的植株密度最大．近年来黄丝草有向湖区北部扩展的趋势．各个断面的生物量也 

发生了较大的变化，I、1断面生物量有不同程度的降低，但随着黄丝草的北移．这两个断面的 

生物量有上升的趋势，其它断面的生物量均有不同程度的提高 ．尤以南部湖断面生物量增加为 

甚． 

2．3 群丛生物量 

漏湖的水生植被可分为四大生活型“ ，即挺水植物、浮叶植物、漂浮植物和沉水植物．其中 

以沉水植物为主．挺水植物主要是芦苇群丛，分布面积约 lOOhm ，生物量约 6 000t-且有下降 

的趋势．浮叶植物和漂浮植物基本没有成片分布．这里主要讨论沉水植物． 

由表4可以看出 1986年以马来眼子莱+聚草一轮藻群丛最大+占全湖植被区面积的 

27．25 +生物量达 8．27×10‘t，占全湖总生物量的 42．45 ．1988年群丛生物量以黄丝草群丛 

最大为 8．58×10 +占全湖总生物量的 39．35 ，分布面积以马来眼子菜十聚草一黄丝草 轮 

藻群丛最大，选 3 26Ohm ，占全湖植被区面积的 27．29 ．不难发现黄丝草已单独发展成一个 

群丛，面积为 2 713．3hm ，且有增加的趋势． 

表 4 {鬲潮群丛生物量” 

Tab．4 Associatus bioma~s of the Gehu Lake(Wet weight) 

1) t= }；} 

3 水生植物的演替规律 

3．1 种类的变化 

祸湖水生植物种类的变化比较明显(图 2)．在几种优势水生植物中，黄丝草在 总生物量中 

所占的比例由1986年的 6．78 上升到 1990年的 92．68 ．其它几种水生植物则有不同程度 

的减少，以轮藻的降幅最大，由 1986年的 34．96 下降到 1990年的 2．18 ． 

3．2 季节变化 

弼湖水生植物的生物量没有很明显的季节变化(图 3)．总的趋势是生物量逐月增加，而且 

上升的速度比较快．1987年洪水时致使当年 12月及次年 3月的生物量受到一定程度的影响， 

但很快得到恢复．隔湖与长江中游的大多数湖泊不一样．这些湖泊水生植物的生物量每年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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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诵湖各年份水生植物所占的重量百分比( ) 

A：黄丝草，B：轮藻 tC：聚草，D：马来眼子菜，E：苦草，F：轮叶黑藻．G：金鱼藻 

Fig．2 Proportions 0f different aquatic plants in each year in Gehu Lake 

3 6 9 

月倍 

圈 3 诵湖各年份生物量的季节变化 

F-异．3 Seasonal changes in biomass 

of aquatic plants in Gehu Lake 

一 
986 1 987 l98S I989 l990 

年褂 

图 4 诵湖水生植物生物量的年变化 

Fig．4 Annual changes in b[omass of 

aquatic p]ants in Gehu Lake 

有一个高峰期，大致在 8 9月份． 

3．3 年变化 

由图4可以看出，漏湖水生植物生物量的年变化明显分两个阶段，从 1 986—1988年生物 

量每年略有增长，1989年生物量开始加速增长．1990年生物量比 1986年净增长 2．7倍，这主 

要是由于黄丝草生物量上升较快，它在总生物量中所占的比例由 1 986年的 6．78 上升至 

1990年的 92．68 ，另一方面由于沿湖农民对黄丝草未有足够的认识，致使黄丝草的利用率偏 

低造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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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水生植物渔产潜力的估算 

漏湖已从天然捕捞湖泊转变为以养为主的湖泊，属已开发到一定规模的草型湖泊．因此． 

谓湖水生植物的渔产潜力的计算方法与常规方法有所不同．本文根据滑湖的特点在陈洪达计 

算方法的基础上提出丽湖水生植物渔产潜力计算公式为： 

F ： K S -一 K S  ̂
● ● 

式中，B为水生植物现存量；P为持续利用率．以50％计；丁为草食性鱼可食草比例{K 为饵料 

系数 ，以 100计{s为全湖面积(16 400hm )；F为水生植物渔乡潜力．将拟定的数据代入公式 

即可求出隔湖水生植物的渔产潜力(表 5)． 

表 5 湖水生植物的渔产潜力 

Tab．5 Potentials of aquatic plants／or fishery production in Gehu Lake 

由表 5看出，湖水生植物的渔产潜力在 180一 

量维持在 220×10‘kg左右．平均单产 135kg／hm 

余地，说明现今漏湖水生植物资源利用明显不足． 

4．2 水生植物的年度P／B系数 

480kg／hm 左右．而 漏湖近几年的天然捞产 

因此 谓湖水生植物的渔产潜力还有相当的 

水生植物主要是作为初级生产者，为鱼类提供天然饵料．并能净化水质维持湖泊生态平 

衡．由前面的计算，漏湖水生植物的 P／B 系数为 1．5 2．o左右．而根据国内外资料记载湖 

泊水生植物的 PtB系数通常在 1．25左右，这说明草型湖泊水生植物的 P／B系数较藻型湖泊 

的 P／B系数要大．在 漏湖及实验室的观察也充分说明这个问题．根据试验，苦草的 P／B系数 

可以达 4～6．远大于本文的求算结果．而各种不同水生植物的 P／B系数也不尽相同，另外水 

生植物总的P／B系数还存在着各种水生植物加权的问题．这方面还有许多工作要做 ，因此．草 

型湖泊水生植物的，／B系数不能简单地沿用常规方法． 

4．3 水生植物与网围养鱼的关系 

近年来 滑湖的网围养鱼发展迅速，已从 1 985年的 987hm 发展到 l990年的 2 067bm ．预 

计今后数年内还会有一定程度的发展．目前谓湖的围养面积已占全湖总面积的 12．6 ． 

网围养鱼的发展对于提高水生植物的利用起着推动作用．据初步统计．1989年全湖 

l 90Ohm 网围全年共投放水草 15×10 t，精料 800×104kg．但随着精料价格的不断上涨 精料 

的投喂量肯定会相应减少，且精料的大量投喂还会增加水体的负担．加速水体富营养化和沼泽 

化进程．因此．要适当调整网围养鱼的食料组成，建议在网围内多投水草饲养草鱼和团头鲂，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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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应和用黄丝草资源．如能充分利用黄丝草，既可抑制黄丝草的迅速漫延，缩小其生存空间，也 

如其它水生植物特别是苦草、轮叶黑藻和马来眼子菜等创造一定的生存竞争条件． 

5 讨论 

s．1 水生植物生物量变化的原因 

诵湖水生植物有一个明显的演替过程．其代表 从 1986年的轮藻转变为现今的黄丝草． 

在大力发展网围的今天能有如此的变化应该说是与网围养鱼有较为密切关系．网围面积的扩 

展．养鱼产量的提高给湖体增加了丰富的营养源，投喂的精料有相当一部分流失刊水体中 ． 

而同期 漏湖浮瓣动植物资源没有发生较明显的变化，底栖动物资源甚至略有下降．只有水草 

资源有较大增加．因此．可以认为流失到湖体中的精料分解后被水生植物吸收，促进了水生植 

物的萌发、扩展．另外，围养的发展促进了渔民捞草的积极性．不断对水草的捞剖加速了水草的 

新陈代谢 ，也就促进了水草资源的大幅度增加． 

s．2 水生植物的利用现状 

漏湖的水生植物资源(主要指沉水植物)非常丰富．在草鱼食团中发现的 9种水生植物黄 

丝草、金鱼藻、马来眼子菜、轮叶黑藻、茨藻、菹草、苦草、小茨藻和聚草 除大茨藻和小茨藻外 

其余均是 漏湖水生植物的优势种类．因此．滑湖发展草食性鱼类有着得天独厚的优势．但涌湖 

水生植物资源的利用现状却不甚理想．以 1989年为例，1 90Ohm 的网围每年用草15×i0‘t．沿 

湖 l 667hrn 池塘养殖每年从湖区捞草 18×lO t，总计 33×i0‘t，占当年全湖水草现存量的 

49 ．应当指出的是用去的水草主要是苦草、轮叶黑藻和马来眼子菜．黄丝草只利用了一小部 

份，大量的黄丝草被浪费．据观察黄丝草一年四季都有新芽冒出，而苦草等的过度利用为黄丝 

草的大量萌发创造了条件．增强了黄丝草的生存竞争能力． 

s．3 水生植物的合理利用 

七十至八十年代初，隔湖水生植物资源利用非常低，基本上任其自生自灭、目前 漏湖已成 

为我国 14 O00hm 以上大中型湖泊中以养为主、增养结合的湖泊．但觋今漏湖水生植物资源的 

利用不甚合理．首先是种类组成．以黄丝草、聚草和轮藻为主．它们占总生物量的 90％左右 ，而 

这几种水草被草食性鱼类利用率较低；其次是沿湖农民和网围区渔民进入湖区大量捞取苦草 

和轮叶黑藻．致使苦草和轮叶黑藻分布面积下降．为此建议大量开发利用黄丝草 ．适当保护苦 

草和轮叶黑藻．可以考虑在湖区北部另辟一块水草保护区．此区有一定的水流．利于苦草和轮 

叶黑藻的生长．要使 漏湖的水草资源充分合理利用．必须兼顾三个方面的因素：潮区网围的用 

草量 ；沿湖池塘的耗草量；湖区水草的持续供饵能力．在维护湖泊良性循环的基础上达到动态 

平衡．使水草这个初级生产者既为渔业服务又可维持现有的生态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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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BIoM ASS，SUCCESSION DYNAM ICS 

AND RAⅡ oNAL UTILIZATIoN 

oF AQUATIC PLANTS IN GEHU LAKE 

Zhou Gang 

(Fresht~ater Fisheries Research lastltude。j j g Pr e，?~aadi~g．210017) 

Abstraet 

The present study was carrie(1 Out from 1986 to 1990．Five different methods were chosen 

to calculate the biomass of aquatic plants in Gehu Lake．The transect association in whole lake|s 

compared and analysed．The changing pattern of aquatic plants in the lake is discussed in three as— 

pects，also a discussion about their rational utilization is given
． An equation for estimating poten— 

tim fishery production in a densely maerophyte—covered lake is preliminarily proposed
． In the last 

part of the paper，the r~8．sons for the biomass variation of aquatic plants in Gehu Lake are dis 

cussed，some suggestions are preliminarily made of the rational utilization of aquatic Dlanrs in 

Gehu I ake． 

Key W ords Gehu Lake，aquatic plant，biomass，variation patter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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