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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江中下游水库凶猛鱼类的演替规律及

种群控制途径的探讨
*

陈敬存 林永泰 伍掉田
(湖北省水生生物研究所)

解放后
,

随着我国水利建设事业的发展
,

新建的水库迅速地遍布祖国各地
,

水库面积

日益扩大
,

水库渔业在淡水渔业中占据着越来越重要的地位
。

在我国
,

水库养鱼是解放后出现的新事物
,

它必然提出了许多需要解决的新问题
,

如

何对待凶猛鱼类就是其中之一
。

国外的生态学家在研究自然种群变化规律的基础上
,

认为从长远的观点来看
,

掠食者

(Pr ed at or ) 在生态系中的作用并不是完全有害的
,

因为如果没有它们的稀疏作用
,

各物种

巨大的生殖潜能必然会造成强烈的种间以及种内的竞争压力
,

以致破坏了整个生态系的

平衡
,

有时甚至会导致掠食对象种群数量的猛烈波动
‘,

,10J
。

这种观点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

渔业研究和实践
,

例如对凶猛鱼类在渔业生产上的危害作用就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
。

随

着生产的发展
,

人们越来越感到凶猛鱼类在水库渔业上的危害作用
,

并提出对大型凶猛鱼

类要采取清除的方针
。

在国内
,

19 5 8 年白国栋提 出了水库的除野问题 [1] ,

以后在有关水

库养鱼的一些报告和专著里
,

也有不少是涉及凶猛鱼类对渔业的影响的
,

零星地介绍 了一

些除野方法
。 19 74 年王鸿太叙述了凶猛鱼类对发展水库渔业的影响

「3] 。

江涛和浙江生产

建设兵团十三团科研所等介绍了清除水库养殖鱼类敌害的某些方法
【4, ” ,

都对如何对待和

控制凶猛鱼类的问题提 出了有益的看法
。

本文将进一步分析我国长江中下游水库主要的

凶猛鱼类的演替规律
,

阐述它们对水库渔业的影响
,

提出控制的途径
,

供水库渔业生产参

考
。

一
、

G au
s e
氏原理及凶猛鱼类的演替规律

凶猛鱼类型的划分 凶猛鱼类系指以鱼为其主要食料的鱼类
。

我国长江中下游流

域各省水库中主要的凶猛鱼类
,

按其经常活动和摄食的水层
,

可分为两大类
。

1
.

底层类
: 主要代表为乌嫂

、

给鱼
、

姗鱼等
。

这一类型的鱼营底栖生活
,

行动比较缓慢
,

摄食方式均为伺攫式
。

乌鳗 (口p石ic e p h“lu
s o r g u的

:
最大个体可达 , 公斤以上

,

雄性个体较大
。

繁殖期

在 5一7 月
,

筑巢产浮性卵
,

卵分批产出
,

具大油球
,

亲鱼有护卫卵和幼鱼的习性
。

乌鳍具

鳃上器
,

为辅助呼吸器官
,

能在含氧量较低的水体中生活
。

* 本文曾在 1 9九 年湖泊水库渔业增产科技工作座谈会上报告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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级鱼 (Si n iP
e r c a c h u “ts i)

:
最大个体可在 10 公斤以上

,

繁殖期为 4一6 月
,

性成熟

最小个体
,

雄性的体长为 13 公分
,

体重为 40 克
,

雌性的体长为 20 公分
,

体重为 1 60 克
,

静

水或流水中均能繁殖
,

卵不具粘性
,

在流水中呈半漂流性
。

鳃鱼 (尸h
r a si 抽

r u s a s o tus )
:
最大个体可达 , 公斤上下

,

繁殖期在 4一6 月
,

卵略具

粘性
,

一冬龄鱼可达性成熟
。

2
.

表层类
: 主要代表为蒙古红妇

,

翘咀红帕
,

鳝鱼等
。

这一类型的鱼的摄食活动主要

在水体的表层
,

行动比较迅速
,

摄食方式均为逐掠式
。

按其成年个体大小
,

又可分为两个

类型
:

(l) 红帕型 主要代表为蒙古红帕和翘咀红帕
。

蒙古红帕 (E ry t入r o c u lt er m o n g o li c us)
:
最大个体在 4 公斤以上

,

常见个体在 0
.

5

公斤以下
。

繁殖期在 5一7 月
,

在流水中或在静水的岸边均能产卵 ;卵分期分批产出
,

具粘

性
,

产出后附在水草
、

杂草
、

浮渣
、

石头上
。

雌雄比例约为 1 “2 ,

性成熟的最小个体
,

雌雄均

为体长 16 公分
,

体重 50 克的一冬龄鱼
。

有集群习性
。

翘咀红帕 (石妙th
r

oc u lt er ilis h o e
fo

r m is )
:
最大个体可达 10 公斤以上

,

常见个体

在 0. 5 公斤以下
。

繁殖期在 6一7 月
,

在流水中或在静水的岸边均能繁殖
,

雌鱼体重 2 50

克就能成熟产卵
,

有集群习性
。

(2 ) 媒型 主要代表为鳝鱼
。

聪鱼 (石肠, 亡c h thy B b a m btts a )
:
最大个体可达 50 公斤以上

,

常见个体在 5 公斤以

下
,

生长速度与饵料丰欠有密切关系
,

雌体 比雄体生长快且个体大
。

繁殖期在 4一6 月
,

在

流水中产大型漂流性卵
。

此外
,

还有帕属的大多数鱼类和马口鱼
、

黄颗鱼等
,

但由于它们达到成体阶段时的个

体都不大
,

对于人工投放的达到一定规格的鱼种的危害并不如上述那样猛烈
,

因此
,

我们

将其略去不予叙述
。

G a us
e
氏原理 1 9 3 4 年

, G au se 氏用单细胞生物做材料进行实验
,

研究生物的种

间关系
,

得出
“
在大 多数情况下

,

一个生态灶 (ni ch e)
*

只能容纳一个种
”

的结论
。

此后
,

其

他的学者在涉及这个间题时称之为 G au se 氏原理
,

并作了进一步的阐明 和补充
「灯 。 1 94 9

年
,

Al lee 氏等又引进时间的概念
,

指出
“
具有同一生态学的两个种不能持久地共存于一

个区域里
”阁。

换句话说
,

如果两个物种同时占有同一生态灶
,

必然 引起竞争
,

最终其中必

有一个物种或是灭绝
,

或是被迫改变其生态灶
,

而此时
,

两个物种在所占领的生态灶方面

虽然还可能有某种程度的重叠
,

但不会完全相同
。

多年来
,

国外有许多生态学家对这个观

点进行了大量的论证
,

现在我们将参考这个观点来分析我国长江中下游流域各省水库凶

猛鱼类的演替规律
。

’

按照 G au s。 氏的观点
,

我们认为一个水库的某一水层
,

在某段时间内
,

只能 由一种凶

猛鱼类所占领
。

当然
,

由于水体生态灶的多样性
,

水库存在着占领不同生态灶的多种凶猛

鱼类的可能性
,

但长期占领同一生态灶的优势种群
,

只能是一个物种 (从生产实践的观点

*

,’n ich
e”

一词在我国的生态学词典上
,

曾译为
“

小生境
” , “

生态灶
”

等
。

一个物 种的生态灶 ni ch 。 ,

系指这个物

种在它所处的群落中占有的位置
,

例如它的食谱
、

栖息地
、

繁殖的时间及场所
、

活动方式与其它种群的关系
,

以

及它在群落中所引起的作用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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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
,

所谓优势种群应该是在渔获物中占有相当比重的种群 )
。

一个水库可能 出现什么凶猛鱼类种群
,

取决于下列三个条件
:

1
.

水库的水文地理条件及其变化 ;

2
.

淹没区原有的河流
、

塘堰中的鱼类区系组成 ;

3
.

蓄水后由其它水系或投放鱼种时带进来的凶猛鱼类
。

长江中下游水库的凶猛鱼类有如下的演替规律
:

第一阶段 水库蓄水后第一年
,

淹没了大量的多植物区域
,

对于在水草区产卵的底

层类凶猛鱼(如乌赠)条件特别有利
。

同时
,

水库的拦河筑坝工程常在江河低水位的枯水

期进行
,

那些习惯于江河生活的鱼类数量相对的减少
,

而对于水中含氧量要求不高的底层

类凶猛鱼如乌鲤
、

给鱼等的影响
,

则相对地要小些
。

特别是鸟赠
,

不利的条件危及了其它

鱼类
,

从而减弱了对它的竞争压力
,

对乌鳄反而是个有利条件
。

因此
,

在水库完成蓄水过程

以后的初期
,

出现的是底层类的凶猛鱼
,

乌嫂常是这个时期的优势种群
,

在渔获物中占有

相当的比重
。

例如浙江新安江水库
, 1 9 5 9 年建库

, 19 6 0 年渔产量 21 万斤
,

其中乌鲤占

60 外〔‘, 。

其它水库虽没有足够的渔获物统计资料说明这个问题
,

但在建库初期
,

乌嫂 的大

量出现则是个普遍现象
。

湖北浮桥河水库 19 60 年蓄水后
,

也出现了这一现象
。

19 74 年该

库筑坝拦汉
,

陈大汉
、

后河汉
、

面积分别为 1 0 0 0 亩和 2 0 0 0 亩
,

均相当于蓄水千万方以上的

中型水库 ; 1 9 7 4 年冬两个汉的水位都降到很低
,

并使用鱼藤精除野
。

1 9 7 5 年夏季蓄水以

后
,

大量出现的凶猛鱼类就是乌鲤
,

此外还有给鱼
、

马口鱼等
。

六月份
,

我们沿岸观察
,

成

群的乌鲤幼鱼常由亲鱼护卫
,

在岸边摄食
,

随处可见
。

第二阶段 水库蓄水后的第 3一4 年
,

整个蓄水过程基本完成
,

水层增厚
,

水面广

阔
,

库底面积与库容的比值相对下降
,

生态条件变得有利于表层凶猛鱼类而不利于底层凶

猛鱼类
。

而且由于水位波动
,

高等水生植物减少
,

乌鳗的繁殖条件变坏
,

种群的发展受到

了限制
。

而帕属或红帕属鱼类则由于它们巨大的生殖潜能和迅速活动的能力
,

种群数量

迅速增长
。

底层类凶猛鱼的卵和幼鱼常被它们摄食以致种群受到了抑制
,

但因水库一般

底形复杂
,

被淹没的植被
、

屋基
、

港沟常成为底层类凶猛鱼的天然隐蔽场所
,

而且它们大的

成年个体也决非帕属或红帕属的凶猛鱼类所能摄食
,

因此
,

底层类凶猛鱼虽受抑制
,

但也

不会灭绝
。

如果水库原有的鱼类区系中存在着红拍属凶猛鱼
,

则由于它们的成体一般都比始属

鱼类的成体为大
,

故很快就排斥了帕属
,

成为水库中凶猛鱼类的优势种群
,

即红帕型
,

例如

湖北牛车河水库
。

第三阶段 在具备鳝鱼繁殖条件的水库
,

如果原来的鱼类区系组成中有鳝鱼存在
,

或者原来虽然没有但后来却由其它水系带进来
,

或 由于人工投放鱼种时因除野不彻底
,

随

苗种的投放参加到水库新的鱼类区系中来
,

经过几个世代的繁殖
,

形成鳝型的凶猛鱼类种

群
。

鳝鱼具有较大的体型
,

个别的可达 50 公斤以上
,

其生长速度远较其它凶猛鱼类为快
,

游泳迅速
,

行动敏捷有力
,

口部结构更适合攫啮猎捕对象
。

因此
,

它一经形成种群
,

就很快

压倒了底层类或红纳型凶猛鱼而居优势地位
。

在鳝型的水库里
,

放养的上中层鱼类 (如鳞
、

靖 )
,

除了少数幸免逃过鳝鱼的掠食而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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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很大的个体以外
,

中小型个体都很少
。

通常栖息在库湾或沿岸浅水区生态灶的红帕型

凶猛鱼类
,

由于鳝鱼的威胁
,

很少到开阔水面活动
,

只有少量的翘咀红拍的老年个体
,

因体

型较大
,

故还能在开阔水面活动
。

红纳型的凶猛鱼类因具有较高的生殖潜能
,

占有的生态

灶与鳝鱼并不完全一致
。

因此
,

虽受抑制
,

但不因鳝型的出现而灭绝
。

底层类凶猛鱼占有的生态灶
,

在栖息地方面与鳝鱼迥然不同
,

它们有逃避敌害的良好

场所
,

而且由于鳝鱼压制了红帕属凶猛鱼类
,

从而减弱了对底栖凶猛鱼类的压力
。

因此
,

鳝型的出现
,

并不会使它们蒙受更大的种间竞争压力
。

在某些鳞型的水库里
,

底层类的凶

猛鱼
,

主要是缎鱼
,

在数量上似乎并不比鳝型出现之前为少
。

其它底层鱼类如黄尾密姻
、

鲤鱼等
,

在鳞型出现之后
,

其种群数量似乎有所增长
,

常是小型渔具的主要对象
。

第四阶段 某些鳝型的水库
,

由于采取了措施
,

抑制了鳝鱼种群
,

此时由于压力减

弱
,

红帕型凶猛鱼类或某些帕属鱼类又迅速占领开阔水面
,

水库凶猛鱼又演替为红拍型
。

而原来出现较多的姻类
、

鲤鱼等底层鱼类
,

此时又因受到红拍型鱼类的抑制
,

数量变少
,

例

如安徽磨子潭水库
、

江西江口水库和湖北浮桥河水库
。

如果此时红拍型凶猛鱼又受到人为地抑制
,

则将出现大量的鳌条属鱼类
。

综上所述
,

一个完整的水库凶猛鱼类演替系列的模式如下
:
底 层类

一
红帕型 (或帕

属鱼类 )
一

缩型
一

在鳝型受到抑制之后出现红帕型
。

必须指出
,

以上是一个全过程的模式
,

并非所有的水库都要经历这几个阶段
,

例如有

的水库本来就没有鳞鱼和红拍属鱼类
,

以后也没有外来的
,

它当然只有底层类凶猛鱼
。

有

的水库虽然有红帕属鱼类
,

也有鳝鱼
,

但因缺乏鳝鱼的繁殖条件
,

经过多年捕捞
,

鳝的个体

日益减少
,

剩下的老年个体
,

为数不多
,

不能形成优势种群
,

这种水库必然停留在红帕型
。

至于那些仍是鳝鱼成灾的水库
,

它的凶猛鱼类当然仍是鳞型
。

一些水体非常广阔的巨型

水库
,

如新安江水库等
,

虽然 也具备鳝鱼的繁殖条件
,

也能形成一定数量的鳝鱼种群
,

但由

于自然条件所造成的生态灶的多样性
,

使得其它鱼类不必与鳝鱼同占一个生态灶
,

而减少

被掠食的机会
。

同时
,

也由于生态灶的多样性
,

为各种鱼类提供了更多的繁殖条件和场

所
,

有利于种群的补充和发展
,

相对地减弱了缩鱼对其他种群的危害作用
,

因而这类水库

也不致转变为鳝型水库‘

既然水库的凶猛鱼类存在着演替规律
,

那末
,

我们就有可能根据某一水库的生物和水

文地理条件
,

对可能出现的凶猛鱼类作出预报
,

以便在渔业上采取相应的措施
,

进行控制
。

具体做法将在本文第三部分加以介绍
。

二
、

对凶猛鱼类应采取尽量消灭的方针

我们曾对已经实行人工放养的长江中下游 1 06 个大中型水库蓄水后渔产量的变化进

行了分析
,

认为可把它们归纳为四个类型
。

1
.

增长型 单产逐年上升
,

个别年份之间虽有波动
,

但辐度不大
,

单产的水平较高
,

例如湖北的梅川水库
,

浙江的青 山水库 (图 1 ) ;

2
.

波动型 各年份单产波动
,

产量曲线呈W 状或 v 状
,

其波动的辐度一般都在本地

区同等大小类型的水库的平均单产的界限以上
,

如安徽的佛子岭水库
,

湖北的牛车河水库

等 (图 2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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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

低产波动型 各年在本地区同等大小类型的水库平均单产界限以下
,

单产很低
,

例如湖北的徐家河水库 (图 3 ) :

、七~

浴

二
一

{ 厂

⋯
/
厂

一
_

_

⋯/
“

i工占山水 !·

”_

⋯厂
.

U 一- ~ ~ ~ ~~ ~ - - ~ ~ ~ ~ ‘~ ~

) I U
年

井
““

、、‘

份
5 10

建库后年份

图 2 波动型

40刃20100

�.lv上�斗生

迪20 卜 湖北徐家河水库

0

上�化哥

建库后年份 建库后年份

图 l 增长型 图 3 低产波动型

4
.

跌降型 曾经有过较高的单产纪录
,

但 由于某种原因
,

单产从高峰迅速跌降以

后
,

一直没有回升
,

例如湖北的浮桥河水库
,

黑屋湾水库 (图 4 ) ;

接着
,

我们又对上述四种渔产量类型的水

40孔及(该、
·

谈�气苍

建库后年份

图 4 跌降型

库的凶猛鱼类进行分析
,

发现
:

( l) 产量为增长型的水库
,

凶猛鱼类的危

害并不猛烈 ;

( 2 ) 产量呈波动型的水库
,

是两种情况
,

一

种是凶猛鱼类危害并不猛烈
,

另一种是具有红

帕属凶猛鱼类
,

例如 19 7 4 年 n 月
,

湖北牛车河

水库使用赶拦刺张渔法捕捞
,

张网渔获物中蒙

车 古红帕重量 斗万斤
,

占该网渔获物 22 务 ; 安徽

佛子岭水库 1 9 7 5一 19 76 两年内捕蒙古红帕 9
.

2

万斤 ;

( 3 ) 产量呈低产波动型的水库也有两种情况
,

一种是虽然没有危害猛烈的凶猛鱼类
,

但放养条件很差
,

另一种却是主要由于凶猛鱼类的危害造成低产的
,

例如湖北漳河水库 ;

( 4 ) 某些产量呈跌降型的水库主要是由于鳝鱼的危害造成的
,

例如湖北的黑屋湾水

库
,

浮桥河水库等
。

湖北底城浮桥河水库系 19 6 0 年建成
,

头两年就投放大量鱼种人库
,

随着次养鱼类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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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的发展
,

渔产量逐年上升
,

由于投放鱼种时带进部分鳝鱼
,

因此
,

鳝鱼种群数量也随时间

的推移而逐渐增长
,

至 1 9 6 7 年(约 8 年时间 )它发展成为优势种群
,

导致当年渔产量降为

上一年的 49 多 ; 1 9 6 8 年又再跌为 1 9 6 7 年的 24 多
,

此后就一直在低产状态下徘徊
。 1 9 7 2

年虽又投放了较多数量的鱼种入库
,

但仍无起色
,

放养鱼类在渔获物中的比例很小
, 1 9 7 5

年仅占总产量的 , 多
,

且都是老年个体
,

而鳝鱼则构成了渔获物的主体部分
,

约63 并
。 1 9 7 5

年 7 月
,

我们对该库的饵料生物资源进行测定
,

发现它们并不比同类型的水库为低
。

可见

这种类型的水库渔产量主要是凶猛鱼类的危害所造成的
。

我们还可以把凶猛鱼类和放养鱼类与其它非放养鱼类之间的关系用图解法加以分析

(图 5 )
。

饵料生物资源

}
放养鱼类

}

}其他非放养 鱼月
鱼产量

凶猛鱼类

图 5 凶猛鱼类延长食物链示意图

图 5 把渔产量分解为放养鱼类生产量
、

凶猛鱼类生产量以及除凶猛鱼类以外的非放

养鱼类生产量三部分所组成
。

水体的各类饵料生物资源并不能直接为凶猛鱼类所利用
,

而是在被其它鱼类利用以后才能转化到凶猛鱼类
。

这样
,

在纷纭复杂的食物网中
,

有凶猛

鱼类添人时
,

食物链就被延长 1一2 个环节
。

从能量转化的观点来看
,

由植物转化并以可

供利用的食物形式储存下来的太阳能
,

每经过一个级别的转化就被消耗掉一大部分
,

通常

用 10 多的随意值作估算由一个营养级到另一个营养级的转化标准
。

可见凶猛鱼类增加了

转化的级数
,

降低了能量为人们利用的效率 ;也就是说
,

要获得一倍的凶猛鱼类生产量
,

几

乎必须付出十倍左右的其它鱼类生产量的代价
。

我国水库渔业上投放的鱼种均是以鳗嫣

为主
,

也有搭配若干草
、

鱿
、

鲤
、

姻等其它鱼类的
,

这些鱼类多处于食物链的第二
、

三个环

节
,

具有比较高的转化效率
,

因此
,

能获得比较高的渔产量
。

在那些产量高的水库
,

其渔获

量 中鲤
、

靖鱼占绝大部分
,

放养鱼类向凶猛鱼类转化的能量流很小
,

故凶猛鱼类产量不多
,

在总产量中的比例无足轻重
。

凶猛鱼类对养殖业上的危害
,

还不只是简单地延长了食物链
,

更严重的是破坏了合理

放养的实施
。

这是由于凶猛鱼类对食物鱼所谓的选择性
,

主要是以其 口裂所能吞下的鱼

体大小为标准
,

也就是说
,

只要其口裂大于食物鱼的个体则口之所及
,

无一幸免
。

目前
,

我

国水库一般投放的鱼种规格都比较小
,

体长 6一10 厘米的鱼种是无法逃避红帕属成鱼的

危害的
〔71 ,

只有当它们在水库中经历了一个生长季节以后
,

其个体大小才能达到红帕属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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猛鱼类所不能吞噬的程度
。

此时
,

投放的鱼种已被吃掉一部分
,

饵料资源未被充分利用
,

这就是某些具红帕型凶猛鱼类的水库虽有一定的渔产量
,

但不能实现稳产高产 的 原因
。

在某些具鳝型凶猛鱼类的水库
,

由于鳝是一种大型 凶猛鱼类
,

成年个体很大
,

口裂 也很大
,

放养的鱼种除 了极个别能长到老年个体以外
,

很少能逃避鳝鱼的掠食
,

绝大部分成了鳝的

饵料
,

放养没有效果
,

其结果必然是低产
,

或虽一度高产但很快就跌降
,

且一颐不振
。

在上述认识的基础上
,

我们就可以说
,

凡具有成为优势种群的凶猛鱼类的水库绝不可

能高产稳产 ;鳝型水库必然低产
,

红拍型的水库虽然能提供一定渔产量
,

但不存在着高产

的可能性
。

这就决定了在我国目前水库投放鱼种规格都比较小的情况下
,

对水库中这类

凶猛鱼必须采取尽量消灭的方针
。

曾经有过这样的说法
: “

凶猛鱼类大部分的食料还是以没有经济价值或经济价值不

大的小型鱼类为主⋯⋯
,

因此
,

水库中保留一定数量的凶猛鱼类种群是没有关系的
,

在放

养条件下
,

除去一些凶猛鱼类的成鱼
,

以抑制它们的发展也是必要的
。

在处理凶猛鱼类问

题上必须很好掌握经济鱼类
、

凶猛鱼类以及非经济鱼类三者之间的复杂相互关系
,

如处理

不当
,

就会导致产量的降低
” ,

等等
。

我们认为
,

有些作者在进行某一水体中凶猛鱼类食性分析时
,

往往是在该水体没有放

养的情况下进行的
,

因而得出了
“以小型非放养鱼类为主要食料

方的结论
。

事实上
,

大多数

放养的湖泊
.

水库鱼类的食性分析工作证明
,

投放的鱼种在凶猛鱼类的肠内食物中的出现

频率还是很高的
。

因此
,

对于凶猛鱼类的清除
,

必须在其容易歼捕的幼鱼阶段进行
,

以免

养痈贻患
,

而不单是只清除它们的成体
。

由于水库主要放养鱼类如维靖等种类的种群补

充量主要为人工所控制
,

当发现种群密度超过水体负载力时
,

可以减少投放量
,

加强捕捞
,

以达到稀疏的目的
,

并不需要由凶猛鱼类吃掉投放的鱼种
,

来维持生态系的平衡
。

至于非

放养鱼类为争饵料而对放养鱼类造成竞争的压力
,

也完全不需要有意识地保留部分凶猛

鱼类进行解决
,

因为如果小型杂鱼一旦形成数量很大的种群
,

可以组织捕捞
,

以增加总渔

获量
。

而且就 目前水库的捕捞水平而言
,

对于底层类凶猛鱼尚无完全灭绝之可能
,

对于具

有巨大生殖潜能的红拍属凶猛鱼也难以完全肃清
,

它们对于小型杂鱼种群的发展
,

必然起

着限制因素的作用
。

因此
,

在我国水库渔业以
“
合理放养

”
为主要特征的条件下

,

必须尽可

能地排除不易控制的因素
,

尽量做到有目的有计划的放养
,

并从各方面保证其效果
,

达到

稳产高产的目的
。

三
、

关于凶猛鱼类的控制

1
.

在了解凶猛鱼类种群形成的原因和变化的基础上
,

采取以防为主的方针

在蓄水前应对未来淹没区内的鱼类区系进行调查
,

对凶猛鱼类进行清除
,

以防患于未

然 ;蓄水后
,

严防其它水系或投放鱼种时将凶猛鱼类带进来
。

2
.

做好新建水库凶猛鱼类型的预报
,

并采取相应的措施

水库的凶猛鱼类的变动既然有一定的规律性
,

就有可能在蓄水前根据未来淹没区的

水文地理条件和鱼类区系组成的调查材料
,

对一个新建水库可能出现的凶猛鱼类型及其

演替作出预计并采取措施
,

内容包括
:

(灼 水库蓄水初期
,

淹没区内凶猛鱼类不论是在数量上或个体的大小都还没有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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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
,

除乌鲤以外
,

鳝和红拍类还不会成为优势种群
,

对投放的鱼种的危害程度还不猛烈
,

加之这个时期其它的环境条件都有利于放养鱼类的个体和种群的发展
,

应该抓住时机
,

大

放大养
,

放养的鱼种规格可以适当降低
,

使水体中放养鱼类种群保持较高的密度
,

为今后

若干年内获得高的渔产量打下基础 ;

(2 ) 在水库蓄水以后
,

最初出现的是以乌鳄为优势种群的底层类凶猛鱼
,

应该事先组

织好对它们的捕捞
,

以便抓住时机
,

充分利用这一自然资源
。

乌赠的幼鱼孵出以后
,

常 由

亲鱼护卫
,

在岸边集群活动
,

用抄网可以很容易地捞出
,

这是一种简便的捕捞方法 ;

(3 ) 如果原有的鱼类区系中存在着红鲍属鱼类
,

则因它们对繁殖条件要求不严格
,

在

静水或流水 中均能产卵
,

故很可能数年内就发展成为优势种群
,

因此要把对蒙古红帕和翘

咀红帕的控制问题列人计划
。

这两种鱼都有集群的习性
,

用旋网或刺 网围捕可以收到 一

定的效果
,

安徽佛子岭水库使用机轮围网歼捕
,

效果也很好 屯

(4 ) 如果水体中具备着鳝鱼的繁殖条件
,

又有鳝鱼的个体存在
,

则要组织力量歼捕
。

要密切注意附近水体中是否存在着 自然引进的可能性
。

同时在人工投放鱼种时
,

要严格

把关
,

务使鳝鱼的幼鱼不能进人水库
,

以免繁殖成灾 ;

(约 某些鳝型水库在加强了对鳝鱼种群控制以后
,

将出现红帕属或帕属凶猛鱼类占

优势
,

因此
,

在歼捕鳝鱼时也要抓紧对它们的捕捞
,

不要顾此失彼
,

留下后患
。

3
.

掌握妮型与红柏型 凶猛鱼的繁殖特性
,

破坏其产卵条件并歼捕其亲鱼
,

是控制种群

的有效措施

由于鳝鱼是一种大型凶猛鱼类
,

在水库中一旦形成优势种群就不易清除
。

因此
,

对待

鳝鱼应采取既不让它存在
,

更不让它繁殖的方针
。

其繁殖所要求的条件现已为人们所掌

握
,

利用它在繁殖 期有集群溯水到水库上游产卵场进行繁殖的特性
,

可先把产卵区内的个

体反复歼捕
,

然后在其迥游通路上设置障碍
,

如拦网
、

电栅等
,

不让产卵区域以外的其它个

体进人产卵场繁殖
,

并使用流刺网捕杀前来产卵的亲鱼
。

如果有漏网进人产卵场的个体
,

则它们有繁殖后顺水下游的习性
,

此时因体力消耗
,

冲破网的力量不如繁殖前那样大
,

易

被刺缠
,

若用刺网拦捕
,

可获得较好的效果
。

自 1 9 7 5 年起
,

湖北省水生生物研究所四室与

麻城县浮桥河水库管理处协作
,

采用上述方法
,

配合冬季赶拦刺张渔法歼捕
,

取得显著效

果
,

已基本实现了对鳞鱼种群的控制
,

证明上述方法是行之有效的
,

具体做法将另文介

绍
。

在水库的流水条件下
,

蒙古红帕和翘咀红帕也常在汛期溯水到上游繁殖
。

蒙古红鲍

的繁殖期早一些
,

与鳝在同一季节
,

繁殖期集群习性也非常 显著
。

此时
,

群众在上游河道

中用简便的方法就可以捕到它
。

翘咀红始繁殖的时间稍迟
,

六月上旬才大批地开始
。

此

外
,

蒙古红拍和翘咀红鲍对繁殖条件的要求
,

不象鳝鱼那样严格
,

它们在湖泊的静水中也

能繁殖
。

因此
,

水库众多的进库水流都为这两种鱼类提供了繁殖条件及场所
,

如能不失时

机地在它们的产卵场进行歼捕
,

同样可以取得很好的效果
。

4
.

采取赶
、

拦
、

刺
、

张大型渔具渔法
,

有计划
、

有步骤地进行捕捞

对于鳝型水库
,

必须根据水库的具体情况和鳝的生态特点
,

对全库进行有计划
、

有步

骤的剿捕
,

以免有
“野鱼除不尽

,

来年又产生
”

之患
。

由于鳝与红帕类都是活动于表层的凶

猛鱼
,

和其它表层鱼类一样
,

对声
、

光
、

电
、

网等驱赶手段比较敏感
,

易受驱赶而集中
。

因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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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赶
、

拦
、

刺
、

张渔法常可收到较好的效果
。

在使用大型渔具渔法时
,

还要考虑这些鱼类的特性
,

例如以捕鳝为主要对象时
,

拦网
、

张网都要使用较粗的网线
,

以保证有一定的强度
,

谨防因鳝的冲撞力较大而把网冲破
。

在

歼捕红帕型鱼类时
,

则要考虑渔捞对象的体型大小
,

选择合适的网 目
,

以收事半功倍之

效
。

在连续作业时
,

不要多次重复使用同一种驱赶方法
,

以免鱼类
“习惯

”

于受同种条件多

次刺激
,

导致驱赶失效
。

5
.

应用各种渔具渔法
,

分散与集中相结合
,

控制凶猛鱼类

我国具有悠久的养鱼历史
,

劳动人民在长期生产实践中创造出捕捞多种凶猛鱼类的

渔具渔法
。

随着现代技术的发展
,

光
、

电等手段也已应用到淡水渔业上来
。

实践证明
,

电

在清除鳝鱼及其它凶猛鱼类方面有一定的效果
,

可以作为一种驱赶手段
,

在联合渔法中配

合使用
。

在组织上
,

尽量利用它们在一定时期内(例如繁殖
、

索饵
、

越冬等 )有集群的特性
,

集中

人力
、

物力 打歼灭战
,

是一种有效的方法
。

在它们不集群的时间里
,

则要采取遍地开花
,

四

处歼捕的方法
,

常年除野
,

持之以恒
,

以加强捕捞强度
,

使凶猛鱼类种群无发展的可能性
。

小 结

1
.

长江中下游水库的凶猛鱼类按其摄食
、

活动的水层
,

可分为表层类和底层类两大类
。

表层类凶猛鱼对渔业危害最大的是鳝型(以鳝鱼为代表 )
,

其次为红帕型 (以蒙古红铂

和翘咀红鱼白为代表)
。

2
.

在同一时期内
,

水库的凶猛鱼类的优势种群只能有一个
。

水库的凶猛鱼的各个类

型存在着变动现象
,

并表现出一定的规律性
。

变动的方式取决于该水库的鱼类区系组成

和水文地理条件
,

以及人的干预程度
。

3
.

人工放养是我国水库渔业的主要特征
。

鳝型凶猛鱼类的存在
,

破坏了合理放养的

实效
,

是某些水库低产或从高产跌降为低产而不能回升的主要原因
。

红帕型凶猛鱼类在

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放养
,

使得某些水库无高产之可能
。

为实现渔业稳产高产
,

对它们必

须采取尽量消灭的方针
。

4
.

根据凶猛鱼类的生态学
,

破坏它们的繁殖条件
,

在繁殖期歼捕集群的亲鱼是控制种

群发展的有效方法
。

使用大型网具
,

配合各种渔具渔法
,

分散与集中相结合
,

有计划
、

有步

骤持久地进行除野
,

实现对凶猛鱼类的控制是完全可能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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