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 卷 第 期
年 月

湖 泊 科 学 ,

趾
,

东太湖围栏养殖及其环境效应

杨 清 心 李 文朝
川

, 国科学院南京地理与湖泊研究所
,

南京

俞 林 魏 军
江苏省吴县水产局水产科技推广站

,

苏州 江苏省吴江市水产局
,

吴江

提要 东太湖是太湖东南部一个草型湖湾
,

面积
,

水草丰盛
,

水质良好
,

渔业

资源丰富
,

但由于 多种原因
,

捕捞渔业产址仅有 左右
。

自 年代以来兴起的围栏养殖渔

业到 ” 年时已发展到
‘

外 盆 的规模和 的总产量
,

年产值 月 万元
,

利润率达
。

与此同时
,

也引起了 弓 ’
水生植被的毁坏和水质污染等环境生态负效应

。

在现行

的三种围养模式
‘ , ,

大网围放牧式养殖因过低的生产能力和破坏大面积水生植被而应予以淘

汰 小网围精养其有较高的经济效益 但由于污染较严重
,

应限制其规模并调整其分布以减轻污

染程度 网围养蟹以其高利润率和轻污染及对水生植被破坏较轻而具有较大的发展潜力
,

应予

科学引导
。

同时探讨青虾等的养殖技术以增加水产品的多样性

关键词 东太湖 网围养殖 环境效应

东太湖是太湖 东南隅的一个草型湖湾
,

面积 ’,

平均水深 水位

时
。

它是太湖的主要泻水通道
,

平均换水周期只有 左右
,

来自西太湖的水流给它带来

了丰富的营养物质〔二
。

年均水温 ℃
,

一年内水温高于 ℃的 日数长达 以上
,

对水

生生物生长较为有利
。

水生植被覆盖面积 月 ,

年生产草食性鱼类饲草
,

为草

食性鱼类养殖提供 了大量的天然饲料
。

湖水透明度高
、

溶氧充足
,

水质为中营养类型阅
,

浮游

动
、

植物现存量仅 和
,

初级生产力以水生高等植物为主叫
。

与水生植物

共生的大型软体动物资源较为丰富
,

平均现存量高达 匡
,

是河蟹优越的栖息环境
,

并可提供部分优质饲料
。

东太湖既具备优良的水质和栖息环境
,

又有丰富的天然饲料资源
,

为发展渔业生产提供

了良好的基础条件
。

自古以来 东太湖水产资源丰富
,

盛产河蟹
、

青虾
、

纵鱼
、

河鳗等名贵水产

品
,

但总产量在 年代初只有 左右
,

个专业渔 民人均产量约
。

为探索开发利用东太湖渔业资源的新途径
,

中国科学院南京地理与湖泊研究所于 年

代初在东太湖建立试验站
,

与中国水产科学院淡水渔业研究中心等共同协作
,

先后开展了网

围养殖草食性鱼类 草
、

编鱼
、

团头纺 和河蟹养殖试验并获得成功
,

至 年小面积网围养

来稿日期 年 一 月 日 , 接受日期 年 月 灯 日
。

作者简介 杨清心 女 年生
,

助理研究员
。

年兰州大学生物系研究生毕业 现主要从事湖泊生物学研究
。

已

发表
“

伊乐藻在东太湖的引种
”
等论文教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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鱼
、

养蟹 已发展到
,

产量
、

产值和利润均超过天然捕捞渔业
。

这不仅较好地利用了

东太湖渔业资源
,

而且提高了渔 民的经济收入
,

减轻了捕捞压力
,

有利于 自然增殖
,

年

天然捕捞渔业产量增至 月
。

与此同时
,

草食性鱼类的网围养殖和大量投饲引起了局部水

生植被的破坏和环境污染〔‘一幻 ,

影响到渔业资源的再生和持续利用
。

本文通过对东太湖网围

养殖渔业发展过程的回顾和对三种围养模式的生产能力
、

经济效益及其环境生态效应的对

比分析
,

提出了调整围养模式
、

规模
、

结构与 合理布局的初步意见
,

旨在提高网围养殖渔业的

经济效益和减轻其对水体生态环境的负效应
,

确保渔业资源的再生和持续利用
。

渔业资源开发的发展过程

年代初期
,

东太湖的渔业生产仍然为单一的捕捞渔业
。

年代后期沿岸 围垦区的池

塘 养鱼业发展较快
,

湖 内水草被大 量收 割用作草食性鱼类的饲 料
,

” 年养鱼产量 已达

湖内曾每年进行鱼
、

蟹人工放流
,

但随着鱼蟹价格上涨
,

捕捞强度猛增
,

渔业管理困

难
,

也难以达到应有的增产效果
。

年东太湖草食性鱼类的 网围养鱼试验成功后
,

年在沉水植被区建立 了示范

区
,

优越的水动力学条件使得网围区保持了良好的水质和充足的溶解氧
,

在以水草为主饲 料

并辅 以精饲 料的条件下
,

先后取得 了 爪 , 和 高产量戊
,

收到 了较好

的经济效益
。

围栏养鱼很快被当地渔 民所接受
,

年建立了大型围栏养鱼 区
,

占水面
,

以 围栏内的水生植物等天然饲料为基础
,

生产草
、

编
、

鲤
、

卿等鱼类共计
,

产值达

万元
,

利润率为
。

年扩大到
,

总产量 ,
,

总产值 万元 但利

润率下降到
。

年和 年出现连续两年亏损
。

而同时示范区的小面积网围高

产技术显示了其高产高效的优越性
,

太湖渔业管理委员会又从行政措施上予以政策性干预
,

从此这种放牧式大围栏粗养渔业便衰退了 图
。

到 年仅残 留 如
,

产量
· ,

产值 万元
,

仅占东太湖围栏养殖总产量和总产值的 和 表
。

表 年东太湖围栏养殖渔业统计
· 一 一

养养殖类型型 面 积积 产 量量 产 值值 利 润润

鱿 ‘

元 元

大大围栏低密度养鱼鱼
。

小小网围高密度养鱼鱼 朽

网网围养扭扭
。

合合计计

年小网 围精 养草食性 鱼类进入 生产性推广 阶段
,

当年 建成网围近百 只
,

总面 积
,

总产量达
,

产值 万元
,

利润率 刁
。

这种养殖方式能充分利用湖 内

的水质条件和渔业环境资源
,

采取高密度放养
,

以投饲为主
,

还割取 围外水草补充
,

因而取得

了较高的产量和经济效益
,

得到 了迅速发 展 图
。

年时网围数已达 个
,

总面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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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东太湖围栏养殖渔业的兴起与演变趋势
· 一 一 吕 上 欧

,

总产量
,

单产
,

总产值 万元
,

利润率提 高到 了
,

产

量
、

产值和利润分别占东太湖围养业的
、

和 托 表
。

这是一种高投入
、

高产出的养殖方式
,

近几年来
,

饲料和网 围材料的大幅度涨价使得生产成本增加
,

而鱼价则

涨幅不大
,

加之 鱼病流行
,

抑制了小围栏精养渔业的进一步发展
,

产量和产值的提高主要 靠

增 加单位面积产量来实现 图
。

由于人们对于高档水产品河蟹需求量剧增
,

三年来涨价 倍左右
,

这就引起 了东太湖

围栏养殖业 向养蟹迅速转移 图
,

年在吴县水产局和吴江市水产局的侣导下开发了

生产性 网围养蟹
,

当年建立 网围 只
,

计 月 ,

总产量达
,

总产值 利 万元
,

利

润率为
·

片
。

年发展至 只网围
,

产量
、

产值大幅度增加
,

利润率增至
· ,

远

超过了网围养鱼
,

产值和利润分别占东太湖围栏养殖业的 和 和
。

山于具有投资

少
、

效益高的的优势
,

网围养蟹在东太湖呈迅猛发展的势头
。

至此
,

东太湖围栏养殖业 已发展到
,

虽然只占东太湖总面积的 环
,

但却

提供了 了 的总产量
,

单 产为 , “ ,

远远超过 了捕捞产量
,

总产值

和利润也超过了捕捞渔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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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种围养方式的效益评估

东太湖草食性鱼类的大围栏放牧式养殖
、

小网围精养和 网围养蟹三种养殖方式
,

由于其

养殖规模
、

品种
、

密度以及饲料来源和消耗量不同
,

在生产能力
、

经济效益和环境生态效应方

面均有显著差异 表
。

表 年东太湖三种围栏养殖方式的生产能力
、

经济效益和环境生态效应的比较分析

曲 娜 “ 饥
一

尔
一
血 司

,

丘 即功 时 廿

”
‘ ’

演” 自”
‘ ’

关函栏谕度施
’ 一 ’

一不丽丽嘛鱼
一 一

」

丽弃云一一
平均单围面积〔腼
放养种类

放养密度 吕 腼
饲料来探

从小网围逃出的鱼种

天然饵料

投词量

收获产量 压

产值 元丫

利润 元压 之

利润率

污染物释放总盆

万元利润污染量 切
对水生植被的影响 围内基本丧失

草鱼
,

编鱼

人工投饲

水草
,

陆生饲草
,

饼
、

谷类

,

, 乐

围内毁灭 影响围外

。

河蟹

补充投饲
水草 一 ,

小杂鱼
、

饼
、

谷类 ‘

,

,

刁 ,

围内轻度影响

草食性鱼类的大围栏放牧式养殖

这种大型围栏平均面积近百公顷
,

以围内水生高等植物及其周丛生物等天然饲料为基

础
,

载鱼密度很低
。

新建围时
,

其内饲料资源较为丰富
,

除自然繁殖和鲤
、

卿鱼外
,

还投放部分

草
、

编鱼
,

产量达 以上
,

分别获得 和 的利润率
。

由于鱼类对水生高等

植物的摄食和破坏
,

围内可食性水草种类迅速消失
,

残留的狐尾藻等水草不被草食性鱼类所

食用
。

资源的枯竭导致养殖业失败
。

年在这些大型围栏区中
,

建立了许多小面积精养网

围
。

此时大型围栏中不再投放鱼种
,

而仅仅靠从小网围中逃逸出来的部分草
、

编鱼种
,

并利用

从小网围中漂散出来的饲料
,

维持较低的生产能力
。 、 年仅获得 的产量

由此可见
,

在草型湖泊中
,

这种草食性鱼类的大围栏放牧式养殖是一种落后的养殖方

式
,

它不仅生产能力和经济效益低下
,

最为重要的是它毁坏了大面积水生植被
,

使得围栏内

的天然饲料资源枯竭
,

难以实现渔业资源的再生和持续利用
。

草食性鱼类的小网围精养

小型围栏大多为网围
,

面积在 以下
。

由于草
、

编鱼放养密度超过
,

围内

水生高等植物在数 日内便被彻底毁灭
,

主要依靠投喂大量水草
、

陆生饲草和精饲料来满足饲

料 需 求
。

这 种 养 殖 方 式 生 产 效 率 很 高
,

平 均 产 量 已 超 过 。。 含 ,

产 值 超 过

元 , ,

利润率达
。

但由于大量投饲
,

残余饲料和鱼类排泄物不仅严重污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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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内的底泥和水质 二,

引起夏季低水位时湖水缺氧和流行病的发 生
,

而 且由于水流 引起

的污染物扩散
,

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周围的水质
。

年东太湖网围养鱼共投喂水草
、

旱草

和精饲料
,

含氮
、

磷量分别超过 和
,

但 以 鱼产品形式输出的氮
、

磷仅占投入

量的 月 和 环
,

氮
、

磷污 染量超过 和
,

万元利润的氮
、

磷 污染量超过 月

和 表
。

小网围精养是一种较 为先进的养殖方式
,

由于产量较高而占用湖面积较少
,

毁坏水生植

被的面积亦较小 较大强 度地收割利 用了围外水生植物
,

降低了饲料费用
,

经济效益较好 同

时对于水体生态环境的污染也是不可避 免的
。

在适当限制网围总面 积及外源饲料投入量
、

合

理布 局的情况下
,

通过这 种养殖方式可以实现草型湖泊内渔业资源的再生和持续利甩
。

网围养蟹

河蟹不仅摄食部分水生植物
,

而且与水生植物的周丛生物关 系更 为密切。
。

养殖网围的

尺度 变化较大 因为捕蟹多采用静态渔具
—地 笼 ,

,

网围的大小并 不影响捕 捞难度
。

虽然

放养密度很 小
,

但网围内的天然饲料资源有限
,

须投喂部分野杂鱼类和植物性词料
。

河 蟹收

获里并不高
,

但蟹价是鱼价的十几倍
,

利润超过 , 元
,

利润率高达 沁
,

远高于网

用养鱼 表
。

在环境生态效应方面
,

养蟹对水生植被影响较小 由于养殖密度和 投饲 星均较小
,

网围

养蟹的总污染量和万元利润污染 量均 不到 小围栏养鱼的 表 但养蟹的总利润 已经

超过了小网围养鱼 表
,

单位面积利润 已达小网围养鱼的 沁
。

草型湖泊中的网围养蟹是一种可以盈利和水体生态环境保护兼得的养殖方式
,

它 因高

利润
、

低污染 和对水生植被影响较小而优于 网围养鱼
,

只是围内水生植物的生产力未能得到

很好的利 用
。

只要合理控制放养密度
,

网围养蟹一般并 不影响渔业资源的再生和持续利用
。

东太湖渔业资源开发的优化调控

东太湖地 处长江三角州经济和淡水渔业发达地 区
,

近几十年来草食性鱼类的供 应量 比

较 充足
,

尤其是东太湖沿岸的数千公顷鱼池
,

终年生产鱼产品 万 多吨
,

因而鱼 产品 生产并

非东太湖围栏养殖业的首要任务
。

与此相 反
,

由于对河蟹
、

青虾等名贵水产品的市场需求量

急速增加
,

价格异 常升高 同时考虑到 东太湖现有的三种网围养殖方式在生产能力
、

经济效

益 和水体环境生态效应上的特点
,

从提高经济效益及保护渔业资源和生态环境的观点出发
,

提 出如下对东太湖网围养殖业的优化调整意见
。

淘汰草食性鱼类的大围栏放牧式养殖
。

这样仅减少围栏养殖总产值的 月
,

就可

减少网围面积
,

增 加水生饲草生产面 积 仆 和大约 的年生产 量
,

将其

用作草鱼饲料时价值约 万元 高于大围栏养鱼的总产值
。

限制 和调整小围栏精养面积
。

为了减少 总污染量
,

应将其面积控制在现有的水平

卜
,

通过提高单产来增加总产量 加强对湖内菱草和马来眼子菜的收割利用
,

并栽种耐寒 沉

① 吴江市水产局
。

东太阴网围养蟹试验资料汇编
。

”



期 杨清心等 东太湖围栏养殖及其环境效应

水植物伊乐藻来取代早春陆生饲草黑麦草川
,

争取将每净产 鱼的精饲料消耗量控制 在

以内 将小网围的分布区由沿岸带移向湖心区
,

利用湖心区较强的水流促使污染物稀释

扩散 ’ 〕,

以减轻污染程度
,

亦有利于改善围内水质
,

增加载鱼量和降低死亡率

发展以河蟹和青虾为主的特种水产品养殖
。

沿岸水浅
,

风浪小
,

透明度较高
,

适宜于

特种水产品养殖
。

目前限制东太湖网围养蟹发展的关键因素有二
,

即蟹种供给和 回捕率
。

蟹

种供应量不足降低了现有 网围设施的利用效率 蟹种质量不高导致高死亡率
,

在生境条件的

选择控制和饲养管理方面经验不足
,

回捕率低
。

应对东太湖网围养蟹加强科学指导
,

从蟹种

培育和河蟹养殖生态学两个方面深入开展研究工作
,

争取将回捕率提高到 以上
,

以增

加产值和利润率
。

同时加强对青虾
、

级鱼
、

加州妒鱼等的网围养殖研究与推广工作
,

增加水产

品的多样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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