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38·(总第 154期) 水 利 渔 业 2007年第27卷第6期 

武湖的渔业资源及渔业利用初步意见 

夏文凯 ，吴小平 ，刘家寿 ，李钟杰 ，张堂林 ，叶少文 ，李文祥 

( 南昌大学生命科学学院，南昌 330029； 中国科学院水生生物研究所，武汉 430072) 

摘要：武湖现有鱼类50种，其中鲤科鱼类33种，占总数的66％。渔获物组成中，鲢、鳙 、鲤、鲫、铂的产量 

占总产量的93％左右，渔获物以低龄为主。武湖 目前的主要增养殖方式是放养鲢鳙，通过投放无机和有机 

化肥培养浮游生物来达到增加鲢鳙鱼产量的目的。针对武湖的渔业资源现状和渔业可持续发展的需要 ，提 

出了渔业利用的初步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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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湖是长江中游的一个中型浅水湖?白，位于湖北省 

武汉市境内，东经 l14。28 ～l14。33 ，北纬 30。46 ～30。 

50 ，地处中亚热带，湖区气候温和。湖区面积 2 000 hm ， 

西、北侧为丘状平原，有人工次生林、灌丛及基本农田；东 

侧为水稻田，南侧为精养鱼池 ，南侧大闸通江。枯水季平 

均水深 0．5 ITI，丰水季平均水深 3．5 ITI⋯。水生植被覆盖 

率30％ ～40％。该湖以渔业养殖为主，兼有蓄洪、灌溉等 

功能。目前，有关武湖渔业资源的研究仅局限于13本沼 

虾和翘嘴鲐 ，未见渔业资源方面的全面报道。本文 

对武湖的鱼类区系组成 、放养与捕捞情况、主要经济鱼类 

的年龄结构进行了调查和研究，以期为渔业资源的合理 

利用提供参考。 

1 材料与方法 

2005年5月 ～2007年 5月，统计武湖不同捕捞方式 

的渔获物，采集的鱼类标本现场用福尔马林固定，参考相 

关文献 进行种类鉴定。2006年 11月 ～2007年 1月 

冬季大捕捞期间，随机对鲢、鳙、鲤、鲫 、铂等主要经济鱼 

类进行抽样，测量体长、全长、体重，并取背鳍前下方、侧 

线上方部位的鳞片，根据其年轮特征进行年龄鉴定。年 

轮特征的辨别参照邓中舜 、殷名称 “ 等的记述。期 

间还搜集了武湖2000～2006年的渔业生产资料。 

2 结果与分析 

2．1 武湖鱼类区系组成 

本次调查共采集有鱼类50种，隶属6目14科。其中 

鲤形 目34种，占总数 的 68％；鲈形 目 9种，占总数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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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鲶形 目3种，占总数的6％；鲱形 目2种 ，占总数的 

4％；鳝形目、合鳃 目各 1种，各占总数的 2％。在鲤形 目 

中，以鲤科鱼类最多，有 33种，占鲤形 目鱼类的97％，占 

武湖鱼类总数的 66％；鳅科鱼类 1种，占鲤形 目鱼类 的 

3％，占武湖鱼类总数的2％。武湖鱼类名录见表 1。 

2．2 鱼种放养与捕捞情况 

武湖以投放大规格鲢鳙为主，同时投放“江花”以及 

鲤、鳜、黄颡鱼、青鱼等鱼种。鲢鳙鱼种 的放养 比例，除 

2003年为 1：8．6外 ，其余在 1：0．9～1：3．0之间变 

动。为了保护水草资源，2000年之后停止了草鱼的投放i 

2005年开始加大了“江花”的投放量(表 2)。 

2．3 渔获物分析 

武湖渔获物组成主要以鳙、鲢、鲤、鲫 、鲐类为主，鲐 

类包括达氏铂、红鳍原铂、翘嘴铂、蒙古铂 ，其中达氏铂产 

量最高。2000—2006年几种主要经济鱼类的产量占总产 

量的比例分别为 89．77％、96．65％ 、94．03％ 、89．55％、 

94．96％、94．83％、93．03％，其它有一定产量的鱼类有鳜、 

黄颡鱼、乌鳢、似刺鳊绚、花鱼骨等。图 1为 2006年主要渔 

获物的产量 比例。与 2005年相比，鳜的产量有了大幅度 

的提高，2006年鳜产量为 2005年的2．4倍 ，主要是因为 

2006年加大了鳜苗种的投放。 

鲻 

鲤 1 3 8 

鲫 8．5 

黄颡鱼J， 

图1 2006年渔获物产量比例 

2．4 武湖主要经济鱼类的年龄结构 

年龄鉴定结果表明，武湖渔获物以低龄鱼为主，尤以 

放养性鱼类渔获物低龄化最为明显。鳙 由 1 、2 、3 龄 

3个年龄组组成；鲢由1 、2 龄2个年龄组组成；鲤由0 
～ 6 龄7个年龄组组成，其中0 ～2 龄个体数量占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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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的95．1％；达氏鲐主要由0 ～5 龄 6个年龄组组成， 

有极少量的 6 、7 龄 个体，0 ～2 龄个体占总数量的 

84．6％；红鳍原鲐由0 ～4 龄5个年龄组组成 ，0 ～2 

龄个体占总数量的95．1％；似刺鳊绚由0 、1 龄 2个年 

龄组组成；花鱼旨由0 、1 、2 龄 3个年龄组组成；鲫 由 

0 ～7 龄 8个年龄组组成，2 ～5 龄个体 占总数量的 

80，7％ 

3 讨论 

3．1 鱼类区系特点 

武湖的鱼类区系组成中，放养的经济鱼类已成为绝 

对优势种群 ，鲢鳙产量占总产量的 64％ ～73％。天然鱼 

类中，鲤、鲐、鲫、花鲭 、似刺鳊绚等湖泊定居性种类为主 

要优势种群。武湖现有鱼类 50种 ，其 中鲤科鱼类有 33 

种。据 记载，武 湖曾有鱼类 90种，其 中鲤科 鱼类 49 

种 ，到目前鱼类种数减少了44．4％，鲤科鱼类减少了 

32．7％。从总体上看 ，武湖鱼类区系变得简单，多样性下 

降，群落结构简单，以低龄鱼为主，群体补充依靠人工放 

苗和自然繁殖。 

表 1 武湖鱼类名录 

鲱形目Clupeiformes 鳊亚科 Acheilognathinae 

鳗科 Engraulidae 29．大鳍鳊 Acheilognathus macropterus(Bleeker) 

1．短颌鲚 Coilia brachygnathus(Kreyenberg et Pappenheim) 3O．兴凯鳊 Acheilognathus chankaensis(Dybowski) 

银鱼科 Salangidae 3 1．彩副鳊 Paracheilognathus imberbis(Giinther) 

2．寡齿新银鱼 Neosalanx oligodontis Chen 32．高体螃鲅 Rhodeus oceUatus(Kner) 

鲤形目Cypriniformes 33．方氏螃皱 Rhodeus扣， (Miao) 

鲤科 Cyprinidae 鲤亚科 Cyprininae 

鱼片亚科 Danioninae 34．鲤 Cyprinus carpio Linnaeus 

3．马口鱼 Opsariichthys bidens Gunther 35．鲫 Carassius auratus(Linnaeus) 

雅罗鱼亚科 Leuciscinae 鳅科 Cobitidae 

4．鳃 Elopichthys bambusa(Richardson) 36．泥鳅 Misgurnus anguillicaudatus(Cantor) 

5．赤眼鳟 ualiobarbus curriculus(Richardson) 鲇形目Siluriformes 

6．青鱼 Mylopharyngodon piceus(Richardson) 鲇科Siluridae 

7．草鱼 Ctenopharyngodon idellus(Cuvier et Valenciennes) 37．鲇 Silurus asotus Linnaeus 

铂亚科 Cultfinae 鳞科 Bagridae 

8．似鳙 Toxabram~swinhonls Gfinther 38．黄颡鱼 Peheobagrusfulvidraco(Richardson) 

9． 条 Hemicuher leucisculus(Basilewsky) 39．瓦氏黄颡鱼Pelteobagrus vachelli(Richardson) 

10．贝氏餐 Hemiculter bleekeri Warpachowsky 鳊形目Cyprinodontiformes 

1 1．红鳍原铂 Cultrichthys erythropterus(Basilewsky) 缎科 Hemiramphidae 

l2．翘嘴鲐 Culter alburnus Basilewsky 4O．间下鲢鱼Hyporhamphus interntedius(Cantor) 

l3．蒙古鲴 Culter mongolicus mongolicus(Basilewsky) 合鳃目Synbranchidae 

l4．达氏铂 Culter dabryi dabryi Bleeker 合鳃科 Synbranchidae 

l5．鳊 Parabramis pekinensis(Basilewsky) 41．黄鳝 Monopterus albus(Zuiew) 

l6．团头鲂 Megalobrama amblycephala Yih 鲈形目Perciformes 、 

鲴亚科 Xenocyprinae 骺科 Serranidae 

l7．黄尾鲴 Xenocypris duvidi Bleeker 42．鳜 Siniperca chuatsi(Basilewsky) 

l8．细鳞鲴 Xenocypris microlepis Bleeker 43．大眼鳜 Siniperca kneri Garman 

l9．似鳊 Pseudobrama simoni(Bleeker) 塘鳢科 Eleotridae 

鲢亚科 Hyp0phthalmichthyinae 44．小黄黝鱼 Hypseleotris swlnhonis(Gtinther) 

2O．鲢 Hypophthalmichthys molitrix(Cuvier et Valenciennes) 45．沙塘鳢 Odontobutis obscurus(Temmnick et Schlege1) 

21．鳙 Aristichthys nobilis(Richardson) 鳃虎鱼科 Gobiidae 

觞亚科 Gobioninae 46．波氏吻鲴虎鱼 Rhinogobius cliffordpopei(Nichols) 

22．花鲋 Hemibarbus maculatus Bleeker 47．子陵吻鲴虎鱼 Rhinogobius urinus(Rutter) 

23．似刺鳊觞 Paracanthobrama guichenoti Bleeker 鳢科 Channidae 

24．麦穗鱼 Pseudorasbora parva(Temminck et Schlege1) 48．乌鳢 Channa argus(Cantor) 

25．黑鳍鲸 Sarcocheilichthys nigriv-innis(Gtinther) 斗鱼科 Belontiidae 

26．银觞 Squalidus argentatus(Sauvage et Dabry) 49．圆尾斗鱼 Macropodus chinens~(Bloch) 

27．亮银觞 Squalidus nitens(Gtinther) 刺鳅科 Mastacembelidae 

28．棒花鱼 Abbottina rivularis(Basilewsky) 5O．中华刺鳅 Mastacembelus sinensis Bleeker 

武湖常年进行捕捞，春夏的捕捞方式有网簖、拖钩、 

小钩、卡子等，冬季则以网簖、单层刺网以及赶、拦、刺、张 

联合渔法等进行作业，捕捞压力过大、放养结构不合理和 

江湖阻隔可能是导致武湖鱼类区系简单化、多样性下降、 

年龄结构以低龄为主的主要原因。 

3．2 关于渔业利用的初步建议 

武湖是武汉城郊的大型湖泊，目前主要采用施肥和 

投放鲢鳙鱼种的方式养殖常规鱼类。这种养殖方式有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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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的短期经济效益，技术含量较低、养殖风险较小，但对 

水体的污染大、难以持续，也影响水体的其它功能。 

表2 武湖2,OOO一2006年鱼种投放及捕捞情况 

城郊湖泊是我国重要的淡水湿地资源。随着我国城 

市经济的快速发展，社会对这些水体的依赖性越来越强， 

其水产品生产功能必须与饮水水源、工业用水、景观、休 

闲娱乐、农业灌溉、调蓄水量等功能需求相协调，特别应 

重视调整鱼类群落结构对净化水质的作用n引。探讨建立 

都市渔业的新产业结构，改善城郊水环境质量，不仅能促 

进都市渔业的持续发展，对加强水体的其它服务功能也 

有很大促进作用。因此，我们建议改变武湖现有的渔业 

方式，以维护武湖良好的水质 、维持渔业的可持续发展。 

首先应该逐步停止施肥、减少鲢鳙鱼种的投放 ，以改善水 

体的自然环境。其次，应对湖区的水生生物资源现状作 

全面调查，在此基础上提出以水质养护为主、兼顾渔业经 

济效益的渔业利用模式。关于后者，我们将在后续文章 

中详细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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