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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 号 非常混浊
,
悬浮颗粒态浓度高

,

络合
、

吸附
,

故 也为零

环 境

完全被 态存在
,

其含量为背景值的 倍左右

本区河水组分复杂
,

对元素存在形态有较大影

响
、

和 在较清洁水体中主要呈 存

在
,

其占有比 顺 序 为 二 约  约

但随着水中无机
、

有机组分的增加
,

络合和吸

附过程增强
,
致使 呢 逐渐降低

,

和 转

化为主要呈 存在
,
而 在乌鲁木齐河中下游与

头屯河水中同样转变为以 存在为主
,
但在水磨

户心
止三户

月呀月一,

食。一

河与四宫污水中
,

分 量 略 高 于
,

些
陌阮卜

曰荟

。一言不才韦
占吕

币 己一

宜‘,‘内污

图 乌区水体中 的 与水中
 的关系

如上所述
,
元素存在形态随环境条件的变化而转

化
,

在这些环境条件中
,

本区水中的 对
、 、

三元素和 元素 的形成起了相反的影响

·

对于
,

绝大部分样点
,

占优势
,

且

与 之间有良好的相关性 但其

尚占
,

相 当高的比例
,

它的分布为 水磨河  

乌鲁木齐河中下游  头屯河 这种分配

比的变化主要与无机盐的影响及本身浓度有关

不同水体中元素存在形态分配比例的变化在一

定程度上反映了本区干旱等自然环境与污 染影 响 特

征
。

三
、

小 结

所得结果说明乌河中下游和头屯河受重金属污

染较轻
,

元素的总量约为背景河段的 一 倍
,

溶解

态含量接近国内外的背景值 而水磨河与四宫排污水

则受重金属污染较重
, 、

和 总量分别超过国

家地面水一
、

二
、

三级标准
,
但它们主要呈悬浮颗粒态

,

溶解态含量较低
,

接近背景值范围 仅 主要以溶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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望虞河环境生物质量评价与渔业关系

赵利华 姚根娣 曹正光 黄晋彪
上海市水产研究所

, 上海

提要 望虞河为太湖流域 引水
、

泄洪综合治理骨干工程之一
, 贯通江苏省东太湖与长江 全长 ‘

· 。

穿越苏

州
、

无锡
、

常熟经济发达区 ,

受流域性经济发 达区所伴随的热污染和有机污染影响 , 年 月至 月在全河流共完

成 个点的浮游植物
、

浮游动物
、

透明度调查 ,

并勘察和收集高等水生植物
、

蚌类
、

增养殖
、

捕捞
、

栏围养规模
、

渔业经济

等有关样品和资料 全河流被明显地分成三个不同富营养型河段
,

其中重
、

中的二个富营养型河段渔业发达且受益
,

但

在夏季的中富营养型西河段
,
水温超越 ℃ 已成为渔业危险期和危险区 工程可改善富营养化程度和环境质量

, 但在

渔业上依赖浮游生物为主的渔业产品结构可被 高质高值的品种所替换
。

关键词 望虞河 , 生物学评价
、

渔业

收稿日期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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望虞河自东太湖沙墩港至长江耿径闸
,

穿越苏州
、

无锡
、

常熟等地区 随着太湖流域水环境综合治理进

展
,

以及流域性经济发达区所伴随的污染
“
冲击

” ,

本文

在水环境生物
、

渔业生产调查基础上
,

进行了环境生物

质量与渔业生产间关系的研究

一
、

调查方法和结果

年 一 月间
,

自大运河的望亭电厂至长江

耿径 口
,

共设 个采样点
,

采集浮游植物
,

浮游动物

定性定量样品 瓶
,

并测定透明度等 在此勘察期内

还调查了沿江河段各种水生植物和幼蚌围养的分布数

量
,

拦鱼薪数和类型
,

捕捞业
、

养殖业等 望虞河地理

位置和采样站名见图 和表

图 望虞河流域图

一 望虞河 的环境背景

望虞河西河段自太湖 沙墩港至遭湖等湖泊区地势

较为平坦 与大运河相交处有望亭电厂
,

装机容量

万砒
,

扩建 万砒
,

冷却循环水取自大运河
,

出水排入

望虞河
,

月均排水量 多万吨以上
,

年总排水接纳

量 亿 望虞河接纳电厂的废热水和大运河污水
,

可

波及到潜湖 人潜湖后穿过鹅湖
、

加林湖等湖区的中

河段 后绕常熟县虞山西北麓至长江耿径 口 的 东河

段 其中鹅湖至耿径 口 的东河段曾于 , 一

年开挖加 宽 加 深 工 程
,

底 宽 一
,

底高

一 ,

平均水位
,

水位变幅

距望虞河两岸约 之内
,

三县乡镇企业主要

有造纸
、

纺织
、

印染
、

化工
、

电镀
、

砖瓦等 巧 , 个 污水

排放总量为 , 万 年
,  !

·

年
,

其中

处理率平均
,

污染物 主要为
,

其次为硫化

物和  本地 区共有人 口 , 万 人
,

生 活 污

水  日
,

2 3 9 一 , , 万
t
/年
.
Bo D 19

.
66t/日

,

。
.
7 18 万

t
/年
.
农业化肥每年使用 “986

.
6t ,

氮
、

磷

分别为 90
.
6% 和 8

.
6%
.
全河道主要是有机污染

,

氮

氮普遍超标
,

是富营养化的重要原因
*.

(二) 望虞河环境生物

环境质量依浮游生物
,

水生维管束植物种类组成

及其优势种
,

根据大湖富营养化程度的评价标准
,
以及

日本水库湖泊营养型划分方法
〔‘

, ‘, ,

可将望虞河明显地

划分成三个不同的营养型河段
.
详见表 1

.

1
.
太湖沙墩 口至嘈湖西河段(中富营养型)

从大运河望亭电厂到槽湖中心
,

透明度较低
,

约在

35 一 40c m
.
浮游植物细胞数约 100 万个厂L

,

蓝藻和绿

藻占 50 一93 %
,

主要种类绿藻门有伏氏藻属
、

十字藻

属
、

栅列藻属
.
蓝藻门有片藻属和色球藻属;硅藻门有

直链藻属
.
浮游动物密度为 40 一150 个/L

,

生物 矗 为

0
·

3 2 一 1
·

98

m
g

Z

L

,

主要种类为臂尾轮虫
、

龟甲轮虫
、

三肢轮虫和剑水蚤
.
人工种植的三水作物在沿岸大量

种植
,

主要有喜旱莲子草 (水花生)
,

夹有少量凤眼莲

(水葫芦)和大蓬(水浮莲)
。

2
.

潜湖至南湖荡中河段(重富营养型)

透明度很低
,

最低值在鹅湖出水 口 ,

仅有 6c 二
.
浮

游植物细胞数多
,

每升水约一千万个以上
,
鹅湖可达

3, , o 万个/L (3,
.
s x 一0

4
个/L )

.
蓝藻和绿藻占 90呱以

上
,

优势种为片藻属
,

占 50 一 ,l0 %
.
其次为席藻属和

隐球藻属
.
浮游动物密度和生物量均多

,

鹅湖人水口

可达 80 。个压
,

5

.

, 6 m g
/ L

.
主要种类以轮虫类 为 主

的臂尾轮虫
、

晶囊轮虫
、

裂足轮虫
,

以及挠足类剑水蚤
.

由于透明度低
,

该水域无水生植物生长
.

3
.
官扩西至耿经闸东河段(贫

、

中富营养型)

透明度一般在 40c m 以上
,

靠近耿径闸河道因受

长江水进水和含沙量的影响
,

透明度为 20c o
.
浮游植

物细胞数低于 50 万个/L
.
蓝藻和和绿藻所占比 例 降

为 19一88 %
.
主要种类为绿藻门栅列藻

、

十字藻
.
隐

藻门隐藻属
.
裸藻门裸藻属

.
在重富营养型中出现频

率最高的片藻属已不是优势种
.
浮游动物的密度和生

物量都较低
,

除官扩西外
,

密度为 20 一35 个/L
,

生物

量为 0. 15 一。
·

9 9 m
g

/

L

.

主要种类为枝角类的秀体蚤
,

象鼻蚤和挠足类剑水蚤
.
沿岸自然生长水生维管束植

物种类多
,

主要有菱白
、

苦草
、

紫背浮萍
、

轮叶黑藻
、

金

鱼藻
、

苹菜
、

芦苇
、

槐叶苹等
,

其中以苦草和金鱼藻生长

茂盛
.

二
、

捕捞业和养殖业

(一) 鱼类
、

甲壳类和软体动物种类组成和数量分

1.值类组 成

J卜 - - - ~ . .

- -

-

,

- -
~

一
.郭孟朴 . 望虞河工程设计任务书环境影响评价 报 告 .
水电部太湖流域管理局 , 1 9 86

.



卷 4 期 环 境 科 学

霉霉霉 瓣瓣 从从 业业
绍绍绍 埋 彝 斗 绷绷绷 概 洲洲
祛祛祛 念 举 例 盈 肠肠肠 橄 兴 堵堵
扣扣扣 日 书 衅 鹰 长长长

、,

二 处 石 姻姻
赞赞赞 长 川 伸伸伸 邓 欲 凝

.
讹讹洲洲洲洲洲 苏 狈 器 蘸 州州

节节节节节 分 监 咧 钟 省省姿姿姿姿姿 级 讹 贯 尼尼
解解解解解 件 姻 僻 言言
漂漂漂漂漂 滚 裸 呈 瓣瓣
皿皿皿皿皿 瓣 苗 古 袋袋狱狱狱狱狱 慕 踢 益 和和
JJJJJJJJJ 和 群 尽 驾驾
燎燎燎燎燎

,

仁 酬乏 份 彭彭
拟拟拟拟拟 切 古 袱 于 憾憾
念念念念念 拟 泉 极 斌 框框

拿拿拿 拟拟 } 一一lll 瞩 牲牲

霭霭霭 贪贪 喇喇 长长 长 编编
纽纽纽 哪哪 长长 喇 演演 帐 、 护护
贬贬贬 州州 侧 念念 关 平平 一

,

州 召
,,

岌岌岌岌 帐帐 赢 从从
‘

二 又毛
、
、 积积

髯髯髯髯 份份 砚 侧 侧 侧侧 喇 宾 阳
’l

〕〕

当当当当 拼拼 家 髯 髯 撰撰 书 叫 唱 喇 晰晰
燎燎燎燎 彝 亲亲 当 邂 叫 吧吧 赢 邵 履 呱 长长
盗盗盗盗 商 麟麟 燎 渺 剥 缸缸 篇 汤 寿 碳 帐帐
拼拼拼拼

’

爪 票票 斌 斌 侧 斌斌 侧 斌 斌 裸
’
!

叹叹
粼粼粼粼 州 略略 哀 宾 宾 髯髯 撰 撰 宾 瞩 喇 晰晰黎黎黎黎 篇 牌牌 叫 叫 娜 叫叫 叫 护 玉 书 书 砾砾
贯贯贯贯 匹 , 石石石石
当当当当 份 研 斟斟斟斟

瞩瞩瞩瞩 川 瞩 阳 阿 阳 黎 髯髯髯髯

弓弓弓弓 二 名 弓 弓 弓 叫 叫叫叫叫

吧吧吧吧 珊 卿 傀 傀 吧 竖 峰峰峰峰
侧侧侧侧 映 侧 欲 斌 侧 侧 侧侧侧侧
髯髯髯髯 粼 宾 忽 髯 宾 淤 髯髯髯髯
巴巴巴巴 祥 叫 哩 吧 吧 叹 吧吧吧吧

阔阔阔口口 翻 即 断 歇 扭 粼 欲 渺
}}}

哪 渊 口里 豁
}}}

邵 从 谬 赢 冠 探探

夔夔夔七七七七 一 时1 扮、 C: 、‘ ‘,,

,,,,,, 叫 , r 《勺 O
、

e 闷 咬、、

OOOOOOOOOOO
、 , 叫

份、 C 卜 , r 甘、、

!!!!! 翻引引{{{ { 之 二 : 万万 !!!

拓拓拓芝芝芝芝芝
一一一

{

镇
叫叫…

军 兰 兰 “ : 三 邑 寡 ……} 哭 胃 毯 已已
{
王 : 扁 : ; ““

李李李
!
鳝二

{{{ 111
} 入 川 州州州

缈缈缈缈缈缈缈缈缈缈缈缈缈缈缈缈缈缈缈缈缈缈缈缈缈缈缈缈缈缈缈缈缈缈缈缈缈缈缈缈缈缈缈缈缈缈缈缈缈缈缈缈缈缈缈缈缈缈缈缈缈缈缈缈缈缈缈缈缈缈缈缈缈缈缈缈缈缈缈缈缈缈缈缈缈缈缈缈缈缈缈缈缈缈缈缈缈缈缈缈缈缈缈缈缈缈缈缈缈缈缈缈缈缈缈缈缈缈缈缈缈缈缈缈

览览览 撅 乐乐

{

“ “ g “ 盆 “ “ 众

}}}

沃 : ; “

……
} . 仍 甘 旧 你 。。

处处处 樱樱 凝 继继 媛 踢 缓缓
}

‘ 卜 ‘ 。 一 ,,

}}}}}

尸、、

以 舒 溉溉 塑 舒 哉哉 麟麟
瞳瞳瞳瞳 书 肚 舒舒 滋 裸 碑碑 外外
、、、一 洲洲

滋 滋 碑碑 舒 溺 曙曙 十十

粼粼粼粼 凝 醚 继 舒 舒 溺溺 夔 爸 超 醚醚 跳跳
念念念念 坎 件 以 扣 理 鳖鳖

, , ,

孙孙 踢 以以
跳跳跳跳 摄 ‘ + 书 二 厂 丈丈 录 录 录 +++ 也 书 褚褚
州州州州 璐 跳

‘,

丫 心 个 个个 , 仍 白 滋滋 * 乞 苗 哮 ‘‘
妻妻妻妻 蒙 遂 溺 滋 岁 多 多多 ‘ 从 三 大大 赌 勺 诺 代 凝凝
镇镇镇镇 卑 出 心 火 立

_
{ 从从 匕 乙 ‘‘ 孙 溉 跳 侧 降 以以

蔑蔑蔑蔑 藻 艇 华 兹 已 乙 巴巴巴 + 要 侧 书伙 侧 书书
读读读读读读 藏 呢 磁 书呢 磁磁

44444袱 广、、 以 也 铡 豁 貂 姆 跳 凝凝 继 澎 照 溺溺 赢 以 瑰 尿 屠 靛靛
么么么么 书 弋 七 侧 坎 大 级级 上 址 七 披披 卑 笔 夔 卑 短 嫩嫩

护护护护闷 口‘ 卜习 嗯甲 , 仁、 ‘洲乃 卜、
口
、、 , 叫 0 0 气rrr

} 哈 协 . . 一 叭叭

翼翼翼忿忿
.

…
,

…… ……
止二二三二三三

寻寻寻匕匕
‘
O

r 、 气卜 己) 甲介 , n 口 寸寸 ‘, 呢哟 C 吸甲 ,,,

~~~~~~~
日

宁
、
口 廿、 ~ 司 尸叫 改 OOO

.自 f自 留、
,

口口口

一一一一 - 一叫 月目 一 rn r闷 O 、、 创、 月
口 C 〕 七勺勺勺

门门门门
‘
心 目.日日 亡哟 户 J 护刁刁刁

lllllllll一
, ~ ~ ~‘. . . . , ~

,. . r. . 恤

一
, .. . . . .. , . .. . . .. . .. . . ., .

一一一
1111111 }}}} {{{{{

邻邻
. 尸、、

少兰二竺竺且且
“ “ 已 双

……
口( 呼 O 、 呼 r、 C ,,

留留 } 日日

…誓
_ J:分 ::: 自 口口

.甲 , 闷. 阅 . , r 叫r 〔叼叼

叼叼 { 。。。 尸下 , 户 , 匀健之之

聆 长长iii 岁岁岁岁
t二r l」乙 塑隋; J / 临二二

娜娜娜娜娜娜

裂裂裂 决气 琴不 内众 州叹 t r 润、、

}
纂 翼靠军军一一一 旧 鸽 柳 理 脸 艇 艇 艇艇

)
纂 纂 写 樱樱

《《《 那 典 索 蜒 蜒 蜒 纂纂纂

.
憾框

出洲堵姻尼州瓣和彭于斌

.
钟僻古尽

产

袱极

p
概兴

户

凝咧姻
产

踢毗古泉
户

橄处狈级
尸

瓣和
户

切拟
.
邓洲解皿
‘燎拟念

晰长帐
尸

晰砾探

牲编护积
声

喇呱碳
产

喇书冠

瞩书�似

阳唱�烟
尸

斌宾玉谬
州宾叫邵

产

斌撰护从

瞩长帐
,

喇书�似
产

侧撰叫邵

长喇帐
产

拼亲麟略
产

斟髯叫哪
产

侧髯吧渺

研黎叫谈
尹

侧淤叹欲
阳节�妞

尸

侧宾吧粼阿书�侧
产

斌髯扭吧阳书�似
产

欲忽哩歇

彝商州匹
产

瞩书[l似
二

翻宾断叫

侧髯当燎
产

拼黎当川
产

侧珊祥映粼即

瞩关f]唱
尸

川髯翻巴

凝以书
尸

凝靛嫩

褚哮
产

川降狠
产

短屠

麟外十
尸

跳以书
"
诺侧狠

户

隆尿卑

踢心乞
户

侧跳眼
户

夔瑰

溉要
尸

溉以笔
赌孙+

户

昆一瓜卑

醚孙+
户

毋大
产

溺披

缓夔哉
尸

曙超
产

�东0
·

。乙七照踢舒但
产

溺爸
产

�东仍
.
次)澎址媛塑

产

澎舒夔
尸

�家甘
·

次�眺坎

嘴鲤裙卞辱州关演州毯洲工形

长翅里彭聆书盆袄

翼蒸
袋报半袄筋扭肛与枷

口艇代纂

艇蜒

白
、

开艇蜒。吠脸蜒
冬理索

柳典
鸽鉴那

�匕钾�厦旧状



境

种类少
,

隶属 10 目 13 科 31 属 33 种
,

鲤科鱼类为

主
,
占 21 种 (63

.
6% )

,

其他 12 科仅各占 l种
.
甲壳类

和软体动物共 7种
,

其中甲壳类 2种
,

软体动物 5种
.

2
.
数量组成及其分布

(l) 鱼类分布和数量组成 整个望虞河可分为大

水面养殖区和河道捕捞区
.
它们的种类基本相似

,

但

数量明显不同
.
养殖区包括酒湖

、

鹅湖
、

加林湖
,
以 白

醚
、

编鱼为主
.
其它养殖种类按个休数仅占 巧%

,

按

重量仅占 5肠
.
养殖区水域鱼类密度以加林湖最高

,

捕

捞区则以鹅湖至加林湖之间的河道最多
.

(2) 甲壳类动物和软体动物的数量组成和分布

甲壳类主要是自然增殖 的 日本沼虾
,

软体动物以人工

养殖的珍珠蚌
,

包括三角帆蚌和褶纹冠蚌
.
日本沼虾

分布广
,

以加林湖出口至耿径 口较多
,

其中尤以加林湖

出口至东胜大桥的贫
、

中富营养型河道最多
.
珍珠蚌

主要分布在鹅湖至加林湖的重富营养型河道
,

喜富营

养水体
.
两岸沿河密布群众围养的珍珠幼蚌

,

离岸约

3一sm 不等
.
若以每 m

’

养殖幼蚌 40 。个计
,
则每 m

河道长度有幼蚌约 1200一2200个
,

全河 道 约 有 900

万个
.

(二) 捕捞业

全河道从事渔业共 14 个乡
,

生产方式主要 是 鱼

麟
,

有大毓
、

小断
.

1
.
太湖沙墩港至嘈湖西河段

长约 巧k m ,

水面积约 63
.
3 公顷

,

水域 鱼 类 来

自: ¹ 从潜湖逃出
,

如一个 口子曾逃鱼 1
.
, 万 kg; º

人工放养
,

河道渔民集资联合放养夏花鱼苗每年 35 万

尾; » 从河道沿岸精养扩逃出
.
大薛 12 个

、

小 筋 28

个
.
每个大薪年捕约 17, ok g; 小薪包括专业和副业

的可捕 75okg. 劳动力约 50 人
.

2
.
鹅湖至加林湖中河段

长约 5
.
gk m

,

水面约 23
,

3 公顷
,

鱼类来自鹅湖

和加林湖养殖鱼的逃鱼
,

其次每年约放养 巧 万尾夏花

鱼苗
.
河道计有大薪 9 个

,

小薪 5个
,

每个大薪年捕

Z000kg ,
小断为 l000kg

.
共计大

、

小鱼薪 14个
.
专

业劳动力 20 多人
.

3
.
加林湖至耿径口东河段

长约 31
.
sk m

,

水面积约 186
.
7 公顷

,

鱼类除来

自加林湖和精养塘逃出的外
,

每年约放养 夏 花 40 万

料 掌 13 卷 4 期

尾
.
计有大薪 23 个

,

每麟可捕 1750 kg.

望虞河名贵水产品在历史上曾有丰富的徊游种鳗

鲡
,

中华绒鳌蟹
、

缭鱼等
,

现已很少
.

(三) 养殖业

望虞河穿越的遭湖
、

鹅湖
、

加林湖水面共 1240公

顷
,

原为北桥和黄块渔业队天然捕捞
,

从 50 年代末期

开始先后被开发利用养殖
,

经济效益也逐年提高
.

1.养殖对象和利用方式

养殖鱼类以编
、

鳞鱼占总数的 90 % 以上
,

湖中网

箱
、

围拦主要以喂食鱼类青鱼
、

草鱼
、

鲤
、

鱼即
、

编等
,

最近

又发展了网箱养蚌业
.

2
.
湖泊鱼产量

(l ) 槽湖 养殖水面 680 公顷
,

常年水深 1
.
5一

Zm ,

全湖共有 26 个进出水口子
.
1983 一1985 年放养

鱼类产量见表 2
.
由每公顷 10 31 kg 增到 18 19 kg.

1985 年达 123
.
65 万 kg ,

以继
、

缩二龄鱼为主
,

缩平均

重 0
.
32, k g

、

维 o
.
43kg

.

湖内围养面积 5 处共 , 3
.

3 公 顷
,

每 公 顷 产 量
3444

.
8kg
.
鱼种养殖 4 公顷

,
每公顷产量 74 72 kg

.
分

级育种网箱 40 5 只计 1
.
82 万 m

’,

每 m
’

为 4
.
85k
g.鱼

种池 0
.9公顷

,

年供鱼种 。
.
5 万 kg以上

,

每公顷产

60 90 kg
.
湖区设有 “

.
7公顷自然保护区

.
鱼体生长

速度较慢
,

湖泊产量上升主要靠鱼种放养量增加和提

高放养规格
,

以及望亭电厂热排水
〔”
.

(
2
) 鹅湖 养殖水面 49 6

.
7 公顷

,

全湖 16 个进出

水 口 ,

大 口子 2 个
,

中口子 4 个
,

小的 10 个
.
平均水深

在 2
.
0一2

.
, m

.
1 9 5 6 年建场开始发展养殖业

,
1 9 8 3 年

建立池扩养殖场
. 1985 年湖内每公顷放养鱼种 297

,

吕

k g ,
鳝鱼 占 98 汤 以上

,

其它为二龄蝙
、

鲤和一龄螂
.
全

湖共产鱼 29
.
1 万 kg

,

平均每公顷 85 9
.
5 kg. 湖内围

养 呜。公顷
,

放养鱼种 4
.
5万 kg. 每公顷放养 1151kg

,

年产鱼 1.巧 万 kg ,

鱼种 1
.
25 万 kg ,

平均 每 公 顷
589 .skg.

(3) 加林湖 养殖水面 “
.
7 公顷

,

全湖 8 个进出

水 口
,

其中 3 个为航道口
,

5 个为一般 口 子
.
水 深

1
.

, 一2
.
om
. 1954 年开始养殖业

,

中断几年
.
80 年代

开始围拦精养
,

大湖精养达 27
.
8 kg ,

其中商品鱼 21

万 kg
. 198 , 年渔业收益占张桥乡总 收 人 的 60

.2%
.

湖内围养 8
.
3公顷

,

鱼种放养每公顷 2630 kg
.
以草

表 2 1, 8 3一 1985 年油湖渔产t 和经济收人 ”

年产量 ( kg )

.月.........几....

一白期一孟
.人.一,一

)
一田士一刁们夕一一闷,气J

‘.二冰沈一翻一纷n甘,且弓j

1JOJ,
..
0
��言份一的‘,

4
11一一J,,J,曰

鱼种放养数

年 份

二
一

{

尾数(万尾)} 万尾/h
“ 非放养性鱼类

单位产量

(k g /h a)

净 利

(万元)

::::

329 。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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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6
2 7

.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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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3

。

0 0

放养性鱼类

6 70
,

7
8

8

8 6 1 7 1 8

2 2 1

‘

5
0 0

2
8

,

3
0 4

2 3

,

9
9 0

.

5

1
5

.

0 0 0

1 0 3 1

1
3

0 1

1
8

1 9

2 0

。

2 4

2 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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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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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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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类少
,

隶属 10 目 13 科 31 属 33 种
,

鲤科鱼类为

主
,
占 21 种 (63

.
6% )

,

其他 12 科仅各占 l种
.
甲壳类

和软体动物共 7种
,

其中甲壳类 2种
,

软体动物 5种
.

2
.
数量组成及其分布

(l) 鱼类分布和数量组成 整个望虞河可分为大

水面养殖区和河道捕捞区
.
它们的种类基本相似

,

但

数量明显不同
.
养殖区包括酒湖

、

鹅湖
、

加林湖
,
以 白

醚
、

编鱼为主
.
其它养殖种类按个休数仅占 巧%

,

按

重量仅占 5肠
.
养殖区水域鱼类密度以加林湖最高

,

捕

捞区则以鹅湖至加林湖之间的河道最多
.

(2) 甲壳类动物和软体动物的数量组成和分布

甲壳类主要是自然增殖 的 日本沼虾
,

软体动物以人工

养殖的珍珠蚌
,

包括三角帆蚌和褶纹冠蚌
.
日本沼虾

分布广
,

以加林湖出口至耿径 口较多
,

其中尤以加林湖

出口至东胜大桥的贫
、

中富营养型河道最多
.
珍珠蚌

主要分布在鹅湖至加林湖的重富营养型河道
,

喜富营

养水体
.
两岸沿河密布群众围养的珍珠幼蚌

,

离岸约

3一sm 不等
.
若以每 m

’

养殖幼蚌 40 。个计
,
则每 m

河道长度有幼蚌约 1200一2200个
,

全河 道 约 有 900

万个
.

(二) 捕捞业

全河道从事渔业共 14 个乡
,

生产方式主要 是 鱼

麟
,

有大毓
、

小断
.

1
.
太湖沙墩港至嘈湖西河段

长约 巧k m ,

水面积约 63
.
3 公顷

,

水域 鱼 类 来

自: ¹ 从潜湖逃出
,

如一个 口子曾逃鱼 1
.
, 万 kg; º

人工放养
,

河道渔民集资联合放养夏花鱼苗每年 35 万

尾; » 从河道沿岸精养扩逃出
.
大薛 12 个

、

小 筋 28

个
.
每个大薪年捕约 17, ok g; 小薪包括专业和副业

的可捕 75okg. 劳动力约 50 人
.

2
.
鹅湖至加林湖中河段

长约 5
.
gk m

,

水面约 23
,

3 公顷
,

鱼类来自鹅湖

和加林湖养殖鱼的逃鱼
,

其次每年约放养 巧 万尾夏花

鱼苗
.
河道计有大薪 9 个

,

小薪 5个
,

每个大薪年捕

Z000kg ,
小断为 l000kg

.
共计大

、

小鱼薪 14个
.
专

业劳动力 20 多人
.

3
.
加林湖至耿径口东河段

长约 31
.
sk m

,

水面积约 186
.
7 公顷

,

鱼类除来

自加林湖和精养塘逃出的外
,

每年约放养 夏 花 40 万

料 掌 13 卷 4 期

尾
.
计有大薪 23 个

,

每麟可捕 1750 kg.

望虞河名贵水产品在历史上曾有丰富的徊游种鳗

鲡
,

中华绒鳌蟹
、

缭鱼等
,

现已很少
.

(三) 养殖业

望虞河穿越的遭湖
、

鹅湖
、

加林湖水面共 1240公

顷
,

原为北桥和黄块渔业队天然捕捞
,

从 50 年代末期

开始先后被开发利用养殖
,

经济效益也逐年提高
.

1.养殖对象和利用方式

养殖鱼类以编
、

鳞鱼占总数的 90 % 以上
,

湖中网

箱
、

围拦主要以喂食鱼类青鱼
、

草鱼
、

鲤
、

鱼即
、

编等
,

最近

又发展了网箱养蚌业
.

2
.
湖泊鱼产量

(l ) 槽湖 养殖水面 680 公顷
,

常年水深 1
.
5一

Zm ,

全湖共有 26 个进出水口子
.
1983 一1985 年放养

鱼类产量见表 2
.
由每公顷 10 31 kg 增到 18 19 kg.

1985 年达 123
.
65 万 kg ,

以继
、

缩二龄鱼为主
,

缩平均

重 0
.
32, k g

、

维 o
.
43kg

.

湖内围养面积 5 处共 , 3
.

3 公 顷
,

每 公 顷 产 量
3444

.
8kg
.
鱼种养殖 4 公顷

,
每公顷产量 74 72 kg

.
分

级育种网箱 40 5 只计 1
.
82 万 m

’,

每 m
’

为 4
.
85k
g.鱼

种池 0
.9公顷

,

年供鱼种 。
.
5 万 kg以上

,

每公顷产

60 90 kg
.
湖区设有 “

.
7公顷自然保护区

.
鱼体生长

速度较慢
,

湖泊产量上升主要靠鱼种放养量增加和提

高放养规格
,

以及望亭电厂热排水
〔”
.

(
2
) 鹅湖 养殖水面 49 6

.
7 公顷

,

全湖 16 个进出

水 口 ,

大 口子 2 个
,

中口子 4 个
,

小的 10 个
.
平均水深

在 2
.
0一2

.
, m

.
1 9 5 6 年建场开始发展养殖业

,
1 9 8 3 年

建立池扩养殖场
. 1985 年湖内每公顷放养鱼种 297

,

吕

k g ,
鳝鱼 占 98 汤 以上

,

其它为二龄蝙
、

鲤和一龄螂
.
全

湖共产鱼 29
.
1 万 kg

,

平均每公顷 85 9
.
5 kg. 湖内围

养 呜。公顷
,

放养鱼种 4
.
5万 kg. 每公顷放养 1151kg

,

年产鱼 1.巧 万 kg ,

鱼种 1
.
25 万 kg ,

平均 每 公 顷
589 .skg.

(3) 加林湖 养殖水面 “
.
7 公顷

,

全湖 8 个进出

水 口
,

其中 3 个为航道口
,

5 个为一般 口 子
.
水 深

1
.

, 一2
.
om
. 1954 年开始养殖业

,

中断几年
.
80 年代

开始围拦精养
,

大湖精养达 27
.
8 kg ,

其中商品鱼 21

万 kg
. 198 , 年渔业收益占张桥乡总 收 人 的 60

.2%
.

湖内围养 8
.
3公顷

,

鱼种放养每公顷 2630 kg
.
以草

表 2 1, 8 3一 1985 年油湖渔产t 和经济收人 ”

年产量 ( kg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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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河段并不存在
.
在重富营养化河段

,

湖 荡 和 鱼 池

多
,

又围拦精养的人工投饲加剧了富营养化
.
在产品

结构上
,

大湖靠浮游生物为食的醚
、

墉鱼为主; 围养则

以人工投喂 的青鱼
、

草鱼为 主
,

河蚌养殖密布
.
日本沼

虾喜贫
一
中富营养型清洁水

,

以加林湖至耿径 口 东河段

为多
.
人工种植的水生植物却都在中富营养河段

,

而

重富营养型则无生长; 贫
一
中营养型河段则有种类多

、

数量少的自然种群分布状态出现
.

望虞河湖区渔产量随着放养密度的增加而 增 加
.

如遭湖 197, 年总产量为 15
.
6万 kg ,

每 公 顷 246
.
8

kg气 1983 年每公顷放养 0
.

, 3 万尾
,

l 夕8 5 年 为 l 万

尾
,

而每公顷产量分别为 103 1和 1819 kg ,. 利润也成

倍地增加
。

加林湖也有类似情况
.
不过从加林湖的每

公顷 斗17 0一4912 kg 的高产量来看
,

潜湖和鹅湖鱼产

量有很大的潜在生产力
.
富营养化的丰富饵料基础是

鳞
、

鲡鱼的重要能源
.

总之
,

全河流三种不同的环境与渔业生产关系
,

显

示出中
、

重富营养型河段和湖泊的养(粗养和精养)
、

捕

业经济效益高
.
高密度鳞

、

墉鱼生长对蓝藻
、

绿藻利用

和富营养化的缓解具有积极的作用
〔’

· ’· ’“·‘ ’」,

这方 面

有许多的实践经验和理论问题是 值 得 进 一 步 研 究

的川
.
此外望亭电厂热污染对环境生物和渔业生产影

响也较大
.
热排水不论在夏季或冬季

,

对遭湖渔业生

产有利
,

而对排放 口至潜湖人口之间
,

在夏季常成为热

危险区 ; 在其它季节则为有利
.
热电厂热排水在夏季

的近处水域超越安全温度
,

对西河段渔业生产影响很

大
,

自 1982 年起对渔业损失的赔款为 10 多万兀
.

望虞河是贯通太湖流域和长江的一个重要 水 道
,

自鹅湖至长江耿径 口 37
.
6 k m 已于 19 , 8一 19, 9 年开

挖
,

太湖沙墩口 至鹅湖河段则为未经人工整治的自然

河道
.
为综合治理太湖流域防泄防旱和水质环境

,

太

湖流域管理局提出望虞河工程
,

拟加深加宽河道
,

河底

宽达 74 一90 m
,

无疑
,

工程后将会对改 善富营荞化和

热排水水环境影响
,
虽对现有养殖业有较大的不利

,

渔

业利用将从传统的依赖于天然饵料的鳞
、

缩鱼生产产

品结构转变为精养的喜清洁的颗粒饲料为主的高质高

值品种
,

但从整体上讲
,

工程对改善水环境和渔业生产

是有利的
。

致谢 本课题由水电部太湖流域管理局 委托
,

得到苏州市水产局施新民
、

太湖湖管会顾良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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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局姚岳
、

望亭电厂王国英
、

遭湖
、

鹅湖和加林湖水产

养殖场等领导的热情协助
,

本室李根保
、

胡秀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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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正

侃同志协助部份工作在此一并致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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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洋柴油硫控制

欧其体 (EC ) 决心严格关于大型海运船舶所用的

柴油燃料中硫含量的法规
.
这将按照最近公布的有关

河内船舶及游船燃料油中硫含量控制的建议进行
.
这

些建议的 目的在于 l, 9 4 年之前
,

将燃料油中硫含量减

少 1/3
.

欧共体建议将柴油硫含量由 目 前 的 。
·

3

% 降 至

1994 年 10 月的 0
.
2肠

,
到 2996 年 10 月

,
进一步降至

0
.
05 %

.
内河船舶

、

游艇等所使用的轻型柴油(船用汽

油) 中硫含量也要在 1994 年 10 月前 降 至 0
.
2%

,

到

1999 年 10 月进一步降至 0
.1%

.
比利时

、

丹麦
、

德国
、

卢森堡及荷兰 已将硫含量定为 。
.
2 肠
.
非欧共体国家

澳大利亚和瑞士规定为 。
.
1
% 的水平

.
英国则较高

,
其

硫含量为 0
.
3%
.
法国政府敦促欧共体制定更严格的

规定
,

以限制重型船舶燃油和汽油中硫的含量
.

燃油中硫的含量与其原油产地有关
.
北海油田的

石油硫含量低
,

而产自于沙特阿拉伯
、

海湾各国
、

苏联

及墨西哥的原油硫含量则高
.
在燃烧过程中

,

燃油中

硫会转变成二氧化硫
,

这被认为是导致酸雨的重要因

素之一

韦兴平 编译 自 M a
r. P oll

·

丑“ 2 2
. ,

1 9 9 1

,

2 2
(

7
)

:
3 1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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