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汤河水库醚
、

缩资源合理利用的研究

李九奇 史为良 于喜洋
(大连水产学院海洋渔业系

,

n 以及3

摘 要 根据 19多冬年的汤河水库鱿
、

缩的生物学测定
、

历年的放养数量和历年的渔获量资

料
,

对汤河水库缝各龄鱼的残存率
、

资源量进行了估算(鱿
、

缩 比例按 7 : 3 原则确定)
,

从而确定了鱼

种规格为 132 ~ 时的最佳放养数量为 3
.

2 46 753 x l护尾 (其中 鱿为 2
.

刀2 7 27 x l护尾 ;缩为 9
.

?如 26
x l护尾 )

。

在连续 8 一 10 年无任何捕捞时水库对鱿
、

缩的环境容纳量为 2
.

246 124 x l护尾 (其中缝为

1
.

57 2 28 7 x l护尾 ; 缩为 6
.

7 38 37 x l护尾 )
。

依据 R IC KE R 模式确定了鱿
、

缩的最佳捕捞死亡系数分

别为 2
.

0 和 1
.

9
,

最佳开捕年龄分别为 5 和 4
.

5 龄
,

同时确定了 1卯4 年汤河水库偷鱼量为 5
.

O x l了 -

6
.

o xl 护kg
,

从而提出了汤河水库渔业资源的合理利用策略
。

关键词 鱿
,

编
,

水产资源
,

合理利用
,

汤河水库

近年来
,

在湖泊
、

水库渔业中
,

开始 出现采用种群动态模型来研究鱼类种群的数量变动
,

但

基本上都是在假设补充量恒定的基础上进行 的 [董双林等 199 2 〕
。

事实上每年的放养数量有

很大差别
,

致使每年的补充量有 比较大 的变化
。

对于开捕年龄前鱼的残存率的推算都做了不

太合理的假设
,

致使推算的残存率和资源量脱离实际
,

特别是每年的放养数量的多少是否影响

1 龄鱼的残存率 ? 是如何影响的 ? 目前还未见报道
。

北方水库偷鱼现象严重
,

给准确推定水

库中链
、

墉资源数量造成困难
,

文中对偷鱼数量作了推定
,

进而对资源量进行估算
,

在此基础上

确定 了汤河水库继
、

墉资源的合理利用方案
。

1 材料与方法

维
、

缩标本 12 4 5 尾
,

1994 年 5 一 9 月从汤河水库的西叉和坝下两个深水网箔中采得
。

对采

集的标本称重
、

测体长和取一部分鳞片
。

重量精确到 5 09
,

体长从吻端量至最后一节尾椎骨
,

鳞片取侧线上鳞
,

对重量超过 6
.

。地 的鱼
,

取胸鳍第一鳍条
,

用作年龄鉴定的辅助材料
。

关于

年轮的形成时期据张建华 (1990 )
,

每年 4 一 9 月份都是形成年轮的时期
,

一般低龄鱼早于高龄

鱼
,

故我们的样本可以采用
。

2 结果

2
.

1 生长和自然死亡系数

年龄鉴定结果显示
,

199 4 年 5 一 9 月样本
,

链共 7 个世代
,

缔共 8 个世代
。

经鳞 3 53 尾样本

和鳍 190 尾样本的体长(L )和鳞径(R )的拟合比较〔L
￡ a 19 1。」

,

以及 v o n B e
血l叭吻 生 长参数的

测算得表 l
。

自然死亡系数的估算采用的公式【Pau ly 19 80] 如下
:

收稿 日期
: l望巧 一

伪
一 05

(l) 张建华
.

1里粼)
.

大伙房水库嫉
、

编的生长与环境因子的关系
.

大连水产学院硕士论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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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 M = 一 0
.

0 15 2 一 0
.

27 9 』n L oo + 0
.

65 4 3 】n K 十 0
.

46 3 4 in T
。

表 1 维
、

编各龄实测平均体长与退算体长 (。 )

T a悦e 1 A d u al 加刃y 如嗯灼es a n d B 以火 C al aJ 曲饭d b 劝y l倒抽es or 目Ve r
Ca 甲 扭日 B吵“d 伪rp

退算体长

实测体长

退算体长

实测体长

继

墉

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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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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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2 玛 以 场 场 L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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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咫 4 1
.

96 功
.

00 58
.

36 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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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
3 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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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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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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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 犯
.

79 6 7
.

25
3 7

.

65 铭
.

76 55
.

28 65
.

13 73
.

12 7 7
.

03

们
.

2 7 49
.

73 56
.

18 66
.

23 74
.

叨 7 7
.

3 2

从 = 以
.

17 (l 一 e 一o , (‘一 “, ))
,

wt = 13
.

邓(z 一 e 一” , (‘一 o 灼 ))
3

L = 93
.

59( 卜
e 一。
筋(t 一“, ))

,

Wt = 14
.

印(l
一 e 一 “溺 (t 一“洲)

“

79
.

65

田
.

器

继编

生长方程

上式用到温带水域时 M 值偏大
,

用 80 % 进行修正
,

求得 M 值分别为 M (鳞 ) = O
.

3 13; M

(鳍 ) = 0
,

33 1
。

2
.

2 残存率与资源量的估算

若有连续 8 一 9 年的鱼类年龄组成的资料
,

采 用多世代方法估算残存率是 比较准的
,

但 目

前只有 l卯4 年的鳞
、

鳍的年龄组成资料(表 2 )
。

表 2 1塑条书年汤河水库醚
、

编渔获物组成

T创比e Z 伪娜俪ti( )n 了 丘由巴 in T 出l砂祀 R 已沈rV d廿 in l卯4

3 4 5 6 7

l9

4
.

11

3 5

7
_

5
.

份
l9

.

2 4

2

7
.

00
8

8
.

52

8 总计(尾数 )
3岛

2 1卯

防从53肠
521印

4

72239·几」

、,产、、Z、,
了、J少

尾kg尾

年龄

链 数量

均重

编 数量

均重(

鉴于水库历年的放养数量 已知
,

且差异较大
,

致使每年的补充量不同
,

历年的放养量和历

年的统计产量见表 3
。

因此
,

在估算残存率时应以每年 的补充量相等为基准〔凡d 叱r 19 7 5〕
,

进

行修正
,

方能得到比较符合实际的结果
。

即 S (i) = 【FY L (i)
x 5 1 (i)

x C (i + i )」/ 〔FYL (i + 1 )
x

5 1 (i + 1 )
x C (i)〕 (l)

,

式 中 FYL (i)
、

FYL (i + 1 )
: i及 i + i 龄世代的放养量 ; 5 1 (i)

、

5 1 (i + 1 )
: i

及 i + 1 龄从放养到 l 龄末的残存率 ; C (i)
、

C (i + l )
: i及 i + 1 龄的样本尾数

。

T a l又e 3

表 3 19肠
一 1卯4 年汤河水库捕捞产且和放养,

y ie lds 扭记 卿叨住妙 。f PU 饭ng h了 in T an 梦犯 P淤兑r v o ir d洲[ng 19肠
一 1卯4

年份

产量(万公斤)
放养量(万尾)

巧
·

四
工O以J

1里2
5

.

肠

放养规格(尾

l性理盗3

19
.

30
75

28

1性廷旧

23
.

印
7 3

28

9笑) 1男1 1性延日 19 9毛

2
.

功

犯

28

1(英趁

2 1
.

印20
.

00
么犯

28

28
.

印
7 5

2B

28
.

功

该水库投放鱼种是每年秋季 9 月份
,

捕捞是春季 4 月份
,

又因为鱼种在投放时一般就有 4

一 5 月龄
,

文中用 0
.

5 处理
,

所以
,

5 1 (i) 实际上是一年半 的残存率
。

根据一年的渔获物组成资

料
,

难以求到较符合实际的残存率
,

假设历年的同龄鱼的残存率相 同
,

又据近年来汤河水库的

生产实际和没有变化的捕捞强度来看
,

这一假设是符合实际且后面还要对其进行检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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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 (i) = 一 in s (i)
,

F(i) = Z (i) 一 M (2 )
,

C (i) = [ F(i)/ Z (i)」
x N (i)

x
(l 一 S (i)) (3 )

,

N

(i) = [ z (i)
x C (i)]/ [F(i)

x
(i 一 S (i))〕 (4 )

,

又 N (i) = FYL (i)
x 5 1 (i)

x s (2 )
x s (3 )

x
·

一
x s (i一 1 ) (5 )

。

(2 )
、

(3 )式中 C (i) 为第 i龄渔获尾数
。

在渔获物抽样中维
、

缩比是 7 : 3
,

因此
,

文 中的计算只考

虑缝
、

编比是 7 : 3 的原则确定
。

对于缝鱼 3 一 8 龄资源量可有如下方程组【几沐 和 S he p herd

1 9 8 2」
:

Y (3 ) = [z (s )
x e (3 ) ] / [F (3 )

x
(l 一 S (3 ))] 一 FYL (3 )

x 5 1 (s )
x s (2 ) (6 )

Y (4 ) = [z (4 )
x C (4 )] / [F (4 )

x
(l 一 S (4 ))] 一 FYL (4 )

x 5 1 (4 )
x s (2 )

x s (3 ) (7 )

Y (5 ) = [z (5 )
x C (5 )〕/ [F (5 )

x
(1 一 S (5 ))] 一 FYL (5 )

x 5 1 (5 )
x s (2 )

x s (3 )
x s (4 ) (8 )

Y (6 )= 【Z (6)
x C (6) 夕[F(6)

x
(l 一 S (6) )」一F n 二¾ x sl(6) x s (2 ) x s» x s (’) x s (5) (9 )

斌7) = [z( 7 ) x C (7) 夕[F(7 ) x (l 一 S (7) )〕一F n ‘(7) x sl(7 ) x s (2 ) x s(3 ) x s (4 ) x s (5) x s (6) (10 )
Y (8 ) = FYL (8 ) x 5 1(8 ) x s (2 ) x s ( 3) x s (4 ) x s (5 ) x s (6 ) x s ( 7 ) 一 X (11)

由 ( 1) 一 (5 )式可知 (6 ) 一 ( 11)式是个关于未知数 5 1 (3 ) 一 5 1 (8 )
、

S ( 2 )及未知数 X 的六次

非线性方程组
。

由于维在渔获物年龄组成中没有 8 龄组
,

又 8 龄鱼在水域中的数量很少
,

它的

值 X (即使 Y ( i) 足够小 )
,

这个 X 就是本文所确定的 8 龄鱼的资源量
。

又 S ( i ) = f(5 1 ( i )
,

5 1( i + l ) ) (3簇 i蛋 7 ) ( 12 )
,

Z ( i) = G ( 5 1( i )
,

5 1( i + l ) ) (3( i ‘7 ) ( 13)
,

F( i ) = H ( 5 1( i)
,

5 1( i + l ) ) (3盛 i ‘ 7 ) ( 14 )
,

S ( 2 )的求算方法 [费鸿年
, 19 8 4 年中译本 ] : N (3 )

= [z ( 3) x C (3 )」/ 〔F (3) x ( l 一 S (3) ) ] ( 15 )
,

N (2 ) = N ( 3) / S (2 ) (16 )
,

C (2 ) = [ F(2 ) / z (2 ) ]
·

[N (3 ) / S (2 )」
·

[ i 一 S (2 ) ] (17 )
。

因此
,

在解非线性方程组时
,

通过初值 51 (3 ) 一 5 1(8 )
一

N

( 3)
一

S (2 )
一

(进人非线性方程组 )
一

重新得 5 1(3) 一 S ]
一

(8 )
一

N ( 3)

一
( 2 )
一

⋯⋯

通过这种反复迭代即可确定 出符合实际的 S (2) 以及 Sl (3) 一 5 1(8) 的值
,

即可确定各龄鱼的残

存率
。

然而
,

该水库偷鱼现象严重
,

致使得到的抽样数不能真实反映水库缝鳍年龄组成情况
,

必

须对抽样数据进行适当的修正
。

即 C ( i) = [ e ys ( i )
·

y岁叮z + ty s ( i ) ] / (y岁叮 z ) ( i = 2 一 5 ) ( 18 )

式 中
: C ( i ) : 2 一 5 龄鱼修正后 的抽样数 ; cy z ( i ) : 未修正前的抽样数 ; yz : 1叨4 年鳞总产量 (指统

计产量 ) ; cy z :
原抽样数 ; ty s (i ) :

被偷 i 龄鱼的尾数
。

tys (i) 二 yz
.

G
.

T YB (i) / W ( i) ( i = 2 一 5 ) ( 19 ) 式中
: G :
被偷鱼重 占统计产量的百分比 ;

T Y B ( i) :
被偷鱼总 i 龄鱼的比例 ; W (i) : i 龄鱼重

。

偷鱼数应作为渔获物处理
,

故进行修正
。

根据有关单位和史为良教授云
,

被偷的鱼主要是

维
,

且集中于 2 一 5 龄
。

G 和 T YB (i) 的具体确定均可采用 试值的办法
,

确定偷鱼 比 T YB ( i) 为
0

.

2
,

0
.

4
,

0
.

3
,

0
.

1
,

只有以上偷鱼 比使方程组收敛
,

故确定以上数值
,

同时这个比例也很符合生

产部门掌握的情况
。

G 值的确定
,

首先取 G 值 0
.

1 ,

0
.

15
, 0

.

20
,

0
.

25
, 0

.

50
, 0

.

5 七个值
,

此时

(n )式 中的 X 取 62 5 尾时
,

G = 0
.

1 , 0
.

巧
,

0
.

20
,

0
.

25 非线性方程组仁中国科学 院数学研究所

198 1] 均能得到满意的收敛结果
,

而 G = 0
.

30 以上时
,

无论如何调 X 值
,

非线性方程组的解均出

现不合理的现象
。

(即 5 1( i) > 0
.

7以7 )
。

这可确定鳞鱼被偷数最多不超过其统计产量 的 25 %
。

为了得到符合实际的残存率须确定具体的 G 值
,

文 中采用计算产量 与统计产量比较的办法来

确定 (表 4 )
。

根据表 4
,

可得 G = 0
.

25 时
,

平均误差最小为 7
.

42 8 %
,

可推定该水库偷鱼量为维年产量 的

25 %
,

故 199 纽年汤河水库被偷的鱼为 200 200 x 0
.

25 = 功 0 50 kg
,

由于实际鳍很少被偷
,

所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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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定 1 99 4 年汤河水库被偷 5 一 6 万公斤鱼
。

表 4 不但确定 了偷鱼数量同时还检验了前面处理

的可靠性
。

至此
,

G = 0
.

25
,

T Y B (i) 为 0
.

2
,

0
.

4
,

0
.

3
,

0
.

1
,

解出非线性方程组的未知数
,

结果见

表 5
。

鳍的生物量按 7 : 3 原则处理为 B = 3 13 7 14 kg
,

这样
,

汤河水库 199 4 年初的总生物量为 B

总 = 1 0 45 7 13 kg
。

表 4 计算产, 与统计产t 的比较(公斤 )

T a b le 4 C优nI砚ra ti o n be 加陷组 因
c汕近ng a l日 创巨出位月 如山 (kg )

年份 1臾圣) 平均误差

统计产量 (加偷鱼 0
.

2 5)

计算产量(G = 0
.

2 5)

相对误差

统计产量(加偷鱼 0
.

1)

计算产量 (G = 0
.

1)

相对误差

统计产量(加偷鱼 0)

计算产量 (G = 0)

相对误差

2印 2印

2 19 臾H

12
.

00 %

2 20 2 汉】

196 4 7 5

11 %

2以〕2 (X)

l田 7 03

9
.

7 %

185 日))

1田 2 79

2
.

00 %

l邸 240

17 5 9砚

7
.

8 %

1铭 中〕)

167 87 7

1 3
.

1 %

1 75 (洲洲)

1 72 2 1 8

1
.

59 %

1乳 侧)〕

167 印5

8
,

6 %

14D () ) )

1麟 9 76

17
.

8 %

153 125

177 苗2

16 %

134 7印

172 6之玉

28
.

1 %

l咒 仪幻

169 9 14

38
.

7 %

印5 62 5

2 16 8 毛7

5
.

46 %

l田 9 汉)

即7 5兜

14 7 %

l砚 3 :幻

印1 59 1

22
.

6 %

7
.

428 %

14 以%

印
.

38 %

注 :

统计产量一项应加上当年的被偷量

表 S G 二 0
.

25 时
,

汤河水库蛀各龄残存率和资源 ,

T ab le S G 二 0
.

25
,

S田杭明吐 m 奴污 曰日 咸以火 滋别拐 而r 盛ver Ca 印 in 毛叨梦姆 F匕笼n 旧介 in 】望月

S 一(3 )
一 5 1 (8 )

F YL (i)
一 5 1 (i)

0
.

19 1 8 0
.

出7 4 0 《启 6 0
.

3 16 1 0
.

1 18 0 0
.

0 17 6

Y (3 )
一 Y (8 )(尾 )

S (0 )
一 S (7 )

F(2 )
一 F(8 )

N (1 )
一 N (a) (尾 )

B (i )
一 B (s ) (公斤)

乙B (l 一 s ) (公斤 )

0
.

钊8 3

0
.

22 0

23 5 月减洽

15 3 59

5 1(i) = 0
.

翔田i e 一“

, 州
, ) , r = 一 0

.

黝 魂邵 2

< 0
.

05

0
.

70 毛7 0
.

浏7 0 0
.

炭犯 6 0
.

及刃 6 0
.

淡犯 6 0
.

发论 6

0
.

6 铭 0
.

6铭 0
.

6 公弓 0
.

6铭 0
.

6 纪 0
.

6铝

2 76 1份 16 1 66 今 57 2匀 17 72 1 5 45 5 1 55 9

196 7男 2 45 7四 1 51 147 72 B3 3 32 0 19 10 9 10

73 1 变延)

0
.

3 犯 6

0
.

6 46

6 238

5 1团

注 : l龄鱼 自然死亡系数取 0
.

35
,

8 龄鱼捕捞死亡系数按 7 龄处理

2
.

3 最佳放养数量和鳃
、

缩的环境容纳量的确定

一般来说
,

最佳放养量应该是特定年份水库中饵料生物及资源密度及环境 因子的函数
,

由

于生长情况缺乏历年资料
,

只知 1卯组年数据
,

故文中未考虑生长的影响
,

设不同年份间生长无

差异
,

即同特定年份的资源密度无关
,

最大生物量发生的时刻也就是资源量 (尾数 )最大 的时

刻
,

则水库的最佳放养数量可用下述方法确定
: S1 (i) = 0

.

3 98 08 1 e 一“
·

伽
4 FYL (i) 则水库中 2

龄鱼的数量为
,

N (2 ) = FYL (i)
x o

.

3% 佣 l e 一 “
·

咖 4FYL
(‘)

,

州(2 )/ dFY L (i) = o 时 N (2 )取得最大

极值
。

若每年的 2 龄鱼均最多
,

则水库中资源也最多
,

此时
,

FYL (i) = 22 7 万尾
,

鳍按 7 : 3 原则为

97
.

3 万尾
,

故汤河水库最佳放养(绝
、

鳍 )为 3 24
.

3 万尾
,

很显然 以往的放养数量都不太合理
,

直

接影响鱼产量
。

若每年均按 32 4
.

3 万尾投放鱼种
,

连续投放 8 一 10 年
,

且没有任何捕捞
,

那水

库鳞
、

缩数量的总和即为汤河水库绝
、

缩的环境容纳量
,

即缝鱼 N = 1
.

5 72 2 87
x l护尾

,

缩 N =

6
.

7淡粥7 xl 护尾
。

若不考虑密度对鱼生长的影响
,

B 缝 = 3 1 12 83 7 kg
,

按 7 : 3 原 则
,

B 缩 =

1 3 34 07 3 kg
,

因此
,

汤河水库可容纳缝
、

缩共 2
.

2 46 124
x l护 尾

,

4
.

4拓 9 10 x l护kg
。

实际上
,

密

度对鱼生长会有 明显的影响
,

因此
,

汤河水库可容纳的鱿
、

缩生物量会少于 4
.

钊6 9 10 x l护kg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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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
,

最好用容纳的尾数来表示
。

2
.

4 最佳开捕年龄和最佳捕捞死亡系数的确定

由于该水库鲍
、

鳍为季节性生产
,

每年的 4 一 9 月份
,

历时大致半年
,

即半年无捕捞
,

因此
,

采用 比较适合于生产的 凡
c 幻沈模式【拓d 笼r 19 7 5〕来确定最佳的开捕捞年龄和最佳捕捞死亡系

数
。

凡d 沈r
模式如下

:

孔
Y / R = l / R

·

艺
·

T C 以 一 乙

式中
:乙

,

Fi 及 Gi 分别为 i龄鱼的总死亡系数
、

捕捞死亡系数和 i龄鱼的增重率 (以 = h 「W (i +

l) / W (i) 」) ; R
,

y
,

皿
,

Tc
,

Bi 分别为每年补充量 (以 3 龄作为补充年龄 )
、

年产量
、

最大年龄
、

开捕

年龄及 i龄鱼的生物量
。

几d 沈r
模式的计算过程中累加过程的步长选 0

.

5 年
,

初始生物量用 3 龄鳞的平均体重值

1
.

52 kg 输人计算机
,

缩各种情况同鳞的处理过程
。

其计算结果分别用电子计算机绘成等渔获

量曲线 (图 l 和图 2 )
。

从图 1 和图 2 得到维最佳 Tc = 5 龄
,

最佳 F = 2
.

0
,

墉最佳 Tc = 4
.

5
,

最佳

F = 1
.

9
0

0
.

2 0
.

4 0
.

6 0
.

8 1
.

0 1
.

2 1
.

4 1
.

6 1
.

8 2
.

0

图 1 缝等渔量曲线图

Fi g
.

1 1 1犯 150 9 翅 11 of ca tC七 for
silve r G u 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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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

6 0
.

7 0
.

9 1
.

1

印657072745

0
.

2 0
.

4 0
.

6

R g
.

2

1
.

2 1
.

4 1
.

6 1
.

8 2
.

0

图 2 缩等渔量曲线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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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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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讨论与分析

由上可知
,

汤河水库的利用不符合渔业资源的最优利用原则
。

首先每年的鱼种投放量是

极不合理的
,

1 9 86
一 1卯3 年 中有一半年份还不及最佳放养量的 1/4

,

大大地浪费了水域的空间

资源和天然饵料资源
,

而 19 86 年一年投放了 1 0功 万尾
,

超 出最佳放养量 7 26 万尾
,

既浪费鱼

种
、

人力和物力
,

又使死亡率成倍地上升
,

致使水库岸边的水质变坏
,

从而影响鱼 的生长和存

活
。

其次是水库渔业的捕捞格局也不合理
,

主要表现为开捕年龄太低
,

只有 3 龄
,

且捕获相当

多的正处于高速生长的 2 龄鱼
,

鱼产力下降
、

渔获物体长变小
、

质量差
,

直接影响经济收人
。

若

绝
、

缩的开捕年龄为最佳开捕年龄
,

则既可增产(在 目前的 F下
,

Tc 从 3 提高到 5 龄
,

Y/
R 可从

原来的 1
.

98 提高到 2
.

15 )
,

又可提高渔获质量
。

其次
,

捕捞死亡系数太小
,

1卯4 年只有 0
.

6 48
,

距离最佳的 F 差得很多
,

这样本该成为渔获的鱼 自然死亡了
。

若把 目前的 F提高到最佳捕捞

死亡系数
,

即使开捕年龄仍保持 3 龄
,

单位补充量产量鳞也会从原来的 2
.

0 提高到 2
.

35
,

鲡将

从原来的 2
.

30 提高到 2
.

7 45
,

这种产量的增加是相 当可观的
,

维
、

鳍年总产可提高 132 86 9 kg
。

另外
,

偷鱼对合理利用的影响
,

笔者推测 1卯4 年 2 龄鱼被偷 10 仪刃 kg 以上
、

3 龄鱼 20 以叉〕kg 以

上
,

这些未达到规格的鱼使水库蒙受损失
,

为了更好地发挥汤河水库渔业资源的效用
,

应加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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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法力度
,

力求最优地利用渔业资源
。

若汤河水库每年都实施上述的利用方案
,

则 199 5 一 2 00 2

年各年提供的渔产量表如表 6
。

2加2 年以后若干年均与 2 00 2 年相 同
。

表 6 优化管理时
,

1卯5 一 双犯2 年汤河水库各年份的产最

I知b le 6 Yi 配 in T an 梦犯 R 已沈rV 成r d州吨 199 5 一 2加2 for op 均m al l蟹“ , 图如g 动门t心eS

年份 1卯5 1性从j 卯7 (芜旧 1(哭浏〕 么)) ) 2〕〕l 2以犯

维 (公斤)

墉 (公斤 )

总计(公斤 )

1 14 174

48 93 2

1留 1肠

1防 9臼〕

田 129

22 7 的7

2岁〕33 9

128 2a 3

42 7 砚7

2 49 《哈

l肠 田7

3历 2岁〕

43 ) a匆3

193 2 18

6 冬4 肠1

4 79 3 3 主

20 5 4 29

6压各7品

健

眨口 7困

2《万 径沼

记又更〕仅刃

级犯 93 7

之巧 9 73

6咬〕9 10

注 :

表中的产量是指密度不影响鱼生长且同 11架叉〕年及偷鱼量控制为 0 时的产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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