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书书书

第３卷 第１期
２０１０年　１月

水 生 态 学 杂 志

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Ｈｙｄｒｏｅｃｏｌｏｇｙ
　Ｖｏｌ．３，Ｎｏ．１
　Ｊａｎ．，２０１０

　　收稿日期：２００９－０７－０６

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３０７６０１８８）；鄱阳湖水系四大家

鱼的资源现状及仔稚鱼洄游规律研究项目资助。

通讯作者：吴志强。

作者简介：张建铭，１９８５年生，男 ，江西人，在读硕士研究生，主

要从事水产动物资源与水产养殖研究。Ｅ－ｍａｉｌ：ｂｌｕｅｉｄｅａ＠１６３．ｃｏｍ

赣江峡江段四大家鱼资源现状的研究

张建铭，吴志强，胡茂林

（南昌大学生命科学与食品工程学院，江西 南昌　３３００３１）

摘要：２００８年和２００９年的４～６月，对赣江峡江段四大家鱼资源现状进行了采样调查。共采集四大家鱼３９２尾，
其中青鱼４６尾，占１１．７３％；草鱼２６０尾，占６６．３３％；鲢５４尾，占１３．７８％；鳙３２尾，占８．１６％。在这些四大家鱼
中，性成熟个体较少，其中青鱼８尾，草鱼５尾，鲢、鳙各１尾；其年龄结构简单，以低龄鱼为主，其中１龄和２龄鱼
占８１．６０％。结果表明，赣江峡江段四大家鱼资源匮乏，繁殖群体较少，应采取人工增殖放流、规范捕捞方式有效
地保护鱼类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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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赣江位于长江中下游南岸，发源于石城县洋地
乡赣源岽，于永修县吴城镇注入鄱阳湖，主河道全长

８２３ｋｍ，以赣州、新干为界，赣江分为上游、中游和下
游３段，其中上游长３１２ｋｍ，中游３０３ｋｍ，下游２０８
ｋｍ（江西省水文局，２００７）。峡江县位于赣江中游，
赣江峡江段的江面狭窄、流水急湍、鱼类资源丰富

（赵国祥等，１９９５）。据２０世纪８０年代的调查，赣江
峡江段是青鱼 （Ｍｙｌｏｐｈａｒｙｎｇｏｄｏｎｐｉｃｅｕｓ）、草鱼
（Ｃｔｅｎｏｐｈａｒｙｎｇｏｄｏｎｉｄｅｌｌｕｓ）、鲢（Ｈｙｐｏｐｈｔｈａｌｍｉｃｈｔｈｙｓ
ｍｏｌｉｔｒｉｘ）、鳙（Ａｒｉｓｔｉｃｈｔｈｙｓｎｏｂｉｌｉｓ）的产卵场（田见龙，
１９８９）；但时隔 ２０余年，赣江上已建有万安水利枢
纽，近期还将在赣江建设石虎塘、泰和、峡江、永太和

龙头山５个水利枢纽。目前，赣江峡江段的四大家
鱼资源状况如何，在峡江段是否仍然存在四大家鱼

的产卵场等，都是值得研究的重要课题。为此，本文

对赣江峡江段的四大家鱼现状进行了采样调查分

析，旨在揭示赣江峡江段四大家鱼资源现状及其繁

殖群体情况，同时为保护四大家鱼的资源提供科学

依据。

１　材料与方法

采样点设在峡江县巴邱镇，按常规生物学方法

进行（易伯鲁等，１９８８；刘信中，２０００；刘绍平等，
２００４；朱松泉等，２００７）。从渔船和菜市场收集标本，

并记录每条鱼的编号、采集时间和捕捞渔具等。对

鱼样品进行常规生物学测定，并取背鳍下方侧线附

近５～１０枚鳞片，鉴定年龄；同时现场解剖，观察性
腺发育程度，取性成熟雌鱼卵粒保存于１０％福尔马
林中。

２　结果与分析

２．１　渔业概况
２００８年，峡江县有专业捕捞人口７４人，渔船３８

艘，年捕捞产量４３７ｔ，年捕捞产值４３１万余元（峡江
县统计局，２００８；吉安市统计局，２００８）。渔业方式主
要有丝网、虾笼、三层刺网、滚钩和电渔，其中电渔是

赣江常见的一种渔业方式。电渔对鱼类伤害极大，

影响鱼类繁殖，属违法渔业方式，但目前渔民还是普

遍使用。

据现场采样分类鉴定，赣江峡江段的渔获物主

要有鲤、鲫、!又鱼、鳜、青鱼、草鱼、鲢、鳙、黄颡鱼、鲇、

鳊、
"

、赤眼鳟、鲴、马口鱼、银?、宽鳍鸇、花鱼骨、?、

鳅、
#

、
$

虎鱼、乌鳢、鲂、黄鳝、麦穗鱼等。数量上，

鳊、鲴、赤眼鳟最多，鲤、黄颡鱼、!又鱼、鳜、
"

次之，这些

为当地主要经济鱼类，而四大家鱼所占比例很少，重

量占总渔获物的７％左右。
２．２　四大家鱼资源现状
２．２．１　组成分析　本次调查共采集四大家鱼３９２
尾，其中青鱼 ４６尾，占 １１．７３％；草鱼 ２６０尾，占
６６３３％；鲢５４尾，占１３．７８％；鳙３２尾，占８．１６％
（图１）。
２．２．２　年龄结构　表１列出了赣江峡江段四大家
鱼的年龄结构组成，以 １龄和 ２龄鱼为主
（８１６０％）。其中，青鱼１、２龄的数量占５８．７０％，



草鱼１、２龄的数量占８２．３０％，而鲢和鳙１、２龄的
数量均超过９０％。

图１　四大家鱼的组成比例
Ｆｉｇ．１　ＰｒｏｐｏｒｔｉｏｎｏｆｆｏｕｒｍａｊｏｒＣｈｉｎｅｓｅｃａｒｐｓ

２．２．３　体长和体重分布　由图２和图３可以看出，
青鱼平均体长（４７．４７±３６．８０）ｃｍ、平均体重（７．１２
±９．７０）ｋｇ，优势群体为体长１０～２０ｃｍ和９０～１０８

ｃｍ、体重０．０３～２ｋｇ和１８～２８ｋｇ的个体，占７０％左
右；草鱼平均体长（３９．１５±１２．１９）ｃｍ、平均体重
（１．８４±３．３１）ｋｇ，优势群体为体长２０～５５ｃｍ、体重
０．０９～４ｋｇ的个体，占 ９０％左右；鲢平均体长
（３４７６±１１．３０）ｃｍ、平均体重（１．０４±１．３７）ｋｇ，优
势群体为体长２０～５０ｃｍ、体重０．１６～１．５ｋｇ的个
体，占９０％以上；鳙平均体长（２９．４８±１４．６３）ｃｍ、
平均体重（１．０３±２．７０）ｋｇ，优势群体为体长２０～３０
ｃｍ、体重０．１５～１ｋｇ的个体，占７０％左右。
２．２．４　繁殖群体　繁殖群体中，共采集到性成熟青
鱼８尾、草鱼５尾、鲢和鳙各１尾，占四大家鱼总数
的３．８％。表２列出了青鱼、草鱼、鲢、鳙繁殖群体
的体长、体重、绝对繁殖力、相对繁殖力、成熟系数的

范围和平均值、不同年龄组的数量。

表１　四大家鱼的年龄结构
Ｔａｂ．１　Ａｇｅ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ｏｆｆｏｕｒｍａｊｏｒＣｈｉｎｅｓｅｃａｒｐｓ

年龄／

龄

青鱼 草鱼 鲢 鳙

数量／尾 比例／％ 数量／尾 比例／％ 数量／尾 比例／％ 数量／尾 比例／％
１ ２４ ５２．２ １０２ ３９．２ ２６ ４８．１ ２６ ８１．３
２ ３ ６．５ １１２ ４３．１ ２３ ４２．６ ４ １２．５
３ ８ １７．４ ４０ １５．４ ５ ９．３ １ ３．１
４ ８ １７．４ ５ １．９ ０ ０ １ ３．１
５ ３ ６．５ １ ０．４ ０ ０ ０ ０
合计 ４６ １００．０ ２６０ １００．０ ５４ １００．０ ３２ １００．０

图２　四大家鱼的体长分布
Ｆｉｇ．２　Ｂｏｄｙｌｅｎｇｔｈ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ｏｆｆｏｕｒｍａｊｏｒＣｈｉｎｅｓｅｃａｒｐｓ

图３　四大家鱼的体重分布
Ｆｉｇ．３　Ｂｏｄｙｗｅｉｇｈｔ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ｏｆｆｏｕｒｍａｊｏｒｃｈｉｎｅｓｅｃａｒｐ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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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２　四大家鱼繁殖群体统计
Ｔａｂ．２　Ｒｅ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ｇｒｏｕｐｓｏｆｆｏｕｒｍａｊｏｒＣｈｉｎｅｓｅｃａｒｐｓ

项目 青鱼 草鱼 鲢 鳙

体长范围／ｃｍ ９０～１０８ ５１～７４ ７０ ９２
均值／ｃｍ ９９．８ ６７．６ ７０．０ ９２．０
体重范围／ｇ １３３５～３００００ ２５００～１００００ ６５００ １５０００
均值／ｇ ２２２９４ ７０００ ６５００ １５０００

绝对繁殖力／粒 ６．８８×１０５～４．６２×１０６ ２．６８×１０５～１．７０×１０６ ７．１４×１０５ １．５３×１０６

均值／粒 １．４８×１０６ ８．５８×１０５ ７．１４×１０５ １．５３×１０６

相对繁殖力／粒·ｇ－１ ３３～１５４ ６１～２１３ １１０ １０２
均值／粒·ｇ－１ ７６ １２１ １１０ １０２
成熟系数／％ ５．８～２３．３ ５．７～２１．３ １３．１ １４．０
均值／％ １１．６ １２．５ １３．１ １４．０
３龄数量／尾 ２ ３ １ ０
４龄数量／尾 ３ １ ０ １
５龄数量／尾 ３ １ ０ ０

３　讨论

研究结果表明，赣江峡江段四大家鱼资源匮乏，

其占总渔获物的比例很少，除草鱼还有一定数量外，

青鱼、鲢、鳙的几乎很难捕捞到。其年龄以１～２龄
为主，数量超过整个四大家鱼总数的８０％。除青鱼
个体相对较大外，草鱼、鲢、鳙个体均较小；另外，繁

殖群体的数量极少，仅占四大家鱼总数的 ３．８％。
究其原因：（１）１９９３年建成的万安水电站未建鱼道，
阻隔了鱼类洄游通道，大坝的兴建影响到了鱼类产

卵场的水文和水情，从而导致了鱼类资源的减少。

（２）长期以来，赣江天然渔业方式紊乱，非法渔具、
渔法屡禁不止，特别是电拖网的大规模使用，捕捞

没有选择性，无论鱼的大小，一网打尽。渔获物中小

杂鱼的比重不断增加，由此造成了四大家鱼的资源

锐减。（３）挖砂作业，沿江两岸非法乱采乱挖的采
砂船随处可见，大量采砂将江底的底泥和草场吸走、

清除，使鱼类栖息、产卵环境和底栖生物的生存场所

受到极大的破坏。

赣江峡江段历来是四大家鱼重要的产卵繁殖

地，受不合理的捕捞方式和违规挖砂作业等人为因

素的影响，该江段鱼类资源匮乏。加上为了满足赣

江流域的航运、发电和防洪等水资源综合利用的需

求，在该江段即将兴建峡江水利枢纽，将进一步阻碍

此江段四大家鱼的洄游，也势必加剧野生四大家鱼

资源的减少。因此，此种情况应引起有关部门的重

视，对即将兴建的水利枢纽必须考虑建设鱼道，同时

在这一江段进行人工增殖放流、规范捕捞方式，这对

有效保护峡江段乃至整个赣江四大家鱼资源都有重

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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