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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２０１１年７月至２０１２年６月，在五强溪水库设置６个采样点，采取灯光诱捕方法，调查太湖新银鱼的资源量
和时空格局分布。在五强溪水库周年均能捕到银鱼，平均体重最小０．０２ｇ、最大１．１５ｇ。春群在９月捕捞到的数
量最多（１６８９尾），４月捕捞到的数量最少（仅２４尾）；秋群在２月捕捞到的数量最多（２５３２尾），１１月捕捞到的
数量最少（１３５尾）。春群和秋群资源量在时间上无显著差异。６个采样点春群和秋群的出现率均达８８．６８％，各
采样点分布不均，非网箱养殖区比养殖区银鱼资源量丰富。五强溪水库银鱼资源量限制的主要因素是饵料保证

程度不高，对肉食性鱼类翘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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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乌鳢等捕捞力度不够，以及过度捕捞和滥用密网捕捞。合理利用银鱼资

源的措施包括禁止在繁殖高峰期（３－５月，９－１１月）捕捞银鱼、禁止使用密眼网（网目小于２～３ｍｍ）捕捞、控制
捕捞强度和划定繁殖保护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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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湖新银鱼（ＮｅｏｓａｌａｎｘｔａｉｈｕｅｎｓｉｓＣｈｅｎ）隶属胡
瓜鱼目（Ｏｓｍｅｒｉｆｏｒｍｅｓ）、银鱼科（Ｓａｌａｎｇｉｄａｅ），是长江
中下游及其附属水体重要的小型经济鱼，主要生活

在敞水区的中上层（倪勇和朱成德，２００５），具有很
高的经济价值。其生命周期为１年，在长江中下游
流域有春季和秋季２个繁殖群体，即春群（繁殖期
为３－５月）和秋群（繁殖期为９－１１月）（ＧｏｎｇＷＢ
ｅｔａｌ，２００９；龚望宝等，２０１０；杨战伟等，２０１２）。在近
５０年时间内，银鱼天然生活水域遭受严重的人为破
坏，资源呈现出世界范围的持续衰退（王忠锁等，

２００２；ＷａｎｇＺＳｅｔａｌ，２００５）。关于单个水体内的银
鱼空间分布格局及其形成机制的研究报道很少，仅

见对鄱阳湖银鱼的时空格局进行了报道（王忠锁

等，２００６）。
五强溪水库位于长江中下游湖南省沅江中游干

流江段，该水库于１９９７年从云南滇池引入太湖新银
鱼受精卵２０亿粒，１９９８年产量达２００ｔ，１９９９、２０００
年的年产量均在５００ｔ以上，近几年年产量剧减到低
于１００ｔ。自１９９７年移植银鱼成功后，一直没有对
库中银鱼的分布特点和资源量的变化做过调查，关

于库区银鱼资源量以及锐减因素不明确。本文根据

２０１１－２０１２年的持续调查，通过对银鱼的周年资源
量动态、空间格局及其时间性变动进行分析，以了解

目前该水库中银鱼资源量现状，分析影响银鱼产量

的因素及银鱼资源衰退机理，对水库银鱼分布格局、

保护对策以及合理的渔业利用等研究提供参考。

１　材料与方法

１．１　采样点设置
根据水库的水动力条件、水库形态特征、库区网

箱养殖情况（养殖区与非养殖区）以及银鱼的生活

习性，在库区设置６个采样点（图１），其中 Ａ、Ｂ、Ｃ
采样点为养殖区，Ｄ、Ｅ、Ｆ为非养殖区。第１次采样
用ＧＰＳ定位，以后每次采样都在相同的地点进行。

图１　五强溪水库采样点分布
Ｆｉｇ．１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ｏｆｓａｍｐｌｉｎｇｓｉｔｅｓｉ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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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２　样品采集与分析
２０１１年７月至２０１２年６月（２０１２年１月、５月

因客观因素未在所有采样点采样），每月２７日左右
采样。采样期间，水流速度一般小于０．０５ｍ／ｓ。采
样采取灯光诱捕和自然捕捞２种方式。自然捕捞：
１７∶００布设好抬网（１０ｍ×１０ｍ，网目２～３ｍｍ），
２２∶００起网。灯光诱捕：起网后再次把抬网布设
好，将４５０Ｗ的白炽灯置于高出水面２．０ｍ左右的
位置，天亮前起网。起网后将捕捞到的银鱼按规格

大小、生长发育成熟程度不同分成２个群体（春群
和秋群），分别计数和称重。所获银鱼计数：单种个

体数少于１０００尾时直接计数，多于１０００尾时按随
机抽取２００尾的个体均重推算渔获个体数。

２　结果与分析

２．１　五强溪水库银鱼资源量周年变化
银鱼具有强烈的趋光性。本研究自然捕捞到的

银鱼数量非常少，甚至有些采样点没有捕捞到银鱼，

故采用灯光捕捞的数据（表１）分析说明该库区中银
鱼的资源量。在五强溪水库周年均能捕到银鱼。２
月银鱼资源丰富；３、４月是银鱼的繁殖季节，捕捞到
的银鱼数量逐渐减少；６月后数量逐渐增加；１０月
秋季群体开始繁殖，捕捞到的银鱼数量亦逐渐减少。

从捕捞银鱼数量看，繁殖季节捕捞的数量减少，其原

因是银鱼为一年生鱼类，繁殖亲体产卵后死亡。从

捕捞银鱼重量上来看，银鱼的繁殖时间跨度较长，该

库区春群为３－４月，秋群为１０－１１月，产卵期长，
捕捞到的银鱼规格差别大。从捕到的成熟银鱼亲体

和幼体分布情况来看，整个五强溪水库的各个水域

均有银鱼分布，但幼银鱼体小，活动范围不大，由此

可以看出其产卵场所并非局限于一定水域，库湾及

近岸均是其产卵场所。

五强溪水库银鱼在不同的密度下平均体重最小

０．０２ｇ，最大１．１５ｇ，与资源数量变化相反的趋势十
表１　灯光诱捕银鱼结果

Ｔａｂ．１　ＱｕａｎｔｉｔｙｏｆＮｅｏｓａｌａｎｘｔａｉｈｕｅｎｓｉｓｔｒａｐｐｅｄｕｓｉｎｇｌｉｇｈｔ

采

样

点

群

体

２０１１年７月 ２０１１年８月 ２０１１年９月 ２０１１年１０月 ２０１１年１１月
数量／
尾

均重／
ｇ·尾 －１

数量／
尾

均重／
ｇ·尾 －１

数量／
尾

均重／
ｇ·尾 －１

数量／
尾

均重／
ｇ·尾 －１

数量／
尾

均重／
ｇ·尾 －１

Ａ
春群 １９ ０．３５ ２ ０．４４ １ ０．５２ ７２ １．１２ ９５ １．０５
秋群 １０ ０．４８ ０ － ０ － １４９ ０．１９ ２ ０．２５

Ｂ
春群 ７６ ０．３４ １１ ０．３９ ４ ０．５１ ３６ １．００ １４３ １．１２
秋群 ６９ ０．４５ ０ － ２ ０．６５ ２２５８ ０．１８ １８ ０．２４

Ｃ
春群 １０４ ０．３１ ２８４ ０．４４ １ ０．５０ １ １．０９ ４ １．００
秋群 ６６ ０．５５ １７ ０．６０ ０ － ５７ ０．２２ １５ ０．２９

Ｄ
春群 １３ ０．３２ ５０ ０．４４ ６ ０．５０ １ ０．９９ － －
秋群 ５ ０．５２ ６ ０．５５ １ ０．６４ ５７ ０．２１ － －

Ｅ
春群 １０ ０．３８ ７０ ０．３７ １６４２ ０．４９ － － ０ －
秋群 １３ ０．５５ ４ ０．５８ ４８１ ０．６７ － － ５ ０．３３

Ｆ
春群 １５８ ０．３３ ７００ ０．３７ ３５ ０．４９ １ １．１５ － －
秋群 ４１ ０．４８ ４５０ ０．５５ １３ ０．６６ １１ ０．２１ － －

采

样

点

群

体

２０１１年１２月 ２０１２年２月 ２０１２年３月 ２０１２年４月 ２０１２年６月
数量／
尾

均重／
ｇ·尾 －１

数量／
尾

均重／
ｇ·尾 －１

数量／
尾

均重／
ｇ·尾 －１

数量／
尾

均重／
ｇ·尾 －１

数量／
尾

均重／
ｇ·尾 －１

Ａ
春群 １９ ０．０４ ７２ １．１２ ９５ １．０５ １９ ０．０４ ０ －
秋群 ２８ ０．３５ １４９ ０．１９ ２ ０．２５ ２８ ０．３５ ２４ ０．４８

Ｂ
春群 １ ０．０２ ３６ １．００ １４３ １．１２ １ ０．０２ ２６ ０．２９
秋群 １４ ０．３７ ２２５８ ０．１８ １８ ０．２４ １４ ０．３７ ８１２ ０．４５

Ｃ
春群 ４ ０．０３ １ １．０９ ４ １．００ ４ ０．０３ ０ －
秋群 ７ ０．３８ ５７ ０．２２ １５ ０．２９ ７ ０．３８ １５ ０．５２

Ｄ
春群 ０ － １ ０．９９ － － ０ ０ ５ ０．３０
秋群 ９ ０．４０ ５７ ０．２１ － － ９ ０．４０ １ ０．４７

Ｅ
春群 － － － － ０ ０ － － － －
秋群 － － － － ５ ０．３３ － － － －

Ｆ
春群 － － １ １．１５ － － － － ８ ０．２６
秋群 － － １１ ０．２１ － － － － ６ ０．４７

　　注：“－”表示没捕捞到银鱼
Ｎｏｔｅ：“－”ｉｎｄｉｃａｔｅｓｎｏＮｅｏｓａｌａｎｘｔａｉｈｕｅｎｓｉｓｔｒａｐｐｅｄａｔｔｈｅｓａｍｐｌｉｎｇｓｉｔ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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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明显。如表１中采样点Ｅ（春群）９月采集的银鱼
资源量比同期的其他采样点大，而均重却小；同样的

现象也出现在采样点Ｂ（秋群）２月和６月。银鱼属
于典型的ｒ－选择物种。ｒ－选择的方向是向高生产
力发展，其生存对策为尽可能将可以利用的物质与

能量注入于再生产之中，以牺牲后代正常生长为代

价换取种群个体数量的增加。这种现象表达出银鱼

在有限的饵料基础条件下，为维持种群数量而延缓

了个体的正常发育或生长速度。种群个体生长随着

密度的增加而减缓，反映了其内部自然调节的过程。

２．２　五强溪银鱼时间分布
五强溪水库银鱼２个群体的各月捕捞情况见图

２。总体来看，春群在 ９月捕捞到的数量最多
（１６８９尾），４月捕捞到的数量最少（仅２４尾）；秋
群在２月捕捞到的数量最多（２５３２尾），１１月捕捞
到的数量最少（１３５尾）。五强溪水库中的银鱼不同
的群体集群时间不一样，不同的繁殖群体的资源量

在时间上也有一定的差异。主要因素是繁殖季节不

同，亲体在繁殖季节受精产完卵之后便死亡；当受精

卵孵化出来，新的个体又补充了群体数量，捕捞到的

银鱼数量会回升。通过统计检验，２个群体间资源
量 ｔ＝－０．５６＜０．０５，说明２个群体在时间动态上资
源量无显著差异。因此，要合理利用该库区银鱼资

源，充分发挥其最大经济利用价值，必须制定出合适

的捕捞期。

图２　五强溪水库太湖新银鱼的时间分布
Ｆｉｇ．２　Ｔｅｍｐｏｒａｌ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ｏｆＮｅｏｓａｌａｎｘｔａｉｈｕｅｎｓｉｓ

ｉｎＷｕｑｉａｎｇｘｉＲｅｓｅｒｖｏｉｒ

２．３　五强溪太湖新银鱼空间分布
五强溪水库银鱼２个群体的各采样点捕捞情况

见图３。全年银鱼空间分布广泛，６个采样点的春群
和秋群的出现率均达８８．６８％。春群在各采样点分
布不均，采样点Ｅ、Ｆ的银鱼数量明显多于其他采样
点。同样，秋群在各采样点分布不均，采样点 Ｂ、Ｅ、
Ｆ的银鱼数量要多于其他采样点。经统计检验
（ｔ

#

ｔ０．０５），春群和秋群在空间分布上资源量无显著

差异，但由图３直观显示出非养殖区比网箱养殖区
银鱼资源量丰富。由此可以看出，环境因素、人工干

预对银鱼的生长和繁殖有较大影响。

图３　五强溪水库太湖新银鱼的空间分布
Ｆｉｇ．３　Ｓｐａｔｉａｌ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ｏｆＮｅｏｓａｌａｎｘｔａｉｈｕｅｎｓｉｓ

ｉｎＷｕｑｉａｎｇｘｉＲｅｓｅｒｖｏｉｒ

３　讨论

３．１　五强溪水库银鱼资源的影响因素
一是水体环境对银鱼资源量和种群分布有一定

影响（王玉芬等，１９９８），五强溪水库各区域水质指
标正常，但存在一定差异，使得各采样点银鱼的分布

及产量呈现出明显的差异。二是太 湖新 银 鱼 以

浮 游 动 物 为 食 （倪 勇 和 朱 成 德 ，２００５；张 开
翔 等 ，１９８２），银鱼饵料的可得性对银鱼的资源量
和种群分布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食物保证程度不

高限制了银鱼种群增长。三是肉食性鱼类数量直接

影响银鱼的资源增长，五强溪水库肉食性鱼类主要

是翘嘴鳜、
!

类等，由于对其捕捞力度不够，造成银

鱼资源受影响较大。四是资源管理对银鱼产量影响

较大，五强溪银鱼资源量急剧下降的主要原因就是

过度捕捞和滥用密眼网捕捞，捕捞强度过大，造成产

卵亲鱼不足，第２年产量会大幅下降，且过度的商业
捕捞导致银鱼区系的小型化（ＳｔｅｒｇｉｏｕＫＩ，２００２，
ＭｙｅｒｓＲＡｅｔａｌ，１９９５；ＷｏｏｔｔｏｎＲＪ，１９９８）。然而，使
用选择性网具和增加捕捞力度会直接导致鱼类区系

中大型鱼类相对丰度的降低和小型鱼类优势度的提

高 （ＷａｎｇＺＳｅｔａｌ，２００４；ＪａｃｋｓｏｎＪＢＣｅｔａｌ，
２００１）。
３．２　五强溪水库银鱼资源合理利用

第一，禁止在银鱼繁殖高峰期（３－５月，９－１１
月）捕捞银鱼；第二，禁止使用密眼网（网目小于２～
３ｍｍ）捕捞银鱼；第三，控制捕捞强度，增多留库量，
保留足够的繁殖群体。同时，平时要监测银鱼的生

长情况和饵料生物的资源变动，二者结合才能预报

产量，确定留存亲体数。通过加强管理和监测，不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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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得到较高的银鱼产量，而且达到商品规格的银鱼

数量多，获取最好的经济效益和生态效益。

太湖新银鱼是典型的 ｒ－选择型物种，显著的
特征是个体小、生活史短和繁殖率高。因此，在五强

溪水库要划出一定面积的繁殖保护区，要求区内饵

料生物丰富，有一定水流，少有沉水植物，并且区内

终年绝对禁捕，以保证充足的补充群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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