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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梅梁湾、贡湖湾为例

温周瑞1, 2 ,张大文2 ,谢 平2* ,徐 军2

( 1. 湖北省水产科学研究所, 湖北 武汉 430071; 2. 中国科学院水生生物研究所,

东湖湖泊生态系统试验站,淡水生态与生物技术国家重点实验室,湖北 武汉 430072)

摘 要: 太湖日本沼虾与秀丽白虾资源较为丰富, 在太湖渔业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但对两种虾类资源动态的研

究较少。对梅梁湾和贡湖日本沼虾、秀丽白虾现存量进行了周年调查,结果表明, 梅梁湾和贡湖湾日本沼虾丰度和

现存量一年内出现波动,冬季较低, 春季开始增加,夏季达到高峰, 9 月后丰度和现存量大幅下降, 随后随着个体的

生长又有所上升,说明其资源量在短期内受繁殖和捕捞的影响会大幅震荡。不同湖区日本沼虾丰度和现存量存在

差异,夏季沿岸带的丰度和现存量明显比敞水区大,主要是 6~ 9 月沿岸带分布量增多, 说明日本沼虾繁殖季节的

亲虾及当年繁殖的幼虾大量栖息于沿岸带,而非敞水区。贡湖秀丽白虾水草区丰度和现存量最高, 说明秀丽白虾

喜栖息于有沉水植物分布的水域。为合理利用太湖虾类资源提供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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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沼虾(M acr obr achium nip ponense)隶属于

长臂虾科 ( Palaemonidae)、沼虾属 ( Macrobrachi

um) , 广泛分布于我国各地的江河、湖泊、水库、池塘

及沟渠中,是我国淡水虾类中一个重要类群 [ 1]。秀

丽白虾( Ex op alaemon mod estus ) 隶属于长臂虾科

( Palaemonidae) 白虾属 ( Exopalaemon) , 主要分布

于大型湖泊,如太湖、巢湖、白马湖、呼伦湖等, 其产

量占这些湖泊虾类总产量 50% ~ 80% [ 2]。太湖这

两种虾的资源较为丰富, 无论是产量还是产值,在太

湖渔业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太湖虾类产量历年

平均在 50~ 75 万 kg , 约占全湖渔业产量的 5% ~

10% [ 3, 4] 。有关太湖虾类有过一些研究[ 5~ 8] 。这些

研究主要关注了虾类的生殖习性、摄食习性和遗传

多样性;但对日本沼虾和秀丽白虾资源动态研究资

料较少。本文对梅梁湾和贡湖湾日本沼虾、秀丽白

虾现存量进行一周年的调查, 研究其变动规律,为资

源合理利用提供依据。

1 材料与方法

1. 1 研究地点

研究地点位于太湖梅梁湾和贡湖湾。梅梁湾系

太湖北部一个较大的湖湾, 地处无锡市郊,面积约为

123 88 km2 , 平均水深 2 m 左右, 属于典型的富营

养化湖区。梅梁湾周围是无锡市主要的风景旅游区

及重要的水源地。贡湖湾位于太湖东北部,是太湖

众多湖湾中最大的一个湖湾,面积 147 km2 , 平均水

深 2 m 左右,也是无锡市饮用水源地之一。采样期

间分布有水生植物, 主要有微齿眼子菜、马来眼子

菜、穗花狐尾藻、伊乐藻、苦草、金鱼藻、黑藻、菹草及

浮叶植物荇菜和菱等水生植物, 优势种类为马来眼

子菜、微齿眼子菜。

1. 2 虾类采集

分别在梅梁湾和贡湖设立 3个采样点, 其中沿

岸带 1个,敞水区 2个(见图 1)。采样时间为 2004

年 11月~ 2005 年 11月, 每月定期采集 1 次, 每次

采样时在各采样点用虾拖网拖 3次,每次 5 min,用

GPS 测定船速, 把每网捕获的虾类分别装入塑料袋

带回实验室处理。对每袋虾进行计数和称重,统计

每网的捕获量。虾拖网为自制专用小型拖网, 宽

3 m,网目 7 mm。

1. 3 种群密度估算

丰度、现存量( P)采用拖网面积( a)方法计算
[ 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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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梅梁湾与贡湖湾采样点分布图

F ig . 1 Locat ion of Sampling Sites in Meiliang and

Gonghu Bays, Lake Taihu, China

a= W D

式中: W 为拖网有效宽度; D 拖行距离。拖行

时间乘以船速得到 D。

P=

n

i = 1
(N i / a i ) / n ( A / q)= C( A/ q)

式中: N i 为第 i 网捕获量; a i 为第 i 网拖过面

积; n为捕捞次数; C为单位面积捕获量; q 可捕捞系

数; A 种群占据面积。虾类的 q未知,假定为 1。

2 结果与讨论

2. 1 季节变化

梅梁湾日本沼虾丰度与生物量逐月变化情况如

图 2。梅梁湾日本沼虾平均丰度和现存量冬季变化

不大。其丰度从 4月份的 0. 02 ind/ m2 , 上升到7月

份的 0. 19 ind/ m
2
, 增长 7 7 倍, 9 月下降到 0. 04

ind/ m
2
。其现存量 4月份平均为 0 02 g/ m

2
, 7月达

到高峰( 0. 22 g / m2 ) , 9月下降到 0 05 g / m 2。贡湖

日本沼虾丰度与生物量逐月变化情况如图 2。6月

份以前贡湖日本沼虾平均丰度和生物量波动不大。

图 2 太湖梅梁湾与贡湖湾日本沼虾丰度与现存量的季节动态

Fig . 2 Seasona l Dynamics in the Density and Biomass of Macrobrachium

nip p onens e in Meiliang and Gonghu Bays, Lake Taihu, China

6月份平均丰度为 0 01 ind/ m
2
,平均现存量为 0 02

g/ m
2
; 8、9 月平均丰度和生物量达到高峰, 分别为

0 21 ind/ m2 和0 23 g / m2 ; 10月份平均丰度和平均

生物量分别下降到 0. 08 ind/ m2 和 0 07 g / m2。

梅梁湾秀丽白虾平均丰度在 1月 0 09 ind/ m2

和7月 0 05 ind/ m2出现两个峰, 平均生物量在 1月

0 03 g/ m
2
和 8月 0 034 g/ m

2
出现两个峰, 9月份

都降到最低 0 002 ind/ m
2
、0 002 g/ m

2
(图 3)。贡

湖湾秀丽白虾平均丰度和平均现存量 3 月份 0 05

ind/ m2、0 01 g/ m2 开始增加, 平均丰度 5 月 0 15

ind/ m2 ~ 7 月 0 11 ind/ m2 较高, 平均生物量 5 月

0 04 g/ m2 ~ 8月 0 03 g / m2 较高, 9 月份显著减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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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02 ind/ m2、0 01 g / m2 (图 3)。

虾类丰度、现存量与捕捞强度、环境因子、繁殖

期、饵料资源、敌害生物等因素有关
[ 10, 11]

。冬季水

温低,虾的活动能力弱,摄食不旺盛,生长缓慢,丰度

和现存量很少增长[ 10, 11]。春季以后随着水温的升

高,虾类活动力增强,摄食量增大, 进入生长和繁殖

期。太湖的日本沼虾和秀丽白虾均从 4 月开始抱

卵,进入繁殖期,不断有幼虾出生,亲虾死亡,随着当

年出生的幼虾数量的增多和个体的增大, 虾的丰度

和现存量呈上升态势, 因此在夏季达到高峰。

图 3 太湖梅梁湾与贡湖湾秀丽白虾丰度与现存量的季节动态

Fig. 3 Seasonal Dynam ics in the Density and Biomass o f Exop alaemon modes tus in

Meiliang and Gonghu Bay s, Lake T aihu, China

太湖每年自 2月 1日起到 8月 31日止禁湖, 禁

止捕捞作业。9月 1日开始大规模捕捞,捕捞期持

续至次年 1月 31日。捕捞网具有虾拖网、抄虾网、

银鱼网等。据梅梁湾渔民反映,大型虾拖网长2 000

多 m,一网虾的捕捞量超过 500 kg。虽然肉食性鱼

类的捕食对虾类现存量有一定影响,但这种影响生

态系统的长期特征,不会短期内造成虾类现存量大

幅减少。因此, 秋季虾类的丰度和现存量大幅下降

原因主要是渔业捕捞强度大所引起的。

2. 2 空间变化

从不同湖区来看, 梅梁湾日本沼虾在 1、2、3 个

采样点全年平均丰度分别为 0 09、0 05 和 0 06

ind/ m
2
,全年平均现存量分别是 0 09、0 04 和 0 06

g/ m
2
,最高值均出现在沿岸带 1 号采样点。贡湖湾

日本沼虾在 1、2、3个采样点全年平均丰度和现存量

分别 0. 04 ind/ m
2
和 0 03 g / m

2
、0 06 ind/ m

2
和

0 05 g/ m
2
、0 12 ind/ m

2
和 0 11 g/ m

2
,最高值均出

现在贡湖湾沿岸带 3号采样点。不同湖区日本沼虾

丰度和现存量存在差异, 反映其在空间分布上的特

点。两个湖湾均是沿岸带的丰度和现存量高于敞水

区。严生良等认为日本沼虾随季节变化有迁移现

象,开春季节大多分布在沿岸的浅水区,盛夏时移至

较深水域,到了秋冬青虾就常常潜伏湖底水草丛中,

活动性亦相对减弱 [ 3]。本次调查发现夏季沿岸带的

丰度和现存量明显比敞水区大, 特别是 6~ 9月沿岸

带分布量增多,说明日本沼虾繁殖季节的亲虾及当

年繁殖的幼虾大量栖息于沿岸带,而非敞水区, 其他

季节日本沼虾的分布沿岸带与敞水区差别不大。

梅梁湾秀丽白虾在 1、2、3个采样点全年丰度和

现存量依次为 0 04 ind/ m
2
和 0 02 g / m

2
、0 04

ind/ m
2
和 0 02 g/ m

2
、0 03 ind/ m

2
和 0 01 g / m

2
。

最高值均出现在梅梁湾 2号采样点。贡湖湾秀丽白

虾全年平均丰度和现存量依次为 0 11 ind/ m2 , 0 02

g / m2、0 06 ind/ m2 和 0 02 g/ m2、0 02 ind/ m2 和

0 01 g/ m2。最高值均出现在贡湖湾 1 号采样点。

较其他两个点位而言,贡湖 1号采样点分布有微齿

眼子菜、马来眼子菜、苦草、聚草、金鱼藻等大量沉水

植物,说明秀丽白虾喜栖息于沉水植物分布水域。

2. 3 现存量估算

近似把梅梁湾与贡湖湾夏季最高现存量作为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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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的生产量,按太湖实际水面面积233 810 hm2 [ 12] ,

全湖日本沼虾和秀丽白虾生产量为分别为 512 和

81 9 t。根据渔业捕捞产量, 2005 年两种虾总年生

产量为 594 7 t , 2003 年太湖天然渔业捕捞产量达

到35 453 t ,虾类产量占 2 2% [ 13] , 则虾类产量约为

780 t ,其中还包括其他小型虾类。由于太湖不同湖

区虾类分布不同,及捕捞率误差,估计的生产量要低

于实际生产量。

2. 4 资源可利用性分析

目前太湖实行了禁渔期制度, 即每年 2月 1 日

~ 8月 31日为禁渔期, 涵盖了虾类繁殖期, 对虾类

资源的保护起到了积极作用。但是,由于禁渔期结

束后捕捞强度大,捕捞网具网目偏小,导致对虾类资

源破坏程度大, 短短的一个月内虾类捕捞量就迅速

下降。从生态对策分析, 虾类类似于 r 对策者 [ 14] ,

越年虾繁殖后即死亡, 每年的繁殖群体没有剩余群

体,只有补充群体,补充群体的大小决定种群增长规

模。因此,应适度控制捕捞强度和增大网目, 保护大

批当年虾幼虾及 8月份已进入繁殖产卵的当年虾,

使越冬后有足够的虾类成为繁殖群体, 才能保证虾

类资源维持在合理水平。朱清顺等认为虾抄网的网

目不得小于 1 5 cm ,虾拖网的网目不小于 6 6 mm,

既提高了虾类的商品质量, 又增加了湖中虾类的种

群数量
[ 4]
。根据捕捞观察, 建议虾拖网的网目不能

小于10 mm。虾类寿命仅为一年左右, 越年虾繁殖

后如不及时捕捞,资源将浪费, 建议 4~ 6月对抱卵

虾进行就地用网箱孵化, 孵化结束后虾苗自由进入

湖中,亲虾可商品虾出售,提高资源利用率。

3 结论

通过一周年的调查发现, 梅梁湾和贡湖日本沼

虾丰度和现存量一年内出现波动, 冬季较低, 春季开

始增加, 夏季达到高峰, 9 月丰度和现存量大幅下

降。丰度和现存量的季节变化主要与繁殖、捕捞密

切相关。不同湖区日本沼虾丰度和现存量存在差

异,反映其在空间分布上的特点。夏季沿岸带的丰

度和现存量明显比敞水区大, 主要是 6~ 9月沿岸带

分布量增多,说明日本沼虾繁殖季节的亲虾及当年

繁殖的幼虾大量栖息于沿岸带, 而非敞水区。秀丽

白虾平均丰度和平均现存量夏季较高, 9月后因开

始大量捕捞,故丰度和现存量急剧下降,随后随着个

体的生长又有所上升, 说明其资源量在短期内受繁

殖和捕捞的影响会大幅震荡。因此, 为合理利用太

湖虾类资源,应适度控制捕捞强度和增大网目, 保护

当年虾幼虾及 8月份已进入繁殖产卵的当年虾, 使

越冬后有足够的虾类成为繁殖群体, 保证虾类资源

维持在合理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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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ASONAL DYNAMICS IN STOCK OF THE FRESHWATER SHRIMPS,

Exopalaemon modestus AND Macrobrachium nip ponense

IN MEILIANG AND GONGHU BAYS, LAKE TAIHU

WEN Zhou rui
1, 2

, ZHANG Da w en
2
, XIE Ping

2
, XU Jun

2

( 1. H ubei Fish ery Science In st itu te, Wuhan 430071, Ch ina; 2. Dong hu E xperimental Stat ion of Lake Ecosystems ,

S tate Key Laboratory of Freshw ater Ecology and Biotechn ology of Chin a, Inst itute of H ydrobiology,

Ch ines e Academy of Sciences, Wuhan 430072, China)

Abstract: Resources of Ex op alaemon modestus and Macr obr achium nip p onense are abundant , w hich occu

pies a very impo rtant posit ion in f isher y o f Lake T aihu. How ever, litt le is known about the resources dy

namic of these f reshw ater shrimps. T his art icle focused on the seasonal dynamics of shrimp sto ck of E.

mod estus and M. nip p onense in M eiliang and Gonghu Bays. T he result show ed that the densities and bio

mass f luctuated over t ime w ithin a year, w hich began to increase in spr ing, reached a peak in the summer

and sharply decreased af ter September, indicat ing the inf luence o f br eeding and f ishery on r esources of

these shrimps. Spat ial ly, the density and biomass of M. nip ponense were higher in the lit to ral zone than in

open w ater w ith an incr ease mainly f rom June to September, indicat ing the importance of the lit to ral zone

as breeding habitat. In Gonghu Bay, the density and biomass of E. modestus w ere relatively high in the

ar ea covered w ith submersed vegetat ion, suggest ing this shrimp prefer submersed macrophyte as it s habi

tat . This research helps the rat ional explo itat ion of the shrimp resources in Lake T aih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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