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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江中游江段四大家鱼产卵场现状的初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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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为掌握汉江中游四大家鱼产卵场的现状，!""$ 年 * ’ ( 月分别设固定断面和流动采集鱼卵（仔鱼）。

鱼卵漂流距离（1）用当时水温条件下胚胎发育经历时间（2）乘以江水平均流速（3）估算，即 1 + 3·2，把

产卵集中的江段确定为产卵场；产卵规模（4）根据采样点采获的相近发育期的鱼卵数（5）、采样点断面

江水流量（6）、采样网口流速（3,）、采样断面卵（仔鱼）密度系数（!）和采样网口面积（"-).）估算，即 4 +
5·6·! / "-).·3, 。结果表明，汉江中游干流有四大家鱼产卵场 * 个，产卵场长度占该江段干流长度的

)#-!!0 ，产卵总量为 "-.)) 1 %"( 粒，其中青鱼（40,(7"+*0$/(8($ 7#9%)&）、草鱼（!:%$(7"+*0$/(8($ #8%,,)&）、鲢

（;07(7":"+,5#9":"0& 5(,#:*#<）、鳙（ =*#&:#9":"0& $(>#,#&）分别为 &-!( 1 %"# 粒、#-%!* 1 %"& 粒、!-"#& 1 %"& 粒和

$-%" 1 %"# 粒，左岸支流唐白河无四大家鱼产卵；四大家鱼产卵和产卵的规模与江水的温度、涨水持续的

时间、流速、流态紧密相关；!""$ 年四大家鱼的产卵量仅相当于 %.&# 年监测结果的 #-&%0，汉江中游四

大家鱼资源已严重衰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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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江是我国著名的青鱼（2"($#%’-"03$4$0
#*+56,）、草 鱼（ 7&50$#%’-"03$4$0 *45((6, ）、鲢

（ !"#$#%&%’()*+%&%", )$(*&-*. ）、鳙（ /-*,&*+%&%",
0$1*(*,）四大家鱼天然产卵场的分布区之一［,］。

据周春生等调查［&］，丹江口大坝建成后 ,( 年，

汉江中游（丹江口到马良江段）共有 L 处四大家

鱼产卵场，产卵量 ,J’K + ,(L 粒（其中中游支流

唐白河 1’) + ,(L 粒）。

,K)L 年建成的丹江口大坝，坝高 ,)& D，正

常蓄水位 ,M* D，总库容 ,*1’M + ,(L DJ，汉江的

鱼类被分隔在大坝上下两个不同的生态环境中

生活［,，&］。南水北调中线工程的兴建和汉江中

下游的梯级开发（第一个梯级王甫洲大坝已经

于 ,KKL 年 & 月建成），将再次改变汉江现有的

生态环境，对鱼类的生活产生复杂的影响。特

别是对四大家鱼影响更大。丹江口水利枢纽建

成后，关于汉江中游家鱼产卵场的资料，仅见周

春生等［&］在 ,K*) N ,K*L 年所做的研究，丹江口

大坝建成 ,( 年（,K*L 年）以后对汉江家鱼产卵

场的研究未见报道。因此监测汉江中游家鱼的

产卵场，查明水利枢纽在兴建 J( 年后对它们的

影响，不但能够为研究南水北调中线工程对汉

江鱼类资源影响及其保护技术提供依据，也可

为其他同类江河水利枢纽工程长远渔业规划提

供参考。

) 材料与方法

)*) 断面设置 &((1 年 M 月初 N L 月中旬，在

汉江中游干流的襄樊（J&O1P,&Q3，,,&O,(PLQR）、

沙洋城区（J,O1JP*Q3，,,&O,&PJQR）两处设卵（仔

鱼）的固定采集断面，并在支流唐白河和干流不

同江段上进行流动采集；水温 ,*’( N J(’MS。

)*+ 采样与计算 采样点设置、取样次数、鱼

卵（仔鱼）样品的处理、鱼卵的培养和鉴定、产卵

江段的确定、产卵规模和鱼卵（仔鱼）径流量的

计算均按长江四大家鱼产卵场调查队［J］、易伯

鲁等［1］、余志堂等［M］的调查方法，胚胎发育时间

段参照易伯鲁等［1］的胚胎发育时序，确定各发

育期较精确的受精时间。共监测 )* 0（, M)L
9），采集鱼卵 , LJ) 粒、仔鱼 )&1 尾。根据胚胎

发育的时间与采样时江水平均流速，获得该采

次推出的产卵江段，把产卵集中的江段定为产

卵场；产卵江段的计算采用 8 T 9·: 公式（8 为

鱼卵或仔鱼漂流距离、9 为相关江段的江水平

均流速、: 为鱼类胚胎发育时间———卵产出受

精以后到达采集点所经历的时间），把产卵集中

的江段确定为产卵场［J N M］。并及时查看产卵场

水文状况、分析促使产卵的因素。

产卵规模采用公式 2 T )·;·7 U ( ’JK·9P
（2 为采集期某产卵场的鱼卵产出数，) 为采

样点采获的相近发育期的鱼卵数、; 为采集点

江断面流量、9P 为网口流速、7 为江断面左、

中、右和表层、中层或底层的卵苗平均密度与固

定采集点的卵苗密度之比）。两采样号之间的

产卵数以补插法求得［J N M］。

+ 结果与分析

+*) 产卵场分布 依据 &((1 年 M N L 月采集

到四大家鱼卵（仔鱼）发育期及采集江段的水

温、平均流速估算：汉江中游干流有茨河、宜城、

关家山、钟祥、马良共 M 个四大家鱼产卵场（表

,），产卵江段占汉江干流长度的 J)’&&I，左岸

支流唐白河没有发现四大家鱼产卵。根据现场

勘察，四大家鱼产卵主要发生在水位上涨的过

程中，产卵场的主要分布江段：平均流速大于

(’L DV!，水流急、缓交错、“泡沙水”［&］较多、流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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紊乱，江中多有沙洲、小岛分布，如茨河、宜城、

关家山产卵场，或有山崖伸入，如钟祥的碾盘

山，马良的马良山等。

表 ! 汉江中游江段四大家鱼产卵场的分布、规模和成色

序号 名称 范围
距王甫洲坝距离

（!"）

产卵场长度

（!"）

四大家鱼（万粒）

草鱼 青鱼 鲢 鳙

合计

（万粒）

# 茨河 洄流湾 $ 茨河 %%&’ $ (’&) %% &% # *’) (#+ ’#) #+( % ,()
% 宜城 小河 $ 宜城 #%(&) $ #(’&) %# **) #)( #)% ,% # )’,
- 关家山 流水 $ 关家山 #*(&’ $ #,+&’ #% (’’ ’% ’# (# ’..
( 钟祥 碾盘山 $ 塘港 %#.&) $ %+%&) (- # -)# #%- # (%(
’ 马良 马良 $ 姚集 %,,&’ $ -#)&) %# &’ - #’) #’+ #)- - ().

合计 )&) $ --)&’ ##. &* + #%’ *%, % )+* (#) . --)

"#" 产卵规模、成色 监测过程中，襄樊断面

及临近江段共采集到四大家鱼卵 ’,+ 粒，其中

青鱼 -’- 粒、草鱼 ,. 粒、鲢 #)( 粒、鳙 () 粒，唐

白河没有采集到四大家鱼的卵和仔鱼；沙洋断

面及临近江段共采集到四大家鱼卵 # %’) 粒、仔

鱼 +%( 尾，其中青鱼卵 ,*( 粒、仔鱼 -.+ 尾，草鱼

卵 +) 粒、仔鱼 %+ 尾，鲢卵 %+’ 粒、仔鱼 #,# 尾，

鳙卵 ’# 粒、仔鱼 %# 尾。

根据采集到的鱼卵、仔鱼样品估算，%))(
年 ’ $ , 月汉江中游江段四大家鱼产卵共 )/.--
0 #), 粒（尾），其中青鱼、草鱼、鲢、鳙卵（仔鱼）径

流量分别为 */%, 0 #)+ 粒（尾）、+/#%’ 0 #)* 粒

（尾）、%/)+* 0 #)* 粒（尾）和 (/# 0 #)+ 粒（尾）（表

#）。

"#$ 汉江中游江段水文状况与四大家鱼苗汛

关系 %))( 年 ’ $ , 月汉江中游襄樊江段持续

# 1 以上的涨水共 , 次，累计的涨水天数为 %, 1
（表 %），四大家鱼的苗汛仅有 % 次 + 1。其中一

次是 * 月 %) 日，涨水持续时间 ’ 1 以后，涨水幅

度为 #/)’ " 时，开始产卵，产卵时间持续 - 1；

一次是在上次涨水已经持续 - 1 涨水幅度为

#/)’ " 之后，中间间隔 # 1 再次开始涨水（幅度

为 -/)) "）即开始产卵，产卵持续时间 % 1，产卵

量较大（表 %）。在其他几次涨水过程中，或因

为涨水持续时间短，或因为涨水幅度、水流速度

不够大，或水温过低，产卵季节已过等原因，没

有发现家鱼产卵。

表 " 汉江中游江段水文状况与四大家鱼产卵量（%))( 年 ’ $ , 月）

涨水日期

（月 &日）

水位

（"）

涨幅

（"）

流量

（"- 23）
水温

（4）

透明度

（5"）

产卵日期

（月 &日）
产卵种类

家鱼产卵

（万粒）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小型鱼类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小型鱼类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小型鱼类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小型鱼类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家鱼、其他鱼类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其他鱼类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家鱼、其他鱼类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其他鱼类

.&)’ $ .&), +) &#) $ +# &() # &-) *,) $ # ’’) #*&- $ %-&) ’ $ *’ 无

在鱼类繁殖季节，江河涨水过程包括水位

升高、流量增大、流速加快、涨水所持续的时间、

流态紊乱和透明度减小等多种水文因素的变

化。这些水文因素相互关联，对鱼类繁殖所起

的作用是综合的，根据本次调查和以往汉江及

长江家鱼产卵场调查的资料［# $ ’］分析，涨水所

持续的时间、流量、流速的增大和水流的刺激，

在促进家鱼自然繁殖的诸多水文因素中，起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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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作用，涨水所持续的时间越长，流量和流速

增加的幅度越大，产卵量增加的幅度也大（表

!）。汉江中游干流的江汛与支流南河、蛮河、唐

白河涨水关系密切。

!"# 汉江中游江段四大家鱼产卵场调查的结

论 调查结果表明，!""# 年四大家鱼的产卵量

仅相当于汉江丹江口大坝截流 $" 年（$%&’ 年）

时监测结果（$()% * $"+ 粒）［!］的 ’)&$,，近 ("
年来，汉江中游干流产卵场减少 ( 个，并且产卵

场普遍下移，左岸支流唐白河产卵场消失，汉江

中游四大家鱼资源严重衰退。

$ 讨论及建议

$"% 汉江中游四大家鱼产卵场的变化及苗

（卵）资源下降的原因 !""# 年 - . + 月与 $%&’
年汉江中游产漂流性卵鱼类产卵场调查结果［!］

比较：汉江中游四大家鱼的产卵场减少了 ( 个，

干流上王甫洲（航电枢纽）低坝以上和襄樊产卵

场消失；中游干流四大家鱼产卵规模由 $%&’ 年

的 %)( * $"+ 粒减少到 ")%(( * $"+ 粒，产卵量仅

相 当 于 周 春 生 等 $%&’ 年 调 查 结 果［!］ 的

$")"(,，汉江中游左岸支流唐白河四大家鱼产

卵场（$%&’ 年产卵 #)’ * $"+ 粒）［!］目前已经无

四大家鱼产卵。造成此结果的原因我们认为主

要是：（$）污染加重。与 !" 世纪相比，目前汉江

中游主要支流水质污染已经十分严重，有机污

染指标一般达到地面水! ."类标准，有的甚

至达到劣"类，其中以小清河、竹皮河、唐白河

和蛮河的污染最为严重［’］。支流面源污染对干

流水质的影响较大，入江主要污染为有机物耗

氧量（/01）和悬浮物的量增大［’］，入江污染负

荷较大的是唐白河，其次为蛮河和南河。汉江

中游一些严重污染的支流，已不适宜鱼类生存。

$%&’年产卵量几乎与汉江干流产卵相当的唐

白河［!］，近年来在每年的第一次洪水时，往往导

致大量死鱼。干流以有机污染为主，主要污染

为 /01、生化耗氧量（201-）、氨态氮（34(53）、

亚硝态氮（30!53）和总磷增加，城市江段存在

不同程度的岸边污染带［’，&］。（!）过度捕捞。汉

江中游不到 ("" 67 的江段上有专、兼业渔船

$ ’’(艘，渔船动力 !+ ((( 68，普遍使用小网目

（!)" 97 左右）的网具!，特别是大规模的进行

“电拖”、“电打”，可谓“酷捕滥打”，四大家鱼种

群数量的不断减少，导致了目前四大家鱼鱼苗

资源衰退。（(）丹江口大坝及王甫洲大坝的影

响。由于丹江口水库和王甫洲水库对径流的调

节作用，洪峰削弱，特别是谷城以上江段，由于

王甫洲大坝的兴建和没有大流量的支流补给，

水位变化幅度很小［+］，水文条件很难满足四大

家鱼产卵的需求。造成汉江中游四大家鱼产卵

场已经明显下移，主要分布在右岸支流南河口

（谷城）以下区段，四大家鱼产卵主要依靠支流

南河、唐白河、蛮河发水和局部地区强降雨引

起，因而，产卵江汛短促、规模小并且零散。（#）

干流与沿江湖泊之间筑坝修闸，四大家鱼鱼苗

洄游通道被阻隔，影响了这些鱼类的生长与繁

殖［%］。（-）围湖造田。水土流失致使湖泊面积

不断减少，湖泊面积的减少缩小了四大家鱼生

存的空间［%］。

$"! 四大家鱼苗成色的变化 监测表明，与

$%&’ 年比较［!］，四大家鱼鱼苗成色变化表现为

青鱼比例显著下降，草鱼、鲢、鳙比例均明显增

大，说明四大家鱼中青鱼的生殖群体破坏较草

鱼、鲢、鳙更为严重，这与 $%+- 年余志堂报道的

葛洲坝截流后在长江中游出现的结果一致［-］，

也可能与近年来渔民大量使用“地笼”、底层流

刺网、电拖网等作业工具，导致青鱼繁殖群体减

少有一定的关系。

$"$ 保护和合理利用汉江中游四大家鱼资源

的建议

$"$"% 严格控制捕捞强度 渔政管理部门应

限制网目大小，坚决取缔目前汉江中游盛行的

“电拖网”、“地笼子”和小网目的刺网等有害网

具，对电鱼、炸鱼、毒鱼等严重违反“水产资源保

护条例”（$%&% 年）和“渔业法”（$%+’ 年）的现象

进行严厉打击，切实保护鱼类资源。

$"$"! 加强鱼类繁殖保护，适当延长禁渔期和

强化禁渔期间的管理 根据汉江中游四大家鱼

·%&·! 期 李修峰等：汉江中游江段四大家鱼产卵场现状的初步研究

! 沿江渔政部门的统计报表和实地调查资料 :



在水温 !" # $%&、’ 月初 # " 月中旬和需要涨水

过程产卵的生态条件要求［!，%］，和汉江中游较大

的涨水过程多发生在每年的 ’ # !( 月、水温稳

定在 !" # $)*%&的时间为每年的 + 月下旬 # !(
月中旬等水文特点［!，%，"，!(］，从充分满足四大家

鱼繁殖条件考虑，汉江中下游的“禁渔期”可从

现在的 ) 月 ! 日 # ’ 月 $( 日向后延长 +( # ’(
,，从而有利于汉江中游四大家鱼资源的逐步恢

复。

避免在沿江主要支流（如唐白河、南河、蛮

河）建设小型电站和水库，已有的水坝在论证之

后可考虑炸毁，保护和利用支流因涨水等因素

可形 成 的 促 使 汉 江 干 流 家 鱼 产 卵 的 生 态 条

件［!，%，" # !(］，恢复汉江中游大的支流唐白河和促

使干流襄樊、钟祥等产卵场的家鱼繁殖。

!"!"! 加强环境保护，适当人工增殖放流 南

水北调中线工程的全面建设，下泄水量的减少、

径流量的人为调节［"］、下泄水温的降低［!，%，"］和

部分江段的水流变缓（如已经建成的王甫洲大

坝等），以及随着沿江人口的增加、城市的发展

和工农业用水量的逐年增大所造成的污染增

加［’ # "］，必将更加严重地破坏汉江中下游四大

家鱼和赤眼鳟（ !"#$%&’($)(#* +#))&+#%#*）、长春鳊

（,$)$()$-&* ./0&1/1*&*）等产漂流性卵鱼类的繁

殖生态条件，产漂流性卵经济鱼类资源将日趋

枯竭。为了遏制鱼类资源的衰退，保护生物多

样性，一是应在汉江中下游地区建立鱼类资源

人工增殖放流站，在充分论证的基础上，以中游

现有的水产技术力量（如：襄樊市、荆门市水产

技术推广站），由国家每年拨付给一定量的财政

资金，对包括四大家鱼在内的部分鱼类进行人

工繁殖并培养到一定规格后增殖放流；二是要

加大对污染的控制，尽快实施流域污染治理规

划，加大工业污染治理力度，提倡节水生态农

业，抓好流域内的生态环境建设［’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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态高级工程师梁秩+先生的指导和帮助；湖北

省襄樊职业技术学院生物工程系项丰云、任晓

黎同学参加了部分工作，谨致谢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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