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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湖渔业发展及区域设置与功能定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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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渔业是太湖的重要功能之一。太湖渔业主要以自然捕捞和围网养殖为主。目前太湖 自然渔业捕捞强度及东太湖湾围网 

养殖的超常规发展 ，给湖泊生物资源带来巨大影响。依据太湖生物资源现状和分布，借助太湖遥感解译图像 ，定位设置太湖各 

类生物资源恢复与保护的功能区域 ，包括东部的资源保护核心区、缓冲区(湿地生态景观带)和西部的生态恢复区等。其管理 目 

标是太湖水环境、渔业资源和生物多样性及环湖湿地、自然景观的保护，加快太湖生态恢复进程 ，促进旅游业和渔业 的健康发 

展，实现太湖渔业资源的有序利用和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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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shery development，regional classification and functional positioning of Lake Taih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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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Lake Taihu is the third largest freshwater lake in China．1ocated at 119。53 45”～ 120。36 15E and 30。55 42”一31。31 

55N with an area of 2428 km2 and the average water depth of 1
．
89m．It is the most typical large shallow lake in the lower reaches 

of Yangtze River，and plays the important roles in the watershed such as the drinking water source，flood control，fish culture， 

irrigation and tourism．The fishery is one of important functions in La ke Taihu，which includes fish catching and enclosure culture． 

In the recent twenty years，over—fishing and the large—scale expansion of the enclosure culture have significantly affected the 

biological resources and led to water quality deterioration in La ke Taihu．Based on the remote sense photographs of La ke Taihu， 

the area of aquaculture in East Taihu Bay is estimated to be 10647．02hm2 in 2003．occupied 79．25％ of the total area of the Bay
． 

Meanwhile，according to the current status，the potential yield estimates of the biological resources in La ke Taihu is 1 1 3．93 kg／ 

hm2，i
． e．total annual catch of 27662 t．Based on the nutrient budget of the lake and nutrient uptake ability of macrophytes，the 

suitable area of fish enclosure culture is estimated to be less than 2094hm in East Taihu Bay．For crab enclosure culture ，the area 

is 3210 hm2．meanwilde a herbivorous fish culture of 281hm is needed for taking up the aquatic plants from crab enclosure
． 

The bases of fishery region classification of La ke Taihu ale the lake environment， the bioresource distribution and the 

function．La ke Taihu can be divided into three functional regions which include the eastern core area for resource protection，the 

bur r area with natural wetlands，and the western restoration area．The eastern core area for resource protection includes the 

protection area of fish reproduction，the protection area of icefish resources，the protection area of snail and corbicula resour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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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stocking area of fish fingerling，the protection area of biodiversity，the forbiding area of fishing gear fixation and the enclosure： 

culture area．and the total area is 437．6k ．In western wetlands and the partial area of East Taihu Bay destructed by enclosuD 

culture，it is important to establish a restoration area，having an area of 282．5k ．This regional classification is to help improve 

the lake’S water quality and protect the fishery resources，biodiversity，and the natural wetlands．In order to promote the fishery 

development of Lake Taihu，the ecological fishery management countermeasures were propo sed，including controlling the types of 

fishing gear and fishing intensity，adjusting the fishing season，controling stocking fish species．Regarding to the enclosure culture 

in East Taihu Bay，the important measures are to strictly control the scale of enclosure culture，select right culture species，and 

incease the culture proportion of high valued aquatic species．and reduce the pollution from the culture．Th e ultima te goal of 

regional classification and functional positioning of Lake Taihu is to attain rationale and sustainable utilizations of the fishery 

resources in Lake Taihu． 

Key words：Lake Taihu；fishery；region division；function po sitioning 

太湖是我国五大淡水湖之一，兼具有供水、防洪、养殖、灌溉、航运和旅游等多重功能。湖泊面积 

2428km ，总蓄水量4．43 x 10 m3，平均水深 1．89m，最大水深 4m，是长江流域最典型的大型浅水湖泊⋯。对于 

长江中下游浅水湖泊而言，近 10a来由于人类活动及对太湖渔业资源掠夺式的捕捞及区域不合理的养殖等， 

湖泊生物资源遭到破坏，湖泊水环境质量不断下降 “]，进而影响到湖泊渔业资源的可持续利用及渔业潜力 

的发挥 ]。太湖湖泊渔业是太湖最重要的功能之一，为保护湖泊水环境，对太湖水域渔业区域进行合理规 

划，确定太湖渔业环境容纳量，提出最佳的渔业规模和渔业方式，有序调控和管理太湖渔业及其资源，促进渔 

业资源的可持续发展。 

1 太湖渔业现状及其对水环境的影响 

1．1 太湖自然渔业资源及其结构特征 ’ 

太湖鱼类的生态类型主要有 3种 ]，一是太湖的定居性鱼类，如鲤、鲫 、银鱼、梅鲚等；二是江海洄游鱼 

类，如刀鲚等；三是江河半洄游性鱼类，如青、草、鲢、鳙等。太湖天然渔业资源素以“三小”(即梅鲚、白虾、银 

鱼)占主导地位，在数量上以梅鲚约占到50％、银鱼占12％，其它为青鱼、草鱼、鲢鱼、鳙、鲤、鲫等和一些小型 

的野杂鱼类 ⋯。渔业产值以银鱼占主导地位，梅鲚次之 在 1950～1980年，由于放流量的逐渐增加，太湖天 

然渔业捕捞产量持续上升，年捕捞量从不足 5000t增长到 15000t以上。而 2000年，太湖渔业捕捞总量达到 

25206t~。 

近年来，太湖渔业产量逐年提高，从试验设置的网簖捕获的人工放流鱼类及自然繁殖鱼类群落结构分析， 

渔产品趋向“低值化”和“低龄化”，绝大多数是2龄鱼，2龄以上的高龄组鱼少见，当年放流的鱼及自然繁殖的 

二龄鱼种基本上被全部捕出。2003年的太湖捕捞调查结果显示，苏州湖区(太湖东部区域)网簖渔获物中“小 

杂鱼”占到总重量的35．35％，宜兴湖区(太湖西部区域)占到38．88％。可见，太湖渔产量提高的重要原因是 

由于太湖 自然渔业捕捞强度不断加大的结果。 

1．2 太湖网围养殖业发展进程 

太湖围网养殖起始于 1984年，主要集中在东太湖湾。20世纪 90年代以后，受经济利益的驱动，东太湖围 

网养殖发展迅速。根据 1990、1995、2003年空间高分辨率的航片(图 1，彩色)解译结果，1990年东太湖围网养 

殖面积达到 1245．73hm2，占东太湖总水面积的 9．50％；1995年是 2498．38hm2，占总水面积的 19．06％，比 1990 

年增加了近 10％，增长率为250．5hm ／a；2003年围网养殖面积 10647．02hm2，占东太湖总水面积的79．25％。如 

加上对沿湖岸浅水区的围垦养殖面积 294．56hm2，总面积为 10941．58hm2，增长率为 1055．4hm2／a(表 1)。由此 

可见，1995年以后东湖的网围养殖面积迅速扩大，网围面积增加的年速率是 1990～1995年期间的4．2倍。 

① 2001年太湖渔业管理委员会办公室统计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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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水湖区围垦养殖 

1．3 围网养殖对水环境的影响 

围网养殖的超常规发展在东太湖给航运和泄洪带来不利影响。同时，大量的网围布局引起的湖区静水环 

境亦导致了原草型湖区高等水生植被群落结构的激烈演替，优质水生植被退化，分布面积逐渐减少，渔业的利 

用率不断下降 “。与此同时，围网养殖其 自身的养殖内污染，导致区域水环境水质恶化。根据对不同养殖 

结构养殖品种投入与输出的氮磷营养物质分析 ，在围网养殖区，每生产 lkg以草食性草鱼和、鳊为主的成鱼， 

平均要从外界向湖中净输入 N102．73g、P12．48g；而在不投饵情况下，每生产 lkg河蟹则平均可要从湖?白中向 

外输出N19．51 P1．24g；在投饵情况下每生产 1kg河蟹平均要向湖中净输入 N171．39g，P38．08g̈ 。根据对东 

太湖网围养殖区、退养区、轮养区、对照区的比较分析 ，网围养殖区 TN(总氮)和 NH：一N(氨氮)分别 比网外高 

228％和37％，比对照区高219％和300％，网围养殖区的TP(总磷)比对照区高 162％。网围养殖区水质浑浊黯 

淡、透明度低，而水草种植区水质清新、透明度高，在鱼类生长旺盛期差异更显著n 。网围养殖也促使沉积 

物表层的营养盐发生变化。自1980年之后 1la来，东太湖总氮和总有机碳分别增长了0．83和 5．93倍 。 

2002～2003年，对东太湖养殖区、轮养区和退养区3种养殖和利用方式下的水质进行营养程度评价(图2)，结 

果反映在 7月至 10月期间，养殖区和轮养区营养程度较高，同时受养殖区水团扩散的影响，轮养区的营养水 

平也有提高，但呈现出一定的滞后现象。 

2 太湖 自然渔业潜力和东太湖适宜围养面积分析 

2．1 太湖自然渔业适宜的捕捞强度 

根据太湖水域生物资源年均生物量(表 2)、长江中下游地区浮游生物及其它底栖与水生植被等饵料资源 

的 P／B系数(生物年生产总量与生物量比值)、饵料系数及饵料利用率等，参照国内外湖泊生物生产力的统算 

方法及食物网关系n ，推算出太湖在合理放流时其渔业潜力为：浮游植物食性渔业产量 42．15kg／hrn2、底栖 

动物食性渔业产量 24．45 kg／hm 、高等植物食性渔业产量 26．26 kg／hm 、有机碎屑食性渔业产量21．07 kg／h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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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不同养殖和利用方式下的水体营养程度变化 

Fig．2 The change of water trophic degree with the different culture mode in 

East Taihu take 

表2 太湖 2003年生物资源年均生物量 

The average biomass of biology resource in Lake Taihu in 2003 

类别 

Type 

浮游植物 浮游动物 底栖动物 水生高等植物 

(mg／L) (mg／L) (g／m ) (g，m2) 

Phytoplankton Zooplankton Zoobenthos Macrophyte 

*底栖动物中腹足类与瓣鳃类利用率与饵料系数；**底栖动 

物中摇蚊及其它寡毛类等利用率与饵料系数 

综合饵料生物的估算，太湖近年的渔业生产能力在 113．93 kg／hm2，即太湖可捕捞的自然渔业最大产量为 

27662t。 

1983年太湖渔业捕捞产量为 13669t(~包括虾产量，下同)⋯ ，2003年渔产量是 27986．42t(太湖渔业管理 

委员会办公室统计资料)，是 1983年产量的2．05倍。根据对捕捞实际的调查分析，目前自然捕捞量虽与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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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算值接近，但由于偷捕及湖泊中小杂鱼就湖喂养螃蟹的实际等问题，实际捕捞量估计可能要高于统计产量 

的 10％一15％。由此可见，目前太湖 自然渔业捕捞强度偏高，给渔业资源的再生带来不利的影响。 

2．2 东太湖合理的围网养殖面积 

东太湖是太湖水生植被覆盖度最高的浅水湖湾，太湖网围养殖主要集中在该水域。根据东太湖水生植被 

2002年现存量 585530t及年生产力 794087t的实际生长量ll ，依据水生植被生长吸收湖体中营养物质，水生植 

物被鱼蟹等利用后输出的营养物质和湖泊渔业投入的外源营养物质总量不超过渔产品输出的营养物质总量 

的原则，推算出东太湖合理的围网养殖面积。 

根据在东太湖网围养殖河蟹的投入产出分析，在 2hrn2网围养殖区内，投入玉米、小麦计植物性饲料 

19ookg，动物性死了螺蛳 8150kg、鲜冻鱼 5000kg，围养区内自然生长水生植被被摄食 200ookg。网围养殖区输 

出螃蟹 890kg、鱼类 1500kg。以此分析计算，网围养殖商品饲料的氮转化率约为 20％，水草饲料的氮转化率为 

10％。由此推算，东太湖若网围养鱼，其适宜面积为 2094hm2，网围养鱼面积与湖面积之比为 1：6．3；若网围养 

蟹，其适宜面积3210 hm2，网围养蟹面积与湖面积之比为 1：4．1。由于网围养蟹对水生植被的利用有较大的选 

择性，其利用效能也低于草食性鱼类，湖体水生植被有较大的剩余，为发挥东太湖最大渔业生产潜力，在发展 

网围养蟹 3210 h 的同时，须配套养殖草食性鱼类 281hrn2，河蟹养殖与鱼类养殖面积比为 11．41：1。这样东 

太湖水生植被资源可被充分利用，有助于防止东太湖的沼泽化和植被腐烂而导致的水质恶化。 

3 太湖渔业区域设置及生态功能定位 

3．1 渔业区域设置的总体目标 

渔业是太湖重要的功能之一。太湖渔业区域设置，其实质是对太湖水域、湿地的渔业功能进行界定和分 

区，采取强有力的措施，切实保护和管理好太湖水环境、天然生物资源及环湖湿地，充分发挥其水质保护、景观 

生态和生物多样性保护功能，结合政策管理法规，加快太湖生态恢复进程。合理调控湖泊生态系统结构和功 

能，修复和保护湖泊生态系统的完整性 ，合理有序发展湖泊渔业，促进旅游业和休闲渔业的健康发展，实现太 

湖综合资源的有序和可持续利用。 

3．2 太湖渔业功能区域的设置 

太湖渔业区域设置，依据解译遥感图像，定位湖区及边界，根据太湖的资源分布和水动力格局，在不破坏 

水生态系统和水环境的前提下，规划不同湖区功能的边界。在现存的湖滩湿地还比较完整的东部湖区设立太 

湖渔业生物资源的综合自然保护区，包括鱼类繁殖保护区、银鱼资源保护区、螺蚬资源保护区、放流增殖区、生 

物多样性保护区和定置渔具禁止捕捞区以及一定范围的资源增效养殖区。对于遭到严重破坏的太湖西部湖 

岸湿地及东部局部水域，设立生态恢复区。结合沿湖岸经济的发展，在一定区域发展休闲渔业和建立渔港，开 

拓渔业经济新途径。 

以太湖各类资源保护为核心的渔业区域及湖泊湿地保护区域由太湖东部的资源保护核心区、缓冲区(湿 

地生态景观带)、沿太湖湖岸各综合功能区和位于太湖西部的西岸生态恢复区组成，同时包括沿湖岸边界 50 

lOOm的湿地生态景观带(图3，彩色)，总面积约 743km2，分为东部和西岸两个片区。其 中东部片区位于以 

大贡山以南．西山大桥．洞庭西山东岸．三山岛西侧．太湖(漾西)一线以东，面积437．6km ，由3个核心区组成。 

西岸片区位于竺山湾至袱东、新塘一带，面积 282．5km2。 

核心区1(生物多样性保护区) 位于东、西太湖交界处，自东大圩东南角至太浦河泄洪通道口一线以西， 

西茭咀至七都、漾西、太湖一线以北，与东、西两侧湖堤围成的多边形区域，总面积 143．3km2。该区既包括了 

东、西茭咀典型的湖滩湿地，又纳入了太浦河口水源保护．泄洪区，同时包括了水生植被保护和螺蚬资源保护 

区。目前该区域水生植被有进一步扩大的趋势。 

核心区2(渔业资源保护区) 以大贡山以南、沿环湖公路以西至东山国宾馆，及东西山问的水域，总面积 

达 294 km：。此核心区是太湖渔业资源保护的核心，包括螺蚬资源保护 、银鱼繁殖保护和常年繁殖保护区域。 

该区域处于苏州市太湖旅游风景区范围内，湖岸全部为人工湖堤，沿湖堤建设有湿地生态景观带，湖内生长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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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 1 Changes of enclosure aquaculture area in East Taihu Lak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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挺水植物芦苇及大量的沉水植被。 

核心区3(东太湖养殖区) 包括整个东太湖，是太湖网围养殖的主体。该区域的显著特征是水浅
、植被 

覆盖率高。根据该区域水生植被生物量及生长量，推算出合理的生态养殖面积。由于养殖的扩大化
，东太湖 

水环境已有恶化的趋势，因此东太湖的网围养殖必须进行合理布局，做到养殖的生态化、无公害化。同时针对 

养殖规模的控制和太湖局部水域水生植被生长可能导致的沼泽化，可在其它水域适度发展大围拦式的放流增 

殖模式。 

缓冲区 包括全太湖沿湖岸向湖内推进 100～200m的湿地生态景观带，同时缓冲污染物入湖对太湖产生 

的直接影响。 

综合功能区 根据太湖沿湖岸基础设施及功能需要，沿太湖区域设置还包括众多的水源保护区、渔港、休 

闲渔业区、退养生态修复区。这些区域总面积可达 50km 以上。太湖湖泊环境保持需压缩过量的渔业及养殖 

规模，太湖渔业区划调整将涉及到湖区渔业劳动力的转移，因此太湖休闲渔业和渔港区域的规划发展将带动 

新的渔业经济的发展，也是湖泊渔业新的增长点和发展模式。 

西岸生态恢复区 太湖西部自马山南端至袱东咀至新塘一线以西的湖区，包括竺山湾以及西岸(周铁至 

新塘)沿岸带，总面积 282．5km2，由于长期人类活动影响对环境的破坏，急待对湖泊环境进行修复改善。 

3．3 太湖渔业区域的主要功能 

(1)生物多样性及各类生物资源保护：太湖生物区系具有典型的代表性，而且与长江生物区系关系十分密 

切。太湖受人类活动的强烈干扰，生态环境恶化，致使许多物种包括大型的洄游性鱼类等已经消失或者濒I临 

灭绝。设置太湖保护区域不仅可以有效地保护现有的物种，还有可能从长江或者其它临近水域引入原有物 

种，形成长江下游水生生物物种资源基因库。(2)湿地生态景观保护：环湖湿地及湿地植被是湖岸自然环境 

的精髓，保护好沿湖湿地 修复湿地植被，恢复自然湿地生态景观，对于美化湖岸环境、保护和发展旅游资源具 

有重大意义。(3)环境保护功能：环湖湿地具有拦截地表径流或直接入湖的污染物质、保护湖泊水质的功能。 

由于风浪搅动和湖水流动，湖水自开敞水域携带泥沙、藻类、有机碎屑等进入湿地区，在湿地植被的作用下发 

生沉降或被吸附，有净化水体之功能。大型植物组成的湿地植被具有较高的生产力，能大量吸收同化氮、磷等 

营养物质，降低湖水营养水平，抑制藻类生长。通过湿地植被的收获及利用，从湖体中带出大量的营养物质， 

减缓湖泊富营养化进程。 

4 太湖生态渔业管理和对策 

4．1 湖泊自然渔业及其捕捞强度控制 

湖泊自然捕捞渔业，关键在于放流鱼种数量、成活率、捕捞强度的控制和适时的捕捞时间。据 2003年太 

湖渔业统计资料(太湖渔业管理委员会)，太湖捕捞产量已超过27662t，渔获物趋于小型化和低龄化。因此，控 

制放流数量、保护渔业环境、严格控制网簖的捕捞强度，使 自然渔业资源得到可持续的补充和利用，是湖泊生 

态渔业管理的重要手段之一。 

严格控制网簖的捕捞强度。网簖的捕捞强度体现在墙网长度和取鱼部数量及其网目的大小。根据调查， 

湖泊渔业管理对于网簖有明确的规定，但具体实践是墙网长、取鱼部数量多、网目小。捕捞结果是众多 10g以 

下的鱼被捕出，可见捕捞强度过大。因此必须严格控制网簖规格，降低捕捞强度。 

合理调整开捕时间。太湖目前放流鱼类的捕捞时间是每年9月 1日至翌年的元月上旬。建议开捕时间 

后延至 10月 1日。一方面是9月气温较高、水温适宜，仍是鱼类的适宜生长期。调整开捕时间可延长鱼类的 

生长时间。根据对湖区不同放流鱼类的测定，放流鱼类 10月起水的平均体重比9月的要高5％～33％。另一 

方面，根据现实调查，开捕后第一个月的捕捞产量一般就 占总捕捞量的50％以上。捕捞时间过长，渔民为追 

求捕捞利润，捕捞强度不断加大对湖区渔业资源的保护不利。后延开捕时间可相对集中捕捞时间，在减轻渔 

民劳动强度的同时有利于湖泊渔业资源保护。 

控制鱼种放流。这是稳定太湖渔业产量的重要措施。太湖曾有记录 103种鱼，据近年调查不足60种，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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簖中起捕鱼总数只有27种。湖中仍有生态位空缺。因此，放流鱼要坚持原有鱼类区系的成员作为放流对象， 

要坚持放流大规格和规格整齐较一致的鱼种，提高成活率和回捕率。 

4．2 湖泊养殖类型和方式的控制及优化管理 

太湖渔业的发展主要是东太湖的养殖渔业和太湖主体部分的自然捕捞渔业。近年来，东太湖养殖渔业的 

经济效益逐渐超过太湖捕捞渔业的产值，因此太湖渔业的优化控制核心是在东太湖。东太湖渔业要坚持走可 

持续发展之路，转变原初的渔业经济增长方式 ，从粗放型转到集约型和效益型。对东太湖水面粗放的掠夺式 

的利用方式必须摒弃。2003年东太湖围网养殖面积已达到 10647．02 hm2，占东太湖总面积的 79．25％，远远超 

过前述东太湖适宜围网养殖面积 3210hm2(即占东太湖面积 23．9％)的适宜规划。因此东太湖最重要的管理 

措施就是要严格控制围网养殖规模，调整养殖品种结构，大幅度提高优质高价值的水产品比例，增加湖泊退养 

区和轮养区面积比例，减少水体养殖的自身污染。 

4．3 做好渔业的结构性调整，发展渔业循环经济 

随着地区经济的持续高速发展，湖泊环境健康 Et显重要，湖泊渔业功能将退至次要的地位。因此只有在 

保证湖泊环境质量前提下适当发展湖泊捕捞渔业与网围养殖业。浅水湖泊水生植被的发展与沼泽化有着密 

切关系，草型湖泊中水生植被不加以利用，则极易引起浅水湖泊水生植被的退化和湖泊沼泽化。在东太湖现 

有养殖的基础上，调整湖泊渔业结构，利用不同渔业品种的生态位，发展渔业循环经济，是湖泊生态健康保护 

和资源有效利用的重要举措。 

作为太湖渔业的中远期目标，在抓好渔业质量和结构性调整的同时，要逐渐发展与渔业有关的产业(如放 

流鱼种及其他水产品苗种的繁育产业)，发展渔业及渔产品的延伸产业(如造船、造游艇、编织、水产品食品加 

工等产业)，发展沿湖及周边陆地结合的产业(如旅游业、休闲渔业等)。 

4．4 加强渔业管理的法制建设 

作为湖泊的管理部门，要通过加强相关法律的制订和实施 ，进一步地协调好太湖水产养殖与其它资源开 

发利用的矛盾，促进太湖湖泊渔业的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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