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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陆像巢的生物学基础
’

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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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科里斯基

在我国渔去案工鞠匆勺面前
,

摆着大量增加徽 是水域的客观屡性
,

—
但是这就是在自然界

捞量的任务
。

这不仅在内陆徽案中
,

而且在大 中永远进行着生物的再生产 (日oc 叩。朋Bo 及

介
部分的水域中

,

与其表是和利用新焦类查源或 Bo )过程的意义上来税的
,

然而
,

把这种水域中

加强利用那些尚未充分利用的种类有关
,

还不 生物的再生产兑上程称为水域白钮主产力是不恰当

如靓是和提高我国内陆水域内的轻济焦类的生 的
。

产力
,

改造内陆焦类区系因而保敲增加它们的 现在我不准备批钊关于水域生产力的自然

生产力和提高脊源的品贸有关
。

主义概念
。

这种观点的错殷性和毫燕益处
,

现

当然
,

只有在了解和利用了那些内陆水域 在已握足够明显了
。

我想指出的只是
,

在重新

中夔熟生的生物学拉程所遵循的脱律的基础上
,

修正了我们关于水域生产力的概念和削立关 于

才有可能解决这个简题
。

这个简题的正确观点后
,

很遣憾
,

我们还没有对

由此可兑
,

在内陆水域中建立合理化的渔 这个概念下一个相当明确的定栽
。

毫燕疑尚
,

巢时
,

必须研究那些渔荆听应依据的生物学基 这必须尽快地完成
。

础
。

同时
,

应孩强稠指出
,

当我们采用
“

潜在生

在这篇文章里
,

我不可能款到在研究内陆 产力(n oT eH 双H an 阳明 nP
。盯灯阳Ho cr 日

”

这个

激集生物学基础日寸摆在我们面前的所有刃傀里甚 米藉井把它理解为未利用或尚未充分利用的水

至基本的固题
。

我只能敲到那些我韶为应孩最 域中有盆产品的可能产量时
,

应栽把
“

潜在生产

加注意的尚题
。

力
”

在一定的耙营方式的范圃内考虑
。

按照大多数徽鉴粗生物学家的意晃
,

在研究 我所尽敲到这个简题是因为
,

指出我们可

内陆渔东黝勺生物学基础时
,

放在我们面前的主 以通拉樱营方式来保敲水域的高度生产力
,

对

要简题是
“

提高水域生产力的简题
” ,

或者
,

更确 我们来靛是很重要的
。

切地能
,

是提高水域握济生物种群的生产力的 在现代内陆水域耙营水平上
,

我们可从在

阁题
。

拯大程度上把有樱济价值产品的 再生产的一切

我n吧对
·

于生产力简题的现代解释的最主耍 环节置于我们的控制之下
,

并保敲相当完全地

原理是
,

把水域生产力看作是生物与它们的环 来控制它们
。

在不超越生物群再生产能力的死

境和握营方式相互作用的东备果
。

我们把水域生 亡率(y 6 bl肚 )得到充分补充的朵件下
,

耙济焦

产力固题和土壤肥力尚题同样地看作是生物 类的数量是由食料的保靓度 (O 6e cn eq eH Ho cr 、

径济学简题是根据下列原理的
,

即径营方式是 n H山e动决定的
。

所以很明显的
,

水域的盒料查

决定水域生产力最重要的元素
。

当然
,

在这里 源被樱济焦类利用得越充分
,

水域的生产力就

井不否定这样一个明显的事实
,

即水域生产力 越高
,

产品的量也就越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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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
,

我竟得
,

对焦类的食料基础和焦类利

用它的特性的分析
,

是在制打保靓某一水域生

产力提高的措施方法前
,

应孩事先进行研究工

作中的主要部分之一
。

在这种分析的基础 匕

我俏一方面能围明那些良料查源被照类利用得

不够
,
另一方面

,

能确定那些限制樱济焦类食料

保藏度的樱济与非握济种类简在食料上的矛盾

关系
。

对盒料动物区系的多年变动和季节变动

的分析
,

使我们能查明
,

在各个不同的年份
,

握

济焦类个体翌育的各个阶段的贪料保靓度的稳

定性
。

当然
,

这种分析应和对食料消耗者的生

物学指标的分析精合起来
,

以便我护,能估箭它

们的需耍被满足到如何程度
。

在这些材料的基

础上
,

我们就可能开始制定焦类区系的改造方

案
,

以保征从它获得高品胃的最大产量的可能

性
。

在这方面
,

也必须估言}到那些情况
,

即食料

基础愈稳定和愈多样化
,
RlJ 我们愈能在水域中

创造多样化的耀济动物
。

大家都知道这一原理
,

即有耙济价值的生

物产品在食物勉中的位置离生产性生物 (n p ,

盯口e H T ‘I)愈近
,

HlJ 从这种水域得到的产量也愈

高
,

当然
,

这是在食料查源得到充分利用
,

正常

的再生产和捕捞对象非生产性死亡东宿减到最低

限度得到保融的情况下
。

然而很明显
,

实际上

我们从没有拉这样的情形
,

即仅依靠营养链的

第二环
,

也就是仅依靠吃植物的焦类或吃碎屑

的 执盯p HT改职曰e) 焦类
,

而能得到水域的最

高产量
。

通常
,

永远有一部分植物和碎屑
,

不能

为吃植物的焦类所利用
,

而却被其他以底栖动

物和浮游动物为生的焦类的食料的生物所消

耗
。

同时
,

必须指出
,

只有在温带撑度和低撑度

的水域内才有可能依靠吃植物的焦类来保靓产

量
,

因为那里有相当长的植物生长期
,

吃植物的

焦类能得到食物的保靓
,

这些食物使它们能积

累足够数量用于冬眠的盒料
。

我韶为
,

在我国

的水域建立不投饵而部分地利用食植物焦类的

憔案
,

一般靛来
,

只在苏联欧洲部分北律 6 0
。

一

弱
。

以南的水域内是可能的
。

在向北一些 的樟

度地区
,

建立利用部分吃植物的焦类的徽案只

有在投饵的条件下才有可能
。

实际上
,

在湖泊

型水域内(湖泊
,

水库)
,

常常也在池塘内
,

漱案

不仅可以建立在营养链的第二环上
,

而且可以

建立在第三
、

第四环上
,

因为井不是麒中每一环

的所有食料都能为有握济价值的生物所利用
。

如果现有水域食料基础利用的改造方案建

立在分析水域食料
、

营养和焦类食物联系的基

础上
,

那么对新建水域来靛(这一工作对这些水

域具有拯大的意义)
,

我们能在很大程度 上把我

们的方案建立在类似的基础上
,

自然
,

这种做法

将蛟接近实际情况
。

当然
,
用提高握济焦类食料保靓度的方法

来提高水域生产力的工作
,

不能仅限于对现有

贪料基础的利用
,

加尽改变这一方面
。

必须进

行广泛的工作
,

即以固定食物对象和建立更有

利于当地食料动物区系的条件的方法来提高和
L
发善食料基础的臀量

。

我们常淡到有关利用水域天然盒料墓础的

措施 〔这一盒料基础是建立在天然生物湮流

(6 H H cr o K )功
、

土壤的有机物臀和生物分解产物

的基础上的
。

」然而
,

合理的高产量渔巢的建立
,

有时还应孩包括施肥和在樱济焦类或它们的食

物肯定不足的那些阶段上进行人工投饵
。

最完

善地来采用这种提高水域生产力的方式时
,

就

能形成一种
“

定铜渔巢 (cr o
如oB oe xo 洲众汁

Bo )
”2 ) ,

当然
,

这种渔巢目前只有在池塘条件下

才有可能
。

拟定提高水域生产力的措施应估舒到的简

题的第二方面—是焦类补充简题
。

我们趣常
,

特别是在水库内
,

碰到这样的情形
,

即焦类再生

产的条件遭到破坏以及补充群体数量不能保靓

生物群正常的 (也就是有食豁日呆震正的)数量
,

而

食料查源仍确未被完全利用
。

耍解决这个简题
,

必须首先确定
,

引起补充减少的那些条件是什

么? 这种减少是翌生在哪一个翌育阶段上 ? 由

于这样
,

显然
,

方案内也须包括一系列保征提高

;}
即指水中生物和固体湮流

,

化学座流相提井输时使用—泽者
。

此宇原来用于畜牧禁中
,

表示把家畜置于既舍内
,

进拧喂铜
,

此处借用于确柴中一一耀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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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焦产量的措施的施行
。

这里
,

我不准备敲那些可利用来提高幼焦

产量的方法
。

这些方法可以是
:

采用在天然产

那附着体缺乏时(常常爱匆主
,

特别是在水康内)

所必须的人工产卵池
,

或者焦种铜养巢
,

或者是

别的能保融提高幼焦产量的方法
。

为了提高幼焦的成活率
,

生物改良于 Hur 价

聪以既 M朋加Pa 卿的 也应当步琴有重耍意义
,

这种改良主要是为了保护焦卵和幼焦
,

防御凶

猛动物
,

疾病和寄生虫
,
它们常常引起焦类大批

的死亡
。

在这方面
,

必须特别注意水生勇乓脊推

动物的作用
,

大家都知道
,
它们吞食焦卵和幼

焦
,

使握济焦类遇到重大的揖失
。

这里
,

我介息已极接触到尚题的下一部分

—死亡率的稠节
。

我们使握济焦类自然死亡减少得越多
,

我

们从整个种群中得到的嫩获量的百分率可能也

就越大
。

很明显
,

具育不同焦群变动类型的各

个种类
,

其整个种群中嫩获量的百分率
,

将是不

同的
,

这种百分率也将根据种群的状态而有变

动
。

然而
,

很遣憾
,

不得不指出
,

我俏能知道从

它们整个种群中可能的徽获量的百分率大小
,

还只是很少一些种类
,

井对于由于种类数量变

化引起百分率变化的规律性
,

HlJ 几乎不知道
。

除了提高食料基石出的利用
,

控制再生产和

减少死亡率外
,

轻济焦类的正确利用
,
也是提高

樱济焦类生产力的重耍方法
。

后者是粼正确粗

檄捕捞
,

确定捕捞的正确 日期
、

捕拼焦类的大

小
、

捕捞区和其他方法来实现的
。

徽捞法规 与其羡是对不正确利用 查源

(C H p 、e B a只 6 a 3司和破坏其再生产条件进行制

裁的法规
,

不如靛是最合理利用径济焦类的指

导奢
。

必须承豁
,

由于我们很少从事派捞法规生

物学基础的研究工作
,

我党得
,

焦类养殖总局

(r刀aB p曰命。动 对我们科学家的耍求是完全合

理的
。

在那些方面
,

我党得必须重新未且撇脊源的

利用以保孰捕捞焦类生产力的提高呢?

在握济焦类食彩摧式础的季节变动
、

食物
、

生

长和脂肪积果的分析的基础上
,

必须确定捕捞

对象最有价值和食料瓷源被充分利用的时期
。

当然
,

被生物学剔沂确定的最合适的捕捞

期还应当以耙至济上的观点来估舒需要情况
、

运

翰
、

加工可能性等等简题
,

予以重新审定
。

当然
,

同样的
,

考虑到耙济上的周题
,

合适的捕扮期可

以根据生物学家的建蒸加似移动
,

但是
,

在言卜划

合理的捕焦季节表时
,

对生物学指标的考虑
,

应

当是必然的最初出敬点
。

对大多数春季产卵的焦类来靛
,

思正确的

稠节捕捞季节的方法
,

使泛丝些焦类生产力得到

提高
,

应当归精为
:

将主要捕捞从春季各月移到

秋季各月
。

如果这徉做
,

舞济焦类的正常产卵
,

樱济焦类对盒料基础的更充分利用
,

便
一

可得到

保融
,

井能得到臂量最高的产品
。

已进行拉的

获舒表明
,

仅根据捕捞季节表的变化
,

一

可以使个

别种类的年获量(重量)提高 肠%
。

捕捞的地理位置简题是和简题的第一方面

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
。

如果我们做到把主耍捕

楞从繁殖期(这是我仍现在的情况)移到肥育精

束期
,

那末
,

就必须改变嫩捞区域
。

捕捞区域的改变对迥游性焦类有特殊的意

义
。

就迥游性焦类的一些种类来羡
,

把主里对南

捞从江河中游移到下游和海相接近 的河 口 地

段
,

能增加产品含脂量的 8一10 %
,

井大大地提

高所获焦卵的臀量
。

利用最合理的激获物的大小粗成 (p as 一

、eP H H 众 co cr a B ) 和年龄扭成的方法来提高耙

济焦类的生产力简题是非常复杂的
,

可能
,
也是

研究得最不够的简题
。

在规定徽获物的年龄机

成和大小姐成时
,

我们应当考虑到
:

1) 保蔽焦类

的必要再生产
,

其中包括获得最高臀量的生稍

产物叭 幻 估舒到各不同年龄焦类对
“

盒料的

偿还
” ,

最充分和有效地利用食料基础
。

要保i征实际做到徽获物有一定的大小粗成

和年龄祖成
,

可以通拉固定捕捞方法和确定捕

捞工具的网目
,

也可以通拉对各种不同大小焦

类
,

分别不同抬价的方法
。

然而
,

我们为了能够

1) 指焦卵和倩—豁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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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抬徽巢有关这个简题的原始材料
,

还须进行

更广泛的研究
。

我们应当确定不同大小和不同

年龄焦类的生随产物的价值
、

重量和直释增矢

的速度以及不同年龄焦类的
“

食料的偿还
” ,

并

解决其他更特殊的尚题
。

各项就舒表明
,

合理的捕捞(在大小
,

年龄

姐成方面) 能保翻三耙济焦类的生产力大大地增

长
。

合理的渔获物的大小和年龄粗成的确定
,

对于种群是由静多不同年龄的焦来靓
,

具有更

大的意义
。

从我们的湖泊焦类来看
,

正确的渔

获物祖成
,

对于编焦
、

鲤焦和白献 (c 盯的是特别

甫要
。

所硷到的一切是挽明在我们科学家和失践

家的面前有一个很大和很重耍的任务
,
即建立

我国的瑰类工案查源
,

拟定其最合理利用的方

法
。

目前
,

我们常局限于养焦
、

士壤改良和防止

捕捞幼焦等周题上
。

然而
,

从所款到的内容可

以看出
,

所列举的水域生产力提高的方法
,

远不

包括简题的所有部分
。

在歌到保征查源茶地合

理粗精沪勺方法中
,

可以看出
,

还包括静参其他

尚题
。

我觉得
,

在着手制定在这一水区或那一

水域内建立合理渔案的言十划时
,

我们应当首先

部
月

划一个保征有可能得到最高的臀量
,

最多的

焦产品的查源基地及其 再生产的措施
。

在箭划

建立汽捞巢的时候
,

我们应孩
,

正像我已耙努旨出

的
,

根据捕捞的合理时期和区域以及捞取一定

大小和年龄祖成的焦类的需要
,

这应裁能保靓

获得最多的瑰获物
。

为了我们对徽巢改建的实现
,

我仍应孩大

力地加强脊源简霸的研究和使研究有更明确的

目的
,
同样应孩加强在查源方面的实际工作

。

我i瓣为
,

在浪巢工类中
,

同样也在各地区的

总局和次巢公司中
,

有必要建立查源处或查源

局
,
它仍要管理的

,

不仅是养焦
、

士壤改良和橄

捞法规的执行
,

而且还要研究所有其他有关焦

类生产和脊源合理利用的简题
。

当然
,

我所提出的简题不能被韶为是都已

解决了的
,

同徉
,

保惑我国水域高度生产力和合

理使用径济焦群的方法
,

也不能被韶为是已研

究好了
,

但有一点是毫燕疑简的
,

即如果不根本

加强我们在瓷源阁题上的研究和实际工作
,

我

仍将不能在合理的基础上重建我国的激巢
。

只有大力加强查源工作
,

才能保言正我国内

陆徽巢的生产量大大提高
。

(王鸿熙泽
,

章宗涉校)

海洋学的面貌及其联展的趋势
’

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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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凡德鲁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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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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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约翰生
、

R
.

H
.

佛莱明

海洋学总括与海洋有关的各种现象的全部

研究
,
它粽合海洋科学内各个镇域

,

如
:

海岸及

海底的形态
、

海水的物理及化学
、

海流的类型以

及海洋生物各方面所获得的成果
。

很久以前
,

人

们已释爵澈到
,

海洋科学的各部阴之阴
,

具有密

切的相关性与相互的依蚁性
。

在 1 902 年 国际

海洋研究理事会 (T h e l毗e r n a tio n吐 C o u n c il

fo r th e S tu d y o f S e a) 的第一个报告中
,

就

曹径写疽
:

“

⋯⋯从一开始就韶撒到
:

一方面
,

研

究海洋的物理状态
、

海水的化学性臂
、

海

流等等
,

对于研究海洋生物上的静多 尚

裸者附言
:

斯凡德兽普等所著
“

海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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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h e m is t ry an d G en er al B io lo g y
”

N ew Y o rk
,

P r e n t ie e
·

H a ll In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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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海洋学上的亘著
;
自 ”41 年第一版刊行以来

,

已十余年
,

但迄今为止
,

仍不失为海洋学上最

全面的著作之一
。

香中白优熟一章—导渝(1 一7 直)—
对海洋学的内容及到作者重版为止 (19 4 6) 这一阴

学科的国际水平作扼耍的靓明
,

因此
,

特为翻翟
,

改标现踢介韶抬我国海洋科学工作者参考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