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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 沱江的生物饵料资源 

(一)浮游植物 沱江浮游植物不但 种 类 

多、种群结构复杂 ，而且密度也大。共有 6门 

64属。其中兰藻门 I6属、金藻门 2属、黄藻门 

1属、硅藻门 29属、裸藻门 4属、丝藻门 32 

属。硅藻类和丝藻类为优势种群。如钝脆杆藻 

Fragilaria capucina、 变 异直 链 藻 Melo sira 

variant、隐头舟形藻 Navicula cryptocephala、 

系 带 舟 形 藻 Navieula cincta、中型 脆杆 藻 

Fragilaria ntermedia、 简单舟形藻 Navieula 

simplex、蜷缩 异极 藻 变 种 Comphonema co． 

nstrietum 和具星小环藻 Cyelotella stelligera 

等。 

(：)浮游动物 沱 江 有 浮游 动 物 1 9科 

53属 109种。具体构成如下。 

1．轮虫类 lO科 22属 43种。其种类数 

为垒国的 16．8瞄，占四川省的 31．9瞄。在 10科 

轮虫中，臂尾轮科的种数占 43种的 53．3弼。沱 

江轮虫的浮游性种类近 70％，枯水期种类数为 

全 年 种 类 的 88瞄、丰 水期 近 6O瞄、平水 期 

33为。 常见种 有 壶 状 臂 尾 轮 虫 Braehionus 

angularis、花夹臂 尾 轮 虫 B．eapsulliflorus、 

萼花臂尾轮 虫 B．ealyeiflorus、长 三 枝 轮 虫 

Filinia longiseta、螺 形龟 甲轮 虫 Keratella 

eoehlearis、矩形龟甲轮虫 K．quadrata、曲腿 

龟甲轮虫 K．ualga、针簇多胰轮虫 Polyarthra 

trigla、前节晶囊轮虫 Asplanehna priodonta 

和盘镜轮虫 Testudinella patina等。 

2．枝角类 6科 l9属 41种，即仙达疆． 

科 3种 、涵 科 1 0种、粗毛疆科 3种、裸隍疆科 2 

种荡E鼻涵科 3种、盘肠疆科 20种。盘肠疆科 

的种数 占 41种的 49 。 沱江棱角类种数 占截 

至 1985年四』】『省已记述 81种的 5l％，为截至 

1979年全国 136种的 30％。 垒年种类与生物 

量以枯水期最多，生物量(湿重)占浮游动物的 

89％o 常见 种 有 老 年 低 额 疆 Simoeephalus 

vetulus、长额象鼻疆 Bo smina lopgirostri s、直 

额弯尾疆 Camptoeereus reetirostris、矩形尖额 

疆 Aloha rectangula、 纤毛大 尾 疆 Leydigia 

eiliata、吻状异尖额疆 Disparalona rostrata、 

圆形盘肠强 Chydorus sphaerieus等o 

3．桡足类 3目3科 12属 25种，占截 

至 l9 B3年 四川省已记述 5 7种的 44瞄，为云贵 

高原 43种的 58瞄。沱江 25种桡足类中，剑水 

蚤科有 21种，占 B4 ，是沱江桡足类的优势种 

类。桡足类种类及生物量 以枯水期最多，其种 

类数占全年的 9O．5瞄、密度(个／M )是丰、平水 

两期的 20．7倍。常 见 种 类 有 如 愿 真 剑 水 蚤 

Eucyclops speratus、锯缘真剑水蚤 E．serrula． 

gut、毛饰拟劐水蚤 Paraeyelops fimbriat~s,云 

南棘猛水蚤 At；heyella yunnanensls、常 见近 

剑水蚤 Tnopoeyelops frequens、叶片剑 水蚤 

Cyclops vieinus、透明温剑水蚤 Thenmoeyelo一 

hyalinus等。 。 

(三)底栖动物 63种。 其中蜉蝣 目7 

寰 1 琅江千毫承生生物生物量 

＼  ＼ 河段 ● 

擂＼ 盘堂一简阳 资阳 资中一银山 内江 富I匝 泸州 
密度 6 ．6XIoT S7．BXl0’ l9．2 X10’ l ．8Xlo’ 24．SXlo’ 21．6X1o’ 浮游植物 

重量 I．3 1．1 0．2 o．2 o．23 

密度 29634 ，S484 292B3 5l7l7 28B34 2I2O0 浮游动物 

重 量 o．03679 o．07783 0．1007S 0．092 0．2923 0．0l 67B 

密度 330 107 l7l 647 S66 468 底栖动物 

重量 4．23 l0．B6 4．S8 l5．” ‘．02 3．32 

水生维管柬植物 重量 2340 937 ll93 407 3B0 2'SO 

单位：密度 个， ．个IM (底牺动物)o重量(湿重)克IM’，克／M (底牺动物、水生维管束植物)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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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积翅 目3种、毛翅目 4种、蜻蜒目 1种、鞘翅 

目7种、双翅 目2 8种、半翅目2种、软体动物 5 

种 、寡毛类 1种以及涡虫、线虫、钩虾、水蜘蛛和 

蛭类等。全江以双翅 目幼虫为最多，有 4个亚 

科 24属，软体动物和寡毛类也较多。常见底栖 

种类有摇蚊 Tendipes、环足摇蚊 Crlcotopus、 

斑点摇蚊 l“l。 。 。m 、多足摇蚊 Potype- 

dilum、球蚬 Sphaeriidae、贻贝 Mytilldae等o 

(四)水生维管柬植物 全江分布广泛，飘 

浮、浮叶、沉水和挺水植物 70种。 占优势的挺 

水植物 34种 沉水植物 10种和飘浮植物 4种。 

主要种类有槐 叶萍 Salulnia 口l口 、金 鱼 藻 

c ，口 0户 ， m demersum、菹草 Potrmogeton 

crispus、蓖齿眼子菜 Potamogeton peccinatu~、 

眼子菜 Potamogeton tranchetli、旱 苗 蓼 P0． 

1ygonum lapathi]olium、拟叶飘拂草 Fimbyi— 

stylis diphylloldes、苦草 Vallisnenia spiralis、 

水葱 Scirpu~validus、四叶萍 Marsilea qua． 

dri]olia、水苦荬 Veronica undulata等o 

(五)生物量 沱江干流浮游植物、浮游动 

物、底栖动物和水生维管束植物生物量详见表 

1o 

二 、沱江的鱼类资源 

(一)鱼类情况 

1．种类成分 有鱼类 97种，占四川鱼类种 

数的 44．3 。 隶属 7目 1 6科。 其 中鲤 科 64 

种、晚科 9种、鳅科 7种、平鳍鳅科 3种、鲶科 2 

种、鳐科 1种、台鳃科 1种、鲳科 2种、塘鳢科、 

搬虎鱼科、攀鲈科、鳢科、胭脂鱼科、鲟科、白鲟科 

和鳗鲡科各 1种。主要经济鱼类 58种，占 97 

种的 6o％；优势种为鲤、鲫和鲶鱼，其产量 占 

沱江年捕捞总量的 70％以上。 鲤科鱼类占沱 

江鱼类数 的 66％。 

2．区系成分 除过河口涸游的鳗鲡在 发 

生上应属于海产外，其余均为纯淡水鱼类：隶 

属于 5个不同区系成分。其中以中国平原复合 

体 占绝对优势，新第 3纪早期复合体 居第 2位， 

其次是印度平原复合体。中印山区复合体和中 

亚高山复合体的种类为少。 

3结构特点 食浮游生物 的 鱼 类 占 2 ， 

食植物和腐屑的占 1 8商，杂食的 1 3％，肉食(食 

鱼)的 16％，食底栖动物的 51 。 从食性比例 

可以说明，沱江的植食性食物链和浮游生物食 

物链很不发达。 肉食性食物链占优势，然而大 

多为经济性差的小型鱼。底层鱼类比上层鱼类 

产量稳定；小型鱼类资源较大型鱼类资源稳定； 

生长慢、性成熟早的鱼类比生长快、性成熟慢的 

鱼类稳定。 对水环境耐性较强的鱼(如鲤、鲫 

鱼)有较稳定的种群数量；春季(枯水期)产卵的 

鱼类比夏季(丰水期)产卵的鱼类有较大的种群 

数量。 

4．经济鱼类名录。(见下表)o 

鱼类名景裹 

迭氏蝇 Acip~ tr da 叫川 ‘ 

自爵 P ⋯  gta ius 

馒 鳍 d~guilta ，uponica 

中华倒刺把 Barbode~sinentis 

辨结 鱼 Tor 6re~il is 

自 鱼 Vaticorhi⋯  imus 

华鲮 sinilabto rendahti 

东坡 鱼 p-p-a pingi 

鲤 鱼 Cyprinus carp 

岩原 鲤 Procyprls tab4 

蜘鱼 Cara~siur 口 ， 

重口袈瞧鱼 $chizothorax david 

圆筒吻螗 ino 。6iv cyfind rigHs 

吻蛔 R．typus 

长鳍吻 鲴 R．vensratis ／ 

铜鱼 Corei~s hererodo 

圜 口铜 鱼 c．~uichenoti 

唇 邑膏 H mibarb ，口“ 口 

花 蝽 H．maculatus 

运 氏蛇鲴 8aurogobio dabryi 

宽鳍醋 z．pta rypus 

雠鱼 Elopichthys 6口m6 f口 

南方马 口 鱼 Opsarilel~thyt un~irostris bide~s 

赤眼鳟 s 口，i口6 ，6 curric~lus 

静 鱼 Ochesobius·fo ·JⅣ 

青鱼 MyLopharyngodon locus 

草 鱼 Cte 。pha ryngodon ideiiut 

骟 Purab㈨ is pe~inensit 

三 角 盼 Megatobraraa terminaiis 

蟹条 I-1．teucittutus 

红姥 泊 Culter f rytAropterus 

拟尖 头红 |白 Eryt~racuttc r o~ycephatoid#s 

镥嘴虹舶 E．itithae~orrals 

繁 古缸 泊 E 。f ¨ 

青稍红鲐 五．dabryi 

银取 鱼 Pseudotaubuea sinensis 

黄尾蛔 Xenocyprit da~idi 

，， -■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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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幽 

圆 吻鳍 

细皓 斜颌蛔 

逆鱼 

鲢鱼 

鳙鱼 

胭脂鱼 

圮鳅 

长吻螗 

粗唇蟪 

细 体蟾 

大鳍鳢 

江黄额 

光泽黄额 

岔尾黄丽 

南方大口鲶 

鲶 鱼 

黄罐 

大 眼鳋 

斑蛭 

． d， # 4 

Disto ^0don f mlrostr~$ 

Pf I。 Ⅱl̂ 。P， raicro~epls 

Ⅲ Ihobram ，Im0ni 

。，  ̂ 卅 f̂  ” moli~rlx 

／lr； i  ̂， nobi~is 

圭̂y|。c Pr Hl asiat；c。j 

M isgur j anguilticaudaf l 

￡ iof iJis tongiros~r 

L．fr f‘ {口5r 

L．pra~ti 

m bag yM$ 口cropterwr 

Pxeudobt ， ，uacketti 

P．#itid i 

P．eupogo 

$ilⅣ， l j0jdatooi ， ridio dfis 

jlf0 0口ffr㈣  Ⅳ 

i#iperca kneri 

． f̂ f ，i 

鸟 鳢 Op~icepll j0l arg~s 

(=)沱江干流鱼产瞻力 

1．沱江干流鱼产能力是 以浮游植物、浮游 

动物 底栖动物和水生维管束植物等四大类生 

物饵料资源为基础铡算的。 

2．将沱江干流分为金堂一简阳、资阳、资 

中一银山、内江、宦顺和泸州 6个首尾相接的江 

段，依据各江段长、平均水面宽度与深度测算出 

干流各类生物饵料总现有量。 

3 以鱼产能力二生物 饵 科 现 有 量 ×p／ll 

系数 X饵料利用率(％)X l／饵料系数的公武 

计算。 

4．沱江干梳鱼产能力涮算结果见表 2。 沱 

江多年平均鱼产量为 6O万公斤左右。 测算澎 

寰 2 沱江干摩查产麓力嗣算 单位：年 

现有量 P／B 系数 利用率 饵料系数 直 产 铡 算 

项 且 (生产量／ 
(湿重：ke) 现有量) (％) (1lkg) 种 类 产置(万公斤) 

浮游植物 't47×10’ 187 70 4D 白鲢 146 

浮游动物 169X10 2D 25 l0 花鲢 q 

底栖动物 500×10’ 6． 25 5 鲤鱼等 16 

水生维管柬植物 1329X1 D’ 65 80 l00 草鱼 ‘9 

台 计 24 5Xl0 240 

江鱼产能力为 240万公斤。仅以四大类生物饵 

料资源铡算出的鱼产能力已比常年鱼产量大 3 

倍，可见沱江的鱼产潜力是很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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