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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２００７年７月和１０月对东江水库的水体初级生产力和水质进行了监测和评价，估算了天然渔业资源量及可
移出碳量。研究表明，库区存在较丰富的外源性营养物质，主要来源于农业、生活废水及旅游业；１０月水体水质
优于７月，均属中营养水平；初级生产力平均为５．１３ｇ／（ｍ２·ｄ），与水体叶绿素、氨氮和总磷浓度呈较强的正相
关；折算滤食性鱼产量为１５４１．９ｔ／年，移出碳量为２１８．４ｔ／年。２００７－２０１０年进行鱼类增殖放流，获得天然滤食
性渔获物最高达产量为９００ｔ／年，移出碳量１２７．５ｔ／年。在制订东江水库渔业环境保护条例时，按初级生产力的
大小，利用增殖放流等渔业去碳技术，适量投放滤食性鱼类，充分利用水体氮、磷，可实现东江水库碳汇渔业的可

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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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东江水库地处湘江支流耒水上游资兴境内，
１９８６年 关 闸 蓄 水，水 面 １６０ｋｍ２，集 雨 面 积
４７１９ｋｍ２，总库容９１．４８亿 ｍ３，目前为湖南省水面
最大、水体最深的水库，是一个以电力调峰为主，兼

有防洪、航运、旅游、工业和生活用水以及渔业养殖

等综合功能的巨型水电工程。东江水库常年渔业可

养殖水面１２３．３ｋｍ２，平均水深５７ｍ。东江水库关
闸蓄水后，采取大库投放鱼种粗养、低坝高拦库汊和

网箱精养、常规品种与特种水产开发并重等渔业资

源开发措施，１９８８年起每年起水鲜鱼１００万 ｋｇ，有
时高达１５０万 ｋｇ，给地方经济注入了活力（欧燎原，
１９９９）。由于近年来的旅游污染、工业污染、交通污
染、生活污染及水土流失等，东江水库面临环境保护

问题；而在很大程度上人们又归结到渔业养殖上来，

以至东江水库除少量的网箱养殖外，而未开展其它

的渔业方式，致使天然渔业资源处于未开发状态，不

仅浪费了其渔业的发展空间，而且水体碳量也不能

主动移出，使水体污染进一步加剧。

碳汇渔业即通过渔业生产活动，促进水生生物

吸收水体中的ＣＯ２并通过收获水生生物产品，将碳
移出水体的过程和机制。传统渔业经营方式正面临

着环境保护与经济效益的双重压力，我国淡水渔业

的主攻方向必然是应用碳汇渔业保护水质，兼顾渔

业，适度开发，永续利用（桑明强，１９９５）。鱼类和甲

壳类等水产品是淡水生态系统碳、氮、磷移出的主要

方式。为了保护东江水库水资源，有效解决航运、旅

游、生活污水、种植和养殖等带来的环境污染问题，

保护水生野生动植物多样性，达到库区碳汇渔业可

持续性发展，作者于２００７－２０１０年对东江水库进行
初级生产力及总磷、总氮等水化指标的监测与评估，

估算其渔业自然资源量，在获得最大经济利益的情

况下，为东江水库碳汇渔业可持续发展提供可靠的

决策依据。

１　材料与方法

１．１　监测断面
东江水库面积大，但各功能区相对明显，加之

２００６年已对东江水库的水质进行了全面的监测分
析（何望等，２００９）。因此，在了解东江水库水质的
基础上，根据其功能区的不同，选择了渔业网箱养殖

区（点位① －坪石村跃进组，点位② －白廊乡台前
村，点位④－老滁口长垅村）；水库中心区（点位③
－白廊乡老厚玉乡政府）；航运过道（点位⑤ －老滁
口长垅村）及城市生活污染入口（点位⑥ －黄草镇
政府）共６个有代表性的断面进行了监测，项目持
续时间较长，从２００７－２０１０年。监测断面见图１。
１．２　监测项目及方法
１．２．１　初级生产力　根据东江水库地貌特征及渔
业生产活动特点，选择有代表性的６个区域进行黑
白瓶初级生产力试验，其调查和监测均按 ＳＬ１６７－
９６《水库渔业资源调查规范》进行；水质采样和培养



图１　东江水库形状及点位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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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在晴天进行。根据透明度大小，在水表层和透明

度的０．５、１．０、２．０及４．０倍处分层采样，并进行黑
白瓶挂瓶培养以计算出各挂瓶层的日生产量；考虑

到东江水库水体深、水流急、透明度大，采样瓶绳要

求过长，作者只在３．０～４．０倍处做了少点位监测；
挂瓶曝光时间为２４ｈ。
１．２．２　监测指标　水质监测同样按 ＳＬ１６７－９６
《水库渔业资源调查规范》进行。包括与初级生产

力相关密切的因子 －水温（Ｔ）、ｐＨ、透明度（Ｔｒ）、叶
绿素 （Ｃｈｌａ）、总氮 （ＴＮ）、总磷 （ＴＰ）及 氨 氮
（ＮＨ＋４Ｎ）等。
１．２．３　鱼类增殖放流及渔获物分析　水库全年不

投放任何肥料，按初级生产力大小计算全年滤食性

鱼类自然资源量。由于东江水库面积大、需鱼种量

多，同时考虑到资金的问题，６～７月放流５～１０ｃｍ
的夏花；１１～１月放流５０～１００ｇ的冬片鱼种，１２月
放流太湖银鱼卵。东江水库实行禁渔制度，每年的

３月１日～５月３１日是禁捕期，禁捕期以外的时间
实行办证捕捞。捕捞网具包括抬网和刺网，台网面

积为２５～１００ｍ２，银鱼网网目为１．５～２．０ｍｍ，采用
光诱捕捞。除黄尾鲴、翘嘴

!

、银鲴、鲤、鲫等小杂鱼

和银鱼外，鲢、鳙起捕体重均为５００ｇ以上；同时，每
年１２月，为了保证银鱼种群的安全有效繁殖，加大
执法力度，禁止捕捞银鱼。

２　结果与分析

２．１　水环境状况
２００７年７月和１０月的水质调查结果（表１）表

明，东江水库水质好于《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ＧＢ
３８３８－２００２）》Ⅲ类，其中ＴＰ、ＣＯＤＭｎ好于Ⅱ类。

利用 Ａｉｚａｋｉ修正的 Ｃａｒｌｓｏｎ营养状态指数 ＴＳＩ
（ｔｒｏｐｈｉｃｓｔａｔｅｉｎｄｅｘ）计算公式，通过表１来判别湖泊
的营养状态，ＴＳＩＭ＜３７为贫营养；ＴＳＩＭ＝３８～５３为
中营养；ＴＳＩＭ＞５３为富营养（蔡庆华，１９９７；王明翠
等，２００２）；结果见表２。综合营养状态指数表明，东
江水库水体仍保持在中营养级，水体的营养状况由

总氮控制，其次是高锰酸盐指数。但２００７年东江水
库水体略优于２００６年，而且１０月水质为３９．９０，为
近２年中的最佳。

表１　东江水库２００７年的水质状况
Ｔａｂ．１　ＳｔａｔｕｓｏｆｗａｔｅｒｑｕａｌｉｔｙｉｎＤｏｎｇｊｉａｎｇＲｅｓｅｒｖｏｉｒｉｎ２００７

点 位
时间／

月
ｐＨ

水温／

℃

透明度／

ｍ

Ｃｈｌａ／

ｍｇ·Ｌ－１
ＴＮ／

ｍｇ·Ｌ－１
ＮＨ＋４Ｎ／

ｍｇ·Ｌ－１
ＴＰ／

ｍｇ·Ｌ－１
ＣＯＤＭｎ／

ｍｇ·Ｌ－１

①
７ ８．７０ ３１．７ ２．２ ０．３０ １．１３ ０．１１９７ ０．０１１２ ２．８０
１０ ７．４２ ２４．１ １．７ ０．１１ ０．３８ ０．１７０８ ０．０１１２ ２．６０

②
７ ８．４０ ３１．０ ２．０ ０．１６ ０．６８ ０．０２２９ ０．０３０８ ２．６５
１０ ７．３６ ２２．９ ４．９ ０．１２ ０．５８ ０．０１７１ ０．０１０５ ２．２３

③
７ ８．４０ ３０．９ ２．０ ０．２５ １．０７ ０．０２１１ ０．００７０ ２．７１
１０ ７．４８ ２３．８ ６．５ ／ ０．４８ ０．１３９１ ０．００４２ ２．５１

④
７ ８．６８ ３０．８ ２．３ ０．１２ １．０５ ０．０４５８ ０．００４２ ２．８０
１０ ７．５６ ２３．３ ４．４ ／ ０．３７ ０．０９３３ ０．００２１ ２．７０

⑤
７ ８．７７ ３１．３ ２．３ ０．０８ ０．７５ ０．０８６３ ０．００４９ ２．８０
１０ ７．３０ ２３．４ ６．０ ０．１７ ０．２２ ０．０９３３ ０．００５６ ２．７０

⑥
７ ８．９６ ３１．１ ２．０ ０．１２ １．２３ ０．０３５２ ０．０１４７ ２．６５
１０ ７．６６ ２３．６ ５．８ ０．２３ ０．７５ ０．０８６３ ０．０４１９ ２．５１

平均
７ ８．６５ ２９．９ ２．１ ０．１９ ０．９９ ０．０５５２ ０．０１２１ ２．７４
１０ ７．４６ ２３．５ ４．９ ０．１１ ０．４６ ０．０９８３ ０．０１２６ ２．５４

２．２　初级生产力
７月份透明度平均为２．１ｍ，测定０～８ｍ的水

柱日产量；１０月份平均透明度为 ４．９ｍ，测定 ０～
１２ｍ的水柱日产量。２次监测各采样点的水柱日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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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见表３和表４，２００７年水体初级生产力的时空分
布见图２。

表２　２００７年东江水库水体营养状况
Ｔａｂ．２　ＷａｔｅｒｓｔｒｏｐｈｉｃｓｔａｔｅｓｉｎＤｏｎｇｊｉａｎｇ

Ｒｅｓｅｒｖｏｉｒｉｎ２００７

时　　间
ＴＳＩＭ

（Ｔｒ）

ＴＳＩＭ

（Ｃｈｌａ）

ＴＳＩＭ

（ＴＮ）

ＴＳＩＭ

（ＴＰ）

ＴＳＩＭ

（ＣＯＤＭｎ）
均

值

２００７－０７ ５４．４９ ８．７２ ６７．３４ ４２．４２ ５８．１８ ４６．２３

２００７－１０ ４０．６８ ２．７６ ５６．０５ ４２．９３ ５７．０５ ３９．９０

图２　２００７年东江水库水体初级生产力的时空分布

Ｆｉｇ．２　Ｓｐａｔｉａｌａｎｄｔｅｍｐｏｒａｌ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ｏｆｐｒｉｍａｒｙ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ｖｉｔｙｉｎＤｏｎｇｊｉａｎｇＲｅｓｅｒｖｏｉｒｉｎ２００７

　　从表３、表４和图２可见，７月水柱日产量平均
为５．４０ｇ／（ｍ２·ｄ），高于１０月的４．８５ｇ／（ｍ２·ｄ），
全年平均５．１３ｇ／（ｍ２·ｄ）；如果仅考虑表层至８ｍ
水柱日产量，１０月的更低，平均只有３．８ｇ／（ｍ２·
ｄ）；１／２透明度处的水柱生产力，也是７月［１．１８ｇ／
（ｍ２·ｄ）］高于１０月［０．７２ｇ／（ｍ２·ｄ）］。这主要
是由季节的温差引起的，７月是夏季，水温高，浮游
植物的生长繁殖快，水柱日产量也就高；相反，１０月
的水温要低６４℃（表１），浮游植物的生长繁殖要
慢，也就影响了水柱日产量。此外还发现，网箱养殖

区和库尾各点的初级生产力要高。这主要是由于外

源营养盐的影响，网箱养殖区鱼类的排泄以及未利

用的饲料，采样点⑥的生活污水以及地表径流带入
的营养物质，可以增加水体营养含量，影响浮游植物

的生长繁殖，进而影响水柱日产量。

２．３　初级生产力与各水化因子相关性
水体初级生产力与水化因子相关性分析显示，

东江水库黑白瓶初级生产力（水柱日生产量）与总

氮、总磷、总氮／总磷、氨氮、叶绿素浓度均呈正相关
（Ｒ２＝０．１４２２、０．２５０６、０．２２８２、０．２５０６、０．３８４５）；其
中与叶绿素相关最显著。因此，东江水库水体初级

生产力的高低可由叶绿素的大小直接表现出来，而

总磷、氨氮浓度大小是初级生产力决定因子，总氮在

东江水库相对浓度较高，不对初级生产力起决定性

作用。

表３　２００７年７月东江水库水体初级生产力
Ｔａｂ．３　Ｐｒｉｍａｒｙ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ｖｉｔｙｉｎＤｏｎｇｊｉａｎｇＲｅｓｅｒｖｏｉｒ

ｏｎＪｕｌ．２００７

采样点位

和透明度

水深／

ｍ

白瓶氧／

ｍｇ·Ｌ－１
黑瓶氧／

ｍｇ·Ｌ－１
水柱日产量／

ｇ·ｍ－２·ｄ－１

①坪石村

跃进组

（Ｔｒ＝２．２ｍ）

０．０ ９．８５ ８．３５ ／
１．１ １０．１８ ８．５５ １．７２
２．２ １０．０３ ８．３６ １．８２
４．４ ８．５５ ８．０５ ２．３９
８．０ ８．２０ ７．８０ １．６２
合计 ／ ／ ７．５５

②白廊乡

台前村

（Ｔｒ＝１．６ｍ）

０．０ ９．９４ ８．２７ ／
０．８ ９．６８ ８．５６ １．１２
１．６ １０．２８ ８．１５ １．３０
３．２ ８．１９ ７．８５ １．９８
６．０ ７．７２ ７．０２ １．２５
合计 ／ ／ ５．６５

③白廊乡老

厚玉乡政府

（Ｔｒ＝２．０ｍ）

０．０ ９．００ ８．０４ ／
１．０ ９．５３ ８．０５ １．２２
２．０ ８．０６ ７．６４ ０．９５
４．０ ７．８２ ７．４２ ０．８２
８．０ ７．４３ ７．１６ １．３４
合计 ／ ／ ４．３３

④老滁口

（长垅村）

网箱区

（Ｔｒ＝２．５ｍ）

０．０ ８．８７ ８．３０ ／
１．２５ ８．５７ ８．００ ０．７１
２．５ ８．３６ ７．８０ ０．７１
５．０ ８．９５ ８．４４ １．３４
８．０ ８．１７ ７．７６ １．３８
合计 ／ ／ ４．１４

⑤滁口长垅村

（Ｔｒ＝２．３ｍ）

０．０ ９．５３ ８．０４ ／
１．１５ ９．７９ ８．５２ １．５９
２．３ ９．７９ ８．８３ １．２８
４．６ ８．５４ ８．４０ １．２７
８．０ ８．２６ ７．５９ １．３８
合计 ／ ／ ５．５２

⑥黄草镇政府

（Ｔｒ＝２．０ｍ）

０．０ ９．５５ ９．１３ ／
１．０ ９．４９ ８．４０ ０．７６
２．０ ８．８７ ８．４４ ０．７６
４．０ ９．１３ ８．３６ １．２０
８．０ ８．５３ ８．０７ ２．４６
合计 ／ ／ ５．１８

　　在以往的研究报道中（马志强，２００４），只反映
出初级生产力与总氮、总磷、总氮／总磷、叶绿素的关
系，而从未报道过与氨氮的关系。作者监测发现水

体初级生产力与氨氮关系显著，与大多数水体营养

限制因子总磷有相同影响力。图３Ａ～Ｅ是初级生
产力的水柱日产量与 ＴＮ、ＴＰ、ＴＮ／ＴＰ、ＮＨ＋４Ｎ、Ｃｈｌａ
相关关系。

２．４　天然渔业资源量
为了充分利用天然潜在渔业资源，国内外学者

和专家曾做了大量工作，有多种利用初级生产力计

算鱼产力模式。本文按以下公式计算东江水库潜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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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４　２００７年１０月东江水库水体初级生产力
Ｔａｂ．４　Ｐｒｉｍａｒｙ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ｖｉｔｙｉｎＤｏｎｇｊｉａｎｇＲｅｓｅｒｖｏｉｒ

ｏｎＯｃｔ．２００７
采样点位

和透明度

水深／

ｍ

白瓶氧／

ｍｇ·Ｌ－１
黑瓶氧／

ｍｇ·Ｌ－１
水柱日产量／

ｇ·ｍ－２·ｄ－１

①坪石村

跃进组

（Ｔｒ＝１．７ｍ）

０．０ ７．１２ ７．１２ ／
０．８ ７．７６ ５．９２ ０．７４
１．６ ６．８０ ６．１６ １．９８
３．２ ６．７２ ６．５６ ０．６４
６．４ ６．３２ ６．３６ １．７９
合计 ／ ／ ５．１５

②白廊乡

台前村

（Ｔｒ＝４．２ｍ）

０．０ ７．８４ ７．２０ ／
１．０ ８．１４ ７．６８ ０．６１
２．１ ７．８０ ７．４４ ０．４５
４．２ ７．５６ ６．８８ １．１４
８．０ ７．３６ ６．８０ ２．２３
合计 ／ ／ ４．４３

③白廊乡老

厚玉乡政府

（Ｔｒ＝４．９ｍ）

０．０ ７．８４ ７．２８ ／
１．０ ８．２４ ７．３６ ０．７９
２．５ ８．００ ７．２０ ０．９２
５．０ ７．８０ ７．２４ １．５０
８．０ ７．２０ ７．２０ １．０１
合计 ／ ／ ４．２２

④老滁口

（长垅村）

网箱区

（Ｔｒ＝４．４ｍ）

０．０ ７．９２ ７．７６ ／
１．１ ８．３６ ７．６０ ０．５１
２．２ ７．７８ ６．８０ ０．９６
４．４ ７．６０ ７．５２ １．１７
８．８ ７．７６ ７．２８ １．０１
合计 ／ ／ ３．６５

⑤滁口长垅村

（Ｔｒ＝６．０ｍ）

０．０ ７．９２ ７．１２ ／
１．５ ８．１６ ６．９６ １．５０
３．０ ７．５２ ７．４４ ０．９６
６．０ ７．８４ ７．３６ ０．８４
１２．０ ７．４４ ７．１２ ２．４０
合计 ／ ／ ５．７０

⑥黄草镇政府

（Ｔｒ＝２．０ｍ）

０．０ ８．２０ ７．３６ ／
１．４５ ８．００ ７．３６ ０．８１
２．９ ７．６８ ７．２８ ０．５７
５．８ ７．３６ ７．１２ ０．７０
１１．６ ７．２８ ５．３６ ３．８９
合计 ／ ／ ５．９７

渔业资源量：

Ｙ＝Ｇ×６．１×Ｐ／Ｂ系数 ×利用率 ÷饵料系数 ×
Ｓ÷１０６

式中：Ｙ－潜在渔业资源量（ｔ／年）；
６．１－１ｍｇ氧相当于６．１ｍｇ浮游植物鲜重；
Ｇ－水柱日产量（ｇ／ｍ２·ｄ）；
Ｐ／Ｂ系数－水库Ｐ／Ｂ系数３５～４５，取其中间值

４０。
浮游植物利用率－按２０％ ～３０％计算，由于放

流鱼类也包括银鱼，故选用３０％；
浮游植物饵料系数－选择３０；
Ｓ－东江水库面积１２３．３×１０６ｍ２。

监测结果表明，按７月份的水柱日生产量可算
出东江水库潜在鱼产力为１６２４．６ｔ／年，按１０月份
的水柱日生产量其潜在鱼产力为１４５９．１ｔ／年，平均
为１５４１．９ｔ／年。

３　分析与讨论

东江水库自１９８６年关闸蓄水后，先后在库区进
行了一些渔业活动，如在周边成立苗种培育场、网箱

内进行花鱼骨、鲂、翘嘴
"

等有特色的鱼类养殖，积累

了一些宝贵的经验；但如何既充分利用东江水库的

水体资源，又解决好流域农业生产、生活及自然流失

所带来的Ｃ、Ｎ、Ｐ等污染水体因子，变污染因子为渔
业资源，走碳汇生态渔业之路，作者经探讨和总结如

下，希望能积极调整东江水库传统渔业养殖模式，加

快转变渔业经济发展方式，充分利用可再生能源发

展低碳渔业。

３．１　调整养殖品种，改变渔业方式
按不同鱼类的生长速度，可投放一定数量滤食

性鱼类，如鲢、鳙和银鱼；根据市场要求，适当调整滤

食性鱼类品种大小和数量；因个体大的鱼种体质相

对强、成活率高，所以鱼种规格应略大些，一般宜选

择５０～２００ｇ／尾。
在网箱养殖水体中，适当搭配能食浮游生物、有

机碎屑品种，如鲢、鳙、鲤、鲫，以控制网箱小水体肥

度的增大。对东江水库网箱养殖制订标准，如翘嘴

"

、草鱼、罗非鱼、鲂、花鱼骨等无公害化低碳养殖规

范标准；实现鱼类产地环境洁净化、生产过程标准

化、包装标识规范化，形成东江水库鱼类品牌系列。

针对东江水库制订一个渔业环境保护条例，实行无

公害养殖监督管理制度化，促进东江水库无公害渔

业可持续发展；禁止使用化肥养鱼。

东江水库的氮、磷丰富，主要来自于农业、生活

废水、旅游和网箱养鱼。要充分利用这些外来营养

物质，如适当投放鲢、鳙和银鱼等滤食性鱼类；同时

禁放草鱼等草食性鱼类，保护东江水库现有水生植

物，有效削减外源营养物质负荷，也兼顾内源营养盐

治理；渔业生产也是自然界物质与能量循环的一部

分，合理的鱼类种群结构有利于湖泊生态系统从藻

型向草型转变，从而提升湖泊生态系统，改善水质的

功能（秦伯强，２００２；陈娇等，２００９）。
３．２　发展碳汇渔业，保护生态环境

碳汇渔业经济政策是国家指导和调节渔业经济

活动所规定的、在渔业经济活动中涉渔利益相关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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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３　２００７年７月东江水库初级生产力与 ５个因子的相关关系
Ｆｉｇ．３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ｂｅｔｗｅｅｎＰＧａａｎｄｆｉｖｅｆａｃｔｏｒｓｉｎＤｏｎｇｊｉａｎｇＲｅｓｅｒｖｏｉｒＯｎＪｕｌ．，２００７

的行动准则和措施。我国水产养殖占世界养殖产量

的７０％，水产养殖减碳具有国际示范效应，能树立
负责任渔业大国形象。２００９年１１月国务院常委会
议决定，到 ２０２０年我国单位 ＧＤＰ的 ＣＯ２排放比
２００５年下降４０％ ～４５％。水产养殖减碳为达到这
个目标，可以通过推广生态健康养殖、合理密养、减

少耗电耗能以减排；禁止使用生鲜饲料，减少 Ｎ、Ｐ
对水质污染的同时，减少碳排放（林光纪，２０１０）。

近年来，鉴于东江水库水体较深，底层鱼类自然

资源丰富及难以捕获，人工放流鱼类均为以浮游生

物为饵料的上层鱼类，包括鲢、鳙和银鱼，年渔获量

在６２０～９００ｔ（表５）。
表５　２００７－２０１０年东江水库鱼类放流及渔获物分析

Ｔａｂ．５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ｏｆｆｉｓｈｒｅｌｅａｓｉｎｇａｎｄｃａｔｃｈｅｓｉｎＤｏｎｇｊｉａｎｇＲｅｓｅｒｖｏｉｒｆｒｏｍ２００７ｔｏ２０１０

品种
２００７年 ２００８年 ２００９年 ２０１０年

放流／万尾 渔获物／ｔ 放流／万尾 渔获物／ｔ 放流／万尾 渔获物／ｔ 放流 渔获物／ｔ
鲢、鳙 ８０ ４２０ ７５ ３５０ ８０ ２５０ １８０万尾 ２００
银鱼 自然繁殖 ２００ 自然繁殖 ３００ 自然繁殖 ６００ ３亿粒 ７００
合计 ／ ６２０ ／ ６５０ ／ ８５０ ／ ９００

　　根据陈少莲（１９９０）的研究，取１＋～３＋龄鲢、鳙
的元素含量平均数据，即鲢、鳙的干物质占湿重分别

为２５．３４％、２３．４９％，碳含量占干物质的平均值分
别为５９．０７％、５６．９７％。因东江水库渔获物没有区
分鲢、鳙，假设鲢、鳙产量各占５０％，银鱼与鲢、鳙的
碳含量相当，那么２０１０年东江水库获取的９００ｔ鱼
产量可移出水体碳１２７．５ｔ。东江水库浮游植物提
供的渔产潜力为１５４１．９ｔ／年，相当碳量为２１８．４ｔ／
年；如果加上浮游动物、底栖动物、固着藻类、有机碎

屑及悬浮物等提供的渔产潜力，东江水库的渔产潜

力是很高的。如果按３０００ｔ／年计算，所有鱼类的
含碳量按鲢、鳙含碳量计算，则东江水库每年通过鱼

类捕获可转移水体的总碳量为４２５ｔ。
综上所述，碳汇渔业是一种新的经济运行模式，

其根本要求是全过程低能耗、低排放、低污染以及有

碳汇贡献下的可持续发展。我国低碳渔业经济是在

减少渔业碳排放和建立渔业碳汇的要求下，着力改

善渔业生态环境，解决渔业者出路的民生问题，开创

我国现代渔业新模式，发展碳汇渔业以改善水生态

环境，取得经济效益与生态保护双赢的效果，是和谐

社会和低碳生活的时代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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