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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泊增殖技术规程

为保护和修复湖泊鱼类等水生生物栖息地，增殖鱼类资源，维护湖泊生物多样性，养护湖

泊生态环境，制定本规程。

1 湖泊增殖

湖泊增殖的主要内容有灌江纳苗、栖息地修复及人工鱼礁/人工鱼巢等。

1.1 灌江纳苗

根据鱼苗汛期，定期开闸将外河的鱼苗或幼鱼引进湖泊中，以补充湖泊鱼类资源，改善湖

泊水生态环境的措施。包括“顺灌”、“倒灌”两种形式。顺灌指在鱼类繁殖季节, 当外河水位高于

湖泊水位时, 在鱼苗汛期开闸引水, 纳入鱼苗，顺灌对象主要为鱼苗。倒灌指在退水季节，内湖

水位高于外河水位时, 开闸放水, 利用鱼类的逆流习性吸引其入湖。

1.2 栖息地恢复

恢复湖泊浅水洲滩及岸线水草，为鱼类、螺蚌类和虾蟹类提供产卵繁殖及索饵栖息场所。

1.3 人工鱼礁/人工鱼巢

根据鱼类等水生动物繁殖生物学、生态学特性，模拟鱼类繁殖生境，针对定居性产卵鱼类

产卵习性，采用替代材料人工设置在特定水域，供其产卵繁殖和稚（幼）鱼栖息生长的设施。

2 增殖方法

2.1 灌江纳苗

2.1.1 环境条件

2.1.1.1 纳苗

根据天然早期鱼类苗汛特点，在苗汛期，适时开闸，将其引入湖泊。

2.1.1.2 水文

湖泊与外河之间要有一定的水位差，以外河水能自然流入湖泊为宜。

2.1.1.3 水质

引进湖泊的江水水质应符合 GB 11607的规定，严防被污染的河水灌入湖泊。

2.1.1.4 通江（河、湖）

能与外江（河、湖）联通，有一定的调蓄能力，灌江纳苗闸口设置应经水利部门同意，以

不影响湖泊正常水位为宜。

2.1.2 纳苗时间

3月中旬~7月上旬根据汛期、水位、水温等信息，预测苗汛期，确定灌江纳苗最佳时间。

2.1.3 操作要点

a）顺灌：3月中旬至 7月上旬外河水位高于湖泊水位时纳苗。倒灌：9~10月外河水位低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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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江湖泊水位时进行纳苗。

b）灌江纳苗前与水利部门联合进行闸口安全检查。

c）纳苗期间记录水位、流速、水温等参数，采集鱼苗进行定性定量分析，每天采集 2次（上

午 8时，下午 4时），采集水层（1～6）米，每次采集 10分钟。

d）根据水位及苗汛情况及时打开或关闭闸门。

2.1.4 效果评价

2.1.4.1 鱼卵、鱼苗发生量监测

a）采样

采用抽样法评估灌江纳苗（卵）的数量与种类。在闸孔后（20~60）米处设置采样点，用弓

京网和圆锥形网采集鱼卵和鱼苗样品，弓京网和圆锥形网作业方法参见附录 2。采集时，应测定

网口处平均流速，并记录采集持续时间等，每次采样及时记入附录表 1-1 中。然后根据采集网

的过水断面和网口平均流速，算出每立方米水体的鱼苗（卵）数量，根据纳苗时间、灌水量评

估纳苗（卵）数量。

b）鱼卵培养和鉴定

样品中的鱼卵应立即捡出计数，按附录 3表 3-3 的特征判定鱼卵种类，或将鱼卵培养至能

鉴别种类为止。鉴定时，可用 5 %～10 %的尿烷 1 滴～2 滴将鱼苗麻醉。样品鉴定后应立即用

7 %福尔马林溶液固定保存。鉴定结果应随时记入附录表 1-2 中。

c）鱼苗鉴定和计数

样品中的鱼苗，应立即用 7 %甲醛溶液固定。计数并在解剖镜下逐一鉴定出鱼苗的种类，

观察鱼苗的发育期，计数、鉴定和观察的结果应随时记入附录表 1-3中。

d）鱼卵、鱼苗发生量估算

采集时间内流经采样断面鱼卵、鱼苗发生量按式（1）计算。

SV
mQM 

…………………………………………（1）

式中：

M——采集时间内鱼卵（或鱼苗）径流量，单位为粒（或尾）（粒或尾）；

m——采集时间内鱼卵（或鱼苗）样品数量，单位为粒（或尾）（粒或尾）；

Q——采样断面流量，单位为立方米每秒（立方米/s）；

S——采集网网口面积，单位为平方米（亩）；

V——采集网网口处水的流速，单位为米每秒（m/s）。

然后逐日统计径流量，整个灌江纳苗期间累计，即该断面的灌江引入鱼苗数量。

2.1.4.2 湖泊鱼类调查

灌江纳苗结束后定期对湖泊鱼类进行调查，评价灌江纳苗效果。湖泊鱼类调查方法按 SL 167

的规定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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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栖息地恢复

2.2.1 要求

当鱼类繁殖季节具备产卵繁殖条件的浅水洲滩面积低于湖泊面积的 5%时应进行栖息地修

复。主要修复消落区的岸线、洲滩，使之适合于定居鱼类等繁殖栖息。

2.2.2 技术要点

2.2.2.1 种植水草

3~4月，在湖泊浅水区人工种植水草、保护水草，水草种类有轮叶黑藻、苦草等。

2.2.2.2 生态护坡

需硬化岸线时应生态护坡，并保护好消落区缓坡岸线。

2.2.3 效果评估

按本标准 2.3.4节方法进行。

2.3 人工鱼礁/人工鱼巢

湖泊具备产卵繁殖条件的浅水洲滩面积低于湖泊面积 5%时应设置人工鱼碓/人工鱼巢。

2.3.1 选址

选择环境相对安静、水质符合 GB 11607的规定、淤泥厚度≤20厘米的静水或流速≤0.05m/s

的水域设置人工鱼礁。人工鱼礁的设置不得影响航运、阻碍行洪。

2.3.2 制作与安装

2.3.2.1 材料

a）鱼礁：以废旧船只为礁体，在船舱内用瓦罐、石块等负重、筑巢。

b）鱼巢：以木条、竹杆等为鱼巢结构，以棕片、水草、旱草等为卵粘介质。

2.3.2.2制作与安装步骤

a）布礁：将废旧船只沉入选址水域，礁体布置参见图 1。

b）固礁：用锚或桩将礁体固定在常年水位的（1~2）米深的水层内；

c）设置标识：在礁体内种植轮叶黑藻、苦草等沉水植物，并种植 1~2盆（罐）莲藕或莼菜

作为鱼礁的指示生物；

d）制作鱼巢：将棕片等卵粘介质系于长（8~10）米的竹杆上，每扎棕片间隔 15～20厘米；

e）安装鱼巢：先在礁体头、尾各横向固定 1根长（8~10）米的杉木用作安装鱼巢，再将系

上卵粘介质的鱼巢系于礁体头、尾横向杉木上，间隔（30～40）厘米，用绳索连成排，安装于

礁体的鱼巢可通过浮力作用而在水体内形成一定坡度的人工产卵场。单个礁体设计参见图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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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礁体布置示意图

图 2 单个礁体及人工鱼巢安装示意图

2.3.3 管理

人工鱼礁应设置标识、专人管理，主要进行礁体及所系鱼巢的安全管理和效果观察。

2.3.3.1 安全管理

管理人员应定期检查，遇大雨、风暴和洪水时应随时检查礁体是否漂移，鱼巢是否脱离礁

体，以及是否对航运及渔民作业安全等造成影响，发现问题及时处理。对发生漂移的礁体要重

新固定，脱离礁体的鱼巢应安装归位，遇紧急情况不便于安装归位时，应以安全为重，及时打

捞上岸，等待风平浪静时再进行安装。

2.3.3.2 观察与记录

观察记录人工鱼礁的鱼类活动等情况，特别是产卵繁殖季节鱼类产卵情况。现场记录产卵

批次，每个产卵批次的气候、水温、水文、产卵时间、产卵鱼类等，并在技术人员的指导下计

数记录每批次的产卵数量、观察到的产卵种类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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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场监测记录。记录内容及表格参见附录 3表 3-1、表 3-2。

2.3.4 效果评估

2.3.4.1 抽样与计算

抽样量按（1～2）%的扎（兜）数量，计数扎（兜）产卵量及受精率；或按五分法抽样（2～

3）%面积的鱼巢，计数单位面积产卵量及受精率，其计算公式如下：

批产卵量：pi =扎（兜）产卵量×扎（兜）数…………… （式 2）

批鱼苗量：qi= piki……………………………………………（式 3）

总产卵量：M =∑pi……………………………………………（式 4）

总鱼苗量：Q=∑qi =∑piki……………………………………（式 5）

式中：

n——产卵批次；

pi——第 i批次产卵量，单位为粒或万粒；

ki——第 i批次受精率（%）；

qi——第 i批次鱼苗量， 单位为尾或万尾；

M——总产卵量， 单位为粒或万粒；

Q——总鱼苗量，单位为尾或万尾。

2.3.4.2 增殖种类判定

现场监测记录产卵种类，或依据附录 3表 3-3的鱼卵特征判定增殖种类。

5 引用和参考资料

GB3838 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

GB11607 渔业水质标准

SL 167 水库渔业资源调查规范

DB43/T1077-2015 淡水人工鱼巢增殖技术规程

编写单位：湖南省水产科学研究、赫山区畜牧水产局。

编写人员：廖伏初、黄向荣、汪福荣、邓亮、肖维、洪波、万译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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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灌江纳苗效果评估表

表 1-1 鱼卵鱼苗采集记录表

编号
采集持续时间

（min ）

采集点水层深

（m）

鱼 卵 数

（粒）

鱼 苗 数

（尾）

网口流速

（m / s）

网口面积

（m2 ）
备 注

1

2

3

┋

采集日期： 年 月 日 记录人：

表 1-2 鱼卵培养鉴定记录表

编号
采集时间

（min）
观察时间

卵膜直径

（mm）
发 育 期

鱼 卵 数

（粒）
鉴 定 结 果

1

2

3

┆

鉴定日期： 年 月 日 记录人：

表 1-3 鱼苗培养鉴定记录表

编号
采集时间

（min）
观察时间

鱼苗全长

（mm）
发 育 期

鱼 苗 数

（尾）
鉴 定 结 果

1

2

3

┆

鉴定日期： 年 月 日 记录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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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2 弶网和圆锥形网作业方法

2.1 弶网作业方法

弶网是渔民张捕鱼苗通用的网具，属定置网具类，用于采集江水表层的鱼苗，网口呈半

圆形，主要由网身、网架和尾箱三部分组成。可将弶网网架用铁锚系绳（或石块）和长绳索

联在一起，在江水流速作用下，弶网与岸边平行，并且随江水上下浮动，弶网能昼夜不间断

采集表层的鱼苗。

2.2 圆锥形网作业方法

圆锥网是用来采集卵苗的网具，网口呈圆形。采集时将圆锥网固定于不锈钢焊接成圆形

支架上，网尾末端装上集卵器，用一根较粗的长绳结在支架顶端，框架底部用螺帽固定好铅

鱼。放网前检查集卵器上开关是否关好等。放网时先将调查船抛锚固定，将网绳系在调查船

水文绞车或固定滑轮上将网衣先放入水中，然后将铅鱼、浮子和网圈一起放入江中，使网口

尽量与江水垂直相切，用铅鱼来调节水层。放网的时间随江水流速和“苗汛”具体情况而定，

一般为 5分钟～20分钟。在放网的同时记录放网的时间，用流速仪在网口处测定流速。

附件 3 人工鱼礁复效果评估表

表 3-1 人工鱼礁批产卵情况记录表

设置地点： 类型： 扎（兜）： 礁体（个）： 面积（m2）：

表 3-2 人工鱼礁增殖情况汇总表

设置地点：

产卵

批次
批产卵日期

产卵量

（万粒）

鱼苗量

（万尾）
增殖种类

1

2

3

┆

合计 共 批次

批产卵

日期
天气

扎（兜）抽样 五分法抽样

批产卵量

（万粒）

批鱼苗量*

（万尾）
备注

产卵量

（粒/扎，

粒/兜）

受精率

（%）

产卵量

（粒/ m2、
万粒/ m2）

受精率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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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3 鱼类繁殖季节及鱼卵特征

鱼名 产卵季节
吸水膨胀卵

膜直径(mm)
卵径（mm） 鱼卵色彩 鱼卵性质

鲤 （3～5）月 1.4～1.8 1.2 橙黄色 黏性

鲫 （3～5）月 1.4～1.5 1.1～1.2 淡黄色 黏性

鲂 （4～7）月 1.2～1.4 浅黄微带绿色 黏性

黄颡鱼 （5～7）月 1.9～2.2 1.4～1.5 黄色 黏性

麦穗鱼 （4～6）月 微油黄色 黏性

餐条 （5～6）月 0.5～1.2 微油黄色 黏性

花 鱼骨 （4～5）月 1.8～2.0 0.8～1.6 黄色 微黏性

细鳞鲴 （4～6）月 3.8～5.0 1.4～1.5 浅灰褐色 微黏性

黄尾鲴 （4～6）月 3.5～4.3 1.3～1.4 灰白色，透明 微黏性

鳊 （4～7）月 3.1～4.5 0.9～1.1 微黏性

蒙古鲌 （5～7）月 4.5～5.2 1.5～1.6 灰白色 微黏性

翘咀鲌 （6～7）月 4.5～5.3 1.4～1.5 橙黄色 微黏性

青梢鲌 （4～7）月 1.3～1.4 0.9～1.0 黏性

银飘鱼 （5～6）月 0.9～1.0 草绿色 微黏性

光唇鱼 （5～6）月 2.32～2.54 1.84～2.14 金黄色 微黏性

泥鳅 （4～7）月 1.3 黄色半透明 微黏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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