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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随着社会的发展,人们对于可持续发展理念的认识不断加强,并在各行业的发展过程中,对这种理念进行了有效的应用,

将可持续发展理念应用在水库生态渔业当中,能够有效降低渔业发展对自然环境的影响,对提升水库的经济效益以及生态效益

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尤其是在陕北地区,该区域的渔业发展潜力非常巨大,但水库渔业的发展往往会对水域周围的生态环境

造成不利的影响,所以需要对水库渔业的合理发展进行深入的研究,鉴于此,文章围绕陕北水库生态渔业的可持续发展进行讨

论,对当前我国水库的生态情况加以了解,并对陕北水库生态渔业实现可持续发展的策略加以探讨和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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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库通常是在水流冲击作用下形成的内陆洼地,当然在

当前阶段,水库大多是经过水利工程建设形成的,属于水利

设施的重要组成部分,关系到周边群众的生活和生产,而水

库在资源以及环境等方面的优势,为人类社会的发展提供了

重要的条件,尤其是水库当中生态渔业的发展,更对地方经

济的发展产生了良好的促进作用,特别是在陕北地区当中,

水库是其生态养殖的主要区域之一,在其中落实可持续发展

理念,能够使水库资源的合理利用得到保证,同时还能实现

经济与环境的协调发展,因此,有必要针对相关内容进行具

体的研究。 

1 当前我国水库生态的基本情况 

随着国家经济建设的发展,水利工程建设项目在全国范

围内得到了有效的普及,大大提升了我国的水库数量,并扩

大了水库的分布范围,到目前为止,我国的水库面积已经达

到 9 万平方千米以上,在国土总面积当中占据 1%以上,但随

着社会的快速发展,人类活动范围越来越广泛,并在水库资

源的发展过程中进行了过多的干预,对其生态环境造成了严

重的破坏,导致水库区域的演化功能逐渐丧失。特别是在西

部地区的水库存在严重的干滴和碱化的现象,且高原地区的

水库面积不断减少,而东部地区的水库则存在严重的富养化

问题以及污染淤积问题,导致水库环境不断恶化,对区域发

展造成了很大的限制,根据相关调查发现,在上世纪七十年

代,我国有2300多个面积大于1k㎡的水库,在我国内陆水资

源总量当中,水库资源总量占据8%左右,但随着社会的发展,

水库数量却在逐年减少,并且在需水量方面的减少数量在

514 亿 m³以上,除此之外,在现有水库当中,生物多样性以及

水质问题受到了严重的破坏,特别是在 1980 年到 2000 年之

间,我国水质在Ⅰ、Ⅱ类的水库占比从 79%缩减到了 30%,在

很多地区的水库当中,早期水质为Ⅰ类可以进行直接饮用,

但在人类活动的不断影响下,逐渐降为Ⅲ类水质,甚至是Ⅴ

类水质[1]。 

很多水库都是与江河相通的,具有灌溉、养殖、调蓄以

及供水等功能,但随着城市化进程的不断加快,以及水库污

染问题的恶化,导致水库当中的自然属性正在逐渐减弱,一

些天然通江水库也逐渐发展成了半封闭或者是封闭型的水

库,由于在很多水库当中存在营养负荷较高的问题,使得水

库自身的水质净化能力被破坏,尤其是在进些年当中,土地

的大范围开垦以及填湖行为使得水库自身的调蓄容量大大

减少,而水库与江河的连接也被截断,连接湿地的消失,导致

水库当中的水资源交换周期过长,甚至无法进行交换,水库

的信息交流以及能量循环受到影响,使污染物和营养盐不断

积累,从而对水库生态系统造成了不利影响,生物种类持续

减少,所在区域失去了生物多样性的特点,同时也破坏了鱼

类的生存条件,阻碍了渔业的发展[2]。 

2 渔业发展对水库生态环境的影响 

第一,渔法和渔具的改进和创新加上没有节制的捕捞,

导致天然渔业严重退化,并且在短期之内很难进行有效的修

复,在我国,有很多具有丰富鱼类资源的水库,但在长江中下

游区域中的淡水水库,却存在过度捕捞导致生态失衡的问题,

主要表现在生态鱼类不断减少,而且在群落结构方面存在单

一化和小型化的问题。 

第二,网围养殖过于随意,对外源性营养研究进行大量

的使用,导致水库当中出现严重的富营养化问题,而这种问

题的出现在时间以及空间等方面具有不连续和不确定的特

点,治理起来具有较大的难度,不可否认的是,网围养鱼技术

在水库当中的广泛应用确实对渔业的发展产生了很大的推

动作用,但如果不能对这种养殖方式进行科学的管理和规划,

过分的重视经济效益,非常容易使水库生态受到严重的破坏
[3]。 

3 在陕北水库生态渔业当中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具体措

施 

对水库渔业进行科学的发展,不但要满足经济方面的指

标要求,还要对环境方面的指标要求加以满足,怎样在保证

渔业生产的情况下,确保发展的稳定性与可持续性,是当前

渔业发展必须要重点研究的问题,通过理论及实践研究发现,

进行严格的管理及合理的规划,对水库渔业方面的生态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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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系加以构建,确保渔业活动开展的科学性,能够在经济和

生态方面达到共赢的目的,具体方法如下： 

第一,要对水库的环境加强监测,做好环境容量方面的

研究工作,并大力开展保水渔业,而在水库渔业当中落实可

持续发展理念的主要目的就是为了对水库环境加以保护,在

我国,淡水资源方面具有较为严重的污染问题,导致饮用水

资源存在较大的压力,对水库渔业进行发展的根本任务就是

对水资源进行保护和净化,并不能过分重视眼前利益。 

第二,对水库当中的养殖规模进行严格的控制,根据调

查发现,在水库中应用网箱、网拦以及网围等养殖形式,是水

体出现富养化的主要因素之一,尤其是集约化的养殖方式,

在进行施肥和投饵的过程中将大量的营养盐带入到水库当

中,而且在养殖区域中的富营养化风险会远远高于其他区域,

因此,应该对此类养殖的规模加强控制,如果较为注重经济

指标,可以对食物链顶端,具有良好市场价值的鱼类品种进

行适量的养殖[4]。 

第三,对主要经济鱼类的数量进行补充,在实践当中发

现,仅依靠水库当中的天然鱼类群体是难以将市场消费需求

满足的,而且鱼类在进行天然繁殖时,其幼体成活率较为有

限,也因此,主要经济鱼类在幼体数量方面会对渔业的经济

效益造成直接的影响,所以,需要采用人工的方式,对经济鱼

类幼体进行大规模的投放和培育,使淡水鱼水量得到有效的

补充,通过对水域空间以及饵料资源的有效利用,能够使渔

业产量得到很大的提升[5]。 

第四,确保捕捞方式的合理性,水库水域当中的鱼类种

群具有一定的数量增长规律,即鱼类数量较少的情况下,水

体空间以及饵料条件都相对较好,这时的鱼类能够快速的生

长,而且个体较大,但在鱼类数量偏多的情况下,会导致水体

空间和饵料条件被恶化,影响鱼类的生长速度,导致鱼类出

现个体偏小的问题；在鱼类种群数量达到水库容纳总量时,

其数量将不会继续增加。而鱼类种群的这种变化规律,使捕

捞活动的有效开展获得了一定的支撑,因此,捕鱼活动应该

在确保鱼类种群数量具有较高稳定性且增长趋势良好的情

况下进行[6]。 

第五,对新的生物种类进行科学的引入,实现群落结构

的优化,在生物系统当中,生物种类具有多元化和复杂化的

特点,而这也是确保生态系统平衡的重要条件,食物链结构

的复杂性越高,生态系统当中的就会产生越高的能量流动效

率,所以,对新的鱼类品种进行科学的引入,使生态系统当中

的生态位空缺得到及时补充,能够使水库的生态效益得到有

效的提升,实现闲置资源的充分利用,而新品种引入,可以利

用较高经济效益和生态效益的物种对土著种类进行取代,使

食物链得到有效的优化,同时还能对生物群落结构产生改良

的作用,在同等条件的水域空间当中,获得更高的效益回报[7]。 

4 结语 

综上所述,对水库生态渔业进行大力的发展,不但能够

获得良好的经济效益,其生态效益也是不容忽视的,因此,陕

北地区在发展水库生态渔业的过程中,一定要对可持续发展

理念进行有效的落实,使水库渔业发展的生态性及科学性得

到有效的保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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