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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 西 红 树 林 区 经 济 动 物 的 行 为

生 态 及 其 生 态 养 殖 的 初 步 设 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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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广 西 红 树 林 区 的主 要 经 济 动 物 有 光 裸 星 虫 (从娜 cu 俪
: 。而 s)

,

可 口 革 囊 虫

伊加 cso ot

~
es 。俪勿 )

、

合浦 珠母 贝 ( p 认c at d a

、
, 绝孔 成: )

、

文 蛤 (卫 价。加二 ~ 阶二 )
、

青蟹

(S叩 laI ~ 山 )
、

长 毛 对虾 (只明留翻 卿交材如妞习
、

中华乌塘 组 临的浏 r 幼舰 h即;

~ 。 )
、

鲍 罗豆

齿级 (八 翻火双切叨 动 is 姗 o)
、

弹涂鱼 ( Pe r fo hP hat lm i d a e )
、

鳍 鱼 ( & “。卯 )
、

鳍 鱼 (M u
isl id ae ) 等

.

本文根 据这 些 动物的行 为生态 特征
,

提 出生 态养殖的初 步模式
,

同 时讨论 了生 态 养殖 的

优点
。

关扭词 红 树林 区 经济动 物 行 为 生 态 生 态 养殖

广 西 沿海属 北热带
,

海岸 线长达 1595 k m ,

现 有 红 树林 面积 为 565 h4 耐
。

广西 的红 树林 片

林 面 积大
,

林外滩 涂 开 阔
,

红 树林 为海洋 动物提供 了 丰富 的饵料
。

红 树林 的枯 枝落 叶和 复杂

的根系又 构成 了 良好的动物栖 息场所
,

许多 海洋动物 在红树 林 内定居
、

索食和 产卵
。

根据 我

们多 年对 广西 沿海红 树林 区 的调 查 和 观 察
,

发 现 有一 百 多 种大型 底栖 动物在红 树林 区生 活
,

几

十种游泳 动 物 到 红 树 林 区 摄 食 和 产 卵
。

其 中经 济 价 值 较大 的 动 物 有 光 裸 星 虫 ( 从 , 抓 cu l us

, 。而 s )
、

可 口 革囊 虫 (hP a sc o lo
som

a 。sc
o l e , at )

、

合 浦 珠 母 贝 ( p ` , ct a da m a , et n 。 ; i )
、

文 蛤 (万 e , etr i x

, , e加 ` x )
、

青蟹 ( S卿 lal ,
, a勿 )

、

中 华 乌塘 鳍 ( B o s t , 让ht无犷s ; ` , e : “ s )
、

鲍 罗 豆 齿 鳗 (八 s

耐
0 0 0户无￡s

b, o )
、

弹涂 鱼 (eP r i o p h t ha l m i da e
)

,

索食 徊 游 的动物 有 长 毛 对 虾 ( eP
, a e : s 尹e n ic i l al 纽 s

)
、

够鱼

(敌agl
。 )

、

鳍 鱼 ( uM助 ida
e )

。

本 文 就 这 些种 类 的市 场状 况
、

生 态 习 性 和 生 态 养殖 方 法 展 开 论

述
。

l 经 济 动物的行为生态学及其生 态养殖设想

1
.

1 光裸星 虫

光裸 星 虫是 广西 沿海的名优 特产
,

目前 活 鲜 售价为 14 ~ 20 元 / kg
。

干 货 远 销 国 内外
,

售价

为 160~ 2 00 元 / k g
。

米裸 星 虫是 广 西 沙质滩涂 的主 要 星 虫类
,

在红 树林 水系 流 经 的滩 涂 特别多
。

红 树林 区沙

质水沟边 是光裸 星 虫繁衍的 良 好场所
。

光 裸星 虫的球状 幼体 为浮游 动物
,

捕食浮 游 藻类
。

变

态 成小星 虫后 钻入 沙中生活
。

光 裸 星 虫 吞 食沙粒
,

消化沙 中的有机 质作营养
。

由于 光 裸 星 虫经

济价值高
,

多 年来遭到 过 分挖掘
,

自然 资 源显 著 下 降
,

进 行光裸星 虫的增养殖 已成定 势
。

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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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 红 树 林 区孕 育 着 光裸 星 虫 幼 体和 稚 曳丰 富 饵 料 的 事 实
,

我 们认为 可 以在 红 树林 区 及其 附近

的沙质滩涂 放养光裸 星 虫
。

拟 用适 当 网具 围 住红 树林 区 沙质滩 涂阻止敌 害动物侵 入
。

在 室 内

进行 光裸 星 虫人 工 育 苗
,

把球 状 幼体培育 到 变态 成稚 虫后放 入 围网 内养殖
。

利用 红 树林输 出

的丰富有机 物来生产 高价值 的星 虫
。

、

令

L Z 可 口 革续 虫

可 口 革囊虫是 广西红 树林 区重 要 的经 济 动物
,

目前 售价 12 ~ 20 元 / kg
。

可 口 革囊虫是 广西 红树林 区优 势的动物 种群
,

为永久 性居 住者
.

栖 息在红 树林 内的淤泥

和泥 沙质土 壤中
。

可 口 革囊 虫栖息和 取食 均在 土 中进行
。

它 们吞食 泥 沙
,

消化泥 中的有机 质
.

4~ 5 月份为繁殖 季节
,

10 月后 大批 可 口 革囊虫长成 商品 星 虫
。

选择底 质为 泥 质
、

泥 沙 质
,

退潮后 积 水较少 的红 树 林 区
,

用 适 当 的网 圈 围
。

在可 口革 囊

虫繁殖季 节培育大 量虫苗放入 圈内
,

增加 种 群密度
。

在 可 口 革囊 虫繁殖季节 禁止 捕挖 活 动
,

在
乍 收 获季节禁止 用 毒药毒 捕

,

有 计划 地 挖取 个体大者
,

存 留 个体 小者
,

维 护 正 常的 种群结构
,

使

这 一 资源 得 到 持续 利用
。

1
.

3 合浦珠母 贝

合浦珍珠是 历 代两 广官 员进贡 朝廷 的珍品
,

也 是广西 北 海传统 的出 口 创汇 品 种
。

目前 合

浦珍 珠售价 2 万 元 / kg
。

广西 沿海 都产合浦 珠母 贝
.

红 树林 水系流经 的浅海 区是 珠母 贝 生长发育的理 想 海 区
.

红

树林 内大 潮沟也 出产合浦珠 母 贝
。

合浦 珠母 贝的 幼体 营浮 游生 活
,

变 态 成小 贝 后 营 固着 生 活
,

以 足丝 附着于 水 底砂 粒或 石 块上
。

合浦 珠母 贝 以 滤 食方式 摄取 水中浮游 生物和 有机碎 屑
。

珍珠 育苗和 养殖 技术 已较成熟
。

红 树林 区 有珠母 贝 丰富的 饵料 和 适 合的水环境
,

在红 树
鑫 林 内潮 沟及 红 树林 水 系流 经的浅 海 区 养殖合 浦珠母 贝

,

将会收 到 高产 质优 的珍珠
。

养殖方式

是 将 室 内育 出的贝 苗放 入 网箱 吊养
。

1
.

4 文蛤

文蛤 是广西沿海 重要的 经济 贝类
,

目前售价 4一 6 元 / kg
。

文蛤 是广西 沿海 滩涂 的优势种
,

淤 泥 底质和 沙质底 质适合其 生长
。

红 树林 潮沟 边 有文蛤

生长繁殖 的适宜环 境
。

文 蛤幼体 为浮 游动物
,

以 浮游 藻类为食
。

变态成幼 贝 后 沉入 泥 沙 中生

活
。

涨 潮时露 出土面
,

滤 食 水 中浮游 生物
,

退 潮时埋入 泥 沙 中 ,, 有时也就 地吞食 一 些土 中有

机 质
。

文蛤养 殖业 已在 广西 兴起
,

但 文蛤育苗技 术 尚未成 熟
。

红 树林水 系含有丰富 的文蛤饵 料
,

红 树林潮 沟及 其林子 外 围滩 涂均是文蛤 的生长地
。

可利用适 当 的网 将潮沟两 边 围住
,

阻 止敌
` 害动物的侵 入 和文蛤 苗的逃逸

。

将文 蛤苗放入 网栏 内养殖
,

将会 获得高产肥满 的文蛤
·

1
.

5 青 蟹

青蟹 肉味鲜美
、

营养 丰 富
,

还 有一 定的 药用功效
,

前 售价为 50~ 80 元 / k s
.

青蟹属 近 海蟹类
,

广 泛分布 于热 带
、

亚 热带沿海
,

西 沿海 的红树 林 区是 青蟹 的主 要 产地 之 一
。

历来是名 贵的 活海 味
,

畅销 国内外
,

目

有 相当部分产 于 红 树林 沼 泽地 〔̀
,

2 ,

”
。

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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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 蟹的 生 活 史 经 过 搔状幼 体
、

大 眼 幼 体
,

早期 稚 蟹
、

后 期稚蟹 ( 亚 成 蟹 )
、

成 蟹 等发 育阶

段
。

成熟的 雌 蟹交 配 后 多数到 深 水 中产 卵 〔̀
·

` 〕 ,

也 有部分 在 红 树林 中就 地 产卵
。

孵 出的 搔状幼

体扩散到 沿海 适 宜的 水 域 (包 括红 树 林 区 ) 中生 活
。

发育成 大 眼 幼 体后 随 着 涨潮的 潮水进入

红 树林 区 生活
。

大眼 幼 体和 早 期稚 蟹 隐 蔽 在红 树 林 落叶下 或淤 泥 下
。

随着长 大
,

后 期稚 蟹和

成蟹大部分陆 续移到 深 水 区
。

少 数仍 留在红 树林 区
,

一 般居 于 洞 内
,

也 有埋 在 淤泥 下仅露 出 曹

一对 眼 睛
。

涨 潮 时 各 期青蟹均 进入 红 树林 区 觅食
。

青蟹 为杂食性 动物
。

幼体 主食浮 游 生物
。

变

态成稚蟹后 具 有强大坚 硬 的鳌
,

大颗 和 小颗
,

能咬破 坚 硬 的 贝壳 而 取 食 其 肉〔卜 . , 。

青蟹主要 捕

食 固 着的或行动缓 慢的底 栖无 脊椎动物
,

特别喜 欢食小 型蟹 和 双 壳贝 类
,

有 时也捕 食一 些 小

鱼
,

或者 啃食 地 上 江 篱 (伪 ac 咖。。 ) 等藻 类 〔卜 ` 。, 。

青蟹饥 饿时 有同 类残 食现 象
。

红 树林 池塘养 殖 的青 蟹 7一 8 个 月 可长 成商 品 蟹 (头胸 甲 宽 10 一 1c5 m ) 〔3, 。

李复雪 等也建

议 在 红 树林 区 养 殖 青蟹 〔川
。

我 们 认为 可 以 把红 树林 较茂盛
,

底 质为 泥 质
、

泥 沙质
,

退 潮后 积

水较少
,

涨潮 时风 浪较 平静的林 区 围住
,

用 作青蟹的 生 态 养殖 区
。

将大 眼 幼 体
、

一 期稚蟹 放

在 密网 内培育 到 4~ 5 期稚 蟹
,

而 后 开 出 整 个 红 树林 区养殖
,

养 成商品 蟹 出售
。

6 长毛 对虾

长毛 对 虾 色 美 味 香
,

在 国 外 市 比其 它 对 虾受欢 迎
,

目前 售价 60 ~ 80 元 / kg
。

成 熟 的 对 虾 在 外 海 产 卵
,

孵 出 的幼 体 在 夜 间 随 着涨 潮 的 潮 水 进 入 河 口 红 树 林 水 系 生

活 〔3
,

` , ` 3 , ,

捕食 红 树林 区 的浮 游 生 物
.

发 育成稚 虾后 涨 潮 时进 入 红 树林 区 索食
。

st on er 等 发现

对 虾 25 % 以下 的饵料是 红 树林 碎 屑 〔“ 〕。

红 树 林叶子 腐 烂 后 含 有 很 高 的蛋 白质 和 能量
,

用 来投

喂 独 角新对虾 ( M e at 那、 。。 m邻 oc , otY ) 获得 较高 的生 长率 〔̀ 5, 。

红 树 林 中 的多 毛 类
、

钩 虾
、

星

虫 类 等也 是 对 虾 良好的 动物 性饵 料
。

可用 网圈 围红 树林 群 落较稀 疏
,

底 质为泥 质
、

泥 沙质
、

沙 泥 质
,

退 潮 后 有 l 3/ ~ 1/ 2 面 积

有积水 的林区 进行长 毛 对 虾 的养殖
。

涨 潮时长 毛 对 虾可 到 整 个 红树林 区 觅食
。

在林 中选 择退 、

潮后 有 积 水
,

涨 潮 时 风 平浪静 的地 方 作 中 间培 养区
,

把体长 1
.

cZ m 的仔 虾 放在 60 目 网 内培 育

到 c3 m
,

再 移 到 2D 目网 中培 育到 7 c m
,

然 后 把 7c m 的稚 虾开 出 整 个 红 树 林 区养殖
。

长毛对 虾

可 单 养
,

也 可和 青蟹
、

江 篱混 养
,

混 养 中青蟹食剩 下 的 残 饵 还 可为对 虾 所利 用 〔幻 。

7 中华乌塘鳗

中华 乌塘鳗 肉质鲜嫩
,

营养 丰富
,

是 名贵 的滋 补 鱼 类
,

目前售 价为 80 ~ 90 元 / kg
。

中华 乌塘 鳗为 热 带
、

亚 热 带 的半咸淡 鱼 类
,

特 别喜欢栖 息在 河 口 红 树林 区
。

广 西 沿海红

树林 区是 中华 乌塘鳗 的 重 要 产地
。

中华 乌塘 鳗为穴居 鱼 类
,

退 潮时大鱼 主 要 栖 息在洞 中
,

小 鱼

和 个 别大鱼 也就 地 隐蔽在 红 树林 落 叶下或淤 泥 下
。

涨 潮时离开 隐蔽处 到整 个 红 树林 区觅食
。

中

华 乌塘嫂 为 肉食性 鱼 类
,

主 要捕 食小蟹
、

小虾和 小鱼 等
,

特别喜欢 攻击蜕 壳的虾蟹
。

我 们曾

观 察 到 一 只重约 50 9 的中华 乌塘鲤 咬食 一 只 重约 1009 的软壳 青蟹
。

中华 乌塘嫂饥饿 时也发 生
同类残 食 二

。 钾

红 树林区 拥 有 丰富的饵 料 “
·

2
·

` 门 ,

红 树林 的枯枝 落叶 和 复杂 的根 系 又 为海 洋动物提 供了优

越的栖息场所 〔l8}
,

在红树林 区 养 殖 中华 乌塘鲤将 取 得 可 观 的经济效 益
。

拟 将红 树林 较茂密
,

退

潮后 有 l 邝 面 积 有积 水
,

底质 为泥 质 或泥 沙质的地 方 用 网 围住养 殖 中华 乌塘鳗
。

在 围栏 内选

择 底 质为 淤 泥
,

退 潮 后 有 积 水
,

涨潮 时 风 浪 较 缓的地方 作 中间培养 区
。

中 间培养 区分 两 级
,

一

级 中间培 养 区 是 40 目 网箱 把 cZ m 长 幼 鱼 培育 到 c4 m
,

二 级 中 间 培 养 区 用 20 目网 围 住
,

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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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4m幼 鱼 培 育到 6 c m
。

然后 将 6 c m幼 鱼 开 出整 个 红 树林 围 养区 养成
。

8鲍 罗豆 齿鳗

、 鲍罗 豆 齿鳗 是 广西 沿海 红 树林 区 的经 济鱼 类之 一 目前售价 为 1 4一 2 0元 / kg o

鲍 罗 豆 齿鳗是 红 树林的永 久 居 住者
,

主 营 穴 居 生 活
。

退 潮 时穴 居
,

涨潮 时在 水中觅食
,

受

惊 动时则迅速 钻入 土 中
。

逃 遁 时 以 尾 巴钻 土
,

努力 摆动 全 身
,

很快 就钻 入 较深的土 中
。

危 险

过 后 头 部探 出
,

观 测到 确 实安 全 后
,

又 进 入 水 中觅 食
。

鲍罗 豆 齿鳗 为 肉食性鱼 类
,

捕食能 力

很 强
,

林 中虾 类
、

小蟹
、

小 鱼
、

星 虫 及 多 毛 类均为 其捕食的 对 象
。

根据鲍 罗 豆 齿鳗 的生 态 习性
,

我们认 为可 以在 淤泥 底为 主 的 红 树林 区 放养鲍 罗 豆 齿鳗
.

用

适当 网 把红 树林 向海 面 围住
,

在 林 中选 择 退潮后 有 积水的背 风 地点作 中间 培养 区
。

中间培 养

区 分两 级
,

一 级 中 间培养 区 用 60 目网 箱把 鱼 苗从 cZ m 培育到 1c0 m
,

二 级 中间培养 区 用 20 目

网 围住
,

把 1 c0 m 鱼 苗培育 到 20 c m
。

长 到 2 c0 m 的鱼 苗 可开出整个 红 树林 区 养殖
。

、
.1 9 弹涂 鱼

弹涂 鱼 肉质细 嫩
,

营养价值 高
,

为名贵 鱼 类
,

目前售价 为 40 ~ 50 元 / kg
。

弹涂 鱼 是广 西 红 树林 区的 广 布种类
。

调 查结 果 表 明
,

广 西 红 树林 区 弹涂 鱼 有三 种
:

弹涂 鱼

( eP
, 10 尹八枷俪: s

ca
, t o ,

,
s i a )

、

大 弹涂 鱼 (oB ale 户h从 a l m。。 c h名n e: s衍 ) 和 青弹 涂 鱼 ( S , et al o s v 落, ` 法̀ s )
。

弹涂 鱼 主 要 营穴 居 生 活
,

栖 息于 土 壤洞 穴和 红 树林 根 系间
。

弹涂鱼 是 植食性 鱼 类
,

吞食 红 树

林 土 壤表面 的 真菌
、

硅藻和 兰 绿藻 〔3 , ,

有 时也食些 小动物
.

弹涂 鱼 可昼 夜觅食
,

有时还 成 群结

队爬到 树 上 〔̀ ” ,

受惊时则 迅速 钻 入 洞 中或淤 泥 下
,

危险过 后 又 出来 觅食
。

红 树林 是 弹 涂鱼 的天 然 繁衍场所
,

开 发红 树 林区 弹 涂鱼 资源 应 以 保护 和 养殖 相结 合为 宜
。

首 先是 保护 好资源
,

禁止 乱捕 乱杀
,

特 别严 禁用 药物 毒鱼和 用 电击 捕鱼
。

将 红 树林沼 泽区 分
鑫 包给沿海 居 民

,

有 计 划 地捕 捉 出 卖
,

捕 大 留 小
,

不 捕怀 卵亲鱼
。

经 常 驱赶 海鸟 和 滩涂家 禽等

敌 害
,

给 弹涂 鱼提 供一 个安 全 的生 息环 境
。

其 次是用适 宜网 把红 树林 区 围住进 行弹涂 鱼 生态

养殖
。

用 密 网 把适宜 地方 围 住用 作 中间培养 区
,

把 cZ m 长的 鱼 苗放 入 中间培 养 区培育到 c4 m ,

然 后把 4c m 鱼 苗开 出整 个 红 树林 区 养殖
。

退 潮时 可在林滩 表 面 施 撒动 物 粪便和 化 肥
,

促进弹

涂 鱼 藻类 饵料 的生长
。

.

10 彗 鱼

嬉 鱼 是广 西 沿海重 要 的经 济鱼 类
,

目前 售价为 20 一 30 元 / kg
。

广 西 沿海 的鳍 鱼 有三 种
:

多鳞 鳍 ( iS lla 卯 滋
a

ma )
、

少 鳞嬉 ( s
.

aj 即瓜 ca ) 和 花 嬉 (S
.

ma o la at )
。

这

三 种鳍鱼 均是 红 树林 区 间歇性 索食 鱼 类
。

涨 潮时成 群结队进入 红 树林 区 觅食
,

特别喜 欢到 沙

质底质的 红 树 林 区索食
。

退 潮时多 数退 出 外海
,

少 数 留在林 中 积 水 区
。

鳍 鱼 以 肉食 为主
,

捕食
, 林 中的小虾

、

多毛 类和 星 虫等
。

有时也食 部分植 物碎屑
。

嬉 鱼 生长 快
,

3~ 4 个 月便可 长成商

品 鱼
。

根据嬉 鱼 的生 态习性
,

可在 红 树林较稀 疏
,

底 质为 沙质
、

沙泥 质
,

退 潮后 积水较 多 的地

方 进行鳍 鱼 和 江篱混 养
。

12 月份 将江 篱种苗 撒入 积 水区
,

翌年 3~ 4 月份 可收 获一 批江 篱
,

留

下适量江 篱在积水 区
,

接 着用 网 把红 树林靠 海 面 围住
。

在林 中选 择 退 潮后 有积水
,

涨 潮时风

浪较 平静的 地 方 作 中间培养 区
。

中间培 养 区分 两 级
,

一 级 中 间培 养 区 用 60 目网箱 把 cZ m 鱼 苗

培 育 到 c4 m
,

二 级中 间培 养 区 用 2D 目网 围住
,

把 c4 m 鱼 苗培育到 c6 m
。

长 到 c6 m 的鱼 苗便 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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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 出 整 个 红 树林 区 养殖
。

涨 潮 时鳍 鱼 可 以 到 整个红 树林 区 摄 食
,

低 潮 时 退 到 积 水 区
,

躲藏 在

江 篱中
。

江 篱丛 可以 为鳍 鱼 提 供钩 虾等食 物
,

江 篱光 合作 用 释 放的 氧气可为 鳍 鱼 呼 吸 用 〔幻 。

.

11 蜡鱼

鳍 鱼 是 广 西 沿 海的重 要 经 济鱼 类
,

目前 售价为 6~ 8 元 / kg
。

鳍 鱼属 广盐 性鱼 类
,

分 布于 全世 界的咸淡水 区
。

鳍 鱼 种类 较多
,

广西 沿海 主 要 产 大鳞 梭鳍 ( iIJ 翻

~
o l e

脚 ) 和 普通 鳍鱼 (万啊` z ce 尹加l u s
)

。

鳍 鱼 成 熟后 退 到 海 中产 卵
,

孵 出的稚鱼 长到 cZ m 后 夜 间 随 着涨潮 潮 水进 入 河 口 区 生 活
,

特别喜欢 在红 树林 水系 区
。

广 西 每年 4~ 6 月 份为鳍 鱼 集 中产 卵期
。

这 时大群 鳍 鱼 苗 随 着潮水

进 入 红 树林 区
,

退 潮后 就 留在林 中积水 区
。

涨潮时游 到 整个红 树林 区 觅 食
。

鳍 鱼 为 植 食性鱼

类
,

主 要吞 食 林 中底栖 藻类
、

植物碎屑 和 微型 植 物
,

有 时也兼食 微型 动物 〔习 。

鳍 鱼 食性大
,

生

长快
,

在红 树林 区 3一 4 个月就可 长 成商品 鱼
。

可选 择退 潮后积水较 多 的红 树林 区 作鳍 鱼 养殖场
,

用 适当 的网 把红 树林靠海 区 拦 住
,

用

密 网把 林 中积 水区 围住作 鱼 苗 中间培育 区
。

把 鱼苗 放在 中间培育 区 培育到 c6 m 后 再 开 出整个

红 树 林 区 养殖
。

3~ 4 个 月后 便可 用 网 选 捕大 鱼 出 售
。

可 连 续 投 苗
,

连 续 收 获
,

一 年生 产 多

批
。

2 红树林 区生态养殖 的优点

广西沿海 的 海水 养殖绝 大部 分是在人 工 池 塘 中进行
,

国外 的红 树林 区养殖 大多 亦 是 在红

树 林 内建造池 塘进行 的〔3 , 。

李复雪等 曾建议在红 树林 区养 殖 ` , 2 , ,

但 没有提 出养 殖方 法
。

不 建

池 塘而 用 网 围栏 在红 树 林 区进行 生态养殖较 池 塘养殖 有九大优 点
。

2
.

1 绿色海堤 和海洋牧 场

生态 养殖 不 破 坏 红 树 林
,

连 片的红树林 可以 缓 冲海 浪
,

是 良好的绿 色海堤
。

同 时 红 树林

区有 丰富的饵 料和 良好 的动物栖 息场所
,

可 招引许 多 海洋动 物 到 林 区摄 食和 栖息
,

因此 红 树

林 区 又 是 理想 的海洋牧 场
。

.2 2 低投 资
、

快见 效

建造 池塘养殖需 要 大量基 建费
,

致 使部分养殖 场长期 收 不 回投 资
。

生 态 养殖主 要 用 网 围

栏 养 殖
,

每公 顷成本 约 为 9000 元
,

一 年 后 便可收 回 成本
。

2
.

3 抗拒 自然灾害能 力强

普通 池 塘的海堤 阻 水面 为 100 %
,

易被 台风 和 洪 水破坏
。

生态养殖 采用的 网 具 阻水 面 积 为
4% ~ 10 %

,

加上 网 具本 身有弹性
,

所受 的力在总 力 的 5% 以 下
,

所 以 不易被 台风 或洪水 冲崩
,

估 计 可防 御 10 一 11 级 台风
。 ,

么 4 保持 天 然生态 环境条件

生 态养殖 的网 具阻 水面 为 4% ~ 10 %
,

基 本上 不妨碍 潮 水的升 降和河水 的排泻
,

保持 了 天

然生态 环 境条件
,

形 成小养殖 区 大水体 的养殖结 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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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

5 增 加天 然海 区资源

目前沿 海养殖的 种苗相当 一 部分来 自天 然海区
,

如 青蟹和 中华乌塘 鳗
,

这些种 苗在人 造
、 池塘中养成 后 一 般不 分 大小 皆捕

,

这不 利于 夭 然海 区正 常种群 结构的维 持
。

用 围网进行 的生

态养殖则可统 一 集约 化 生产和 环境 资源保 护 之间的矛 盾
。

上文 所述的经 济动物绝大部分 可以

在红 树林 区 完 成生 活史
。

在红 树林 长期大量地 养殖这些 动物
,

将有不 少 动物就地 萦殖 后代
.

这

些动物 的幼 体 可 以 自由地通 过 围 网进 入 天然海 区
,

从 而增 加 了 自然资 源
,

维 护 了 生物 多样

性
。

2
.

6 产品 品质好

池塘养殖 的对 虾
、

青蟹等 由于 生活 环 境和 饵料有 别于 天然 海 区
,

其 品 质普遍 不 如 天 然海

区的动物
。

生 态 养殖 的动物生 长发 育环 境接 近 天 然海 区
,

因此 养成的海 产产品 品 质接近 夭然
、 海区

。

2
.

7 省饵 料

生 态 养殖保 持天 然 海区 的 生 态 环 境
,

使夭 然 海 区许 多 饵料 生 物能够 自由进 出
,

加上 红树

林又 可孕 育饵料 生 物
,

可节省大量 饵料
.

预 计 投 饵料量 不 到 普 通池 塘 的一 半
.

2二 水质好

生态 养殖 保证潮 水 和 河 水 自由进 出
,

使养殖 区经 常保持优 良的水质 生态环 境 条件
.

这是

防止 疾病发 生 的重要 有利因 素
。

、 么 9 红 树林上 附着 危害动物 的生态治理

青蟹索食 红树林 枝茎 上 附 着的藤壶
、

牡蜘等
。

在 红 树林 区 进行青蟹 的生态 养殖 可以 减轻

附着动物对 红 树植物 的 危害程度
,

同 时 又 产出名贵海 产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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