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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粮农组织外国专家对昆明

“2814”项目进行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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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鱼种到滇池投放在|】【司箱中养殖

1987年路南黑龙潭水库虹鳟鱼
莽鱼池全景

≮池湖管人员巡湖检查

大观鱼场人工rI繁，科技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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謦海鱼场网箱养鱼



昆明酱坪村温流水养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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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言

盛世修志，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

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十分重视这一工作，多次倡导编纂社会主义

的新方志．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全国出现了普修新方志的热

潮．在此潮流的推动下，《昆明渔业志》于1991年4月开始筹备，

迈出了可喜的一步。冬去春来，历时四载，这朵方志百花园中的小

花，沐阳光，浴雨露，终于含苞绽放了。。俏也不争春，只把春来

报。，她以微微温馨、染浓了昆明水产的春光．她以一点新绿，来

点缀如花似锦的春城．．

《昆明渔业志》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坚持辩证唯物

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全面地、系统地对昆明水产的历史和现

状作了实事求是的记述．它的问世，是迄今为止昆明水产行业的一
’

部前无古人、后启来者、服务当代、有益后世的志书。它的。资

治、教化、存史”功能是应该肯定的。

这部l 9万字的志书，参加编修者数十人，他们虽然不是行

家，但有志于此项工作，同心协力。集中统一，广收博采，严格考

证，精心谋篇，删繁就简，秉笔直书，呕心奉献。这分热情，这种

精神，可嘉也可敬．而他们中有的已走完了人生的旅途而长眠于九

泉，但功不可没，当为后世铭记。

《昆明渔业志》时间跨度大，资料收集难度大，编者虽竭尽心

力，终难保其无误．但只要能为前人留下纪念，给今人和后人带来

思索，‘那么，编纂的目的，就算基本达到了。

本书的问世，得到昆明市志办、市水利志办和省市水产部门领

导和同行的重视、指导、支持、帮助。在此，我们一并致以衷心的

感谢!

兔疚粤名辛
一九九五年三月二十八日

一l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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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侈l} ．

一、《昆明渔业志》是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坚持

党的四项基本原则，以《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

为准绳，实事求是，秉笔直书，力求思想性。科学性和资料性相统

一的专业志．
’

二、根据新编地方志的体例，体裁有述．志、图．表等，以志

为主。结构分篇、章、节，目四个层次．

三、渔业史追溯到唐宋昆明水产有记载时起，下限至1990

年．重点是新中国成立以后的四十年昆明水产发展情况．建国以’

前，本着。详今略古’书写。有些事为说明情况，时间就延长到出书

的一九九五年． ．

四、本书用语文记述：使用汉字和阿拉伯数字，按国家语言文

字工作委员会等七单位《关于出版物上数字用法的规定》书写．

五，本书中所列数字，主要来自昆明市统计局年报，市水利局

水产处提供的渔业资料，市渔政监督管理处，市水产公司供给的数

字．其它气象、水文等效据，由有关业务主管部门提供．

六、本书计量单位：度、量、衡一律用公制，温度用摄氏度；

地面、水面高程，用黄海高程． ．

七，本书历代年号沿用习惯称呼，年号后注明公元年代．中华

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一律用公元纪年．凡世纪、年代、月、日均用阿

拉伯数字书写．

、八、本书历代政权均按当时称谓．’
，

九、本书地名书写一律以《昆明市地名志》为准，个别加注原

名附说明．．

十、本书涉及人物官衔、职称，均按当时的官衔、。职称直呼其

名书写．

十一、本书区域，按昆明市一九九0年建制，包括四区、八

县．

十二、本书资料来源主要来自市档案馆、图书馆、民间口碑、

调查材料等．散在全市各地的碑刻，也是资料来源的一个方面．
—— ，——



溉 述

昆明地处云贵高原西部．位于北纬24“23 7～26。22 7；东经

102。10 7，103。40 7，南北长2l 8公里，东西宽l 51公里，总面

积为15561平方公里．东与东川市和曲靖地区的寻甸、马龙、’陆良

县接壤，西与楚雄州的武定。禄丰县相连，南与玉溪地区的易门，
． 玉溪、澄江县和红河州的泸西、弥勒县毗邻、北临金沙江，与四川

省的会东、会理县隔江相望．全市辖有盘龙、五华两个市区、官

渡，西山两个郊区，以及呈贡、-晋宁、宜良、．路南、安宁、富民、

禄劝和嵩明八个县，共1．2个县(区)，360万人，其中城市人口l 50

万人．昆明地区地形，总的是北部高，由北向南呈阶梯形逐渐降

低，中部隆起，东西两僦较低。地貌形态以湖盆岩溶高原为主，红

色高原地貌次之。全地区地质比较复杂，各个时代的基岩出露较为

齐全，层序清晰，生物化石丰富．昆明气候处于jP哑热带，境内大

多数地区夏无酷暑，冬无严寒，但．由于地貌复发，地形高差较大，

年平均气温高低悬殊20℃左右，有明显垂直差异和水平差异．年降

雨量800---"1200毫米，年雨日1320136天左右．降水量以七八两
．月最多，月平均在200毫米左右。年降雨量较丰富，多年平均为

938毫米，比全国的630毫米多33％，且年际间多数年的降水变率

较小，表明降水的有效率较高，对蓄水量有可能发挥较大的效益，

但热季降水多，影响地温、水温的升高，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使鱼类

生长缓慢，生长周期长．干、湿季降水悬殊，干季易出现春旱，雨

季降水集中，常造成洪涝灾害，对渔业生产造成不利的影响．土壤

的水平地带性分布以一山原红壤”为主，呈大面积分布． ‘．

昆明地区捕捞渔业有悠久的历史，至今滇池附近还有古老的贝

丘遗址存在。秦汉时期，滇池地区有。田渔之饶”，捕鱼为滇人一项

重要的生产活动．1 280年马可波罗来过滇池，在《马可波罗游记》

中记有。湖甚大，广有百里，其中鱼类繁殖，．鱼最大，诸类皆有，

盖世界最良之鱼也”．1638年，明朝地理学家徐霞客考察了滇池及

沿湖一些池塘，并专门描述了金线鱼。清嘉庆。(1796----1821年)檀



萃著的《滇海虞衡志》记载了云南十数种经济鱼类及水生生物概

况．1 904-1 91 4年，英国学者C·T·Rogan·Chaudhur报导了

15种．鱼类．其后研究云南鱼类的有张春霖、方炳文、张玺等‘．

1943-1944年，北平动物研究所的张玺、刘永彬曾在宜良县阳宗海

进行中华倒刺 的人工受精和孵化试验获得成功，并在昆明郊区挖

池养成鱼种放入滇池。但群众性的水产养殖业尚属空白，除昆明翠

湖和少数区县的个别观赏鱼池外，既没有专业生产的养殖鱼池，也

没有从事养殖的专业人员和养鱼的农户．
、

1949年时，昆明渔业水域较多，主要有滇池、嘉丽泽、阳宗

海、草甸海、月湖和长湖等50多万亩的大小湖泊和一部分湖塘和

坝塘。从事渔业生产的、全部为捕捞的渔民和兼业渔民．水产品主

要有滇池的白鱼(银白鱼)、油鱼(云南鲴)、鲤鱼、鲶鱼和滇池、

阳宗海的金线鱼(金线鳃)以及螺蛳、米虾等，产量不过1 20吨：

市场销售的水产品，除滇池的鲜鱼和少量活鱼外，还有来自澄江的

抗浪鱼和大理的弓鱼以及沿海运进的淡干盐干水产品。昆明尽管湖

泊多，水面大，但生产基础差，产量低，加上交通不便，因而渔业

在大农业中处于落后和被忽视的状态。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水产生产在以养为主，养捕并举的方

针指引下，开始受到重视。1952年昆明市农林局先后派出人员，到

华东浙江菱湖学习养殖技术，到上海水产学院进修水产行政管理．

1953年开始进行水产资源调查，1954年在全省首先建立起昆明市

鱼种场，1956年成立了昆明市水产公司，统一管理全市水产生产和

经营供销业务，并从广西南宁首次空运草鱼和鲢、鳙鱼种到昆湖水

产养殖场饲养。从此，昆明由历史上单二的捕捞渔业，扩展为养殖

捕捞并举。在养殖上依靠国营场站，繁育供应优良苗种，示范带动

群众，发展各类水面的养殖。并先从湖泊等大水面放养鱼种粗放养

殖开始，逐步发展为集中连片修建鱼池，建立商品鱼基地，转向投
饲精养。相继成立了水产科学研究所和水产技术推广站，因地制宜

试验推广温流水养鱼、网箱养鱼和引进银鱼，池沼公鱼等增殖良

种，促进了湖泊、水库大水面增产。水产公司的供销经营，也逐年
-——4．一



扩大，收购鲜鱼j调进海产品，保证节日市场供应，80年代组织收

购加工出口银鱼，发展成为昆明的中型企业。相应的水产行政、．事

业、企业机构，也从过去的空白，发展为市有水产主管部门水利

局，下设水产处，渔政监督管理处、昆明市水产科学研究所，昆明

市水产技术推广站以及昆明市水产总公司和所属渔场j县区有水产

站、渔政站，全市形成了行政、渔政、科研、推广、供销门类齐全

的国有单位．全市才铲品产量，亦由1952年的180吨，到1990年
上升到14185吨，其中养殖产量，从无到有，增加到5354吨，日

占水产品总产的37．34％，捕捞产量，亦比l 952年增加49倍。渔

业已成为昆明市大农业中的一项重要—世。到1994年全市养殖产
量已上升到l 1955吨，比1990年翻了一番．养殖产量已占全市水

产品总产量19389吨的61．66％。

昆明市渔业发展从1953年起，经历了四个发展时期．

1953—1957年，为养殖开始发展时期。1953年滇池渔村成立了

捕鱼互助组、渔业初级社，开展互助合作，添置船网有力地促进了

捕捞生产的恢复．1 954—1 955年相继在草海边和滇池边建立了国营

大观水产养殖场和昆湖水产养殖场，并引进内地的优良养殖鱼种一一

青、草、鲢、鳙四大家鱼，之后连续从广西、武汉空运鱼苗，培育

成夏花鱼种，供应群众，发展养鱼。

1958—1965年，从湖泊放养、湖泊开放到湖泊管理，机关厂矿

开展养鱼自给时期．1958年滇池成立了渔业管理委员会，决定开始

放养鱼种，实行。国家放养、集体捕捞、收益分成。的办法，鱼种除

两个国营场培育放养外，还从省外利用火车大批运进，放入滇池．

1959年8月市里一度将前卫公社、先锋公社的渔业队410人，组成

市水产公司的第二、第三捕鱼队，加上使用机船的第一捕鱼队，集

中人力和船网在滇池捕捞．同时全市实行国营、公社和管理区三级

发展捕捞．到1 961年，实行湖泊开放，规定不论城乡集体或个

人，都可下湖捕捞，谁捕谁得。由于私人捕捞盲目发展，以致滇池

鱼类越捕越少，造成水产资源严重衰退。1965年滇池成立20人编

制的渔政管理处，伍责船网登记，颁发捕捞证，划定禁渔期禁渔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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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水产资源繁殖管理工作．养殖上1 960年贯彻中央。城市工矿区副

食品生产自给。的方针，全市有105个单位，在滇池沿岸修建池塘

3293亩，发展养鱼．1962年大观水产养殖场鲢、鳙鱼人工繁殖成

功，1965年永昌渔场草鱼人工繁殖成功，为就地繁殖良种，打下基

础．

1966-1975年，水产养殖推广家鱼人工繁殖，不向外地进苗

种；群众性养鱼全面开展，队办鱼场生产发展I还编印水产养殖宣

传画册等几件大事，但渔业处于十年动乱时期，全市水产养殖发展

缓慢，捕捞秩序混乱．文化大革命开始，’渔业政策和管理制度无法

贯彻，生产陷于瘫痪，偷鱼、炸鱼、抢捕，此伏彼起，小塘不敢

养，大湖大量捕，文革前放养鱼种，捕捞殆尽．特别是1969年滇

池被大规模的围垦，鱼类产卵场遭到破坏，1973年后，滇池出现虾

多鱼少，而鱼中大鱼更少．1974年起，开始利用围湖造田的低洼部

分，修建鱼塘，发展城郊养鱼，但由于渔业仍处于集体经营，产量

增长不快．

1976-1990年，依靠政策、依靠科技，昆明渔业进入了快速发

展时期．1977年贯彻省畜牧水产会议，渔业重新受到重视．1979

年根据中共十一居三中全会精神，水产工作转移到合理利用资源，

大力发展养殖，着重提高质量上来，昆明城郊继续建立商品鱼基

地，水库养鱼增加投资，配套苗种池，拦鱼设施和捕捞工具．1982

年贯彻云南省政府渔业工作会议精神，实行以养殖为主，国营集体

个体一起上，并以扶持重点户专业户为主的方针，并在渔业重点区

配备渔业辅导员，积极推广以家庭联产承包或大包干的渔业生产责

任制，有力地调动了千家万户养鱼捕鱼积极性，同时，依靠科学技

术，滇池阳宗海移植银鱼成功，温流水养鱼、网箱养鱼的科研成

果，很快地转化为生产力。l 989年联合国粮农计划署援建的2814

项目8000亩鱼池全部建成，池塘精养高产面积倍增，．使全市水产

jl；舌产量中的养殖捕捞产量比例接近，全市渔业进入了以养殖为主，

养殖、增殖、捕捞、加工并举的新的发展时期。

到了1990年，全市58万亩水面中，45万亩的滇池水产品总产



8840吨，其中可出口创汇的优质水产品银鱼1 1 00吨。4．6万亩的深

水湖阳宗海，银鱼移植成功，开始产出．晋宁的大河、双龙、柴河

水库，银鱼、池沼公鱼形成商品．湖泊水库等大水面，实行自然增

殖为主，人工放养为辅，’闯出了一条多快好省开发大水面的路子．

池塘养殖由六十年代初机关部队大搞副业生产，发展养鱼自给。七

十年代中期建立城郊商品鱼基地，八十年代的。2814’项目鱼塘筹建
投产，在三次养鱼高潮中已建成鱼池44391亩，l990年在其中

5000亩参与。池塘养鱼综合增产技术”推广项目，平均亩产成鱼

322．7公斤，在上年平均200公斤的基础上迈出一大步，为池塘精

养高产树立了榜样。温流水养鱼，普坪村和阳宗海电厂的温排水沟

边，已长藤结瓜，多级利用。网箱养鱼已由在草海不投饲养殖鲢、

鳙鱼，发展到阳宗海、双龙、松华坝等湖库，开展投喂配合颗粒饲

料养殖鲤鱼．稻田、秧田养鱼，河沟养鱼亦有发展．全市渔业特别

是养殖业，已由过去的家庭副业，转变为专业性的商品生产；池塘

养鱼由零星分散，逐步转化为相对集中连片的规模化经营；．水库养

鱼由过去的人放天养逐步转化为用网箱集约化养殖，带动大面积增

产：湖泊也由保护鱼类自然增殖，转变为增殖名特优鱼虾产品，有

计划放养和实行合理捕捞，使全市水产品产量成倍增长．．

。昆明40多年渔业发展变化是大的，但按可利用58万亩水面计

算，平均亩产鱼24．5公斤；人均鱼5公斤，还远远低于全国人均

17公斤水平，而且与全市丰富的渔业水域不适应．尤其是滇池，如

何保护生态环境，综合开发利用，有计划养捕生产，保护银鱼，为

国家积累资金，使渔民和养鱼户增加收入，率先达到小康，改善市

场供应提高人们吃鱼水平，健脑强身，是水产工作者和广大渔民的

光荣任务．全市渔业今后要继续快速发展养殖，稳定湖泊捕捞，狠

抓鲜鱼加工，开拓内外市场，并相应完善苗种、饲料、技术推广、

市场等体系的建设，以促进小水面精养与大水面开发相结合，以大

众化水产品为基础，适度发展名特优水产品，加强宏观调控，挖掘

生产内涵潜力，提高经济效益，依靠科学技术，强化渔政管理，昆

明水产二定能跃上更高的台阶’’向现代化、规模化、集约化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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