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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 辑 说 明

一、《常德地区志·畜牧水产志》是将原《常德地区志·农业

志》的畜牧兽医篇与《常德地区志·水产志》两部志稿合编而成．

编纂工作从1987年8月开始，经过组建班予，拟定篇目，搜集资

料，试写初稿，审稿定稿五个阶段，于1991年1·月和1992年2月分

别送市方志委审定公开出版．但由于机构调整及经费筹措等原因，

未能及时出版，滞置至今。在市方志委的指导与协助下，市畜牧渔

业局领导的重视与支持，从1 956年4月开始，组织编修人员，把原

《常德地区志·农业志》的畜牧兽医篇分离出来与《常德地区志·水

产志》合并编纂本志。

二、志书采用章节体结构，分篇、章、节，目四个层次，特殊

情况，以节直述或细分子目。设畜牧、水产、组织机构与科技管理三

篇，共12章，58节。概述领于全书之首，图、表含于志内，并随文

插入，大事记和人物传融志于一体，未予专设。

三、本志坚持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按照详

今略古，详委‘点略一般的原则，运用辩证啦}?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

的观点、方法，实事求是地记述常德近100年来畜牧水产事业的发

生发展、兴衰起伏，详尽系统地记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4 o年来常

德畜牧水产业的历史和现状。但民国与清褂坞史迹业状也作了竭资

求源的记述。在记述方法上，坚持横分门类，纵述始末，据事直

书，述而不作。

四、志书断限为公元1840年至1988年。在某些史实上为求事物

的发端和事物发展的连续性与完整陆，部分地方适当上溯或下延，

个别地方下延至1990年。本志使用。l数据资料，民国以前采用档案

馆、图书馆、博物馆的档案资料。有引记原文的史料，则页末注明

出处，以利查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主要采用常德地区统计



’’——’—一——’—’’’—’’。1。。’。‘’’’’’。。。。。‘‘’。。。。’’‘’。‘_。‘。。。’‘-’’。。。。’。。。。‘’。。_，。?'’。‘。。‘。。‘。‘’，

局的统计资料，少数则取用业务部门的统计资料。记述范围，清代

以前以常德府、路能当时区域为准；民国时期，一般以第四行政督

察区为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置地后以所辖行政区为限，其中

1962年常德、益阳两专署分家后，而现属益阳地区的有关县(市)

未予列入。机构、职务、地名均依用当时的名称．民国时期的行政

区名繁杂，概以“常德地区”表述．历史纪元，以当时朝代年号为

准，用方块字书写；民国年号用阿拉伯数字表示；中华人民共和国

成立后，一律用公元纪年。

五、《常德地区志·畜牧水产志》的编纂过程中，在市方志办

的具体指导下，得到了省畜牧局、省水产局、省档案馆、省图书

馆、省历史博物馆、常德市档案馆和市畜牧兽医站、水产站、船检

站等单位的指导与支持，并提供资料，在此，特崇意感谢．

由于年代久远，史料缺乏，加以编撰者知识水平有限，尽管作

出了艰苦的努力，疏漏在所难免，敬请读者批评指正．

编 者

1996年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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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鱼类养殖⋯⋯⋯⋯⋯⋯一⋯⋯⋯⋯⋯⋯⋯⋯⋯(，147)

第一节鱼苗生产⋯⋯⋯⋯⋯⋯⋯⋯⋯⋯⋯⋯⋯⋯⋯⋯(147)

一、江河捞苗⋯⋯⋯⋯⋯⋯⋯⋯⋯⋯⋯⋯⋯⋯⋯⋯“(147)
二、人工繁殖⋯⋯⋯⋯⋯⋯⋯⋯⋯⋯⋯⋯⋯⋯⋯⋯⋯(149)

三、．工具、设备⋯一．．．⋯⋯⋯⋯⋯⋯⋯⋯一．．．．．，．．．⋯r(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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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鱼种培育⋯⋯一⋯⋯⋯⋯⋯⋯⋯⋯⋯⋯⋯⋯⋯

～、育种方式⋯⋯⋯一⋯⋯⋯⋯⋯⋯⋯⋯⋯⋯⋯⋯⋯

二、越冬管理⋯⋯⋯⋯⋯⋯⋯⋯⋯⋯⋯⋯⋯⋯⋯⋯⋯

第三节养殖品种⋯⋯⋯⋯⋯⋯⋯⋯⋯⋯⋯⋯⋯⋯⋯”

～、传统养殖晶种⋯⋯⋯⋯⋯⋯⋯⋯⋯⋯⋯⋯⋯⋯⋯

二、引进驯化。霄；种⋯⋯⋯⋯⋯⋯⋯～⋯⋯⋯⋯⋯⋯·
三、杂交优势秘用⋯⋯⋯⋯⋯⋯⋯⋯⋯⋯⋯⋯⋯⋯⋯

第四节池塘养鱼⋯⋯·⋯⋯⋯⋯⋯⋯⋯⋯⋯⋯⋯⋯⋯”

一、池塘类型⋯⋯⋯⋯⋯⋯⋯⋯⋯⋯⋯⋯⋯⋯⋯⋯一

二、养殖方式⋯⋯一⋯⋯⋯⋯⋯⋯⋯⋯⋯⋯⋯⋯⋯⋯

第五节 内湖、内河养鱼⋯⋯⋯⋯⋯⋯⋯⋯⋯⋯⋯⋯⋯

一、内湖养鱼⋯⋯⋯⋯⋯⋯⋯⋯⋯⋯⋯⋯⋯⋯⋯⋯⋯

二、内河养鱼⋯⋯～⋯⋯⋯⋯⋯⋯⋯⋯⋯⋯⋯⋯⋯．．

第六节水库养鱼⋯一⋯⋯⋯⋯⋯⋯⋯⋯⋯⋯⋯⋯⋯⋯

一、养殖方式⋯⋯⋯⋯⋯⋯⋯⋯⋯⋯⋯⋯⋯⋯⋯⋯⋯

二、鱼种来源⋯⋯一⋯⋯⋯⋯⋯⋯⋯⋯⋯⋯⋯⋯⋯⋯

三、防逃设施⋯⋯一”．⋯⋯⋯⋯⋯⋯⋯⋯⋯⋯⋯⋯⋯

第七节稻田养鱼⋯⋯一⋯⋯⋯⋯⋯⋯⋯⋯⋯⋯⋯⋯⋯

一、概况⋯⋯⋯⋯·⋯⋯⋯⋯⋯⋯⋯⋯⋯⋯⋯⋯⋯⋯“

二、养殖方式⋯⋯·⋯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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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流水养鱼⋯⋯⋯⋯⋯⋯⋯⋯⋯⋯⋯⋯⋯⋯⋯⋯·

二、围栏养鱼⋯⋯⋯⋯⋯⋯⋯⋯⋯⋯⋯⋯⋯⋯⋯⋯“

三、网箱养鱼⋯⋯⋯⋯⋯⋯⋯⋯⋯⋯⋯⋯⋯⋯⋯⋯⋯

第九节养鱼饲料⋯⋯⋯⋯⋯⋯⋯⋯⋯⋯⋯⋯⋯⋯⋯”

一、天然饲料⋯⋯⋯⋯⋯⋯⋯⋯⋯⋯⋯⋯⋯⋯⋯⋯⋯

二、人工饲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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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钩渔具⋯⋯⋯⋯⋯⋯⋯⋯⋯⋯⋯⋯⋯⋯⋯⋯⋯⋯(219)

三、箔筌渔具⋯⋯⋯⋯⋯⋯⋯⋯⋯⋯⋯⋯⋯⋯⋯⋯⋯(2 19)

四、杂渔具⋯⋯⋯⋯⋯⋯⋯⋯⋯⋯⋯⋯⋯⋯⋯⋯⋯⋯(220)

五、革新渔具、渔法⋯⋯⋯⋯⋯⋯⋯⋯⋯⋯⋯⋯⋯⋯(2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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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湘莲⋯⋯⋯⋯⋯⋯⋯⋯⋯⋯⋯⋯⋯⋯⋯⋯⋯⋯(225)

一、产地⋯⋯⋯⋯⋯⋯⋯⋯⋯⋯⋯⋯⋯⋯⋯⋯⋯⋯⋯(226)

二、品种⋯⋯⋯⋯⋯⋯⋯⋯⋯⋯⋯⋯⋯⋯⋯··⋯⋯⋯·(228)

第二节玉臂藕⋯⋯⋯⋯⋯⋯⋯⋯⋯⋯⋯⋯⋯⋯⋯⋯⋯(2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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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龟⋯⋯⋯⋯⋯⋯⋯⋯⋯⋯⋯⋯⋯⋯⋯⋯⋯⋯⋯⋯(2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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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牛虫t⋯⋯⋯⋯⋯⋯-．．⋯⋯⋯⋯⋯⋯⋯⋯⋯⋯⋯⋯(2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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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虎纹蛙⋯⋯⋯⋯⋯⋯⋯⋯⋯·⋯⋯⋯⋯⋯⋯⋯⋯”(2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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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泥鳅⋯⋯⋯⋯⋯⋯⋯⋯⋯⋯⋯⋯⋯⋯⋯⋯⋯⋯⋯(237)

四、乌鳢⋯⋯⋯⋯⋯⋯⋯⋯一⋯一⋯⋯⋯⋯⋯⋯””⋯-(2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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