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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 其 永 张稚 芝

(厦门大学海洋学系 )

提 要

本文根据闽南一台湾浅滩 1 0扮 尾二长棘绸年龄和生长的周年资料
,

阐明年轮特征及其形

成时期
、

生长发育阶段和参数
,

并探讨种群结构的资源特点
。

其鳞片可作为年龄鉴定依据
,

从鳞

片边缘增长率和体长分布频率
,

表明年轮每年形成一次
,

3一4 月为年轮主要形成时期
。

逆算体

长不存在 B魂篮以 L e 。 现象
,

各年龄组平均体长的实测值
,

以定差法所求得的生长参数为最住值
。

衰老拐点 (相当于 工V 龄组 ) 正处于成鱼强壮期转入老年鱼生长衰老期
。

拖网周年渔获中 。龄

组最多
,

I 龄组次之
。

应严格限制拖捕当年生的 。龄组幼鱼
。

二长棘绸 (凡灿叨夕
犷

叩 s e而at T
~

k幻是暖水性底层鱼类
,

分布于 日本南部
、

东海
、

台

湾海峡
、

台湾浅滩
、

南海北部以及印度尼西亚沿海
,

为我国东南沿海和北部湾底拖网渔业

的主要捕捞对象之一
,

在闽南一台湾浅滩双拖机帆船渔获中
,

二长棘绸是举足轻重的优势

种
,

近年来卷夏季拖捕了大量的二长棘绸幼鱼
,
尤其是 3

、

4 月间滥捕幼鱼十分严重
,

因而

其渔获量 已明显下降〔“ ,eJ
。

为了探讨二长棘绸在食物网中所处的地位和作用
,

作者曾研究

闽南一台湾浅滩鱼类食物网和二长棘绸食性川
。

有关二长棘绸年龄和生长方面
,

南海北

部底拖网鱼类资源调查报告 ( 1 9 6 6) 曾有报道 〔l0J ,闽南一台湾浅滩渔场鱼类资源调查报告

( 1 9 8 0) 仅述及二长棘绸年龄组成与体长分布
,

但未见详细报道 , 工皿。

作者对闽南一台湾浅

滩二长棘绷的年龄和生长资料做了比较细致的鉴定和分析
,

阐明了年轮特征
、

年轮形成时

期
、

生长发育阶段和生长参数
,

探讨了种群结构的资源特点
,

为制定二长棘绸捕捞规格和

繁殖保护措施提供依据
。

材 料 和 方 法

本文所用样本系采自厦门市海洋渔捞公社双拖机帆船的渔获物
,

从 19 7 8一 1 9 7 9 年周

本工作在周年取材方面承厦门市海洋渔携公社和厦门市水产供销公司沙坡尾购销站大力支持和帮助
,

作者

表示衷心感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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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逐月收集闽南一台湾浅滩二长棘绸幼鱼和成鱼共计 1 0 19 尾
,

生物学测定后
,

以鳞片年

轮作为鉴定年龄的依据
。

自鱼体左侧第工V区的 中央取鳞 2 0 枚
,

该 区位于第五至第 十背

鳍棘的下方与侧线的上方
。

鳞片以 5形氢氧化钾溶液和清水洗净
,

夹入载玻片
,

使用 2 7

倍 ( 目镜巧 x ,

物镜 1
.

S K ) 双筒解剖镜在透射光下观察
。

鳞长丑和各年轮的轮径 R
: ,

R
: ,

…

凡 用目微尺测量
,

格数换算为毫米
。

鳞长是从鳞片中心测量至鳞片前区边缘的中央 ; 轮

径从鳞片中心测量至该年轮前区边缘的中央
。

结 果

(一 ) 取鳞部位的选择

二长棘绸鱼体各区鳞片的形态和结构有所差异
。

鳞片部位可分为 g 区 (图 l)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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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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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均鳞长 , S二 表示鳞长的标准差
。

\
图 1 二长棘绸鳞片部位的分区

第 W 区鳞长中等大小
,

其鳞长变异系数最小 ( 2
,

2 77 3形 )
,

正形鳞多
,

再生鳞少
,

而且年轮

清晰
,

因此
,

第 I V 区为最佳的取鳞部位 (表 1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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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一 9条
,

呈辐射状 ,其后区指向尾部
,

裸露而游离的后端具有数行鳞棘 ; 其侧区为上下鳞

片所覆盖
。

在前区和侧区
,

可看到许多环纹围绕中心排列
,

形成逐年的生长年带
。

同一生

长年带内
,

环纹的排列走向一致
。

相邻的两个生长年带之间的环纹呈切割状
,

在前侧区

( 即肩 区 》的环纹切割尤为 明显
,

这就是年轮标志
。

在前区的环纹因有辐射沟的存在而呈

弧形
,

相邻两个生长年带弧形环纹之间有时出现小空隙
,

年轮标志分明
,

也可作为年轮鉴

别依据 (见图 2 )
。

虽然鳞片上的年轮比较明显
,

在侧区和前区呈连续的半圆形
,

但常有副

轮和幼轮的干扰
。

副轮是非周期性发生的
,

有时出现在一个生长年带内
,

其环纹排列紧密而紊乱
,

在侧

区和前区不呈连续的半圆形
,

仅局部出现于侧区或前区
。

同一尾鱼并非每个鳞片都有副

轮
,

因此易于区别
。

在第一个生长年带内
,

位子鳞片的中心区
,

有时会出现环纹疏密排列

的幼轮
,

并非每尾都有
。

在幼轮处的环纹不呈切割状而且幼轮轮径比第一年轮的较小
,

所

以幼轮和第一 年轮不难区别 (见图 3)
。

幼轮轮径平均为 1
.

3 4 5 毫米
,

而第一年轮的轮径

则平均为 2
.

3 57 毫米
。

根据二长棘绸体长资料
,

绘出渔获体长分布曲线
,

然后将各年龄组的体长分布曲线与

之对比 ( 图 4)
,

两者基本相符
,

体长分布的最高峰正处于体长组 1 01 一 1 10 毫米
,

亦即 工龄

组体长分布中尾数频率最多的体长组
,

证实第一年轮判断正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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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长棘绸渔获体长分布曲线

(三 ) 年轮形成时期

应用鳞片边缘增长率 a =
刀 一凡
R

。
一 凡

一 1

只 10 计算各年龄组 “ 平均值的变化 〔 . ’ 主念, 主̀ 1 ,

二长

棘绸新年轮刚形成时
, “ 平均值较小 ; 当 a 平均值显著增大

,

则表明新 年轮即 将 出 现
。

鳞 片上的年轮每年形成一 次
,

年轮主要形成时期为 3一 4 月
,

但有些新年轮是在 2 月或 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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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月形成
。

也可以依据前区和前侧区边缘先出现新环纹的特点来判断新年轮刚形 成
。

二

长棘绸第一年轮形成时期从 3 月延续到 6 月
,

这是由于其生殖期长达 3 个月 l( 一 3 月 )
,

而且卵母细胞分次成熟
,

每一生殖季节至少排卵两次
,

所以早期出生和晚期出生的个体大

小差别很大
,

早生群于次年 3一 4 月出现第一年轮
,

晚生群于次年 5一 6 月形成
。

刚形成第

一年轮的实测体长为 9 7一 1 13 毫米
,

其平均体长 1 0 6
.

9 毫米
。

第二年轮和第三年轮主要

形成时期均为 3一 4 月 (表 2)
。

表 2 二长棘绢鳞片边缘增长率“

。 平 均 值

1 1龄组 1 1 1龄组

刚形成 lr

〔尾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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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尾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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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
, 了:
和

r , 分别表示第一
、

第二和第三年轮
。

)

(四 ) 生 长 特 性

1
.

渔获年龄组成

二长棘绸的捕捞群体由 。一V 龄组 6 个世代所组成
。

双拖机帆船主要捕捞 。 龄组和

I 龄组两个世代
,

其次是 11 龄组世代
。

渔获年龄组成
: 0 龄组占 41

。

6形
,
工龄组占 34

.

5 %
,

11 龄组占 19
.

5%
,
111 龄组占 4

,

1%
,

而 I V 龄组和 V 龄组分别只占 0
.

2% 和 0
、

1环
。

3 月

开始拖捕当年生幼鱼
,

5一 1 2 月 已成为拖捕的主体
。

全年均能捕获到 I 龄组
,

生殖 季节

(1 一 3 月 )所拖捕的生殖群体则由 I
、

11 和 I n 龄组组成
。
工V 和 V 龄组在渔获中几乎不

起作用 (表 3)
。

表 3 二长棘绸各月份渔获年龄组成 (另 )

1 ! 2 4 1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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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体长与鳞长的相关

二长棘绸体长与其鳞长呈线性关系
,

可用直线回归方程表示 ( 图 5 》
。

根据各体长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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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距 10 毫米 ) 的平均体长及其相应的平均鳞长求得体长 L (毫米 )与鳞长 R (毫米 ) 的关

系式为
: 丑二 0

.

1 2 2 29 + O
.

0 2 1 0 8 L
,

其相关系数 , = 3
.

9 9 5 7 0 7
,

表示两者相关紧密
。

506
-

2 02、
占
工

(兴淤é半盛

叨 加

图 5

的 100 1劝 1如 1的 1的 2洲】

体长 (级米〕

二长棘绸体长与鳞长的关系

R os o L。 ( 1 9 12 )发现高龄组第一生长年带狭小的个体数量要比低龄组的多
,

R 。、 玩。

现象表现在高龄组第一年轮的平均轮径明显地小于低龄组的平均轮径
。

为了查明各年龄

组第一年轮平均轮径的差异 (表 4 )
,

应用差异显著性公式 M ` ,了, = 从
一
叭

厂五万一乒甲万瓦一下厂
,

直 ,

—
刀卫玉十

一
竹 2王

习 几 2 扑 i

式 中的从 和叽 为 平均数 , 。
,

和二
:

为 标准误 ; 炸 ,

和 。 :

为 尾 数 闹
。

比 较结果 表

表 4 二长棘明各年龄组平均轮径比较

年年龄组组
、

.

偏兰兰
刀 :

(毫米 ))) 丑:
(毫米 ))) 丑式毫米 ))) 刀 (毫米 )))

IIIII 万士 5 111 2
`

3 6汉士 0
.

1 3 8 2222222 2
.

4 9 4 9 士 0 工6 0 444

饥饥饥饥 0
.

0 1 7 0000000 0
,

0 1盯盯

钻钻钻钻 6 6666666 6 666

III III 工 士名笼笼 2
.

3 9印士 0
,

1 7 7 777 2
.

7 3 1 0 上 0
.

1 8 4 22222 2
.

8 5 (沁 土 0
.

1 5 2 222

俘俘俘冷冷 0
.

1)丝666 0
.

03 5 55555 0
.

0 ] 9 333

件件件件 6 222 2 77777 6 222

111 1 111 盆 士吕尤尤 2
.

2 8 03 土 0
.

1 7 1 000 2
.

8拐5 士 0
.

1 6 6 888 3
,

1《 19 士 0
甲

2与9 666 3
.

2 1卫2L 士 0 2 3 1777

宁宁宁抽抽 0
.

0 3 3石石 0
.

0 3 2777 0
.

立叱000 0
.

以斜斜

升升升升 2 666 2 666 666 2 666

( B ; ,

B : 和 刀;
分别为第一

、

第二和第三年轮的轮径渭 为鳞长 :叮 为平均数 ;名二 为标准差 ; 仍 为标准误 娜 为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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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
:

I 龄组第一 年轮 轮径 凡 与 11龄组 凡 的 差 异显 著性 M。 。 =。
·

967 6
, t < .ot

. 。

( P > 。
.

05 )
,

两 者无差异 , I 龄组 lR 与 111 龄 组 凡 的 差异 显 著 性 M 。 刀 = 1
.

6 0 0 2
,

才< .ot
。 。

(尹> 0
.

05 )
,

两者亦无差异 ; H 龄组 凡 与 n 工龄组 lR 的差异显 著 性 M d湃
=

2
·

1 3 3 5
,

札
. 。 。

< ` < .t0
。 、

( o
,

。 5 > P > 0
.

0 1 )
,

两者无显著差异
。

因此认为二长棘绸鳞片上的

第一年轮轮径不存在 R佣二 L oe 现象
,

逆算高龄组的平均体长时不必加以修正
。

从各年轮

的平均轮径
,

求得各年轮的逆算平均体长 (表 5 )
,

可以看出各年轮平均体长的逆算值和实

测值颇相接近
。

表 5 二长棘明各年轮的平均轮径及其平均体长

一资
2二皇三)生兰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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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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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
l二产里共下…毕犁井.

逻量坚一 {宜矍 1 }止竺里…垦 }止巡趾 {遭兰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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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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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 ! 1 4 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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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 王6 6
·

1 } 17 0
4

0 } 1 7 7
·

9 11 7 8
·

o

3
.

体长与体重的相关

经点图分析
,

二长棘细体长与体重呈幂函数增长关系
,

可用 W = a L 。
表示 (图 6 )

。

根

据各体长组 (组距 10 毫米 ) 的平均体长与其相应的平均纯体重 (除去 内脏 ) 或平均总体重

(包括内脏 )
,

求得其关系式为
:
万 = 3

.

2 8 5 1 只 10 一 S
L
昌

·
o , , , ; W

` = 4
.

5 8 2 1 只 1 0 一 S
L

,
·

’ 7 , . ,

式中

的 L 为体长 (毫米 )
,

VI 为纯体重 (克 )
,

邢 为总体重 (克 )
。

不论纯体重或总体重
,

其幂指

数 b 都约等于 3
,

表明二长棘绸体重与体长的立方呈比例关系
,

系属于均匀生长类型
,

基

本上体形不变
,

鱼体比重也不变
。

4
.

相对增长率和生长指标

以相对增长率和生长指标划分鱼类生长阶段
,

能够客观地反映生长特点川
。

从表 6

表 6 二长棘鳃的相对增长率

年龄组 休长范围 (毫米 ) 平均体长 L 〔毫米 ) 平均纯体重 不f <克 ) 平均总体重详
,

〔克〕

3 9一 1 1 7

9 4一 1 3 3

1 1 3一 1 4 4

1 3 4一 1的

迁竹
1 78

8 2
.

2 0

1 0 9
,

昭

1盯
.

2 4

1苟
.

7 6

1 7 0
.

0 0

1 7 8
.

}刀

2 5
,

9 8

5 1
,

8 9

7 8
.

0 7

11 0
甲

6 1

1 7 9
甲

5 0

2 3 5
甲

0 0

2 7
,

6 5

5 4
甲

9 1

8 2
.

6 7

1 1 6
.

6 5

1今圭
.

9巧

2 4 5
.

夕〕

一lr

01nHHV

年龄组

住一 I

I一1 1

1 1 1 1 1

1 1 1一 I V

I V 一V

J 砰 z w ( % ) 」砰
`

/平
`

( % )

阳拐幼4282器1617咒
污.

阶资的13邪韶阳41价祀拐昭 邪朋舱朋加41砚加

〔平均体长
、

纯体重或总体重均系实测值
。
刁L / L 为体长相对增长率

; J万 / tJ’ 为纯体重相对增长率 ; 刁年
`
厂;尸 为

总体重相对增长率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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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一一

一

一
一

~ 一一
可以看出二长棘鳃 O一工龄组为幼鱼生长阶段

,

性腺尚未发育成熟
,

生长旺盛
,

其体长和纯

体重 (或总体重 )的相对增长率最大
,

而且生长指标最高
。

当年生的 。龄组幼鱼
,

其体长变

动幅度最大
,

说明幼鱼生长与食料保障和出生早晚密切相关
。

I一 I V 龄组为成鱼生长阶

段
,

生长比较稳定
,

所消耗的大部分食料
,

主要用于性腺发育和脂肪积累上
。

W 龄组以后

已进入老年鱼生长衰老阶段
,

其体长和纯体重 (或总体重 )的相对增长率最小
,

而且生长指

标最低
,

处于明显的衰老状况
,

生长趋向缓慢
.

八U汤UOUno众甘九目

翎卿

铆10S琳140翔

ǎ权à侧长姗

.

邵 40 印
一

那 1佣 120

体长(毫米 )

1任0 16 0 1 80 2 0Q

图 6 二长棘绸体长与纯体重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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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

生长参数和生长曲线

各年龄组平均体长的实测值
,

以定差法从直线回归方程
:

几
十 , =
几 ( 1一 ` 勺 十 。 ~ 盆工诊 ,

求得渐近体长 L , = 别 6
.

15 毫米
,

取值范围为 2 46
.

1 5 士 2 毫米
。

式中的 L 。
和 几

、 ,

分 别

表示第 夕年龄组和第 口+ 1年龄组的平均体长实测值 ; 了 为生长曲线的曲率
。

以相关系

数 犷 最大值为优选标准
,

当 L一 248
.

15 毫米
,

渐近纯体重 拜几
=

59 1
.

96 克时
, 犷 的绝对

值最大 ( 0
.

99 48 41 )
,

了 = 。
.

1 7 4
。

二长棘绸 1一 3 月生殖
,

当年生的 O龄组幼鱼生长 到 12

月
,

实足年龄接近 1年
,

所以各年龄组换算为年龄 (年 ) 时
,

应将各年龄组数加 i
。

从直线

回归方程
:

I武几
一 0L ) = (玩瓦

+

幻
。
) 一尤` ,

求得 称二 一 1
.

2 4 1 。

式中的 ` 为年龄 <年 )
,

_
. _

_
_ ` _

…
_

` _
_

In 3
_

_ _ .
_ _

、
_

、
_

_ ~
, 二 _

_

芯。 为理论上体长或体重等于零时的年龄
。

拐点 名, = 云。 + 立署
二 5

.

084 年 (相当于 I V 龄组 )
。 _

匕一 “ / 书

~
护 .
一片卜~ 即一下

J

呵
” J ” 研 `

州
“

~
了泊 勺

一
“

’

万
一 ’ -

一
’ 、 ` ,月 一

J

~ ~
。 一

灿

述参数值可视为二长棘绸的最佳生长参数值
。

。 n B er t习舰汀 f y 在假定有机体的体重与体长的立方成比例的条件下
,

导出体长
、

纯

体重和总体重的生长方程分别为
:

几 一
几 ( 1 一广“

一
旧 ) ;

矶
一

呱 ( 1 一 ` “ ` 一娜 )
` ; w ` 二

丁凡 (1 一犷瓜卜 `勺
3 。

式中的 几 为第 e 年龄组的平均体长计算值 ;

叽 和 W忘分别 为 第 0

年龄组的平均纯体重和乎均总体重计算值
。

各年龄组换算为年龄 (年 ) 时
,

要 将各年 龄

组数加 l ,

然后求得各年龄组平均体长和平均纯体重 (或平均总体重 ) 的计算值
。

其体长

生长曲线和纯体重 (或总体重 ) 生长 曲线与实测值基本上接近
,

表 明 vo o B er 七al a n f f y 生

长方程能表达二长棘绸的生长规律 (表 7 )
。

表 7 二长棘绸体长和体重的计算值和实测值

体长或体重
年 龄 组

袋{嘿黔
~

一 ’

训灌氰黑一

训
一一

.
.

昼黯升-

]]] 6 4
,

3 888

111 7 0
,

峨刃刃

1 7 7
甲

7 6

1 7 8 〔)〔〕

2 } 7
.

5 8

二亚二巨砂三户画〔
1 2 9

·

供 { 1 7 5
·

17 { 2 2 1
·

5 2

1 1 6
.

6。

…
;。

.

0 5

…
2 4 。

甲

5 。

二长棘绷纯体重 (或总体重 )生长曲线为不对称的 尽型曲线
,

拐点 z
,

(即衰老拐点 )的

纯体重为 1 7 5
.

40 克
、

总体重为 178
.

57 克
。

拐点与生长衰老有关
,

体重从生长迅速经拐点

转变为生长缓慢
。

体长生长曲线不具拐点
,

开始上升快
,

随着年龄的增加
,

逐渐趋向渐近

值 ( 图 7
、

8 )
。

6
.

生长速度和加速度

将土述纯体重生长方程对 ` 求导数
,

d VI /击 为纯体重随年龄 才增加的变化率
,

即纯

体重的生长速度
。

再将 己W /击 对 才求导数
,

扩林
z

/击
“
为纯体重的生长速 度 随 年 龄 公增

加的变化率
,

即纯体重的生长加速度
。

从图 g 和图 10 可看出年龄 ` < 5
.

08 年时
,

其纯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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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生长速度曲线上升
,

但纯体重生长加速度曲线却下降
,

且位于年龄 名轴的上方 (沪W /南
2

为正值 )
,

表明年龄 5
.

08 年 (相当于 工V 龄组 ) 以前
,

是纯体重生长速度的递增阶段
,

但其

递增的速度却逐渐下降 <尹不F /击
,

值递减 )
。

当年龄 才> 5
.

08 年时
,

其纯体重生长速度 曲

线下降
,

而纯体重生长加速度曲线则在年龄 番轴的下方 (扩W /击
“

为负值 )
,

表明年龄 5
.

08

年 (相当于 I V 龄组 ) 以后
,

是纯体重生长速度的递减阶段
,

其生长 已进入衰老期
。

一一丝
l住Jll.份

刊nUUù“ùù“ù
000工U432

J.̀六帜à挂侧斌

6 7年
层
、

拐
`0 ” 生3 1咬

图 7 二长棘明的纯体重生长曲线

一

一一
-ùù一以翻泛当件Zn翻ǹ1

产兴翔

返 1 5 0

效一2 `

ù
U50

ù
U75

,之

2 3 4 5 6 7 3 仑 10 1 1 1岔 13 1 4 主6

年龄 〔年 )

图 8 二长棘纲的体长生长曲线

4 4

4 U

鲁
吃

的̀毕曰2
.̀̀

书、 ,侧

百 6 7 5 牙

年解奴年沈
万石 11 1牙 i习 工啥 26 一6

`年 )

图 9 二长棘绸的纯体重生长速度曲线 图 10 二长棘绸的纯体重生
一

长加速度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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讨 论

由于各种鱼类的出生早晚不同
,

各年轮的形成时期也不相 同
,

因此年龄归组较为复

杂
。

为了便于鱼类种群数量变动研究
,

应以同年出生的世代归属于同一年龄组
,

记数年轮

数和年龄组时均以年份为界限
。

如二长棘绸 19 ? 6 年世代
,

当年生幼鱼以 。 记数
,

归属于

。 龄组
,

俗称当年鱼 , 出生后的第二年 (即 工9 7 7 年 )归属于 I 龄组
,

俗称 1 龄鱼
,

其中第一

年轮未形成时
、

刚形成时以及已形成时
,

分别以 l 一
、

1 和 +1 记数
,

以后各年类推
。

这样周

年逐月地记数
,

只要年份数与年轮数相减
,

即可确定出生世代
。

闽南一台湾浅滩二长棘绸渔获最大体长为 1 79 毫米 ( 1 9 8 2 年 )
,

而南海北部渔获最大

体长为 2 3 0 毫米 ( 1 9 6 5 年 )
。

如果以定差法从各年轮平均体长的逆算值或各年轮平 均体

长的实测值求得 大 、 ,

前者偏大
,

L 、 = 2 6 9
.

0 8毫米 ;后者偏小
,

几
二 21 4

。

41 毫米
。

但如依

据各年龄组平均体长的实测值所求得的渐近体长最佳值 几
= 2 4 8

.

15 毫米
,

比较符合实

际情况
。

为了避免体长资料代表性不足和生长参数测定的误差
,

作者认为 瓦 值应当根

据各年龄组的实测平均体长而求得
,

因为各年龄组的实测平均体长资料最有代表性
。

按

戈 值的精度要求
,

取值范围 L 一 士 2
,

以最大相关系数
犷
值所对应的 瓦

、

凡
、

亥
、
云。 和 凡

为最佳生长参数值
,

可作为种群生活史类型划分的生态学参数
。

生长参数是鱼类种群属性的反映
,

从生长参数值可看出鱼类生长特征 的差 异
。

表 8

中的 几 值大小依次为
:

兰点马蚊 > 鳍鱼 > 带鱼 > 鲜鱼 > 小黄鱼 > 二长棘绸
。

兰点马绞
、

绷鱼
、

鲜鱼和小黄鱼的拐点与性成熟年龄大小相一致
,

从性未成熟经拐点转变为性成熟 ,

带鱼和二长棘绸则不然
,

黄
、

渤海带鱼大部分性成熟于 2 龄
,

闽南一台湾浅滩二长棘绸 l

龄鱼 (即 1 周岁 )全部性成熟
,

带鱼和二长棘绸性成熟后
,

其体重生长速度仍随年龄增加而

增大
,

拐点出现的年龄较晚
,

正处于成鱼生长阶段和老年鱼生长衰老阶段之间
。

因此认为

拐点应包含性成熟拐点和衰老拐点
,

其生物学意义不 同
,

前者从性未成熟转入性成熟 ;后

者则从强壮期转入衰老期
。

表 8 几种鱼类生长参数的比较

吞牛类 …
一

兰…三三
.

} 戈渤海 …
7叩

…育梦湾 }
“邵

1 荆
叭湾 }

“打

! 黄
,

渤 海 1
” 01

1 重海 … 3o8
1 辽东湾 }

“铭

{ 台湾浅滩 } 2 4 8

坪。 (克 ) 之。 〔年 ) f
:

(年 )
性成熟
年龄〔年 )

兰点马鱿
〔习 1

继鱼
￡̀ 〕

带鱼
〔̀

,

带鱼
〔 1 2二

酬卜鱼 〔 1 14 〕

小黄鱼
〔 2〕

二长棘叽

2 6 6 9

4 8 6 4

2石7 9

1 6 9 2

3 1 4

3 oo

592

工一 2

3

2

2一 3

2

2

1

淞邓邱32邪91璐215211563井韵沮皿璐跳0
,玉O自0001
玉

一一一一一ù一斑韶14触阳肠竹0000000

闽南一台湾浅滩 1 月为二长棘绸生 殖 初 期
,

雌鱼 性 腺 I H一 I V 期 占雌鱼 总 数的
7 4

.

2%
,

I V 期 占 14
.

3环
,

I V一V 期 8
.

6% 沼 月为生殖盛期
,
工V 期占 9 1

.

3%
,
I V一V 期

8
.

7终 , 3 月为生殖末期
,

V工一 11 期占 55
.

2%
,

I V一V 期 10
.

1%
。

生殖群体的体长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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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围为 9 5一 17 9毫米
,

l 龄鱼为主
,

2 龄鱼次之
。

雌雄性比为 1 : 1
.

23
,

雄鱼稍多于雌鱼
。

雌

鱼性成熟最小体长为 1 00 毫米
,

纯体重 41 克 ( 总体重 4 5 克 ) ; 雄鱼性成熟最小体长为 95

毫米
,

纯体重 38 克 (总体重 40 克 )
。

其生殖力较低
,

变动于 7
,
2 92 一 3 0

,

4 0 5 粒
。

依据卵径

分布频率表明
,

在一个生殖季节至少排卵两次
,

其卵子发育系属于非同步性的分次排卵类

型
。

其食性广泛而食料基础雄厚
,

以底栖生物为主食
,

兼食游泳动物和浮游生物
。

生命周

期较短
,

补充群体多于剩余群体
,
种群数量变动较不稳定

,

但其初次性成熟年龄集中
,

出生

一周年后
,

同一世代全部达到性成熟
,

种群能以较快速度得到补充
,

世代更新快
,

因此该资

源有较强的恢复能力
。

春夏季双拖机帆船滥捕其幼鱼十分严重
,

为了种群自然增殖和合

理利用
,

必须采取保护性措施
,

严格限制拖捕 O龄组幼鱼
,

允许捕捞的渔获个体以种群大

量开始性成熟时的个体大小为准
,

其合理捕捞年龄为 工龄组 以上 (包括部分的 工龄组 )
,

可

允许捕捞体长应大于 1 10 毫米
,

而相应的纯体重为 50 克或总体重 53 克以上
。

L l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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