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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研究了河川沙塘鳢的年轮特征、生长特性、繁殖和摄食习性。观察比较了耳石、鳞

片、脊椎骨和胸鳍支鳍骨的年轮特征, 选取耳石作为鉴定年龄的依据。渔获物有 0~ 龄五个年龄

组,其中 和 龄组占渔获量的 85% , 龄组仅为 1. 02%。体长与耳石半径呈直线相关。体长与体

重( W) 和纯体重 ( W ) 均呈指数函数增长关系, W= 2. 241 6 10- 2 L 3. 086 7; W = 2. 498 10- 2

L2. 974 7。卵巢发育分 期及重复发育的 和 期, 属分批非同步型产卵鱼类, 产卵时间为 3~ 6

月,盛产期为 4~ 5 月,繁殖期间至少产两次卵。该鱼主要以无经济价值的小鱼和虾为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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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川沙塘鳢 Odontobut is p otamophila G nther, 地方名为塘鳢鱼、土布鱼、塘蒲等,分布于

我国长江中、下游及其支流,钱塘江水系,闽江水系等[伍汉霖等, 1993]。该鱼为淡水底栖小型

肉食性鱼类,肉质细嫩,系餐桌名肴,深受上海、江苏、浙江等地人们的欢迎,但迄今尚无有关该

鱼生物学研究的报导,为此,我们对其年龄、生长、摄食和繁殖等生物学作了周年的研究, 为对

该鱼渔业资源的保护、利用和人工繁殖及养殖提供科学依据。

1 材料和方法

标本采自江苏太湖的东太湖沿岸的剌网、簖和地龙等固定性网具, 1991年 6月至 1992年

8月,逐月在同一地点收集标本,在野外作生物学测定;收集多种鉴定年龄用材料;固定消化

管;用 Bouin 氏液和福尔马林固定卵巢组织块, 切片用苏木精和伊红染色, 冰冻切片用苏丹

和苏丹 染色。在繁殖季节, 观察和调查产卵场情况。

2 结果

2. 1 年龄

关于暗色沙塘鳢的年龄,郝天和[ 1960]和袁凤霞[ 1988]曾分别使用过多种材料。在本研

究过程中,我们对耳石、鳞片、脊椎骨和胸鳍支鳍均作了观察,比较它们用于鉴定年龄的效果。

2. 1. 1 耳石

2. 1. 1. 1 轮纹特征

矢耳石的前后轴大于背腹轴, 中心核近腹侧, 在甘油与水( 1 1)溶液中浸泡片刻,耳石即呈

现明显的宽、窄带;在入射光下,中心核呈非透明的乳白色,其外缘的宽带为透明的暗带, 宽带

外的窄带亦呈非透明白色;在透射光下,中心核略呈黄褐色, 宽带为明亮带,窄带略呈黄褐色。

以背侧部分的轮纹最为清晰(图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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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河川沙塘鳢耳石(示三龄)

Fig.1 The otolith of O. potamophila ( showing 3 years)

图 2 河川沙塘鳢耳石边缘生长指数的变化

Fig. 2 Th e variat ion in otolith margin al incr em en t

index of O. potamophi la

2. 1. 1. 2 轮纹的形成周期和年轮

各月耳石边缘增长指数按 =
R- rn

rn- rn- 1
计算, 其周年的变化为: 6月的 值最小,而后逐月

上升,翌年的 1~ 4月为最大值,后逐月下降, 6月降到最低(图 2)。 值的周年变化,反映了年

轮的形成周期, 即一个宽带和窄带形成的周期为一年, 代表一年的生长,窄带与其外侧宽带交

界处为年轮。

2. 1. 1. 3 年轮形成时间

最大的 值表明耳石边缘最宽,一年的生长已基本结束, 年轮尚未形成, 值最小表明耳

石边缘最窄,下一个年带刚出现, 而在过渡阶段, 由于部分新年带刚出现, 导致平均 值下降

(图 2)。3~ 7月耳石新轮出现率依次为 0. 5% , 7. 7%, 28%, 84. 6%和 9% , 值的周年变化与

之相符合,因而耳石形成新轮在 3~ 7月,盛期为 5~ 6月。

2. 1. 2 鳞片

2. 1. 2. 1 形态特征、年轮特征和形成时间

鳞片取自背鳍下方的栉鳞。鳞焦偏于后区,后区具栉, 前、侧区环片围绕中心作圈状排列,

疏环与密环形成生长年带,在年轮处,多数前区有明显的环片扭曲,甚至破碎,而在前侧区多数

表现为 1~ 2环片间隙增宽,少数则伴有环片扭曲或切割。2月部分个体出现疏环, 开始形成

新轮,一直持续到 5月,盛期为 3~ 4月。

2. 1. 2. 2 鳞栉的年轮特征和形成时间

在稚鱼期,鳞片后区开始出现栉, 随着发育, 栉逐渐形成一排, 在水族箱中饲养到翌年 2

月,栉仍为一排,与同月在野外得到的小鱼相同。自然水域中 3~ 4月份的小鱼,在第一排栉的

后缘又生出新栉, 5月的少数个体新栉形成一排,多数则在 6月。我们将新栉作为年轮形成的

标志, 新轮形成时间为 5~ 6月,即 龄鱼具二排栉,年龄数为栉排数减 1。而 冬龄鱼在 6月

以前为一排栉, 6月以后为二排栉。随着鱼体的增长,旧栉可整排脱落, 仅留栉茎, 故计算排数

时,应将栉茎一并计入。

2. 1. 3 脊椎骨

2. 1. 3. 1 年轮特征和形成时间

取脊柱前端数个椎骨,清理晒干后, 用解剖镜在入射光下观察。椎体的中心部分为暗色,

194 水 产 学 报 20 卷



向外为以中心部为圆心的同心环带,它们组成宽白带和窄暗带, 暗带与其外侧白带的分界线为

年轮。暗带极窄时, 可直接将其作为年轮。新轮形成时间为 5~ 6月。

2. 1. 3. 2 幼轮和副轮

椎体的第一和第二白带宽度约相等,第三白带约为他们的 1/ 2~ 3/ 4,有些椎体在第一或

第二白带中夹有一条暗带,暗带使第一、二白带比例失调,我们认为前者为幼轮,后者为副轮。

2. 1. 3. 3 胸鳍支鳍骨

胸鳍各具四块支鳍骨,骨片薄,在解剖镜的入射光下观察,近端和远端的白色骨化环清晰,

具骨化环者,骨片中心发出的四条辐状骨棱亦骨化呈白色, 以第 2、3枚支鳍骨的骨化环作为鉴

定年龄的依据, 每个骨化环表示一龄。

2. 1. 3. 4 耳石与其他材料的比较

不同材料的比较分析显示,绝大多数耳石的中心核与年轮清晰, 耳石边缘增长率的周年变

化反映了年轮的形成周期,可以表达该鱼的真实年龄。我们将耳石与其他材料的结果比较(表

1) ,鳞片栉的排数、脊椎骨与耳石的符合率较高,其次为鳞片的环片, 胸鳍支鳍骨最低。
表 1 河川沙塘鳢耳石与其他鉴定年龄材料的比较

Table 1 The comparison of age determination of otolith with other materials of O. potamophila

名 称
相 符

尾 数 %

不 相 符

尾 数 %

难 鉴 定

尾 数 %

鳞片
疏密环

栉排数

26

40

60. 9

83. 3

12

8

26. 1

16. 7

5 10. 8

脊 椎 骨

胸鳍支鳍骨

28

28

71. 8

35. 4

10

51

25. 6

64. 6

1 2. 6

图 3 河川沙塘鳢的渔获物( A )和各龄组( B)的体长分布

ig. 3 The length fr equency distr ibutions o f the ca tch ( A )

and that f or ea ch age g roup ( B) o f O. potamop ila

2. 2 渔获物的年龄和长度组成

渔获物由 0~ 龄的五个年龄组组成,

0龄组为尚未越过冬季的当年鱼; 龄组包

括已越过冬季的 冬龄鱼, 和已度过第二

个夏季而尚未越过第二个冬季的 龄鱼

[丘古诺娃, 1956]。其它各龄组依次类推。

据 1991年 6~ 12 月、1992年 1~ 5 月

的393 尾标本统计, 0 ~ 龄组分别占 7.

63%、45. 8%、39. 2%、6. 36%和 1. 02%, 即

、 龄组占总数的 85%。

渔获物的体长组成和各龄组的体长组

成直方图显示(图 3) ,体长频数分布大体是

一致的。体长分布集中在 7. 5 ~ 10. 2 厘

米,占总尾数的 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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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3 生长特性

2. 3. 1 体长与耳石半径的关系

体长( L )与耳石半径( R)的测量值作数学分析,二者呈线性关系。可用直线回归方程表示

(图 4) , 其关系式为 L= 5. 313 3R- 0. 690 3( r= 0. 891 0)。经 t 检验,二者相关性极显著。以

实测的平均轮距,求得各年轮的平均逆算体长(表 2) , 除 龄组有差异外,其他龄组的逆算值

与实测值相接近,说明方程基本符合实际。表 2亦显示,雄鱼稍大于雌鱼。

表 2 耳石轮径和逆算体长与实测体长的比较

Table 2 The mean ring radius of otolith and comparison of back calculated body length

with the measured value at various ages

鱼尾数 龄 组
耳石轮径 ( mm)

r1 r2 r3

逆算体长 ( mm )

L1 L 2 L3

+

214

82

14

平均值

实测值

1. 103 6

0. 999 3

0. 928 5

1. 068 1

1. 682 3

1. 611 4

1. 671 9

2. 068 6

2. 068 6

6. 079 4

5. 436 6

5. 064 3

5. 863 5

7. 90

9. 084 4

8. 750 0

9. 035 6

10. 20

11. 242 9

11. 242 9

11. 50

125

35

5

平均值

实测值

1. 085 9

0. 984 7

0. 880 0

1. 058 2

1. 635 0

1. 536 0

1. 622 6

1. 992 0

1. 992 0

5. 936 8

5. 217 1

4. 580 0

5. 743 0

7. 50

8. 723 5

7. 920 0

8. 623 1

9. 60

10. 280 0

10. 280 0

10. 90

89

47

9

平均值

实测值

1. 128 4

1. 010 2

0. 955 6

1. 079 3

1. 717 4

1. 653 3

1. 707 1

2. 111 1

2. 111 1

6. 279 8

5. 600 0

5. 333 3

6. 000 7

8. 40

9. 353 2

9. 211 1

9. 330 4

10. 60

11. 777 8

11. 777 8

12. 50

图 4 体长与耳石半径的关系 图 5 体长与体重、纯体重的回归曲线

F ig. 4 The r elationship betw een radius o f o to lith

and body length o f O. potamophila

F ig . 5 The re gre ssion curv e fo r body leng th and

body we ight and net body we ight of O. potamophil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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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3. 2 体长和体重、纯体重的相关关系

体长与体重( W)和纯体重( W )呈指数函数增长关系,可用:

W= aL
b
; W= 2. 241 6 10

- 2
L
3. 086 7

( r = 0. 992 1) ; W = 2. 498 10
- 2

L
2. 974 7

( r= 0. 971 4)

体长和体重及纯体重相关密切,幂函数指数都接近 3, 属等速生长。经 t 检验,在 = 0. 1 水平

下,体重和纯体重有显著差异,此后的数据以纯体重计算(图 5)。

2. 3. 3 生长指标和相对增长率

0龄属幼鱼生长阶段,而 冬龄性腺发育成熟,进入成鱼生长阶段, 此期间,体长和纯体的

相对增长率均以 ~ 龄为最大,根据生长指标,可分为 ~ 和 ~ 龄组两个生长阶段,

但差异不甚明显。各龄组的生长指标都在 2. 1以下,表明其生长缓慢(表 3)。

表 3 河川沙塘鳢的相对增长率和生长指标

Table 3 The growth index and relative rate of increase in length and net weight of O. potamophila

年龄组 L/ L( % ) W / W ( % ) GL GW 生长指标

~

~

~

29. 11

13. 73

12. 93

84. 87

43. 06

43. 78

0. 255 5

0. 128 6

0. 121 6

0. 614 5

0. 358 1

0. 363 1

2. 018 5

1. 311 7

1. 410 6

注: L / L( % )和 W / W ( % )分别为体长和纯体重的相对增长率; G L和 GW 分别为体长和纯体重的瞬时增长率。

图 6 各类食物的重量百分比

Fig. 6 The per centag e of we ight of var ious fo od

items f or va rious body length

2. 4 摄食习性

2. 4. 1 食物种类和食物组成

据178尾鱼的食物分析(表 4) , 其食物种类

约有 30种(类) , 分隶于鱼类、甲壳类、贝类、昆虫

和水生植物。鱼类和甲壳类的出现率最高, 其次

为水生植物和贝类, 昆虫最低。在鱼类中, 除难以

鉴别的种类外, 麦穗鱼、鲫和鱼旁鱼皮亚科的出现率较

高;甲壳类中,日本沼虾、锯齿米虾出现率高,其次

为细螯沼虾和钩虾等; 贝类中则以扁卷螺出现率

最高;植物中的水绵类和丝藻类出现率相对较高。

食物的重量组成更能反映他们在饲料中的作

用,鱼类和甲壳类不仅出现率高, 重量比例亦最

大,分别占饲料总重的 46. 3% 和 37. 8%, 而贝类

和昆虫则分别占 7. 7%和 5. 8%,虽然植物的出现

率大于贝类和昆虫, 但其多为零星碎片,重量仅占

总重的 1. 9% ,因而鱼类和甲壳类是其主要食物,

贝类和昆虫为次要食物, 水生植物是在捕食时随着食物带进去的,是偶然性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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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食物组成和出现率

Table 4 The food composition and percentage of occurrence f requency of O. potamophila

体长( cm ) - - - - 7. 0- - - - 9. 0- - - - 11. 0- - - -

34尾 53尾 61尾 30尾

食物出现率

( % )

鱼 类 麦 穗 鱼 2. 94 3. 77 19. 67 10. 00

鲫 2. 94 3. 77 9. 84 16. 69

黑 鳍 腺 1. 64 3. 33

鱼旁鱼皮亚科 11. 32 9. 84 3. 33

黄 鱼幼 8. 82 1. 64 3. 33

河川沙塘鳢 2. 94 1. 64 3. 33

子陵栉虾虎鱼 1. 64

其它鱼类 20. 59 28. 30 11. 47 26. 67

鱼 卵 6. 67 52. 30

甲壳类 日本沼虾 7. 55 11. 48 23. 33

细螯沼虾 5. 88 5. 56 6. 56 13. 33

锯齿米虾 5. 88 11. 32 26. 23 16. 67

细足米虾 6. 56 13. 33

中华小长臂虾 2. 94 3. 82 3. 33

钩 虾 8. 83 11. 48 10. 00

等 足 目 5. 56 1. 64 6. 67 46. 50

软体类 扁 卷 螺 26. 47 13. 21 9. 84

耳罗卜螺 5. 88 4. 92

光滑狭口螺 1. 89

方格短沟蜷 1. 64 16. 90

昆虫类 蜻蜓幼虫 3. 77 3. 28

水叶甲亚科 3. 77

其它水生昆虫 2. 94 1. 89 5. 20

水生植物 水 绵 属 5. 88 1. 89 11. 47 13. 33

丝 藻 属 2. 94 4. 92 13. 33

竹枝藻属 3. 33

菹草叶片 2. 94 1. 89 6. 56 3. 33

芦苇叶片 3. 77 3. 33

苦 草 3. 33 18. 60

食物种(类)数 15 16 22 22

2. 4. 2 食物组成和体长的关系

河川沙塘鳢的食物种类虽多, 但各个体摄食的食物种类平均数仅为 1. 45种,仅有一种食

物者占相当数量。按该鱼的体长分析,食物种类数随体长增长而增加(表 4) ,体长 9厘米以下

者,平均摄食 1. 09种,而体长 9. 1~ 11. 0厘米和 11. 1厘米以上则分别为 1. 67和 2. 03种,一

尾体长 14. 4厘米的个体,摄食 7种食物,这是极端的例子。

某些食物的出现率和重量组成与体长有显著关系(表 4、图 6) ,体长 7厘米以下者,贝类不

仅出现率高,重量亦占食物总重的 25. 8% ,随着鱼体的生长, 其出现率和重量均显著下降,而

11厘米体长以上的个体,则完全不摄食贝类。作为主要食物的鱼类和虾类的出现率和重量,

在各体长组均占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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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4. 3 摄食强度

以平均胃饱满指数表示摄食强度 (表 5) 。据 332尾样本, 全年摄食率变动在 37. 0%~

92. 1%之间,胃饱满指数变动在 3. 94%~ 20. 03%, 二者均在 10月到翌年 4月较高, 5~ 9月较

低,其在 5~ 9月温度最高的夏季和初秋季,摄食强度减弱与渔民用固定性网具捕捞有关,在鱼

进入网具后,温度对食物消化的影响可能是重要因素之一,而 5 月份胃饱满指数最低, 又与该

月摄食个体较大有关。

表 5 摄食率和饱满指数的周年变化

Table 5 Yearly changes in feeding rate and plumpness index

时 间 1 2 4 5 7 9 10 11 12

标 本 数

摄 食 率( % )

胃饱满指数( )

38

92. 1

9. 97

24

87. 5

13. 17

65

61. 5

20. 03

38

36. 8

3. 94

23

39. 1

5. 04

27

37. 0

6. 38

52

73. 1

8. 06

36

88. 9

12. 97

29

89. 6

5. 25

2. 5 繁殖

2. 5. 1 卵巢的成熟期

卵巢的成熟度划分为 期及重复发育的 和 期。 期卵巢包括未成熟期和重复发育

期。 期卵巢的卵母细胞出现油球。 期卵巢外观在黄色卵粒之间有小的米黄色卵粒,组

织切片中, 除第 4时相为主的卵母细胞外, 还有较多的第 3时相及第 1、2 时相卵母细胞, 第 4

时相卵母细胞的卵黄粒间有分散的油球,随着发育卵黄粒逐渐融合, 在 期卵巢的 5时相卵母

细胞的卵黄完全融合,油球聚集成数百个较大的油球。 ~ 期为产过一次卵重复发育的

期卵巢,外观不易与 期卵巢区别,但若有未产出的成熟卵,则甚易辨认,组织切片中, 在第

4时相早期的卵母细胞间,有许多空泸泡, 此外, 还有少量第 3及 1、2时相卵母细胞,有些个体

甚至还可看到不同程度积累卵黄的 3时相卵母细胞。第 期为产完卵的卵巢。

2. 5. 2 产卵类型

在 期早期的卵巢中,具有处于充满空泡或积累卵黄阶段的 3时相卵母细胞;产过一次卵

的卵巢组织中有许多空泸泡以及发育正常的早期 4 时相卵母细胞, 这是重复发育的 ~

(或 )期卵巢, 期卵巢进一步积累卵黄,发育至 期, 又可再次产卵, 因此,河川沙塘鳢属

分批非同步型产卵鱼类[孙帼英等, 1994;吴佩秋, 1981]。繁殖季节, 至少产两次卵。

在众多的组织切片中,亦可看到产过一次卵后处于 ~ 后期的卵巢, 其中 3时相后期

的卵母细胞发育正常,没有被吸收的迹象, 后期和 早期是连续的发育过程, 在繁殖群体

中,这种差异是否与某种因子引起产卵时间的差异有关,有待进一步研究。

2. 5. 3 产卵期

当年 9月雌鱼的卵巢已处于 期。不同龄组的卵巢组织切片显示, 9月中旬个别卵巢向

期过渡, 11月中旬大部分卵巢开始积累卵黄, 12月已有进入 期的个体,翌年 2月大部分卵

巢进入 期, 3月中旬已出现个别产过一次卵的个体, 4月和 5月均有产过一次卵而重复发育

的 期卵巢, 4月下旬亦已有个别产完卵的 期卵巢, 6月中旬除极少数 和 卵巢外, 多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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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复到 期。

成熟系数随卵巢发育而有明显变化,各月不同发育时期的平均成熟系数显示(图 7) , 11月

由于卵巢开始积累卵黄, 成熟系数升高, 随卵黄积累的发展, 成熟系数又逐渐增大, 2月大部分

卵巢发育到 期,成熟系数显著增大,平均达 11. 6% , 3月增至 22. 5%( 15. 5%~ 41. 6% ) , 4月

达最高为 32. 1% ( 10. 6%~ 43. 7%) , 5月下降到 17. 2%( 11. 2%~ 30. 4%) , 6月回复到 期的

成熟系数显著降低。

图 7 河川沙塘鳢卵巢成熟系数的周年变化

F ig. 7 Annua l va riation o f m atur ation coef ficient

of o var y o f O. potamophila

上述数据说明, 该鱼产卵时间为 3~ 6 月, 盛

产期为 4~ 5 月, 人工授精也能在此时顺利进行。

3月的成熟系数虽已很高,但产卵个体甚少,随着

4月水温升高,产卵活动增多, 表明繁殖需一定的

温度条件,这与暗色沙塘鳢对温度的要求相似[郝

天和, 1960; M ashiko , 1976]。5月成熟系数偏低,

可能与该月包含了部分 期卵巢有关, 因该期卵

巢进一步发育后,外形与 期卵巢则不易区别,但

其成熟系数偏低。

2. 5. 4 产卵习性

河川沙塘鳢在湖岸和湖湾的浅水处产卵, 卵

主要产在较密的芦苇根部、石块、瓦片或其它基质造成的隐蔽洞穴中,此外,在竹簖和网簖的侧

壁,甚至在插入水中的旧木板或竹篙上亦偶见其卵块。卵块附着于洞穴的顶壁或侧壁,在水族

箱中观察,卵产在瓦块内面的顶壁, 这一习性与暗色沙塘鳢相同[郝天和, 1960; 道津喜伟,

1964; Mashiko , 1976]。卵块呈圆形或椭圆形,卵粒以一端的粘丝附着于基质,另一端游离,相

互紧密排列。

2. 5. 5 性成熟年龄和个体生殖力

两性的 冬龄鱼均已性成熟,产卵群体由 ~ 龄组组成。绝对怀卵量平均为 4 735粒

( 2 645~ 7 708粒) ; 相对怀卵量平均为 87 粒( 56~ 163粒)。怀卵量随体长而有变化, 体长 11

厘米以上和 10厘米以下的个体,他们的绝对和相对怀卵量分别为 5 513粒和 80粒以及 3 191

粒和 129粒。

3 讨论

3. 1 关于年龄鉴定

通过比较研究, 耳石为鉴定年龄的最佳材料, 耳石的中心核与年轮清晰, 年轮形成周期反

映了一年的生长;各龄组长度频数的分布与总体长度频数分布一致(图 3) , 从而印证年龄鉴定

与龄组划分方法符合客观实际,这与暗色沙塘鳢以鳞片环片、栉以及胸鳍支鳍骨等为鉴定年龄

为主要依据有较大差异[郝天和, 1960;袁凤霞等, 1988]。与暗色沙塘鳢的栉行数等于年龄数

不同[袁凤霞等, 1988] ,河川沙塘鳢的年龄数为鳞栉行数减 1,这与第一年和第二年春天以后

排数增加的描述相同[郝天和, 1960] ;鳞栉的排数随着年龄的增长而变得较为混乱, 又由于各

排栉相互紧靠, 给具有三排及其以上龄组鉴定带来困难,故栉仅为低龄鱼较好的参考。鳞片环

片与暗色沙塘鳢的差异[袁凤霞等, 1988] ,主要表现在第一个年轮的环片疏密转变和环片扭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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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往不明显,给 龄鱼的确定造成误差。在 6~ 7月, 河川沙塘鳢的 冬龄鱼的胸鳍支鳍骨尚

有 63. 3%无骨化环,与耳石相比, 冬龄有 10%无骨化环, 而 52. 6%的个体少一个骨化环,故

其不宜作鉴定年龄用,这与暗色沙塘鳢差异较大[郝天和, 1960]。脊椎骨的幼、副轮易给具幼

轮的 龄鱼和同时具有幼、副轮的 龄鱼造成误差,但可作为高龄鱼较好的参考。

3. 2 生长与寿命

该鱼的生长指标在 2. 1以下, 属生长缓慢的小型鱼。其逆算体长小于实测值, 龄组更为

明显。逆算值为实足年龄,而该鱼形成年轮后,正是鱼类生长的旺盛时期, 对于这种小型低龄

鱼,可能影响更为明显; 表 2又显示, 耳石的第一个年轮半径随年龄的增大而减小, 李氏现象

( Lee s phenomenon)也是 龄鱼逆算值较小的原因。

在周年的渔获物中, 龄组以下占 93% , 龄组明显减少, 龄组只得到 5 尾标本,该鱼

栖息于湖岸边浅水中,鱼群活动范围小,渔民终年在同一水域捕鱼,而高龄鱼的数量少,说明该

鱼最大寿命只有 龄,而种群多数的最大寿命只有 龄,与暗色沙塘鳢最大年龄只有三冬龄相

接近[郝天和, 1960]。

3. 3 产卵次数

从 4~ 5月的产卵情况分析,产过一次卵后, 约经 20天即可再次成熟产卵。在 期卵巢

组织切片中,曾看到有不同程度积累卵黄的 3时相卵母细胞;在 1994年 5月底,我们得到数尾

体长 8. 7~ 11. 8厘米的雌鱼, 卵巢已接近成熟,但卵巢大小和成熟系数 3% ~ 7%均和第二次

成熟个体差异很大, 这应是最后一次产卵的个体, 故在繁殖期间,该鱼可多于两次产卵,与暗色

沙塘鳢有 2~ 3次产卵情况相似[郝天和, 1960]。

3. 4 关于资源保护

该鱼个体虽小, 但经济价值高,应注意保护,东太湖一带渔民终年用固定网具捕捞,对资源

的危害是肯定的,希在繁殖盛期的 4~ 5月,以及繁殖过后鱼体生长快的夏秋季,适当减少捕捞

量。在繁殖水域,应投放隐蔽洞穴, 以利亲鱼产卵和卵的发育。该鱼虽属肉食性鱼类, 但食物

大多是小杂鱼和经济价值不大的糠虾,在东太湖沿岸, 这些饲料资源丰富, 适当保护其资源是

有条件的。此外,该鱼鱼体小,可在池塘中与其他鱼混养,既可利用他控制野杂鱼,又不伤及养

殖鱼,从而达到增加池塘综合效益的目的。

郭学彦现在上海华新生物高技术有限公司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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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IES ON THE BIOLOGY OF ODONTOBUTIS POTAMOPHILA

IN TAIHU LAKE

Sun Guoying and Guo Xueyan

( East China Nor mal Unier sity , Shanghai 200062)

ABSTRACT A detailed resear ch is reported in this paper on the biolo gy of age, gr ow th,

feeding habit, r epr oduct ion o f Odontobutis potamphila ( G nther ) . The oto lith is the best

indicator in age de term inat ion, w ith ve rtebra and scale as reference. The pecto ral r adial

bone is not re liable in age determ inat ion. Of all the aquat ic ca tches the age and

contr ibuted 85% o f the to ta l number in f iv e year groups f rom 0 to . The radius o f

oto lith and body length are in a signif icant line ar corr elat ion, w hich can be described by the

fol low ing equat ion: L = 5. 313 3R - 0. 069 03. The relat ionship between body length and

body w eight ( W) and net w eight ( W ) can be described by the fo llow ing equat ion: W= 0.

022 416L3. 086 7; W = 0. 024 98L 2. 974 7. The f ish mainly feeds on juvenile f ish and shrimps,

but on less amount o f mo lluscs and insects. The course of o varian maturat ion can be

div ided into six sta ges and ~ o r stage. The f ish releases two batches at least in a

breeding season. The breeding season is betw een M arch and June. The nest preferences are

w idely given to many kinds o f substances, such a s gr ass ro o t, tit le, some and other

materia ls. The egg mass can be found on the top o r side of the nest . The indiv idual

abso lute f ecundity ranges f rom 2 645~ 7 708 eggs and individua l re lat ive ranges f rom 56~

163 eggs.

KEYWORDS Odontobutis p otamophila, Biolo gy, Taihu Lak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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