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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海水产研究所 》(南海水产研究所 )

提 要

本文报道了用人工授精方法和拖取浮游仔稚鱼的材料
,

研究观察短尾大眼绸的卵内发 生

的特征
。

成熟受精卵浮性
,

直径 0
.

6--7 0
.

8 8 毫米 ; 油球一个
,

直径 0
.

17 一。
.

泌 毫米
。

在水温 2 7吧

中培养
,

受精后 17 小时可全部孵出仔鱼
。

胚体发育到尾芽离开卵黄时
,

在嗅囊附近
,

听囊前后

各出现一对黑色斑
。

油球位于吻下
,

其表面出现星状黑色素胞
。

这些特征一直保留到孵化后 6

小时的仔鱼
。

发育到后期仔鱼
,

头部开始生有枕骨棘
,

渐长大向后伸长呈枪状
。

眼框骨也隆起
,

上沿出现小刺
。

直到稚鱼期体长 8 毫米左右
,

枕骨棘开始退化变短
,

以后逐渐消失
。

短尾大眼绸 尸州哪 a 。抚哪 。 。 。护。刃。炜协姗 C
.

仓 V
.

属大眼 绷 科 P r
蜘幼七ih d朋 是暖 水

性底栖经济鱼类
,

广泛分布于世界各大洋暖水海区
。

在亚洲的目本中南部
、

朝鲜
、

菲律宾

近岸
、

印度尼西亚
、

纳土纳群岛
、

加里曼丹北部
、

沙捞越近海
、

马来半岛和马六甲海峡一

带均为底拖网渔业的重要捕捞对象
。

在我国东海南部
,

南海北部及北部湾也是底拖网的

重要渔获物对象之一
。

目前我国现有文献
〔卫

’

叼 记录的大眼绸科鱼类有 5 种
,

( 1) 长尾大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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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黑鳍大眼绸 尸护倪必“ 耐九材名 6如哪
,

( 5 )拟大眼绸 尸邵 “ do 夕八咖
, ht 哪

,

棘断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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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96 1) tT] 报道在中国东海主要经济鱼类中短尾 大 眼 鳃居 第 23

位
,

没有发现长尾大眼绸
。

南海水产研究所 ( 19 6 6) ` 玉 ,
在南海北部底拖网鱼类资源调查中

,

短尾大眼绸占总渔获量的 0
.

5男
。

出现率为 4工
.

6多
。

1 9 6 1一工9 6 7 年在南海北部拖网渔获

物中大眼绸占第 2一8 位
,

为渔获物组成的 13
.

2一 3
,

6 %
,

其中以短尾大眼绸为主
。

1 9 7 3

年 4一8 月的拖网调查中
,

平均总渔获量为 3 35
.

12 公斤 /小时
,

出现率为 6 6
.

26 %
,

最高渔

获量为 3 96
.

12 公斤 /小时
。

T e招 u

如 朗 fn a ( 1 9了7 )[
, 〕
报道

,

我国南沙群岛附近浅水区
,

大

眼绸在拖网渔获物中占第 2 位
,

仅次于笛细科鱼类
,

通常占渔获物的 1 0一幼环
。

有关短尾大眼绸卵和仔稚鱼的研究不多
,

近年来 ( 1 9 7 4) 东海区海洋鱼类资源调查中
,

对短尾大眼鳃仔稚鱼及产卵期做了初步探讨
。

广东省水产研究所 ( 1 9 76 )川 南海北 部 外

赵传姻副研究员对木文提出了宝贵意见
,

特表谢意
。

( 1 ) 南海水产研究所 1 9 6 6
。

南海北部底拖网 鱼类资源调查报告第四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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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区鱼卵仔鱼调查报告中
,

对短尾大眼绸的卵和仔鱼的生态分布作过简要分析
。

见于短尾

大眼绸在渔业上的重要性
,

对今后繁殖保获
,

开展增养硝的工作
,

有必要对其卵及仔稚鱼

的形态特征
,

作一 比较详细的观察
。

材 料 和 方 法

作者 1 9 7 4 年 5 月 4 日和 5 月 2。 日先后两次在海南岛以东清澜外海渔场
,

从机轮拖

网渔获物 中采到短尾大眼绸的成熟亲鱼
,

成功的进行了两次人工授精孵化
,

并顺利的孵出

仔鱼
。

依此模式标本
,

研究了 1 97 3 年 3一 12 月在南海北部大面积逐月调查中拖获的全部

鱼卵和仔鱼标本
,

调查范围为北纬 1 5
0

0 0
`

一 2 5
0

3 0` ,

东经 1 1 0
“

一 i 一7
0

3 0 , 。 4一 a 月调查站

次较多
,

分别为 7 3一 136 站次
,

其余各月站次较少为 22 一 23 站次
。

使用网具是直径 80 公

分
,

筛绢 36 G G 大型浮游生物网
。

定点水平拖 10 分钟 (3 海里 /小时 ) 拖得的样品立刻在

5多福尔马林海水溶液中保存
。

运回实验室后
,

将卵和仔稚鱼挑出分别计数保存
,

然后进

行观察鉴定
。

同时对我们过去在本海区调查中采集的标本进行了研究
。

图 2 的 1一 n 是

人工授精孵化的标本 , 图 2 的 12 和图 3 的 l一5
,

全是拖取的浮游标本
。

在观察过程中参

考 1 9 7 4年东海区海洋鱼类资源调查总结报告中的油印图
。

鱼卵及仔
、

稚鱼的形态特征

1
.

卵子
:

短尾大眼绷的成熟人工授精卵直径为 0
.

5 7一 0
.

88 毫米
,

多数在 0
.

65 一 。
.

75 毫米
。

调

查中拖到的鱼卵直径偏大
,

由 0
.

7一 1
.

00 毫米
,

主要在 0
.

75 一 0
.

90 毫米之间
。

1 9 6 6 年我

们测量了大量短尾大眼鳃卵巢内成熟卵子的结果
,

V 期 (产卵期 ) 卵径变化在 。
.

70 一 1
·

00

毫米之间
,

最多为 0
.

75 一。
.

85 毫米
。

(图 1 所示 )

短尾大眼绸的成熟卵
,

圆球形
,

浮性
,

卵膜较薄
,

光滑无色透明
,

无特殊构造
。

卵黄周隙

中等大
。

卵黄粒细
,

较均匀
,

无裂纹 ,内有油球一个
,

活时金黄色
,

直径 0
.

17 一 0
.

20 毫米
,

受精卵在海上现场水温 2 7
.

00 0 中培养
,

受精后 50 分钟发育达 4 细胞期
。 1 小时 25 分钟

后
,

达初期囊胚期
。

2 小时 30 分钟后
,

发育达高囊胚期
。

3 小时 30 分钟后
,

开始下包
,

油球

位植物极一端下方
。

5 小时 30 分钟后
,

胚盾出现并开始隆起
。

7小时 30 分钟后
,

神经沟形

成 ( 图 2 , 1一 4)
。

受精后 9 小时 4 0 分钟后
,

胚体发育视杯和克氏泡出现
,

可以观察到有 10

对肌节
。

此时胚体上开始出现星状黑色素胞
,

色素的分布是头部上后方呈稀疏散布
,

躯干

部色素胞密集
,

但分布不规则
,

只背缘两侧中部较密
,

尾部极少色素出现
。

发育到此阶段

卵黄囊上出现少数星状黑色素胞
,

数 目因个体而不完全相同
,

分布也无规律
。

( 图 2一 5 )
。

受精后 12 小时 30 分
,

克氏泡消失
,

尾芽开始离开卵黄
,

尾部 已 出现鳍膜
,

胚体包卵黄约

3/ 5
,

水晶体和听囊出现
。

此阶段最主要的特征是胚体上黑色素胞移聚
,

在嗅囊处形成 1

对丛状黑色素胞 ;在听囊前后两侧
,

分别各有两个丛状黑色素胞
。

胚体上方的色素向背脊

移聚形成块斑状
,

此种黑色素斑不达尾端
。

腹部肛门附近两侧各有 4一 5 个黑色素胞
。

此

时油球上开始出现黑色素
,

并聚集形成稍大的丛状黑色素胞
,

色素的数 目不等
,

范围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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拓 0
.

6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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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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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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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0

卵巢内成熟卵

O
,

85 0
.

9 0 0
甲

9 5 1
,

00 m m

图 1 短尾大眼碉成熟卵径变化

3一 8 个
,

一般 4一 5 个
。

油球位于吻下方
,

卵黄膜上的色素消失
。

( 图 2 一 6)
。

受精 13 小时

30 分钟后
,

胚体背方的黑色素移聚更加显著
,

嗅叶处各有一较大的黑色素丛
,

有些个体这

两丛色素聚成一大块状
。

眼后上方各有一黑色素丛
,

肛门附近两侧各有 2一 个黑色素丛
。

油球上的黑色素也聚集成 2一 3 个
,

此时油球位于吻下并接近吻端 (图 2一 7 )
。

受精后 15 小时
,

进入孵化前期
,

胚体头部的黑色素更加明显
,

在吻端移聚呈一丛
,

两

眼后缘各有一丛
,

听囊后上各一丛
。

原来胚体背面的黑色素更加向中央移聚
,

形成一列较

浓密的色素丛
,

向后不达尾端
,

除消化道末端形成断续的 2一 3 丛外
,

胚体腹面的其余部分

无色素
。

油球仍位于吻端下方
,

油球前表面 出现 3一 4 丛色素胞
,

色素数因个体而不完全相

同
。

此时卵黄呈现均匀的小泡状
,

在解剖镜下观察到有的个体
,

尾部末端黑色素胞成对称

状分布
。

可数肌节 19 对
。

胚体开始在卵 内作孵化前的扭动
。

培养缸内水温 2 7℃
,

受 精

后 1B 小时 30 分
,

开始孵出仔鱼
。

孵化过程
,

最初是接近胚体头部的卵膜渐渐隆起
,

由于

胚体尾部摆动
,

隆起的卵膜破裂
,

仔鱼头部先冲出卵膜
,

尾部加强摆动 后
,

整个仔鱼很快脱

膜而出
。

2
.

前期仔鱼

初孵仔鱼全长 1
.

38 毫米
,

卵黄囊呈椭圆形
,

长径 。
.

动 毫米
,

微突出头前
,

仔鱼头曲旬

于卵黄囊上
。

油球位于卵黄囊前端
,

其前方有 4一 5 个黑色素丛
。

肛门接近卵黄囊后方
,

背

部色素的分布和前期无大变化
,

仔鱼多停浮水中
,

用尾部摇摆而游动
,

当停顿时
,

因油球位

于吻前端下方
,

故呈头部向上尾部向下悬浮水中
。

鳍膜自头后开始 向后绕过尾端达卵黄

囊后缘
,

以肛门上方最高
。

肌节 8 一 9 + 1 7
。

(图 2一 8)
。

孵化后 5 小时的仔鱼
,

全长 1
,

67

毫米
,

体长 1
.

57 毫米
,

肛前距 0
.

80 毫米
,

约为体长的 51 %
,

卵黄囊仍大
,

长径 0
.

73 毫米
。

鱼体背方的黑色素胞
,

自听囊前段头部
,

色素丛的数 目和位置与孵化前期无变化
,

只是由

原来的块状变成许多分枝状色素
。

鱼体背面的色素 已变成大的枝状
,

其分枝向体两侧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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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色素丛相距很近
,

展
。

油球上的色素也呈短枝状
。

腹部只在消化道末端有 4 一 5 个它

呈一较大丛状
。

肛门已离开卵黄
,

直肠下段呈细管状达鳍膜边缘

,

但未向外开 口
。

看起来

肛后肌

1 7一 1 5 对
。

(图 2一 9 )
。

一天仔鱼全长 2
`

3 0 毫米
,

体长

距 0
.

88 毫米
,

为体长的 39
.

4 6 %
。

2
.

2 3 毫米
,

卵黄囊变小呈棒状

油球上的色素较前期更加扩散

,

吻下有同样色素稍密

。

眼开始有黑色素出现
,

呈淡褐色
。

,

油球位中央稍前
。

肛前
。

嗅囊上方有枝状黑色
J

仓区以后腹缘及肛仍后

素散布

方第 5
个肌节处有多个丛状色素

,

脊索末端上缘有 1一 2 个黑色素丛
,

有些个体其末端下缘

③
、

圆
一幼

曰口冬自口

图 2 短尾大眼明的早期发育和仔鱼

户鳄惑慰蘑箭豁公薰乏翼薰憋蕊毓
品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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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现一个色素丛
。

鳍膜增高
,

无色透明
,

自头顶开始向后与尾鳍膜相连
。

消化道呈直管

状
,

后端直肠 曲向下方
,

尚未与体外相通
。

肌节 了+ 19 一 20
。

(图 2 一 10 )
。

二天仔鱼全长 2
.

23 毫米
,

体长 2
.

10 毫米
,

肛前距与前期无变化
。
口 己形成

,

并能开

合
,

鳃裂出现
,

卵黄囊及油球均已消失
。

消化道出现弯曲褶皱
。

眼已变黑
。

听囊清晰
。

鳍

膜仍较高
。

胸鳍出现呈小扇状
。

肛门已开口于体外
。

嗅囊后至眼前缘
,

有 1个大的分枝

状黑色素丛
,

颅顶部有两个枝状黑色素丛
,

胃的前缘及消化道上缘均有枝状色素丛
,

肛门

后方腹缘形成一列丛状色素
,

至尾柄处消失
。

脊索末端及下缘有数个枝丛状色素胞
。

仔

鱼背方除颅顶有枝状黑色素外
,

其余无色素分布
。

肌节 5 一 6 十 18 一 19
。

(图 2 一 1 1 )
。

3
.

后期仔鱼

全长 2
.

40 毫米的仔鱼
,

体长 2
.

3 5 毫米
。

头部显得很大
,

头长为体长的 32
.

6 %
。

眼显

著增大
,

眼径为头长的 33
.

3%
。

吻长为头长的 20 %
。
口斜位

,
口裂达眼中部

,

眶上骨开始

呈隆起晴状
,

外缘出现锯齿状刺
。

颅顶上方呈半圆形隆起
,

上沿生有锯齿状刺
,

至头后部

生出一后向枕骨棘
,

呈枪状长约 0
.

40 毫米
,

为头长的 5 3
.

3终
,

前缘有大小不规则的尖刺
,

这一突出的枕骨棘是大眼绸仔鱼的重要特征之一
。

前鳃盖骨生有强棘 3个
,

以第二棘最

长
,

约 0
.

2 5 毫米
,

棘的上下缘有刺突
。

腹囊呈梨形
,

直肠短小
,

肛门位体中部稍前
,

肛前距

约 1
.

0 5毫米
,

为体长的 32
.

6形
。

胸鳍呈小扇状
。

鳍膜仍很发达
,

自枕骨棘后缘开始
,

向

后与尾鳍膜相连
,

以尾中部鳍膜最高
。

可数肌节约 6一7 + 1 7
。

鼻孔上方有两个小放射状

色素胞
,

颅顶部两侧有两个同样的大型色素
,

枕骨棘基部及其稍后有多个较小的黑色素

胞
。

腹囊前下方有数个星状黑色素胞
,

其上后有许多淡黑色素胞
。

尾部下缘有一列黑色

素胞
,

约等距离排列
,

数目因鱼而不完全相同
,

由 10 一 13 个
。

( 图 2一 12 )
。

全长 3
·

幼 毫米

的仔鱼
,

体长 3
.

10 毫米
,

眼与头均显著的大
。

头长为体长的 23
.

4形
,

吻钝短
,

为头长的

2 9
。

4筋
。

眼径大于吻长
,

为头长的 47
.

1%
。
口裂倾斜

,

达眼中央稍后
,

鼻孔每侧 1个位眼

前缘
。

眶上骨隆起蜡伸延至眼前后
,

呈半园形
,

上缘有刺突
。

颅顶隆起靖呈抛物线状
,

枕

骨棘长 。
.

5 毫米
,

为头长的 5 8
.

8形
,

较前期似乎显得坚硬锐利
,

两缘呈不规则锯齿状
,

前

缘有几个较大且尖的刺突
。

鳃盖骨棘无变化
。

此时下领骨出现锯齿状小 刺
。

腹 囊呈 梨

形
,

肛门开口于体中部稍前
,

肛前距 1
.

50 毫米
,

为体长的 48
.

4%
。

鳍膜自枕骨棘后缘开

始
,

但较前期退化
,

仍以体中部最高
。

胸鳍呈小扇状
。

下领端出现两个小星状色素胞
,

听

囊前沿有两个星状黑色素胞
,

其后上方有 3个同样色素
。

前鳃盖棘基部有数个园形放射

星状色素
。

腹囊上方出现许多星状色素胞
。

尾部腹缘色素胞较前期减少
,

只有 6一 8个
,

位于后方约等距离排列
,

尾下骨处出现两个小星状色素
。

背臀鳍原基均未出现
。

( 图 3一

1)
。

全长 3
.

95 毫米的仔鱼
,

体长 3
,

80 毫米
,

头和眼显得都很大
。

头长为体长的 2 6
.

3拓
,

吻较短为头长的 25
.

0%
,

眼径突出的大
,

为头长的 50 %
。

吻特钝短
,

口微斜
,

口裂达眼中

央稍后
,

下领骨边缘呈明显的锯齿状
,

眼眶骨上半圈有隆起蜡
,

外缘有锯齿状小刺
,

烦顶前

上方更加隆起
,

上缘小刺增多
,

向后伸出的枪状枕骨棘
,

长约 0
,

75 毫米
,

为头长的 75 终
,

前缘锯齿状
,

后缘粗糙
。

前鳃盖骨棘 3 个
,

中间一个最大
,

长约 0
.

肠 毫米
,

两缘有锯齿
。

腹

囊呈梨形
,

直肠粗短
,

肛前距 1
.

80 毫米
,

为体长的 46
.

8%
。

鳍膜更趋退化
,

但仍 以体中部

最高
,

在尾柄处出现蜂腰状
,

尾鳍膜内出现弹力丝
。

胸鳍长大仍无鳍条
。

下领端色素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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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
,

眼前缘有 3一 4 个星状色素
,

上缘颅顶部有 8一 9 个稍大的同样色素
,

枕骨棘基部及后

缘有放射状色素胞 2一 3 个
。

鳃盖棘基底生有许多星状色素
。

腹囊的上后缘分布有许 多

同样色素
,

彼此排列紧密
。

尾部下缘 7一 8 个星状黑色素
,

约等距离排列
,

尾下骨边沿的星

状色素胞增至 3一 4 个
。

(图 3一 2 )
。

全长 4
.

65 毫米的仔鱼
,

体长 4
.

40 毫米
,

头和眼睛显

得更大
。

头长为体长的 36
.

3%
,

吻钝短
,

为头长的 41
.

4%
。

眼径为头长的 45
.

5形
。
口斜

位
,

上领骨边沿开始生有刺突
,

下领骨外缘呈锯齿状尖刺
。

鼻孔呈三角形
,

位吻端
。

眶上骨

更加隆起
,

尖刺较前增多
,

其后部形成一扁刺
。

颅顶上隆起沿的刺长大且尖锐
,

数也增多
,

向后突出的枕骨棘长约 0
.

95 毫米
,

为头长的弱
.

5络
,

前缘有锯齿状刺
。

前鳃盖骨棘无变

化
。

腹囊近似三角形
,

肛门位于体中部稍后
,

肛前距 2
.

50 毫米
,

为体长的 5 6
.

8环
。

第一背

鳍已出现 7 棘
,

第二背鳍生有少数细弱鳍条 ,臀鳍膜内也出现鳍条
。

尾鳍上下叶出现数根

鳍条
。

胸鳍团扇状
。

吻及眼前方的色素消失
,

颅顶部有 5 个放射星状黑色素胞
,

前鳃盖骨

棘基部有同样色素
。

腹囊后缘色素密集呈暗色
。

尾部腹缘仍有 5一 6 个星状黑色素
,

约等

距离排列
,

其余各部均无色素出现
。

( 图 3一 3 )
。

4
.

稚鱼

全长 6
.

5 5 毫米的稚鱼
,

体长 5
.

15 毫米
,

发育到这个阶段
,

头部不显得特大
,

但眼睛仍

很大
,

枕骨棘显得更坚强
。

头长为体长的 40
.

3终
,

吻显得更加钝圆
,

吻长为头长的 40 形
,

眼径为头长的 48
.

3多
。

口斜位
,

上领骨下沿呈锯齿状
,

下领骨外缘有同样锯齿
。

眼眶骨的

前上方隆起蜡仍显
,

外缘生有许多大小不一的刺
,

后上偏刺钝尖
。

鼻孔已分为两个
,

位眼

前缘
。

颅顶隆起晴有刺
,

及后方形成的枕骨棘已达最长阶段
,

棘的前缘呈锯齿状
,

后缘粗

糙
。

前鳃盖骨棘也发育到最长
,

此后开始退化
。

鳍膜完全消失
,

垂直各鳍基本形成
,

背鳍

生有 8 棘 16 根鳍条
,

彼此有膜相连
。

臀鳍棘 3 根
,

鳍条 15 根
,

尾鳍呈圆形
。

胸鳍扇形
,

已

有鳍条出现
。

唯腹鳍发育还不全
。

尾杆骨上举
。

肌肉增厚色素加浓的关系
,

肛前肌节已难

分清
,

肛门以后肌节清楚
。

头部颅顶放射状黑色素增多
,

眼前缘有点状色素和 8一 g 个星

状色素
,

后下缘有 10 余个放射星状色素
,

鳃盖棘基部有密集的星状色素
,

其间杂有很多点

状黑色素
。

下领骨上缘有 3 个色素堆背鳍后部棘膜间出现数个放射形星状黑色素
,

鳍条

基部背缘有 1 列色素
,

其上鳍膜间有少数色素排成 1 列
。

臀鳍条基部也出现 1 列色素
,

鳍

膜上一列 7一 8 个色素胞
。

尾鳍条基部有 3一4 个同样色素
。

倒数第 2一 4肌节上 出 现 数

个星状色素
。

(图 3一 4)
。

全长 10
.

15 毫米的稚鱼
,

体长 8
。

8 毫米
,

头的比例不显得大
,

眼

仍突出的大
。

头长为体长的 34
.

1 %
。

吻长为头长的 36
.

7 %
。

眼径大于吻长
,

为 头 长的

4 1
.

7%
。

口较前期更倾斜
,
口裂达眼中央稍后下方

。

上领前缘及下领骨外缘呈锯齿状
,

颊

部下缘出现刺状隆起晴
。

鼻孔已清楚的分为两个
。

眼眶骨外缘隆起呈粗糙的锯齿
,

较前

期退化
。

头部枕骨棘已退化变短
,

前沿仍有锯齿状刺
,

后缘平滑
,

长约 。
.

16 毫米
,

为头长

的 2 0那
。

鳃盖骨最大棘也已退化
。

其长与眼径相等
,

上下沿仍有锯齿
。

各鳍发育基本形

成
.

背鳍出现 10 棘 13 鳍条
,

第一背鳍棘前沿出现锯齿状刺
,

鳍膜间出现许多黑色素胞
,

因

而变黑
,

上浓下淡
,

鳍条部无色素出现
。

腹鳍棘前沿有锯齿状刺
,

鳍膜间有色素斑
。

·

臀鳍

3 棘 14 鳍条
,

第一棘前沿呈锯齿状
。

胸鳍扇形
。

尾鳍楔形
。

肛门开 口于体中部稍后
,

肛

前距 6
.

00 毫米
,

为体长的 56
.

8 %
。

头部两侧有许多菊花状色素
。

鱼体前半部胸鳍 上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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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现较大的放射状黑色素胞
,

胸鳍基部色素胞较小
,

其间杂有许多点状黑色素
。

腹部表面

出现许多硬尖刺
,

此种刺自体中部向后达尾柄前端
。

臀鳍中部以前的体侧有点状色素散

布
,

其后色素较少
。

尾柄以后无色素 ( 图版 3一 5 )
。

小 结

作者研究了从南海采到的多种仔稚鱼的形态特征后
,

发现仔稚鱼头部生有枕骨棘者

如够科中的多数种类
,

棘赤刀科
,

鱿鳞鱼科
,

天竺绷科
,

金鳞鱼科
,

蛹科
,

石首鱼科等
。

但鳞

科鱼类的枕骨棘都短小
,

且不向后伸出
,

呈隆起蜡状
,

上沿成波状或山字形
。

蛹鱼和鱿鳞

鱼类是头部两侧生有翼棘
。

天竺绸科只在头顶上生有一个小尖棘
。

石首鱼科枕骨棘呈钝

刺状
,

并不向后伸长
。

金鳞鱼的枕骨棘虽 向后伸长
,

但较细尖平滑且吻很尖突
。

唯有棘赤

刀鱼的枕骨棘较粗壮尖锐
,

且向后延伸
,

其前沿成鸡冠状或二叉形
,

刺突也较少
,

枕骨棘发

育达最长时
,

为头长的 27
.

9 %
。

大眼绸科鱼类的枕骨棘较棘赤刀鱼类更尖长
,

发育最长

时占头长的 70 %
,

且前沿生有许多小尖刺呈锯齿状
。

同时三种大眼绸头部枕骨棘的形状

基本相似
,

单凭枕骨棘的形状很难鉴定列种
,

必须从色素的多少和分布的位置来辨别
。

如

体长近似的大眼绸的后期仔
,

稚鱼
,

以短尾大眼绸的黑色素胞最多
,

头和腹囊上几乎满布

黑色素
,

尾部下缘的色素胞也较多
。

(固定标本 )
。

而斑鳍大眼绸的色素胞相对的少些
,

且

黑色素胞的色素也较淡
,

尾部下缘的色素胞也少
。

黑鳍大眼绸体侧的色素则更少
,

尾部下

缘缺少色素
,

唯在腹鳍上能显现其特征
,

即腹鳍末端有深的黑色素
。

因此
,

大眼绸仔稚鱼
,

从体形上和枕骨棘及色素胞的特征
,

与棘赤刀鱼类是不难鉴别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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