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珠江卷口鱼年龄生长
、

食性和繁殖的研究
’

廖国璋 尤炳赞 白岳强 高登峰

刘少明 梁森汉 庞世助

(珠江水产研究所 )

提 要

本文报道了珠江卷口鱼的年龄生长
、

食性和繁殖方面的研究结果
。

通过分析确定 : 卷 口

鱼的年龄级由工一 v1 龄鱼组成
,

各龄鱼分别占渔获物 总量 的住2
.

组男
、

3 8
.

21 绍
、

拍
.

21 形和

。
.

38落
。

用统计学方法
,

计算出卷口鱼体长与鳞长的相关式为 : 石二 8 十貂
.

30 祝 (
r 二 。

,

9沥6) ;体

长与体重的相关式为 : W 二 8
甲

2 26 x 10
’ 忍

sL
·

助 性
( : = o

,

96 54 )
。

对卷口鱼各种食物的组成
、

季节

变化及出现率作了分析探讨
。

卷 口鱼个体 绝对怀 卵量 波动于 757 8一铭88 。 粒之间
,

平均

222 60
.

7 粒
。

绝对怀卵量与体长和体重的相关式为 : 刀 ~ 4
.

5生1肠
,

·
巴 , 08 和 丑二 40

.

88 W +
12 09

。

文中对卷 口鱼的资源繁殖保护
,

网具使用和合理捕捞规格等问题进行了讨论
。

主题 :卷口鱼
,

生长
,

食性
,

繁殖
。

卷 口鱼 (几脚无感面口户
二
血。幻俗名嘉鱼

、

老鼠鱼
,

是珠江水系的特有种类
,

为珠江主流的

西江四大名鱼之一
。

肉细嫩而脂厚
,

味至肤美
,

古今驰名
。

早在唐朝刘询著的《岭表录异》

( 90 4 )
、

清代屈大钓著的《广东新语》 ( 1 7 0 0) 以及《广东通志》清道光二年 ( 1 8 2 2) 就有关卷 口

鱼的经济价值与栖息环境的记载
。

宋代诗人周去非在他的《岭外代答》 ( 1 1 78) 著作中称
:

“

嘉鱼身腹多膏
” , “

其煎也
,

徒置鱼于干釜
,

少焉膏落
,

自然煎熬
,

不必用油
,

谓之自裹
” 。

可

见卷口鱼含脂量之丰富
。

卷 口鱼生物学的研究
,

过去曾有人把它蓄养于水族箱中进行观察试验
,

但对它的生物

学特性研究尚少
。

其分类和形态特征
,

伍献文等 ( 19 7 7 )及广西水产研究所等 ( 1 9 8 1) 已有

描述〔 ,

川
。

而有关卷 口鱼的生态习性方面
,

目前还未见有报道
。

为此
,

我们对卷口鱼的生

物学进行了调查研究
,

以求为今后开展江柯鱼类资源的增殖和鱼类区系的规划管理及人

工繁殖工作提供科学依据
。

材 料 和 方 法

供研究用的卷口鱼
,

取 自广西桂平县城厢市场
。

从 19 7 9 年 5月至 19 8。 年 g 月
,

共采

本文承钟麟研究员审阅
、

陆奎贤
、

李有广同志给予热倩的支持和帮助
,

并对本文提出了宝贵意见 ; 肖小平
、

叶

碧仪两同志曾帮助部份计算和鳞片处理工作
,

特此一并致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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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标本 5 8 0尾
。

标本收集后
,

测量全长
、

体长及称量鱼体重
。

解剖后将性腺
、

肠道用 4%

福尔马林保存
。

用作鉴定年龄的鳞片
,

取 自背鳍起点下方
、

侧线鳞上方的一排横鳞
,

自前向后
,

每侧各

取 5 片
。

如发现该部位有再生鳞时
,

则在其它部位另取
。

鳞片在室内经淡氨水处理和酒

精脱水后
,

夹于载玻片用台式投影仪观察
,

鉴定年龄并测出鳞片的半径
。

为了验证
,

还采

集了部份鱼的脊椎骨作为对照材制
。

食性材料经测量肠长后
,

用 4拓福马林保存
。

月平均分析 20 尾
,

每尾鱼取前
、

中
、

后

三段小肠的肠含物各制成 2一 3 片样本
。

观察时
,

对肠含物中的藻类鉴定到属 , 软体动物

鉴定到大类
,

水生昆虫幼虫鉴定到目
。

有些难以辨认的藻类则用染色方法
,

根据其同化产

物的差异
,

加碘液后是否起反应来确定
。

一些软体动物已被咽齿磨碎
,

只能根据其颜色
、

碎壳的厚度及形状来鉴定
。

肠充塞指数按下式计算
:

充塞指数 二
肠含物重量

个体重量
x 1 0 0 0 0

性腺材料称重后
,

保存于 B俪。 氏液中
。

对于已达 I’V 期的卵巢则取出一克计算绝

对怀卵量
。

脂肪体 `, ,的测定是在鱼解剖后
,

称出其腹腔内的全部脂肪体重量并计算出脂肪体重

与鱼体重的百分比
。

肥满度根据 了 二 评 /刀 x 1 00 公式来计算
。

结 果

(一 ) 年 龄 和 生
’

长

1
.

渔获物年龄组成
:

根据 5 26 尾渔获物的年龄统计资料
,

各龄组鱼的年龄组成为
, 1 龄组鱼 2 2 2 尾

,

占

4 2
.

2 1环 , 2 龄组鱼 2 0 1 尾
,

占 3 5
.

2 1男 ; 3 龄组鱼 1 0 1 尾 ,
占 19

,

2 1拓 ; 4 龄组鱼 2 尾
,

占

。
.

38 %
。

从中可以看出
,

以 1 、 2 龄鱼 占绝对优势
,

其次是 3龄鱼
。

卷 口鱼渔获物的平均体长与体重 (总体重 )的组成
,

当年鱼体长分布主要是 2 2
.

0 厘米

以下的小鱼
,

平均体长 1 9
.

0 厘米
,

平均体重 174
.

3 克 , 2 龄鱼体长为加
.

0一 2 5
.

。 厘米
,
平

均体长 22
,

5 厘米 ,平均体重 303
.

2克 , 3 龄鱼体长为 23
.

。一 28
.

。 厘米
,

平均体长 25
.

5 厘

米
,

平均体重 497
.

7 克 , 4龄鱼体长为 2 3
.

5一 2 9
.

6厘米
,

平均体长 26
.

6厘米
,
平均体重

5 47 克
。

卷口鱼的体长分布如图 l 所示
。

从图 1 可知
:

体长分布随着年龄的增长而增加
,

个体组成则随着年龄的增长而下降
。

2
.

体长与鳞长的关系

以卷口鱼渔获各体长组的平均体长及相应的平均鳞长作图 2
。

从图 2看 出
,

平均体

( 1 ) 指附着在鱼腹腔及肠道上的脂肪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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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卷口鱼各龄鱼的自然体长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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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卷口鱼体长与鳞长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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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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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

J
o rd a ” 落

长与鳞长间存在着直线关系
,

其关系式为
:

石二 8 + 4 3
.

3 0丑 ( 犷 = 0
。

9 9 5 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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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五为鳞长 (厘米 )
,
石 为体长 (厘米 )

。

通过计算求得卷 口鱼各龄鱼的逆算体长为
:

1 龄鱼平均体长 (石
:

)为 捕
.

8 厘米 , 2 龄鱼平均体长 (几 )为 21
.

7厘米 , 3龄鱼平均体长

( L
:

》为 2 5
.

5厘米 , 4 龄鱼平均体长 (人 )为 舫
.

6 厘米
。

3
.

体长与体重的关系

卷 口鱼的体长与体重 (总体重 )的回归曲线属于幂函数类型
,

符合指数增长形式
,

故

用 W =

aL
“
式来表示

。

根据各体长组的平均体长与其相应的平均体重配合回归曲线
,
求

得西江卷 口鱼体长与休重的关系式为
:

W = 8
.

2 2 6 x 10
一 8

L
8二 1 ` ,

(犷 = 0
.

96 4 5 )

式中石为体长 (厘米 )
,

评为体重 (克 )
。

从图 3 可知
:

卷口鱼体长与体 重 的增 长关

系
,

呈正相关
,

即个体增重量随体长的增长而增加
。

根据回归方程
,

将各龄鱼的平均体

长 (逆算体长 )代入体长与体重的关系式
,

求得鱼体长与体重的回归关系如下
:

1龄鱼的平

均体重 (W
,

) 为 91
、

14 克 , 2 龄鱼的平均体重 (矶 )为 265
.

8 7 克 , 3龄鱼的平均体重 (平
。》

为 458
.

29 克 , 4龄鱼的平均体重 (W
.

)为 5 28
.

48 克
。

爪权袄耸

(加)4IT灿喇
山卜户着舀

体长 (厘米)

砌dy 场 n g t h (
。 m )

图 3 西江卷口鱼体长与体重的关系

R g
.

3 eR lat 加朋 忱七w ee 立 坛记 y le n g t h a n d w e i g ht
o f P

.

J
o犷面” i

『 二 8
.

留 6 x 二。一忆 ` 翻碑 (
, 二 。

.

以M S )

4
,

相对增长率和生长指标

据观察
,

卷口鱼的性成熟年龄为 2 龄
。

其性成熟前后个体的增长情况表现出阶段性
,

即性成熟前个体长得快
,

性成熟后则长得慢
。

卷 口鱼个体的生长快慢
,

可用相对增长率

来表示
。

若以 刁L /L 表示体长的相对增长情况 , 以 d w /W 表示体重的相对增长情 况
,

则 1 到 2 龄鱼间的相对增长率为
:

体长的相对增长率 一

气压
、 l。。 = 3 7

·

3 4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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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 , 的相对增长率 二
`

里拓黔
、 1。。 = 1 0 1

·

7 2 ,

生长指标 一

竺佘茹黔
乙 、

=lL
。

,

。`

式中 lL 和 几 分别为 1 龄和 2 龄鱼的平均体长 (逆算体长 ) ,

矶 和夙 分别为 1龄

和 2 龄鱼的平均体重 <总体重 )
。

计算结果见表 1
。

表 1 卷口鱼各龄鱼的生长情况

T叻 l e 1 e or 叭 h of p句 e h记 10 j o f d a成 fo
r e胡 h a g e

年年 龄龄 体 长长 体长相对增长率率 生长指标标 体 重重 体盆相对增长率率

人人 g eee B de y l e n g 右hhh R e l a七i v o g or , rt 五五 G文O W七hhh D〕
即即 R 。协毛i丫 e i软 e r e a日。。

((((( c , )))
T吕 t e of 加 d y 】e n七hhh i n d伯 XXX 、 v o i g h七七 ar t e o f b

o

勿 秘 i沙 ttt

(((((((万 ))))) (g ))) (络 )))

11111 1 5
.

88888 3 7
一

3444 5
.

0 111 肚
。

144444 19 1
`

饱饱

忍忍忍 发
.

77777 1大链链 3
.

印印 部石
.

盯盯盯 性
`

3 777

88888 2 5
.

55555 4
一

加加 1
。

0888 458
.

299999 1 5
`

3 222

44444 邓
.

666666666 6 2 8
*

4 8888888

从表 1看出
:

卷 口鱼 2龄以前为幼鱼生长阶段
,

摄食旺盛
,

生长 迅速
,

其体 长 与

体重的相对增长率都较大
,

生长指标较高
。

3 龄后进入成鱼生长阶段
,

所消耗的饵料大

部分用于性腺发育和脂肪积累
,

因此 ,
体长与体重的相对增长率都较小

,

生长指标也较

低
。

5
.

年轮形成时间

我们确定卷 口鱼年轮形成时间是以鳞片边缘断裂的外侧初长环片成斜切割时为年轮

正在形成期 ;环片长至密环外扩散时为年轮完全形成期 ,其余则作尚未形成期
。

据全体材

料的观察
,

确定卷 口鱼的年轮形成时间是 2一 5 月份
,

最高则在 4一 5 月份 (表 2 )
。

表 2 卷口鱼各月份年轮形成百分比

T的 l e 2 r e r o e n t昭
e o f 氏n n

au
协 l r纽 g fo 他

a幻。 往

o f P
.

了。川。 ” 1 e a 。五 侧旧 n t h

月月 份份 测 定 尾 数数 年轮尚未形成成 新轮正在形成成 新轮全部形成成

MMM o n 毛bbb N o of 租 e a s u r e ddd A n 五 u a l r 主n ggg N e w a n n ua l r加 ggg 人11 n e
w 舀。且 U日 lll

fffff i吕bbb 11」〕 I O t r D e
ddd f O T r Q

纽 ggg r in g 主o r m喊喊

22222 翻翻 朋
.

444 4
。

右右 7
。

000

33333 朋朋 8 6
.

222 1 1
,

OOO 1 3
.

888

44444 盛盛 6 9
.

000 23
.

111 20
,

OOO

66666 砧砧 6 7
`

222 7
。

OOO 1 9
。

777

66666 1 444 71
.

66666 肚
。

石石

卷 口鱼年轮的形成时间也随年龄的增长而推迟 (表 3 )
。

从表 3 看出
, 2月份当年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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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卷口鱼备月份年轮的百分比组成
T叻e 3 l Pe c r呱七蕊9 0o fau

u na li r ngo f尸
.

jo 护 da 儿 1 e ac hmo 毗 h

月 份

M
o n七 h

年 轮
曰

A卫且皿 li r立g

劝
一

0

1 4
.

3

幻
.

8

001902切盯坦00386 O即328832盛一乃
一

占 6 0万
,

i
+ 、

2
+

(即 2 龄和 3 龄鱼 )
` , ,
各占 2 0那 , 4月份当年鱼占 2 5

.

6拓
,

l +
( 2龄鱼 ) 占

5 7
.

1终 , 2
+

( 3 龄鱼 )占 1 4
.

1绍 , 5 月份当年鱼占 3 3
.

3%
, i +

( 2 龄鱼 )占 4 2
.

息拓
,

2
+

( 3龄

鱼 )占 2 3
,

8%
。

6
.

肥满度
、

脂肪体百分 比与年龄及季节的关系

(1 ) 肥满度
、

脂肪体百分比的季节变化 卷 口鱼不同体长组和不同季节的肥满度脂肪

体百分比有所不同
,

如体长为 20
.

6一 2 1
.

5 厘米时
,

春季肥满度系数平均为 2
.

22
,

夏
、

秋季

分别为 2
.

74 和 2
.

9 7
,

冬季为 2
.

47
。

平均脂肪体百分比在体长 l了
.

1一18
.

。 厘米时
,
春季

为 2
.

3 0
,

夏
、

秋季分 XlJ 为 5
.

4 0 和 6
.

6 0
,

冬季为 2
.

7 0 (表 4 )
。

从表 4 还可看出
,

肥满度与体长的增长不大明显
,

基本上保持在一定范围内 , 而脂肪

体百分比则随体长的增长而增加
。

一周年中
,

特别夏
、

秋两季更为明显
,

平均脂肪体百分

比也较高
。

(2 ) 肥满度
、

脂肪体百分比与年龄的关 系 卷 口鱼的肥满度
、

脂肪体百分比与年龄之间

亦有一定的关系
。

基本上都随着年龄的增大而提高 ( 4 龄鱼除外 )
,

且递增明显
。

如年龄为

工龄时
,

肥满度系数平均为 2
.

妞
, 2 龄为 2

.

6 2 , 3 龄为 2
.

93 ,脂肪体百分比的增长
,

年龄为

1龄时
,

平均为 5
.

1 0 , 2龄为 1 2
.

5 0 , 3 龄为 2 5
.

0 0
。

(二 ) 食 性

1 7 6 尾鱼肠含物的分析结果表明
,

卷 口鱼的食物主要是小型的淡水壳莱 ( 2万竹乙吓叩
。
。 。

名哪肠对而 s)
、

舰科类 ( C or b io u l沮ae ) ,其次为淡水海绵
、

有机碎屑
、

周丛生物及一些水生昆虫
、

水纸绷等
。

此外
,

还有数量较多的浮游植物
,
其中有硅藻 (孤峨 l二ioP 场

c

* ) ir 属
、

绿藻

( Ch , 。如 yt 的 13 属
、

蓝藻 ( C外几。 p h y t旧
咨

) 9属和少量的裸藻 ( E u g l e n的
、

黄藻 ( X岛 n t五叩 h y .

饭 )等
。

从表 5可看出卷 口鱼各种食物的出现频率
。

如淡水壳菜出现次数 1 16 次
,

占65
.

9另 ,

规科类出现 64 次
,

占 36
.

4% ;腹足类
、

寡毛类各出现 18 次
,

分别 占 10
.

2%
。

( 1 ) +0 (指 1龄鱼 )
,

包括文献中当年鱼及~ 冬龄鱼
。

即鳞片上还未有形成年轮
、

间或第一个年轮正在形成 ;犷

(指 2龄鱼 )
,

指生长了二个夏龄及二个冬龄的鱼
。

即鳞片上已长出一个年轮
、

闻或第二个年轮正在 形成
。

余 此 类

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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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卷口鱼不同体长的肥满度和脂肪体的季节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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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在卷 口鱼的食谱中
,
各种藻类

、

淡水海绵及有机碎屑的出现率也很高
,

占 52
,

3一

56
.

3终
,

但都不是卷日鱼的主要饵料
。

根据其摄食器官构造及栖息习性的分析
,

卷 口鱼是

以肉食性为主的
,

但亦表现出不同程度的杂食性
。

摄食器官为研磨型取食器
,

齿式 2
.

别

5
.

2 或 3
.

5邝
.

3
,

把取食到的小型淡水壳菜
、

规科类用咽齿压碎后直接吞下
,

不能吞下者则

经 口腔吐 出
。

从肠含物的解剖观察也证明
:

卷口鱼肠内充满了淡水壳菜
、

现科类等已被压

碎的小碎壳片
,

随着食物的消化和时间的推移
,

不能消化者即随粪便排出
。

肠内出现较多

的藻类
、

淡水海绵和有机碎屑可能是在取食时和主要饵料一起摄入或随水流吞入或在饥

饿状态下随机刮食附着在石头
、

底泥上的藻类及腐屑
。

因此
,

在各种藻类的繁殖
、

生长季

节
,

卷 口鱼摄食到这些饵料的机率也相应提高
。

卷口鱼的周年食性分析结果表明
,

其食物以淡水壳菜
、

蜕科类为主
。

10 月一次年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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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卷 口鱼各类食物的出现率及次数百分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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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

这两种食物的出现率大多在 70 终以上
,

摄食量大 , 2一 4 月份气候有所变化
,

水温逐

渐回升
,

适应水中各种藻类的繁衍生长
,

特别硅藻数董最多
,

因此
,

在这期间卷 口鱼肠内出

现的硅藻也多 , 5一 9月份为全年平均最高水温的季节
,
此时卷 口鱼的活动能力也加强

,

消

化速度加快
,

排泄物增多
,

所观察到的肠含物如淡水壳菜
、

规科类的百分率只在 2 4
.

0一

63
.

。弱
,

比其它月份相对较少
。

(三 ) 繁 殖

1
,

产卵场地及产 卵习性

卷口鱼的产卵场所多分布在其生活
、

栖息的水域中
。

我们的材料采自广西桂平县城

下游至石嘴约 10 华里的江段 (中段为西江著名的东塔产卵场 )
。

该处河床宽阔
、

流速大
,

江中多深潭
、

石砾
,

近岸有一大沙滩 (白沙尾 )
,

为郁江和黔江的汇流处
。

江水流速每秒
0

.

67 一 2
.

22 米
,

水位上涨 1
.

3 3一 2
.

67 米
,

水深 10 一 12 米
。

此处不仅是卷口鱼
,

而且还是

青
、

草
、

琏
、

缩
、

酸和鳃鱼的产卵场闭
。

卷 口鱼属定居性鱼类
,

每年 4一 9月份为其繁殖季节
,
大批产卵在 6 月和 9 月

。

产卯

处水流急湍
,

深潭众多
,

卵粘性
,

多产于石头
、

沙砾等物间隙中
,

不易见到
。



1期 廖国璋
、

尤炳赞
、

白岳强等 :珠征卷口鱼年龄生长
、

食性和繁殖的研究

在繁殖季节
,

雄鱼的吻部
、

颊部及头背部均披有白色珠星状的细小颗粒
,

用手摸之有

明显的粗糙感
。

雌鱼则无珠星
,

头部较光滑
,

在同批鱼或同龄鱼中
,
雌鱼个体始终大于雄

鱼
,

且腹部较饱满 ,雄鱼腹部灰白
,

背部较黑
,

在体侧的鳞片上有呈现黑色的环纹
。

2
.

性比及成熟最小型

( l) 性比
:

无论在生殖还是在非生殖季节
,

卷 口鱼雌鱼的数量一般比雄鱼多
。

据解剖

的 580 尾鱼中
,

雌鱼 339 尾 ,
占渔获物总数的 58

,

45 % ,雄鱼 2 41 尾
,

占 41
.

55 %
,

平均雌雄

比为 1
.

5 : 1 左右
,

除 1
、

3
、
7 月雌鱼略少外

,

且在整个渔获物组成中
,

始终保持着这个比例
。

至 n 月份产后
,

捕到的雌鱼比平时也多
,

雌雄比平均为 3 : 1左右
,
为最高月份 ,最低在 7月

份
,

雌雄比平均为 1 : 1
.

5 左右 (图 4 )
。

川月J妇。毅。quln斌

图 4 卷 口鱼渔获物的性比组成
卫19

.

连 氏汉 路饰 袱
。 a切五e。 伪 r P

.

和 sd 训艺

. 雌鱼 ( fem
a 场 ) 口雄鱼 (m a加 )

从表 6 的年龄资料分析看出
,

卷口鱼各龄的出现百分率
,
随着年龄的变化

,

雌雄鱼的

性比组成也不同
。

如 2一4 龄都以雌鱼居 多
,

占 5 3
.

2终至 1 0 0环 ,雄鱼只在 50 多 以下
。

雄

鱼 自 2龄后
,
个体数量随年龄的增长而下降

,

到 4 龄时
,
均未捕到雄鱼

。

雌鱼勿随年龄的

增长而上升
。

不论雌雄鱼
,

也未捕到有 5 龄以上的个体
。

参加生殖的群体
,

据测定 154 尾雌鱼和 30 尾雄鱼性腺达 m 期或产后亲鱼的统计
,

雌鱼平均体长 肠
.

1 厘米 ,

瘫
组

.

1厘米
,

每次都是雌鱼大于雄鱼
。

( 2) 成熟最小型 西江卷口 鱼的成熟最小个体
,

据观察
,

雌鱼体长为 19
.

5 厘米
,

体重

19 9 克
,

卵巢重 24
.

75 克
,

成熟系数 12 一巧%
,

怀卵数达 1
.

3 万粒
。

雄鱼体长 17
.

5厘米
,

体

重 1 46
.

5 克
,

精巢重 1
.

5 克
,

成熟系数 土
.

02 拓
。

根据年龄鉴定及组织切片观察表明
,

卷口

鱼在江河水住牢牲徐达初次成熟的不体最示要畏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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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卷口鱼各龄鱼的性比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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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测定数 (尾 ))) 999 81 1 000加 777汲汲 8999 666 222 000

NNN o
.

f o坦
ea吕u r ed f is hhhhhhhhhhhhhhhhhhh

百百 分 比比 妞
。

777阴
,

333 石3
.

222 4 6
甲

888 驰
。

777 石
.

333 1 oooo 000

PPP e 了e o n 毛吕郎郎郎郎郎郎郎郎郎郎

3
.

成熟系数与脂脂体百分比的关系

认ù石q沪留

M o n t h 日

图 6 卷口鱼成熟系数与脂肪体

(鱼体重的百分比 ) 的关系

F i g
.

5 R e l a 七io 卫5 b e t耐 e e n

迎 t
u r e 以犯f f i-

〔 i舫 t a
dn af t b阂 y 时 P

.

和叼姚茜

一
脂肪与体重的百分比 (圣“ b 记 y / h s h W e j g h七

(男 ) )
一

成熟系数 ( zn 时 u 了e
co e f fi e i叭毛)

卷 口鱼生殖季节的成熟系数及脂肪体百分

比都较非生殖季节高
。

产卵前
,

成熟系数开始

上升
,

脂肪体也逐渐增多
,

到 4 月份脂肪体百

分比达 4
.

4 2 , 6一 9 月份一直保持在 3
.

5一 5
.

。
。

图 5表明
。
卷口鱼脂肪体的逐月变化可分成两

个阶段
。

第一阶段自 10 一 3 月
,

脂肪体较少
,

为

非生殖季节
,
雌鱼平均 成熟 系数变 幅 0

.

19一

0 9 3 ,

平 均 。
.

56 , 脂肪体重与体重的百分比为

1
、

名令一 3
、

盯 、平均 a
.

3 1
。

筹二阶畏从 4一 9月
,

脂肪体较多
,

为生殖季节
,

雌鱼平均成熟系数变

幅 。
.

盯一 2
.

4 0
,

平均 1
,

64 ; 脂肪体重与体重的

百分比为 3
.

12 一 4
.

9 8
,

平均 4
.

0 5
。

雄鱼的变化

情况与雌鱼大致相同
。

4
.

卷 D 鱼卵巢周年发育的观察

卷 口鱼卵巢发育的周年变化
,

据外形特征可把它分成六个发育阶段
,

描述如下
:

工期
:

生殖腺呈细线状
,

紧贴腹膜下方
、

缥两侧
,

肉眼不能分辨雌雄
。

1 龄鱼体 长 1
.

90

厘米以下者
,

为 工期卵巢
。

11 期
:

产后 11 月至次年 1 月
,

少数到 2 月中
,

性腺一般处在 11 期
。

卵巢带状肉白

色透明
,

可区别雌雄
,

但肉眼看不见卵粒
,
固定后呈花瓣状

。

卵径 0
.

13 一。
.

60 (固定后
,

下同 )毫米
,

平均 0
.

17 一 0
.

35 毫米
。

成熟系数为 0
.

0 5一 0
.

51 那
。

卷 口鱼越冬期 间 卵巢

为 11 期
。

11 1 期
: 2 月至 4 月中

,

卵巢很快从 n 期发育到 班 期
,
并为过渡到 W 期作准备

。

此

时卵巢浅黄色或粉红色
,

肉眼可见到卵粒
,

但不易分 离
。

卵径 。
.

36 一 1
.

17 毫米
,

平均

0
.

5 6一 0
.

80 毫米
。

成熟系数为 0
.

21 一 1
.

50 %
。

I V 期
:

自 4月下旬
,

卵巢由班 期发育到 VI 期
,

从 5月至 9 月份都可见到 IV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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卵
。

卵巢为淡红色
,

卵粒圆大饱满
,

卵黄沉积 ;卵巢占腹腔三分之二以上 , 膜上血管粗大
,

有很多分枝的微血管
。

卵径 。
、

了5一 1
,

肚 毫米
,

平均约 0
.

9 7一工
,

2 4 毫米
,

成熟系数为 1
.

2

一 7
.

1哪
,

个别达 10 一 12 拓
。

V 期
:

产卵季节所捕获的标本
,

未见有 V 期卵巢
,

挤压雌鱼腹部亦无卵粒流 出
,

故 V

期卵巢缺
。

V l 期 :
产后即进入此期

,

多数出现在 7
.

8 月和 10 月份
。

卵巢表血管紫红色充血
,

卵

巢体积缩小
,

松驰无弹性
,

出现退化卵粒
。

同时卵巢内存在许多过渡型的卵母细胞
。

卵

径 O
.

4D 一 1
.

23 毫米
,

平均约 0
.

7 8一 1
.

04 毫米
,

成熟系数在 0
.

5那 以下
。

5
.

繁殖力

(1 ) 成熟系数的周年 变化 卷 口鱼雌雄的平均成熟系数在一周年中逐月变化的情况如

ǎ次菠城嫉姐

壮口。ō渭公.̀0日口杆目层

图 6所示
。

从图 6 中知道
,

各月份的平均成熟

系数雌鱼远远大于雄鱼
,

一周年中
,

雌鱼成熟

系数的平均变幅为 0
.

19一 2
.

40
,

雄鱼为 。
.

07 一

0
.

2 0
。

雌鱼成熟系数在 10 月中至 2月中的 四个

月时间内最低 ; 2 月中以后
,

水温逐渐升高
,

成

熟系数随之增大 , 3月下旬至 4月下旬增长 速

度最快
, 6月份达最高值 (除 8 月份有所下 降

外 )
,

至 9 月份又回升到一定水平
。

这种成熟系

数的周年变化是和性腺发育的情形相 一 致 的
。

4一 9 月份成熟系数较高
, 6 月和 9 月大批产卵

后
,

卵巢缩小
,

成熟系数也随之下降
,

至 11 月份

图

r i g

M o n 七卜s

6 卷口鱼平均成熟系数的周年变化

6 A卫 n u a l 。五扭刀 ge o f n e a 牡

幽 t川。

印 e f f l o i e毗吐 p
.

和护d。程 f

吸收完毕
,

继而回复到下一个性周期
。

雄鱼成熟系数的周年变化类似于雌鱼
,

但高峰期的

出现则比雌鱼要早一个月
。

(2 ) 怀 卵量 我们共解剖了 84 尾卵巢发育已达 IV 期的雌鱼
,

六个不同体重组的平均

怀卵量见表 7
。

从表 7 可见
,

卷 口鱼的体重
、

体长和怀卵量之间的关系属正相关关系
,

即体重
、

体长愈

大
,

绝对怀卵量愈大
。

但相对怀卵量以及成熟系数与体长
、

体重之间就没有什么增长的关

系
。

(3 ) 个体 怀印量与休长的关 系 卷口鱼个体绝对怀卵量 ( R ) 与体长的关系是一种曲线

增长关系 (图 7 )
。

根据所获材料分析
,

个体绝对怀卵量波动于 7 8 7 8一吸8 8 8。粒之间
,

平均

为 2 2 2 5 0
.

7 粒
。

个体绝对怀卵量与体长的回归方程为
:

几 二 4
.

5 4 1 9刀
·
右多 o ,

( 犷
= 0

.

9 4 7 1 )

式中
,
R一个体绝对怀卵量 (粒 )

,
石一

.

体长 (厘米 )
。

各体长组实测的平均绝对怀卵量
,

在同一年龄组内
,

个体绝对怀卵量随体长的增长

而提高
。

如 3龄鱼体长 22
.

5一 24
.

5 厘米时
,
刀平均为 1 54 3 2 粒 ; 体长 24

.

5一 26
.

5厘米

时
,
R 为 2 r 1 8 8 粒 ;体长 2 6

.

5一 2 8
.

5 厘米时
,

几为 2 4 8 0 8 粒一体长 2 8
.

5一 3 0
.

5 厘米时
,

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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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了 卷口鱼不同体重和平均体长的绝对和相对怀卵里

T ab le 7A b o sl u切 u a de r l at le vb r oo d a mo .n 加 ofP .

了。叼 a成 in di fe f r .n t b o d y和 19址 吕n dle

此恤

体体 重重 体 长长 怀 卵 量量 卵巢重重 成熟系数数 测定尾数数

BBB o d yyy卫 o d万万 B l劝 Od a坦 U O赶七吕吕 0枯 r yyyM 肠t ueee r N O
,

O fff

www e l g h ttt 1曲 g t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 w o i g五右右 e叱I n
e e n 七七 刃匡e a 日u r ddde((( g ))) ( e m ))) 绝对 (粒 ))) 相对(粒 /克 ))) ( g ))) 〔万 ))) 主臼五五

人人人人 b图心 lu t 666 R e ] a 七i v 日日日日日

((((((( g路垃 ))) ( g r a j n / g )))))))))

公公X l一加 OOO 2 1
.

222 12
,
0 0333 拐

一

444 16
.

999 7
.

1 111 333

333Ol es 奴沦沦 2 3
.

666 1 5
,
4鸽鸽 连工

。

仑仑 1 3
.

777 3
.

7 000 2 lll

444D I一日刃刃 肠
.

111 O2
,
4蛇蛇 44

.

666 14
.

444 3
.

工333 1888

即即工一 6 0 〕〕 邓
.

333 2 0声峡888 3 7
.

777 1石
.

222 2
.

7 555 幼幼

印印1一勿 OOO 2 7
.

666 2 9
,

77 666 肠
.

444 加
.

666 4
.

叮叮 888

物物1一 a X ))) 28
.

999 3 3 ,住1000 4 1
。

000 盯
.

111 3
.

阳阳 000

为 3 6 7 31 粒
。

这说明在同年鱼中体长生长快者
,

个体绝对怀卵量也较大
。

(4 ) 个体怀卵量与体重的关 系 卷 口鱼个体绝对怀卵量与体重的关系
,

则是一种直线

增长关系 (图 8 )
,

即随体重的增加而增加
。

个体绝对怀卵量与总体重的回归方程为
.

儿 = 4 0
.

8 8矿 + 1 2 0 9 ( 犷 = 0
.

9 9 8 9 )

式中
,

丑一个体绝对怀卵量 (粒 )
,

W一总体重 (克 )
。

ǎ色州x试孕心口。谓

加舫即拓

息十长镇软
ǎ乞工x)奢刁
口
名釉

图 7

F主9
.

7

活0 2呆 跳 卫8 2 3 3 0 莽

体长 (厘米 )

劲dy 加 n g 七h (公坦 )

卷口鱼繁殖力与体长的关系

B冶】a t io n o b e t w een f e。
皿 d l yt a

dn

体重 (克 ,

OB即 w e i g h (t g )

图 8 卷 口鱼繁殖力与体重的关系

R g
.

8 R e l a t i o哪 b e t w e e n f郎
u且斌 y a

dn
bo 勿 1e 。酥 h o f P

.

和 , 汤助留玄 切 d了二杭 g玩 of P
,

扣州 , 落

丑 · 4
.

良 1弘` .
翔 (

, 。 0
.

艇 7劝 丑 =
40

.

85 那 + 120 9 (
, = 。

.

朋阳〕

各体重组实测的平均绝对怀卵量
,

在同一年龄组内
,

也随着体重的增加而增大
。

如 3

龄鱼体重为 3 0 0 ee d o o 克时
,
R 平均为 1 4 5吐3 粒 ,体重 连0 0一 5 0 0 克时

,

刀为 1 9 2 9 2 粒 ;体重

5 0 0一6 0 0克时
,

丑为 2 10 6 3 粒 ,体重大于 6 00 克时
,

五为 3 0 3 7 2 粒
。

因此
,
说明 T 卷 口鱼

在同年龄组内
,

体重增长快者
,
个体怀卵量也较多

,

且单位体长的卵量也有所提高
。

(5 ) 个体怀卵量与年龄的关 系 卷口鱼个体怀卵量与年龄的关系如图 9所示
。

从图 9

可知
,
个体怀卵量随着年龄的增长而增长

,

但年增长较慢
。

从 2 龄到 3 龄鱼
,

平均年增长

约 3 7 00 粒
,

每克总体重约增加 了一 10 粒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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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同一体长组范围内
,
个体怀卵量随年龄的增长而有所增大 ;在同一体重组范围内也

是如此
。

但是
,
对于 2 到 3 龄的卷 口鱼

,

不论在同一体长组或同一体重组范围内
,

其个体

绝对怀卵量的增长都较小
。

讨 论

1
.

卷 口鱼在西扛是一种营底栖生活的中小型鱼类
,

常以淡水壳菜
、

蛆类及有机碎屑

为食
,

也喜食一些淡水海绵
、

水纸绷和藻类
。

卷 口鱼对食物的选择性
,

是它长期与环境

相适应的结果
。

在卷 口鱼的整个生长过程中
,

幼鱼阶段生长较快
,

成鱼较慢
。

就肥满度而

言
,
很多鱼类远 比不上它

,

且脂肪含量也较高
,

因而有西江四大名鱼之一的美称
。

通过研究表明
.

鱼类的脂肪体是反映其生活条件的一个重要指标
,

且随不同 年 龄
、

季节的变化而变化
。

如 5一 9月份 (夏
、

秋季 )是卷口鱼的繁殖季节
,

各种水生动物大量生

长
,

在此期间
,

卷口鱼摄食量并没有增加
,

但脂肪体却不断增加
,

且远比非生殖季节高 (见

表 4 )
。

在年龄方面变化也很明显
, 1 龄到 3 龄鱼脂肪体从原来的 乐 1 增加到 2 5

.

。 ; 递增

2 0
.

4拓
。

A卫。 k丘运 a
( 1 9 5 9 ) 已证实

,
含较多脂肪的晾鱼

,

无论是春季还是夏秋季产卵
,

其绝对

生殖力和相对生殖力均较高
。

我们用卷 口鱼腹腔内的脂肪体量对体长
、

繁殖力及成熟系

数再作分析时
,

也存在着脂肪体量随成熟系数上升而增加的现象
。

一般认为
,

鱼类体腔中

的脂肪体量随着性腺发育
、

成熟系数的上升而下降
,

但我们观察到的卷口鱼并非如此
,

而

是当卷 口鱼成熟系数上升时
,

脂肪体量也相应增多
。

由于繁殖力的大小与年龄和体长有

一定关系
,

因此
,

脂肪体量也相应地增多
。

不过我们只有 2
、

3 龄的年龄资料
, 4 龄以上个

体的繁殖力未予估计
。

2
.

繁殖季节卷口鱼卵巢和精巢的成熟情况
。

我们在调查中发现
,

很难找到V 期的卵

巢
。

虽然卵巢已很饱满
,

卵黄沉积很多
,

具有一般 IV 期末卵巢的特征
,

但挤压雌鱼腹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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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无卵粒流出
。

我们曾对十余尾卷口 鱼作催产试验
,

结果发现
,

一般都有反应
,

个别雌

亲鱼反应 良好
,

腹部松软
,

泄殖孔红肿
、

凸出
,

用吸管可吸出十余粒卵
,

但始终未见其产

卵
。

据分析认为
,

未获得 V 期卵的原因是多方面的
,

我们初步推断
:

(1 )该鱼为底层鱼
,

在江河中达 IV 期末的卵巢
,

有可能在较短的时间内便迅速发育到 V 期
,

即行产卵 ; ( 2)

卵属粘性
,

产在河中石块
、

砂砾等附着物上
,

我们所捕到的鱼只不过是在它觅食过程或为

达到生殖目的而进行短距离游动的鱼
。

因此
,

在它产卵的短时间内就难以得到成熟的 V

期卵
。

雄鱼的精巢
,

不论成熟与否
,

体积均极小
,

不及雌鱼的十分之一
,

占整个腹腔面积比例

更小
。

如我们解剖一尾雄鱼
,

精巢重 4
.

4克
,

成熟系数只 1
.

21 %
。

此外
,

精巢超过一克的

还有 8 尾
,

这些都被认为是达到性成熟的 ,其余重量最小的不及 0
.

1克
。

这种情况
,

与它

的繁殖生物学及种群特性有何关系
,

尚待进一步查明
。

3
.

卷 口鱼是属一批产卵类型还是属分批产卵类型
,

我们暂不能肯定
。

施琼芳等川
、

吴

佩秋闭
、

在论述池养缝鱼和渤海
、

黄海北部小黄鱼的产卵类型时指出
,

确定鱼类的产卵类

型应以卵巢外观特征及产卵前后卵巢中卵母细胞的组成和消长情况来决定
。

我们根据这

一原则进行组织切片观察
,

发现卷口 鱼很大程度上属于分批产卵类型
。

其依 据 是
:

(1 )

夏
、

秋季卵巢同时存在 n 一VI 期的卵母细胞
,

成熟状况和大小不一 , 〔2 )产后还有较多工L

班 时相的过渡型卵母胞
,

空滤泡并不多 , 夏季产后卵巢退至 m 期 , ( 3) 不论产后或成熟

未产出的雌鱼
、

卵巢从 10 月份开始退化
,

至 11 月份才吸收完毕
,

并回复到 n 期
。

伍献文等 〔 . ,叙述江河鳞鱼的产卵期可延续至 8
、

9 月
,

我们观察到的卷 口鱼产卵期也

延至 9 月
,
与鳞鱼的产卵期相似

。

4
.

关于卷 口鱼的繁殖保护间题
。

卷 口鱼是一种食用价值较高的经济鱼类
,

在广西的

南宁
、

龙州
、

平南
、

桂平
、

藤县和广东的肇庆等许多地方都有分布
,

尤以桂平附近居多
。

我们

所获的标本
,

最大个体重 8 00 克
,

最小 50 克
,

一般 2 5 。一 6 00 克者为多
。

卷口鱼的产量在西

江也颇为可观
,

据桂平县城厢市市的统计
,

1 9 7 9 年 7 月一 1 9 8 0 年 4 月的 10 个月时间内
,

月平均上市达 150 斤 (如把在得江捕到而不在该市场出售或记录不全者计算在内
,

估计产

量还可增加 )
。

渔民捕捞卷口鱼的主要渔具是单层或双层嘉鱼刺网
,

产卵季节每天每条船

多者可捕获几十斤
。

但由于所用网具的目不合理和酷渔滥捕
,

产量已有所下降
。

因此
,

对卷

口鱼的资源繁殖保护必须引起有关部门的重视
。

从卷 口鱼的生长情况来看
, 2 龄 (平均休

长 2 2
.

5 厘米 ) 以下的个体生长最为迅速
, 3 龄以上个体的生长率明显下降

。

生长率的快

慢可从生长指标的大小看出 , 工一 2 龄鱼的生长指标为 5
.

01 , 2一 3 龄鱼的生长 指 标 为

3
.

50 ; 3一 4 龄鱼的生长指标仅 1
.

08
,

显然
,
将正在迅速生长的个体大量捕起是极不合理

的
.

为此
,

我们建议应多捕捞 3 龄以上
、

平均体长在 25 厘米以上的个体
。

要达到此 目的
,必

须改进或限制渔具
。

一般可根据季节变化及鱼的生长情况
,

选用网目大小适宜的网具合

理捕捞
。

网目大小以 2 寸 ( 6
.

6 厘米 )为宜
,
并禁止用细网目 1

.

5 寸 ( 5厘米 ) 的网具捕捞

25 厘米以下的鱼
,

这项措施既不影响渔民的正常收入
,

又能使鱼类资源得到较合理的保

护
。

在繁殖季节加强对卷 口鱼的保护
,

是提高资源的数量和产量的又一重要措施
。

虽然洪

水季节对捕捞卷口鱼不利
,

但洪水前后则是其产卵的最盛期
,

如果此时大量捕捉亲鱼
,

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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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许多亲鱼还未来得及产卵就被捕起
,

这势必影响卷 口鱼的繁殖
,

破坏了它的再生能力
。

因此
,

在卷口鱼的产卵季节应尽量少捕或不捕
,

使亲鱼能顺利产卵
, 以增加鱼苗数量和提

高渔产量
。

捕捞卷口鱼最好在冬季 ( 10 月也可 )
,

此时
,

水位浅
,

河床石头露出
,

容易下网

捕捉
。

据渔民经验
,
冬天枯水期

,
捕捞到的卷口鱼较多

。

因此我们也主张捕捞作业应在冬

天枯水期进行
。

参 考 文 献

〔 1 ] 伍献文等
,
19 7 7

。

中国鲤科鱼类志 (下卷 )
。

土海人民 出版社
。
吕即一 36瓦

〔 2 了 广西水产研究所等
,
1习8 1

。

产西淡水鱼类志
。

盯一朋
。

〔a 〕 钟麟等
,

1 96 石
。

家鱼的生物学和人工繁殖
。

科学出版社
。

留一4礼

〔4 〕 施琼芳等
,

功以
。

鳃鱼性腺周年变化的研究
。

水生生物学集刊
,
5 (劝

:
77 一1 0 2

,

〔石〕 吴佩秋
,

均红
。

小黄鱼不同产卵类型卵巢成熟期的组织学观察
。

水产学报
,

S (幻
: 16 1一 1知

。

[ 6 〕 伍献文等
,
1卿3

。

中国经济动物志
一

淡水鱼类
。

科学出版社
。

8气

A G E , G R O W T H ,
F E E D I N G H A B I T S A N D R E P R O D U C T I O N O F

T H E M O U S E F I S H P T Y C H I D I O J O R D A N I IN T H E P E A R L

R I V E R , C B I N A

互 , G u o血
。 n g

,
Y o u B血 g触

,

玩i y
u
闰~ g

,

G的 D e

gn fe 二 g
,

iL u s h良o n 五n g
,

L i a n g S h en 五
a n a

dn 入鳍 Sh i l u n

(尹 ` “ 月五如邵 夕匀加而绍 J孤对众“ 拓 )

A b s tr a e七

A卯
,

罗仰比
,

fee d血 g h汕伽
a n d , e p老阂

u d fo n of 比
e o ou 的 if hs (几娜`而。

扣 , -

d你 . 落) w叮 e 。切 d i献
,

S p e e加en o w毋 e e o l l袱
e d f r

om 功耐 l卜u p s切

aem
o f 伍 e P e盼1 R i v e r

泣 e “ r G u i P加9 C ou n 七y ,
G u 。列笋 j乃

。 v饭 e e

du
r j皿 9 M a y 1 9 7 9 叨 d S e对呱玩

r 1 9 8 0
.

A l l o f

5 8 0 f ihs at l e o b y g且1 o e t ,

ht e cl 昭 s e o o f a .g o 1
.

1 1
.

lI l
.

a刀d IV
e

呱仕 ib u

喇 4 2
.

2 1%
,

3 8
.

2 1%
,

1 9
.

2 1多 幼d o
。

3 8多 o f ht e

树
岛 l 且

um
b er r e印 e o it ve l了

,

T b e r el a份o n
bet w e e。

b记 y l二梦五 昌n d 让
e s e al 。 山a m e

衍 妇 d e 。。 r
ib

e d b y th e
叹 u a

切 n : L 二 8 + 4 3
.

3 0丑 (
二 二

0
.

9 9 56 )
.

T加 l皿 g th es w e i g五七r e l毗 ion o f 伍
e I Q o u o e 恤五 10 e o m p u

侧 fr o m t h e
eq u就 i皿 :

V[ = 8
.

2 2 6 又 1 0
一 ,

L
,二 ,

伙犷 = 0
.

9 6 54 )
.

T h e 坦 ou o e f i s h m 岛饭 ly f ed 血 泌
a l l b en 让 i e

j几 v郎切 b r a

俪 印。 h 韶 工`” 记孔。夕。
你 a za 。肠 3才护云名

,
C o犷乙店粥不落d a e 叨d s p o n g 。吕 ,

叫 u时 i e i n s e o t ,

w or m。 叨 d o p皿 g e s 韶 w e l l 朋 or g 日卫 j e d e份 i栩。
.

A p a rt f or m t五e o e , 。 o功 e p五对即 I幼 k ot 朋

血 c l ud i gn 刀粼坛z沁而叩h鲜“ ,

戊
。。 帅洲a a o d o 岁。 ” 口夕勺梅 w份。 d

~
喊 in ht e 执俪

-

枷明 吐 ht e f加h
.

T he se x r咐10 o f o al es ot f e m 幻es w昭 1 : 1
.

5
.

S P a w n i gn oc 。叮斑 f r o m

八砂 11 t o `即 t￡切 b c r
`

M i n i加切
$ j乞e o f ad u l七 f e ln 翻 l e w朋 2 2

.

3 姗 i n le 刀 g七h 恤d 3 6 1
.

7

9 in w e i g h t , 压 n d 2 0
.

0 他 i n le n g th o d 2 0 0
.

5 g i n 机 i g h t o f 、n a l e
.

E i g h yt 一

fo o f e m a l e 价h w 6r e e

~
in ed f o r fe c。 山 t y

,

伍。 。
~ be r 讨 e g g s w , 。 7

,

87 8一

4 5
,

8 8 0 (
。 v e r 岛g e 2 2

,
2 5 0

.

7 )
.

eR gr 朗
5 1姐

e q u a t i o n o w汾 e
dvee

l即 ed for fe e u
dn iyt v 。



水 产 学 报 功卷

l曲郭五 叨 d wi e gh tr朗 r吧时 i v目 y明 o f l lo w
s:R二 4

.

54 19分二协二 (犷 =0
,

94 7 1 )冬n d R =

4 0
.

8 8叨 + 1 2 0 9 (犷 = 0
.

9蛇 9 )
.

O二你 hi 鳍 加 伍 e

ma 扣
r o , 二 时 ds

o ll n就 i二 of 伽 h rP do u c t i o o in 伍
e P e a r l

R i v e r
.

日m吕 11 r o e妇五酬 I n吻 五 a v o b阳公 in 眯
.

W
e o u豁朗七伍

a t 比。 m。 五 。血 e o f g三王I

n e切 , h o u ld b e
en l a r g e

d ot 6
.

6砚
.

T五e u阳 成 s e m m阳h 公 e t m画 b e P r o五ib i砚
甲

.K
y W or ds : M

~
f汕

,

八洲h记赫 如,面俪
,
C r

ow 七气F e e d in g h曲 ist
,

助rP od 二七沁
n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