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斑尾复娘虎鱼的生物学研究

孙帼英 陈建国

�华东师范大学生物学系
,

上海 � 。。。�幻

提 要 斑尾复娘虎鱼系沿海及河口的习见种类
,

矛尾复姻虎鱼为它的同物异名
。

该

鱼属底栖肉食性鱼类
,

主要以小鱼和小虾蟹为食
。

在繁殖期间产两次卵
,

属多次产卵类型
,

产

卵后不久死亡
,

寿命为壹年
。

斑尾复椒虎鱼为鲤虎鱼科中的大型种类
,

其体长和体重的相关关

系式为 � � � �
·

� ��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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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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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重生长拐点 , , 一 ��
�

� �月龄�
,

拐点处体重为 ���
·

� 克
·

本文分析了

斑尾复细虎鱼在养虾业中的危害情况
,

并探讨其资源的发展
。

关键词 斑尾复鲤虎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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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虎鱼 科
。

分布于中国
、

朝鲜和印度尼西亚
,

是我国沿海和河 口习见的鳅虎鱼科中的大型种类
,

其 肉

昧鲜美
,

在沿海和河 口 的渔业中
,

有一定的经济意义
。

又由于该鱼摄食虾类
,

是对虾养殖

业的主要敌害
,

为此
,

我们对长江 口及其邻近海域的斑尾复龋虎鱼进行了生物学研究
,

旨

在对它的利用和 防治提供参考资料
。

从 ��  � 年至 � �   年
,

逐月在长江 口川沙沿岸和邻近的金山嘴海域采集标本
,

渔具多

为插网
,

而幼鱼则用浮游生物网在浅海拖曳捕获
。
、

结 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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头长与尾鳍长的比值
、

尾柄长与尾柄高的比值和纵列鳞数均和体长 �� � 的变化有关
。

头长与尾鳍长及尾柄长与尾柄高的比值
,

根据实测数值
,

回归分析
,

结果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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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测数据和方程均显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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头 民与尾鳍长的比值随体长的增长而减小 �尾柄长与尾栖高

的比值随体长的增长而增大
。

表 � 为纵列鳞数和体长关系的统计数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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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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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 纵列麟数与体长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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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体长的增长
,

鳞片数向着增多的方 向尖展
,

大多数体
一

长加 厘米以上的鱼
,

纵列鳞数为

� � 以士
,

因此
,

斑尾复峨虎鱼的纵列鳞有较大的变动幅度
,

变动的总趋势是随着体长的增

长而增加
。

�二� 繁 殖

性腺发育和产印期 斑尾复暇虎鱼属多次产卵类型
,

在繁殖期间产两次卵
。
� 月 份

的幼鱼
,

卵巢基本上属 � 期
。
� 月至 功 月为 �� 期

。

�� 月开始向 工� 期过渡
。

� 月份 大

多发展到 �� 期卵巢
,

在 � 月份
,

亦 已有少数个体开始产卵
。

产过一次卵而重复发育的卵

巢
,

很快又发育成熟
,

进行第二次产卵
。 � 月和 � 月为盛产期

,

在这二个月中
,

既具有 ��

期卵巢
,

也有产完卵的 � � 期卵巢
,

在 � 月下旬和 � 月
,

大部分为产过一次卵而重复发育

的卵巢
。 � 月份得到的标本

,

全系产过一次卵或产完卵的标本
,

因此
,

产卵期可延续到 �

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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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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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 比 在 6一12 月 (表3)
,

斑尾复暇虎鱼的雄鱼略多于雌鱼
,

接近于1 :1
。

翌年 1 月
,

雄鱼的比例开始降低
,
而到 4 月份

,

雌雄性比则为 99
.
6 :2
.
94,

5 月份未得到雄鱼
。

( 三) 寿 命

捕捉产卵后的亲鱼
,

一直是研究过程中关注的问题
。

在 5 月份以后
,

迄今未见过产卵

后的亲鱼
。

从 5 月中旬开始
,

已能捕到体长为 1
.
10 厘米的幼鱼

,

此后各月的标本
,

均为当

年成长的个体
。

产过卵以后的亲鱼
,

体重亦明显消瘦
,

在体长为 23一25
.
1厘米的 28 尾鱼

中
,

产卵前的鱼平均体重(去内脏 )为 73
.
68 克

,

产过一次卵的平均体重为 60
.
28 克

,

经平

均数差异的显著性检验
,

当置信度为 5男时
,

两者具有显著差异
。

产完卵的亲鱼标本数量

甚少
,

故未作显著性检验
。

因此
,

斑尾复暇虎鱼产卵后不久死亡
,

寿命为壹年
。

(
四 ) 食 性

解剖体长 4 厘米以上的标本 235 尾(空胃占 28
.
5% )

。

对内含物进行鉴定
,

以摄食个

体计算食物的出现率
。

各类食物分别称重
,

计算饱满指数
。

斑尾复鲤虎鱼食物种类有甲壳类
、

鱼类
、

昆虫和沙蚕等
,

在少数个体中
,

还有被食物带

进去的藻类
。

不同月份各类食物的出现率
,

主要集中在虾
、

蟹和鱼类(表 连)
。

表 4 食物组成与出现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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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解食性的变化
,

在 5 月份
,

解剖了 22 尾体长 」二 1一3
.
3 厘米的幼鱼

。

在体长 1
.3

厘米以下的幼鱼主要吃挠足类以及少量原生动物 , 在 1
.
3一2

.
。厘米的个体

,

则主要以端

足类的钩虾和糠虾类的糠虾等为食 ;而在 2
。

。厘米以上的个体
,

除去钩虾和糠虾外
,

有白

虾出现游长在 3. “厘米以上的个体
,

则主要以白虾为食
。

因而
,

斑尾复暇虎鱼体长仅为

1
.3 厘米时

,

即以虾为主要食物
。

在 6 月份
,

不仅虾的出现频次高
,

而且虾蟹量的比例也大
,
占全部食物的 80 %

,

随着

鱼体的增长
,

鱼在食物中的比例增加
,

从出现率和重量百分比均可看出
,

7 一12 月
,

主要以

鱼和虾蟹为食
,

而在繁殖季节
,

鱼在食物中的出现率和重量均较高
,

因此
,

在 2一4 月主要

以鱼为食(表 4
,

图 1)
。

( % )

时间(月)

图 1 食物重量的月变化

【r ig
.
1 T h e va巧a位on o￡p e:。e 。七。g e o f f o诫 w

oig五t

斑尾复绷虎鱼的摄食强度可以平均饱满指数表示
,

在 6一10 月
,

平均饱满指数波动在

2一3拓
,

从 n 月开始上升至 4% 以上
,

至翌年 4月
,

平均值最高
,

达 6环
,

甚至有最大值达

19
.
4% 的个体

。

而空胃率与饱满指数几乎正好相反
,

6 一]1 月空胃率高
,

11 月以后明显下

降
,

翌年 4 月份为最低
,

空胃率与摄食强度呈负相关
。

( 五) 生 长

根据鱼类重量和长度的相关公式 甲 二 a
刀

,

用容量为 950 的样本求体长和体重的 回

归关系
,

结果为
:
甲 = 0

。

0
1

7 3
9 刀

·

“ , .

幕函数指数接近于 3
,

基本上属于均匀生长类型
,

可应

用 von ser 协l瞰ffy 生长方程
。

由回归数值绘制成体长和体重关系 曲线 (图 2)
,

随着体长

的增加
,

体重有加速增长的趋势
。

将实侧值代入该方程
,

结果为
:

瓜 二 4 1
·

2 4 [ 1
一 e一o

·
, , , , ,

( , + o ·

, , ‘, , )〕

矶
=606· 1 4 [ 卜

。‘
·

O.

, , “ , + 认 , “, , ,〕
:二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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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体长和体重的关系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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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体长和体重生长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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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生长方程分别绘制体长和体重生长曲线 (图 3)
,

斑尾复暇虎鱼的体长生长曲线不

具拐点
,

幼鱼时生长较快
,

随月龄的增加而渐趋缓慢
,

趋于渐近值
,

呈抛物线形
。

体重生长

曲线呈不对称的 3 形
,

生长拐点 ‘二 1 1
.
5 (月龄)

,

拐点处体重为 176
.5 克

。

为探讨生长过程中体长和体重的变化规律
,

引入生长速度和生长加 速 度方 程
。

由
von B ort:zan rfy 生长方程对 ‘求导数

。

‘月龄时的生长速 度方程
:

d Z/d考二 3
.
了0 7 9。一

o ·
o

一
i、* + 0 .。一。一。

.

d 侧d‘二 1 5 4
·

1 1 7 6
e
一 ,

·

, , , t ‘吸, + o ·

的.‘, ,〔1 一 e 一
,

·

“, , ‘
( , + ,

·

, . ‘, , 〕,
·
, ”.

t 月龄时的生长加速度方程
.

尹乙/ d t
, 二 一 0

.
3 3 3 4 。一”一:〔, + 0 . 0一 ‘一,

少‘/“
, 二 一 1 3

·

8
5

6 7
。一。

·

。, , , ‘( , + ,
·
“, “ , ,

[ 1 一
e ,

,
, . , , “ , + 。

·
。, ‘, , )〕

,
·

, , ,
二

〔1 一 2
·

8 2 7 9
‘一 o

·
0 . , . , ( t + 二 , . “. ,〕

对上述四个方程作出相应的曲线(图 4一6)
。

斑尾复螺虎鱼体长生长速度在 1月龄时最大
,

以后逐月减小
,

体长加速度始终为负

值
,

绝对值随月龄的增加而递减
。

早期幼鱼体重生长速度较小
,

尔后逐渐增大
,

在 11
.
5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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龄时达最大值
,

随后又趋下降
,

而其加速度在 3 月龄时达最大值
,

在 11
.
5 月龄时

,

加速度

为零
,

此后呈负值
,

因此
,

1 1
.

5 月龄为体重生长速度的最大值阶段
。

讨 论

(一) 关于斑尾复暇虎鱼和矛尾复暇虎鱼同物异名的探讨

发绍虎鱼属 如。汤夕必石璐 的斑尾复绷虎鱼 反 俐胜扭召‘, r 此 (R ic h盯dSO 助 和矛尾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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暇虎鱼 召
.

俪
云州 T e拍m in ok et s 。五l

eg o l) 是两个不同的种
,

还是 同物异名
,

是研究过程中

首先要解决的间题
。

早在 1936 年
,

T 他iy
om :就认为两种暇虎鱼是同一种哟 ,

1 9 5 3 年他又阐明了同样的

观点汇‘。, 。郑葆珊也得出相同结论(张春霖等
,

1 9 5 5
)o 可亦存在它们是两个不同种的看法

〔6,.3
。

持两个种观点的主要依据是
:
斑尾复暇虎鱼尾柄长为尾柄高的 2

.
0一2

.
5 倍

;
尾鳍长小于

头长 , 纵列鳞为 52 一55
。

矛尾复峨虎鱼尾柄长为尾柄高的 3一凌倍 , 尾鳍长大于头长 , 纵

列鳞 67一71
。

据我们对不同体长鱼 的测量结果
,

上述三个特征均与体长的变化有关
。

尾

柄长与尾柄高的比值随体长的增长而增大 , 头长与尾鳍长的比值随体长的增长而减小
,

因

此
,

体长小的鱼符合斑尾复暇虎鱼 的特征
,

而体长大的鱼符合矛尾复暇虎鱼的特征
。

纵列

鳞数变化的幅度较大
,

但总趋势仍然是随着体长的增长而增加
,

由于我们得到 40 厘米体

长以上的鱼 少
,

这可能是纵列鳞最高只有 65 枚的原因
。

此外
,

脊椎骨的枚数与体长无关
,

据体长为 14
.
6一36

.
1厘米的20 尾标本

,

42 枚的占55 终
;
43 枚 占30 % ; 而41 枚 占15 %

。

体长

30厘米以上的 个体中亦有41 枚脊椎骨的
。

因此我们认为
,

我国的沿海及河口只有斑尾复

攘虎鱼一种
,

矛尾复鳅虎鱼为它的同物异名
。

结论 与倪勇在上海鱼类志中所反映的
〔‘3 以

及秦克静的川相同
。

( 二) 繁 殖 习 性

斑尾复暇虎鱼穴居产卵
。

在产卵以前
,

雌雄鱼进入洞内〔’口
。

我们认为
,

根据性比的变

化
,

可能是雄鱼先寻找洞穴
,

等待雌鱼
。

从一月份雄鱼数量开始减少
,

直至 5 月份雄鱼数

降为零的情况来看
,

从一月份起即有雄鱼陆续进入洞穴在繁
。

殖期间
,

雄鱼在巢中守护
。

而雌鱼在性腺发育到 IV 期后
,

才陆续进入洞中产卵
,

产过一次卵后
,

由于生殖腺再次发

育
,

需到巢外觅食
,

这是繁殖期间仍能得到性腺处于 IV 期及产过一次卵的标本的原因
。

( 三) 利 用 及 危 害

斑尾复暇虎鱼属广盐性鱼类
,

在长江 口及其邻近海域沿岸广泛分布
,

在该水域的渔业

中
,

具有一定的经济意义
。

我们曾对长江 口南港的川沙和南汇沿岸擂网渔获物作过统计
,

在川沙沿岸
,

斑尾复撅虎鱼一般可占总产量的 10 那
,

而南汇沿岸
,

由于水域盐度较高
,

产

量则更多
,

在 1一2 月份可达总渔获量的 30 终
。

该鱼生命周期短
,

生长迅速
,

由于肉无刺
、

嫩而鲜美
,

颇为人们喜爱
。

它虽然是肉食性鱼类
,

所摄食的多为无甚经济价值的小鱼
、

小

虾和小蟹
,

如能以适当的方式养殖
,

将会有较好的经济效益
。

在体长 叭3 厘米的幼鱼时期
,

斑尾复暇虎鱼即能蚕食虾类
,

随着鱼体的增长
,

被摄食

虾的个体亦增大
,

在体长 3 厘米时
,

即能吞食长不到 1厘米的小虾
,

故其进入虾塘后
,

当体

长达到 3 厘米以上
,

则可吞食对虾苗
,

体长大的鱼
,

吞食小虾的量相当大
,

如一尾体长32
.
3

厘米(重 33 0 克)的个体的胃中
,

就有仅 3毫克重的白虾160 余只 , 又如一尾体长 25
.
8 厘米

(重 21 3
.9 克)的个体

,

吞食体长 14
.
6 厘米(重 41

.
6 克)的梭鱼

。

因此
,

在对虾塘中
,

除去吞

食小虾苗外
,

还可能袭击大的对虾
,

其对对虾的危害是显然的
。

据金山养虾场资料
,

凡斑

尾复暇虎鱼多的池塘
,

对虾产量低
。

据统计
,

66

.
7 公顷虾塘可捕斑尾复峨虎鱼 2一3 吨

,

多

的可达 5 吨
,

若按该鱼的饵料系数计算
,

其危害是巨大的
。

为防治计
,

必须设法阻止其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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鱼随决虾墉进水时混入
,

如何根据斑尾复鳅虎鱼的生长规律
,

寻找合适的防治方法
,
有待

进一步研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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