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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通过对徐家河水库陆封近太湖新银鱼周年生长的研究
,

揭示其生长的规律

性
,

并根据其生长特性和生活习性
,

结合水库的生态特点
,

确定徐家河水库近太湖新银鱼的合理捕

捞时间
,

提出促进水库近太湖新银鱼生长
,

提高其生产最的措施
。

关健词 近太湖新银鱼
,

生长特性
,

徐家河水库

近太湖新银鱼 (拟勿胡么献孑
己

油扭

~
行 劝皿g )在我国主要分布于长江中下游及其附属

水体
。

它是一种个体小
,

肉味鲜美的一年生小型经济鱼类
。

自张玉玲【19 8 7」将近太湖新银鱼

定为新种后
,

迄今为止
,

未见对它生物学研究的报道
。

有关其它银鱼生物学研究 的报道亦较

少见 〔王文滨等
,

19以) ;王玉芬等
,

1卯 2」(蒋全文等
,

19肠 )
。

湖北省广水市徐家河水库具有较丰富的近太湖新银鱼资源
,

自 19 9 2 年开发利用 以来
,

已

经获得 了较大的经济和社会效益
。

本 文对该水库陆封近太湖新银鱼生长特性的研究
,

为进

一步合理开发和保护徐家河水库近太湖新银鱼资源提供科学依据
。

1 材料与方法

全库设采样点 n 个 (图 )l
。

1卯2 年 5 月至 1塑对 年 8 月至少每月采样一次
,

在银鱼捕捞

季节
,

随捕捞船全库随机采样
。

采样工具为长 166 m
,

高 12 m
,

网 目为 16 目的 围网
。

标本 用

10 % 的福尔马林固定后带 回室内
,

马上用游标卡尺和电子天平测量其长度和体重
。

徐家河水库近太湖新银鱼只有一个产卵类群
,

即春节产 卵类群
,

繁殖期为 3 一 7 月
,

其中

盛产期为 4 月中旬
,

故零月龄定在 4 月 15 日
,

5 月 15 日为 1 月龄
,

依此类推
。

根据近太湖新

银鱼每月各点平均体长和体重
,

拟合 B e
art l既吻 生长方程

,

计算出各项生长参数
。

2 结果与分析

2
.

1 体长与体重的关系

随机抽取每月中旬各采样点样本 30 尾
,

测量其体长和体重
,

求出各点样本的平均值后
,

收稿 日期 : 19 ) 鑫一的 一 130

( )l 蒋全文
,

l )玻 j
。

太湖短吻银鱼生长特性的研究
。

淡水渔业研究
,

1 :l 一 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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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求得各月体长和体重平均值
。

从 199 2年 5月至 199 3年 4 月共测定样本 3吸刃 尾
,

各月龄平

均体长和体重见表 l
。

表 1 徐家河水库近太湖新银鱼各月龄的平均体长和平均体皿

T目日e l 翻16 a n 加川y 】曰心ht 山曰 和响必 t of N
.

夕犯阴吸冲国的“ 召目旧如 恤 出肠, 曰 t n 加口吐. 加 X uj 倒比 R . 份俄心

日期 (月
、
日 ) 5

.

1 5 6
.

18 7
.

14 8
.

16 9
.

19 10
.

15 1 1
.

14 12
.

16 1
.

13 2
.

15 3
.

18 4
.

15

月 龄 1 2 3 4 5 6 7 8 9 10 l l U

平均体长 (~ ) 劝
.

6 30
,

8 36
.

7 41 8 肠
.

5 沁
.

7 乳
,

6 汤
.

8 阳 6 的
.

3 61
.

1 61
.

4

平均体重 ( g ) .0 仍 0
.

u 0
.

18 .0 25 .0 犯 .0 55 .0 66 0
.

72 .0 为 .0 87 .0 96 .0 96

图 l 徐家河水库采样点分布

凡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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禅ni g s at ti
o ns ni Xuj 汕

e R既vr 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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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徐家河水库近太湖新银鱼的生物学测定数据
,

经点图 (图 2 )分析
,

其体长 ( L
、

~ )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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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重 ( w
、

g )呈幂函数关系
,

符合 w =

Latr 之规律
,

得 出体长与体重的关系式为
:

W = 2
.

o i 4 x l o
一 6 L3

·

l花 (
r = 0 注巡巡〕)

经
r
检验

,

体长与体重密切相关
。

2
.

2 相对增长率和生长指标

鱼类在不 同的阶段生长特点不尽相同
,

而相 .0 9

对增长率和生长指标能客观地反 映鱼类在不同

生长阶段的特点
。

多年生鱼类的生长
,

一般可分 .0 7

为幼鱼阶段
,

成鱼阶段和衰老 阶段
,

而近太湖新

银鱼寿命仅一年
,

繁殖后不久就死亡
,

其衰老 阶 3

段非常短
,

因此近太湖新银鱼的生长只可分为幼 里
。

.

5

鱼和成鱼生长阶段
。

从表 2 中看出
,

6 月龄前鱼体生长迅速
,

其体 。
.

3

长和体重的相对增 长率最大
,

生长指标最高
,

此

阶段为幼体生长阶段
。

6 月 龄后为成鱼生长阶

段
,

相对增长率和生长指标减缓
。

0
.

1

2
.

3 生长参数和生长曲线
体 长 (

: ,、 : 1、
)

根据表 1 中各月 龄组的平均体长 和平均体

重的实测值
,

动用 v o n B e rt al LaI 吻 生长方程来描

述徐家河水库近太湖新银鱼 的生 长
。

体长和体

重生长方程分别 为
: 玖 = L . 〔1 一 e 一

劝
一

o)t ;] Wt
=

w
. 【1 一 e 一 “ (t 一 o)t 」”

。

式中符号之定义见 王文滨

图 2 徐家河水库近太湖新银鱼

体长与体重相关关系

R g
.

2 R e l如“ ” 加p be 。钱笼泊 饮刃y el 雌油 田川讹 1咖
of N

.

脚以如她流姆玛臼 ni X uj iha
e R既vor ir

等【19以)〕和王玉芬等〔1卯 2」文献
。

用表 1 中平均体长的实测值拟合体长生长方程
,

进行直线

回归
,

求得各生长参数如下
: L 。 = 65

.

07 ~
,

k = 0
.

邓叭
,

ot = 一 0
.

, x汤
。

将体长与体重的关系

式 中
,

b = 3
.

170
,

求得
:
w

。 = 1
.

128 90

表 2 徐家河水库近太湖新银鱼的相对增长率和生长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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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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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
,

徐家河水库近太湖新银鱼生长方程为
:

Lt = 65
·

0 7 [ l 一 e 一 “
·

, (, + “
·

` ) ]

Wt
= L 128 [ 1 一 。 一 “

·

, +(t
“

·

` )s]
·

170

将近太湖新银鱼的实测值与 、 b n

Be arti 翻吻 生长方程的计算值列于表 3
。

由表 3可见
,

所求得的平均体长和平均体重的计算值与实测值很接近
,

表明 v o n B e

artl na 伪 生长方程所描

述的近太湖新银鱼的生长符合其生长规律
。

表 3 近太湖新银鱼体长和体皿计算值与实测值比较

飞知州晓 3 Q 肋种d 月留 加加旧, 。目例山触 d a n d n 理 a , In 月 明目此 七 .例抽 翻目 例吵 t 健 N
.

产绍议白白汤“

邢七

月 龄 1 2 3 4 5 6 7 8 9 10 1 1 12

平均体长 实测值 劝
.

6 50 .8 36
.

7 41 8 46
.

5 功
.

7 乳
.

6 56
.

8 阳
.

6 印
.

3 61
.

1 61
.

4

(
” I n

) 计算值 19
.

7 29
.

4 36
.

9 42
.

9 47
.

6 51
.

3 54
.

3 56
.

4 阳
.

4 59
.

8 印
.

9 61
.

8

平均体重 实侧值 .0 份 0
.

u 0
.

18 0
.

25 0
.

38 0
.

55 .0 66 0
.

72 0
.

79 .0 87 .0 96 0
.

男

一一一压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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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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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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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图 3 可见
,

近太湖新银鱼的体长生长曲线

不具拐点
,

开始生长迅速
,

随着月龄的增加逐渐

缓慢
,

曲线趋向渐近线入而体重生长曲线为一不

对称的 S 型曲线
,

生长拐点 t = 4
.

3 月龄
,

此时的

体重为 .0 应go
` ’

曹

3 讨论

3
.

1 近太湖新银鱼的寿限和生长特性

与大 多数银鱼 科的种 类一样 [王文 滨等
,

19喇〕;王玉芬等
,

1卯2 ;张开翔
,

1 9以〕
,

近太湖新银

鱼的寿命也只有一年
,

研究它的年龄与生长时只

能用月龄或 日龄来表示
,

由于该鱼全部硬组织的

钙化程度很低
,

尚未发现 日轮或月 轮标志
,

一般

{
。

·

2

4 6 8 10 12

` ( 月淤 )

图 3 近太湖新银鱼体长和体重生长曲线

R g
.

3 G or 树ht

~
of 网

y len 叻 朋d we ihgt
of N

.

Pes
“
由 t山九孵 ns si

是根据银鱼盛产期的时问
.

加上盛产期时银鱼受精卵孵出时间
,

确定银鱼 的零 月龄 (蒋全文

等
,

19肠 )【王玉芬等
,

199 2」
。

徐家河水库近太湖新银鱼的盛产期在 四月中旬
,

受精卵孵化期 6

天左右弋水温 场℃左右 )
。

因此
,

徐家河水库近太湖新银鱼的零龄定在 4 月中旬
,

5 月 15 日为

1月龄
,

依此类推
。

徐家河水库是截流徐家河而成
,

水库南北长 39 mk
,

有较明显的上
、

中
、

下游之分
。

分布在

水库区域的近太湖新银鱼的生长速度和个体大小存在着一定差异
,

反映在体长和体重上
,

上

游的 ( vi
一
n 采样点 )大于中游的 ( W

一 v )
,

中游的大 于下游的 ( I
一
m ) (表 4 )

。

据 199 2 年对

徐家河水库浮游动物生物量的水平分布测定结果
:
上游 为 3

.

244
1碳穿L

,

中游为 1洲 16 8 11 1
岁 L

,

下

游为 0
.

的Zm岁L
。

因此水库银鱼饵料生物分布不均
,

近太湖新银鱼个体小
、

游泳能力低和活

动范围相对窄小
,

是造成水库不 同水域近太湖新银鱼生长差异的主要原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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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近太湖新银鱼在徐家河水库不同区域生长的比较

肠创 e4 ( 加脚连川旧 嘴 『。戒 bor fN
.

声“ 心比时知阳搜愈 i n山场, . t , . et 岛 or X川加比 R匕兑 n 刃扮

月 龄 1 2 3 4 5 6 7 8 9 10 l l U

一
-一一一一一 - - - -上 - - - - _

_ _
_ _ _ _ _

月才4鼠.6l95.62旅犯
.

0

仍
.

1

58
.

8

44旅旅86.58氮38..575366.53.4931了..4945
平均体长 (~ )

差
.

8

即
.

1

33
.

5

沁
.

2
竺

·

`

3 7
.

4

44
.

6

4 1
.

5

39
.

5

肠叨兜
11
00仍肠叨

,
100男田81000砚B7750

.

7 1 0
.

77 0

0
.

66 0
.

7 1 0

0
.

6 1 0
.

闭 0

595452000铭37340002924220002117160001410毋000以仍舰000

平均体重 ( g )

上游

中游

下游

上游

中游

下游

水体饵料生物 的丰欠
、

银鱼种群的密度大小
、

环境条件的改变都会影响银鱼的生长
,

而

这些因素每年并不完全相同
,

所以银鱼的生长存在着年际变化
,

即不 同的世代其生长不完全

相同
。

根据观察
: 199 2 年 8 月

、
199 3 年 8 月

、
199 4 年 8 月徐家河水库近太湖新银鱼的个体大

小分别为 41
.

8 ( 0
.

2 5 )
、

37
.

8 ( 0
.

21 )
、

42
.

5
~ ( 0

.

30 9 )
。

尽管徐家河水库近太湖新银鱼的生长

存在着年际变化
,

但它的生长规律每个世代都是一样的
,

因此
,

可用一个世代的生长特性来

反映该种群的生长规律
。

3
.

2 徐家河水库近太湖新银鱼捕捞期的探讨

生长拐点是鱼类一生 中个体增 长最快的时期
。

为了合理地利用水体的渔业资源
,

以期

达到最大 的经济效益和生态效益
,

一般将 生长拐 点 (性成熟拐点 )年龄作 为大型水体经济鱼

类起捕的年龄
。

银鱼为一年生鱼类
,

其生长特性与多年生鱼类在很多方面不 同
,

其生长拐点

既不是性成熟拐点
,

也不是衰老拐点 [陈永乐等
,

1侧粼〕」
,

而是性腺 发育的临界点 [蒋全文等
,

11尧石 ]
。

因此不能完全根据银鱼 的生长拐点来确定它的起捕规格和时间
,

特别是像徐家河水

库这种水深
、

地形复杂的大型水库
,

银鱼的起捕
,

除了要考虑它的规格外
,

更重要的是何时捕

起来
。

目前
,

水库银鱼捕捞的网具主要是围网
,

围网只能在水库岸边捕捞
。

因此水库银鱼捕

捞期还应根据其在水库周边集群活动的时期而定
。

经过几年的研究
,

发现徐家河水库近太湖新银鱼秋季 ( 9
一 n 月 )时在水库周边大量集

群
,

在 n 月中旬左右
,

当第一次寒潮降临时
,

它们就 向深水区迁 移
。

从当年 12 月至 翌年 5

月
,

没有发现银鱼像秋季那样在水库周边 大量集群活动的现象了
。

因此徐家河水库银鱼最

好的捕捞季节是秋季
。

秋季 ( 10 月份 )徐家河水库近太湖新银鱼平均体长和体重分别在 cs m

.

和 0
.

5 9 以上
,

可以达到 5 一 7
ncl 的出 口规格

。

根据银鱼捕捞规格
,

以及围网的捕捞效率低
,

捕

捞时间相对较长等情况
,

徐家河水库银鱼的捕捞应定在 9 月下旬至 n 月中旬为宜
。

3
.

3 增加营养元素和提高银鱼产量

徐家河水库 1 994 年银鱼产量 64 吨
,

平均单产只有 17kg / 11n l罕
,

这与江浙太湖
、

云南滇池
、

星云湖 [谢忠明
,

1卯3 〕等水体银鱼的产量相差甚远
。

徐家河水库每年径流量不大
,

流域植被

不丰富
,

又没有人 口密集的城镇
,

所以水库营养物质来源少
,

是一座贫营养型水库
。

银鱼是

该水库的主要经济鱼类
,

其产量 占鱼类总产量的 功% 以上
。

水库水质清新
,

即有浅滩又有深

潭
,

库的周边有丰富的水生高等植物
,

很适宜银鱼的生存与发展
。

针对 目前水库营养物质匾

乏
,

银鱼产量低
、

起捕规格偏小的现状
,

人工向水库增加营养物质
,

完全可以提高水库银鱼的

产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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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化肥养银鱼

水库化肥养鱼在我国已进行多年
,

具有成熟的技术
。

目前水库化肥养鱼主要以链
、

缩鱼

为主
,

而银鱼的食性与墉鱼相似
,

因此
,

水库化肥养鱼从理论上讲是可行的
。

徐家河水库有

4匆 多个库汉
,

库汉水面 占整个水库面积的 印% 以上 ;水库周围为丘陵小山
,

水面阳光充足
,

晒场好 ;水库库容为 7
.

78 x l沪时
,

而水库多年平均来水量只有 2
.

64 x l护ma
,

库水交换系数

0
.

7
,

水库很少溢洪
,

灌溉用水也很少
,

因此
,

水库的 自然条件也是适宜化肥养银鱼的
。

当前水

库化肥养维
、

鳍的肥料系数为 1 一 2【李德尚
,

19以〕〕
。

假定每 skg 化肥产 I kg 银鱼
,

每年向徐家

河水库投 2X() t化肥
,

则可增产银鱼 40 t
,

按照 目前化肥和银鱼 的市场价 比较
,

水库化肥养银鱼

投人与产出比为 1 :
25

,

因此从经济上看水库化肥养银鱼也是合算的
。

化肥养银鱼可先从银

鱼密度较大的云台河库汉开始
,

取得经验后再向水库其它区域铺开
。

3
.

3
.

2 猪粪养银鱼

徐家河水库位于 316 国道和汉丹火车线旁
,

水陆交通十分便利
。

为了弥补水库营养物质

不足
,

也可以在库区建立大型养猪场
,

这样除了可以满足人们对猪肉的需求
、

出 口创汇外
,

猪

粪还可以养银鱼
,

这种猪一鱼综合养殖也是当前大力提倡和推广的生态农业
。

一头猪年排

粪量 1么刃k g 左右
,

每 20 kg 粪可长 I kg 滤食性鱼类 〔潘光先
,

199 3」
,

假定 o4 鳃 猪粪产 1地 银

鱼
,

那么 l 头猪一年所排的粪便可生产 3 o kg 银鱼
。

在该库区建年产 l。以〕头生猪的猪场
,

每

年可增产银鱼 os t
,

仅银鱼一年就可增加产值 l印 万元
,

利润 100 万元
,

经济效益十分可观
。

4 小结

徐家河水库近太湖新银鱼体长和体重关系式为
:

W = 2
.

0 14 x 1o
一 6 L3

·

170 r = 0
.

性联)

徐家河水库近太湖新银鱼生长方程为
:

Lt = 65
.

0 7 [ l 一
e 一 ”

·

洲 (` + ”
·

热 ) ]

Wt
= 1

.

128 [ 1
一 e 一 “

·

洲 (` + ”
·

热 ) ]
3

·

` 70

近太湖新银鱼的生长拐点年龄是 4
.

3 月龄
,

此时的体重为 0
.

料 g
。

根据近太湖新银鱼 的

生长特性和生活习性
,

以及水库的生态特点
,

将徐家河水库近太湖新银鱼的捕捞期安排在每

年的 9 月底至 n 月中旬进行
。

徐家河水库近太湖新银鱼的零月龄定在 4 月中旬
,

5 月 15 日为 l 月龄
,

依此类推
。

近太湖新银鱼与多年生鱼类的生长 曲线相似
,

但由于衰老期极短
,

甚至没有
,

生长 曲线

比较陡
。

由于水库浮游动物分布不均
,

造成近太湖新银鱼在水库不同区域生长上的差异
。

建议通过向水库投化肥或猪粪— 银鱼综合养殖的措施
,

来提高银鱼产量和规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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