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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鳝 哪 。 属合鳃 目
,

合鳃科
,

黄鳝属
,

是

我国重要的经济鱼类之一
,

受环境污染及滥捕的影响
,

自

然资源量不断下降
。

而人工养殖因受苗种繁殖的制约
,

尚

难以形成规模
。

我国鱼类学家伍献文 ‘ 〕和刘建康等 曾

对黄鳝的生殖习性和幼体变态作过研究
,

国内外许多学者

对黄鳝性逆转等方面亦作过许多报道
一 」

,

但有关黄鳝人

工繁殖的报道却不多 ,
。

由于黄鳝属吐泡营巢繁殖 的

鱼类
,

且怀卵量低
,

一般黄鳝在繁殖期间
,

黄鳝先在水表面

吐泡沫
,

做成泡沫巢
,

然后雌鳝在水中产卵
,

与此同时
,

雄

鳝即排精
,

精液将卵子托于泡沫巢中
,

受精卵在泡沫巢中

孵化
。

而黄鳝在全人工条件下
,

雌雄性腺发育不能完全同

步
,

导致受精率
、

孵化率不高
,

通常在 一 之间
,

这与

黄鳝的繁殖习性密切相关
,

因而在黄鳝人工繁殖还没有突

破前
,

不妨采用
“

先人工催熟
,

再在稻 田中 自然繁殖
”

的方

法
,

效果较理想
。

年进行的仿 自然繁殖的人工繁殖试验一次性获

得黄鳝苗种 万尾
。

仿自然繁殖是在模拟黄鳝自然繁

殖生态环境下进行的半人工繁殖
,

先用人工方法对亲鳝的

性腺进行培育催熟
,

使雌雄亲鳝在仿自然繁殖环境中自行

进行交配繁殖
。

本研究为黄鳝的规模化人工繁殖和合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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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发利用提供了科学依据
。

材料与方法

繁殖池塘的准备与亲鳝培育

年 月在镇江市丹徒水产养殖场选择 个 日叉

时 的稻田经改造
,

作为黄鳝的繁殖池
。

根据黄鳝的繁殖

习性
,

模拟黄鳝 自然条件下的产卵环境
,

在繁殖池 四周和

中间堆筑土埂
,

埂宽
,

土埂高出水面 。 ,

土埂平行

排列
,

埂间间距
。

繁殖池 内适当栽培较矮的草类植

物或水葫芦
,

以便黄鳝产卵
、

孵化
,

也便于仔鳝收集
。

年 一 月
,

从江河
、

湖泊或稻田中用笼捕方法捕

捉野生的
、

已达性成熟的雌
、

雄鳝 尾 性比
,

规格

为每尾 一 。

亲鳝放人稻 田繁殖池后
,

水位保持在

左右
,

防止 日间水温的急剧升高
,

不利于黄鳝的性腺

发育
。

繁殖池有微流水
,

保持水质清新
。

精
、

卵巢的周年变化

每月采集太湖流域野生的雌雄黄鳝各 尾
,

实验室

解剖称重黄鳝性腺重量和鱼体重量
,

计算黄鳝精
、

卵巢的

成熟系数
。

性腺成熟系数 性腺重量 鱼体净重量

人工催产与仿生态繁殖的比较

在 一 月于实验室中选择 个小型繁殖池
,

每个繁

殖池长
,

宽
。

模拟黄鳝 自然繁殖生态条件
,

水

面种植草
,

水深在
。

利用注射激素的方法对 组 尾

性比 黄鳝分 批进行催产
,

每尾亲鳝先注射

促黄体素释放激素 愧
,

溶于 毗生理盐水
,

以催

熟性腺 后
,

每尾亲鳝再注射 马来地欧酮

、

溶于 生理盐水
,

用来催产
,

然后把亲鳝放人实

验室的繁殖池中
,

观察黄鳝的产卵情况
,

受精卵分别放人

有循环水的孵化器中孵化
,

以 比较人工催产与仿 自然繁殖

环境的人工繁殖的效果
。

放养密度对产卵的影响

选择 个小型稻 田繁殖池
,

模拟黄鳝 自然繁殖生态

条件
,

池中种植水草
,

水深在
,

将性腺成熟较好的亲

鳝 以 〕尾放人 性比
,

放养密度分别为每平方米
、

、

尾
,

每组重复 次
,

观察黄鳝的产卵情况
。

在繁殖池中

密切注意泡沫巢的出现
,

一旦有泡沫巢出现
,

说明黄鳝已

交配产卵
。

泡沫巢对受精卵孵化 率和仔鱼成活率的影

响

采集黄鳝繁殖期间的受精卵
,

将卵从泡沫巢中分离出

来作为对照组
,

实验组的受精卵连同泡沫巢一起孵化
。

受

精卵每组 粒
,

分别放人有循环水的孵化器中
,

在不同的

水温下 ℃
、

℃
、

℃
、

℃ 孵化
,

每组试验重复 次
,

比较泡沫巢对黄鳝受精卵孵化率和仔鱼成活率的影响
。

结果与分析

性腺发育的周年变化规律

太湖流域的野生黄鳝性腺发育周年变化规律见图
、

图
。

结果表明
,

雌黄鳝的卵粒直径
、

卵巢重量和成熟系

数为 一 月达到最大值 图
,

这是黄鳝卵巢发育的最佳

时期 而精巢系数的变化不大
,

在 一 狙 之间 图
,

同样为 一 月达到最大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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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工催产与仿 自然繁殖的比较 的环境中
,

黄鳝雌
、

雄发育及性比在繁殖期间均较理想
,

且

利用人工催产技术进行的黄鳝繁殖与仿 自然繁殖的 黄鳝是吐泡营巢
,

受精卵在漂浮的泡巢 中孵化
。

试验表

效果比较见表
。

结果表明
,

在人工催产的黄鳝人工繁殖 明
,

仿生态繁殖的受精率可达 以上
,

白然孵化率可达

中
,

其受精率和孵化率均较低
,

分别为 一 和 一 表 尾亲鳝共繁殖出苗 万尾
。

一 月 尾亲鳝仅繁殖出 尾幼苗
。

而在仿 自然繁殖

表 黄鳝人工催产与仿 自然繁殖的比较

、山 诚 田 以

催产时间 平均水温 效应时间 产卵数 受精率 出膜时间 出苗数 孵化率
廿 即 ℃ 『田

唱 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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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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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养密度对产卵的影响

黄鳝在仿自然繁殖环境 中的放养密度对产卵的影响

结果见表
。

结果表明
,

黄鳝密度在每平方米 尾以 内时
,

可以发现雌雄黄鳝的发情
、

产卵及吐泡营巢 而密度大于

尾时
,

黄鳝便不会产卵
,

这也是人工高密度养殖的黄鳝

不会产卵的症结所在
。

而且
,

在仿 自然环境 中
,

观察到的
、

黄鳝繁殖洞穴最小距离均大于
,

也印证了上述结果
。

这可能是由于黄鳝的食物资源与所处的空间位决定的
,

这

样可以避免黄鳝在繁殖季节的相互干扰
,

是维持黄鳝种群

生存的一种竞争效应阁
。

表 放养密度对黄鳝产卵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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溉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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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一 表示没有产卵 一

泡沫巢对受精卵孵化率和仔鱼成活率 的影

响

从表 可以看出
,

在不同温度下
,

泡沫巢中的受精卵

孵化率分别为 加
、

百
、 、

助
,

而对照组

的孵化率分别为
、 、 、 。

结果表

明
,

泡沫巢 中的受精卵孵化率 大大高于对照组
,

说明泡沫巢在黄鳝受精卵的胚胎发育过程中起

提高孵化率的作用
。

而在两组实验 中
,

水温在 一 ℃

时
,

仔鱼的成活率相对 ℃和 ℃时高
,

说明 一 ℃为

黄鳝仔鱼生活的最佳水温
。

表 泡沫巢对黄鳝受精卵孵化率和仔鱼成活率的影响

挽 】 喇亏二习 口肠哪

组别

翌

水温 ℃

〕

受精卵 平均孵化数
〔 乏

邓

孵化率 叫
匕

成活率
⋯

,

印见

叨貂
一乃只乃臼乙︸

注 对照组 有泡沫巢组 吻 〕甲 卿叩



水 产 学 报 卷

讨论

许多鱼类 的人工繁殖均模仿其 自然繁殖习性巳一 “ 〕,

本试验在仿 自然繁殖环境中
,

雌
、

雄黄鳝的性腺发育较理

想
,

且黄鳝是吐泡营巢的鱼类
,

受精卵在漂浮的泡沫巢中

孵化
,

这 一结 果也类 似 等 「 〕
、

’等 〕
、

等 「‘叼的研究
。

而在实验室人工繁殖时
,

无法得到这种使

鳝卵漂浮的泡沫巢
,

鳝卵易沉于水底
,

受精率和孵化率均

较低
,

一般低于
,

且水质容易恶化
,

影响了黄鳝繁殖
。

因而
,

泡沫巢是黄鳝繁殖过程中特殊的生理现象
,

而其生

化成分及生理作用还有待于进一步研究
。

鱼类促性腺激素 飞 的分泌受下丘脑神经 内分泌

细胞的双重调节
,

下丘脑分泌的促性腺释放激素 泊

能促进 川 的释放
,

并诱导排卵
,

而下丘脑分泌的多 巴胺

对垂体细胞受体 川 有抑制作用 , 引 。

因此鱼体内

注射外源激素能促进 田 的分泌而诱导排卵
,

而注射多

巴胺拮抗物 能拮抗多巴胺的抑制作用
,

从而刺激雌

鳝脑垂体分泌促性腺激素和诱导排卵
。

本实验也证实了

这一点
,

通常外源激素都可诱导黄鳝的排卵
。

与鲤科鱼类

不同
,

黄鳝单独注射 一 的产卵效果不理想
,

这一

现象在站形 目的其它鱼类中也存在闭
。

本实验证实
,

单独

注射 」 一 能导致部分鱼性腺催熟
、

排卵
,

有一定 的

催熟效 果
,

这 方 面 的研究 有 待进 一 步深人
。

叉弧 与
一 配合使用会刺激 分泌效果

,

但两者的作用

机制不同
,

作为 释放抑制因子 的拮抗物
,

在脑垂体水平上刺激 分泌和释放
,

用这两种药物诱

导的 ”」水平相近
、

效果相似
。

本实验采用 的先催熟再

催产的二次注射法
,

从实验结果来看催产效应时间较长
,

一般都在 左右 采用 的剂量与前人的研究相近 , 〕

从效果看
,

使用两种以上的外源激素较之使用单一外源激

素的诱导排卵效果要好
,

而单独使用 的效果也较

好
,

这与四大家鱼有所不同
,

其原因尚待进一步研究
。

黄鳝的放养密度是制约黄鳝在繁殖期性腺是否能发

育成熟的关键因子
。

黄鳝在高密度群栖状态下
,

受食物资

源和所处空间的影响
,

性腺常停止发育
,

因而见不到黄鳝

的发情
、

产卵等性行为
,

等 的研究也证明了这一

结果
。

结 论

黄鳝的仿生态繁殖一般在黄鳝性腺发育最好的 一

月
,

选择适宜的生态环境 如经改造的稻 田
,

放养密度控

制在每平方米 一 尾
,

水温 ℃
,

即可进行黄鳝的繁

殖
。

目前
,

在黄鳝全人工繁殖还没有突破前
,

采用
“

先人工

催熟
,

再在稻 田中自然繁殖
”

的方法将是解决黄鳝规模化

繁殖的一条有效途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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