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动物学杂志 Chinese Jour~l 0l Zoology 

养物质，失去的器官又可恢复。 

上水液中溶解氧分压高低则是影响三角真 

涡虫存活的极其重要的因子。 溶解氧 含量 多 

少，取决于氧溶解度的高低 ，而氧溶解度一般受 

其温度和气压等因素的制约。涡虫没有专门的 

呼吸器官，主要靠体表交换气体 ，呼吸机能较 

低；由于没有循环系和体腔，因而气体扩散的速 

度也特别慢。故必需加大氧的分压，才能满足其 

生理的需要。 实验中发现：当水质保持一定， 

温度持续 在 29—31℃，气 压 为76O毫 米 汞 柱 

时，氧溶解量大约可降至 5mg／L 以下，三角真 

涡虫则在短时阆内解体。其解体机理可能与溶 

酶体及微生物活动有关。因而水质变劣更是姗 

速解体的重要原因。 

综上所述 ，掌握了三角真涡虫有关生杰理 

论和生活习性方面的规律，以创造最佳条件，使 

之更好地越冬和度夏，培养活体标本，以求全年 

皆有实验材料，满足教学和科研的需要。 

索果诺尔渔场叶尔羌条鳅的生态调查 

赵 肯 堂 
(苏州铁道师范学院生物系) 

索果诺尔为蒙语“东海”之意，是内蒙古阿 

拉善盟西北部最大的内陆湖泊，也是该地区自 

1958年起进行天然捕捞的唯一渔场，1960年夏 

季，我们作了有关该湖叶尔羌条鳅(简称条鳅) 

的生态 调查。 

索果诺尔位于巴丹吉林沙漠申，地居东经 

1 01o36 一101。42 ，北纬 42。20 --42~25 ，归额 

济纳旗管辖，由甘肃省祁连山的融雪和雨季山 

水供给湖水，面积约几万亩。 海拔高窿约850 

米，水深不及 l_5米，水质的碱性较强，pH 高 

达 9．3，氯化钠含量为 7毫克／100毫升，二氧化 

碳含量为 4-96．5毫克，1OOO毫升。 并不适宜一 

般淡水鱼类生活。 湖底呈杯盘形，其土质的屡 

次是黄沙一泥灰沙一粘土。湖的深处长有水绵 

和长线草 ，近岸有芦苇和刈草，此外，在距湖岸 

不远处，还分布着柽柳、棘藜和盐爪爪等少数植 

物。 总之，一切综台的自然条件都使该地区呈 

现出典型的荒漠景观。 

叶尔羌条鳅的生态 

叶尔羌条鳅 (Nemachilus y4咄4 如 

nord~ossuensis)头部占身体的比例较大，故当 

地称为大头鱼。
．主要分布在内蒙古额济纳旗境 

内各水域，但在索果诺尔上游的河西走廊及新 

疆的阿流中，也有此鱼。 

1．年龄和种群 条鳅体表裸露 ，无法凭借 

鳞片判别年龄。然而，由于条鳅每年只繁殖一 

次，所以不同年龄之间的条鳅在体长测量度方 

面 ，均有较大差异，可作为年龄组划分的根据 

根据大量捕鱼和浮游生物网拖捞所得 的标 本， 

通过随机抽样取条鳅 1442尾进行测量、秤重和 

解剖分析 ，可将该湖中的条鳅种群分为五个不 

同年龄组。 

(1)当年孵化的稚鱼(孵化后 1—2个月)： 

体长 3O一32毫米 ，经常在湖舶上层活动，仅捞 

获稚鱼 6尾。 

(2)1—2瓣的幼鱼：体长 76一lO2毫米， 
一 般性未成熟，这个年龄组的鱼数为 164尾，约 

占种群的 11．37弼。此外 ，还在成鱼胃中发现大 

量幼鱼。 

(3)2—3龄鱼：669尾条鳅的体长范围为 

l29—147毫米，重 4l一56克。通常，2龄以上 

的条鳅性即成熟 ，并开始较快生长和在体 内积 

贮脂肪，是生产中的主要成份，约占渔获物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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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39％。 年孵化的稚鳅，所以认为条鳅不能在碱性这样 

(4)3--4龄鱼：569尾条鳅的体长幅度为 高的湖水中繁殖 ，而湖内的鱼源可能都是在湖 

l67—184毫米，重 80—100克，也是捕获中比 之上游顺流下来的。 然而，我们不仅在该湖较 

例较大的对象，约占渔获物的 39．45％。 长时期停止上游供水后获得各年龄组 的 条鳅 ， 

(5)4—5龄鱼：数 量 甚 少，倪 4O尾，占 并且在浮游生物网中拖到当年孵化的 小 稚 鱼， 

渔获物的 2．77徭。 鱼体长 198—235毫米，重 这样的稚鱼甚至在捕后数小时内，依然在盛器 

l55—20O克。 内继续生活和吞吃水蚤等浮游动物。这就表明 

由上述各年龄的鱼体量度看来，若同其它 条鳅能在索果诺尔很好地生活、性成熟和在湖 

养殖鱼种相比 条鳅的生长速度显然是比较慢 里产卵及天然孵化，以往未见其产卵，只是因为 

的，通常它由孵化后到 1—2龄的蚺鱼阶段，虽 条鳅在湖底繁殖产卵而已。 

则体长增加较快，但体重却增加得很有限，且其 繁殖季节过后，性腺萎缩，与胃肠之间积贮 

性腺也未达到成熟期。 2龄以上的鱼看来似乎 的脂肪混淆而不易分清。 这时鱼体仍较丰满， 

增长缓慢，可是由于整体生长和体内因性成熟 油脂也多。与-·般鱼类在生殖后呈现的瘦弱状 

后大量积贮脂肪而体重正在迅速增加，且都达 况不尽梧当。 据测 ，从每 500克鲜鱼的脏器中 

到肥满的程度 ，所以是捕捞的主要对象和产品 可熬炼出鱼油 40—50克，因此条鳅除鲜食和薰 

中质量最佳的鱼群。此外，从捕获量和解剖中， 吃外 ，内脏还能作为炼油之用。 

还能看出雌鱼捕获量和体长的绝对值，都比同 固然，条鳅作为养殖对象确实存在着生长 

_龄雄鱼有较高的趋势。 慢和肉食性的不足之处，但从该鱼生活力强、鱼 

2．生活习性 条鳅是底栖性鱼类，性耐寒 病少、肉肥味美和是湖内仅有的生产鱼种看来， 

而厌热，适应性强，较之别的鱼类更能忍受气温 那就应该对此实行适当的保护，甚至还可以考 

和水质中盐类、酸碱度及其它化学成份的剧烈 虑将条瞅作为移养对象，在各草原湖 泊中进行 

变化。平时 ，条鳅都在湖的较深 (水面 1米以 试养。 

下)处活动，很少游到水面，一般都分散觅食而 3．鱼病和天敌 影晌条鳅生长、繁殖和死 

不集群，与当地其它水域中所生活的鲫鱼迥然 亡的鱼病并不严重 ，只发现有寄生的舌状绦虫 

不同。 (Ligula p．)的裂头蚴和体内长有“水泡”。患有 

通常条鳅是在夜间觅食，食性比较单纯。主 此病的鱼体都显得非常消瘦，神情滞钝而活动 

要 以 1龄左右的幼鳅为食，在有些鳅胃内，幼鳅 性很差，壤内充水膨大，经常 漂游在水面，成了 

几乎占到全部食物内容的 9O每。一显然，这是与 鸱类的食饵 ，人们一眼便能辩认出是病鱼。根据 

其 肉食习性及湖中无它鱼种供作食源的原因有 调查期间的检查和统计，所发现的病鱼在总渔 

关。 此外 ，它也吃水蚤、剑水蚤 、鳔蚤等浮游 获量中只占 1弼 弱。舌状绦虫的裂头蚴白色，长 

甲壳动物和水生昆虫，但由于条鳅难得到水的 60—70毫米而不分节 ，俗称“面条虫”，主要寄生 

上 层活动，所以永生昆虫所占比例甚少。 条鲰 在腹腔、肠内、肠间的脂肪中，以及腹腔膜和肌 

豹 消化力很强，吃下的稚鱼到 翌 展 就 经 胃而 肉层之间，数量很多，一尾条鳅的体内有时能达 

大部分移人肠内，转化成黄色乳麋状的带油物 百数以上，至于附生在内脏(肝脏上出现率较高) 

质 。 ’ 上的水泡，实际上可能是一种绦虫的囊尾蚴。 

2龄 以上的条鳅性腺就 已成熟，能进行繁 条鳅的天敌有鸬鹅、鹈鹕、鹭类和各种鸥 

殖 ，条鳅的产卵季节始于五月下旬或六月初，至 (银鸥、鱼鸥、黑头鸥、噪鸥等)，它们都以此鱼为 

于卵巢重和怀卵数则因调查已过了繁殖期而无 食，敌后均需南飞越冬，但有时也可因冬季进行 

挂统计．过去 ，人们由于未见条鳅在湖内的水 冰下捕鱼生产，使一部份鸥类还能获得食物而 

革上产卵，拉网生产又因 网眼太大不曾捕到当 不迁走。 (下转第 3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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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大熊猫对巢穴的利用及行为 

大熊猫对同一巢穴有反复利用的行为。2、 

3号巢穴内的腐植质中还残留有尚未完全腐烂 

枯木碎屑。而这种石洞又不可能会有自然生长 

的树木枯死而形成。可以看出这两处巢穴曾被 

大熊猫多次利用过。我们曾于 1983年 l1月 2 4 

日在距 3号巢穴 1华里处，发现一只体重约 20 

公斤的大熊獭幼仔在小路边活动，估计在 l周 

岁左右。 l号巢穴则是一次性利用的巢穴，这 

一 区域为四年前的森工 采伐迹地 ，天然石洞较 

少，加之森工采伐的干扰，熊猫反复迁移栖息 

地，也难以重复利用同一巢穴。 

大熊猫对巢穴的利用时间，从观察所知，约 

从 7月下旬开始，如发现 3号巢穴的当年 3月 

18日至 20日，我们在距巢穴一公里的火地坝， 

发现有三只大熊猫在一起发情交配。l 1月 3日 

发现产仔巢穴时 ，巢内幼仔全身毛已长齐，黑白 

色分明 ，可以从母体腹部反复爬至胸肩部戏耍 ， 

并有微弱的视力及嗅觉，其发育程度与北京动 

物匿资料(1981)对比，约有 3月龄。 2号巢穴 

是由于人为干扰 ，母体弃仔逃走，幼仔技救回 

对 ，体重 4,8公斤，尚不能行走 ，估计其产仔时 

间同 3号巢穴幼仔相近。由于人为干扰 ，无法 

知道正常情况下熊描对产仔巢穴的最终利用时 

间。从 2号巢穴救回的幼仔经饲养观察其发育 

程度 ，在半岁左右才能活动 自如，由此估计它利 

用巢穴的时间可能在 5个月以上。 

大熊猫平时在活动或休息中总是随地排粪 

便，但是在产仔抚幼期间从不在巢穴内排粪排 

尿，它在距洞外 5一l0米远处有固定地排粪地 

点，这可能是为了保持巢内的清洁。 

大熊猫母体在发现有人靠近巢穴后，便对 

巢穴采取“伪装”措施。当我们第一次发现 3号 

巢穴后，观察了母体抚幼，8夭后第二次去发现 

洞外的两棵直径 6厘米，高 6米的铁橡树，技母 

熊猫从距地80厘米处啃断，并将上部拖入洞口， 

未稍向外 ，利用常绿树枝“伪装”了嗣 口，这可能 

是它为增强巢穴隐蔽性 ，采取的一种保护行为。 

结 

1．佛坪大 熊 猫 的产 仔 巢 穴选 择 在 海拔 

l6OO—l8OO米的中山地带、背风向阳的坡面凹 

地中较干燥的石洞中，相对具有夏凉冬暖的特 

征。 这些地方很少有人为活动，亦未见有天敌 

活动的踪迹。 食物资源丰富，为大熊猫抚幼提 

供了良好地生活条件。 

2．大熊猫选择作巢穴的石洞、结构坚固，隐 

蔽性好，洞内干燥、通风 、透光，巢底铺垫物主要 

是枯木断节。 

3．大熊猫对同一巢穴有反复利用的 习惯 

从幼仔发育程度比较看，它每次对巢穴的利甩 

时间从 7月下旬到 8月初开始，估计利用到翌 

年 1月份，达半年之久。 

大熊猫保护巢穴的行为，也是其护仔行为， 

是在 自然界长期适应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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