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动物学杂志 c nest Journal 0t zonl0g 

分为主导，东洋界成分占较大比例，广布种仍然 

有一定比例。但界划何处有待进一步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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淤泥湖团头鲂的生长与繁殖 

兼谈资源的保护 

李思发 周碧云 林国清术术 
(上海水产大学，上海 2o0o9o) 

摘要 本文报道我 国固头鲂原种主要基地之一穗泥期的团头鲂的生长与繁殖。退算平均体长 1龄 

直为 12．3 8厘米，2齿 直为 22．28厘米，3龄直为 27．95厘米。体长体重关系式为 葺 o．0162L，--·11。 

VO Bertalgnffy生长方程为 Lt尊 64．900 一 f 伸卅+． ”， ，一9456．86一 Ⅲ 冲̈ m )，o生 

长拐点为 4．6年o l 一3 鱼的绝对繁殖力为 55 700-- 248400粒 ，与年龄呈正相关，而在同一龄组内，又 

与体长及体重呈正相关。 产卵前成熟系数为 11．1 9～25 76％，卵径 0．98一J．1 4毫米。 还讨论了蜒泥 

湖团头鲂原种种群的保护问题。 

淤泥湖(见图 1)位于长江中游南岸，湖北 

省公安县境内，面积 28800亩，平均水深约 2 

米。该湖以盛产团头鲂且种质优良而著称，是 

我国为数不多的团头鲂原种保护和供应基地之 

一

。 

自 1955年 团头鲂 Megalobrama amblyce— 

phala被发现报道以来 ，它已成为我国重要养 

殖对象之一，有关其养殖的报道较多[4-e,a]，而对 

其天然种群的研究。 ， 从形态分类及一般生 

物学方面有所报道外，尚欠丰富。本文提供淤 

泥湖团头鲂有关生长与繁殖资料以供种质资源 

保护、养殖及选育参考。 

材 料 与 方 法 

1 986年 11月 ，1 989年 4—5月，从淤泥湖 

渔场渔业队采集得标本共 261尾。就地对鲜鱼 

本 文是加拿大国际发展研究中心 (InternatioⅡ8l Re一 

‘e8rch DevelopmeatM Centr'e)组织和资助的亚洲 

盘娄遗 传研究 网中国课瓤的成果之—。 在1儡壹采辑中 

得到盛罹掘渔场的大力支持和帮助，特此致谢。 

¨ 现在 福建省淡承水产研究所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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圈 1 挺_晃滟示意图。I—IV 示团头舫的主要产目日场 

测量体长、体重、性腺重及空壳重，从背鳍前端 

下方第 3—4行鳞取 4—6片鳞片。据 Lea氏公 

式( 一争1退算各龄体长。据，一—生 、d
‘ 

L  ， r 一 r●一_ 

公式 估算年轮形成时间。 在 IBM 计算机上 

计算 v0n BertalaMfy 生长方程及有关推导方 

程并绘图 。 

1989年产卵季节采集得成 熟 雌鱼 26尾， 

除上述测定外，还测量性腺重及空壳重，从卵巢 

的前、中、后区分别切取卵块一块 ，在吸水纸上 

去除多余水份，计算每克重的卵子数量 ，再推算 

至一尾鱼的卵子数量即绝对繁殖力、性成熟系 

数 (性腺重／体重 )×1oo)、体长相对 繁殖 力 

(绝对繁殖力(粒)／体长(厘米))、体重相对繁殖 

力 (迤对繁殖力(粒)／体重(克))。卵子平均直 

径由 30粒卵子测得。 

结 果 

(一)年轮形成时间 在 I 986年 I1月采 

集的所有标本 ，新年轮均已形成，并在新年轮与 

鳞缘间已出现了许多环片。在 1 989年 4～5月 

采得的标本 ，有 54．5弼 个体无新年轮 ，6．4弼个 

体有崭新的年轮 ，39．4 的个体有带有 3—1O 

环新环片的新年轮。由此，并根据鳞片边缘增 

长率的计算 ，推测淤泥湖团头鲂的年轮形成在 

4—6月。 

(=)生长特性 淤泥湖团头鲂的 生长 情 

况(见表 1)。 

1．体长 (L)与鳞径 (R)的关系 

L 一 ～ 1．9768+ 2．450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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寰 1 釜晚期圈头精的生长 慵况 (I986一t989) 

体长(厘米) 体重(克) 暹算体长(厘米) 
龄组 尾数 

范 围 均值 ±标 准差 范 围 均值 土标 准差 LI Ll Ll 

1十 I8O 10．9— 26．6 343．26土I19．80 I1．2 7 

2 69 22．6— 3O．2 26．74+ I．53 240 85l 9．39 22．1B 

3+ 12 26．6 34．O 29．74+ 2．47 515一 l0 50 75 ．75+ I65．97 I1．38 22．8B 27．9， 

小计 261 平 均 10．3B 22．2B 27．’， 

专 
●  

t(年) t(年) 

t (年 ) 
2 4 6 8 10 

l／  毒 -2 d 6 而 
t(年 ) 

要5O 
图 2 i}}泥蝴团头鲂的生长曲线图 

口——体长 的 vo口Bertslanfl7生长方程曲线图 

5～ 体重的 von Be rtalanffy生长方程曲线图 

卜一 体长的生长速度方程曲线图 

d—— 体重的生长速度方程曲线图 

卜 体长 的生长加速度方程曲线图 

fr．r一体重的生长加速度方程曲线图 

( 一 182，r一 0．946) 

2．体重 ( )与体长的关系 
一 0 0162 ’ $” 

( 一 261，r一 0．91 s7) 

3．生长 方程与曲线 

(1)VOIl Bertslanffy生长方程 

一 64．90[1一 e-I．ff91(,r+o．aw~)] 

一 9457【1一 ”’ 。 ]’ 

(2)生长速鏖方程 、 ． 

aZl出 一 1 1．62e一。’ “ 。’’ 

dw， 一 5081 17e一。 。’ ’【1 

一  。 ] 

(3)生长加速度方程 

d ，，出 一 2．08 一。’ (f 。 ) 

d w／ 一 9l0．04e-o．1 [1 

一 e--O．17Pl(t-I-O ’】 

×【3e “ +’’l 一 1] 

相应之曲线如图 2a—f所示。生长拐点为 

4．6年 。 

(三)繁殖特性 

1．产卵场与产卵季节 淤泥湖团头鲂的主 

要产卵场有4处(图 1)，为水浅(1—2米)、菹 

草 Potaraogeton crlspus 和苦草 Valllsneria 

spralis茂盛 (覆盖率达 80％)、底质为软泥的 

湖汉。pH 7 85，洛氧量 8．0毫克，升。 这些涌 

汉各有 1—4条小溪汇人o 

· 9 ‘ 

一目3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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囊 2 囊潞蠢宙头 鼙■力与悻长的美摹 

体 长(厘米) 2 ．1----25．O⋯ 一27．0⋯ 一29．0一 一，1．0 

绝对繁殖力(粒) 47304 B3661 1i6B95 162799 l88 57 236037 

体长相对繁殖力(托／厘米) 211 3．44 4 0 58B 622 732 

体重相对繁礴力(粒／克) 167 206 、 236 267 249 255 

尾 数 2 6 8 4 2 

寰 3 最泥瑚团头站 2+-毒组鱼的鼙殖力与体长的关系 

体长(厘米 ) 24．5一一 ⋯ 一25．5一⋯ 一一⋯26 5 

绝对繁殖 力(柱) 85635 95689 l10119 ~76583 ． 

体长相对繁殖力(粒／厘米) 56 ／．85 425 642 

体重相对繁殖力(粒／克) 2̈ l 220 234 287 

尾 数 3 4 4 2 

寰 4 毋淀潮团头站繁殖力与空亮I的关器 

绝对繁 照力(粒) 4／．4／．6 83924 107267 1621I4 I 79004 197710 236037 

体长相对繁殖力(柱／厘米) 190 290 4l7 590 597 648 723 

体重耜对繁殖力(柱／克) 161 1' 225 264 2●7 2 50 2 5 

尾 数 3 5 B 1 1 

襄 5 蕾掘湖团头站繁■力与年龄的关系 

年 曹争 

绝对繁殖力(粒) 52477 104929 161455 

体长相对繁殖力(粒／厘米) 223 410 570 

体重相对繁殖力(粒 ／克) 159 227 25} 

尾 数 14 6 

襄 6 ；}I淀潮团头赫繁殖力与成熟幕戥 

成熟系数(％) I2⋯ ⋯ 一l5⋯ ⋯ 18⋯ ⋯ 一一2l⋯ 一 一24 

绝对繁殖力(粒) 47670 50O89 76216 151505 174742 158876 

体长相对繁殖力(粒，厘米) 205 207 310 37 603 607 

体重相对繁殖力(粒，克) 130 l58 1B9 247 267 293 

尾 数 ． 2 3 4 8 7 2 

在繁殖季节，阴雨日子，水从小溪流人产卵 

场。水流是团头鲂产卵的重要刺激因素 

产卵期从 4月中到 5月底，水温2 一28℃， 

产卵活动一般在夜间进行。 

调查所见最小成熟雄鱼为 l7 2厘米全长 ， 

105克体重，1 年龄，最大成熟雌鱼 4500克o 

2繁殖力及其与体长体重的关系 绝对繁 

殖力为 35700--248377粒 ，均值 1 27075，标准 

．

差 61455。 绝对繁殖力 (F_)与体 长 的 关 系 

为 F— l 7858L一 346166(I一 0．9o5,)(见表 

2)。 体长相对繁殖力 (F／L)的范围是 147— 

784粒／匣米， 平均 462粒／厘米，标准差 181 

粒，厘米。 体重相对繁殖力 (F／w)的相应值 

分别为 i 24—3ii，228及 51。 

调查表明，体长、体重或年龄相同鱼的绝对 

繁殖力有很大差异。为去除年龄对繁殖力的影 

响以较好地披露繁殖力与体长的关系，观察比 

较了同一年龄组鱼的繁殖力同体长的关系，表 

3是对 2+龄组鱼的调查结果。绝对繁殖力、体 

长相对繁殖力及体重相对繁殖力都同体长成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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衰 ? 精 泥潮嗣头蝣警硅力与卵径曲关幕 

目日径(毫米) 1．O2⋯ ⋯ 1．O5⋯ 一 1．08⋯ 一 1．I1 

绝对繁殖力(粒 ) 1134B1 t18B13 1l5842 149545 l43486 

饿长相对繁殖力(柱，厘米) 421 456 43B 4 77 465 

体重相对繁殖力(粒1克) 231 229 229 t92 t92 

尾 数 5 4 9 2 2 

相关 (P< 0 01或 <O．05)。这就是说，在同 

龄鱼中，生长快的繁殖力较高。 

3繁殖力与空壳重 ( ) 的关系 F一 

426W 一 29766(，一 0．9055)(觅表 4)。 

4．繁殖力与年龄 结果 (见表 5)。绝对繁 

殖力、体长相对繁殖力及体重相对繁殖力都同 

年龄成显著正相关 (P< 0 01)。 

5繁殖力与成熟系数 团头鲂产卵前的成 

熟系数为 11．19--25．76％，平均 1 9．15％，标准 

差 3．85％。总的趋势是，繁殖力与成熟系数呈 

正相关 (P< 0．01，或<0．05，表 6)。 

6．繁殖力与卵径 卵径范围为 0．98—1．20 

毫米，平均 1．06毫米 标准差 0．06毫米。 

未见繁殖力与卵径有何 显 著 关 系 (P> 

0 05，表 7)。 

讨 论 

团头鲂是一种名贵的经济鱼类，肉质细嫩、 

鲜美 ，极受人们欢迎。但其 自然分布范围很窄， 

只限于长江中游少数湖泊中，天然产量低。 

自把团头鲂引人人工养殖以来，该鱼已成 

为许多地区的主要养殖对象之一。但由于性成 

熟早、人工繁殖简易，以及有些地区养殖场对团 

头鲂亲鱼的选育不当，已出现了性成熟提早、亲 

鱼个体变小、生长速度减慢、疾病增多、体型变 

差、甚至在池塘里也能自然产卵等。退化 情况。 

近几年来，要求淤泥湖渔场提供团头鲂亲 

鱼或苗种的逐年增多 ，该瑚原来水草资源虽丰， 

但团头鲂的天然产量并不高，每年约 500--700 

克，亩。为满足各地及本场商品鱼生产的需要， 

对湖中团头鲂的捕捞强度越来 越 大 ，致 使 湖 

中团头鲂种群的年龄结构越来越简单化和年轻 

化 ，高龄鱼巳属罕见。调查研究期间，除了偶见 

一 尾 4500克的雌鱼 (当地 渔 民亦连称为稀世 

之宝，未及、测量即被养护起来)外，未见有 以 

上鱼。 

为提高团头鲂产量，淤泥湖渔场每年从湖 

中收集亲鱼 ，池塘中催产孵化，育成苗种后投放 

大湖 如 1 988年投放团头鲂鱼种 1．5万公斤 ， 

规格约 1 00尾，公斤，人为地增大了湖中团头鲂 

的密度；男一方面，前几年还曾向湖中投放过草 

鱼种和蟹种。众所周知，草鱼每天可摄食相当 

于自身体重的水草，无控制地放养草鱼对水草 

资源的破坏极大，蟹对水草资源也有一定的消 

耗能力。这些措施都恶化了团头鲂资源的饵料 

基础和栖息环境。 

由于以往没有对淤泥湖的 团头 鲂作 过调 

查，缺少可资比较的历史性资料。但若把本调 

查结果同我~-j1986年底在团头鲂天然种群另一 

重要产地——牛山湖(20000亩，为梁子湖的子 

湖)的调查资料和曹文宣于 50年代在梁子湖的 

调查结果相比(见表 8)，可以看出：(1)淤泥湖 

团头鲂的生长速度稍慢于牛山湖；(2)在 梁 子 

湖， 团头鲂在 80年代的生长速度大大慢于 50 

衰 8 淤泥潮、嚣手潮田头舫的备髓i|算体长 

＼  年 
3 注 

稿 、 、
＼  

挺 泥 期 10．78 22．1B 27．9 l986— 1989年 测 

牛 山 濑 l1．95 23．55 }1．68 1986年 I1一 l2月嗣 

粱 于 湘 ．38 30．6B 孙 ．83 曹文 宣 1960年 

(下转第 2 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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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物比较丰富的草甸草原上，而喜马拉雅旱獭 

则多居住在比较向阳的低山缓丘地带。食肉类 

中常见的有藏孤、狼、香鼬和数量比较贫乏的棕 

熊、猞猁、兔狲、荒漠描、雪豹等。这些夜行性的 

兽类，适应于高原气候的影响，也多在白昼活 

动，尤以晨、昏较为频繁。 

(三)北部高原荒漠半荒 漠 地 区 本区位 

于羌塘高原北部 ，三省区交界的可可西里山西 

南一带，包括安多、班戈 、申札三县和双湖、文布 

两个办事处的西北部与北部。这里是那曲高原 

最高的地区，平均海拔在 5000米左右，气候极 

端寒冷干旱，年平均气温在 --4T：以下，年降水 

量仅约 5O毫米左右。为高原湖盆地貌，除湖盆 

周围有较大面积的草甸外，主要是典型的高寒 

荒漠半荒漠植被。代表植物有垫状驼绒藜 西 

藏蒿、紫花针茅、羊茅等。在湖盆中有无茎荠、藏 

荠等；山坡上有山地蚤缀 (．4renaria montico一 

)。矮亚菊 (．4jania scharnhorstii)．青藏苔 

草、羽柱针茅等。本区由于自然条件极其严酷， 

分布的兽类种类极少，主要是高寒荒漠景观中 

较为典型的大中型有蹄类：野牦牛、藏野驴、藏 

羚。除野牦牛困 喜寒 畏热 分布较高外 ，藏野驴 、 

藏羚的分布基本一致，在较湿润环境中常见的 

藏原羚，在此区已极少看到。在湖泊周围的沼 

泽化草甸中，常见的小型兽类主要是一些在白 

昼活动觅食的高原兔和以穴居生活为主的黑唇 

鼠兔、大耳鼠兔及少量的 喜马拉雅 旱獭 。他们 

的生活方式与高寒、昼夜温差大以及瞬息万变 

的气候相适应。以小型动物为食的食肉类：棕 

熊、猞猁、雪豹等在此亦有分布，但数量较少．只 

有狼、狐，香鼬等还较为普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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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代。曹文宣报道的 49尾团头鲂有 6个龄组， 

而我们 1 986—1 989年采集的261尾鱼仅有 4个 

龄组。这表明，种群年龄组成简单化和年轻化的 

趋势在梁子湖也同样存在。 

作者认为，为保持淤泥湖及牛 山湖等湖泊 

团头鲂天然种群的优良牲状 ，首先必须保持该 

鱼赖以生存的良好生态环境 ，特别是丰足和适 

口的水生植物资源和优良的栖息环境(水质、底 

质及水生植物)o为此 ，有必要科学地确定水生 

植物的最低覆盖率和适当的种类组成，不允许 

盲目投放草鱼或过多投放蟹种；有必要确定和 

维持团头鲂的适当的种群生物量，包括群体的 

太小(尾数)、适当的生长速度和合理的年龄结 

掏，避免盲目放养和捕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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