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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讨论 尽管 3体交配是蚯蚓有 效 的 

性交活动，但其形或具有偶然性。因三体交配 

的形成受时1口]、空间及距离的限制。在同一时 

间需有 5条以上性成熟蝎1寻找配偶、并 3条以 

蚯蚓 同时集会 。距离可 推迟集会的时间 。集 

会时的有利位置，才能使 3条蚯蚓进人交配群， 

否则某蚯蚓可能成为多余者。还受 密 度 的 影 

响，只有在高密度下才能有多条蚯蚓同时寻求 

配偶、并同时相遇。 3体交配的机率是罕见的， 

具有偶然性。 

蚯蚓三体交配具有必然性：蚯 蚓 雌 雄 同 

体 、异体受精。 雌雄器官距离较大。为 3异体 

交配提供构造上的条件；蚓体柔软、可塑性强 ， 

为了异体交配形成角度提供可能性；赤子爱胜 

蚓有特殊传递精液的方式，由精液淘把精液经 

配偶的受精囊孔送人受精囊内以备受精 时 用； 

蚯蚓为低等动物，其交配是性生理支配下的本 

能行为，对配偶无选择性。所以 3体交配存在 

必然性 。 

3体交配不止赤子爱胜蚓能发生。爱畦属 

的其他蚯蚓或其他科的蚯蚓亦可能形成了体交 

配群。因其亦具备前面分析的必然性条件及偶 

然性的机率。 

蚯蚓的 3体交配，扩大蚯蚓交换精液的机 

会、缩短生殖间隔时间、提高繁殖率。另外有的 

专家发现蚯 蚓能孤雌 生殖 。在 生殖生理上 能引 

起种群退化。 3体交配能减少蚯蚓 的 孤 雌 生 

殖。这在蚯蚓人工养殖中，对于防止种群退化 

及提高产量有重要指导意义。 

叉蚯蚓 3 交 配的发 现 ，对蚯蚓生态学的 

研究有重要学术价值。对蚯蚓的认 识 提 高 一 

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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乌 鳢 的 生 殖 习 性 

陈 汉 兴 
( 茅省靖 县中学，靖江 214 500) 

乌鳢 (0 fof 口I f argus)地方俗名为 

乌鱼? 。黑鱼 ，属鱼纲、鳢形目、鳢科。分布于 

我国及朝鲜 、苏联，1923年后引种移人日本等 

地。我国主要分布在华东、华南及西南等地区。 

乌鳢是一种经济鱼类，在 日本早已把它作为养 

殖对象，而我国在人工养殖乌鳢方面还不很普 

嬗。乌鳢肉味细嫩鲜美，。可供食用，也可作药 

用。它生长迅速，繁殖率高，对环境的适应性也 

铰强，因此乌鳢的人工养殖已越来越受到重视。 

我对乌鳢生殖习性的观察分三个阶段：第 

一 阶段是在江苏武进县夏溪镇附近 农 村 进 行 

曲。观察到的产卵场，塘深约 l米左右，水面宽 

阔，静水，池水阴暗清凉，在浅处着有水草和 

芦苇，多丛生露出水面，雨季时水草也有淹 没的 

可能。并有时繁殖有浮萍，水中含氧量明显不 

足。由于产卵场在村旁的隐蔽处 ，地形上对观 

察十分有利，因此很顺利获得了第一手资料。第 

二阶段是为了验证乌鳢有关性行为，作者在武 

进县魏村镇工作期间又利用了附近的一个面积 

约 1 0余平方米的污泥塘作了模拟试验。 泥塘 

周树木葱笼，着有水草，水质凉静，并与上游永 

源连结 ，可随时控制塘中水量。第三阶段为验 

证卵的孵化过程，作者先后采了受精卵在养金 

鱼的玻璃槽箱中孵化观察。下面就观察结果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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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要介绍如下： 

(一)乌冀 的产卵期及产卵次数 由 于 乌 

鳢栖息地区不同，除季节性的水温变化外 、生态 

环境及气候、降雨量或其他因素也有不同，其产 

卵期亦随各地 区的情况而有差异。如我国东北 

黑龙江流域的江湖池沼中的乌鳢多 在 夏 季 产 

卵。产卵欢数全年约 l一5次。而我国长江中下 

游地区则提前在 4月中下旬，且 1次全部产完。 

(=)产卵场及营巢 乌鳢一般栖息 在 江 

l河、湖泊、池沼水不流畅而混浊的水底泥层，多 

见于水深 1米左右的水草茂盛处，它们产卵也 

多在这种坜所。产卵前，雌雄鱼共同采集产卵 

场四羁水草的叶片，所见叶片形状多呈披针形 

或带形，质地鲜绿。所筑巢径约为 0．65米，巢形 

多见椭圆。然后雌鱼雄鱼在巢下伏窝数 日后再 

在巢上 进行产卵。 

(三)产卵行为I；L及对幼鱼的保 护 雌 雄 

乌鳢营巢完成后，选择天气暖和、环境静寂的早 

最或傍晚进行产卵。开始是雌鱼在巢下游动 ，徘 

徊数次，腹部朝上，成仰卧状，然后身体作摆动 

姿势 ，卵子徐徐产出。相继，尾随雌鱼之雄鱼以 

同样动作，射出精液．完成体外受精行为。这 

耐 ，在鱼巢上可看见成串珠状各自分离的晶莹 

的金黄色的卵子浮着。右巢下成对的雌雄鱼重 

新俯伏，开始其保护后代的行为。有趣的是，并 

束发现有类似集群产卵或成群追逐的性 行 为 ， 

而倪仅发现成对的营巢、产卵、受精、保护等特 

有习性。 

乌鳢保护后代行为，从产卵后一直到幼鱼 

开始营独立摄饵和自由游泳为止。据有的老缝 

民介绍 ，认为幼鱼开始独立生活的时候，亲鱼自 

动抛弃幼鱼。但是幼鱼则依依不舍，尾随 着 亲 

鱼，亲鱼为了摆脱幼鱼，雌雄鱼各在前后插入幼 

鱼群中，借以惊散幼鱼群，然后迅速逃脱。起初 

幼鱼还有集群的习性，后来则慢慢自由分散 ，各 

奔前程，从而开始营独立生活。 

可 惜的是，人们往往在亲鱼保护幼鱼的时 

候 ，钓走亲鱼。此时因亲鱼若见水渡、昆虫或青 

蛙之 敌害时，立即还击，用尾拍打，甚至最后用 

口嘲。所以渔民颇有经验，见有乌鳢卵或幼鳢 

时即 用小钩等渔具捕捉亲鱼，但此时来营独立 

生活 的幼鱼仍 集群生活。 

(四)卵的特性 乌鳢的卵为典型的 浮 性 

卵。一般浮性卵在流水中才能浮起，在静水中 

只会慢慢的沉下去。而乌鳢的卵，由于它具有 

一 个非常大的油球，故在静水中也能浮起。当 

我们 用力把它压下水底时，解除压力后，又能自 

动浮 悬水面。 

乌鳢的卵较鲤 鲫卵大，呈圆球状。乌鳢、 

鲤 、鲫卵一样台有大量卵黄。而区别于鲤、鲫则 

是其卵黄偏上部区域三分之一体积处，卵具有 
一 个大油球，而且卵礁腔较鲤、鲫为大。 

(五)仔鱼的习性 孵化后的仔鱼，全身黑 

色 ，形如蝌蚪，借助油球的浮力悬于水面．呈侧 

卧状态。且借助其分泌状粘液集群栖息。如让 

受精 卵在水箱中孵化，只往往观察到刚孵化的 

幼体靠箱壁}古连，箱中央的则以头部相粘连成 

一 群。然而，此胶状粘液分泌多时，箱中不经常 

换水会造成大量幼体的死亡。，但在 自 然 情 况 

下 ，未见因此而致死。 这可能是一种便于亲鱼 

保护之适应。从此也显示出群集抗敌的 力 量， 

而使敌望而生畏。 

仔鱼的活动是集群游泳的，转动非常迅速， 

在仔鱼的后期，运动器官更为发达。它们常常 

摆动胸鳍、尾鳍，自动 向水底层下沉，而又靠油 

球上浮。故其下沉是自动的，上浮是被动的。 

据有经验的钓鱼爱好者所述：当仔鱼能游 

泳时，并非 自主的游泳，而是亲鱼在水底带领， 

有时为了避免敌害而游动，有时因为亲鱼寻找 

食物而游动 ，有如一支有纪律“队伍”，向着一定 

方向，毫不忙乱。如若用石子、竹竿“骚扰”它们 

的“队伍”，起初分为两群，方向一致，不久又合 

二为一 。若“骚扰”极大时，则分为三 、四群，游泳 

方向不同，不久又合并，但也有分群不合并的现 

象。从而可知，保护适应性的顽强程室，无疑对 

其种族数量的维持有着极其重要意义。 

(六)乌鳢后代的成活率问题 由于 乌 鳢 

的繁殖力高，生长快，很适宜人工养殖，但其后 

代的成 活率却不高。其原因除少数死亡于病虫 

(下转第 ”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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静 

图 6 多种经营系统与保护区系统的关系 

步讨论 ，已超出本文的范围。它是应用生态学 

和文化生物地 理 学 (Cultural Biogeography) 

的重要内容之一。 

动，如旅游等承载力)的调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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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 苏 镇 江 发 现 白化 灰 喜 鹊 

1990年 7月 22日，笔者在镇江花乌市 场 ， 

购得两只活体白化 灰 喜 鹊 (Cyanopica cyana 

swinhoei)。据原主人反映 ，这两只白化灰喜鹊 

是从一个鸟巢中捕获的，己人工饲养一个多月。 

两鸟眼均为红色、喙和 晕【|踱及爪均为发粉红色， 

鸟体羽毛为纯白色，无一杂羽。鸣声与正常灰 

喜鹊无异o 

(镇讧铷药厂 周 诚) 

(上接第 5 0页) 

外 ，多数是由于乌鳢卵悬浮水面．颜色鲜艳 ，易 孵化池 、病虫害会相对减少。管理也较篱单。需 

为其他鱼类、青蛙等所食。因此，专设乌鳢人工 尽力清除吞食乌鳢卵之敌害，以提高成活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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