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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与体高的比值，随体长的增长而减小；而体长 

与头长，头长与吻长、与眼径的比值则随体长的 

增长而增大，旱体较 体的比值又稍大。总之 ， 

这些比倒性状随鱼体的性别和生长而发生相应 

的变化，但具有一定的规律。 

(二)年龄鉴定、渔获物龄群组成和体长 体 

重分布 

鲫鱼鳞 片侧 部不 同年 份环 片群 所形成 

的切割相，即为年轮 。据文献报道，鲫 鱼 年轮 

主要 形成期在 5—8月繁殖期“ 。我们所获材 

料，1979年 l2月一批，全部标本均没有新轮形 

成，而 1981年 3月一批标本中，新轮出现率仅 

衰 2 

3．29 ，且都是 I龄个体。年龄鉴定根据鳞片上 

年轮读数作出 

表 2是 1979、1 981、1982和 1989年 4批渔 

获物的龄群组成 。太湖鲫鱼基本上由0 4 五 

个龄群。1 979⋯1982年 0 一2 龄组的尾数百 

分 比平均为 93．48；而 1989年为 91．3 {其重 

量百分 比，前 3年平均为 82．49；而 1989年为 

76．24 。显然，低龄鱼构成了渔获物的主体，提 

示太湖鲫鱼种群年龄结构以 0一一2 龄占绝对 

优势，且 1989和 l979—1 982年之 间无明显差 

异(X。<0．5) 

O十 】+ 2+ 3+ 4+ ／  月靛／  

＼ 旱 旱 旱 早 早 ／  ＼ 目＼ 
尾数比 O 2．05 32．19 l7．18 33．S6 7．53 2．74 1．37 2．05 仉68 

／  重量比 O 0
． 36 20．27 】0．39 45 68 7．2l 5．90 2．19 6．23 1．77 

l98l 尾 数 比 13．16 9．2l 26．3l 11．84 21．05 l1．84 3．28 1．32 1．32 0 66 

／  重量比 3
． 82 1．93 20．17 8．O5 34．15 】4 16 8．66 2．39 5．39 1．32 

1982 尾 数 比 18 89 10 56 28 89 11 1l 1 5．56 8．89 3．89 0．56 1．11 0．56 

／  重量比 5
． 87 2．41 84．78 8．37 28 07 11．78 11．23 1．1l 4．82 1．53 

1 989 尾 数 比 18．26 8．30 29 05 1 3 28 l4．1l 8．30 5．3g 2．07 1．24 Z4

／

1 

22．87 重 量 比 5．58 24 18 9．72 24．08 l0 76 14．84 3．98 4．93 

据上述 4批渔获物作体长、体重分布检查， 

发现太湖鲫鱼的体长分布主要在 9—16厘米， 

占总尾数的 88．2 ，体重分布主要在 20--125 

克，占总尾数的 84．5 。采到的最大个体，雄鱼 

体长 20．2厘米，体重 306．6克；雌鱼体长 24．5 

厘米，体重 512．4克 

(三)生长速度 

太湖鲫鱼的实际生长，按 1979年 12月和 

1 981年 3月 2批标本统计，结果见表 3。体长的 

增长以第 1年 最快，第 2年次之，以后逐年递 

减。生长指标显示 ，1-2龄为体长生长快速阶 

段，第 3年即进入缓慢阶段。太湖鲫鱼在 l 2 

冬龄性成熟，因此符 台鱼类性成熟前体长生长 

快 的一般规律。体重生长的情况在 0 4 龄组 

范围内呈逐年增加的趋势 ，尤其早性 3龄开始 

增长特别快 ，可能和卵巢 的迅速增重有一定关 

系 旱 个体的生长规律基本相同，但生长速 

度有差异，旱体较 体生长快 ，个体大。 

尤其 旱性 3龄(2 )开始增重特别快 ，可能和卵 

巢的迅速增重有一定关系。旱 个体的生长规 

律基本相同 ，但速度 有差异；旱体较 体生长 

快 ，个体大。 

各龄鱼的推算体长见表 4。平均各龄鱼推 

算体长均高于相应年龄的实测体长。尤其是 l 

龄鱼，差值约为2厘米。这是符台规律的。因为 

推算体长是实足年龄的体长，而我们所用 l2月 

(冬季)、3月(春季)的标本，其实测体长是尚未 

足龄个体的体长。 

(四)剐性征、性比和性成熟年龄 

太湖鲫鱼性成熟个体在生殖季节较易鉴别 

阜 ． 性在眼前下方、后下方到颊部几乎均 

有较多珠星，胸鳍第一鳍条上有时亦可见到 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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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 一般无珠星。 

据 1979—1982、1989年 4批渔获物统计 ， 

旱 性 比分别为：2．4：】；1．87：1；2．16：1 

和 2．13：1 而 1982年 4月在产卵场所获 1 68 

尾亲鱼．旱 性比为 1．08：1。这说明太湖鲫 

鱼在非生殖鱼群中．旱鱼数量 约为 鱼的 2 

倍+而在生殖群体中，旱 鱼数量基本相似。这 

说明 性在生殖季节在产卵场较为集中 

据 1981、1 982年 2批产卵季节前的渔获物 

检 查．发现性腺成熟度达 Ⅱ Ⅳ期和 N期的 1 

龄鱼占 79．3％+而 2龄鱼占 98．5 。这些鱼均 

可在 4～8月产卵或排精 可见+太湖鲫鱼 80 

个体 1冬龄即可达性成熟 。性成熟最小个体， 

性体长 7．2厘米．体重 15．4克；旱性体长仅 

3．6厘米 ，体重 5．3克 ，卵巢重 0．56克，怀卵最 

1056粒 。 

衰 3 太潮鼻鱼生长实科蠡据 

标本 宴{喇体长(厘米) 年增长 生长 实测体重(克) 年增重 性别 组 
年增积 量 ’ 尾 数 幅 度 均 睦 

(厘米) 指标 幅 度 均重 (克) 

旱 0} 20 3．6 】o．8 S．4g 8-4g
：
1 77 4 5 48 5 28．8 28．8 244．j 

】} 87 13 71 5．22 75．9 47 1 245 g 

2 81 1 6 4o 2．B3 160．5 84．7 227 8 

3十 9 l5．8— 20．9 18．52 2．1 2 O．86 2O1
． 2 326 4 26O 7 100，1 21 2．2 

4 5 18 2 24．5 2 0．30 1．78 0．72 297．6 512 4 盯 8 2 117．5 209．2 

o— 3 3 】0 2 7．45 7．4 5 1
．
62 6．2 40．2 2O 8 2O．8 155．o 

l一 9 8 1 5 2 】2．31 4．86 38．2～g5．4 67 3 46．5 226．o 
】．02 

2— 1 2 7 1 7 o 14．89 2．58 78．6 1 42 5 118．4 5l_1 131．8 

3— 1 5．9 —18．2 16．92 2．O3 0．82 180
． 4 62．o 125．9 

4— 1 7 2 20 2 18．7O 1．8o 198．5— 306 6 Z52．6 72．2 l3o．O 

年增氍量勾一复台生长指标 ，是年增长和年增重的乘积 

衰 4 太潮鼻鱼各赣组的推算体长 

各龄鱼推算体长(厚米) 测体 长 标车 性别 龄组 差值 

L1 I 2 I 3 T 4 (厘米) 尾数 

旱 o+ 8．49 —1 80 2O 

】 】O．45 13．1 7 + 1 06 87 

2 1O．2】 14．79 16．4o +O．55 8】 

3 1O．O5 14．65 1 6 98 】8．52 +o 4o 9 

4一 9．25 14．52 16 89 18 92 2O．30 V 

均 值 * 10．29 14．77 15．95 18 92 

o一 7 45 +2．07 1 7 

1— § 65 1 2 31 + 1 j1 44 

2— 9 40 l3 49 1 4 89 +0 43 Z9 

3— 9．24 13 16 15 52 1 6．92 +0 45 4 

4一 8．89 12 83 l4．94 l 7．37 1 8．70 2 

均值 9．52 1 3．42 l5 32 l 7．37 

*按标车敦平均 

衰 5 太潮鼻鱼产卵群体组成 

龄 组 1 2 

体长范围 
8．2 l1 8 14．S 18 2 15．8— 2O．6 

(厘米) 

尾敦 朝 91 37 4 

( ) ． (21．4) (54．2) (22．0) (2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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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产卵群体组成 、繁殖力 

太湖鲫鱼的产卵群体组成，接 1 982年 4月 

在产卵场所获 1 68尾标本统计 ，结果见表 5 产 

卵群体 由 1—4龄 4个龄组组成。1—2龄作 为 

补 充群 体 和低龄剩余群体占 75．6 ，而 3龄 

占 22．0％4龄只占2．4 。体长范围集中在 9．6 

17．2厘米 ，占总数的 90．5 。 

据 1981、1 982年 2批产卵季节前的渔获物 

统计 ，太湖鲫鱼 的繁殖力 (表 6)随年龄(或体 

长)的增长而明显提高。2冬龄鱼的绝对繁殖力 

约为 1冬龄鱼的 2．92倍 ，3冬龄鱼约为 7．17 

倍．而 4冬龄鱼可高达 10．77倍 。 

衰 6 太湖■鱼的繁殖力 

体长范匿 绝对繁殖力(粒／尾) 相对繁殖力(粒／克体重) 标车 龄组 

(厘米) 幅度 均值 幅值 均值 尾数 

1 3．6 1o．6 l 056 6 607 4 336 149．2 l80．2 158．2 12 

2 10．8 l5．6 47 84 15 687 l2 68L 5 156 8— 209．7 166．8 20 

3 14．5——17．4 】9 828 38 844 31 l07．2 190 6 267．9 199．4 16 

4 l6 8 1 9．8 37 l96 56 187 46 691．5 182．4 228．】 196．2 4 

(六)产卵期和产卵场 

太湖鲫鱼最早 3月底开始产卵，可延续到 8 

月。4 5月为繁殖盛期。 

鲫鱼是典型草上产卵鱼类。无水草等产卵 

基质存在，亲鱼不产卵 卵黄囊期仔鱼沉于湖底 

发育，属底生型，要求稳定的湖底 自然环境。产 

卵场广泛分布于沿湖浅滩、湖湾、子湖及东太湖 

大部。一般在湖湾及近河 口有一定缓流水 的水 

草丛生区域 比较集中 东太湖南岸至大钱、西山 

岛东岸、东山半岛两侧、小北湖、贾东滩、马迹 

山、冲山、漫山附近 、贡湖、竺 山湖、三 山湖 及五 

里湖等都是比较知名的鲤、鲫、花鲭等草上产卵 

鱼类的产卵场 。 

(七)渔业动态 

鲫鱼喜栖于湖岸带 、淤泥底 水草茂盛的水 

域，是太湖沿岸小船渔民主要捕捞对象之一。全 

年均可生产 捕捞工具较杂，主要有踏网、大小 

罱 网、罟网、卡钓、簖等 ；掼网、丝网、摧网、猛狩 

等亦有部分渔获 。据太湖渔管委提供的资料 ，太 

湖渔产量自 1952年以来基本上是逐年上升的， 

但其大幅度增长的是刀鲚和其它小型杂鱼类 ； 

而大中型经济鱼类的产量在六七十年代均大幅 

度下降。近年来由于采取人工放流和繁殖保护 

措施 ，有所改善，但仍未根本扭转。以鲫和鲤、鳊 

(包括鲂)的平均年产量和占垒湖渔获量的百分 

比为例 ：1 952 1954年间，为 1．91万担．占 20． 

5 ．1979—1 981年间，为 1．39万担，占 5．4 ； 

1 987 1989年问为 1．78万担，占 6．8 。 

如果接渡桥、杨湾 2个水产收购站 1981年 

1—12月的统计资斛 ，太湖鲫鱼和鲤 、鳊 (包括 

鲂)的产量比约为：2．5：1．9：1。据 此 估 计 鲫 

鱼 的平 均 年 产 量 和百分 比在 1952 1954年 

阃为 0．88万担，占 9 5 ；1979 1981年间为 

0．64万担 ，占 2．5 ；而 1 987 1989年 问为 

0．82万担，占 3．2 由此可见，鲫鱼的实际产 

虽和百 分比，至今未恢复到 50年代初期 的水 

平 。 

讨 论 

1．太湖鲫鱼的实际产量和占全湖渔获量的 

百分 比，至今未恢复到 50年代初期的水平，其 

原因是综合性的，包括湖泊鱼类组成、种问结构 

和环境条件等一系列因子。就本次调查而言，有 

两点值得注意：(1)捕捞压力过大。长期过度捕 

捞导致种群结构低龄化、小型化。太湖鲫鱼渔获 

物组成 0 2 龄组个体尾数占到 90 以上(表 

2)，就充分反映了这一情况。目前的捕捞压力将 

正处于体长 、体重 生长快速阶段的幼鱼或刚进 

入性 成熟的个体作为主要捕捞对象 ，显然不符 

合鲫鱼的生长特性，也不符合充分利用水域生 

产力和提高渔业经济效益的原则。 

(1)过渡捕捞同样也导致产卵群体结构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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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龄化和小型化 (表 5)；提早性成熟现象亦十分 

突出。性成熟最小型早性体长仅 3．6厘米，体重 

5．3克 ； 性体长 7．2厘米 ，体重 1 5．4克。若不 

注意纠正 ，必将导致整个种群的繁殖力更趋低 

下，因为低龄鱼的繁殖力大大低于高龄鱼(表 

6)。 

(2)草上产卵鱼类的繁殖保护工作未达到 

预期效果。太湖 自1 953年实施繁殖保护措施以 

来 ．重点保护的是刀鲚，其次是银鱼，而鲤、鲫、 

花鲭、红鲐等草 上产卵鱼类重视不够 。其实+由 

于鲫鱼的生物学特性决定+其平时栖息和产卵 

场所均在最易受人类活动影响的沿岸区 农业 

上的围湖造 田、罱泥、捞草、扒螺蚬 ，农药和工业 

污水的纳入 ，以及渔业上的酷渔滥捕，严重杀伤 

幼鱼和亲鱼，都首先给鲫鱼等 的资源量带来严 

重影响 。 

2．根据上述分析 ．作者提 出如下增殖措施 

供讨论 ： 

(1)明确规定起捕规格。根据捕大留小的原 

则和鲫鱼的生长特 电，也照顾到小船渔 民的实 

际收益 ，鲫鱼的起捕规格 ，目前至少应定为 l 

1．5两(5O一75克)，在条件许 可时，应提高到 

2 3两 (1o0 1 5o克)。起捕规格制定后，应辅 

以切实有效的行政措施保证执行 ，对于滥捕幼 

鱼的渔具渔法，应予限制和改造 。 

(2)将鲫鱼等草 上产卵鱼类列为太湖繁殖 

保护工作的重点对象 ，其产卵场为重点保护区 

目前太湖实行半年封湖(3 8月)的措施是有利 

于鲫鱼资源恢复的。但在禁渔期，还应重点排除 

非渔业干扰 ，包括严禁在产卵场罱泥，捞草、扒 

螺蚬和限期治理污染源等 在有的水域，天然产 

卵场已遭到破坏 ，一时又难以恢复 ，应当提倡播 

放人工鱼巢 ，为亲鱼产卵提供基质 。 

鲫鱼性成熟早 、种群自我调节能力较强，又 

具有杂食性 ，环境适应性强等特点；困此．只要 

在亲体的繁殖保护和保证仔幼鱼的正常发育条 

件上采取切实有效措施 ，种群补充量会较快获 

得提高，整个种群的发展就会有可靠 的生态学 

基础 。 

(3)太湖鲫鱼种群的生长速率较慢(表 3)。 

因此 ．有计划开展育种和引进银鲫等新品种．也 

是增殖太湖鲫鱼、提高水域生产力的 一个重要 

方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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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NVESTIGATIoN oN THE BIoLoGY AND PRoPAGATloN oF 

CRUCIAN CARP IN TAI HU 

YIN M ingcheng 

(Shanghai F~hefies University．200090) 

ABSTRACT The biology and propagation of crucian carp Carassius aurat“ Linnaeu in Tai Hu had 

been investigated during 1979 to 1982，again in 1989
． Eight hund red and eighty seven specimens 

were collected and studied．The age structure of these collections was composed of 5 age c1asses 

from age o to age 4 and the age group of o一2 contributed more than 90％ ot the collections．The 

growth of body length is faster in the first two years and then decreased greatly with age，but the 

body weight is increased with age(Table 3)．The largest specimen collected male was 20．2em in 

length and 306．6g in weight，female was 24．5cm in length and 5 12．4g in weight．The fish at 

tained sex maturity at age 1． Spawning ocuures from April to August．The reproductive stock 

was formed by 4 age classes from age 1 to age 5。Fishes at age 1-2 contributed 76．6 of the 

breeding stock (Table 5)．The fecundity was varied from 1056 to 56187 and increased rapidly 

with age (Table 6)．The population abundance was significantly decreased during 1960-1970s． 

and the present yield of the fish was lower than that in 1950s．In order to develop the population． 

thea author gave suggestions on regulating minimum mesh size and protecting the spawning 

grou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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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1986至1990年间对湖南省长沙、岳阳、常巷、新化、嫩浦 芷江，汉寿、隆回，灌县和道县等 l0 

个地市进行 了鹅鸭寄生蠕虫调查，共检查家鸭 520只、家鹅 170只。调查结果表明，鸭、鹅的绦虫感染率 

分列为 日4．60蹦和 67．40~，发现绦虫 23种，隶属于 2目2科 13属，其中 1种为我国新纪录 ，3个宿主新 

纪录(详见表 1)。本文对新纪录种一 一Diorchis skarCn'lcwitschi Schaehtachtinskaja．1952给予详细描述和 

绘图，对鹅鸭绦虫在湖南省的地理分布 、感染情况进行 了讨论 。 

湖南省鹅鸭绦虫的调查，过去仅有一些零 

星报道 ，但在全省范围内的较大面积的调查报 

告．尚付缺如。为此 ，我们于 1986年至 1990年间 

先后在长沙、岳阳、常德、新化、淑浦、芷江、汉寿、 

隆回、澧县和道县等 l0个地市进行了鹅鸭寄生 

蠕虫的调查 共检查家鸭 520只．家鹅 170只，发 

现 492只鸭感染有绦虫，感染率高达 94．60％； 

有 116只鹅有绦虫寄生，感染率 为 67．40％．所 

获绦虫标本，经鉴定共有 23种 ，隶属于 2目2科 

l3属，其中 1种为我国新纪录，3个宿主新纪录 

(见表 1) 

· 本 文插图由陈淑敏同志爱墨，谨致谢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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