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鳞片的形态和数 目常作为分类特征之一， 

也是鉴别年龄和分析 生长发育状态的重要材 

料，因此，鳞 片的研究早 就受到 鱼类学 者的重 

视，我国学者朱元鼎教授(1935)早在 3O年代就 

曾对我国鲤科鱼类作过详细 的报道，当时只侧 

重于显微结构的描述和类群间的 比较。80年 

代郑文莲 、朱元鼎等对赞科、鲴科鱼类的鳞片也 

只作了-显微结构的比较研究 ’ 。自70年代 

以来，国外学者 Delamater、Lanzing等 。 将扫 

描 电镜技术应用于研究鳞片的表面结构，已对 

30余种鱼类作过观察研 究。我国开 展此项工 

作较晚，始于 1987年，张其永等 对多齿蛇鲻 

的鳞片和周伟等l6 对杞 麓鲤 的鳞片作了表面 

结构 的扫描电镜观察，研究结果表明，应用扫描 

电镜研究鱼类鳞片，对探讨鱼类的系统发育、分 

类鉴别和解决疑难种方面有重要意义。本文研 

究的短盖巨脂鲤 Colossoma brachypomum 属脂 

鲤 目的原始种类，1987年 自台湾 引种大陆后， 

曾对其分类地位、繁殖技术等作过一些报道，至 

于鳞片的研究，尚未见有报道，今将研究结果予 

以报道 

l 材料和方法 

供研究用的短盖巨脂鲤取 自河南省水产研 

究所：幕殖场，计 有 4尾，体长 187～205mm，鳞 

片取 自背鳍起点下方侧线上方区域，鳞片用水 

冲洗后 ，用 5％KOH溶液浸泡，除去粘液和色 

素，再用清水漂洗干净，然后经超 声波处理，取 

出后干燥、喷金，最后用 AMtLa~Y一1000B扫描 

电镜观察井摄影。 

2 观察结果 

短盖巨脂鲤 的鳞片 为圆鳞，鳞片外形 呈圆 

形，基区(前区)边缘弧形，侧区微外凸，顶区(后 

区)波浪形。 

2．1 鳞纹 (Circuii) 是鳞片表层的蝽状隆起 

或称鳞嵴，基本上以鳞焦 为中心呈环状作同心 

圆排列，属鲤形鳞(图版 I：1见封 2，下同)。鳞 

纹在各区清晰可见，而且排列规则，基 区较 紧 

密，两侧区次之，顶区较宽，鳞纹除被辐射 沟隔 

断外，自身也会出现断裂。 

靠鳞焦的鳞纹有少数 呈不规则的扭 曲状 

(图版 I：2)，这部分的鳞嵴较高，由此鳞纹向四 

周扩展逐渐变低变宽，至鳞片边缘则 为低而宽 

的鳞纹。各区的鳞 纹上 皆有呈片状的寰起(图 

版 I：3～6)。 

2．2 辐射沟 (Radii) 是鳞片表层的沟道，又 

称鳞沟(Grooves)，呈放射状排列。短盖 巨脂鲤 

的辐射沟主要分布在顶区，其数 目9～10条(图 

版 I：1，3)，后侧区只有 1～2条。由鳞焦发出 

的初级辐射光较少，约 2～3条，多数为离鳞焦 

有一定距离的次级或三级辐射沟(图版 I：3，4) 

淘内光滑，看不到其它结构。 

2．3 鳞焦 (Focus) 是鳞 片生长的中心区，其 

位置偏靠基区，鳞焦中央的鳞纹存在，基本呈同 

心圆排列(图版 I：2)。 

3 讨 论 

Lanzing等L4 和 Delamater等 指 出罗非 

鱼的鳞纹上的齿状粒突的形态可提示属问关系 

的特征，有助于分 类鉴 定。国内学者 张其永 

等【51和甘雅玲 等 通过对 多齿蛇鲐 Saurida 

mmbil和南极鳕Notothenia coriiceps的鳞处研 

究认 为：鳞纹上的齿状粒突形态及排列方式可 

作为解决疑难种的依据。周伟等_6 J对我 国鲤 

亚科的杞麓鲤 Cyprinus carpio chilia、大头鲤 

C．pellegrlni、鲫 Carassius auratus和 须 鲫 

Carassioldes cantonensis等研究发现，鳞纹齿状 

突起的演化是扶无到有，也认为可以作为分类 

的一项指标。短盖巨脂鲤各区鳞纹上都具有呈 

片状的突起，这一特征是种的特有特征，还是属 

或脂鲤科共有的特征，这需要进一步系统研究。 

短盖巨脂鲤辐射沟数 目较步，1O条左右， 

主要分布在顶区，此特征明显区别于现 已报道 

的鱼类。胭 脂鱼L县 体 长 78cm 的个体，辐射沟 

数目基 区 21～33条，顶 区 50～68条；体 长 

99cm的个体，基 区 30～45条，顶区 90～110 

条。杞麓鲤、大头鲤 、云南鲤、翘嘴鲤 基 区辐 

射沟 18--48条，顶区9～17条。上述鱼类的辐 

射沟明显 多于短盖巨脂鲤。南极鳕 辐射 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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