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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在 不同 照 度下 仍表 现 出 前述 的规 律 ：在 

100Lx时摄食率最 高，其次为 10Lx，1 000Lx． 

10 Lx，10O00Lx．10 Lx为最后。 

寰 2 不同时间内俘鱼的曩★率(rag／尾／rain) 

壁 

0 

析得出在第一时相(0～5分钟)接食量最低：第 

二时相(5～10分钟)的摄 食进程加快，撮食量 

开始增加；到第三时相(10～20分钟)的摄食进 

程明显加快，摄食量显著增加，并 曲线跃居到最 

高位置，表明此时摄食处于最佳状态，发挥最大 

摄食能力；在第四时相(20～40分钟)时摄食量 

又开始下降，摄食活动减弱；相继第五时相(40 
-- 60分钟)同样呈降落趋势．曲线下降到最 低 

水平，摄食活动极 为缓慢。至此可见此时刻 整 

个摄食活动已趋于完成。 

量量时一 (身● 

圉3 大泌六线量仔量摄★率与曩★时问的关系 

0：100~0Lx b}1 000Lx c：100Lx d：10Lx 

：1Lx 0．1Lx 

图3曲线表明单位时间内的摄食量随着时 

间的进程逐渐增加，并在 20分钟时达到最大， 

其后随着时间的延续逐渐呈下降趋势。这一规 

律进一步阐明了前述摄食进程的变化规律。 

2．3 摄食的动态 

研究摄食动态的目的就是要进一步揭示大 

泷六线鱼仔鱼摄食活动的变化规律，更明显的 

找出光照和摄食时间的影响规律。 

寰3 不同时相内的摄★率(mg，尾／min 

图 4曲线形状与前述两图的相似，都是在 

100Lx时达到摄食的最佳状态。通过对曲线分 

a：第一时相 b：第二时相 c：第三时相 

d：第四时相 e：第五时相 

3 讨 论 

3．1 光照强度与大泷六线鱼仔鱼摄食量的关 

系 由本试验结果可以看出，光照强度对大泷 

六线鱼仔鱼的摄食影响极为显著。大泷六线鱼 

仔鱼的最佳摄食照度为 100Lx左右光照区，高 

或低于此照度分别会因为光的过强或光的不足 

而影响或抑制仔鱼的摄食活动。 

就光而言．若强度低于鱼类的最佳照度，仔 

鱼会由于光的不足而摄食活动受到限制，但超 

过最适照度后仔鱼由于受到过强的光刺激而紧 

张，游泳速度加快．表现出紧张不安，嘴张动，但 

摄食量及效率都下降 J‘ 。我们在试验过程 

中观察仔鱼游泳情况时也发现了类似的情况。 

俄国学者曾发现灯光诱捕的沙丁鱼有一半以上 

是空胃的。Mnnteife1和 Girsa Parlor(1978)测 

得小赤梢鱼的幼鱼在低于 l0 Lx照度下不食 

而沉入水底．Brett和 Groot(1963) 测得大鳞 

大麻哈鱼在 l0-。。～100Lx时停止摄食。 ‘ 

就仔鱼本身而言，仔鱼选择的光照条件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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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也是仔鱼生长的最佳条件之一．适宜的光照 

可以将仔鱼诱向最佳食料、溶氧状况和其它优 

良环境 条件的地方。如大 鳞大麻哈 鱼 (On— 

CO vⅢ M r ( “wyts(hⅡ)生活于水底层，并且产 

卵于沙质石砾之间，它的最适照度为0．2Lx；真 

鲷(Pagrt~omus }ajor)一般多栖息于 30～90m 

的砂砾及沙泥底质之海区，它的最适照度为 50 

～ 500Lx。而大泷六线鱼全年生活于沿岸及岛 

屿的岩礁附近，一般 水深 50m左右，刚孵 化的 

仔鱼有明显的趋光性。由此可见，照度的选 择 

是鱼类自身与生活环境的适应结果，鱼类自身 

生活习性是内在决定因素，决定着自己所需的 

生态环境。 

既然不同生态类型的鱼类都有自己的适宜 

照度要求，使其机能得以充分发挥．那么摄食晟 

适照度的存在是可以理解的．探讨这个问题在 

养殖育苗生产中有助于选 定适宜的投饵光照环 

境，使鱼苗正常摄食。 

3．2 光照强度与仔鱼摄食活动的关系 

既然大泷六线鱼仔鱼的摄食活动高峰只出 

现在一定的光照强度下，在高或低于此照度时 

摄食活动均受到影响，而在一昼夜中，自然海区 

内照度的出现是呈昼夜周期性的，所以可 以推 

测仔鱼摄食高峰的出现是有周期性的，在 自然 

海区内的摄食 活动 应有 明显的昼夜周 期性。 

(作者在 自然光照条件下对大泷六线鱼仔 鱼昼 

夜摄食节律的研究 已证 实，大泷六线鱼仔 鱼的 

摄食量具有明显的昼夜节律性，文章待发表)。 

饵料生物本身就有趋光性 ，随着光的强弱 

做昼夜垂直移动，在光强时远离水面，在光弱时 

游于 水 面，仔 鱼同 样 随 着 光 强弱 作 垂 直 移 

动 5- ，因此以浮l祷动物为饵料的鱼类也做昼 

夜垂直移动的生物学意义之一便是对摄食的适 

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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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FEEDING INTENSITY OF FAT GREENLING 

LARVAL UNDER DIFFERENT ILLUM INATION 

QIU Li-Htla QIN Ke-Jing W U Li-Xin HE Zhi—Hui 

(Daiian Fi~herea College．Datian 116023，c f加 ) 

ABSTRACT This paper deals with the feeding intensity，feeding rate and feeding dynamics of fat 

greenling larval under different illuminations The feeding  intensity was greatly influnced  by light in- 

tensity Under the light intensity between 100 and 10Lx．the feeding intensity was relatively high．Un- 

der the stm ng light of 10 000 Lx，the feeding intens ity is low Then it began to increase with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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