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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对 "#$# 年 % *$$ 月采集于沱江资中段的 ’I) 尾宽体华鳅 " 9#$#=(4#+ *%%?%&+%#进行了繁殖特性研

究& 结果表明$ 宽体华鳅性腺发育分为 ( 期! ’ 月卵巢发育到)期! 精巢发育到*期& 繁殖期在 ’ */

月! 盛期为 ( *I 月! 可通过胸鳍和生殖孔差异辨别性别& 繁殖群体雌雄性比为 $q$O$’! " *) 龄性成

熟! 性成熟最小年龄两性均为 " 龄! 为补充群体占优势的繁殖群体& 雄性"*期#最小性成熟个体体长

I$ AA! 体重 ’O%) C! 成熟系数 %OI(i! 雌性"+期#最小性成熟个体体长 I( AA! 体重 IO/# C! 成熟系数

$O%(i& 成熟卵巢中卵子大小基本一致! 卵径分布为单峰型! 属于单次产卵类型% 繁殖群体体长 I( *

$"# AA! 体重 IO/# *%$O(# C% 卵小! 沉性! 野生条件下胚胎发育需要流速较快的流水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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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宽体华鳅 " 9#$#=(4#+ *%%?%&+%#隶属鲤形目
"4b59=6=‘59A87# 鳅 科 " 45J=<=H;8# 沙 鳅 亚 科
"]5<==6;8#! 是长江上游特有及重要经济鱼类&
其卵小! 沉性! 无黏性! 野生条件下鱼苗孵化
需要流速较大的较长的自然河段 "岳兴建等
"#$$#& 近年来! 由于水利工程建设对其自然
繁殖环境的破坏! 以及采砂作业对其索饵场的
破坏! 其分布范围逐渐萎缩"杨丽虎等 "##I#&
目前! 关于其胚胎发育"岳兴建等 "#$$#(个体
生殖力"黄燕等 "#$$#等已有报道& 为进一步
开展其资源保护和开发利用! 本文就其繁殖特
性进行了系统的研究&

AB材料与方法

"#$# 年 % *$$ 月! 从沱江资中段采集宽体
华鳅标本 ’I) 尾! 用于繁殖生物学研究的性成
熟个体 %/) 尾& 每尾标本在新鲜状态下进行常
规生物学测量! 体长精确到 $ AA! 体重(净体
重(性腺重精确到 #O#$ C& 采用耳石磨片鉴定
年龄& 根据性腺外部特征! 参照刘筠"$&&)#的
方法目测并记录性腺发育状态& 卵径的测量方
法为$ 每尾)期雌鱼随机取沉积卵黄的卵粒
$## 粒! 每 $# 粒排成一列! 游标卡尺"成都量
具刃具股份有限公司! 量程 # *$"’ AA! 精度
#O#" AA#测定总卵径后再取平均值& 成熟系
数"L98# N性腺重"Q;#0净体重"Q# d$##i&

实 测 数 据 经 \=29575‘<8K28>"##) 和
RYRR$&O# 软件进行统计分析&

CB结果与分析

CDAB雌雄特征B雌(雄宽体华鳅的体形无明显
差异! 在生殖季节精(卵巢均十分发达! 无法
从腹部膨大情况准确判断雌雄& 胸鳍和泄殖孔
的差异是区别雌雄最重要的特征! 具体表现
为$ 雌鱼胸鳍呈圆扇形! 雄鱼胸鳍后缘稍尖
"图 $;#% 雌鱼泄殖孔外凸! 而雄鱼泄殖孔内凹
"图 $J! 2#&
CDCB性腺的周年变化
CDCDA!卵巢的周年变化!宽体华鳅卵巢一对!
前端分离! 后端联合! 以一根输卵管通到泄殖
腔& 卵巢发育分为# *,期 ( 个时期! #期卵
巢未发现&

$期卵巢囊管状! 成熟系数 "O’"i l
#O&%i! 浅肉色! 略透明! 有清晰血管分布&
%(/(&($# 和 $$ 月卵巢处于$期的性成熟雌鱼
较多! 分 别 占 当 月 标 本 总 数 的 %#O##i(
%#OI%i(I)O))i(/)O))i和 /$O/"i&

+期卵巢体积增大! 囊状! 浅肉色或淡黄
色! 肉眼可见表面血管和其内的黄色卵粒! 成
熟系数 %O%$i l"O)(i& % 月 (#i的雌性成
鱼卵巢处于+期! ’(((I(/ 和 $$ 月分别有
"#O’$i($$O’%i($#O"’i($%O/$i和 $/O$/i
的雌鱼卵巢处于该期&

)期卵巢占据腹腔大部! 卵巢壁薄而透
明! 肉眼可见大量金黄色或灰黄色卵粒& 成
熟系数")O#)i l$"O)’i&’ *I月’)O/’i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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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AB宽体华鳅的雌雄特征
7)9DAB!"#6#/*’-#%66#&/3#/(06/3#:#(#5’/#% *++"+$%+

;.胸鳍% J.雌鱼泄殖孔% 2.雄鱼泄殖孔&

;._B8E82<59;>‘=6% J._B82>5;2;>;E89<G985‘‘8A;>8% 2._B82>5;2;>;E89<G985‘A;>8.

($O’%i的成鱼卵巢处于 ) 期! /( &( $# 月
)IO#%i("(O(Ii和 $(O(Ii的雌鱼卵巢处于
)期&

*期卵巢几乎充满腹腔空隙! 卵子已脱离
滤泡而排到卵巢腔内! 卵子金黄色或灰黄色!
( 月下旬和 I 月上旬采集到了相当部分自然流
卵的*期雌鱼&

,期卵巢萎缩松弛! 呈囊袋状! 表面血管
发达呈肉红色& 解剖观察! 卵巢中具多数退化
的白色残卵和少数存留的成熟卵& 野外采集标
本中仅见 ’ 尾卵巢处于,期雌鱼& 对人工繁殖
后产卵雌鱼卵巢退化过程的观察发现! 产后 $
周卵巢即退化至$期&
CDCDC!精巢的周年变化!宽体华鳅精巢一对!
末端联合! 以一根输精管通到泄殖腔& 精巢发
育分为# *,期 ( 个时期! #期精巢未发现&

$期精巢线状! 透明! 不能精确测量重
量& % 月份所有雄鱼精巢均处于$期! /(&($#(
$$ 月 精 巢 处 于 $ 期 者 分 别 占 %#O##i(
/#O##i(&"O)#i和 &$O(Ii&

+期精巢长管状! 淡肉色! 成熟系数
"O"#i l#O&/i& ’ 月初采集标本精巢发育到
+期! I(/ 月采集标本中也有少量雄鱼精巢尚
处于+期&

)期精巢囊管状! 乳白色! 血管明显& 成
熟系数 ’O"Ii l"O/&i& 此时用力挤压腹部
能挤出少量精液& ’(( 月采集标本中部分雄鱼
精巢处于)期&

*期精巢囊管状! 乳白色! 体积较)期变
化不大! 血管不明显& 成熟系数 (O"&i l
)O$&i& ’ */ 月采集成鱼精巢多数处于这一
时期&

,期精巢因精液排出而缩小! 长管状! 表
面血管发达呈肉红色& 成熟系数 $O’%i l
#O%&i& / *$# 月采集标本中部分雄鱼精巢处
于,期&

各月采集标本的性腺发育状况见表 $&
CDEB成熟系数的周年变化B雌鱼和雄鱼成熟
系数的变化较为一致"表 $#! 即二者成熟系数
在 % 月和 $$ 月最低! ’ 月明显升高! ’ */ 月有
一明显高峰! & 月开始明显下降& 雌鱼成熟系
数峰值出现在 ( 月和 I 月! 雄鱼成熟系数峰值
出现在 ’ *I 月! 较雌鱼早&
CDFB成熟卵特性与卵径分布B宽体华鳅成熟
卵黄灰色或金黄色! 无黏性! 吸水膨胀后卵周
隙小! 卵沉性& 对 )## 组卵粒数据进行统计分
析! 宽体华鳅)期卵巢中卵子大小基本一致!
卵径变幅为 #O/# *$O"I AA! 均值为 "#O&( l
#O#&#AA"$ N)###& 卵径分布频率见图 "! )
期卵巢中卵径大小仅出现一个峰值! 卵径 #O/#
*$O#’ AA的卵子占 //OI#i! 宽体华鳅属于
一次产卵类型鱼&
CDZB繁殖群体特征
CDZDA!性比!%/) 尾性成熟个体中雄性 "’/
尾! 雌性 ""’ 尾! 雌雄性比为 $q$O$’& 生殖
期共 ))I尾标本 !性比为雌 " $/$尾 #q雄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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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CB宽体华鳅!期卵巢的卵径分布
7)9DCBV)5*-)>’*)%(%6#9950)/&#*#-)(! &/*’-)*+ 5*/9#%2/-+ %6:#(#5’/#% *++"+$%+

尾# N$q$O$(& 非生殖期共 $%( 尾! 性比为雌
"(/ 尾#q雄"I/ 尾# N$q$O$’& 宽体华鳅种群
中! 雌(雄个体数量差异不大! 雄性略多于
雌性&
CDZDC!性成熟年龄和性成熟最小个体!观察
繁殖盛期"( *I 月# )$# 尾宽体华鳅性腺的发
育状况! 其中体重为 "O$" */O## C的小个体
$"/ 尾& 将性腺发育到+期以上的个体作为性
成熟个体& % 龄及 % 龄以上雌雄个体全部性成
熟% " 龄和 ) 龄的成熟雌性个体占相应龄组渔
获物的比例分别为 $#O$Ii和 /)O))i! " 龄和
) 龄中成熟雄性个体占相应龄组渔获物的比例

分别为 )(O")i和 &"O/’i& 雄鱼最小性成熟
个体体长 I$ AA! 体重 ’O%) C! 成熟系数
%OI(i! 精巢*期! " 龄& 雌鱼最小性成熟个
体体长I( AA! 体重 IO/# C! 成熟系数 $O%(i!
卵巢+期! " 龄& 由此可见! 宽体华鳅性成熟
年龄为 " *) 龄&
CDZDE!生殖群体年龄组成!通过耳石磨片成
功鉴定 %"% 尾标本的年龄! 其中雌性 $/$ 尾!
雄性 "%) 尾! 性成熟个体 )#I 尾! " 龄性未成
熟雌(雄个体各 (% 尾和 ’) 尾! 生殖群体年龄
组成见表 "& 生殖群体中 "()(%(’ 龄鱼分别
占繁殖群体总数的$#O$#i(%’O&)i())O//i

表 CB宽体华鳅生殖群体的年龄组成
!/>3#CB!"#/9#.%&:%5)*)%(%6*"#-#:-%0’.*)2#9-%’:5%6:#(#5’/#% *++"+$%+

!!)百分比*表示占繁殖群体总数的百分比& )Y89286<;C8* -6H82;<87<B8E89286<;C85‘<B8<5<;>98E95HG2<=:8E5EG>;<=56.



3

≥
≥≥



’ 期 王永明等$沱江宽体华鳅繁殖特性 ’I#’!!’

和 $#O$#i& 初次性成熟的 "() 龄鱼占繁殖群
体的 ’(O#)i& 宽体华鳅生殖群体以低龄个体
占优势&
CDZDF!生殖群体的体长(体重组成!统计了 ’
*/ 月生殖季节性腺处于+ **期的 )$/ 尾标
本的体长(体重组成"表 )#& 宽体华鳅雌性个
体平均体长和平均体重较雄性个体大! 体长 &#
*$$# AA雌性个体和雄性个体的成熟系数明
显高于体长小于 &# AA或大于 $$# AA者! 体
重大于 ") C雌性个体的成熟系数明显高于体
重低于 ") C者! 而体重 $’O## *"’O## C雄性个
体成熟系数最大& 沱江资中段宽体华鳅生殖群
体中体长小于 &# AA的雌性个体和雄性个体
分 别 占 雌( 雄 性 个 体 总 数 的 %%O#"i
和 ((O(Ii&
CD̂B产卵条件B从对沱江资中段 "#$# 年逐月
采集材料及 "#$$ *"#$) 年收集亲鱼材料的调
查表明! 每年首次捕获到流卵雌鱼的时间都在
’ 月下旬! 具体时间随水温状态而稍有变化!
当水温达到 "$h以上! 即可收集到流卵雌鱼&
捕获到大量流卵雌鱼的时间在 ( 月中下旬! 此
时! 水温已达 "/h左右! 捕获到流卵雌鱼的最
晚时间是 / 月中旬& 从当地渔民处调查的资料
得知! 资中五里店电站坝下为宽体华鳅的产卵
场之一! 此处河流底质为多沟槽的沙石结构!
水流较急&

以上现象表明! ’ */ 月是宽体华鳅的繁
殖季节! 繁殖的适宜温度为 "$ *"/h! 繁殖需
要涨水和较大流速的水流刺激&

EB讨B论

EDAB宽体华鳅的繁殖期B比较宽体华鳅性腺
发育状况和成熟系数的周年变化! 雌鱼性腺 %
月部分停留在$期! 多数发育到+期! ’ 月多
数发育到)期! ’ 月下旬少数雌鱼开始产卵! (
月和 I 月性腺)期和*期个体占当月雌鱼总数
的 I(O&)i和 I’O’$i! 并有部分雌鱼卵巢由
产后的,期向$期退化! / 月尚有少数雌鱼产
卵! & 月多数雌鱼卵巢已经退化到$期& 雄鱼
性腺 % 月处于$期! ’ 月性腺发育十分迅速!

约一半个体的精巢处于*期! ( 月和 I 月
//O"%i和 /)O#/i的雄鱼精巢处于*期! / 月
尚有 ’’i的个体精巢处于*期! & 月多数精巢
退化到$期& 雌雄均以$期性腺过冬& 雌(雄
鱼的成熟系数均在 ’ 月明显升高! & 月明显下
降! 在 ’ */ 月有一明显高峰! 雌鱼成熟系数峰
值出现在 ( 月和 I 月! 雄鱼成熟系数峰值出现
在 ’ *I 月& 综上所述! 宽体华鳅繁殖期在 ’ *
/ 月! ( *I 月为繁殖盛期&

宽体华鳅繁殖盛期为 ( *I 月! 与同域分
布的长 薄 鳅 " C%A4(=(4#+ %,($/+4+ # "赵 云 芳
$&&’#(花斑副沙鳅 "D+*+=(4#+ -+&3#+4+# "杨明
生等 "##I #(中华沙鳅 " 9#$#=(4#+ &)A%*3#,#+*#&#
"杨明生等 "#$##(紫薄鳅" CI4+%$#(A&# "方翠
云等 "#$$#产卵高峰在 ’ *( 月相比! 晚半个
月到一个月& 出现此差异的原因可能与中华沙
鳅(花斑副沙鳅(长薄鳅(紫薄鳅卵子吸水膨胀
后卵径增大 " *) 倍! 为漂流性卵! 而宽体华鳅
卵无黏性! 吸水膨胀后卵周隙小! 为沉性卵有
关& 沉性卵较漂流性卵在胚胎发育过程中需要
流速更急的水流环境以保持鱼卵的悬浮状态!
宽体华鳅在洪水较大的 ( 月中旬 *I 月中旬产
卵繁殖! 以适应其胚胎发育的需要& 以上结果
也表明! 与产漂流性鱼卵的中华沙鳅(花斑副
沙鳅(长薄鳅(紫薄鳅等相比! 产沉性卵的宽体
华鳅更易受到水利工程建设导致的河流阻断的
影响&
EDCB宽体华鳅的产卵类型B许多学者根据卵
径分布(成熟系数的周年变化和卵巢中卵母细
胞的发育是否同步将鱼类的产卵类型分为单批
产卵(分批产卵和连续产卵 ) 种类型 "王剑伟
$&&"#& 宽体华鳅成熟系数的周年变化呈单峰
型! 其性腺发育呈现明显的周期性! 且卵巢中
卵母细胞发育基本同步! )期卵巢中卵子大小
基本一致! 卵径分布呈单峰型& 故其产卵类型
属于单批产卵类型! 与同域分布的几种鳅科鱼
类"赵云芳 $&&’! 杨明生等 "##I! "#$#! 方翠
云等 "#$$#一致! 而与贝氏高原鳅"U*#,(A"0&+
=,%%@%*##成熟卵巢中卵径分布呈)双峰型*! 且
成熟系数周年变化中在 % *’ 月和 $# *$$ 月出



’I#(!!’ 动物学杂志 !"#$%&%’()*$+,(-.((,(/0 %& 卷

现两次高峰不同"何学福等 $&&&#&
EDEB宽体华鳅繁殖群体特征B宽体华鳅性成
熟最小年龄两性均为 " 龄! 多数个体 ) 龄性成
熟& 繁殖群体以 ) 龄和 % 龄鱼为主 "#$
I%O)(i!$ $ /)O$(i#! 繁殖群体中初次性成
熟的 "( ) 龄 鱼 雌 性 占 ’)O/’i! 雄 性 占
’IO)Ii& 生殖群体中体长小于 &# AA的小个
体分 别 占 雌( 雄 性 个 体 总 数 的 %%O"i 和
((O(Ii& 以上结果表明! 宽体华鳅的生殖群
体结构以低龄组的补充群体占优势! 属于第$
类型"殷名称 $&&’#& 其性成熟早! 成熟个体
小可能与其生长缓慢(生命周期短相一致! 同
时也可能与其面临的生存压力大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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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西发现灰颊仙鹟和黄胸柳莺

;7’*(#$3’,#’8+(7$/(0<.7,,’$-’31$-%(/%/’*V)5.%2#-#0)(N’/(9J)

"#$% 年 ’ 月 $" 日 $’$%’ 时! 在广西大新县下雷自然保护区谨汤村附近"""g%%f’’O"(uU! $#(g’$f"#OI&u?! 海
拔 ))$ A#观察到 $ 只似海南蓝仙鹟"!0(*$#&"+#$+$)&#雌性的仙鹟站在树枝上高声鸣唱! 鸣声与海南蓝仙鹟有很大
区别! 慢慢靠近观察后发现此鸟颊部灰色! 喉部浅黄! 符合灰颊仙鹟"!IA(,#(/%$0&#的鉴定特征& 查阅资料与所
拍摄的照片及鸣声比对! 确认其为灰颊仙鹟雄鸟& 灰颊仙鹟分布在尼泊尔至印度阿萨姆和中国的云南(西藏及缅
甸北部"约翰’马敬能等 "####& 综合文献"约翰’马敬能等 "###! 郑光美 "#$$! 周放等 "#$$#以及其他观鸟者记
录可知灰颊仙鹟为广西新纪录鸟类& 由于 ’ 月份为仙鹟的繁殖季节! 目击雄鸟又有明显的鸣唱行为! 所以我们推
测灰颊仙鹟可能是下雷自然保护区的繁殖鸟! 其居留型尚须进一步的证据予以核实&

"#$% 年 ’ 月 $I 日 /$$’ 时! 在广西那坡县老虎跳自然保护区"")g#$f##OI$uU! $#’g%If$/O%Iu?! 海拔 &"# A#观
察到 " 只柳莺在阔叶林的中上层取食(鸣叫& 根据其显著的黄色翼斑与西瓜皮似的冠纹! 且喉部至上胸以及尾下
覆羽的黄色与腹部的白色形成明显的对比! 确定其为黄胸柳莺"D"0,,(&3(A)&3+$4+4(*#& 黄胸柳莺分布于喜马拉雅
山脉东段及老挝北部"约翰’马敬能等 "####! 综合文献"马敬能等 "###! 郑光美 "#$$! 周放等 "#$$#以及其他观
鸟者记录可知! 此前在中国只于滇南(滇西以及藏东南有零星记录& 此次在那坡县记录的黄胸柳莺应为广西新纪
录鸟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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