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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论武昌东湖缝缩鱼种的年轮形成

及湖泊放养的规格问题

刘伙泉 谢洪高
带
黄尚务 黄根田 邓宝玲

( 中国科学院水生生物研究所 )

提 要

本文对武昌东湖继编鱼种的年轮形成和放养规格问题进行了研究
。

东湖幼龄鳞
、

境的年轮形成时期是四月份
,

环片有规则的由稀疏转向紧密排列
,

同时伴随

切割相是年轮形成的主要标志
。
工和 工I 龄缝

、

墉
,

从 4 月份开始新的一年长度和重量增长
,

8月

份为高峰期
,

10 月份以后生长速度明显下降
,

冬季停滞生长
。

三种不同大小的继
、

编鱼种放养

结果表明
,

它们的生长室和回捕率都是不同的
,

越大的鱼种
,

生长越快
,

回捕率也越高
。

为了提

高东湖链
、

鳍放养的效益
,

建议提高放养鱼种的规格
。

链缩是我 国内陆水体两种主要养殖对象
。

有关它们的年龄
、

生长
,

过去 已有一些资

料
。

朱元鼎 ( 1 9 3 5 ) 汇̀ “
最早研究这两种鱼的鳞片

,

他从分类学的角度详尽地比较了它们的

鳞片形状及环片的排列
。

伽
e o e 。。 氏 ( 1 9 5 8 ) 〔

易习
、

陈真然 ( 1 9 5 9 ) 〔
. 〕分别对黑龙江流域的缝

和长江中游的继缩各龄组的生长作了系统的研究
。

中国科学院实验生物研究所 ( 1 9 6 2 ) 〔
I J

在研究链鱼人工繁殖的同时
,

对其年轮的特征亦进行了镜检和描述
。

所有这些资料都属

一般生物学研究的性质
,

并没有涉及湖泊放养方面的间题
。

武昌东湖历年主养继缩
, 1 9 7 3一工9 7 8 年这两种鱼占总放养数 (尾 )的 85

.

07 %
。

上述

各批链缩鱼种放湖时的长度规格不同
。

本工作仅对 1 9 7 3 年三种不同规格的鱼种进行 了

生长和 回捕率的研究
,

拟从中引出结论
,

为湖泊放养用的鱼种的合理规格提供科学依据
。

材 料 和 方 法

测定生长所用的继缩材料是东湖 19 7 3 年春投放的三种不 同 规 格的鱼 种
,

即全 长

1 1
.

5一 1 3
.

0 厘米 ( 3
,

5 寸一 3
.

9 寸 )
、
2 3

。

3一 1 6
.

3 厘米 ( 4一4
.

9 寸 ) 和 1 6
.

5一 2 3
,

z厘米 ( 5一

7 寸 )三种长度规格 (下面分别简称 I 类
、

11 类
、

11 1类鱼种 )
。

从鱼种放湖后的第二个月起
,

即从 1 9 73 年 3 月份起至 12 月份
,

每月月底用不 同大小网目的挂网和撒网在湖中采样一

已调江苏省水产科学研究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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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上述生长速度的测定
,

可 以肯定链墉重量的增长
,

主要是在 10 月底以
一

前
,

特别是

在 8 月份
。

(三 ) 年生长率和回捕率

不同规格鱼种的生长率不仅表现在逐月的平均值上
,

而且在年终渔获物中大小个体

亦呈现出明显的差异
。

年初放养的鳝鱼
,

第 I 类鱼种年终平均重量为 4 70 克 ,第 11 类鱼种 7 50 克
。
第班 类鱼

种 1 1 5 0 克
。

编鱼的生长也显示 出同样的规律性
,

第 I 类鱼种可长至 65 0 克 ; 第 n 类鱼种

为 8 5 0 克 ,第班 类鱼种为 1 3 5 0克
。

因此
,

从生长情况可 以得出这样的结论
:

鱼种的规格

越大
,

生长就越快
。

规格不仅决定生长率
,

同时也直接影响到回捕率
。

表 4 清楚地表明
,

放养规格越大
,

回捕率也越高
。

以链鱼为例
,

回捕率最低的是第 I 类鱼种 , 第 11 类鱼种稍高 , 最高的是第

n l 类鱼种
。

绷鱼第 111 类鱼种的回捕率高达 4 5
.

22 绍
。

这些数据有力地说明了放湖鱼 种

的规格对放养鱼类回捕率的重要意义
。

表 4 放养不同规格缝墉鱼种的回捕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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讨 论

( 1) 维
、

编年轮形成时期在不同地区有很大的差异
。

在我国东北黑龙江流域
,

根据

C二co eB 二
氏的研究

,

缝鱼年轮形成的时间是六月底七月初
。

在长江中游一带
,

根据陈真然

的报导
,

未成熟的个体年轮是在三月以后
,

成熟个体则要在产卵之后 (4 一 5 月份 以后 ) 出

现
。

我国南方南宁地区链鱼鳞片的年轮形成时期是从当年的 12 月份至下一年的 4 月份
。

据我们的材料分析
,

东湖鳝
、

缩的未成熟个体年轮形成时间是在 欢月份
。

可见维
、

缩年轮

形成时期在我国各地区出现的差异是由于各地的水文条件 (首先是水温条件 ) 以及水体饵

料的丰度所决定的
。

关于年轮的标志
,

以上各作者的阐述不一
。

C、 c o e孤 氏〔吕马在论及避鱼年轮形成时 写

道
: “

年轮形成以后
,

所生长的新增的环片
,

在鳞片的后部和侧部呈扇形分散
, 。

这和我们

所看到的年轮不大相同
。

在她的材料中还是 以环片疏密排列为一般法则
,

并没有指出扇

形分散是年轮的标志
。

中国科学院实验生物研究所在材料中提到
, “

O
”

型环纹与
“
U

”

型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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纹斜割现象是年轮的标志
。

这里仅是考虑到切割相
,

而忽略了环片的稀密排列
。

陈真然

把链
、

缩的鳞片年轮说成是冬轮也是不符合事实的
。

我们认为雌
,

绷的生长具有固有的规律
。

一年之中夏季所形成的宽阔而稀疏的环片

和冬季狭窄而挨近的环片
,

构成了鳞片的生长年带
。

由冬季的紧密排列状态转入夏季的

稀疏排列状态
,

同时伴随着切割相的出现
,

是年轮的主要标志
。

(2 ) 生长速度受各种因素的影响
。

从第 I
、

11 类鱼种的生长情况来看
,

虽属同种同龄

但个体大小不同的鱼种
,

生长速度
一

也有显著的差别
。

G“ 比eB “ 氏 ( 1 9 5补
〔幻 明确地指出

,

“

黑龙江缝鱼在一年之 中的生长是不等的 (不均衡 )
。

根据对一冬龄鱼和二夏龄鱼的观察

表明
,

链鱼鳞片上新的一年的增长开始于六月底七月初
,

在夏季 (特别是 7一 8 月 )是最快

的
。

从 10 月份起直到下一年夏季生长停滞
。 ” H叭。朴 c撇且 氏 ( 1 9 5 6 ) 〔月 在研究 黑 龙江 缝

鱼的生长时亦看到同样的规律性
,

指出生长最快是 7一 9 月份
。

黑龙江链鱼的生长与水体中可利用的饵料资源的变动是密切 相关 的
。

oB p y硕玫n甘 氏

( 1 950 ) 〔们在研究黑龙江缝鱼的食性一文中提到
,

春季继鱼主要食物团是悬浮在水体中的

寡营养碎屑 ( 9 0一的形 )
。

夏季水华期主要食料是浮游的藻类… …
。

水华期过后
,

从秋天

到冬天
,

在营养中起主要作用逐渐地又是碎屑
。

无疑
,

黑龙江避鱼的生长是取决于水体中

饵料的变动而显示差异的
。

东湖一
、

二龄链
、

绷鱼
,

从四月份开始新的一年的增长
,

八月 份是高峰期
。

其原因
,

一是

八月份水温较高
,

平均 30
.

9
O

C ( 28
.

6一 3 2
.

4℃ )
,

较适宜于鱼类生长
,
二是在此期间正是浮

游植物繁殖的旺季
,

据八月份浮游植物初级生产力的测定川
,

平均数值是 8
.

72 克氧 /米丫

天
,

亦为全年的高峰期
。

因此
,

水温条件和食料的丰度都能充分满足鱼类迅速生长的需要
。

浙江淡水所
` , ,
在调查青山水库

“

仔 口
”

缝
、

缩鱼种生长率之后指出
,

继
、

墉的体长增长

主要在 9 月份以前
,

高峰期是八月份
。

这个结论与我们所得的结果是一致的
。

参照前人的研究资料和分析我们 的全部实验观察的数值
,

可 以得出这样的结论
,

不论

是维或是缩
,

同一龄组的不同长度的个体
,

在食料基础相同的情况下
,

生长率是不同的
,

个

体越大
,

生长亦就越快
。

这个现象的阐明
,

不仅有生物学意义
,

而且在湖泊放养的鱼种规

格问题上亦具有重大的生产意义
。

( 3) 鱼种的放湖规格也影响着回捕率
,

直接关系到湖泊的渔产量
。

科学院水生生物研究所
`幻连续两年对望天湖的渔获物进行了分析统计

,

结果表 明
,

1 9 6 5 年在该湖投放的平均全长为 2 9
.

8 厘米的 3 9 1 8 4 5 尾鱼种
,

年底回捕 3 3 1 3 08 尾
,

回捕

率高达 8 4
.

5男
,

占总产量的 30
.

9形 , 而放养规格平均长为 13
.

3 厘米的鱼种
,

回捕率仅

1
·

17 终
。

望天湖的材料表明
,

鱼种规格越大
,

回捕率就越高
。

1 97 3 年对东湖放养各种规格鱼种的研究
,

同样得出上述的规律性
。

第 m 类规格的

鱼种
,

回捕率可达 2 5
.

62 拓
,

而 工
、

且 类鱼种的 回捕率平均还不到 1终
。

造成后者回捕率低

的原因主要有三
。

一是逃跑
。

根据防逃的实验结果
【̀ 〕 ,

在流水条件下
,

东湖链鱼的穿栏系

数按颅宽可达 1
.

2 ,

要拦截 16
.

7 厘米长度的雌鱼种
,

要求栅距不能大于 1 厘米
。

而当时东

① 沈国华等
,
19 73

。

东湖浮游植物原初生产力的测定 (油印稿 )
。

② 浙江省淡水水产研究所
,
1洲巧

。

青山水库渔业生物学初步调查及其渔业利用意见 (油印资料 o)

⑨ 中国科学院水生生物研究所望天湖工作站
,
1 9肠

。
1 9肠年望天湖渔获物统计初步分析 (油印稿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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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各水 口的拦网网 目和拦栅间距
,

远不能拦阻第 I
、

11 类规格的鱼种
。

由此可 以设想东湖

的逃鱼是十分严重的
。

二是凶猛鱼类的危害
。 1 9 7 3 年东湖的蒙古红帕

、

翘嘴红帕
、

级鱼
、

乌鱼和嗯鱼占总产量的 8
.

6形
,

其中绝大多数为蒙古红如和翘嘴红帕 (占总产量的 7
.

9% )
。

根据对凶猛性鱼类食性的研究
「月 ,

30 厘米以上蒙古红帕就开始大量吞食小鱼种
。

根据渔

获物统计资料
,

单是 40 厘米以上的蒙古红纳就有 6 3 29 斤
,

若按乌鱼的增肉系数 ( 1 : 8) 计

算
,

就要吞食类似第 I 类的鱼种 1 3 1 6 4 3 2 尾
。

凶猛鱼类在东湖的危害除直接摄食外
,

还追

捕咬伤鱼种
,

引起自然死亡的增加
。

从这些方面来看
,

凶猛鱼类危害放养鱼种
,

影响回捕

率是很明显的
。

三是湖大水深
,

湖底障碍物多
。

当时东湖只采用大巴网作业
,

捕捞是不彻

底的
。

这些都是造成该年回捕率低的重要原因
。

综上所述
,

放湖鱼种的规格是一个十分重要的间题
,

它不仅决定着生长率
,

而且直接

影响到回捕率和湖泊的渔产量
。

近年来东湖 已采取多种措施
,

其中包括大规格鱼种的培育
,

按防逃要求改建各水 口的

拦鱼设备和控制凶猛鱼类的种群数量等
,

从而促使放养鱼类回捕率逐年提高
,

使年产量从

2 9 7 3 年的 7 2
.

5 7 万斤上升到 1 9 7 8 年的 1 6 0
.

5 1 万斤
,

平均亩产达 7 3 斤
` 1 , 。

根据 1 9 7 3 年的研究结果和几年来东湖渔业的实践
,

我们认为把放湖鲤
、

缩鱼种的规

格提高到 1 6
.

5一 2 3
.

1厘米 (5 一 7 寸 ) 是很有必要的
。

它的好处是
: ①增强鱼种逃避敌害

的能力 ,②减少鱼种从水日逃逸的数量 ,③加快生长
,

提高放养鱼类当年的起水率
。

结 论

( l) 东湖幼龄缝
、

鳍的年轮形成时期是四月份
。

鳞片上的环片群由于冬夏生长的差

异而呈稀密交替排列
。

环片有规则的由稀疏转向紧密排列
,

同时伴随着切割相是年轮形

成的主要标志
。

( 2) 东湖一
、

二龄缝
、

缩
,

从四月份开始新的一年长度和重量的增长
, 8 月份为高峰

期
。

以第 U 类 ( 4一 4
.

9 寸 )缝鱼为例
,

在高峰期平均每天增重可达 n 克
。

10 月份后生长

速度明显下降
,

冬季生长停滞
。

全年生长期为 4一 10 月
,

长达 7 个月之久
。

(3 ) 同一龄组的缝
、

缩
,

生长速度有明显的差异
。

以第 m 类 (5 一 7 寸 ) 鱼种为例
,

在

生长期中雌每月增重 1 3 5 克
,

鳍为 178 克
,

墉的生长速度略快于链
。

( 4) 三种不同长度规格的链
、

鲡鱼种
,

年底呈现出三种截然不同的生长率和回捕率
。

规格越大
,

生长越快
,

回捕率越高
。

年终链鱼个体的平均重量
:
I 类鱼种 ( 3

.

5一 3
.

9 寸 )为

47 0 克 , n 类鱼种 ( 4
.

0一 4
.

9 寸 )为 75 0 克 ,
m 类鱼种 (5 一 7 寸 )为 11 5 0克

。

缩鱼 工类鱼种

为 6 5 0 克 ; n 类鱼种为 85 0克 ; 11 1类鱼种为 1 3 5 0 克
。

回捕率最高的是班类鱼种 (平均

2 5
.

6 2拓 )
,

其次是 I[ 类鱼种 ( o
,

2 5肠 )
,

最低是 I类鱼种 ( 0
`

0 4% )
。

( 5) 为减少凶猛性鱼类对鱼种的危害
,

防止鱼种外逃
,

提高养殖鱼类的回捕率和增加

经济效益
,

建议把放养鱼种的规格提高到 1 6
.

5一2 3
.

1厘米 ( 5一? 寸 )
,

这是今后东湖渔业

生产中的一个十分重要的间题
。

〔1 ) 养鱼水面以 2 2。 沁 亩计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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