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闽南
一
台湾浅滩渔场狗母鱼类食性的研究

’

张 其 永 杨 甘 霖

(厦门大学海洋学系 )

提要 本文对闽南一台湾浅滩渔场狗母鱼类 (多齿蛇绪
、

花斑蛇 绪和大头狗母鱼 )的食

料生物组成
、

摄食强度的季节变化以及消化器官与食性等方面进行了探讨
。

结果表明
,

这三种

狗母鱼类都属于游泳动物食性的底层鱼类
,

而且是同种残食的中级肉食性鱼类
,

其食料生物组

成比较简单
,

主要摄食鱼类和头足类
,

还兼食长尾类
、

短尾类和口足类
。

被捕食对象的 大小
,

随着捕食对象 (多齿蛇鳍或花斑蛇绪 )叉长的增加而增大
。

狗母鱼类周年均有摄食
,

多齿蛇 鳍

和花斑蛇绢在产卵盛期 ( 3一4 月 )摄食强度较高
。

它们的消化器官的形态结构与其肉食性相适

应
,

多齿蛇细和花斑蛇鳍的消化器官和食性相近似
,

比大头狗母鱼的食性较凶猛
。

主题词 狗母鱼类
、

多齿蛇维
、

花斑蛇鳍
、

大头狗母鱼
、

鱼类食性
、

闽南
一

台湾浅滩渔

多齿蛇踢 (孔份衬由 如 , 瓦 l )
、

花斑蛇晰 ( aS
。再面 。 。面名q私` 仇耘 )和大头狗母鱼 (全栩

叫

峨伽。。 夕加沁: , 卯夕: )是闽南一台湾浅滩渔场常见的狗母鱼类
,

底拖网机帆船全年均可渔

获
,

这三种暖水性底层鱼类的产量约占底拖网总渔获量的 7终
。

近几年来
,

由于底拖网捕

捞加强
,

狗母鱼类资源明显趋于衰退 川
。

关于狗母鱼类食性研究
,
工

,

T u n g ( 1 9 5 9) 报道了台湾海峡多齿蛇瑙的食性 〔月 , 南海

水产研究所 ( 1 966 )曾阐述南海北部多齿蛇瑙和花斑蛇翻的食性 (气山田梅芳 ( U
,

Y a m 记的

等 ( 1 9 6 6) 报道东海多齿蛇峭的摄食生态 〔幻 , 欠
.

V
.

5
.

R O o ( 1 9 8 1) 论述了孟加拉湾西北

部多齿蛇瑙和花斑蛇瑙的食性闭 , 张其永等 ( 19 8 1) 在闽南
一
台湾浅滩渔场鱼类食物 网 研

究中
,

亦曾述及狗母鱼类的食性〔 , 习。 为了探讨海洋生态系统食物网的能流途径
,

阐明种间

营养关系中肉食性狗母鱼类所处的地位和作用
,
作者对闽南

一
台湾浅滩渔场常见 狗 母鱼

类的食料生物组成
、

摄食强度的季节变化
、

叉长与食性的关系
,

以及消化器官与食性等方

面进行了研究
,
其分析结果为合理利用狗母鱼类资源

,

制定繁殖保护措施和多种类渔业管

理提供依据
。

材 料 和 方 法

闽南
一
台湾浅滩渔场狗母鱼类的所有样本

,

均取 自厦门市海洋渔捞公社底拖 网机 帆

厦门大学海洋系徐旭才同志协助收 集周年材料 ; 在工作中承厦门市海洋渔捞公社和厦门市水 产供 销 公司

抄坡尾购销站 的大力支持和帮助
,

为取材提供方便 ; 厦门大学海洋系周时强同志和国家海洋局第三海洋研究所李坚

同志协助鉴定食料生物中的疑难种类
,

在此一并致谢
。

(劝 南海水产研究所
,
1汇阳泊

。

南海北部底拖网鱼类资源调查报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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船的渔获物
。

从 19 8 3 年 2 月至 1 9 8攻年 6 月周年逐月收集
,

共采集多齿蛇绷的幼鱼和成鱼

5 37 尾
,

花斑蛇瑙的幼鱼和成鱼 4 85 尾
,

大头狗母鱼的幼鱼和成鱼 4 51 尾
。

经生物学测定

后
,

其消化道固定于 10 % 的福尔马林溶液中
。

分析胃含物时
,

先用吸水纸吸去多余的水

分
,

使其达到一定的干湿度
,

然后对食物团和各食料生物类群进行称重
。

食料生物分类鉴

定后计数其个数
。

胃含物的分析采用重量百分比
、

个数百分 比和出现频率法
。

本文所用

指标的计算方法与二长棘绷相同 〔`飞

结 果

(一 ) 狗母鱼类的食性

1
.

多齿蛇绪的食料生物组成

多齿蛇绷的食料生物有鱼类
、

头足类
、

长尾类
、

口足类等 4 个类群
, 至少有 40 种 (表

1 )
。

从图 l 可以看出
,

鱼类最为重要
,

其重量百分比
、

个数百分比和出现频率百分组成分

别为 7 9
.

71 环
、

7 7
.

2 2% 和 7 3
,

2 2拓
,

出现种类至少 30 种
,

隶属于 2。 个科
,

较重要的有金色

小沙丁鱼
、

小公鱼
、

多齿蛇瑙
。

花斑蛇蜡
、

麦 氏犀鳄
、

六指马鱿
、

发光鳃
、

蓝圆够
、

金带细缪
、

细纹幅
、

粗纹蝠
、

金线鱼
、

条尾排鲤
、

乔氏台雅鱼
、

绿布氏筋鱼
、

带鱼等种类
。

其次是头足类
,

它的重量百分比
、

个数百分 比和出现频率百分组成分别为 1 9
.

3%
、

17
.

07 形和 2 0
.

00 拓
,

常

见种类有剑尖枪乌贼
、

杜氏枪乌贼
、

曼 氏无针乌贼
、

曲针乌贼
、

峭等
。

长尾类的重量百分

比
、

个数百分比和出现频率百分组成均居第三位
,

分别为 0
.

8 4形
、

5
.

44 终和 6
、

此拓
,

主要

有对虾科的戴氏赤虾和刀额新对虾
。
口足类 (如 口虾蛤 )的重量百分比

、

个数百分比和出

现频率百分组成都低于 1环
。

2
.

花斑蛇蜻的食料生物组成

花斑蛇瑙的食料生物有鱼类
、

头足类
、

长尾类
、

短尾类
、

口足类等 5 个类群
,

至少有 4 2

种 (表 1 )
。

由图 2 可见
,

鱼类最为重要
,

其重量百分 比
、

个数百分比和出现频率百分 组成

分别为 80
.

32 %
、

81
.

“ % 和 78
.

07 %
,

出现种类较多
,

至少有 34 种
,

隶属于 19 个科
,

其中

以金色小沙丁鱼
、

小公鱼
、

多齿蛇绷
、

花斑蛇销
、

七星鱼
、

麦氏犀鳍
、

发光鳃
、

多鳞缤
、

蓝圆

够
、

金带细缪
、

粗纹婚
、

细纹蝠
、

二长棘绸
、

条尾排鲤
、

乔氏台雅鱼
、

绿布氏筋鱼等种类较为

常见
。

头足类次之
,

其重量百分比
、

个数百分比和出现频率百分 组成分别 为 18
,

46 %
、

1 1
`

33 % 和 1 4
.

4 7终
,

主要有剑尖枪乌贼和杜氏枪乌贼
,

还有柏氏四盘耳乌贼
。

长 尾 类

居于第三位
,

其重量百分 比
、

个数百分比和出现频率百分组成分别为 1
,

10 环
、

6
.

00 环和

6
.

13 %
,

以对虾科 (如戴氏赤虾 )和藻虾科等种类为主
。

短尾类 (如红线黎明蟹 )和 口足类

(如口虾蛤 ) 的重量百分比
、

个数百分比和出现频率百分组成都小于 1拓
。

3
.

大头狗母鱼的食料生物组成

大头狗母鱼的食料生物有鱼类
、

头足类
、

长尾类
、

短尾类
、

口 足类等 5个类群
,

至少有 4.5

种 (表 1 )
。

从图 3 看出
,

鱼类还是最为重要
,

其重量百分比
、

个数百分比和出现频率百分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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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闻南
一

台湾浅滩狗母鱼类的食料生物种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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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 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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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多齿蛇鳍的食料生物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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匆
·

成分别为 7 6
.

3 3终
、

6 8
.

7 3%和 6 7
.

3 7那
,

出

现种类至少 30 种
,

隶属于 21 个科
,

主要有

小公鱼
、

多齿蛇胭
、

花斑蛇姻
、

大头狗母鱼
、

七星鱼
、

麦氏犀够
、

蓝圆够
、

粗纹婿
、

细

纹蝠
、

二长棘绸
、

条尾纬鲤
、

乔氏台雅鱼
、

绿布氏筋鱼等种类
。

头足类的重量百分比

( 14
.

04 拓 ) 居于第二位
,

然后依次为长尾

类 (4
.

21 环 )
、

短尾类 (3
.

92 形 ) 和 口足类

( 1
,

5 0环 )
。

长尾类的个数百分比 ( 1 5
.

4 7% )

仅次于鱼类而多于头足类或短尾类 (均为

7
.

43 % )
,

长尾类 的 出现 频率百分 组 成

( 1 1
.

4 4那 )也稍高于头足类或短尾类 (均为

1 0
.

16 % )
。
口足类的个数百分比和出现频

率百分组成都小于 l%
。

大头狗母鱼所 摄

食的头足类
,

主要有剑尖枪乌贼
、

杜氏枪乌

贼
、

柏氏四盘耳乌贼
、

峭等
;
长尾类以对虾

科的须赤虾
、

戴氏赤虾
、

刀额新对虾
、

拟鹰

爪虾 以及藻虾科等种类较为常见
。

短尾类

有拥剑梭子蟹
、

红线黎明蟹
、

银光梭子蟹
、

亡>

恤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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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大头狗母鱼的食料生物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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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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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现频率百分组成 ( P er ce n at 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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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斑鳃等种类
。
口足类的口虾姑也是大头狗母鱼的食料

。

总之
,

这三种狗母鱼类的食料生物组成比较简单
,

按生态类型划分的食料生物组成如

表 2所示 (游泳动物类群包括鱼类和头足类
,

而底栖生物类群则包括长尾类
、

短尾类
、

口足

类等 )
。

其食料生物生态类型组成
,

不论重量百分比
、

个数百分比或出现频率百分组成
,

都

表 2 闻南
一

台湾浅滩狗母鱼类的食料生物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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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游泳动物占优势
,

其次是底栖生物
。

多齿蛇姻和花斑蛇姗与大头狗母鱼的摄食习性稍

有不 同
,

前者摄食游泳动物比后者多
,

而后者摄食底栖生物比前者多
。

由此可见
,

这三种

肉食性狗母鱼类均以游泳功物为主食
,

系属于游泳动物食性的底层鱼类
。

多齿蛇蝴
、

花斑

蛇瑙和大头狗母鱼都有吞食 自己幼鱼的食性
,

因此它们也是同种残食的中级肉食性鱼类
。

(二 ) 多齿蛇鳃和花斑蛇鳍的叉长与食性的关系

根据 凡功 ( 19 8 1) 对印度孟加拉湾多齿蛇绷和花斑蛇瑙食性的研究 .[]
,

将其叉长分为

( A ) < 16 。 毫米
、

( B ) 16 。一 30 0 毫米
、

( 0 ) > 30 0 毫米等三个叉长组
,

其中 ( A )组均为幼

鱼
。

从表 3可 以看出
,不论重量百分比

、

个数百分比或出现频率百分组成
,

鱼类在 ( O )组

食料生物组成中均最高
,

在 ( B )组中次之
,

在 ( A )组中最低
。

( A )组和 ( B )组中都有长尾

类
,

但 ( O) 组中却只有鱼类和头足类
。

( A )组中长尾类的重量百分比
、

个数百分比和出现

表 3 多齿蛇姻和花斑蛇用不同叉长组的食料生物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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频率百分组成都比 ( )B 组的高
。

由此可见
,

叉长小的多齿蛇瑙多摄食长尾类
,

而叉长大的

多摄食鱼类
。

就食料生物中的鱼类而言
,

( A )组中都是小个体的鱼类
,

如细纹蝠
、

粗纹幅
、

小公鱼
、

斑尾拟妒等种类 ; ( B )组中鱼类个体稍大
,

如条尾娜鲤
、

六指马鱿
、

大头白姑鱼等 ,

( )C 组中鱼类个体较大
,

如带鱼
、

蛇鳍等
。

在 ( A )组中的头足类也都是枪乌贼幼体
。

分析

结果表明
,

由于游泳活动和摄食能力逐渐加强
,

多齿蛇绷所摄食的鱼类个体大小
,

也随着

叉长的增加而增大
。

花斑蛇晰各叉长组的食料生物类群主 次比较
,

不论重量百分 比
、

个数百分 比或出现频

率百分组成
,

都是鱼类 > 头足类 > 长尾类 (表 3 )
。

叉长小的花斑蛇姗
,

如 ( A )组中只有鱼

类
、

头足类和长尾类
,

而叉长大的如 ( B )
、

( O )组中还有些短尾类
。

从不 同叉长组所摄食的

鱼类个体大小也可以看出
,

叉长愈大
,

摄食对象也愈大
。

(三 ) 多齿蛇鳍和花斑蛇鳍摄食强度的季节变化

多齿蛇锚周年均有摄食
,

从表 4 可见
,

月平均摄食率变动幅度 14
,

3一 6 1
.

3%
,

周年摄

食率 50
.

1% , 胃饱满系数的周年变化较大
,

月平均胃饱满系数变动幅度 5
.

8一 1 97
.

。编
,

年

平均 70
.

3荡
。

从图 4 可以看出
,

胃饱满系数曲线的高峰出现在春 季 的 3一 4 月
,

而 3一

4 月正好是多齿蛇盼 的产卵盛期
,

其成熟系数高达 46
。

8一 51
.

3荡
,

说明产卵盛期摄食强度

并没有降低
,

仍然强烈索饵
。

产卵盛期后的 5 月
,

胃饱满系数和摄食率都明显下降
,

5 月

的胃饱满系数低达 5
.

8荡
,

摄食率也低到 14
.

3%
,

摄食强度减弱
。

夏末秋初摄食强度又逐

渐提高
,

秋冬季胃饱满系数波动不明显
。

花斑蛇瑙周年也都进行摄食
, 月 平均 摄食率变动幅度 2 6

.

3一 6 8
.

1万
,

周年摄食率
5 5

.

7多
,
与多齿蛇盼的周年摄食率相近似 ;胃饱带系数的周年变化较小

,

月平均胃饱满系

表 4 多齿蛇麟和花斑蛇福摄食强度和成熟系数的周年变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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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变动幅度 37
.

9一 8 4
.

7偏
,

年平均 57
,

5荡
,

比多齿蛇锚的摄食强度较低
。

从图 5 可见
,

胃

饱满系数曲线与摄食率曲线颇相一致
,

春季的 3一 4 月
,

胃饱满系数和摄食率均最高
,

而

3一 4 月也是花斑蛇姻的产卵盛期
,

其成熟系数高达 6 0
,

2一7 1
.

5编
,

说明产卵盛期摄食强

度并没有减弱
,

仍然继续索饵
。

产卵盛期以后
,

胃饱满系数和摄食率逐渐下降
,
6 月的胃

饱满系数低达 3 7
.

9编
,

秋冬季摄食强度变动不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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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台湾浅滩多齿蛇助摄食强度的周年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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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 消化器官与食性的关系

多齿蛇姗
、

花斑蛇蝴和大头狗母鱼都是中级肉食性鱼类仁. , ,

其消化器官的形态结构与

肉食性相适应
。

多齿蛇锚和花斑蛇鳍 口裂都较大
,
而且伸达眼后方

,
’

多齿蛇翻的 口裂比

(上领中间至左口角的长度 /头长 )平均 6 7
.

39 环
,

花斑蛇姻的口裂比平均 64
.

86 环
。

多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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蛇峭和花斑蛇姻的领牙相似
,

上下领的外侧有 2一 3 行尖锐小牙
,

内侧有 1 行夫牙
,

领牙能

够向内倒伏
,

以防被捕食对象的逃脱
。

大头狗母鱼 的口裂大小不如多齿蛇蟹和花斑蛇蜡
,

它的口裂比平均 5 1
.

32 环
,
领牙比较小

,
上下领有 2一 3 行长短不齐的小牙

,

也能向 内倒

伏
。

它们的鳃耙均不发达
,

呈细针尖状
,

已不成为滤食器官
。

它们的胃都呈月型
,

胃盲囊

延长
,

胃纵褶发达
,

能容纳比胃还大的食料生物
,

一般是朝着被捕食对象的头部而吞食入

胃
,

但也有个别例外
。

它们的肠子都具有肉食性鱼类的特点
,

多齿蛇幽和花斑蛇麟的肠子

短而直
,

没有弯曲 ,大头狗母鱼的肠子稍长
,

有 2 回弯曲
。

从食料生物组成也可看出
,

多齿

蛇绷 和花斑蛇瑙所摄食的鱼类比大头狗母鱼多
,

说明后者的游泳活动和捕食能力不 如前

者
,

因此认为
,

多齿蛇瞄和花斑蛇锚的食性比大头狗母鱼较为 凶猛
。

讨 论

闽南
一
台湾浅滩多齿蛇雌和花斑蛇绷的食性与南海北部和东海的食性基 本相似

,

均

以鱼类为主食
,

头足类和长尾类则次之
〔`从叼

。

南海北部多齿蛇锚食料生物中的有些鱼类
,

如多齿蛇鳍
、

花斑蛇绷
、

麦 氏犀鲤
、

蓝圆够
、

细纹蝠
、

粗纹蝠
、

金线鱼
、

条尾绊鲤等
,

在闽南
-

台湾浅滩多齿蛇瑙 的食料中也有出现
。

南海北部和闽南
一台湾浅滩花斑蛇助都有 摄食多

齿蛇细
、

花斑蛇绷
、

叉斑狗母鱼
、

麦 氏犀够
、

蓝圆够
、

粗纹蝠
、

细纹蝠
、

条尾绣鲤等
。

东海多

齿蛇瑙食料中的多齿蛇翻
、

花斑蛇绷
、

发光绸
、

蓝圆缪
、

竹笑鱼
、

皮氏叫姑鱼
、

金线鱼
、

条尾

绊鲤
、

带鱼
、

曼氏无针乌贼
、

戴氏赤虾
、

口虾蛤等种类
,

也见之于闽南一台湾浅滩多齿蛇姗

食料中
。

印度孟加拉湾西北部多齿蛇胭和花斑蛇姻的食性与闽南
一
台湾浅滩的也颇相似

,

主要摄食鱼类
,

其次是长尾类和头足类
。

孟加拉湾西北部多齿蛇锚在生殖期间 ( 10 一 11

月 ) 摄食强度较低困 , 东海和台湾海峡多齿蛇附在生殖期间摄食强度却较高臼
, 吕1 ,

阂南
-

台湾浅滩多齿蛇峨在产卵盛期
,

其摄食强度也较高
。

很多鱼类在生殖期间减少 或停止摄

食
,

如二长棘细
、

大黄鱼等 〔 , 声二 ,

闽南一台湾浅滩多齿蛇翻和花斑蛇鳍在产卵盛 期 ( 3一
4 月 )

,

其摄食强度并没有降低
,

仍然继续索饵
。

从营养级来看
,

这三种狗母鱼类都是中级肉食性底层鱼类 ( 多齿蛇瞄和花斑蛇盼的营

养级为 3
.

4 级
,

大头狗母鱼为 3
,

2 级 )
,

食料生物组成比较简单
,

所摄食的食料生物类群主

要是 2一 3级的鱼类和 2
.

5 级的头足类
,

其次是 1
.

8 级的长尾类和 1
.

6 级的短尾类和 口足

类〔月 ,

其食物链较长
,

既摄食经济性食料生物 (如经济鱼类
、

头足类和虾类 )
,

又摄食非经济

性食料生物
,

因此在充分利用海区中的非经济性食料生物利
`

类
,

增加中级肉食性底层鱼类

产量方面
,
对狗母鱼类资源应当加以保护和合理利用 ; 但从为害经济鱼类

、

头足类和虾类

角度来看
,

也必须对其成鱼进行定额捕捞
,

控制其数量变动
。

与此同时
,

必须加强捕捞狗

母鱼类的敌鱼
,

如沙拉真鳖
、

路氏双髻鳖等高级肉食性鱼类常吞食狗母鱼类
,

因此
,

加强捕

捞凶猛贪食的鳌鱼类是合理的
。

( 1 、 南海水产研究所
,
1侧 6

。

南海北部底拖网鱼类资源调查报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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