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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根据对珠江斑 的资源调查结果, 从饵料生物种类组成、出现频率、不同体长斑 的食物组成差异、食性

的季节变化等方面研究了珠江斑 食性特点。表明天然水域中斑 主要以甲壳类、昆虫类、鱼类、环节动物、植

物碎屑等为食,其中甲壳类的出现频率高达78. 6% , 水生昆虫的出现频率为45. 8%。其食物类群的季节变化明

显,但没有出现停止摄食的时期, 斑 在春季的摄食强度最大, 各类食物在春季出现的频率均高于其它季节, 斑

摄食率和充塞度的季节变化是一致的。不同体长斑 的饵料有一定的转化或更替阶段, 约 170mm 体长时为

主要饵料转化的第一阶段,约 240mm 体长时为主要饵料转化的第二阶段, 随着斑 体长的增长, 其摄食饵料的

个体变大,但种类减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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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paper reports the feeding habits of Mystus guttatus in the Pearl River with natural resources

investigation. The reports include feed fullness, feed composition, frequency of feed occurrence and variation of

feed composition in dif ferent seasons was also studied. The investigation result shows that the feed of Mystus

guttatus in the Pearl River are crustaceans, insect, annelida, f ish and pieces of plant . Among them, the

crustaceans and insects are the main feed, the emergence frequency is 78. 6% and 45. 8% respectively. In

different seasons, the variety of feed composition is markedly different , and no pause of feeding. The feed of

Mystus guttatus changed with the different body length of the fish. The first feed change period was at about

170mm body length and the second at about 240mm body length. It is getting simpler as Mystus guttatus grows

u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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斑 ( Mystus guttatus ) 是西江四大名贵鱼类之一, 在分类学上属于鲇形目 ( Siluriformes)、 科

( Bagridae)、 属( Mystus scopoli ) ,分布于中国大陆的珠江水系及海南岛的南渡江水系,是珠江水系重要

的经济鱼类之一。有关斑 的生物学特征、食性仅在一些鱼类志中有简要报道[ 1] , 但未见系统的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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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进一步合理利用珠江水系的斑 资源, 探索其增养殖和资源保护途径,我们在 1991- 1998年对珠

江水系斑 的食性进行了广泛系统的调查与研究。

1  材料与方法

研究材料主要采集于广东、广西珠江水系的北江、西江和珠江三角洲等地渔获物。总共收集斑 标

本658尾(北江 139尾,西江、珠江三角洲 158尾,广西江段 361尾)。对其中体长为 128~ 1070mm 共 181

尾的斑 进行食性解剖分析。食性分析包括食物种类组成、出现频率和食物季节变化等几个方面。

2  结果

2. 1  食物组成

2. 1. 1  食物种类组成和出现频率

分析了 181尾斑 的消化道,其中实胃鱼 173尾,空胃鱼 8尾,总摄食率为 96%。斑 的胃含物有:

甲壳类、昆虫类、鱼类、软体动物、环节动物、藻类、枝角类、桡足类、轮虫及原生动物等, 另外还有水生植

物、高等植物碎片、有机碎屑、动物残体、鱼卵、菜叶和谷物等(表 1)。

对斑 的食物种类按其出现频率归纳如下:

主要饵料  甲壳类:在西江和珠江三角洲两江段,斑 食物中甲壳类的出现频率皆高, 分别达到

61. l%和 78. 6%, 出现数量很多。水生昆虫:在西江和珠江三角洲两江段, 斑 食物中水生昆虫的出现

频率也很高,分别为 45. 8%和7. 1%,出现数量颇多。鱼类:鲤科鱼类幼鱼在西江和珠江三角洲两江段,

斑 食物中鱼类的出现率分别为 77. l%和 28. 6% ,但其数量较少。

次要饵料  环节动物在西江和珠江三角洲的出现率分别为 42. 4%和 28. 6%, 但其个体小、数量也

不多。植物碎片在西江和珠江三角洲的出现率分别为 26. 4%和14. 3%。

偶然饵料  鱼尝科鱼类幼鱼、软体动物的腹足类和瓣鳃类、陆生昆虫、原生动物、轮虫、枝角类、桡足

类、菜叶、水生植物和藻类等出现率很低,均小于 5%。
表 1  斑 食物组成和出现频率

Tab. 1 Feed composition and occurrence frequency of M. guttatus

种  类
species

出现频率( % ) frequency

西江
West River

珠江三角洲
Pearl River delta

种  类
species

出现频率( % ) f requency

西江
West River

珠江三角洲
Pearl River delta

鲤科鱼类 Cyprinidae 27. 1 28. 6 谷物类 cereals 2. 1

鱼尝科鱼类 Bagridae 1. 4 - 鱼卵 f ish eggs 0. 7

甲壳动物 crustaceans 61. 6 78. 6 原生动物 Protozoa 0. 7

软体动物 Mollusca 2. 8 - 轮虫 rotif ers 2. 1

水生昆虫 aquatic insect 45. 8 7. 1 枝角类 Cladocera 3. 5 3. 6

陆生昆虫 terrestrial insect 2. 1 3. 6 桡足类 Copepoda 1. 4 -

植物碎片 plant pieces 26. 4 14. 3 藻类 algae 4. 9 3. 6

有机碎屑 organic scraps 20. 8 10. 7 菜叶 vegetable leaf 2. 8 -

环节动物 Annelida 42. 4 28. 6 动物残体 animal remnants 1. 4 3. 6

水生植物 hydrophyte 2. 1 -

  注:测定 181尾

  Notes: 181 individuals were measured

综上所述, 斑 的食谱较广,饵料中以底栖性的甲壳类和各类水生昆虫占优势, 也食中下层鲤科鱼

类幼鱼、环节动物、植物碎片、有机碎屑、浮游生物和水生植物等。从其食物组成、出现频率和饵料生物

的生态类群来看,斑 是以摄食水生无脊椎动物为主, 兼食一些动植物性食物的底层温和肉食性鱼类。

2. 1. 2  不同体长斑 的食物组成及其差异

将西江采集的斑 标本分成 4个体长组, 不同体长组的食物组成和出现频率见表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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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表 2可以看出, 128~ 169mm 体长组斑 的食物以水生昆虫和环节动物为主要食物,其出现频率

分别为 80. 0%和 70. 0%,藻类、浮游动物、植物碎片、有机碎屑和鱼类居次要地位(图 1) ; 170~ 239mm 体

长组:以水生昆虫占优势,但比它个体大得多的甲壳类也上升为主要食物, 环节动物、鱼类、有机碎屑、植

物碎片和浮游生物仍是它的次要食物, 也偶然摄食水生植物、谷物和陆生昆虫; 240~ 399mm 体长组中:

甲壳类成了占绝对优势的食物,除环节动物、鱼类、植物碎片和有机碎屑外,水生昆虫也降为次要食物,

浮游生物、水生植物、动物残体和陆生昆虫等很少或偶尔出现; 400~ 1070mm 体长组:甲壳类仍占各类食

物之首,但鱼类的出现率上升较快,成为仅次于甲壳类的主要食物, 水生昆虫、环节动物、植物碎片和有

机碎屑仍为次要食物,该组还首次出现作为其次要食物的软体动物, 动物残体、陆生昆虫、鱼卵仍属于偶

然性的饵料类群,这一组已不再出现浮游生物了(图 2)。

表 2  不同体长组斑 的食物组成和出现频率

Tab. 2 Composition and frequency of feed of M. guttatus at different body length

食物种类
species of food

出现频率( % ) f requency

体长 128~ 169( mm) 体长 170~ 239( mm) 体长 240~ 399( mm) 体长 400~ 1070( mm)

鱼类 fi sh 20. 0 31. 0 25. 0 48. 3

甲壳类 crustaceans 10. 0 66. 7 71. 7 55. 2

水生昆虫 aquat ic insect 80. 0 66. 7 28. 3 20. 7

环节动物 Annel ida 70. 0 45. 2 37. 0 34. 5

浮游动物 zooplankton 20. 0 9. 5 3. 3 0

藻类 algae 30. 0 9. 5 4. 3 0

软体动物 Mollusca 0 0 0 13. 8

植物碎片 plant pieces 30. 0 21. 4 21. 7 34. 5

水生植物 hydrophyte 0 7. 1 5. 4 0

有机碎屑 organic scraps 30. 0 26. 2 17. 4 10. 3

动物残体 animal. s remnants 0 0 3. 3 3. 4

陆生昆虫 terrestrial insect 0 2. 4 2. 2 6. 9

谷物类 cereals 0 7. 1 0 0

鱼卵 fi sh eggs 0 0 0 3. 4

标本尾数 no. of specimens 10 42 92 29

图 1 128~ 169mm 斑 的食物组成和出现频率

Fig. 1 Composition and frequency of

feed of M. guttatus in 128- 169mm body length

图 2 400~ 1070mm 斑 的食物组成和出现频率

Fig. 2 Composition and frequency of

feed of M. guttatus in 400- 1070mm body length

由表 2可见, 其一,斑 体长越长,摄食的饵料种类越简单,其饵料的个体随着体长的增长而递增。

其二, 斑 不同体长的主要饵料, 有一定的转化或更替阶段, 170mm 左右是主要饵料转化的第 1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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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以吃食小型的水生昆虫为主, 向水生昆虫和大型的甲壳动物并重的过渡阶段; 240mm 左右是饵料

转化的第 2阶段, 即由上一阶段过渡到以大型甲壳类占绝对优势; 400mm 左右很可能是斑 成鱼摄食

强度急剧增大, 趋于摄食大型的无脊椎动物兼食鱼类等的食饵转化的终极阶段。

应该指出, 食物种类组成及其出现频率, 在一定程度上还与饵料生物的分布特点、数量多寡等有较

为密切的关系。

2. 1. 3  不同江段的食物差异

从表 1可以看出, 作为斑 主要食物的甲壳动物、水生昆虫和鱼类, 除了西江的水生昆虫大大高于

珠江三角洲,其余两类无多大差异, 这与大部分水生昆虫栖息于含氧充足、清澈的激流和沙石底等的生

态环境密切相关;次要食物中, 西江有机碎屑和植物碎屑的出现率较珠江三角洲高, 是由于上游的潮汐

急剧涨落和冲刷带来大量的杂物所致;此外, 环节动物的寡毛类和蛭类, 也是西江的出现率高于珠江三

角洲。

2. 2  食性的季节变化

2. 2. 1  食物充塞度的季节变化
由表 3可知,斑 平均充塞度以西江春季最高,西江的秋、冬两季及珠江三角洲次之,珠江三角洲冬

季材料太少,仅有 1尾,故缺乏代表性,而西江夏季的平均充基度最低。

表 3 斑 食物充塞度的季节变化

Tab. 3  The variation of feed fullness in different seasons for M. guttatus

西江  West River

春
spring

夏
summer

秋
autumn

冬
w inter

 
珠江三角洲 Pearl River delta

春
spring

夏
summer

秋
autumn

冬
w inter

平均充塞度( % )
mean feed ful lness

4. 3 2. 3 3. 4 3. 4  - 3. 3 2. 4 1. 0

标本尾数( ind. )
no. of specimens

23 19 21 13  0 22 23 1

在西江的夏季材料中,成熟个体较多,所以斑 生殖季节虽不停食,但食量不大;西江的春、秋、冬季

平均充塞度均高,可能与斑 的索饵育肥和该江段具有较丰盛的适口饵料有关。总之,斑 平均充塞度

的季节变化不甚明显,且缺乏规律性。

2. 2. 2  摄食率的季节变化
由表 4可见, 斑 摄食率的季节变化与充塞度基本一致, 充塞度较高的西江春、冬两季, 摄食率也

高,均达 100% ,而充塞度较低的西江夏季及较低的珠江三角洲、北江秋季, 摄食率也低,分别为 88. 9%、

85. 0%和 80. 0%,北江、西江、珠江三角洲的斑 的摄食率的变化规律基本一致, 但尽管如此, 斑 摄食

率的季节变化并不明显, 没有出现停止摄食的时期。

表 4 斑 摄食率的季节变化

Tab. 4 The variation of feeding rate in different seasons for M. guttatus

北江 North River

春
spring

夏
summer

秋
autumn

冬
winter

 

西江 West River

春
spring

夏
summer

秋
autumn

冬
winter

 

珠江三角洲 Pearl River delta

春
spring

夏
summer

秋
autumn

冬
w inter

摄食率( % )
feeding rate

87. 3 92. 5 86. 0 100. 0  100. 0 88. 9 97. 2 100. 0  - 90. 9 85. 0 100. 0

标本尾数
no. of specimens

16 12 19 12  23 19 21 13  0 22 23 1

2. 2. 3  食物组成的季节变化

由表 5斑 食物组成的季节变化可以看出:

春季: 甲壳类居第一位,出现率 57. 1%, 水生昆虫和鲤科鱼类次之,出现率为 42. 9% ;环节动物(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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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率虽高, 但个体小、数量不多) , 鱼尝科鱼类、轮虫、植物碎片、藻类和水生植物皆低。甲壳类、水生昆虫

和鱼类为春季所特有。

夏季:以环节动物和植物碎片的出现率最高, 分别为 61. 5%和 50. 0% ;有机碎屑次之;藻类、原生动

物、轮虫、软体动物、陆生昆虫、动物残体、鱼卵和谷物等出现率均低。秋季:与夏季情况相似, 以环节动

物和植物碎屑出现频率最高,分别为 32. 2%和和 19. 0% ;有机碎屑次之,出现频率 17. 4% ;菜叶、藻类均

低。

冬季: 与夏、秋两季相似。仍以环节动物和植物碎屑出现率最高, 分别为 55. 6%和 22. 2% ;有机碎

屑次之,出现率为 16. 7%;藻类、谷物、甲壳类和轮虫出现频率都低。

由此可见, 斑 食物类群的季节变化十分显著。春季常见的主要食物甲壳类、水生昆虫和鱼类,在

其它季节未曾发现; 而春季没有出现的有机碎屑, 在其它季节则上升为食物的主要成分。

此外, 春季各类食物的出现率普遍高于其它季节, 该季节的摄食强度也较大,这与摄食率和充塞度

的季节变化是一致的。
表 5  斑 食物组成的季节变化

Tab. 5 The variation of feed composition in different seasons for M. guttatus

食物种类
species of food

出现频率( % ) frequency

春
spring

夏
summer

秋
autumn

冬
winter

鲤科鱼类 Cyprinidae 49. 2 - - -

鱼尝科鱼类 Bagridae 14. 3 - - -

甲壳动物 Crustaceans 57. 1 - - -

软体动物 Mollusca - 3. 8 - 5. 6

水生昆虫 aquatic insect 42. 9 - - -

陆生昆虫 terrestrial insect - 3. 8 2. 5 -

植物碎片 plant pieces 28. 6 50. 6 19. 0 22. 2

有机碎屑 organic scraps - 34. 6 17. 4 16. 7

环节动物 Annelida 57. 1 61. 5 32. 2 55. 6

动物残体 animal remnants - 3. 8 0. 8 -

谷物类 cereals - 3. 8 - 11. 1

鱼卵 fi sh egg - 3. 8 - -

原生动物 Protoz oa - 3. 8 - -

轮虫 rotifers 14. 3 3. 8 - 5. 6

桡足类 Copepoda - - 1. 7 -

藻类 algae 14. 3 7. 7 2. 5 11. 1

菜叶 vegetable leaf - - 3. 3 -

水生植物 hydrophyte 14. 3 - 1. 7 -

标本尾数 no. of specimens 39 53 63 26

3  讨论

斑 是西江四大名贵鱼类之一,近年来在池塘养殖越来越广泛, 但其资源状况仍不容乐观, 生态环

境的日趋恶化和捕捞强度的不断加大, 使斑 的天然饵料更加缺乏、生存环境更为恶劣。为了使斑 这

一种质资源可持续地开发与利用, 应加强其天然野生资源的保护与合理利用。

进一步加强对斑 的生物学特性的调查与研究,尤其要对其种群作更深入的分析与鉴别,解决养殖

中的一些/老头苗0问题。对其种质资源有一个更深层次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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