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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对太湖花鳍的生物学特性
,

包括性状变异
、

年龄和生长
、

食性
、

繁殖和胚胎发育
、

仔鱼

行为
、

渔业利用等作了较为全面的调查研究和分析
。

对合理利用花蜡渔业资源进行了初步探

讨
。

共积累 � � �� 尾标本的生物学资料
�

花始 丛二‘乙盯乙挑 。
�
哪玩才哪 �� �� �

� � 隶属于鲤科
、

峋亚科
,

是我国主要淡水水域习见

的一种中小型经济鱼类
。

太湖盛产此鱼
,

俗称
“

季鱼
” 、 “

季郎鱼
” 、 “

鸡骨郎
” ,

年产量约占全

湖渔获量的 �
�

�� �
�

��
。

研究花服的生物学特性对于合理利用渔业资源
,

提高水域生产

力
,

具有一定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

我院��� � � �曾对淀山湖花
·

婿的胚胎发育和胚后期发育

作过研究川 , 作者等 �� �  �� 曾在
“

太湖的鱼类
”

一书中对太湖花峭生物学特性作过简要描

述
‘� ’, 此外

,

在
“

长江鱼类
”

�� � � � �
“

中国经济动物志
”
�� � � � �等书中亦有涉及仁卜

共 , � 皿, 但均

缺少全面研究分析
。

作者在 � �  !一 � �   年较为全面地搜集了花鳍的生物学资料
,

� � ��
、

� �  ! 和 � � �  年又作了补充
,

共积累 � � �  尾标本
。

材 料 和 方 法

材料主要于 � �  ! 年 � 月一� �  !年 � 月按月在沿湖各水产收购站和大队渔船上采集
。

以后又不断作了补充
。

全部材料均进行了常规生物学测定
。

按固定部位取下鳞片 �背鳍起点下
,

侧 线上第二行鳞
,

自前而后取 � 枚
,

以第 � 枚为

主 �作为鉴定年龄和生长的主要材料
,

并以鳃盖骨作为年龄的佐证
。

全部鳞片用 台式投影

仪放大 �� 倍观察
,

实测鳞焦到各区年轮线的鳞径
。

经初步推算比较
,

最后选取鳞焦至上

侧区边缘及各年轮的垂直距离
,

进行生长推算
。

随机选取若干有内含物肠管
,

解剖并鉴定其内含物
,

作为成鱼食性定性材料
,

并据此

计算其出现次数
、

出现率
。

性腺周年的发育
,

则根据常规生物学测定材料分析整理
。

成熟系数按性腺重� 体重 �

��� 求得
。

产卵期
、

产卵场和繁殖习性
,

人工鱼巢构造
、

敷设时间
、

地点和方向等
,

依逐年

本文承朱元鼎教授审阅
,

并提供宝贵意见
,

特此致谢
。

�习 上海水产学院大湖资源调查渔业组
,

��  !
。

太湖的鱼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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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地调查
。

胚胎和胚后期发育及仔鱼行为
,

是通过选取成熟亲鱼进行人工受精取得受精

卵
,

再分成 � 组
,

在自然水温下孵化
、

培育
,

记载进入各发育期的时间
,

并描述仔鱼行为习

性
。

结 果

�一 � 种 内 性 状 变 异

据 �匀“
、

� � �� 年对近 � �� 尾标本进行测定的结果表明
,

太湖花睛种内可数性状较为

稳定
。

其各可数性状的数据分别为
�

背鳍 �
,
� �� � , 臀鳍 �

, � �� � ,胸鳍 � ,
�� � � � �一 � ��� � � ,

腹鳍 � ,

�� �� �� � �侧线鳞 �� � �� �一� � �� � � ,鳃耙 �一 � � �一� , 下咽齿 �
、

�
、

� � �
、

�
、

� 或 �
、

�
、

� � �
、

�
、

� � 脊椎骨 � � � � � �� � � � 侧线上大黑斑 ��一� � �一� �� �一 �� �
。

雌雄个体的不同体

长组的某些比例性状的均值有一定变异
,

其变异范围是
�

体长为体高的 �
�

�一�
�

� �幼鱼

�
,

。一�
�

�� 倍
,

为头长的 �
。

�一�
�

� 倍 , 头长为吻长的 �
�

�一 �
�

� �幼鱼 �
�

�一�
�

�� 倍
,

为眼

径 的 �
�

�一�
�

�� 幼鱼 �
�

�一�
�

�� 倍
,

为眼间距的 �
�

�一�
�

� 倍
。

�二 � 年轮特征和形成时间

花蜡的鳞片较大
,

为近六角形圆鳞
。

鳞蜡群构成的年轮形态
,

在侧区
、

基区
、

顶区

有明显的不同
。

在侧区主要表现为鳞晴群走向的切割所构成的闭合圈纹 , 在基区主要为

由密到疏的排列
,

间或消失构成间隙带 , 在顶区变化较多
,

亦不规则
,

主要有两种
�

一

种是鳞蜡群变细
,

在透射光下呈暗色线纹
,

一种是鳞蜡群断裂
,

继而融合成不连续粗粒状

突起
。

年轮特征在侧区表现最清晰
,

也最稳定
。

各区的年轮纹基本连续构成一完整的轮

圈
。

少数个体在鳞片上可见到副轮纹
,

但副轮纹不具上述典型特征
,

且不完整
,

易于区别
。

据 � � � � 年 � 月一 � � �  年 � 月
,

全年材料观察
,

年轮形成主要在 �一 � 月
,

以 �一� 月

繁殖期后最多
。

逐月新轮出现率 �男 �约为
�
�

�

� �� 月 � � �
�

��� 月 � , � �
�

� �� 月 � � � �
�

� �� 月 � ,

� �
�

� �� 月 � , � �
�

� �� 月 �乡� �
�

��� 月 � 事�
�

� �� � 月 � � �
。

� �� � 月 � , �
�

� �� � 月 � , � ��一 � 月 �
。

�一� 龄个体
,

出现新轮时间一般早于性成熟个体
,

始于早春
。

�三 � 渔获物龄群组成和体长
、

体重分布

表 � 是 � �  尾花姆的龄群组成
。

雌
、

雄个体均有 �一� 龄六个龄群
。
�一� 龄鱼的尾数

表 � 太湖花姆群体年龄组成

总尾数
�
浦�

,

总重里
� � �  �!

�

� �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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占总渔获物尾数的 � �
�

� ��
,

其重量占总渔获物重量的 � �
�

�那
。
� 龄鱼所占的比例较小

,

而 �一 � 龄则极为罕见
。

按 � � ! 年 � 月一� �  ! 年 � 月所获的 ��  ! 尾标本作体长体重分布见表 �
。

体长分布

主要在 �� 一�� 厘米
,

占总尾数 � �
�

�� 终 , 体重分布主要在 � �一� �� 克
,

占总尾数 ��
�

�环
。

采集到的最大个体
,

雄鱼体长 ��
。

� 厘米
,

体重 � �� 克 �雌鱼体长 � �
�

� 厘米
,

体重 ��� 克
。

表 � 太湖花蜻体长一体重分布

体 长 组 �厘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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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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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 ) 生长速度和体长
、

体重相关关系

1964 年 8 月采集到 20 尾当龄幼鱼表明
: 4一5 月出生的仔鱼

,

至 8 月时平均体长为

8
.
57 厘米

,

体重为 9
.
68 克

。

按雌雄个体不同年龄组统计各项实际生长数据列表 3
。

体长

的增长 以第一年最快
,

第二年次之
,

年增长随年龄的增大有逐渐递减的趋势
。

生长指标显

示
: 1一2 龄为生长快速阶段

,
3 龄以上进入缓慢生长阶段

。

太湖花婿是 2 冬龄性成熟的
,

这符合鱼类性成熟前生长快的一般规律
。

与年增长相反
,

第一年增加的体重最小
,

年增重

随年龄的增大有逐渐增加的趋势
,

但增加量各龄鱼有所不同
,

第 3 年(即首次进行繁殖的

一年)年增重和年增积量均低于第二年和以后各年
。

按年轮推算各龄鱼以往年份中的生长情况和实测体长比较
,

列表于 4
。

平均各 龄推

算体长与相应年龄实测体长比较接近
,

数值稍偏低
。

可以认为
: 1963 年前以往年份太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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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太湖花蜻生长实测数据

年年 龄龄 标本尾数数 实测休长 〔厘米))) 年增长长 生 长长 实测体重 〔克)))

(((((((((((((((((((((((((((((((((厘米 ))) 指 标
*******************************

幅幅幅幅 度度 均 长长长长 幅 度度 均 重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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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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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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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太湖花姆各龄组实测体长和推算体长

性性 别别 年 龄龄 实测平均体长长 各 龄 鱼 推 算 体 长 (厘米 ))) 差 值值 标木尾数数

(((((((厘米))))))))))))))))))))))))))))))))))))))))))))))))))) LLLLLLLLL ,, 石::: L ::: 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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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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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条件并未产生足以影响花蜻生长的显著变化
。

现存差异显然是由于鳞片形成时鱼体

已有一定长度所致
。

总的看来
,

花蜻属于生长速度中等偏慢的鱼类
。

雄鱼个体一般略大

于雌鱼
。

按 843 尾雌鱼和 484 尾雄鱼的实测体长和体重数据统计
,

体长和体重关系式为
:

不= 0
.
5769L ,

4
‘, 8 了

体长和体重相关曲线见图 1
。

声
甘

易引到

05
|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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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长(厘米〕

图 1 太湖花给体长和体重相关曲线

(五) 丰满度和含脂量

表 5 太湖花姆各年龄组丰满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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丰满度和年龄
、

性别
、

体长的关系及其季节变化见表 5一6
。

雄鱼丰满度一般略大于雌

鱼
。

丰满度 随年龄增大稍增高
,

但 2 龄雌鱼和 3 龄雄鱼却有所下降
。

丰满度的季节变化

同摄食及性腺发育关系较为密切
:
春季繁殖期最低 , 夏季繁殖后由于大量摄食而增高 ;秋

季随着性腺向 工U 一IV 期发育而有所下降 ,冬季因不停止摄食而又有所回升
。

肠系膜上脂肪含量随季节而有显著变化
。

在本文中对花婚的含脂量按下列标准划分

表 6 太湖花姆各年龄组丰满度季节变化

乍乍沁
刃
-

一
月月 3一石月月 6一8月月 9一11月月 12 一 2 月月

年年 \ 一
__
一
-- - -

一
__

份份份份份份
龄龄
\ 产

韭 :

卜
一

之i矿庵
----
一一一一一一11111 早早 体重丰满度度 1

甲

2 9 000 1

.

奸777 1
甲

3 0 111 1

.

3 5 555

纯纯纯纯体重丰满度度 1
.
23333 1

甲

3 3 111 1

。

2 3 000 1

.

2 拐拐

舌舌舌舌 体重丰满度度 1
.
3石44444 1

.
31333 又

.
邓777

纯纯纯纯体重丰满度度 1
。

2 6 44444 1

‘

2 8 111 1

甲

兜555

22222 早早 体重丰满度度 1
.
33777 1

.
如555 1

.
42 333 1

,

4 5 999

纯纯纯纯体重丰满度度 1
.
1肚肚 1

.
35999 1

.
3卫444 1

,

3 4 444

舍舍舍舍 体重丰满度度 1
。

3
8888

1

。

6 1
777

1

.

红333 1
,

4 8 666

纯纯纯纯体重丰满度度 1
.
20999 1

.
39999 1

。

3 3 111 丈
.
3 9 666

33333 早早 体重丰满度度 1
.
邵444 1

.
拐777 1

.
4防防 1

‘

4 科科

纯纯纯纯休重丰满度度 1
‘

2 1 222 1

.

3 6 999 1

甲

3 与555 1
.
3 3石石

占占占占 体重丰满度度 1
‘

3 9 999 1

甲

6 朋朋 1
,

4 别别 J
.
杨999

纯纯纯纯休重丰满度度 1
甲

3 2 999 1

.

3 3 888 1

.

3 6 333 1

.

3 6 666

44444 早早 休重丰满度度 1
,

4 1 222 1

甲

咦7 888 1
.
4 5 888 1

.
淞111

纯纯纯纯体重丰满度度 1
,

2 6 777 1

.

3 8 111 1

.

3 6 999 1

.

3 8 666

古古古古 体重丰满度度 1
‘

4 韶韶 1
甲

6
1 777 1

.

4 3
777

1

.

5

4777

纯纯纯纯体重丰满度度 1
.
38 333 1

,

4 2
777

1

.

3 5 777 1

.

侣888

55555 早早 体重丰满度度 1
.
6B 999 1

.
拐22222 1

.
3昭昭

纯纯纯纯体重丰满度度 1
,

3 3 888 1

.

斜33333 1
,

2 ] OOO

古古古古 体重丰满度度 1
。

7 4 666666666

纯纯纯纯体重丰满度度 1
.
鼠999999999

66666 早早 体宣丰满度度 1.石8全全全全全

纯纯纯纯体重丰满度度 1
甲

3 的的的的的

舍舍舍舍 体重丰满度度 1
.
71888888888

纯纯纯纯体重丰满度度 1
甲

6 0 111111111

体, 丰满度
= ‘

磷鬓爵
, ·

1‘ 纯体重丰满度
= 纯体熏(克)

、 ,

~

丽不五氢沥「 八 上
~



期 缪学祖
、

殷名称: 太湖花姆生物学研究

为 6 个等级
:

0
.
肠上无脂肪

。

I

,

肠的第 1 和第 2 段之间有一窄细脂肪带 , 沿肠的第 1段上缘和第 2 段下缘有不连

续脂肪片 ; 性腺背侧内方出现两条极细窄脂肪带 , 脂肪系数(脂肪重/体重 x 100) 平均为

0
,

3 4 5 ( 0

.

1 9 6 一0
.
520)

。

11

.

肠的第 1 和第 2段之间
,

有一细且厚实脂肪带 ,沿肠第 1 段上缘
、

第 2 段下缘和第

3 段上缘直至肠末端
,

有一细绳状连续脂肪带 , 性腺背侧内方有两条较细脂肪带 ;脂肪系

数平均为 0
.
735 (0

.
444一i

,

0
6 7

)

。

班
.
肠的第1 和第 2 段之间有一宽厚脂肪带;沿肠第 1 段上缘

、

第 2 段下缘和第 3 段

上缘直至肠末端有一宽脂肪带 ,性腺背侧内方有两条较宽脂肪带 ;脂肪系数平均为 1
.
335

(0
.
94 6一1

.
660)。

工V
.
肠几乎全部被脂肪覆盖 , 性腺背侧内方有两条宽厚脂肪带 , 脂肪系 数 平均为

2
.
033(1

.
660一2

.
335)

。

V

.

肠整个披厚脂肪层包裹并和性腺背侧脂肪连 成一 片
。

脂肪 系数平均 为 3
、

13
7

( 2

.

8
1 一3

.
81)

。

脂肪系数的周年变化见图 2
。

全年最低点是 6 月(繁殖后 )和 2 月 (越冬末 )
,

都是在体

表 了 太湖花蜻成鱼的食物组成

和出现率(共 84 尾)

食物组成 出现次数 出现率〔男)

螺螺螺 3 999 4 6
‘

444

壳壳 菜菜 3666 拐
.
999

肌肌肉残屑屑 2 555 2 9
甲

888

蜘蜘蜘 1 111 13
.
111

幼幼 蚌蚌 444 4
.
888

甲甲 壳 类类 1222 1盛
.
333

鱼鱼 类类 666 7
‘

丈丈

昆昆 虫幼体体 888 9
,

555

枝枝 角 类类 666 7
.
111

挠挠 足 类类 777 8
.
333

鱼鱼 卵卵 444 4
.
888

寄寄 生 虫虫 777 8
,

333

原原生动物物 999 10 777

水水生植物物 4777 万6 咬)))

藻藻类(绿藻等〕〕 2666 31
.
()))

�次�拟喊妞鉴

196毛年

图2

l守6 ‘年

太湖花蟾脂肪系数周年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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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营养物质大量消耗的时期
。

6 月后
,

脂肪系数开始时和成熟系数(图 3) 同时增长
,

10 月

达最高峰
,

月平均脂肪系数为 1
.
73 9 (最大脂肪系数 3

.
81) , 以后成熟系数继续增长

,

而脂

肪系数随着性腺发育和越冬期来临迅速下降
,

至 2 月为 O
,

1
06

;
3 月早春有所回升

,

但紧

接着 4一5 月产卵活动大量消耗能量又复下降
,

至 6 月达全年最低点
, 为 O

。

0 4 9

。

( 六) 食性和摄食活动

花睛成鱼食物组成及出现次数
、

出现率见表 7
。

由于未作定量分析
,

此表尚不能准确

表明每种食物所起作用大小
。

结合数量上观察
,

可以认为
:
花蜻是一种以无脊椎动物为主

要食物的温和肉食性鱼类
。

在太湖
,

成鱼主要摄食虾和小型软体动物
,

如螺
、

现
、

淡水壳

菜
、

幼蚌等
。

其中虾的出现率占首位
,
数量上也占主要地位

。

各种软体动物出现率总和达

90 %
。

其次
,

亦食幼鱼(绚亚科)
、

水生昆虫幼体
、

枝角类
、

挠足类等
。

水生植物和丝藻类的

出现率虽然较高
,

但在数量上不占重要地位
。

经对 1117 尾标本所作检查表明
,
从不同月份肠道充塞度

,

大致可以看出
:
花姆儿乎是

全年摄食的
。

从抄网捕获的产卵亲鱼空肠占多
,

说明个体在产卵活动时一般不摄食或少

摄食
,

而对于群体来说
,

4 一5 月产卵期仍有相当数量个体摄食
。

产卵期后
,

在 6一8 月摄

食活动加强 ;而在准备越冬阶段 10 一n 月
,
却有所减弱 ,但 12 月至翌年3 月

,

随着性腺发

育
,

摄食活动不仅未停止(2 月稍有减弱 )
,

相反一直保持较高水平
。

( 七) 性腺的周年发育

性腺发育过程可分为六期
,

各期特点和一般鲤科鱼类相似
。

性腺长度
,
I 一班 期均小

于腹腔长
,

IV
期大于腹腔长

。
I 期时性腺宽度不超过 2 毫米 ,

11 期时
,

雌鱼性腺宽度不

超过 4 毫米
,

雄鱼则不超过 3 毫米 ,
m 期时

,

雌鱼性腺宽度不超过 1
.
0 厘米

,

雄鱼则不超

过 。
.
8 厘米 , I V 期时

,

雌鱼性腺宽度可达 1
.
8 厘米

,

雄鱼则可达 1
.
6 厘米

。

成熟系数
: n

期时
,

雌鱼平均为 0
.
7 6(0

.
18一1

.35), 雄鱼为 0
.
20 左右 , I且 期时

,

雌鱼平均 2
.
15 (1

.
02一

3
。

4 9 )

,

雄鱼为 0
.
6 5 左右 , 工V 前期时

,

雌鱼平均为 3
.
97 <2

.
58 一6

.
24) ,

I V 后期时雌鱼平

均为 9
.
87 (4

.
0一15

.
91 )

,

W
期时雄鱼为 1

.4 左右
,

最大 2
,

28

,

vI
期时雌鱼平均为 2

.
肠

(0
.
”一3

.
75 )

,

雄鱼为 0
.
70 左右

。

经历时间
: 且 期为 7一8 月

,
工n 期为 9一10 月

,

I’V 前

期为 11 月至翌年 3 月
,

IV
后期为 3一4 月

,

V 期为 4一5 月
,

V l 期为 6一7 月
。

卵巢各发

育期成熟系数随年龄(体长)增大而增大
,

但并不显著 (表 8)
,

这可能是中小型鱼类的特

点
。

表 8 太湖拓一各年龄组卵集成熟系数

年年 龄 组组 各 发 育 期 成 熟 系 数数 统计尾数数

IIIIIIII 丁t lll I V 前前 IV 后后 V IIIII

---
一
.
一
.

一
J,

-
~

‘

一 ,
~~~ 八 勺 刁刁

—了万一一一一母二于一一
~ , r ,

...

一几几一一一
O公月月

OOOOOOOOOOO
_

_

_ _
_

_

1111111

八八八八八八 打 怪怪怪怪
创创

一一一立一一
,,

—
生兰一一一—土兰一一一

舀
一

廿 OOO 廿
.
月 000 一一一土土一一

~~~ 一一二竺一一一IIIIIIIII lll~, , 产 .J .‘ , ~~ ~J 山‘ ~~~~~~~

lllllllllllllllll

33333
O

‘

7 888 2

.

2 666 3

.

价价 9
,

邪邪 2
.
8999 17444

0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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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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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000 工0
,

8 111 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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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湖花蜡生物学研究

图 3 太湖花姆性腺成熟系数周年变化

成熟系数的周年变化见图 3
。

除精巢成熟系数绝对值低于卵巢外
,

两者的周年发育节

律基本一致
。

最高峰在 4 月 ;5 月起即迅速下降 , 了月达最低点 , 9一10 月开始缓慢上升 ,

n 月至翌年 2 月上升速度增快
,

3 月上升速度最快
。

性腺成熟系数周 年变化和上述各期

经历时间基本吻合
。

( 八) 副 性 征 和 性 比

成熟雄鱼
,

在生殖季节体色比较鲜明
,

吻部
、

眼前下方到颊部有大量珠星
,

据检查几乎

无一例外
,
其次

,

胸鳍
、

臀鳍
、

腹鳍上也可见到少量珠星
。

雌鱼的体色较暗淡
,

无珠星
。

据 工9 6 4 年 3 月一1965 年 2 月全年 1394 尾标本统计
,

雌
、

雄性比为 1:0
.
63 , 而 4一5

月产卵场捕到 23 2 尾亲鱼
,

雌
、

雄性比为 1:1
.
06 ,

82 年 4 月在产卵场捕到 220 尾亲鱼
,

雌

雄性比为 1:1
.
76

。

说明在非生殖鱼群中
,

雌鱼数量显著多于雄鱼
,

而产卵群体雄鱼尾数

明显增加
,

这是由于到了生殖季节
,

雄鱼大量追随雌鱼的结果
。

( 九) 产卵群体的组成
、

性成熟年龄和繁殖力

太湖花蜻 2 冬龄性成熟
。

性成熟的最小个体
:
雌体长 13

.
9 厘米

,

体重 29
.
5 克 , 雄体

长 13
,

4
5 厘米

,

体重 32
.
2 克

。

在 2 冬龄个体中未达性成熟的
,

不到 1终 ;仅发现 1 尾 3冬

龄雄鱼 (体长 幼
.
6 厘米

,

体重 12 9
.
5 克)性腺发育仍处于 11 期

,

成熟系数 0
.
15 。

绝对和相

对繁殖力大致随年龄(体长)增大而增高(表 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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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9 太湖花姆绝对繁殖力和相对繁殖力

年 龄
实测体长范围

(匣米)

1石
。

4 一18
。

0

招
‘

王一
.
20

‘

O

2 0

甲

4 5

、

2 1

.

8

2 3

甲

7 一邓
.
0

标本尾数

7

粉

6

2

以 196 4 年 4一5 月产卵场捕到 232 尾亲鱼为例
,

产卵群体体长组分布如下
:

体长(厘米) 」 13一14一15一16一17一18一沈9一2 0一2 1一 2 2一23

尾 数

由此 可 见
,

16 一19 厘 米 个体 占 63
.
4%

,

19 一21 厘 米 占 22
.
4终

,

13 一16 厘 米 占

12
.
1%

,

而 21 厘米以上仅占 2
.
1%

。

该鱼群只有 2一4 龄 3 个龄群
。

其中 2 龄占 55
.
38 %

,

3 龄占 41
.
艇%

,

而 4 龄只占 2
.
68 粥

。

1 9 8 2 年 4 月
,

2
20 尾产卵群体体长组成与此相似

:

16 一19 厘米个体 占 54 那
,

19 一21 厘 米 占 27 %
,

13 一16 厘 米 占 17 %
,

21 厘米 以 上 占

2%
。

( 十 ) 产卵期
、

产卵场和繁殖习性

产卵期 4一5 月
,

主要集中在 4 月下旬到 5 月中旬
,

持续期短
。

产卵场广泛分布于沿湖浅滩
、

湖湾及东太湖大部
,

一般在湖湾及近河 口水草丛生地区

比较集中
。

东太湖南岸直至大钱 口
、

西山岛东岸
、

东 山半岛两侧
、

小北湖
、

骨东滩一带
,

马

迹山
、

冲山
、

漫山附近
,

贡湖
、

竺山湖
、

三山湖
、

五里湖等均是比较知名的花始
、

鲤
、

卿
、

鱿等

草上产卵鱼类的产卵场
。

花瞬卵
,

粘性
,

产于水草上
。

产卵条件一般不十分严格
。

性喜顶水产卵
。

有一定缓流

水
,

水质混浊
,

气候变化引起水流
、

水温等骤变过程常是激发大量产卵的因子
。

一般在风

力 3一4级水流不过急时
,

产卵较多
。

产卵场抄网生产发现
,

数 日晴突然暴雨 (半 日内)后

又放晴
,

或数禾阴雨突然放晴时产量特别高 , 其原因均和水流
、

水温等水文状况骤变
,

内河

水流冲刷而下引起湖水流动
,

水质混浊有关
。

产卵全 日进行
,

但晚间常多于自天
,

以傍晚

和拂晓比较集中
。

产卵场敌害
:用抄网在花附产卵场同时被捕到的杂鱼类

,

有黄鳗鱼
、

红鳍始
、

鳖条
、

刺

鳅
、

似鳞
、

麦穗鱼等
,

数量约占抄网产量 1/6 一1/10
。

这些杂鱼胃肠道中不同程度摄有花姆

鱼卵
,

其中以黄绿鱼最为严重
。

据 1964 年 5 月两次解剖 40 尾体长 12 厘米左右黄操鱼发

现
,

胃充塞度除 3 尾外
,

均处于 3一5级
,

食物团平均重 58 5 毫克
,

最重达 2705 毫克
,

全部

是篙草及花峭卵
,

平均摄卵每尾 127
.
4 粒

,

最多 1 尾 451 粒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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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 人 工 鱼 巢

花婿人工鱼巢在太湖称季鱼浮
、

浮坝
,

用篙草(孤 乳二耐。 、而。汀助二)或水花生(喜

早莲子草A 撬犷”尽耐he 、 砂以
o二仰落山。

)扎成
。

篙草是农历年前割下
,

扎成小捆浮养在小荡

内
,

待翌年春分节处长出根须后用
。

鱼巢一般 2 尺见方一只
,

重约 20 一30 斤
,

多者用篙草

80 一90 根
、

少者用 40 一弱 根扎成
。

水花生鱼巢是当年采集扎成
,

大小和篙草扎成的相

仿
。

鱼巢一般 4 月初敷设
。

在东太湖
,

因近年实行清明后 10 天至立夏后 10 天全湖禁捕
,

则在开禁后敷设
。

地点和前述产卵场分布基本吻合
。

沿湖浅滩
,

除硬底
、

风口不宜敷设

外
,

儿乎均有鱼巢分布
。

从东太湖及小北湖等处人工鱼巢分布来看
,

敷设方向和水流相

关
,

在东太湖
、

小北湖一 带大致是南北向
,
东太湖出陆家港到大钱口是东西向

,

一般顺水流

方向
。

每船户设鱼巢约 1一2 行
。

行距 100 一1的 米
,

巢距 50 一70 米
。
每行多的 的一60

只
,

少的 20一30 只
。

渔户还常将雌或雄鱼缚在巢下作媒鱼
,

提高诱捕效果
。

一般单船两人作业
,

一人在船

尾摇檐
,

一人在船头抄捕
。

船顺水而行
,

船头用草帘挡水
,

避免破水时发 出声响
。

当船接

近鱼巢时
,

轻轻将抄网顺水插入水下
,

然后迅速提起
。

日抄 5一8 遍
:
傍晚 1一2 遍

,

半夜

2一4 遍
,

拂晓 1 遍
,

上午 8一9 时 1 遍
。

鱼巢在客观上为产卵亲鱼提供了产卵基质
。

据产卵盛期检查
,

几乎每一鱼巢根须上

均附有受精卵
。

1 9 6 4 年 5月多次从产卵场采回鱼巢上卵
,

均能孵化出仔鱼
。

( 十二) 胚胎发育和胚后期发育

成熟卵为圆形
,

呈黄
、

浓黄
、

桔黄色
,

卵径为 1
.
20 6一1

.
5肚 毫米

,

半数以上的卵为

1
.
32 一1

.
48 毫米

,

少数可达 1
.
62 3 毫米

。

受精卵粘性
,

在水中经 1分钟后附着
,

卵膜同时

吸水膨胀
,

约 巧一幼 分钟膨胀完毕
。

膨胀后卵膜径约 1
.
9 毫米

,

卵径约 1
.
2一1

.
3 毫米

。

受精后约 1 个半小时卵裂开始
。

据 1964 年 5月 1号 7 组人工受精卵发育观察
,

在太湖自

然水温下
,

处于繁殖盛期 的花鳍卵
,

胚胎发育(巧一Z r C )过程约需 94 小时
,

长的需 108 小

时 ,胚胎从卵膜破裂到全身出膜约需 1 小时; 胚后期发育(18
.
5一2俨c )到阶段 C (卵黄囊

消失)约需半月
,

到阶段E 约需 38 昼夜
,

到仔鱼期结束 (体全部覆盖鳞片 )约需 66 昼夜
半 。

( 十三) 仔 鱼 行 为

初孵仔鱼全长 5
.
5 毫米左右

,

体透明
,

头部无粘附器 , 以卵黄为营养
,

侧卧水底
,

称阶

段A
。

孵化后在 12 小时内
,

基本上在水底作简单直线或围绕体纵轴旋转
,

偶而在绕圈途

中作一次上下垂直运动
,

运动时鱼体呈抖动状
。

12 小时后
,

运动方式复杂化
,

出现绕圈水

平运动和频繁上下垂直运动相结合
,

并常在绕圈后作反向运动
。

垂直运动时鱼体斜向窜

向水面
,

又极快横平沉下 , 但不能进行方向性游动和保持身体在一定位置上
。

一般静止

2一3 分钟
,

间歇运动 0
.
6一2 分钟

。

其特点是
:
单次活动持续时间短

,

不超过 4 秒
,

但十分

频繁 , 在数次短的停歇后出现一次较长的停歇 (9 一13 秒)
。

这种不时上窜的间歇运动方

作者观察到阶段 E
、

阶段 E 和阶段 G
,

参照我院(196 0 )淀山湖资料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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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显然是由于呼吸过程的加强
,

耗氧量的增加而产生的改善水底部不 良呼吸条件的一种

适应性
,

因为花蜻不同于一般鲤科鱼类
,

头部无粘附器可以粘附在水草上以避免下沉
。

孵化后 5一6 日
,

鱼体出现色素
,

缥充气
,

卵黄囊大部吸收
,

称阶段 B
。

此期仔鱼除以

卵黄为营养
,

开始向外界吞取不太活泼的浮游生物
。

鱼体静止时开始以腹部贴底
,

尾鳍稍

上翘
,

借尾鳍摆动能在水底稍作直立游动
。

鱼体从侧卧到直立
,

改善了呼吸条件
。

窜向水

面的垂直运动和绕圈旋转运动大为减少
。

静止时间长
。

一般静止 1一4 分钟
,

稍 稍活 动

3一4 次
,

每次游动仅 1一5 秒
。

但避敌反应明显
,

受到刺激后能作大幅度游动
。

孵化后半月
,

卵黄囊全部吸收
,

称阶段 C
。

此期仔鱼营养全部向外界摄取
,
口能吸取

食物
,

能主动捕食藻类
、

轮虫
、

枝角类等
。

孵化后 10 一16 日是仔鱼摄食不可逆点 (po in 卜

of 加 喇ur 川
L忌习,

此期若无适 日食饵
,

会引起不可逆转死亡
。

静止时以腹部贴底
,

头部微

向下
,

尾鳍稍上翘
。

出现明显捕食运动
:
一般较长时间留在原地

,

静止 0
.
5一1

.
5分钟

,

发

现食物借尾鳍左右摆动一下
,

窜向前摄取之 ,每隔 3一4 分钟
,

能作一次较长距离游泳
,

借

以变换停留地点寻找食物
。

此期尚能游向水面
,

稍逗留然后下沉
。

孵化后 20 一25 日
,

奇鳍出现骨质鳍条
,

称阶段 D , 孵化后 38 日
,

偶鳍出现骨质鳍条
,

称阶段 E
。

此期仔鱼感觉敏锐
,

行动敏捷 ,趋向底栖习性
,

很少上游水面 , 大多在水底部活

泼游泳觅食
,

能主动积极捕捉枝角类
、

挠足类等
。

( 十四 ) 渔 业 利 用

花睛平时喜栖于湖泊主体中下层
,

每年 4一5 月有大批产卵亲鱼游近沿岸产卵
,

在渔

业上形成抄季鱼渔汛
,

作业遍及全湖
。

据东山和光明大队 1964年4一5 月产量资料
,

全大队

4一5 月渔产量 49189 斤
,

抄网为 135 52
.
6 斤

,

占27
.
5%

。

单船(l 一2 吨 )日产鸳 7
.
7 斤

,

盛期 12
,

5 斤
,

最高达 20 9 斤
。

产量上 占第二位的渔具是筋
,

该大队一麟船 5 月份 25 天产

量统计
,

花蜡产量占肠
.
1男

。

据多次薪的渔获物组成分析
,

花峭尾数百分比占第一
,

重量

百分比占第二
。

此外
,

8 月和 12 月花蜻产量亦较高
。

8 月是索饵期
,

用定钩设饵捕捉
,

12

月是越冬期
,

用底钩在越冬区捕捉
。

冬季西太湖底钩产量花蜡约占25%
。

因此
,

在雪捻

桥
,

周铁桥一带花鳍产量始终保持较高水平
。

据雪捻桥水产收购站统计
,

1 9 6 3

.

7 一1964
.
7

花瞬产量 33637 斤
,

占总产量 8形左右
。

据太湖渔管会 1952一1981 年太湖历年总产
、

鲜鱼分类产量资料‘习 ,

花鳃
、

塘嫂
、

乌鳍
、

鳗

鲡等鱼的产量平均约占太湖总渔获量 的8终
,

占其它鱼类(除鱿鱼
、

银鱼及虾
、

蟹外)的31 环

左右
。

据此估计
,

其中花瞬年产量约占太湖总渔获量的1
.
5一2

.
5%

,

占其它鱼类的6一8终
。

讨 论

根据对花蜻生物学特性的调查和研究
,

作者认为
:
太湖花蜻渔业资源利用不够合理

,

生产潜力尚未得到充分发挥
。

1

.

太湖花姗体长增长以第 1一2 年最快
,

3 龄以上进入缓慢生长阶段
,

但年增重以第

(l) 太湖渔业生产管理委员会
,
1 0 8 2

。

太湖历年总产及分类产量统计
。

太湖水产增殖
,
1 : 4 9 一5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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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年最低
,

以后有逐年增加的趋势(表 3)
。

根据这一特点
,

显然应保护 1一3 龄个体
。

但从

渔获物组成来看
,
2 一3 龄鱼占的尾数和重量百分 比均达 80 拓 以上(表 1); 体长分布主要

在 15一肛 厘米
,

体重分布主要在 45一115 克(表 2)
。

若按太湖水产资源繁殖保护条例规

定
,

是符合起捕规格(1 两)的
,

但不符合生长特点
。

50 克左右花精正处于快速生长阶段
,

亦是刚进入性成熟的个体
。

显然
,

花始起捕规格的规定是偏低的
。

再从其它水域的资料

来看
,

钱塘江花姆产卵亲鱼一般体长 40 一的 厘米
,

体重 150。克左右
,

亦有重达 200。克

的
(幻 ; 黑龙江花醋产卵亲鱼一般体长 27 一31 厘米

,

体重 400 克左右
,

亦有重 达 790 克

的 [r]
。

而作者所见到的太湖花蜻最大个体雄体长 25
.
8 厘米

,

体重 2弱 克
,

雌体长 邓
.
2 厘

米
,

体重 285 克
。

这说明太湖花始体重增长的潜力尚未得到很大发挥
。

而据有关资料
,

太

湖花蜻
、

鲤
、

青鱼和纺等的饵料基础是丰富的闺
。

为此
,

作者认为
:
根据捕大留小的原则

,

和

花错的生长特点
,

考虑到太湖目前捕捞现状
,

花姆起捕规格宜提高到 1
.
5一2 两

。

这有利

于充分发挥花蜡的生产潜力
。

2

.

太湖花姗 2 冬龄即达性成熟
。

性成熟最小型
:
雌体长 13

,

9 厘米
,

体重 29
.
5 克 ,雄

体长 13
,

45 厘米
,

体重 32
。

2 克
。

繁殖力大致随年龄(体长)增大而增高(表 9)
。

3 龄鱼绝

对繁殖力为 2 龄鱼的 1
.
63 倍

,
4 龄

、

5 龄鱼约为 2 龄鱼的 3倍
。

而产卵群体年龄组成 2 龄

补充群体占 55
,

4 %

,
3 龄剩余群体占 41

.
9终

,

4 龄 (体长约 21 厘米) 以上剩余群体只占

2
.
7%

。

由此可见
,

太湖花蜂性成熟早
,

产卵群体中补充群体和剩余群体 (3 龄 )均占有一

定比重
,

这是在目前强捕捞下尚能维持一定繁荣水平的原 因
。

但是
,

产卵群体小型化是不

可否认事实
。

长此下去必将导至产卵群体更趋小型化
,

低龄鱼参加产卵的比例进一步增

大
,

繁殖力得不到提高
。

3

.

在太湖
,

长期形成在产卵场敷设人工鱼巢抄捕产卵亲鱼的渔法
。

鱼巢材料易得
,

制作简便
。

在当前围垦
、

景泥
、

捞草等人为因子严重于扰和破坏产卵场生态系统的情况

下
,

鱼巢在客观上为产卵亲鱼提供了产卵基质
。

如能严格控制设巢和禁捕时间
,

就能起到

扬长避短的作用
。

目前太湖渔管会规定
:
清明后 10 天到立夏后 10 天东太湖实行禁捕

,

渔

民要在开捕后设巢捕捞
。

作者认为应试行在禁捕期前设巢
,

禁渔区扩大到全湖浅滩
、

湖

湾
、

子湖
,

律使大批亲鱼获得繁殖条件和机会
。

同时应允许以黄嵘鱼
、

红鳍助
、

鳌条
、

刺鳅
、

似断
、

麦穗鱼为捕捞对象的杂渔具生产
,

以清除产卵场敌害
。

渔麟对产卵亲鱼的杀伤和阻止其进入产卵场的作用亦应引起足够重视
。

在 4一5 月花

银产卵季节
,

麟的渔获物组成中
,

花姆的尾数百分比占第一
,

重量百分比占第二
。

作者认为
:

应严格控制断生产的时间
、

地点
。

每年 4一6 月应停止或最大限度减少筋的生产 , 严禁在

产卵场附近设筋;这对于提高太湖其它 自然鱼类资源量和保护人工放流鱼种亦是合理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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