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梭鱼的临界温度和临界氧量
’

梭 鱼 研 究 组

(中国科学院水生生物研究所 )

提 要

本文报道了梭鱼的临界温度和临界氧量
。

临界温度进行了低温和高温致死试验
,

临 界 气

量进行了浮头时和窒息时的溶氧量测定
。

把梭鱼 , f材娜不-so 如约移殖到中南地区淡水池塘养殖
,

成活率低
,

生长缓慢
。

本文仅

就梭鱼生活的临界温度和临界氧量进行了探讨
。

材 料 与 方 法

试验梭鱼分别来自天津八一农场
、

江苏东台县养殖场和河北省柏谷庄农场等地
。

1
.

低温试验和致死高温试验

试验前梭鱼鱼种 〔全长 4
.

3一 6
.

9 厘米 ) 先在室内实验容器中驯 养 24 小时
。

低 温

l( 一 3℃ )试验延续 7 2一 96 小时
。

致死高温试验
,

每天升温 l oC
,

直至试验鱼全部死亡为

止
。

在驯养和实验期间
,

采用流水养鱼
,

定时投饵
。

2
. “
浮头

”
和窒息试验

试验前
,

梭鱼鱼种 (全长 4一6 厘米 ) 先经室内驯养 20 天
。 “
浮头

”

实验
:

在试验梭鱼

开始
“

浮头
, ,

5 0哪个体
“
浮头

”

和全部
“

浮头
”
时

,

分别测定水中溶氧量
。

窒息实验
: 在试

验梭鱼开始出现窒息现象
、

有 50 % 个体窒息和全部窒息时
,

分别测定水中溶氧量
。

以试

验鱼停止呼吸为窒息标准
。

溶氧按 W in k ler 氏法测定
。

试 验 结 果

1
.

梭鱼的临界温度

( 1) 低温试脸 低温试验在 12 月进行
。

试验组与对照组各饲养 10 尾鱼种
。

对照组

本文由单仕新
.

戴庆年同志执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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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水温 6一7 oC )经过 4 9小时 30分钟饲养
,

死亡 1 尾
,

成活率 90 终
。

试验组 I (水温 3一

I
O

C )经过 7 2 小时饲养 (其中 1 7 小时为 3
O

C
,

5 0 小时 3 0 分为 Z
o

C
,
4 小时 3 0分为 l

o

C )
,

成

活率 10 0环
。

试验组 且 (水温 I
O

C )经 92 小时饲养
,

死亡 2 尾 (分别在 2 7 和 39 小时死亡 )
,

成活率 80 形
。

在 I
O

C低温条件下
,

梭鱼活动正常
,

仍有吃食行为
。

由此可见
,

lo C水温处在

梭鱼温度忍受区下限以内
,

武昌地区冬季水温一般在 I
O

C以上
,

因此不会危及梭鱼的 生

活
。

(2 ) 致死 高温试验 致死高温试验分别在 8 月和 10 月进行
。

在 8 月
,

当水温从 3 3a C

逐日升温 1
“

O至 3 7 oC 时
,

梭鱼食欲明显减退
,

甚至停止吃食 , 当水温升到 3 9
“

C时
,

试验鱼

经过 41 一 45 小时全部死亡
。

当时试验组 I 和 且 的溶氧量分别为 2
.

99 一 3
.

57 毫克 /升和

1
.

74 一 3
.

74 毫克 /升
。

在 10 月
,

当水温从 2 5
O

C逐日升温 I
O

C至 3 5℃时
,

未见梭鱼有明显

的异常情况 ;当水温升到 3 6
,

C时
,

梭鱼食欲明显减退
,

甚至停食 ,当水温继续升高到 3 7o C
,

经 22 小时 即 分钟
,

有 44 多试验鱼死亡
。

当时水中溶氧量为 5
.

92 毫克 /升
。

试验表明梭

鱼的致死高温和初始致死高温
,

在 8 月份是 39 ℃和 3 6吧
,

在 10 月份是 3 o7 C和 3 6
O

C
。

上

述试验属急性试验
,

梭鱼实际临界致死高温将低于 36
O

C
。

由此推论
,

梭鱼的温度忍受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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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7
、

8 月份鱼池的水温情况

〔池水表层和底层的 日最高及最低温度
与梭鱼临界高温的联系 )

限可能是 3 5
o

C
。

为了探讨 8月份池水高温对于池养梭鱼

的影响
,

我们于 1 9 7 3一工9 7 5 年 7一 8 月间
,

测

定了六个鱼池池水表层和底层的日最高和 日

最低温度
,

结果见图 1
。

从图 1 可以看出 在

A C 方块的上方
,

有 8 个日次的池水表层 水

温超过 37
0

0
,

最高可达 38
.

6o C
,

这种高温情

况每年可能会在 20 天 (7 月 29 日一 8月 17 日 )

的时间内随机发生
。

在图 I B } 方 块上 方
,

有 18 个日次的池水表层水温超过 3 6
“

O
,

这种

高温情况
,

每年可能会在 42 天 ( 7 月 7 日一 8

月 1 7 日 ) 的时间内随机发生
。

还可看到代表

30
O

C水温的 O D 线
,

基本上代表了这段时期

内大部分日次的池水底层温度情况
。

因此
,

生

活在武昌地区的池养梭鱼
,

每年夏季有近一个半月时间处于十分不利的高温环境下
,

池水

上层水温有 4 3% 的日次达到梭鱼的致死高温
,

而池水下层又经常处在 3。
。

C水温以上
。

2
。

梭鱼的临界氛 ,

( 1) 校 鱼
“

浮头
”

时的溶氧量 7月 3 日至 8月 6 日我们观测了四个鱼池的梭鱼活动

情况和当时的池水溶氧量 (分别在上午 3时 40 分一 8 时 30 分和下 午 3一 4时观察和 测

定 )
,

当池水中层 (水面下 0
.

6 米处 )溶氧量在 2
,

7 毫克 /升以上
,

梭鱼一般不到池水上层活

动 ,当溶氧量降至 2
.

7 毫克 /升以下
,

则有少数大梭鱼鱼种 (全长 30 厘米左右 )至池水上层

游动 ,当溶氧量降至 2
.

5一 2
.

4 毫克 /升以下
,

有较多的大梭鱼鱼种在池水上层游动 , 溶氧

量降至 2 毫克 /升以下
,

则小梭鱼鱼种 (全长 11
.

3 厘米以下 )也大批到池水上层游动
。

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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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溶氧量继续下降至 1
.

2 毫克/ 升以下
,

则全部梭鱼呈现
“

浮头
”

状态
。

这现象与室内梭鱼
“

浮头
“

试验结果相符
。

窒内
“

浮头
“

试验表明
,

水中溶氧量降至 1
.

18 毫克 /升
,

梭鱼开始
“

浮头
” ,

溶氧量降至 1
.

0 6一 1
.

16 毫克 /升
,

50 拓梭鱼
“

浮头
, ,

溶氧量降至 0
.

9 毫克 /升
,

全

部梭鱼
“

浮头
” ,

这时鱼的呼吸频率增加
,

游动渐渐缓慢
,

如果溶氧继续下降
,

则鱼体失去平

衡
,

侧卧或仰卧
,

最后失去游动能力
,

慢慢下沉
,

进入窒息状态而死亡
。

( 2) 校鱼 窒
.

息时溶氧量 梭鱼的窒息试验
,

分别在天然水温和每天增温 I
O

C至 3 7吧

水温
,

这两种温度条件下进行
。

当水温在 2 5一 2 8
O

C
,

梭鱼开始窒息时的溶氧量为 0
.

5一

ǎ布\被料à,喊注

0
.

5 2 毫克 /升
,

梭鱼半数窒息的溶氧量 ( 5 0%

鱼死亡 ) 为 。
.

4 2一 。
.

45 毫克 /升
。

当水温在

3 7
0

0 时
,

半数窒息溶氧量为 0
.

9 3一 0
.

97 毫克

/升
,

较 2 5一 2 8a C水温时提高了 1 倍
。

如果把上述实验数据综合绘成 图 2
,

可

以粗略显示池水溶氧条件对于梭鱼生活的影

响情况
。

图 2 左边是下午 3一 4 时的测 定数

据
,

可反映池水每夭的高溶氧状态
,

图 2 右边

是上午 3 时 40 分一 8时 30 分的测定数据
,

可

反映池水每天的低溶氧状态
。

图 2 右表示有

43 % 的测值处于在 A 线以下
,

有 35 % 的测值

处在 B 线以下
,

有 2 2那的测值处在 C 线以下
,

有 6环的测值处在 D 线 以下
,

有 1形的测值临

近 犷线
,

也就是说
,

武昌地区夏季 〔7一 8月 )
,

约有 2 2一 43 环 日次的夜间
,

因池水缺氧而迫

使梭鱼游至池水上层活动
,

有 6终 日次的夜

间
,

迫使梭鱼处于
“

浮头
”

状态
,

有 1环 日次的

串 ^

一
,

一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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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 8月

吓午 3 至翎寸侧定》

一一一一一一一飞厂一

—
一

F 一一

t 瑞尸有气了不户汀飞 r 蕊了飞尸一
7 月 8月

(上午 3 时 , 0分至 8时 3 0分剐定 )

图 2 池水中层 (水面下 2 市尺 )的溶氧量及

其与核鱼活动情况的联系

夜间迫使梭鱼临近常温窒息氧量
。

值得注意的是图 2 左边的溶氧测值
,

表明在白天下午

3一 4 时池水溶氧量也可 以出现低氧状态
,

如有一个测值 已近 A 线
,

有一个测值在 B 线以

下
。

这种白昼高温低氧情况
,

在日落以后
,

因池水溶氧量很快下降
,

有可能迫使梭鱼进入

高温窒息处境
。

因此
,

可以认为武昌地区夏季池水的高温和低氧条件
,

可能是造成池养梭

鱼成活率低和生长缓慢的原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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