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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 要

本文对厦门东渡
、

后江康
、

杏林湾和中山公园渠道的绪鱼食性及摄食强度作了研究
。

从取

得的鳍鱼材料分析
,

幼鱼摄食以挠足类等浮游动物为主
,

唯从杏林湾取得的幼鱼和成鱼材料鉴

定分析
,

鳍鱼从幼鱼到成鱼
,

其食性无明显变化
,

都摄食底栖硅藻
。

由此可见
,

鳍鱼对食物种类

并无明显选择性
。

其食性可随生态条件的不同产生适应性变化
。

鳍鱼的摄食强度与水温季节性变化关系密切
。

水温逐渐升高
,

摄食强度随之增 大
。

五月

份水温 26 吧时
,

摄食强度最大
,

胃饱满系数达到 3
,

65为 ; 平均水温在一月份下降到 IQ
.

2吧时
,

胃饱满系数仅为 0
.

19 公
。

前 言

鳍鱼扣甘舫娜不。协
。坛 : 扮。eu

。 )是世界性鱼类
,

广泛分布在太平洋
、

大西洋以及印度

洋沿岸的河 口港湾中
。

它适应于海水
、

咸淡水以及淡水中生活
,

生长很快
,

已成为海淡水

养殖的优良品种之一
。

关于鳍鱼食性的研究
,

过去国内外均有报道
。

H ild e b瑰记 和 黝址。ed er (”28 )t.] 认

为鳍鱼主要摄食硅藻和有孔虫类
,

混有泥沙 和 植物 残渣
。

S加ith (19 35 )〔
’幻

、

3 u y吐iro

( 19 4 2 )〔
1 . 立

、

K朋 tev en (1 9 4 2 )〔
1 1 〕

、

D ill (1 9 4 4 )〔’J
、

且io t (1 9 4 4 )Cl . 二和 T ho m 撇(1 9 5 4 )〔
I T 飞

等也有类似的记载
。

几o u : i (1 9 3 5 )〔
T I 指出摄食藻类和硅 藻 , 而 G

~ mu
th u (1 9 4 3 )〔, ,

和 E gU 。 (1 9 50 )〔
. “
却认为鳍鱼摄食浮游动物

。

M佣印(1 9 4 1 )〔切 发现鳍鱼摄食泥沙底质

上的粪块残渣
,

B ru 阮七( 19 75 )川 观察到鳍鱼胃中以硅藻和泥沙碎屑为主
。

国内林书颜

(19 40 )脚习指出
,

鳍鱼摄食有机质
、

小甲壳类等
。

费鸿年等 (1 9 60 )闭 报道
,

鳍鱼摄食以腐

败有机物质为主
,

沙粒
、

硅藻及蓝藻次之
。

由于世界各海区鳍鱼生活环境的差异
,

其食性

也随之而变化
。

厦门沿海地区的绷鱼食性以往未曾报道
,

1 9 6 1一1 9 6 2 年我们对厦门杏林

湾
、

后江墩
、

中山公园以及东渡等处的鳍鱼生物学进行了研究
,

对鳍鱼的幼鱼和成鱼的食

性和摄食强度作了分析对比
。

参加采集和生物学测定的还有李福振和肖金华同志
。

本文初稿承费鸿年教授审阅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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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
,

特此致谢
。

材 料 与 方 法

自 19 6 1 年 3 月至 5 月分别在厦门杏林湾 内和东渡沿岸采捕到一批鳍鱼幼鱼作 为材

料
,

体长为 21 一46 毫米
。

19 6 1 年 10 月至 12 月在厦门中山公园渠道和后江球鱼境 取得

一批性未成熟的蝴鱼幼鱼(1 一2 龄鱼 )
,

体长为 3 20 一“ o 毫米
。

1 9 6 1 年 9 月至 1 9 6 2 年 10

月
,

每月定期在杏林湾收集到 164 尾鳍鱼
,

体长 3 00 一6 54 毫米
,

主要是鳍鱼的成鱼 (3 一6

龄负 )
。

鳍鱼胃肠用 10 哪福尔马林液固定
,

胃内食物以分离沉淀法将浮游生物与有机碎屑和

泥沙分开
,

经过吸水处理后
,

用扭力天秤分别称出食物 团的湿重
,

并求出其重量百分比
。

分

离后的浮游生物部分
,

以 5 % 福尔马林液稀释到 10 毫升
,

振荡均匀
,

任意取出 0
,

2 毫升的

样品
,

在显微镜下鉴定
、

计数浮游生物种类和数量
,

并求出各种类个体数量百分比
。

摄食强度是以 胃饱满系数来表示
:

胃饱满系数 (荡 ) = 胃食物团重量 (克 )

鱼体纯重 (克 )
X 1 0 0 0

结 果

1
.

绪鱼幼鱼的食性

厦门杏林湾内鳍鱼的幼鱼
,

体长为 2 4一46 毫米
,

摄食等级为 3一4 级
,

幼鱼胃中浮游

生物重量占 4 9
.

8 %
,

有机碎屑和泥沙占 4 0
.

2 %
。

主要摄食底栖硅藻
,

以舟形藻(八了4 。蜘
-

玩 )
、

菱形藻(爪打。几落a)
、

双菱藻 (而再亿不必 )
、

曲舟藻 (尸花二、滋夕饥时及月形藻 (通饥夕人。。 )

为主
。

厦门杏林湾内性未成熟的鳍鱼
,

体长为 30 8一 48 5 毫米
,

体重为 5 12 一 2 1 2 5 克
,

年龄为

1一 2 龄鱼
,

摄食等级为 1一 4 级
,

分析胃内食物重量
,

除了有机碎屑和泥沙占 4 8
.

9拓 以外
,

浮游生物重量 占 5 1
.

1 %
。

浮游生物各种类的个体数量百分 比中
,

硅藻占 99
.

2 % (以底栖

硅藻 为主 )
,

而蓝藻
、

绿藻
、

甲藻
、

纤毛虫以及挠足类等数量都很少
。

厦门东渡沿岸的鳍鱼幼鱼
,

体长为 2 1一27 毫米
,

胃内充满食物
,

摄食等级为 4 级
。

食

物分析的结果表明
,

浮游生物重量占 99
.

3 %
,

有机碎屑和泥沙只占 0
.

7 %
,

其中挠足类占

绝对优势
,

在鳍鱼幼鱼胃内挠足类曾多达 189 尾
,

硅藻的种类和数量 以及泥沙的含量却很
少

。

厦门中山公园渠道的蟠鱼幼鱼
,

体长为 3 2 0一 3加 毫米
,

体重为 6 2 5一6 87 克
,

年龄为

1 龄鱼
,

胃内食物中浮游生物重量 占 5分.-l %
,

有机碎屑和泥沙占 4 0
.

9环
。

从浮游生物各

种类的个体数量百分比来看
,

浮游动物特别是挠足类占 9 7
.

1 %
,

其中以修足类幼体
,

模糊

许水蚤(&无切
r

哪希巴再a d赫感讹 )和纺锤水蚤 (通口4 材衍 )为主要食物
,

而硅藻类仅占 。
,

7 2终
。

厦几后江棣鱼纸的性未成熟的鳍鱼
,

体长为 2 96 一 4 40 毫米
,

体重为 4 75 一 1 5 0 0 克
,

年

龄为 1一2 龄鱼
。

胃内食物分析的结果
,

有机碎屑和泥沙的重量占 2 0
.

1终
,

浮游生物重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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占 7 9
.

9终
。

从浮游生物各种类的个体数量百分比来看
,

浮游动物占绝对优势 (9 8
,

1 % )
,

其中以挠足类幼体
、

模糊许水蚤 (召口入咖奋己护店召 d沥‘眺)及纺锤水蚤 (通做树落铭) 为主 ; 还有少

量的亨森莹虾 (L 。。沪 , 人召孔 s

丽)
、

钩虾 (公“饥. a
烟: )

、

异尾轮虫(T而c从睽。 )以及曹花臂尾

轮虫 (刀九
的刃无感抓。 : co 芯好乙。犷

“ : ) ,而硅藻的数量仅占 0
.

47 %
。

厦门沿海地区绷鱼的食性见表 1
。

表 1 厦门沿海地区细鱼幼鱼食物的种类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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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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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

给 鱼成鱼的食性

厦门杏林湾内绷鱼的成鱼
,

体长为 432 一 6 5 6 毫米
,

体重为 1 5 2 。一5 。。0 克
,

年龄为3一

6 龄鱼
,

根据胃内食物分析结果
,

浮游生物与有机碎屑和泥沙的食物重量随着不同季节而

育变化
。

从表 2 来看
,

冬季和春季摄食浮游生物的食物重量较大
,

夏季和秋季则较低
。

而



2 期 杜金瑞
、

张其永
:

厦门沿海地区维鱼食性的研究

有机碎屑和泥沙的摄食量恰好与之相反
,

冬季和春季有机碎屑和泥沙的摄食量较小
,

夏季

和秋季则较大
。

表 2 反门杳林湾内蛾鱼食物重最组成(男 )

上‘立
,

⋯川二口⋯川
: 兰

俘 游 生 物
}

”
6.6 } 叱“

}
”
3.1 } 旅 ,

} 58.O
有机碎屑和泥沙 { 铭

·

4

}
4 5

·

7

}
4 6

·

。

}
“,

·

,

}
4 2

·

o

从表 3 可以看出所摄食的浮游生物中浮游植物与浮游动物各种类数量的百 分组 成
。

一年之中硅藻类占 %
.

9一 9 9
.

7 %
,

33 属硅藻的种类和数量季节变化虽然不大
,

但也有一

些差异
,

如春季以脆杆藻
、

舟形藻
、

月形藻
、

菱形藻
、

直链藻
、

斑条藻及双菱藻为主 , 夏季以

菱形藻
、

双菱藻
、

直链藻和奇异菱形藻为较多 ;秋季以骨条藻
、

海毛藻
、

柱盒藻及菱形藻占

优势 ; 冬季以骨条藻
、

海毛藻
、

菱形藻
、

舟形藻及直链藻为主
。

其他如蓝藻
、

甲藻
、

绿藻
、

金

藻均占少数
。

至于浮游动物中的挠足类
、

介形类
、

纤毛虫和枝角类仅占食物种类组成的

0
.

2 8一 2
.

0 0终
。

表 3 厦门杏林湾内鳍鱼食物的种类组成和其季节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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姻 鱼的摄食强度

厦门杏林湾内周年所采到鳍鱼
,

以 3一6 龄鱼的成鱼为主
,

其空胃率仅占 2
,

“%
,

说

明继鱼一年四季均有摄食
。

从胃饱满系数的季节变化来看
,

杏林湾内络鱼在一年之中摄

食强度的变化与水温变动关系密切
。

厦门杏林湾内春季水温逐渐升高时
,

摄食强度也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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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加强
,

如 19 6 2 年 4 月份
,

月平均水温 22
.

扩0
,

摄食强度开始增 大
,

胃饱 满系 数 为

1
.

14 荡 ; 5 月份月平均水温 2 6o C
,

摄食强度最大
,

胃饱满系数达到 3
.

65 编
。

秋季水温逐月

下降
,

摄食强度减小
,

胃饱满系数变动幅度为 0
.

23 一 0
.

32 荡
。

冬季摄食强度最小
,

如 19 6 2

年 1 月份月平均水温低达 10
.

2℃
,

胃饱满系数仅 0
.

19 筋 (见附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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犷成犷万 色 9 10

厦门杏林湾鳍鱼摄食强度和水温的关系

讨 论

一般认为鳍鱼稚
、

幼鱼主要摄食浮游动物
,

随着生长发育
,

其食性也由动物性转为植

物性
,

吞食海底淤泥
,

并从中摄食底栖硅藻
、

有机质以及小型甲壳动物伟
戈盛1

。

厦门沿 海

地区的晰鱼 (除杏林湾以外 )
,

从幼鱼生长发育到成鱼
,

其食性也有明显的转变
。

如厦门东

渡沿岸的鳍鱼幼鱼
,

体长为 21 一 27 毫米
,

主要摄食挠足类
。

厦门中山公园渠道和后江棣

鱼温性米成熟的鳍鱼
,

体长分 别为 320 一3 3 0 毫米和 2 96 一4 40 毫米
,

年龄分别为 1 龄和

1一2 龄鱼
,

均摄食浮游动物
,

以挠足类幼体 (无节幼虫及六肢幼虫 )
、

模糊许水蚤和纺锤水

蚤等为主要食物
。

厦门杏林湾内性成熟的给鱼 (3 一 6 龄鱼 )
,

除了吞食大量的有机碎屑和

泥沙以外
,

主要摄食底栖硅藻
。

值得注意的是
,

厦门杏林湾内的鳍鱼从幼鱼生长发育到成鱼
,

其食性基本类似
,

由此

可见
,

厦门杏林湾内的络鱼幼鱼的食性与厦门东渡
、

中山公园以及后江球鱼温的瑙鱼幼鱼

的食性有着明显的差异
,

后者以挠足类为主要食物 (见表 4》
。

厦门杏林湾内的鳍鱼幼鱼

主要摄食底栖硅藻
,

这与其所栖息的半封闭式水体环境条件有一定的关系
。

杏林湾是在

1 9 5 6 年修筑海堤的
,

当时海堤尚未加宽
,

海水可通过海堤和发电站引水渠道流入湾内
,

可

利用养殖水面为 1
.

2 万亩
,

湾内盐度变化很大
,

一般为 6
.

5一29 荡
,

有时高达 33 荡
,

水深

1一 8 米
,

冬季浮游生物的生物量低
,

海水透明度较大
,

一般为 2一4 米
,

最大 6
.

2 米
。

当时

湾内混养有鲤鱼
、

棱鳍
、

大鳞鳍
、

平绸
、

黄鳍绸
,

黑绸等 3 0 多种近海沿岸鱼类
,

还有养殖蟹

虾等甲壳类叫
。

由于各种鱼虾类对天然饵料的摄食
,

湾内冬季浮游动物贫乏
,

而且表层水

温较低
,

鳞鱼幼鱼由表层游向深处觅食
,

因此
,

冬季杏林湾内瑙鱼幼鱼 (体长 2 4一46 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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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 )
,

却以底栖硅藻为主要食物
。

表 4 厦门沿海地区鳍鱼幼鱼和成鱼的食物成分

琴琴之卜一一
~ ~

竺 点点 杏 林 湾湾 东 渡渡 中山公园园 后江墩墩

’’

》厄厄
000 1一222 3一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

0000000000000 111 1一222

22222 4一
一

4 666 3 08 一4 8 555 4 3 2一6 4 000 2 1一2 777 3 2 0一3 3 000 0 0 此
一

月月八八‘‘‘‘‘‘‘‘ 口几J . , r . 、夕夕

有有 机 碎 屑 及 泥 沙 (男 ))) 4 0
.

222 4888 4 2
。

000 0
。

777 4 0
。

999 2 0
.

111

主主 要 食 物物 底栖硅藻藻 底栖硅藻藻 底栖硅藻藻 挠 足 类类 挠 足 类类 挠 足 类类

厦门杏林湾内的鳍鱼幼鱼 (体长 2 4一46 毫米 )游泳能力和活动范围不如成鱼
,

因此蟠

鱼幼鱼摄食的饵料种类比较简单
,

硅藻只有 11 个属
,

蓝藻 4 个属 ;而鳍鱼成鱼摄食的饵料

种类比较复杂
,

硅藻有 33 属
,

还有蓝藻
、

绿藻
、

甲藻
、

纤毛虫
、

枝角类以及介形类等种类
。

鳍鱼对食物种类虽然投有明显选择性
,

但食物种类组成却有显著的地区性差异
,

这就

反映出不同地区食物种类组成的变化
。

如杏林湾内有淡水注入的低盐区
,

在鳍鱼胃含物

中出现有淡水藻类
,

如板星藻
、

平裂藻
、

颤藻
、

念珠藻
、

隐球藻
、

拟鱼腥藻等
。

在厦门中山公

园和后江棣鱼堪的半咸淡水体中
,

鳍鱼的 胃中则含有模糊许水蚤
,

纺锤水蚤等沿海近岸低

盐种类以及广泛分布的粤花臂尾轮虫和异尾轮虫
。

就营养级而言
,

鳍鱼既摄取食物链第一级产品(主要是硅藻 )
,

又兼食食物链第二级产

品 (主要是挠足类 )因此饵料基础十分雄厚
。

国内外早已利用鳍鱼食物链低
、

生长快
、

适盐

性广等特点进行人工养殖
。

围垦或选择鳍鱼养殖场所最好选择淤泥细沙底质
,

因为这种

底质有利于底栖硅藻的生长
,

保证鳍鱼所需要的饵料生物
。

如果在鳍鱼摄食增强的季节

合理地施肥
,

培养大量的硅藻和挠足类
,

为鳍鱼养殖提供丰富的饵料生物
,

将促进鳍鱼迅

速生长
,

更有效地提高单位面积产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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