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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银鱼生物学及其增殖的研究
’

张开翔 庄大栋 张 立 高礼存 张静仪 徐爱珍

(中国科学院南京地理研究所 )

提 要

大银鱼 ( p句亡。 sa z咖二 h夕成 oc
: 。 ￡讹 A b bott )分布很广

,

普见于东海
、

黄海和渤海沿海
,

以及

江淮中下游河道和湖泊等水域
,

且构成湖泊银鱼的优势种群
。

本文探讨了洪泽湖所产大银鱼的形态特征
、

繁殖
、

食性
、

徊游
、

生长与寿命 ; 并列举出增殖

大银鱼的关键性的措施
。

前 言

银鱼科 (戍玩n梦dae )鱼类种类较多
,

据方炳文及陈宁生调查的结果〔` ,., o13
,

本科共有

8 属
、

19 种 (亚种 )
。

但分布在洪泽湖中的种类并不多
,

只有 4 种
,

即大银鱼 任分。 t此赫
a

仙

甸
a 乙oc 。 。`。 5 A b b o t t )

、

雷氏银鱼 (几夕
“ 。 `sa 乙a , 二 b、 妙 , o : t。 乙̀

s

几
。 g )

、

太湖短吻银鱼

(Ne
0 Sa l a 。 “

a 几夕矛a
赫

e“ `a `阮
e。 `5 C h en )和寡齿短吻银鱼 ( .N 0 1匆 o d o耐裕 C h en )

。

大银鱼分布很广
,

普见于东海
、

黄海和渤海沿海
,

以及江淮中下游河道和湖泊等水域
,

朝鲜
、

越南亦有记录 1[
, ,

们
,

且构成湖泊银鱼的优势种群
。

以洪泽湖及太湖为例
,

银鱼汛期

内都以大银鱼数量最多
,

分别占 84 一 90 %及 60 %左右
。

仅这二个湖
,

大银鱼年产一姻

达一百余万市斤
。

关于大银鱼的形态和生态
,

方炳文
〔 . 〕 ( 1 9 34 年 ) 描述过大银鱼的形态特征与生殖行

为 , W
a ik y a

和 T a

ak h a越 氏 ll[ 1 ( 1 9 3 7 年 ) 记载过大银鱼的生殖时期和鱼卵结 构 ; 陈宁

生 〔`口 ( 1 9 5 6 年 )研究过大银鱼的形态
、

生活史及其洞游
。

但由于大银鱼属小型鱼类
,

活的

时候
,

身体绝大部分透明
,

又值寒冬季节繁殖
,

给观察带来一定的困难
,

以致有关大银鱼的

形态生态间题
,

不仅在某些文献资料中有欠妥之处
,

而且在湖区渔民之中也流传着一些错

误的看法犷至今尚缺少全面完整的报导
。

.

承南京大学生物系袁传必老师审阅原稿
,

刘仁华老师绘制大银鱼图
,

洪泽县水产局大力协助工作
,

县水产研究

所参加银鱼渔情的预测预报 ;南京地理研究所
“

科湖
,

轮全体船员在野外采集与观测中付出辛勤劳动
,

汪宪植同志清

绘图件
。

均此志谢
。

参加工作还有王凤仙同志
。



鉴于大银鱼研究的理论与实践意义
,

我们 自 1盯 4 年以来
,

就洪泽湖大银鱼的生物学

及其增殖作了较为深入的调查研究
。

旨在掌握大银鱼的生物学特性

泊银鱼产量在现有基础上能有较大幅度的增长
。

,

探索增殖途径
,

使湖

材 料 与 方 法

。

定点观测工作主要在湖泊调采取点面结合及野外观察与实验室分析相结合的方法
·

定点观测工作主磐严
查船飞科湖号》上进行

。

于船舷两侧各置一顶银鱼舷拖网
,

采集观测所需的银鱼标不 也有

部分银鱼标本来自当地渔船
。

参照通用的分级标准

中的卵子作为计数样品
,

,

划分了性周期的各个阶段 脚
几
。

怀卵量是取 。
,

1 克 丘 期卵巢

在计数过程中只计已沉积有卵黄的卵粒
。

性腺成熟系数按性腺

重 (克 )/ 空壳重 欠 1 00 踢公式算出
。

肋瞥允基厌示 曰 洲溯正
,

、 刃
一

。

,
。

二 卜

直尺
、

10 克或 50 克手秤测定
。

用于测定各项生态指标的标本总计 1 3
,

000 余尾
。

` 户

~
卜

~
成习叭` 一 l目 ` JJ 日 , 卜入」 侧 , , 仁, 之“ . . 了六 褪全 正

欠 1 0 0 %公式箕半
,

物雏穿 兑盈及万 桑 曰 秘 .门用 正
。
朴八

。
招叫 士裕情况使用

此外
, 1 9 7 5 年繁殖时期

,

还在调查船上作了水文气象条件的连续观测
。

形 态 特 征

大银鱼体细长
,

前部略呈圆筒形
,

后部侧扁
。

吻部尖细
,

头部平扁
,

下领长子上领
。

上

领骨有齿一列
,左右口盖骨地位各有齿二列

,

上领骨伸过眼窝的边缘
,

下领骨及舌面也各

有齿二列
,

上领前端没有肉垂
,锄骨处齿较大

。

活体腹面及两侧各有数行小黑点
。

雌雄有明显的副性征
。

在雄性上方的身体两侧各有一列鳞片
,

前部鳍条增粗 , 中后部鳍条略呈彼曲
。
阳雌任

/ l、怜仪月 达钾仕二
。

二二
一

。 、 / ;

二
,
, ,

5
.

8一 6
.

7 倍
,

为头长的 4
.

1一 4
.

6 倍 ,头长为吻长的 2
.

卜
2

.

9 倍
,

为眼径的 7
,

卜
8

.

6 倍

尾柄长为尾柄高的 2
.

2一2
.

5 倍
。

雌鱼体长为体高 6
.

3一 6
.

8 倍
,

为头长的 3
,

8一 4
,

l 倍

rrr I fff:犷声
...

) }) ){{{丽介介
醒醒醒雾雾魏魏撇撇

10 奄米

图 1 大银鱼 (刘仁华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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头长为吻长的 2
,

5一 2
.

6 倍
,

为眼径的 7
.

7一 10
.

9 倍 ,尾柄长为尾柄高 1
.

9一 2
.

1倍
。

背鳍

具 n 15一 17 根鳍条
。

臀鳍具 nI 灯一 32 根鳍条
,

雄性起点在背鳍末端鳍条之下
,

雌鱼起点

稍离背鳍终点
。

胸鳍 24 一 2 7
,

有肌肉基
。

腹鳍条 7
,

起点距鳃孔较距裕鳍起点近
。

脂鳍与

臀鳍基相对
。

尾鳍分叉
。

体腔内有长形的缥
,

只有一室
,

并有缥管通于食道
。

脊椎骨 6 7一

7 0 ( 图 1 )

繁 殖

生殖群体的组成
:

测定了繁殖期间采到的 1 00 尾性腺发育至 V 期的雌鱼和 1 16 尾性

成熟的雄鱼
。

雌鱼体长范围为 9
.

c一 21
.

。 厘米
,

平均 14
.

3 厘米 ; 体重范围为 9
·

。一 2 1
·

。

厘米
,

平均 14
.

3厘米
,

体重范围为 2
.

6一 3 5
.

0 克
,

平均 6
.

9 克
。

雄鱼体长范围为 9
.

0一

17
.

5 厘米
,

平均 12
.

1厘米 ;体重范围为 3
.

1一 20
.

5 克
,

平均 7
.

3 克
。

性腺发育情况
:
大银鱼雌鱼卵巢不成对地排列在体腔中

,

左侧卵巢在前
,

右侧卵巢在

后
,

位于消化道的两侧
,

中间由缥隔开
。

雄鱼精巢很小
,

单个
,

位于后部消化道的右侧
。

性

腺发育至 10 月份尚处于 I 期
,

线状
,

肉眼分不出雌雄 , 11 月份发育至 11一皿 期 , 12 月份发

育至 nI 一攻 期
,

下旬有少数个体开始产卵
。

方炳文川 认为银鱼的副性征出现得很早
。

他在全长 3 厘米的大银鱼的幼鱼中
,

就可

以从祥鳍的式样辨别出性别来
。

陈宁生「叼 的观察结果则与方炳文的看法很不符合
,

l医认

为
“

寡齿短吻银鱼是太湖里的银鱼中最短小的一种
。

若按其它三种的发育情形
,

则寡齿短

吻银鱼有极大可能在 3 厘米时
,

已有副性征出现
。

由于在陈宁生的标本中缺乏寡齿短吻

银鱼的幼鱼标本
,

他仅推断
: “

因此方先生可能是把一种类似于寡齿短吻银鱼的鱼误认为

是大银鱼的幼鱼了
” 。

我们的观察结果也同方炳文的看法很不符合
。

大银鱼雌鱼没 有发

现副性征
,

而雄鱼副性征表现在臀鳍的波曲和臀鳍上方有一列鳞出现
。

这一副性征出现

较晚
,

是随着鱼体的生长而增生的
。

根据 1 9 7 5 年周年采集观察
,

在 10 月 11 日才开始出

现具有副性征的大银鱼
,

且数量甚少
,

11 月份出现副性征的个体逐渐增多
,

并且分化得越

来越明显
,

至 12 月和翌年 1 月性成熟时
,

臀鳍及其上一列鳞片增厚变软
,

有粘腻性
。

在全

部出现副性征的雄鱼中
,

最小的一尾体全长为 9
.

8厘米
,

最大的达 1 5
.

3 厘米
。

而且
,

我们

还从 1 9 7 5 年 3 月 汉 日采自江苏石臼湖的一批银鱼标本中检出 6 尾体 全长 为 3
.

1一 3
.

3

厘米的寡齿短吻银鱼
,

全都出现雄鱼的副性征
。

由此可以佐证陈宁生认为方炳文可能岁

把一种类似于寡齿短吻银鱼的鱼误认为是大银鱼的幼鱼了的推断
。

怀卵量
:

对于大银鱼的怀卵量
,

共计算过 3 1 尾性腺发育至 W 期雌鱼的卵粒
,

绝对怀

卵量最少的有 3
,

09 0 粒
,

最多的有 34
,

5 2 0 粒
,

平均为 n
,

43 7 粒 ; 相对怀卵量 (粒 /每克体

重 》最少的有 52 8 粒
,

最多的有 珍赳 粒
,

平均为 8 8 6
。

还计算了这 25 尾雌鱼的成熟系数
,

最少是 2 0
.

0 ,

最多是 53
.

3 ,

平均为 38
.

。。

由此可见
,

大银鱼 的繁殖力是相当高的
。

成熟卵子的卵径为 0
.

% 一 1
.

01 毫米
。

生殖时期和地点
: 1 9 7 4 年 12 月 8 日起于渔船上进行观察

,

至 1 2 月 舫 日出现大银

鱼 的V 期雌鱼
,

表明 12 月下旬开始产卵 ,延续时间较长
,

直至翌年 3 月下旬还采到过少量

大银鱼的V 期雌鱼
。

但盛期短暂
,

从调查船在产卵场 (成子洼 ) 逐 日连续采集 ( 1 9 75 年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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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肠筋的朋礼
每剑创特舞A 洛尼盆苍律

佑沁
5

马 写O
,

. 肠 2 0 2 曰 a o

观余日期

图 2 洪泽湖大银鱼的生殖情况

种太湖所产的银鱼中也没有看到这种现象
。

鱼亲鱼
,

没有在这些鱼的口腔中发现鱼卵
。

月 4一 31 日 )的结果可以看出
,

网获

中大银鱼 的 V 期雌 鱼 高峰 在 1 月

S一 9 日出现
,

只 4 天
,

次高峰在 1

月 2 6 日
,

只 1 天 (图 2 )

方炳文的报导〔 ’ 二中提到 11。 , 奋

脚协姗 尹物尹哪 h姗 R ge
“ n 的卵可能

是在 口腔 中孵 化
,

因为曾在 4 5 条

( 早 2 6
.

舍19 ) 此种鱼的口腔内发现

有卵
。

他本人又 曾在一条大银鱼的

口腔内也发现了卵
。

陈宁生 〔们的标

本里缺少正在产卵时期的大 银鱼
,

因此他无从佐证
。

但他在其余的三

我们解剖了大量捕于洪泽湖产卵现场的大银

关于繁殖
,

在洪泽湖
、

太湖和高邮湖等出产大银鱼的湖区渔民中还广为流传着
“

大银

鱼是在寒冬湖面起冰絮时于冰上擦破肚皮撒子的
”

或
“

大银鱼是冬天在湖底沙上擦破肚皮

撤子
尹

的
”

这样一些看法
。

当然
,

大银鱼是在冬季产卵
,

而且产卵后不久亲鱼也是会死去的
。

但是
,

其中对产卵行为的看法则显然是错误的
。

我们曾在洪泽湖产卵场水层中多次采到

性腺处于 V 期的大银鱼雌鱼和雄鱼
,

并且还作了多次人工授精都获成功
。

此时
,

水层中雄

鱼总是多于雌鱼
。

这表明雄鱼对雌鱼有追逐行为
,

产卵排精活动是在水的中
、

上层进行

的
。

而且对产卵场有一定的要求
,

它们集中在有零星沉水植物分布 的湖 湾 内产 卵
。

如

1 97 5年 i 月 1 3 日 1 2 : 3 0一 1尔 3 5 于成子洼 ( 湖湾 ) 拖网获大银鱼 2 1 尾
,

其币v 期雌鱼 8

尾
,

占 3 8
.

0 9络 , 同 日 15 : 的一 16
: 4 0 于开敞水面黄洼至二河拖网

,

只获大银鱼 8 尾
,

且 V

期雌鱼为零
。

又同年 1 月 26 日 13 : 45 一 14 : 45 于成子洼拖网获大银鱼 邓 尾
,

其中 V 期雌

鱼 14 尾
,

占 53 : 84 %
,

同日 16 : 00 一 1 7 : 00 于高渡敞水面拖网
,

只获大银鱼 16 尾
,

且又未

见V 期雌鱼
。

卵沉性
。

陈宁生
「, 〕
认为大银鱼成熟卵粒表面无粘丝 〔 . 二

。

W
a
ik y a 和 饭k o h ,幼 氏则认

为大银鱼卵膜表面有相当大的部分被清晰的

细丝所包缠
,

这些细丝从卵膜孔对面一极发

出
,

并且一分再分而镶得密密麻麻
,

使得这

相当大的范围内几乎没有空间存在 , 未被细

丝包缠处也为同心排列的丝段所环绕 , 许多

大小不一的 丝 段散 布在这部分 卵 膜 的外

表 11[ 〕 。

我们的观察同 W砍 i y。 和 协 k油碱
氏的意见相符合 (图 3 )

。

至于受精以后的情

况
,

尚未见报导
。

据我们观察采自产卵现场

及人工授精的大银鱼受精卵看出
,

受精以后
,

卵膜上包缠着的细丝从卵膜孔对面一极游离

图 3 大 银鱼 的 卵

人
.

卵 膜孔极的外卵膜的一部分 R
卜

相对于卵
-

. . -

一 一 。 -

一
,

二 _ . ,

3 ,
, ,

~ 一
, _

膜孔极的外卵膜的一部分
。 、
苦.L (依 W a

-

~
J 目

~
“
~

’ 了
” ~

” . 洲 尸 产 ` 。
7

k i y a 和物 k a b a s i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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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来
,

而位于卵膜孔这一极的签部仍连在卵上
,

从而分散成一环细丝 ( 图 8 )
。

沉落于湖底

后
,

既可保持良好的氧气惫件
,

又可缘冲风浪的搅动
。

这样
,

受精卵在长达一个月左右的

胚胎发育期中
,

可以保持肴良好的发育条件
。

我们曾在洪泽湖大银鱼产卯场水域底部两次捞取湖底的浮泥
,

从其中找到较多的大

银鱼受精卵
。

经镜检
,
发育状况全都良好

。

首次在 1 0 7 5 年 1月 始 日
,

共检出 18 6 粒
,

其

中姗胞分裂期 4 粒
、

我胚期 宕粒
、

原肠期 5 2 粒
、

胚体形成期 122 粒
;
第二次在 3 天以后

,

共

检出 辞杏粒
,

其中细胞分裂期 e 粒
、

囊胚期 30 粒
、

原肠期 40 粒
、

胚体形成期 2 4 8 粒
。

可见

丫期雌鱼教

撰剖雌鱼数
9 〕 1

_ 一月分水位过程线

一 相应日出现的脚张组

产那盛期日鱿曰曰卜扫川曰,I以
!

…
8O初

水位招6O印

4O的

20100

非但二欢都采到各个胚胎发育旗的受精卵
,

且数

量都以胚体形成期占多数
,

还可以佐证列于图 2

的关于大银鱼产卵时期的观测结果
。

性比` 大银鱼生殖群体雄多于雌
,

繁殖时期

采到的 2
,
2 0 7 尾亲鱼中

,

雌龟 9 5 4 尾
,

雄鱼 1 ,
2 2 3

尾
,

雌雄性比为 1 : 1
.

2
。

紧殖期间的水文气象条件 : 产卵场内湖底以

沙质泥据多
,

’

湖底浅平
,

水草稀少
。

湖水深度为

1
,

e o一 2
.

0 0 米
。

透明度为 0
.

4 5一0
.

60 米
。

水 色

一般小于 5 铂钻度
。

从洪泽湖 (蒋坝站 ) 多年水位资料 ( 1 9 6 6一

1 97 5 年假定基面 ) 分析可知
.
洪泽湖的水量 以雨

·

水为主要补给来源
,

因冬季降水稀少
,

所以 1 月

份水位变化甚微
。

如 1 9 7 5 年 1 月大银鱼 繁殖 期

间的湖水位变化不 及 30 厘 米
,

而 l 月 6 日至 1

月 1 2 日的水位正是在月过程线上稍有上 升的 阶

段 (变幅为 1 2
.

81 一 12
.

88 米 )
,

适值大银鱼的产

卵盛期 ; l 月 2 6 日水位 由 x 2
.

7 o 米 ( l 月 2 1 日 )

微 升至 12
.

73 米
,

为大银鱼产卵 之 次盛期 ( 图 4)
。

奚
图 4 197 5 年洪泽湖大银鱼产卵

盛期相应的水位变化情况

现运用大银鱼产卵盛期— 寒冬季节的湖面实测水温资料作详细的分析
:

晴天午后

表层水斌 C ) 空气温度出现最高值
,

狄时水体大

乞
.

0

4
·

”
!之丁界二蒸

二
,

… …
, .

12 仍 2O
, `

小时

生9 76 年洪泽湖大银鱼产卵盛期表层
水温随时间的变化

七
86

:O
图32

—
1

.

8 ( 80
.

8绍
- - - ,

一 1
.

6 ( 6 6侣

-
·

一 1
.

9( 印男 )
-

一1
.

了(祀男 )
· ·

一 1
.

26 ( 6 3
.

8落 )

量吸收热量
,

使水温逐渐升高
。

冬季
,

水温最高值出现在 14 : 0D 以

后
。

簿们 观测到 1 4 : 0 0一2 0 , 0 0 水

温近于同一值时网获中性腺处于 V

期的雌鱼最多
,

以 1 月 6一 9 日和 1

月 2 6 日最为明显 ( 图 5
,

括号内为 v

期早鱼百分率 )
。

这是因为产 卵 盛

日每天午后湖水面被薄雾笼翠
,

r

且

又无风搅动
,

使水体与上层空气间

热量不能充分交换而引起的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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冰温 (
,

C )
6 J

日最高表层水温过程线

产卵盛期日

借用木墩的水温资料

入
咬

、

;
·

’
、

、 `

了

6 1 0 1 5 沁 幼 3O 一月分 ( 日期 )

图 6 19 7 5 年洪泽湖大银鱼产卵前的增温情况

从湖水逐 日最高水温分析
,

生殖时

期的水温为 2
.

4一 4
.

3
0

0
。

在产卵盛期前

必先出现一个水温增温
,

紧接稍有下降
,

继又逐渐上升 的
.

过程
。

如 1 月 6一 9 日

为大银鱼产卵盛期
,

而 5 日最高水温达

4沼℃
,

接着在 5
、

6 日稍降
,

8 日又上

升到 4
.

3
.

0
,

接着在 5
、

6 日稍降
, 8 日

又上升到 4
.

犷 0
,

该日生殖活动最盛 , l

月 2 6 日的逐 日最高水温也有类似情 况

出现
。

由此可见
,

这种水温变化的条件
,

是促使大银鱼性腺由 W 期向 V 期过渡

的主要外界因素 ( 图 6 )
。

再从气象实测资料分析
, 1 月 6一 8

日产卵盛期湖区处于冷锋前暖区的增温期
。

天气温和
,

全日气温高子 宁C
,

三天内最低气

温 0
.

1吧
,

最高气温 6
.

扩 0 ( 图 7 ) ; 风速微弱 O一2 级
,

风向由 6 日的北偏东逐渐转为西南

至西北风刃 日
、
B 日整 日有轻雾

,

使大气逆辐射增强
,

温度变幅减小
。

显然
,

寒冬季节中有

雾
、

风速微弱
、

晴而暖和的天气
,

也是促使大银鱼成熟产卵的主要外界因素之一
。

气渴 (℃ )

蕊月 6日

, 2 , . 2 0 之 4 4 . , 2 , 6 a 0 2 4 砰 俘
, e 2 0 之 4 (哟

7日 g日

图 7 成子洼 19 76 年 1月 6 日至 8 日气温过程线

胚胎发育
:

我们根据人工授精材料
,

观察了胚胎发育过程
。

卵受 精 以后
,

当 水 温

5
.

3℃时原生质即向卵黄的一端移动 〔图版 I
,

1 )
。

受精后 10 小时 肚 分
,

当水温 4
.

1
0

0 时

胚盘隆起 ( 图版 I
,

2)
。

受精后 16 小时 05
.

分
,

当水温 4
.

4吧时开始第一次分割 ( 图版 I
, 3 )

。

受精后 16 小时 33 分
,

当水温 4
.

7
O

C时进入 4 细胞期 (图版 I
,
4 )

。

受精后 18 小时 02 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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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成子洼1 9 7 弓年1 月 G一 8日气温值(
“

c)

二…二
-

业
.

{二1 二 !二…二 i止…二」二
一

}
一

二 {立
一

一 !一一 …—
`

!— …— 匕一
一

…— 阵一…一
一
卜竺卜竺瞬二

一翌
一

卜一兰二
一

牡一兰生… ~兰生…二二全 {』二兰卜
一生兰卜生生}二卫…一仓兰

一

{
一止竺一…尘里一

,

兰兰土兰
二( ,

{
一

生导止斗竺牛竺旱黑止导里平华{
一

婴
二

立里

二生 }止竺 …- {全- }里
一

}
一三竺口生

~

卜
一

竺一 {一竺- 卜竺- …一竺一 }
止

止1-
卜

~

竺-

一
竺巨全 , …-二生 {卫竺 匕竺

~

}
一一

里生书竺巴卜
一

全生 l一竺阵竺月
一竺…

J

二卫二

兰里
一

…一生三…些卫阵竺
一

…些卫 !一生里
一

{一竺
一

}一生兰
一
}
一土兰一…-生生 }止工…全里

-

_更: 2
_

_

I “
·

1 } “
·

石 } “
·

5 }一全乡
_ _ _

{
_ ”

4

0 ! 4
·

1 } ”
·

6 } ”
·

1 ! ”
·

1 1 ’
·

8 } 1
·

4

当水温 5
.

1,C 时进入 8细胞期 (图版 I
,

5 )
。

受精后 53 小时 10 分
,

当水温 璞
.

6℃时进入高

囊胚期 (图版 I
, 6 )

。

受精后 7 5 小时 2 3 分
,

当水温 6
,

ZoC 时进入低囊胚期 ( 图版 I
,

7)
。

受

精后 韶 小时 10 分
,

当水温 5
,

。oo 时细胞逐渐下包
,

进入原肠初期 ( 图版 I
,

8 》
。

受精后 97

小时 2 2 分
,

当水温 5
.

I
O

C时进入原肠中期
_

(图版 扛
,

9 )
。

受精后 1 2 0 小时 似 分
,

当水温

8
.

ga C时进入原肠晚期 ( 图版 兀
,

10 )
。

受精后 14 4 小时 23 分
,

当水温 8
.

扩 C 时发育至胚体

形成 (图版 n
,

1 1 )
。

受精后 16 3 小时 12 分
,

当水温 7
,

2
0

C时眼泡出现 ( 图版 11
, 1 2 )

。

受精

后 3 51 小时 2 2 分
,

当水温 8
.

1
’

C时进入肌肉效应期 (图版 n
,

13 )
。

受精后 59 2 小时 2 2 分
,

当水温 7
.

9℃时
,

视网膜色素增浓 (图版 兀
,

14 )
。

受精后 6 2 7 小时
`

24 分
,

当水温 5
.

2℃时
,

尾部脱离卵黄囊
,

心脏每分钟博动 6 0 次左右
,

肌 肉剧烈收缩 ( 图版 互
,

15 )
。

受精后 63 9 小

时 0 5 分
,

当水温 4
.

so C时仔鱼开始从卵膜中孵出
。

仔鱼孵出的时间是不一致的
。

大多数

仔鱼是在受在受精后 7 1 2 小时左右孵出
,

最后一批是在受精后 l ,

03 乳小时左右孵出
。

刚

孵出的仔鱼体全长 5
.

1一 5
.

8 毫米
,

可数肌节 66 一 6 8 节
,

鳍尚未出现
,

仅在背部
、

腹部和尾

部围有皮肤鳍褶 (图版 n
,

16 )一

食 性

1 9 7 5 年 1月份解剖体长 89 一 1 71 毫米的标本 130 尾
,

4 月 8 日至 5 月 15 日解剖体长

7一 7 7 毫米的标本 4 57 尾
,

消化道内食物经过鉴定种类和统计了出现频率 (表 1
、

2 )
。

表 2 4 87 尾大银鱼的食物种类出现频率

枝 角 类

象鼻清 l 滋

下刃万遭告兰
下
点一

万丫…
银丁鱼

…
其它

竺竺蹲竺
~

竺
一

…
-

,

翌…竺
一 -

军生…一…一一三一卜攀{半牛…才兰 {巡生…一二一
1

·

4 3
1 4

,

5 1 } 。
·

0 2 { 1 3
·

14 1
·

37
·

18 } 0
·

4 1

各各类食物出现的频率率 1肠肠 1 6 777 666 777 韶韶 部部 以以 1 8 111 222

占占解闽总尾数的男男 盯
甲

仑999 84
,

扮扮 1
.

2 333 1
.

4 333 4
,

5 111 6
.

0 222 1 3
甲

14 111
1

37
.

1888 0
。

4 111

说说 明明 其 它 为 钩 虫F



5卷洲 水 产 字 报
一

5卷

表 3铭O 尾大银鱼的食物种类出现频率
--- -

-
- - -

一
_

种 炎炎 太湖短短 大银鱼鱼
’

湖跻跻 中 型型 黄顺鱼鱼 吻虾虎虎 白 虾虾 不能辩辩

项项 目
`-

- - -

- -

一一
吻银鱼鱼鱼鱼 下针鱼鱼鱼鱼鱼 认种类类

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残体体

各各类食物出现的频率率 拐拐 888 333666 555 1112 7773 777

占占解剖总尾数的瘩瘩 3 4
,

6 111 1
,

5 333 6
`

场场 4
甲

6 111 3
甲

8444 1)
.

7 888 2 0
.

7888 22
.

加加

大银鱼一生食性有变化
:
从幼鱼开始摄食到一定体长时所吃的食物都是枝角类和 挠

足类
。

当长到 4 5 毫米体长时有的个体食性即开始转变
。

我们特地选取 了 2 53 尾 45 一70

毫米的标本解剖观察
,

发现在这一体长范围内有的个体 已经开始吞食小鱼
,

有的个体仍吃

枝角类和挠足类
,

也有兼吃枝角类
、

挠足类和小鱼的
。

70 毫米以上的个体就主要以小型

鱼类和虾为食了
。

大银鱼还同种残食
,

自相残食的情况在大银鱼食性转变阶段尤其严重
。

如 5 月份解

剖的 1 69 尾吞食小鱼的大银鱼标本中
,

发现有 5 1 尾 ( 占 3 0
:
1% )吞食其同种的个体

。

大银鱼口 内有齿
,

吞食大都是从被吞食者的头端开始
,

这样一入其 日就无法逃脱
。

大

银鱼个体不大
,

属小型鱼类
,

可是从其食性来说应属凶猛鱼类
。

泅游
、

生长与寿命

据记载
,

有些银鱼是洞游的〔钩
。

而我们根据连续采集结果看出
,

大银鱼冬季产卵经

过一个多月孵出后
,

直到次年生殖季节中
,

各阶段的个体都可以在洪泽湖中采到
。

因此
,

大银鱼由于逐渐适应于淡水的环境
。

可能就在洪泽淤定居了
,

成为纯是淡水产而不是湖

海之间经常徊游的鱼类
。

尤其是五十年代以后
,

由于三河
、

二河和高洞等一慕列闸坝的建

成
,

阻断了洪泽湖鱼类进行洞游的通道
,

大银鱼纯是淡水产的可能性就更大了
。

四年来
,

通过对抽样测定近万尾标本的结果看出
,

大银鱼生长迅速
,

孵化后经过 4一 5

个月的生长即成为可供上市 (全长 4一 7厘米 ) 的捕捞对象
。

尤其是进入 5 月
,

5月 以后
,

平均休重 (克 )
.日, 6年

0
.

5 0

0 4 0

9 7 5年

, 日 7 7 年

O
,

3 0 . 白7 4年

O
甲

2 0

0
.

10

5 10 1 5 20
1 五月份

图 8 洪泽湖大银鱼生长情况

生长尤为迅速
。

例如
,
1 9了4一 1 9 7 7年的

5 月 5 日至 20 日仅半个月期间
,

其体重

分别有近一倍至二倍多的 增 长 (图 9 )
。

这是由于大银鱼的幼鱼摄食生长期同水

体中枝角类
、

挠足类春末夏初繁殖高峰

相一致
,

饵料基础丰裕所致
。

而洪泽湖

原规定每年 5 月 5 日为开捕银鱼期
,

显

然是安排不当的
,

损伤了大量幼苗资源
。

关于大银鱼的寿命
,

我们曾作了探

讨
: 1 9 7 5 年 1 月下旬

,

我们将舷拖网放

深到产卵场底部
,

曾三次拖捕到产卵后

死去的亲鱼
,

其中 1 月 2 6 日共 了尾 (6

舌
、

1早 )
、

2 9 日共 3 尾 ( 3 古)
、

3 0日共 s 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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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名
、

4早 ) ; 同年 6月
,

在银鱼汛期捕获的大量银鱼内亦未见到大银鱼的成鱼
。

由此可 以

判断
,

洪泽湖大银鱼的寿命只一年
,

产卵后不久死亡
。

这点与陈宁生和陈佩薰等的意见相

符合 〔洛
’

叼 。

资 源 增 殖

大银鱼属小型经济鱼类
,

生活周期短
,

产量容易受到捕捞和 自然因素的影响
,

导致较

大幅度的波动
。

若捕捞不当
,

会使其后备资源受到损害并得不到良好的生长
、

水文气象条

件则关系到银鱼生命活动 中的生殖
、

生长
、

鱼卵孵化和幼鱼成活等主要环节
,

都对大银鱼

的增殖有很大的影响 〔切
。

当前
,

某些不利于银鱼增殖的自然因素尚难于克服
,

故采取积极的增殖措施
,

进行合

理捕捞
,

以加强银鱼资源的繁殖保护则显得尤为重要
。

根据大银鱼群体生殖和生长规律可以看出
,

大银鱼具有生殖周期短
、

繁殖力强和生长

较快等特点
,

洪泽湖有其充分的食饵基础
,

有较大的增殖潜力
。

1 9 7 4 年以来
,

我们根据大

银鱼生长情况
,

逐年作出汛前渔情测报
。

在洪泽县水产主管部门大力支持与配合下
,

将原

定 5 月 6 日开捕分别推迟十天或半个月左右
,

收到明显增产效果川
。

初步认为
,

在制定适

宜开捕期的基础上
,

若将大银鱼的主要产卵场— 成子洼
、

漂河洼和黄洼等湖湾划为禁渔

区
,

于 12 月下旬至 3 月底公殖时期实行禁捕
,

以确保产卵亲鱼的繁殖
,

大量增加其补充群

体
,

则可以预期获得更大幅度的增产
.

小 结

1
.

大银鱼分布很广
,

普见于东海
、

黄海和渤海沿海
,

以及江淮中下游河道和湖泊等水

域
,

是湖泊中重要的经济鱼类之一
。

2
.

洪泽湖大银鱼于 12 月下旬开始产卵
,

延续至翌年 3 月下旬 ;冬季冷锋前暖区的增

温期为其产卵盛期
。

卵沉性
。

集中在有零星沉水植物分布的湖湾中产卵
。

胚胎发育期较

长
,

在水温 4
.

1 。

一 8
.

9
”

C时
,

大多数仔鱼是在受精后 7 12 个小时左右孵出
。

3
.

洪泽湖大银鱼一生食性有变化
,
从幼鱼开始摄食到一定体长时所吃的食 物都是

枝角类和挠足类
,

7 0毫米以上的个体就以小型鱼类和虾为食了
.

4
.

洪泽湖大银鱼生长迅速
,

产卵后经过 4一 5个月的成长即成为可供出 口的捕捞对

象
。

其寿命只一年
,

产卵后不久死亡
。

5
.

洪泽湖大银鱼具有生殖周期短
、

繁殖力强和生长较快等特点
,

洪泽湖有其充分的

食饵基础
,

有较大的增殖潜力
。

初步认为
,

结合渔情测报
,

确定合理禁捕期 ,划定产卵场为

禁捕区
,

以加强大银鱼的繁殖保护
,

是增殖大银鱼的关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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