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厦门杏林湾鳍鱼年龄和生长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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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 要

厦门杏林湾鳍鱼鳞片年轮可作为年龄鉴定依据
。

鳞片边缘增长率
。
的周年变化

,

表 明 鳞

片年轮每年形成一次
,

新年轮主要在 10 一11 月间出现
。

已计算出细鱼体长与鳞长
、

体长与体重

的关系式
。

3 龄鱼以前属于幼鱼生长阶段
,

体长和体重的相对增长率较大
,

生长指标较高 ; 3 龄

鱼以后则进入成鱼生长阶段
。

其生长适合于 v on B时at la 武 f y 全长方程
,

体重生长曲线的拐

点位于 2 龄至 2
.

5 龄之间
,

其生长速度和加速度曲线能反映生长过程的变化特征
,

合理捕捞的

生物学指标应以生长转折点较为适当
,

限制捕捞 1 龄和 2 龄的港养鳍鱼是提高单位面积产量

的关键之一
。

前 言

鳍鱼邸之̀娜不。 夕ha ha L五顶 ae us )广泛分布于太平洋
、

印度洋
、

大西洋
、

地中海
、

黑海等

温带
、

热带和亚热带近海
。

我国沿海 以
,

东海和南海产量较多
。

珊鱼适应于海水
、

咸淡水以

及淡水中生活
,

不仅适盐性广
,

而且具有食物链低
、

生长迅速
、

抗病力强
、

肉味鲜美
、

含脂量

高等优点
,

已成为海港养殖的优良对象
。

关于鳍鱼年龄和生长的研究
,

以往文献已有报导
,

脚
一
川 但有关港养鳍鱼年龄和生长

方面的研究报告却很少〔 . “ 。

为了更快地发展海港养殖事业
,

提高鳍鱼单位面积产量
,

我姐

对厦门杏林湾鳍鱼年龄和生长进行了研究
,

探讨港养鳍鱼年龄鉴定和生长特性
,

以供人工

增养殖鳍鱼的参考
。

本文是厦门沿海地区绷鱼生物学研究的一部分
。

参加采集和生物学测定的还有 肖金

华
、

何大仁
、

刘正琼等同志
。

在工作中得到厦门市水产养殖场的支持
,

使工作开展顺利
。

初

稿承费鸿年教授审阅指正
,

特此致谢
。

材 料 和 方 法

1 9 6 1 年 9 月至 1 9 6 2 年 10 月在厦门杏林湾内按月连续采集
,

从鳍鱼 流 刺 网 渔 获物

.

现在厦门水产学院海洋渔业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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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取得体长 3 00一 56 4毫米的雌鱼 17 6尾
,

进行了生物学测定
。

鳞片采自左右胸鳍末端

的下方
,

每侧各取 5一 6 个
,

以鳞片上的年轮

作为鉴定年龄的依据
。

鳞长 凡和各年轮的轮

距 凡
,

凡
,

…凡 则用投影放大机所放大的映

象进行测量
。

鳞长是从鳞片中心测量至鳞片

前区的右兔 , 轮距是从鳞片中心测量至该年

轮前区的右角 (图 1)
。

为了验证鳍鱼的第一 个年 轮
,

19 6 1 年

10 一 1 2月又从厦门中山公园湖渠中采捕到一

批当年放养的鳍鱼
,

进行了生物学测定
,

以其

鳞片作为第一个年轮鉴定的辅助材料
。

图 1 鳍鱼鳞片的测量方位

丑一鳞长 ; 风一第 玛年轮的轮距
。

结 果

(一 ) 年轮和副轮的特征

蜡鱼的鳞片系属于大形的弱栉鳞
,

整个鳞片可分为前区
、

后区和两个侧区
。

鳞片前区

和两个侧区的环纹呈同心圆的排列
,

鳞片后区的环纹则变形为许多不规则的颗粒状突起
。

在鳞片前区还有 5一 10 条的辐射沟 (见图版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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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 长 (电米)

图 2 维鱼的体长分布曲线

实线表示渔获体长分布 ;虚线表示各年龄组的体长分布
。

I
、
卫

、
皿

、
Iy

、

V 和 皿 表示 I
、

l
、
皿

、

IY
、

V 和 刃 龄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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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同一生长年带之中
,

环纹的排列走向相互平行
。

两个生长年带相邻的环纹呈切割

状
,

因而形成年轮
。

在鳞片侧区和后区交界处
,

环纹切割明显
,

鳞片前区有的也会出现切

割
。

由于环纹发育不良
,

在年轮处的环纹有时断裂而凌乱 (见图版 )
。

副轮是非周期性发生的
,

其轮圈不完整
,

仅在鳞片的侧区或前区局部出现
,

而高龄鱼

较为常见
。

同一尾鳍鱼并非每个鳞片都有副轮
。

因此
,

副轮与年轮易于鉴别
。

维鱼的幼轮位于鳞片的中心区
,

离鳞片中心约 4一 4
.

5毫米
,

幼轮以内的环纹排列紧

密
,

在幼轮处的环纹一般不呈切割状
。

体长分布法可作为核对年龄鉴定之用
。

先求出鳍鱼渔获体长分布
,

然后根据年龄鉴

定的结果
,

将每个年龄组的休长分布曲线与之对比
,

渔获体长分布的几个主要高峰与各年

龄组的体长分布基本上相符
,

证实上述的轮纹标志能够表示年轮 (图 2 )
.

(二 ) 年轮形成的时期

应用鳞片边缘增长率 a =
R 一 R

。

’

R
。
: 凡

_ : 计算式
,

即根据鳞片边缘增长的幅度 ( R 一凡 )与

鳞片最后两个年轮之间的距离 (凡 一凡
一 、

)的比值变化
,

作为确定年轮形成时期的指标
。

当

鳍鱼新年轮刚形成时
, “ 值极小

,

接近于 0 ,当 a 值逐渐增大
,

鳞片边缘增长的幅度接近最

后两个年轮之间的距离时
,

则表明新年轮即将出现
。

从鳞片边缘增长率 “ 的周年变化来

看
,

厦门杏林湾鳍鱼的鳞片年轮每年形成一次
,

出现新年轮的时期主要是 10一 n 月
,

但也

有一些鳍鱼形成新年轮是在 9 月或 12 月 (图 3 )
。

在一周年中鳞片边缘增长的速度并不一

致
,

自 12 月至翌年 5 月
,

鳞片边缘增长率 “ 值比较稳定
,

也就是说冬
、

春季络鱼鳞片的增长

处于缓慢状态
。

从 6 月到 n 月
, 。 值逐渐显著增加

,

表明夏
、

秋季是鳍鱼鳞片快速增长的

时期
。

鳞片增长的周年变化
,

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杏林湾鳍鱼的季节生长
,

即夏
、

秋季生

长迅速
,

冬
、

春季生长较缓慢
。

冬季水温

明显下降
,

摄食强度显著减小
,

因而鳍鱼

的生长也最缓慢
。

从潭门中山公园湖渠中当年放养的

鳅鱼生物学资料来看
,

1 9 6 1 年 10 月鳍

鱼 25 尾平均体长 325
,

0 毫米
,

平均体重

(指纯体重 ) 63 4
.

5 克
,

其中已形成第一

个年轮的有 2 尾 ; 11 月鳍鱼 13 尾
,

平均

体长 324
·

5 毫水
,

其中 6 尾 已形成第一

个年轮 ,至 12 月鳍鱼第一个年轮都已出

现
。

由此可见
,

厦门中山公园湖渠中当

年放养的绪鱼
,

其第~ 个年轮的形成时

期也是 10 一 11 月
。

根据鳍鱼性腺组织学

研究闺以及闽南沿海晰鱼鱼苗的出现时

期为 1一 2月间
,

证实姻鱼的产卵期为 n

一12 月
,

与年轮形成的时期相接近
,

因

电é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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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汾右2年

图 3 鳍鱼各年龄组鳞片边缘增长串的周年变化



1触 水 产 学 报 5卷

此
,

第一个年轮形成周期约为一周年
,

其他各个年轮也是每年形成一次
。

(兰 ) 生 长 特 性

1
.

渔获的年龄组成

厦 门杏 林 湾 1 9 6 1一1 9 6 2 年鳍 鱼渔 获的 年龄组成
:

I 龄组 占 2 3
.

9终
,

n 龄组 占

2 3
.

3%
,

111 龄组占 1 9
.

8终
,

I又龄组占 1 3
.

2环
,

V 龄组 占 1 5
。

6形
,

而 又I 龄组只占 4
.

2多
。

当时鳍鱼流刺网主要捕捞 I 龄组和 n 龄组 (即 l 龄鱼和 2 龄鱼 )
,

其次是 工 龄组 ( 3 龄鱼 )
。

各年龄组的平均体长和平均体重 (纯体重 )
:

I 龄组平均体长 327
.

1 毫米
,

平均体重

56 6
.

3 克 , n 龄组平均体长 402
.

2毫米
,

平均体重 1 0台0
.

5克 , 111 龄组平均体长 484
,

3 毫米
,

平均体重 1 9 3 4
.

9 克 , IV 龄组平均体长 5 3 7
.

6毫米
,

平均体重 2 7 8 4
,

6 克 , V 龄组平均体长

57 7
.

6 毫米
,

平均体重 3 2 4 0
.

5 克 , 致 龄组平均体长 6 16
.

7 毫米
,

平均体重 409 1
.

8 克
。

均炸玛玲玛1415玲n10,

ǎ拱翻)琳蕊

3加 ` oo 石00 6 00 ,的
体长 (毫米〕

图 4 鳍鱼体长与鳞长相关曲线

2
.

体长 与鳞长的相关

研究体长与鳞长的相关关系
,

目的是要

逆算各龄鱼的体长
。

根据杏林湾鳍鱼各体长

组 (组距 20 毫米 ) 的平均体长及其相应的平

均鳞长作图 ( 图 4)
,

从图中看出体长与鳞长

存在着直线性关系
,

可用直线回归方程 夕二

a 二 + 乙来表示
。

经计算求得其体长与鳞长的关

系式为
:

R = 0
.

0 3 1 L 一 0
.

8 3 5 9

式中的 L 为体长 (毫米 )
,

R 为鳞长 (毫米 )
。

从

直接观察所得的各年轮的平均轮距
,

求得各

年轮的平均体长
,

也就是各龄鱼的逆算体长
。

逆算结果表明
,

厦门杏林湾络鱼 1 龄鱼 (即 1

周岁 ) 的平均体长 石
:

为 3 2 3
.

6 毫米
,

2 龄 鱼

( 2 周岁 ) 的 L ,
为 4 25

.

7 毫米
,

3 龄鱼 ( 3 周岁 )的 L
:

为 4 9 7
.

4 毫米
,

4 龄 鱼 ( 4 周 岁 )的

L
。

为 5 4 4
.

6 毫米
,

5 龄鱼 ( 5 周岁 )的 L 。
为 5 8 1

,

6 毫米
。

3
.

体长与体孟的相 关

厦门杏林湾助鱼的体长与体重 (纯体重 )的 回归 曲线属于幕函数类型
,

符合指数增长

形式
,

可用 W =
汕

奋
来表示

。

根据各体长组 (组距 20 毫米 ) 的平均体长及其相应的平均

体重配合回归曲线
,

求得厦门杏林湾鳗鱼的体长与体重的关系式为
:

W = 6
.

4 9 2 x l 0
一 `

L
,

·
7 7叨

式中的石为体长 (毫米 )
,

W为体重 (指纯体重
,

以克为单位 )
。

图 5 中的各点反映了偏离幕

函数曲线的程度
。

假设鱼类为均匀生长
,

在生长过程中鱼体比重不变
,

`

则参数 石= 3
。

厦

门杏林湾绷鱼的体长与体重的关系近似于 可 = a刀 的假定条件
,

基本上可看成均匀生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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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叫鄂赫片叫剑劝骂州
.

枷

声权)川琴

茄犷一滚万一
~

5面 启的 , 0 0

体粉 (毫米 )

图 5 鳍鱼体长与体重相关曲线

其回归关系是显著的
。

将各龄鱼的平均体长 (逆算体长 )代入体长与体重的关系式
,

求得厦

门杏林湾鳍鱼 l 龄鱼 (1 周岁 ) 的平均体重 矶 为 6 05 克
,

2 龄鱼 ( 2 周岁 ) 的 巩 为 1 2 1 3

克
,

3 龄鱼 ( 3 周岁 )的 夙 为 1 9日7克
,

4 龄鱼 ( 4 周岁 ) 的叭 为 2 5 6 8 克
,

5 龄鱼 ( 5 周岁 )

的 W
:

为 3 0 8 4 克
。

4
.

相时增长率和生长指标

根据性腺组织学研究
,

厦门杏林湾内鳍鱼的性成熟年龄是 3 龄 〔协习。

鳍鱼性成熟前后

个体的增长情况有很明显的变化
,

性成熟以前增长快
,

性成熟 以后增长慢
。

以 口L / L 表示

体长的相对增长情况 , 以 刁W/ 评 表示体重的相对增长情况
。

如 1 龄鱼至 2 龄鱼 (即 l 周

岁至 玄周岁 )期间
:

维鱼体长的相对增长率 =
石

: 一 L
,

L
:

x 1 0 0 = 2 8
.

4 7绍

~
_

, ,

_
. , ,

_ _
, , 、 二 , `

_ 讯
一 W

.

姗扭体夏的和盯增长华 =
一喃

产

一
x VI u =

r 厂 上

1 0 0
,

4 9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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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鱼的生长指标 = 」染录豁
、 L

: 一 。。
·

。。

式中的 L
:

和 L ,
分别为 l 龄鱼和 2 龄鱼的平均体长 (即逆算体长 )

,

矶 和 巩 分别为 1 龄

鱼和 2 龄鱼的平均体重 (指纯体重 )
。

计算结果列表如下
:

表 1 杏林湾华鱼的阶段生长

年年 龄龄 体长 (毫米 ))) 体长的相对增长率率 生长指标标 体重 (克 ))) 体重的相对对
(((((((男 ))))))) 增长率 (男 )))

11111 3 2 B
.

666

之
’ 8

’

` 777 印
,

湘湘 6听听 >
100

.

4 。。

22222 4 16
。

777

扩
` , ..0

吕吕 扭
`

7444 理 1 333

>
64

,

6 ““

33333 4匀7
.

444 户 ,
·

4 888 4 6
,

0 111 功9 777

>
2 5

.

6。。

44444 5 4 4
。

666

)
6

.

、、 3石
.

7 333 2阳 888

)
。 0

.

0999

55555 5 81
.

弓弓弓弓 8O以以以

从表 l 可以看出厦门杏林湾鳍鱼在 S 龄鱼 (3 周岁 ) 以前为幼鱼生长阶段
,

性腺尚未

发育成熟
,

生长旺盛
,

其体长和体重的相对增长率较大
,

生长指标较高 ,自 3 龄鱼以后进入

成鱼生长阶段
,

虽然杏林湾内的环境条件不利于鳍鱼产卵
,

其性腺只发育到第 理 期就吸

收退化
,

但是在其成鱼生长阶段中
,

所消耗的大部分饵料
,

不再用于生长
,

而是用于性腺发

育和脂肪积累上
,

因此
,

其成鱼生长阶段的体长和体重的相对增长率较小
,

生长指标也较

低
。

5
.

一般生长型

鱼类的一般生长型可用线图或方程表达
。 v on eB rt al an f行 在假定有机体的体 重与

体长的立方成比例的条件下
,

导出体重和体长的生长方程为
,

Wt
= W舀( 1 一 e 一 双` 一君.

) ) ` ( 1 )

L
: = 石 _ ( 1 一 召一七(公一 f . ) ) ( 2 )

式 (1 )为体重生长方程 ,式 (2 )为体长生长方程
。

式中的 夙 和 L 。
分别表示年龄 ` 时的平

均体重 (理论体重 )和平均体长 (理论体长 ) , 下犷即 表示随年龄增加而趋向的渐近体重 , 石二

_ _ _ . _ , _ 。 . -

一
_

…
_

一W二
_

…
` 一 _

二 _ 。 , 。一 _ .. 一
. -

一

捌ō娜姗姗瀚

萝

1 0 】l 落留 蕊, 毯

卿ù600多
.

图 6 鳅鱼的体重生长曲线

表示随年龄增加而趋向的渐近体长 , 矛

为生长曲线的曲率 , 宕。 为理论上体重 和

体长等于零时的年龄
。

厦门杏林湾绪鱼的生长适合于 v on

氏
r at l a

可 fy 生长方程
。

从直线回归方

程
:

碑汽
二

形仁( 1 一 “ 一七
) +

科
a/ 。 一为 ,

求

得 W
加 = 4 5 6 4 克

,

希= 0
.

3 1 8 ; 又从直线

回归方程
:

In ( W岔
名 一矿妻

`书
) = ( In w 岔

协 +

风 ) 一 希̀
,

求得`。 = 一 1
.

1 7 1年
。

根据式 ( l )

求得各龄鱼的理论体 重矶
,

从 图 6 中

可以看出
,

细鱼的体重生长曲线为一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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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对称的 S 形曲线
,

随着年龄的增大
,

生长由慢到快再转向慢
。

这条曲线的拐点位于 `二

2
.

韶 4 年
,

那
: = 1 4 4 1 克

。

磷汗不飞
二 0

·

29 6
,

其拐点相当于 。
·

2 96 干凡 处
,

即出现在 2 龄至

2
.

5 龄之间
,

也就是说
,

当缎鱼即将发育
转变为成鱼时

,

其生长发生急剧变化
,

与 }
600700500

·

400300眺

吧卜

上述的阶段生长的转折点相接近
。

根据体长与体重的关系式
,

从渐近

体重环
尹加 二 4 8 6 4 克换算为渐近体长 L 二 =

68 5
.

1 毫米
,

依式 ( 2) 求得各龄鱼的理论

体长 L , ,

从图 7 中可以看出
,

鳍鱼的体

长生长曲线为一条不具拐点的有渐近值

的曲线
,

这条曲线开始上升快而后转为

缓慢
。

石j o 1 2 a 4 5 6 7 8 合 1 0 1 1 1 2 1 3 1 4

图 7 鳍鱼的体长生长曲线

厦门杏林湾蟠鱼体长和体重的理论值和逆算值颇为近似 (表 2 )
,

说明鳍鱼满足均匀

生长的假定
,

其一般生长型可 以用 v 叭 B仑r
alt

a n f勿 生长方程描绘
。

表 2 杏林湾细鱼体长和体重的理论值和逆算值

气气

呱聚聚
1 龄 鱼鱼 2 龄 鱼鱼 8 龄 鱼鱼 4 龄 鱼鱼 6 龄 鱼鱼

理理论体长 (毫米 ))) 3 41
.

555 4 3 5
.

222 印 3
.

222 石觉
.

888 6 8 8
,

888

逆逆算体长 (毫米))) 习2 a
.

666 4 1 5
.

777 魂习7
`

444 又4
.

666 石8 1
.

666

理理论体重 (克))) 肋 222 1 24 666 19 2 777 筋筋筋 加8888

逆逆算体重 (克〕〕 6 0 555 」卫工333 工g马777 2邱 888 忽)然然

6
.

生长速度和加速度

体重生长曲线 (矶
= f( 幻 曲线 )和体长生长曲线 ( L

。 = f( 匀 曲线 ) 都是积分 曲线
,

它只

反映生长过程的总和
。

为了研究生长过程的变化特征
,

可用生长速度曲线 (一次微分 )和

生长加速度曲线 (二次微分 )表示
。

将式 ( 1) 对 ` 求导数
,

得
:

哪 F / d t = 3了W
“ ( l 一 。一川 ,一 , o , )枪

一 E ` t一 t , )
( 3 )

式中的 司甲 /击 为其体重对年龄 ` 的变化率
,

即体重的生长速度
。

再将式 (3 )对 公求导数
,

得
:

d哪 /康
, = 3户W

加 ` 一万 “ 一 ` ,
) ( 1 一 。 一

瓜 ` 一 ` , ,
) ( 3

e 一 K“ 一 亡. , 一 1 ) ( 4 )

式中的 少脚南
.

为其体重的生长速度对年鹅 ` 的变化率
,

即体重的生长加速度
。

同样求得其体长的生长速度为
:

dL /砚 二尤石
_ 。一川 t一 .)t (5 )

式 ( 3 )和 ( 4) 分别表示其体重的生长速度和生长加速度对年龄 右的函数关系 ,式 ( 5) 则表示

其体长的生长速度对年龄 ` 的函数关系
。

计算结果
,

列表如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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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杏林湾鳍鱼的生长速度和加速度对年龄 t 的函数关系

年年 龄 七七 0
.

111 111 222 2
.

幼幼 333 444 石石 888 888 1000 1 222 1 444

ddd牙 /击击 43 2
.

333

{溯
·

222 6 8 2
.

999 6习7
.

333 6 64
`

666 5 83
。

333 4 81
。

666
`

朋 2
`

222 2 2 4
.

888 1 2 5
.

666 6 8
.

444 63
.

555

口口书冲 / d七::: 82 8
`

222 { 1肠
4

。。 23
。

222 000 一 6 8
一

石石 一匀6
。

777
一 工0 3

.

111 一 9 3
.

999 一 6 3
.

111 一 3 7
.

555
一 2 0

.

999 一 1 1
.

444

JJJ L / d七七 1 4 5
.

444」1阳
·

333 97
.

666 花
,

666 6 7
.

888 4 2
.

工工 加
.

666 2 2
。

333 1 1
.

888 6
。

333 8
,

333 1
,

777

400300娜咖1501OD的

翻心一
ù、知.节砂心、,P

卫
币 O

700500300600400200100

图 8 鳍鱼的体重生长速度曲线 图 9 峭鱼的体重生长加速度曲线

从图 8 和图 9 可以看出
,

鳍鱼的年龄 t < 2
.

韶 时
,

其体重生长速度曲线上升
,

而体重

生长加速度曲线却下降
,

均位于 公轴上方 拟
,不F /南

,

为正值 )
,

表明 2
.

28 龄以前
,

是鳍鱼

体重生长速度的递增阶段
,

但其递增的速度却逐渐下降 (少牙 /击
,
值递减 )

。

当年龄 ` 二 2
.

28

时
,

其体重生长速度曲线达极大点
,

体重生长加速度曲线与 云轴相交 (沪W /扩
= 0 )

,

表明

此时绷鱼体重生长速度达到最大值
,

而其递增阶段却告结束
,

这是鳍鱼生长过程的主要转

折
。

当年龄 `> 2
.

28 时
,

其体重生长速度曲线下降
,

而体重生长加速度曲线殉在 七轴下方

(d
,

W /康
,

为负值 )
,

表明 2
.

邹 龄 以后
,

是鳍鱼体重生长速度的递减阶段
。

从年龄 ` = 5 开

始
,

其体重生长加速度曲线逐渐上升
,

其生长速度的递减速度却下降 ( d
Z
J犷/ dt

,

的绝对值递

减 )
。

这就是厦门杏林湾绷鱼生长过程的变化特征
。

讨 论

鳍鱼
、

梭细 (卫叼订功
一标功 和棱鳍 (万叼郑 c“ 俞琳忿郊 , ) 均属于鳍科鱼类

。

梭绷耐寒力

较鳍鱼强
,

为我 国北方沿海主要港养对象
,

雄鱼 2 龄鱼性成熟
,

雌鱼 3 龄鱼性成熟
,

3 龄鱼

的梭鳍平均体长为 355
.

7 毫米匕̀ 〕。

分布于我国东南沿海的梭鳍
,

其 1 龄鱼即达性成 熟
, 1

龄鱼的平均体长为 19 8
.

5 毫米
。 「幻厦门杏林湾 3 龄的鳍鱼

,

其性腺才发育到第 几 期
,

平

均体长高达 4盯
.

4 毫米
,

比梭鳍或棱鳍性成熟体长较大
。

由于鳍鱼广泛分布在温带
、

热带

和亚热带近海
,

具有适盐性广
、

食物链低
、

生长快
、

个体大等优点
,

因此全世界养殖鳍科鱼

类中以细鱼养殖最为普遍脚
一

:l]
。

生长是种群属性的反映
。

各种鱼类具有不同的生长特点和规律
。

同一种类的不同种

群
,

其生长型也有新差异
。

即使同一种群
,

因种群密度
、

饵料生物等因子的变动都会影响



2 期 张共永
、

李福振
、

杜金瑞 : 厦门杏林湾细鱼年龄和生长的研究

着种群的生长
〔 , 】

川
。

鱼类的生长是有机体同化作用和异化作用的结果
,

表现为鱼类体长

和体重随着年龄的增加而递增的过程
,

这个过程的特征可以用 vo n eB rt al a只 f f少生 长方

程 中的参数 W
. 、

L . 、

了和 耘来表示
。

从小黄鱼
、

黄肚金线鱼
、

金线鱼
、

马六甲绊鲤
、

始鱼

以及鳍鱼的生长参数值
,

可以比较出这些鱼类生长特征的差异 (表 4 )
。

砰
加
值的差异情况

是
:

鳍鱼 > 始鱼 > 金线鱼 > 小黄鱼和黄肚金线鱼 > 马六甲徘鲤
。

L 一
值与 W

一
值的差异情

况相近似
,

其差异情况是
:
鳍鱼 > 始鱼 > 金线鱼 > 小黄鱼 > 马六 甲

.

维鲤 > 黄肚金线鱼 J F
目

值 (相应的 L 一
值 ) 以鳍鱼为最大

,

种间的差异情况与各种鱼类的性成熟特点有联系
。

马六

甲排鲤 1 龄鱼就性成熟产卵 ;黄肚金线鱼和金线鱼 1 龄鱼大量成熟产卵 ,小黄鱼 2 龄鱼开

始性成熟
,

3 龄鱼完全达到性成熟 ;蛤鱼 l
、

2 龄鱼开始性成熟
,

3
、

4龄鱼大量性成熟 〔i ” ,犷 , , 几

而厦门杏林湾鳍鱼 3 龄鱼的性腺只发育到第 IV 期
,

成鱼的个体也较大
。

表 4 几种鱼类生长参数的比较

种 类 不犷翻 (克 ) 工 . (毫米 ) ` }
二 `。 (年 ,,

邱阳肠468炸00010
11

一ùóù一肠414241邱器小黄鱼
〔又〕

黄肚金线鱼 .t]

金线鱼 “ 〕

马六甲绊鲤即

始鱼
, , 0 ]

鱼线鱼

O
.

O
.

O
。

O
。

咫 5

4 86 4
娜 }

“
·

6 8石 1 0
-

厦门杏林湾 19 6 1至 1 9 6 2 年鳍鱼渔获的年龄组成中
,

I 龄组和 n 龄组占优势
,

其次是

111 龄组
。

自 1 9 7。 年杏林海堤加宽
,

出海渠道完全封闭
,

杳林湾已无法天然纳苗
。

发展港

养蝴鱼
,

只靠采捕天然种苗也不能满足要求
,

必须迅速解决人工培育苗种问题
。

为了提高

港养鳍鱼单位面积产量
,

合理捕捞的生物学指标应以生长过程的主要转折点较为适当
,

看

来杏林湾鳍鱼流刺网要扩大网目
,

限制捕捞年龄未达 2
,

5 周岁
、

体长不到 45 D 毫米
,

而体

重又小于 15 0 0 克的鳍鱼幼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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