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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海外海绿鳍马面纯摄食习性的研究

秦 忆 芹

(国家水产总局东海水产研究所 )

提 要

1
,

东海外海的绿鳍马面纯是一种主食浮游甲壳类
,

兼食软体动物和珊瑚的杂食性鱼类
。

2
.

1一 6 月绿鳍马面纯摄食强度有两次高峰
,

分别出现在 2一 3 月和 5 月
。
在月摄食强度最低

,

这可能和产卵习性有关
。

产卵前和产卵后均大量摄食
,

而在产卵盛期则少食或不食
。

3
.

绿

鳍马面鱿的摄食强度以南部鱼群为最高
,

中部鱼群次之
,

北部鱼群最低
。

饵料种类组成也不一

样
,

北部鱼群主要是摄食浮游甲壳类
,

而南部和中部鱼群除摄食浮游甲壳类外还摄食不少珊

瑚
、

角贝和扁卷螺
。

往
.

绿鳍场面纯一昼夜内
,

主要在下午到上半夜摄食
,

而在下半夜到上午

则较少摄食和暂停摄食
,

明显地有昼夜垂直移动现象
,

产生此现象
,

不仅仅是由于追食饵料生

物所引起
,

主要与其本身生活习性有关
.

前
甲

里犷
「刁

绿鳍马面纯为外海暖温性近底层鱼类
,

广泛分布在我国 (渤海
、

黄海和东海 )
、

朝鲜和

日本 (九州
、

北海道 ) 「们 ,

也是我国新开发的一种底层鱼类
,

目前已成为我国海洋捕捞的主

要经济鱼类之一
,

产量仅次于带鱼牲 一 孙
。

对于绿鳍马面纯摄食习性方面的研究
,

国内外尚

未见到专门报导
。

为了进一步提供绿鳍马面纯的生长
、

分布
、

徊游
、

种间关系及资源数量

等方面研究的参考
,

作者对该鱼摄食习性进行了初步研究
。

由于水平有限
,

研究结果和看

法不妥之处
,

请批评指正
。

材 料 和 方 法

本文所研究的绿鳍马面纯
,

均系 1 9 7 4年一 19 拓 年上半年外海资源调查底拖网所 捕

获
,

共计 5 5 2 尾
,

其中 1 9? 4 年 l 月至 6 月为 4 6 5 尾 ; 1 9 75 年 1 月至 6月为 2 8 7 尾 ; 1 97 6年

3 月为 10 0 尾
。

捕捞地点
、

日期
、

尾数及体长分布范围见表 1
。

( 1 ) 东海外海绿鳍马面纯资源的初步调查 ( i盯分
,
1 2一 1 0 7 3

,

5 三1 9 7 4
,
1一6 )

.

份 ) 东海区鱼类资源调查办公室
,
1 0 7 6

。
1 9 7 6一 76 年东海外海底鱼资源季节性调查总结

,

(3 ) 郑元甲等
,

19 7 8年
。

东海外海的底鱼资源概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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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各渔场马面姚不同时期体长分布范围和饱满系数汤

日日 期期 渔 场场 渔 区区 休长范围 (m m )))尾
’

数数 饱满系数知知 月平均饱饱

满满满满满满满满系数海海

7774犷 1
.

加加 中部部 20 / 116
,

一555 1 72一2 2石石 1 777
.

久5
。

888
lll

111
,

蕊蕊 南部部 222 lll/ 1肠一2肠肠 2 555 2 7
。

888 2 3
,

333

222
.

1 111 中部部 20 1牙/ 5
~

一222 18 5一2沁沁 1 666 1 5 9
.

了了 7 4
`

111

222
.

1 222 中部部 即 12 / 7
~

一2 0 1 1 / 999 1 8 0一 2防防 韶韶 2 6
.

11111

222
。

1333 南部部 韶3佰一777 1 7 0一 2 1000 那那 肪
.

33333

333
.

222 南部部 韶2佑一 333 1 60 一25(]]] 2 333 打
.

888 以
`

999

333
.

333 中部部 2 1 6 1 / 7一888 18 0一邹555 2 444 4 2
.

888
,,

333
.

888 南部部 韶3 4/ 一 777 1 7 1一2哈哈 肠肠 邵
.

66666

333
,

1 888 南部部 器1 / s se sss 1肠一2 5 000 2 222 1 1 3
`

88888

333
甲

加加 南部部 2 2 9 / 5 51 旧旧 1 7任一 2 2 555 2 555 4 4
,

33333

333
,

肠肠 中部部 2 0 1 2佑一444 1 6 0 一2 2斤斤 2 555 7 6
.

11111

444
.

777 南部部 2石O 222/ 1 7 0一2 3 000 2 444 1 6
.

999 3 4
.

333

444
,

888 南部部 触0, / 牙 ee筋 0/ 222 1 3 0一 2 2 666 肠肠 2 7
.

石石石

444 888 南部部 筋 O 222/ 1 7 5一韶 555 跳跳 6 9
.

99999

444
.

2仑仑 南部部 蛤 2 /2一
,

333 18 0-- 一2 4555 筋筋 涎
.

66666

444
.

3 000 南部部 2 3 3 / 1一召触 888/ 1邻一2盛555 2 222 的
.

00000

555
甲

2 000 中部部 2 1 6 / 555 1 6 0一2 土555 2 555 8 4
甲

222 84
.

222

666
,

444 北部部 1 8 0 4/ 一又7田666 2 00 一2 4 555 肛肛 2 6
,

222 邓
`

777

666
.

1 222 北部部 1 8 9 / 7一 1的 / 666 1 9 0一 2筋筋 器器 3 4
.

88888

666
.

3 000 北部部 工8 1 / 666 1 7 6
`

一
2 3 222 2 444 2 5

.

99999

777 5
,

1
.

路路 北部部 1 8 16 / 333 1饱一2 2 000 筋筋 1韵
.

999 8 1
.

999

111
。

2444 北部部 1 5汲 / 999 王8 0 一2 3石石 2555 8 0
.

55555

111
,

2 555 北部部 l 犯4 / 999 又8 0 ~ 即 000 2生生 3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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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666

22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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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

222

44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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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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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0 中部部 2 0 1 /’444 2呢一仑招招 2 222
·

19
.

999 7 8
.

333

555
。

1000 中部部 2 1 5您一 555 1 7 0
一
2 2 999 2 555 1 7 2

.

66666

石石
.

1 111 中部部 2 1 5 /’555 1 8 2一2 2 444 2 333 8 1
.

55555

555
.

1 999 中部部 1 9 4 / 999 1 8 9
、
一 2 5 444 2 555 6 7

,

55555

555
.

1 999 中部部 2昭侣侣侣 2 555 6 1
.

66666

555
。

弱弱 中部部 1涎 / 2一
,

33333
’

2 111 44
.

66666

666
,

444 北部部 18 9 7 444/ 2你〕一 2妞妞 2 333 7 0
。

777 阳
`

777

7776
`

3
。

6一777 南部部 2 2 111
一

1 8 0一 2 4 000 1OOOO 2 6
.

333 2 6
甲

333

88888888888 5 2222222

总总 计计 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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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物的定量
、

定性分析方法` )1 :
是将经过生物学测定后的鱼体

,

剖取其肠胃 ()l
,

观察

摄食等级
,

取出肠胃含物
,

用吸水纸吸去附着水份
,

直接秤重
,

作为食物团的实际重量
。

然

后再将其肠胃含物移放在 4一 5% 福尔马林标本瓶中作定性鉴定
。

资料整理
.
按月

、

按不同渔场分别统计其饱满系数 〔2 ) ,

摄食强度
、

饵料种类及其出现

颇率
。

研 究 结 果

(一 ) 绿鳍马面纯饵料生物的组成及其出现频率

1
.

组成

甲壳类 C柑 Bt a馆 a n .

挽足类 口。卿脚己“

中华哲水蚤 口aI “ 姗 , ￡而出 ,

真刺水蚤 万。 h ae 协 印
·

隆剑水蚤属 伽仍“

胸刺水蚤属 口“ 止了印 ga es

平头水蚤属 C阴 d诚 .a

异尾宽水蚤 几仍
o r “ 成吕`洲 j a t口

丹氏宽水蚤 反口 el 瓦才几再二 `朋“

株虾类 角匆就而 ,
等足类 sI叩。 da

端足类 A饥夕h印。而
细足健将蛾 望脉耐 “ 。 夕`

翻 不̀脚.

麦杆虫 ` 叩。 z协 印
·

钩虾 G “ 。 。 口八窟 ea

济虾类 枷夕加 “ 丽哪
“

十足类 刀巴。。少。而

细鳌虾 L即 t。而 ` z a 口 r a面暮咨s

长尾类幼体 万配
r

娜朋 L ar v a

短尾类幼体 B r ac甸懈聊 L时任

介形类 0 .

加
c。
面

毛硕类 C h a e to护
a th a

箭虫 吕。夕衬亡“ 印 .P

腔肠动物 C o e el n t. 叹吐 a

珊瑚 C o
ar l“

〔劝 绿鳍马面纯因肠胃不易区分
,

故全部进行分析
.

( 2 ) 饱满系数〔知 ) =

月

矍馨黔
“ 1

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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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母 Md e
ua s

软体动物 月叮吞刀心耽口

掘足纲 冼
“ 夕枷夕。

面

角贝属 D魏t a 又坛” 。

腹足纲 呀。 St 劲夕沼“

蛟螺属 召州了 a 。。 “ a

中腹足 目 肠o g sa

晰
。脚而

玉螺属 N哪众沼
“

原始腹足 目 A代阮
召。 ga 对犷叩。血

马蹄螺属 , ” 杭 a邝 a 印
.

螺幼体 G a s七r叩摊 3

协
r v 3

肺螺亚纲 尸祝 l。叭。标

扁卷螺属 p 不朋。 : 玩。

双壳纲 B向琳耐 “

蛤幼体 C , 成`口, a L氏 r v a

蜡幼体 A
:
ac “ 。 L a r v a

牡妮幼体 仇, 、 。 L a r y 。

头足类 C 。尹瓦口乙叩。而

鱿鱼 o哪扔咐 。。云, e尸无e s

乌贼 es 杯“

鱼卵

硅藻 工衬。 t
~

s

圆筛藻 c o ; 。 、̀ o“ s 。。 s 印 p
.

2
.

出现频率

绿鳍马面纯饵料种类出现频率为
:
浮游植物占 。

.

5终 , 浮游动物占 6 5
.

。% ,底栖生物

占 2 9
.

6另 , 自泳生物占 1
.

1多 ;其他 3
.

8拓
。

绿鳍马面纯是一种近底层鱼类
,

游泳能力差
,

口裂小 ( 口宽是眼径的 1 / 2 左右 )
,

不能

捕食较大型的生物
,

一般只能摄食不大活动或活动能力较弱的浮游生物
。

从摄食种类出

现频率看
,

绿鳍马面纯饵料主要以浮游甲壳类 (挠足类
、

介形类
、

端足类三者占 5 1
.

6络 ) 为

主
,

其次是吞食软体动物和啄食珊瑚
。

据上分析
,

可以初步确定
:
东海外海绿鳍马面纯是一种主食浮游甲壳类

,

兼食软体动

物和珊瑚的杂食性鱼类
。

(二 ) 摄食强度和饵料组成的月变化

摄食强度月变化分析结果
,

1 9 7 4 年和 1 9 7 5 年两年基本吻合
,

在 1一 6 月份中出现 二

次高峰
,

第一次高峰出现在 2一 3 月份
,

第二次高峰在 5 月份
,

而两年最低摄食强度均在 4

月份
,

见附图
。

出现上述现象可以认为
:
一方面与摄食种类有关 (因 4 月份摄食种类以挠足类

、

介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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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
、

鱼卵为主
,

出现频率共占 62
.

4男
,

而

在 5 月份主要是摄食挠足类
、

扁卷螺
、

角

贝
、

螺的幼体
、

鱼卵等
,

出现频率共占

6 9
.

9男 )
,

由于扁卷螺
、

角贝
、

螺的幼体比

挠足类
、

介形类重得多
,

且难以消化
,

所

以摄食强度 5 月份就比 4 月份高 , 另一

方面
,

马面纯摄食强度高低和生殖习性

有密切关系〔 , , ,

在 4 月上旬
,

绿鳍马面纯

大部份尚未产卵
,

性腺是 V 期仅占 l 3/

左右
,

到 4 月下旬
,

性腺基本成熟
,

大部

份是 V厂V 。
期

,

个别已达 vI 期
。

同

时在胃含物 中也发现马面纯的卵
,

(占食

旧O

pO

仍60的,0劝ǎ误à侧攫裂

2 3 4 5 6

000
口翻.昌

月 份

物 12
,

7环 )
,

而且在 5 月份仍有发现
。

附图
.

1盯 4 年和 19 7。 年 1币月绿鳍马面纯

由此推论
: 4 月份是绿鳍马面纯的

·

各月饱满系数

产卵盛期
,
而产卵开始是在 4 月上旬

,

同时也可看出绿鳍马面纯在产卵前和产卵后是大量

摄食的
,

而在产卵盛期是少食或不食 (空胃率占 10
。。拓 )

。

2 月份摄食强度较高的现象
,

说明绿鳍马面纯在越冬期间还是摄食的
。

虽然冬季 水

温较低 ( 1 4一 1犷 c 之间 )
,

但外海渔场饵料浮游生物总生物量还相当高 〔们 ,从而为越冬鱼群

的摄食提供了有利条件
。

此外
,

从附图中可以看出
, 1 9 7 4 年和 1 9 75 年的 1 月份与 6 月份饱满系数差距较大

,

估计与调查范围有较大变动有关
。

(三 ) 不同渔场摄食强度和饵料组成的变化

东海外海资源调 查 的绿鳍 马 面 纯标 样分析 结果
:
南 部渔 场 的摄食强度最 高

( 1 0 0
.

3脸 )
,

中部渔场次之 ( 7 4
.

5肠 )
,

北部渔场最低 ( 5 6
.

3肠 ) { 1 )
,

见表 i
。

从饵料产物的组成及出现频率来看
,

南部渔场摄食种类比较复杂
,

出现二十余种
,

其

中以挠足类
、

端足类
、

介形类为主 (占 52
.

7% )
。

其次是珊瑚
、

鱼卵
、

蛤幼体
、

螺幼体等
。

北

部渔场摄食种类比南部渔场少
,

仅出现十二种
,

其中以挠足类
、

端足类
、

箭虫和长尾类幼体

为主 (占 7 6
,

2% )
。

中部渔场饵料组成与南部渔场基本相似
,

不作详述
。

上述资料不难看出绿鳍马面纯在南部渔场摄食强度比北部渔场摄食强度高的原因是

由于摄食种类的不同所致
,

后者主要摄食浮游甲壳类
,

而前者除摄食浮游甲壳类外
,

还觅

食不少珊瑚
、

角贝
、

扁卷螺
,

这些饵料不易消化
,

残留在胃含物中使食物团重量增加
,
故摄

食强度就显得大于后者
。

(幼 根据外海资源调查海区划分为
:
东海北部渔场 (加

。
N 一 32a N ) ;东海中部渔场〔胎

。
N 一OS

O

N )导东海南部渔

场 C游
“

N 以南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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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摄食强度和饵料组成的昼夜变化

取 19 4 7年 4月 7日一 8日于南部渔场捕获的标样 73尾
,

分析其昼夜摄食变 化
。

采

样时间分别为
:
下半夜到黎明 ( 02 : 30 一。6 “ 2 5 )

、

上午 ( 07 : 40 一 0 9 : 40 ) 和傍晚到上半夜

( 1 8 : 1 5一 2 1 : 0 0 )三个阶段
。

结果表明
:
一昼夜内摄食强度在傍晚到上半夜最大 (6 9

.

9险 )
,

下半夜到黎 明 次 之

( 2 7
.

6莎 )
,

上午最小 ( 1 6
、

9瓜 )
,

见表 2
。

表 2 绿鳍马面纯昼夜摄食强度和食物组成

里讲4 年 4 月 7 日至 8 日

海海区区 尾数数 摄食等级男男 饱满满

肠肠肠肠肠肠肠肠肠肠肠肠肠肠肠肠肠肠肠肠肠肠肠 系数数数数数数数数数数数数数数数数数数数数数数数数数数数数数数数数数数数数数数数数数数数数数数22222 444 000 III 卫卫 班班 l丫丫 黝黝 鱼卵卵 挠足足 端足足 等足足 介形形 箭虫虫 短尾尾 长尾尾蛤幼幼 d佑佑珊瑚瑚
22222 4444444 12

、

000 2 9
.

222

…
`

’

`̀̀

}
`

’

{{{
类类 类类 类类 类类 婆

一

444类幼幼 类幼幼 体体 子
...

艺3
甲

333

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
.

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 1 6
.

8888888 体体 体体 8
`

333 1 9
.

丈)))))

胜胜 0
.

/99999 8
.

000即
,

OOO 4 1
,

7777777 四
.

55555 3 3
`

333 4
.

888888888 7
.

333 5
.

999 1
.

6666666

222 50 / 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

舫舫0 / 22222 1 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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摄食等级 班
、

W 级仅在傍晚到上半夜出现
,

而空胃的出现率则在上午较多 ( 16
: .

7% )
。

以上情况表明
:
绿鳍马面纯主要是在下午到傍晚摄食

,

而夜里摄食较少
J
并经过一夜

的消化
,

以致上午出现了不少空胃
。

此外
,

昼夜间摄食种类组成也有差异
:
傍晚到夜里

,

其胃含物中出现种类有 亏种
,

主

要以浮游甲壳类的挠足类
、

等足类
、

介形类为主 (共占出现频率的 66
.

2终 )
。

而在下半夜

到黎明仅出
.

现 在种
,

其中以吞食鱼卵为主 (占出现频率的 41
.

6% )
,

在上午捕获的标样除

了主要吞食鱼卵外
,

胃含物中还出现不少珊瑚 (估计此珊瑚是绿鳍马面纯夜间在底层啄食

的 )
。

啄食珊瑚这一现象说明
:
绿鳍马面纯在下半夜到上午主要栖息在底层

,

而 上午 以

后
,

则游到上层来摄食
,

以浮游甲壳类为主食
。

吃饱后
,

又在傍晚到夜里游到下层
,

这种白

天上升
,

晚上下沉的昼夜垂直移动现象
,

与鱼探仪反映的鱼群昼夜变化颇为一致
,

同时与

机轮底拖网反映的夜里生产比白天好的现象也基本符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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