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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 要

本文从研究翘嘴红帕的生长
、

各个时期的食性和繁殖生物学出发
,

对于翘嘴红鳃在太湖渔

业资源中的地位及作用作了比较深入的探讨
。

作者认为
,

过去把翘嘴红如简单地当作有害于

太湖鱼类资源的凶猛鱼类而不加节制地加以捕杀
,

是造成目前太湖鱼类组成小型化和渔获物

经济价值下降的原因之一
。

因此提出了保护和增殖翘嘴红鲸的主张
,

并且具体地提出了 有关

翘嘴红如的起捕规格
、

禁渔期和禁渔区
、

限制有害渔具
、

实行人工放流和保护水域环境等一系

列建议
。

太湖翘嘴红蛤〔E : 梦h。, 脸酵 砚‘s赫efo
, 二钻 Bl eo ker )又名翘啧始

、

白条及太湖白鱼
,

是太湖中体型较大的经济鱼类
。

历史上的最高年产量曾经达到全太湖总年产量的2
.

46 环
,

而其经济价值还要比这个比例高得多
。

但因翘嘴红酌是以掠食小鱼为主的肉食性鱼类
,

所

以过去人们往往把它当作对太湖渔业资源有害的因素之一
,

而加强了对翘嘴红鲍的捕捞
。

近二十年来
,

由于太湖的捕捞强度不断扩大
,

加以多年来在资源管理上缺乏稳定明确

的方针和强有力的措施
,

致使太湖鱼类区系发生了巨大变化
,

小型的经济价值低的鱼类
,

如梅鱿已变为优势种群 (年产量占总产量的 60 % 左右 )
,

而大型的经济价值高的鱼类不仅

数量减少而且 日趋小型化
。

为此人们每年不得不投放数千万尾鱼种来求得资源状况的改

善
。

虽然这项措施进行多年
,

太湖的鱼类构成并未显示出转机
。

在这种情况下
,

迸一步弄清

楚翘嘴红灿对太湖渔业资源的危害究竟有多大 ? 它在提高整个太湖渔业资源的经济价值

上是否能够起一定作用和能够起多大作用 ? 人们在保护和增殖资源上应该如何对待翘嘴

红鲍和采取何种有效措施等等问题
,

就成了当前急待解决的研究课题
。

为此
,

我们从 1 9 8 0

年 10 月至 1 9 8 1 年 9 月对太湖翘嘴红始的生物学进行了调查
,

并对增殖间题作了探讨
。

材 料 与 方 法

1 9 8 。年 10 月至 1 9 8 1 年 9 月
,

每月在鼠头诸
、

漫山
、

石公
、

庙港和太湖公社的鱼簌中

本工作承陆桂教授指导
,

本文写成后又经审阅
、

特此致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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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鱼船上直接采样
。

共采得翘嘴红鲍鲜活鱼 5 57 尾
,

作为测定年龄
、

生长
、

食性和繁殖的

材料
。

幼鱼的可量性状和可数性状资料采用 1 9 6 4 年及 19 8 1 年人工孵化 鱼苗 的测 定 资

料
。

1
.

年龄 根据鳞片的年轮测定
。

鳞片取自背鳍下方
,

侧线上方
,

身体两侧部位
。

根据

鳞片环纹的疏密排列
,

以鳞片后侧区明显的切割现象作为年轮特征
。

2
.

食性 除在肠道中尚未消化
,

外形上能直接鉴别并测量长度被掠食的鱼外
,

其余则

根据残留在肠道中尚未消化的匙骨
、

上领骨
、

下领骨
、

主鳃盖骨
、

舌颗骨及咽骨和咽齿与事

先剥制好的太湖中各种常见鱼类的上述骨片对照加以鉴定
。

为了测知被吞食的梅鳞的大

小特采集了一批太湖梅鱿测量了体重
、

全
·

长及其上述各种骨片的长度
,

用 回归分析法求得

各种骨片和梅鱿全长关系的一次回归方程及全长和体长关系的幂函数回归方程
。

按这两

个方程分别绘成图 1 和图 2
。

这些方程是
:

�帜�侧堆

�未柳勺邓大印

全 长(毫米夕

图 1 梅跻的全 长和各种骨片长的关系

( a. 上领骨长和全长关系
; b 匙骨长和全长关系 ; 。

.

下领骨长

和全长关系 ; d
.

舌颖骨和全长关系 ; e
,

主鳃盖骨与全长关系 )

全长(厘米)

图 2 梅挤全长和体重的关系

A
.

梅跻各种骨片长度 (朴与鱼体全长 (石 )的回归方程
:

a
.

上领骨长与全长的回归方程为
:

L = 3
.

64 + 6
.

6 5乙
,

( 二 = 0
.

9 5)
。

b
.

匙骨长与全长的回归方程为
:
石 = 10

.

97 + 10
.

77 乙
,

( 犷 = 0
.

8 5 )

“
·

下领骨长与全长的回归方程为
: L = 1 1

,

4 沉 一 4
,

98
,

(犷 = 0
.

9 4)

d
.

舌额骨长与全长的回归方程为
:

L 二 15
.

51 卜 1 1
.

38
,

( 犷 = 0
.

9 4)
e

甲

主鳃盖骨长与全长的回归方程为
:

L = 16
.

41 不十 1 8
,

(犷 = 0
.

90 )

B
.

梅跻全长 ( L )与体重 (邵 ) 的幂函数回归方程
:

W 二 0
.

0 1 0 1L
,

·

“ 7 a o ,

( 护 = 0
.

9 2 )

按以上各方程
,

可 以根据翘嘴红鲍肠道中梅鲜残存骨片的长度
,

求得其所吞食的梅跻

全长及重量
。

用同样的方法
,

根据朱志荣 ( 1 9 7 6 ) tl] 测算的关系式也可测知被吞食青
、

草
、

链
、

绷的全长
。

食物的出现率
,

是指含有同种被吞食鱼类的肠管数在所有含有食物的肠管

总数中的百分 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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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

繁位 分析翘嘴红纳产卵群体的材料
,

是在生殖盛期
,

当翘嘴红鲍发情并密集成群

时
,

用抄网直接捞取的
。

研 究 结 果

1
.

翘嘴红拍的形态性状变化

对翘嘴红如雄鱼 5 3 尾
、

雌鱼 49 尾及鱼苗 14 尾的主要形态性状作了测定
、

比较
。

从表

1 和表 2 可以看出
,

翘嘴红鲍雌雄个体之间的性状差异不大
,

但鱼苗与成鱼之间在可量性

表 活 雌雄翘嘴红鲍主要形态性状比较

刃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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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
其中有 1洲妾年测定的资料

,

是由本所谷庆义Hlj 研究员提供
,

谨此志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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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翘嘴红拍成鱼与鱼苗主要性状比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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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 数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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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

0加5

标准差

0
,

3 3

1 改89

-
.

.

皇竺一⋯
一

里哩兰-

4
’

7 ”

}
。

.

劝
_ _

3
·

习0 9 6 { o
·

a4 艺,

才二 3牙
,

2 8 > 云0
.

0 。-

尸< o
,

00 1 差异显著

寸= 3
甲

98 7 1 > t。
,

0 0 1

尹< 0. 001 差异显著

共测显成鱼 1能 尾
、

鱼苗 1 4 尾
。

状有显著差异
,

随着个体的增长
,

头长与眼径的比例逐渐增大
,

而体长与头长及体长与体

高的比例逐渐减小
。

2
.

食性

(l) 摄食频度 翘嘴红鲍的年平均摄食频度为 81 拓
,

处于不摄食状态为 19 绍 (见表3 )
,

说明它是不分季节
,

持续摄食性很强的鱼类
。

在太湖最寒冷的季节 1 2
、

1
、

2 月份里
,

摄食

百分比仍分别为 1 00 拓
、

77
,

2另
、

92
.

3拓
。

即使生殖季节摄食率也不降低
,

6
、

7 两月分别达

到 7 1
.

4形及 10 。%
。

说明它并不因为性腺发育到 W 期
,

引起行动缓慢就降低摄食率 或

停止摄食
,

这可能也与太湖水生生物丰富及小型鱼类多有关
。

表 3 翘嘴红的摄食频度

加拍动韶

2

韵料87拍

5

21的妞

3

拐拐朋

2

路邱竹

年

月

检查数(尾)

其中摄食数厂尾2

百分比(终)

水温〔℃)

一l {
”
{

“
1声生{一二

J

3 1 1 6

合 计

2 7 9

2 2 6

8 ]

(2 ) 食物组 成 检查了体长 1 5
.

1一55 厘米
、

体重 39 一2 0 0 0 克的翘嘴红助幼鱼
、

成鱼共

13 4 尾
。

肠道中无食物者仅 21 尾
。

其中食物被消化成无法鉴别的糜状物者 为 3理尾
,

可

以鉴定的有 7 9 尾
,

其食物组成见表 4 。

肠管中的残存鱼骨片见图版的 A 至 J
。

由表 4 看

表 4 翘嘴红鲍的食物组成

名名 称称 梅梅 绪绪 似似 红红 银银 维维 缩缩 翘翘 蒙蒙 鳍鳍 无无 糜糜 虾虾 枝枝 挠挠 轮轮 水水 水水 翻翻 藻藻
鳞鳞鳞鳞鳞 鳞鳞 鳍鳍 鱼鱼鱼鱼 嘴嘴 古古 蚊蚊 法法 状状 类类 角角 足足 虫虫 生生 生生 梦口口 类类

舶舶舶舶舶舶舶舶舶舶 红红 红红红 鉴鉴 物物物 类类 类类类 植植 昆昆昆昆

户户户户户户户户户户白白 角白白白 定定定定定定定 物物 虫虫虫虫

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
鱼鱼鱼鱼鱼鱼鱼鱼鱼鱼鱼鱼鱼鱼鱼鱼鱼鱼鱼鱼鱼鱼鱼
骨骨骨骨骨骨骨骨骨骨骨骨骨骨骨骨骨骨骨骨骨骨骨

出出现次数数 3 999 999 777 珍珍 444 222 111 111 111 111 555 S444 111 公公 666 666 1555 444 444 222

出出现少仁仁 3 4
,

石111 7
甲

9 666 6
.

j999 4
甲

4 222 3
.

阳阳 1
.

7 666 0
。

8 888 0
.

韶韶 0
.

8习习0
。

8888 4
。

4222 3O
,

O888 0
.

8 888 7
.

9 666 4
。

4 222 5
.

加加扮
.

疥疥 3
,

石333 3
.

5333 1
。

7 666

CCC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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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
:

太湖翘嘴红鲍所掠食鱼类以梅鱿为主
,

其出现率达 34
.

5 1多
,

其次是鞋
、

似娇
、

红鳍鳃

等
。

翘嘴红纳的 口上位
,

喜在水体的中上层活动
,

对饵料选择性很强
,

专门吞食中上层

的梅鳞
、

似娇
、

蝶
、

红鳍帕
、

银鱼等小型鱼类
。

特别是太湖梅鳞的数量多
、

体侧扁而狭长
,

游

动缓慢
,

最适宜翘嘴红纳吞食
。

解剖检查中发现
,

体长 24
.

3 厘米的翘嘴红鲍可吞下 1 1
.

6

厘米及 9
.

6 厘米的梅鱿各 1 尾 , 体长 朽
.

8 厘米的翘嘴红鲸肠道中还残留着体形较完整全

长 2 0
.

5 厘米
、

重 23
.

95 克的梅鱿 1 尾及全长为 10
.

5 厘米
、

重 理
.

28 克和全长 8 厘米
、

重

2
.

21 克的梅纷各 1 尾
,

可见翘嘴红助掠食梅鱿的能力特别强
。

翘嘴红帕游速快
,
大多数

小型鱼类是在被追赶时被掠食的
。

所以
,

在检查肠管时总是发现被吞食鱼的尾部先被吞

入
。

翘嘴红助掠食对象在不 同季节有所不同
。

从 8 月至次年 1 月
,

湖中梅纷 已长大
,

翘嘴

红鳃的索饵活动也开始集中到大面积的敞水区
,

以掠食梅鱿为主要食物
。

此时在翘嘴红拍

肠管中梅鲜的出现率就显得高
,

如 81 年 1 月所检查的 70 尾翘嘴红帕肠管中
,

梅鳞出现率

为 48
.

5 7肠
,

而然鱼出现 8
.

5 9拓
,
似鳞仅占 1

.

45 %
。

在气候回暖水温升高的 4
、

5 月份
,

随

着近岸的似娇
、

暇等小型鱼类生殖期的到来
,

小型鱼类相对集中
,

翘嘴红鲍也就游向近岸

觅食
,

如 5 月份在 17 尾翘嘴红鳃的肠道中发现梅鱿出现率降到 17
.

46 形
,

为 l 月份的0
.

3 6

倍
,

纵
、

似娇出现率分别上升至 21
.

0 5% 和27
.

7 7%
,

为 1 月份的 2
.

45 倍及 19
.

1 5 倍
。

(3 ) 食性转换 将全长 。
.

6 厘米至 30 厘米以上不 同大小的翘嘴红鲍的肠道内含 物作

一比较
,

可以看出翘嘴红鲍的食性随着鱼体的增大而逐渐转变
。

由 (表 的可知
,

翘嘴红蛤

仔鱼全长增至 0
.

9 厘米时开始吞食藻类
。

体长 1
.

5 至 20
.

4 厘米时转向以枝角类和挠足类

等浮游动物为主要食性的幼鱼阶段
。

体长从 2 1
.

5 至 2 9
.

7 厘米左右
,

其 食性 又从 浮游

动物为主逐渐转为以小型鱼类为主的过渡阶段
,

体长 30 厘米以上则完全 以小型鱼 类为

食
。

表 5 不同体长翘嘴红如的食物组成

体鱼长度(厘米) 食 物 种 类

。
.

卜。
.

s( 全长)
0

.

9一0. 9成体长 )

1
。

6
~ ~ 1

.

9

J6
.

1一2 0
.

4

忍1
.

石一卫9
。

7

3 0以上

没有食物

藻类

枝角类
、

挠足类

枝角类
、

挠足类
、

水生昆虫
、

轮虫
、

水生植物

梅鳞
、

似斯
、

红鳍如
、

枝角类
、

挠足类
、

轮虫
、

水生植物

梅挤
、

似娇
、

红鳍触
、

崛
、

银鱼

擎擎产鳖兰翌兰
9

1
”

趁 1 」(玫子

856

貂渊81湘7838邹

3
.

年龄 与生长

(l) 体长生长率 取 1 9 8 1 年采集的 21 9 尾翘嘴红鲍 (雌 12 5 尾
、

雄 94 尾 )进行分析
。

由

于标本中雌鱼有 vI 龄组而雄鱼只有 n l 龄组
,

故按体长及鳞长关系式求得雌鱼 1一7 龄

及雄鱼 1一4 龄的各龄平均体长
,

计算求得各龄鱼每年的平均体长生长量和各龄鱼的平均

年生长率
。

年生长率的计算式为 犷 二 (瓦
一 众

_ :

)/ 凡
_ , ,

式中 L
。

和 几
_ ,

分别为当年及早

一年鱼的体长
。

按此计算的结果如表 6 所示
。

由表 6 可以看出
,

翘嘴红助的体长生长率存在逐年下降趋势
,

这同它的性发育有密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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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日 翘嘴红鲍的体长生长率

雄 { 雌

盯加81.10.昭拐
,八连H附矛平均体长(厘米 )

平均生长量〔厘米 )

平均休长生长率

2 0
.

6 7 3它
,

3 3

1 1
.

7 6

3 9
。

23

6
.

9
。

.

2 1 3星

娟
.

的
7

,

盯

加
·

’0
1
33

·

113
。

的

阳

6 1
.

9 0

1 0
,

1 0

0
.

阶 17 O
。

1 9 5 5 O
。

阶肚

4 2
.

8 9

9
。

2o
0

.

公 3

5 1
。

8 0

8
.

9 丈

0
.

2 07 0
,

均491 0
。

1 4 7 4 0
.

1 4 7 4

关系
。

在翘嘴红鲍第 1 次性成熟之前
,

体长的生长较快
,

在第 1 次性成熟之后
,

体长虽然

继续生长
,

但速度明显减慢
。

翘嘴红细生长最快的是 工和 且 龄
,

此时雄鱼和雌鱼的体长生

长率分别是 。
.

5 7 17 和0
.

6 7 2 1 。 111 龄的体长生长率仅为 11 龄体长生长率的 37 % 或40 %
。

翘嘴红鲍的体长生长
,

不仅生长率有逐年下降趋势
,

而且其体长的平均生长量也有递减趋

势
。

在体重生长方面
,

翘嘴红鲍的体重生长率也是递减的
,

但是体重的平均增长量却有递

增的趋势
。

(2 ) 体 重与体长关 系 取 1 9 80 年 10 月至 1 9 8 1 年 4 月采集的翘嘴红鲸 雌鱼 146 尾 及

雄鱼 89 尾
,

分别算出体重 (班) 与体长 (L ) 的幂函数关系及相关系数 (灼 如下式
,

雌 鱼
,

�帜�洲故

“1
犷亩飞厂亩碳洲旷节飞护亩谕

体长〔里米)

图 3 翘嘴红拍体长一体重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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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 二 o
.

o 8 7 9 L
名

·

e 8 6 . ,
(护 二 0

.

9 5 7 1 ) , 雄鱼
:

砰 二 0
,

0 0 7 1 7 7L
a

‘

” 7 , 1 ,

(犷 = 0
.

9 6 9 2 )
。

从图 5 看

出
:

体长与体重成正相关关系 ;随着鱼体长的增长
,

体重有累进的更快速度增长的趋势
。

鱼

体在体长 2 5一30 厘米后增重开始迅速加快
。

这同翘嘴红鲍在体长 30 厘米时的食性
,

由

以 浮游动物为主转变成以小型鱼类为主有关
。

(3 ) 种群组 成 1 9 8 0 年 10 月至 1 9 8 1 年 5 月捕获太湖翘嘴红鲍 3 59 尾
,

其年龄组成同

1 964 年的相比较 (见表 7 )
,

可 以看出群体组成 己趋向低龄化
。

表 了 翘嘴红帕种群组成

尾 数

百分比

显老性

测 验

亚阵阵巨巨⋯亚兰阵}竺1 目竺{二竺哗阵阵全竺上竺}里生兰」竺二{里竺到竺二}
-

里到翌巴

1119 6 444 1 9 8 111 工9 6 000 1 98 111 1 9 6落落 19 8 111

333 999 999 1」」 666 555 111

888
.

777 2
.

压压 2
.

丘丘 1
,

6 555 1
,

] 333 O
甲

2 555

邵 , = 3
,

飞2咫
< 刃20

.

5 3

差异不泛著

沙 二 0
.

3 9 4 4

< 邵2 0
_

5

差异不显著

招名 二 7
.

6 3 7 3

> 护 :+
:

护 二 7
.

16 3 9

> 公 Z o
J

差异非常显著 l差异非常益著

‘

一 1盆
.

以3 9 } ‘
2 = 1 :的2 4

乏
工活。

.

。,

} < 劣2 0
』

:

差异非常显著 l差异不显著

男 活 = 0 0 侈0 9

< 工艺。
‘

,

差异不显著

首先是 m 龄组 以上的高龄鱼的比例明显下降
。

如 19 64 年高龄鱼 占总 数 32
.

33 %
,

1 9 5 1年为 17 多
。

其次是 。至 n 龄组的低龄鱼 比例上升
。

由 1 9 6 4 年 6 7
.

52 %升至 1 9 8 1 年

的 8 3环
。

4
.

繁殖

(1 ) 性腺发育的周年 变化 翘嘴红帕的雌鱼在 30 厘米以上及雄鱼在 2 7 厘米以上的性

腺成熟度周年变化见图 4
。

雌鱼的月平均成熟系数从 4 月份开始上升
,
6 月份达到高 峰

。

截膝攫盛

雄鱼的周年变化与雌鱼大致相似
,

只是雌鱼在 7

月份高峰己过
,

而雄鱼的高峰在 7 月份再次出现
。

8 月份雌
、

雄鱼的成熟系数都明显下降
。

可见翘

嘴红始的性成熟期在 5 至 7 月
,

而 6
、

7 两个月为

生殖盛期
。

(2 ) 产卵期及产 卵习性 每年 5 月中
、

下旬后

翘嘴红鲍逐渐进入性成熟阶段
,

6 月中旬至 7 月

中旬 (即农历芒种后十天至小暑后十天期间 )为生

殖盛期
。

在生殖盛期内
,

阴雨转晴
,

水温明显上

升或有 3一4 级风时 ,在下风靠岸处或暴雨后河岸

水位急剧上升造成有流水的湖滩地带及河 口处都

有大批亲鱼聚集
。

产卵一般在傍晚或黎明前
,

但

图 4 翘嘴红帕性腺周年变化(主9 8 0一19 8幼

〔曲线旁数字为测定鱼的尾数 )

也随着季节的变化而推延
。

如端午节后在中午 1一 2 时产卵
,

夏至后推迟到下午 7一9 时
,

,J\暑后在下午 9一 n 时
。

每次发情产卵的持续时间为 2 小时左右
。

产卵时雄鱼紧紧追逐雌鱼
,

时而用尾击水
,

时而跃出水面
,

进入高潮时只见雌
、

雄鱼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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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中聚成一簇不停地作
“

旋转式
即

追逐游动
。

此时
,

雌鱼便排出卵粒
,

雄鱼随即排出精液授

精
。

(3) 副性征
、

最 小 成熟型
、

性成熟年龄 生殖盛期
,

性成熟雄鱼的副性征较明显
,

大多数

鱼在头部上下领
、

鳃盖骨及胸鳍上出现白色珠星
,

用手抚摸有粗糙的感觉
。

1 9 8 1 年的 6
、

7 月份捕获性成熟的亲鱼 中
,

雌鱼最小成熟个体的体长为 2 5 厘米
,

体重

16 0 克
,

成熟系数为 7
,

5拓 , 雌鱼体长为 22
.

5 厘米
、

体重只有 10 0 克
,

成熟系数为 3%
,

用

手轻抚其腹部有白色精液溢出
。

雌鱼体长在 3 5 厘米以上的 3 龄鱼和雄鱼体长在 27 厘米

以上的 2 龄鱼全部达到性成熟
。

(4 ) 产卵群体 1 9 8 1 年 6 月 17 日
、

7 月 9 日及 14 日三次分别在西五里湖翘嘴红鲍 的

产卵场上用网捕获产卵亲鱼 64 尾
。

在 18 尾雌鱼中
,

补充群体 n 尾占雌鱼总数 6 1
.

1 1绍
,

剩余群体占 38
.

89 环 ; 45 尾雄鱼中补充群体有 34 尾占 7 5
.

55 拓
,

剩余群体 24
.

4 5多
。

因而
,

在整个产卵群体中补充群体大于剩余群体
。

讨 论

1
.

翘嘴红拍在太湖渔业中的地位

翘嘴红纳是经济价值高的淡水鱼类
。

从它的食物组成
、

繁殖能力强和改变目前太湖鱼

类小型化趋势这三方面来看
,

我们认为在目前太湖渔业中应对翘嘴红鲍进行保护
。

(l) 食物组成 翘嘴红始成鱼是以梅跻
,

似娇
、

纵等经济价值低的中上层小型鱼类为主

要食物的
,

对于放养的较大型的经济鱼类危害不大
。

目前在太湖放流的鳍
、

缝鱼种的规格

是 3 至 5 寸
,

而且为避免银鱼网的杀伤
,

每年 2 至 6 月先放养在玄墓山及石鹤港暂养区

内
,

此时翘嘴红鲍是无法进行掠食的
。

待银鱼汛结束时
,

已经 100 余天暂养后进入太湖的

缩
、

继一般都在 5 寸以上
,

躲避敌害能力 已大大增强
,

因此被掠食可能性很小 , 暂养期内
,

即使因管理不善
,

部份鱼种逃离
,

但经过冬季强度捕捞后
,

湖中大型翘嘴红给所剩无几
,

而一些体长 30 至 姗 厘米的翘嘴红纳要吞食 4 至 5 寸大规格鱼也很困难
,

因此它 对继
、

缩鱼种的危害不大
。

此外
,

虾类中青虾生活在近岸水草茂盛处
、

白虾在湖底摄食
,

它们 同

敞水区中上层游动的翘嘴红生活习性截然不同
,

不同栖息场所
,

使得虾类被吞食机会很

小
。

太湖的银鱼有四种
,

大银鱼在 lee Z 月间之卵
,

其它三种银鱼在 3一4 月份产卵
。

亲鱼

产卵后渐渐死亡
,

仔鱼却生长很快
,

半年后可长到成鱼规格
。

正当 3
、

4 月份银鱼及仔鱼在

敞水区繁殖
、

生长时
,

近岸的鳞
、

似娇等小型鱼类因生殖期将临也开始集群活动
,

此时翘嘴

红姑就逐渐游向近岸觅食
,

所以对银鱼掠食不大
。

8 月份翘嘴红始生殖后返回大湖索 饵

时
,

湖中银鱼经银鱼汛捕捞后已为数不多
,

而梅鳞在 6一8 月间却因繁殖
、

生长
、

种群数量

大为增长
,

因此梅鳞便成为主要掠食对象
。

所以银鱼在翘嘴红纳肠道中出现率很低
。

上述情况表明、翘嘴红纳是一种对经济价值高的鱼类危害不大
,

它主要掠食的是经

济价值低的梅鲜等鱼类
,

它能把经济价值低的鱼类转化为经济价值高的鱼类
。

(2) 改 变太湖鱼类结构 近年来太湖梅鱿产量一直占到太湖总渔产量的 60 拓左右
,

而

成为优势种群
,

它的大量繁殖
、

生长结果
,

占据了水体中大部份生活空间
,

消耗了大量夭然

饵料
,

并且大量掠食其他鱼类的卵和幼鱼
。

这在一定程度上是抑制其它经济价值较高鱼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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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增长
,

是造成太湖鱼类小型化的重要原因
。

而翘嘴红始将能扭转鱼类小型化的趋势
,

改

造鱼类不合理组成状况
。

由于它与梅鳞生殖期相同( 6一7 月)
,

在鱼苗及幼鱼阶段都以浮

游动物为主要食物
,

所以从鱼苗阶段就与梅鱿进行饵料竞争
。

而且翘嘴红鲍幼鱼生长快
、

游动迅速
,

争食时处于优势 ; 成鱼阶段翘嘴红蛤更把梅跻作为主要食物
。

翘嘴红纳能起抑

制梅鱿种群数量增长的作用
,

不仅为翘嘴红鲍本身
,

而且还为其它经济鱼类群体数量的增

长创造了条件
。

因而保护翘嘴红助是有利于阻止太湖鱼类小型化
,

提高太湖饵料资源的

利用价值 ,在太湖中保存一定数量的翘嘴红蛤
,

对渔业生产是有利的
。

(3 ) 利用翘嘴红助是较快改造太湖鱼 类结构的经 济的办 法 翘嘴红助具有较强的繁殖

能力
,

每年端午节至大暑期间
,

就有大批亲鱼集群游入产卵场自行繁殖
、

孵化
、

生长
。

在生

殖期内
,

如能对产卵群体加以保护
,

并在产卵场内设置一些人工鱼巢
,

不必花费很多的人

力
、

物力
、

财力
,

翘嘴红鲍种群数量将很快得到发展
。

2
.

翘嘴红拍资源数t 变动及其原 因

(” 目前翘嘴红帕的资源状况 近年来翘嘴红站资源是下降的
,

历年产量变动及种群

结构变化都反映了这种情况
。

过去在渔产量的统计上
,

都把蒙古红鲍与翘嘴红鲸的产量混

在一起
。

我们为了弄清翘嘴红帕产量
,

于 1 9 8 1 年 1 月 17 日在漫山湖进行了试捕抽样分

析
。

用双翼四囊拖网捕捞一天
,

共得鳃鱼 2 12
.

6 斤
,

其中翘嘴红鳃 6 9
.

1 斤占总数32
.

5环
。

按这个参数来估计太湖历年翘嘴红纳的大致产量 (图 5 )
。

由图 5 可以看出
,

它的历史最

高产量年
,

是 1 9 5 8 年
,

其产量为 3 4
.

4 万斤此后因捕捞过度
,

产量便逐年下降
,
1 9 7 8 年仅

7
.

4 万斤
。

近两年
,

因湖管会采取了保护措施
,

产量略有回升趋势
。

但同 1 9 5 6 年相比
,

还

远远没有恢复
,

资源量仍处于低落状态
。

魂O全

�众软�圈吸

一 印 邸 突 面 昭 盯 邹 ” 7 丢 7 5 76 77 拍 了” 阳 年

图 6 翘嘴红帕历年的估计产量

从翘嘴红如的种群结构来看
,

随着太湖生态环境的变化
,

翘嘴红纳 的种群结构 已发生

变化
。

如渔获物中的年龄组成
,

低龄鱼百分比由 1 96 4 年的 67
,

67 % 上升至 1 9 8 1年的 83 %
,

而高龄鱼却由 32
.

33 % 降至 17 拓
。

低龄鱼比例上升
,

高龄鱼比例下降的现象
,

就是翘嘴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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鲍种群低龄化
、

小型化的表现图
。

此外
,

一般 3 冬龄的翘嘴红鲍
、

体长达 30 厘米左右时达

性成熟
,

体氏在 30 厘米以下时均未成熟
。

雄鱼 2 冬龄成熟〔幻 。

而太湖翘嘴红鲍性腺提早

成熟
,

雄鱼体长 22
,

5 厘米
,

体重 1 00 克
,

雌鱼体长 25 厘米
、

体重 1 60 克时就成熟
,

这是在

翘嘴红帕资源衰退
,

生态环境改变的情况下
,
生物指标出现适应性变化的结果

。

(2) 资源数量 变动原 因 据调查分析
,

主要有三方面原因
:
第一

、

捕捞过度
。

近年来太

湖捕捞船大量发展
,

全湖有大小捕捞船 3 1 8 4 艘
、

季节性渔船 6 33 艘
,

总数达 3 8 17 只
,

其中

机动船为 3 55 艘
。

这些船只的生产能力
,

远远超过太湖鱼类的增殖能力
。

长期捕捞过度结

果
,

大型鱼类所剩无几
,

于是又促使捕捞 网具的网目缩小
,

越来越加速了鱼类小型化的进

程
。

从翘嘴红约的生长规律来看
,

其低龄阶段正是生长的旺盛期
,

为了充分利用水域生产

潜力
,

提高经济效益
,

应制止这种密网滥捕的做法
。

再从改造鱼类组成的角度来看
,

多数翘

嘴红纳的低龄鱼在未完成向以掠食梅鱿为主的食性转变时就被大量捕掉
,

其结果就使得

太湖梅鱿几乎是在没有天敌的情况下
,

其种群数量爆发性地增长起来
。

所以
,

过度捕捞即

破坏翘嘴红纳资源
,

又加剧太湖鱼类 日趋小型化
。

第二
,

有害渔具的影响
。

太湖鱼断(
“

迷魂

阵
”

)常设置在幼鱼活动的近岸地带及产卵场附近
,

对鱼类资源杀伤性大
。

1 9 8 0 年 10 至招

月在西 山石公的一个鱼麟内采集到 1 50 尾翘嘴红鲍标本
,

其年龄组成如图 6 所示
。

其中

’

6 1 泣 丁几 V

年龄组

图 G 鱼薪内翘嘴红始年龄组成

低龄鱼 占总数的89
.

33 那
,

可见鱼断对翘嘴红鲸幼

鱼杀伤力很大
。

目前全湖约有 35 0 个鱼薪
,

总长

达 10 5
,

28 7 米的断网
,

密置在近岸湖区
。

如果对

鱼断生产不采取限制措施
,

翘嘴红纳资源的恢复

是很难的
。

第三
,

对产卵群体的捕捞
。

翘嘴红约

有大量集群游向产卵场产卵的习性
,

产卵时雌
、

雄

鱼聚集一处易被捕捞
。

1 9 8 1 年 6 月 21 口
,

东五里

湖长桥产卵场
,

渔民用简单渔具一抄网 2 小时内

就捕获亲鱼 1 0 0 0 余斤
。

全湖来说用踏网及丝网围

%皿40即加100

捕产卵亲鱼所造成损失更大
。

每年 6
、

7 两月翘嘴红给生殖盛期己成为捕捞旺季
,

这时大量

捕捞生破群休对资源所造成的破坏是严重的
。

此外
,

日前看来水域污染对翘嘴红鲍资源

数量变动的影响似乎还不明显
,

但不容忽视
。

太湖 39 3 公里的沿岸线上分布着 70 0 余家

工矿企业
,

每 日有 80 余万吨 的工业废水由不 同途径流入太湖
。

废水中含银
、

汞
、

酚
、

有机

氯等有害离子 ;沿湖农 田施用大量农药水最后也都流入太湖
,

严重地污染了太湖水质
。

据

调查
,

在苏州地区的太湖沿岸
,

枯水期时湖水中
“

六六六
”

的含量达 8
.

2 2m g那
、

无锡沿岸湖

水中的
“

六六六
”

含量甚至高达 16
.

56 m g / Z
,

竺山湖沿岸水域含
“

六六六
”

5
.

4 2m g / 不
、

汞

O
·

。02 4m g / 不
、

由三山至拖山一带沿岸的湖水含氰化物量是 。
.

03 功g办
,

这些含量都超 过

渔业水质标准
。

1 9 7 5 年在江苏吴江县张家滩产卵场
,

因污染就损失蒙古红鲸及翘嘴红细

的产卵亲鱼达 7 , 0 16 斤
。

我们知道
,

当水中含酚量达 0
.

0 06 m g拜 时
,

已足 以使鱼 肉产生异

味而不堪食用
。

长期生长在非致死量
、

低浓度污染水体中的鱼类
,

通过鳃的呼吸
、

皮肤接

触及食物链作用
,

在鱼体内会积聚一定量的有害物质
。

如太湖翘嘴红鲍的鱼 肉中
“

六六六
”

的含量达 o
.

9 4 5m g / k g , 五里湖鱼体的含汞量达 o
.

26 m g / k g ;竺山湖鱼体的
“

六六六
”

含

量达 。
.

2 6通m 留k g
。
D

,

D
、

T
、

含量达 0
.

5 31 m 留k g
。

由于污染
,

使翘嘴红帕质量及鱼 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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鲜味都已明显下降
。

关于污染对翘嘴红鲍的生理
、

生态及资源量变动的影响
,

这方面工作

有待今后进一步研究
。

3
.

翘嘴红纳资源的增殖措施

由上述分析可知
,

要解决翘嘴红如的增殖问题
,

必须从鱼类生长
、

繁殖及环境因子方

面考虑
,

制定出科学管理方法
。

这就要求
:

(1) 定 出合理起捕规摇 目前翘嘴红纳的起捕规格定为 3 两以上
。

3 两的翘嘴红鲍是

体长为 2 2一 2 5 座米的二龄鱼
。

它的性腺尚未成熟
,

正处生长旺盛阶段
。

此时起捕
,

显然

是不合理的
。

从体长一体重相关曲线看
:
个体越大

,

体重增重越快
,

消耗食物鱼也越多
,

对放流鱼种的威胁也越大
。

根据翘嘴红纳全长与肠道内墉鱼鱼种全长的回归方程式 (参考

朱志荣等
,
1 976 )〔

‘ , ,
L ‘ = 0

.

2几
一 。

.

94 (L ‘
是缩鱼全长

,
L 二
是翘嘴红灿全长 )来分 析体

长 60 厘米 (全长约 68 厘米 )的翘嘴红纳能吞下全长 5 寸的绷鱼
。

由于暂养后放入太湖的

经济鱼种一般都在 5 寸以上
,

为避免更大的翘嘴红灿对它们掠食
,

把体长 60 厘米
,

体重 3

斤以上的 5 龄翘嘴红鳃定为起捕规格是合理的
。

这样既能充分发挥翘嘴红纳抑制梅鲜种

群数量
,

扭转鱼类小型化趋势的作用
,

避免对经济鱼种的危害
,

并能获得更高产量
。

(2) 禁渔期和禁渔 区 翘嘴红助性成熟早
,

群体中年龄组数目少
,

资源更新较快
。

在它

的产卵群体中
,

补充群体大于剩余群体
,

所以一个丰产的世代就能把种群数量增加好多

倍
。

因此要抓紧繁殖环节
,

在每年 6一7 月生殖季节应实行全湖禁捕
,

尤其要严禁捕捞产

卵亲鱼
,

保证它们繁殖
,

并且保护好东山和西山区的常年繁殖保护区 以利翘嘴红鲍幼鱼生

长
。

把捕捞翘嘴红如的开捕期改在鱼体最丰满的冬季
,

这样才能获得更大的效果
。

(3 ) 严格限制使 用有害渔 具 鱼螃对太湖资源破坏很大
,

应在近年内逐步淘汰 ,严禁增

设新鱼薪
、

要放大筋目 , 缩短网长度 , 限制敷设鱼筋的时间
,

实行季节性作业 , 做到定时
、

定

点
、

定峡目
、

定筋长地生产
,

把鱼筋对幼鱼的危害程度减少到最低限度 ;

(幻 人工放流 在当前太湖翘嘴红鲍资源下降的情况下
,

采用人工孵化鱼苗
,

在网箱或

池内培育至 3一 5 寸规格再放入湖中
,

可 以较快地恢复翘嘴红酌资源数量
。

(5) 保护水域环境 加强环境管理是保护太湖水源的关键
。

环境保护
、

卫生防疫
、

水

利
、

水产等部门要相互配合
,

对太湖水质进行监测
。

对严重污染太湖水质的厂矿企业要限

期抬理
,

坚持不改的必须实行制裁
。

新建项目必须实行治理污染设施与主体工程同时设

计
、

同时施工
、

同时投产的方针
,

以防止新污染源 的产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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