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绥芬河大麻哈鱼类溯河群体

结构的初步研究
’

董崇智 李根钢

(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黑龙江水产研究所 ) (黑龙江省东宁县水产技术推广站 )

提 要 首次对绥芬河 3 种大麻哈鱼的溯河期
、

群体数量
、

群体结构等主要生物学特征

及生态环境进行了调查研究
,

从而提出资源增殖技术措施
。

关键词 绥芬河
,

大麻哈鱼类
,

群体

大麻哈鱼类是分布在北太平洋 ( 40
O

N 以北 )水域的溯河性徊游鱼类
。

具分布广
、

生长

快
、

群体数量多
、

渔获量高等特点
,

为北太平洋沿岸的日
、

美
、

苏
、

加等国的重要渔业对象
。

太平洋水域大麻哈鱼类有 6 种
,

泅游我国河流仅有 3 种
,

即驼背大麻哈鱼 O卿、 h刀,记 h二

g叮加 : 毓 a( W al b : u m )又称细鳞大麻哈鱼
,

马苏大麻哈鱼 0
.

o as 、 ( B : e v 00 b) 大麻哈鱼

0
.

加 at (W al b a u
m )又称秋鱿

。

绥芬河
、

图们江徊游上述 3 种
,

黑龙江仅徊游后一种
。

大麻哈鱼类溯河生殖徊游群体生物学是掌握其繁殖规律和资源增殖的基础依据
。

国

外学者很早进行了研究
t ,
几

,

,10 二
。

我国学者仅对黑龙江大麻哈鱼群体 生 物 学 进 行 过 研

究比
“ 〕。
对于绥芬河大麻哈鱼类群体生物学的研究至今国内未见专题报导

。

为了开发
、

增

殖绥芬河大麻哈鱼类资源
,

我们于 1 9 8 6 年 5一 10 月进行了溯河群体生态调查
。

材 料 与 方 法

调查材料取自绥芬河中游 (东宁县三岔 口乡新立村河段 )的渔获物
,

对胶丝双层淌网渔获物逐日 取

样测量
。

测量样本数为 41 1 尾
,

占渔获量的 红粥
。

年龄材料取自鱼体背鳍以下侧线鳞以上部位 S
J叭~ .

1。 枚

鳞片
,

鳞片经清洗后
,

在显微读书仪下 (加 x 3。夕观察鉴定
,

依 乙。 r l 心 氏 ( 1 91。 )逆算公式川推算生长速

度
。

生殖力系取第 工V 期雌鱼卵巢中 6 克卵粒
,

依重是法计算整个卵巢 的怀卵量来确定
。

结 果

、

主要形态特征

绥芬河大麻哈鱼类的形态分类
,

依侧线鳞
、

鳃耙
、

幽门垂等可数性状的明显差异作为
。

主要依据
。

驼背大麻哈鱼
: 侧线鳞为 150 枚以上

,

鳃耙为 2 5 枚以下
,

幽门垂为 1 00 枚以

不文曾提交给中国水产学会第四次全国会员代表大会暨学术年会 ( 19的 年 u 月 6~ 10 日 )
,

并在学术讨论的

分组会上宣读
.

收稿年月
: 1朋 7年粉 月 ; 19 88 年 10 月修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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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 ,马苏大麻哈鱼
:
侧线鳞为 1 5 0 枚以下

,

鳃耙为 21 枚以下
,

幽门垂为 60 枚以下 ,大麻哈

鱼
,
侧线鳞为 1 50 枚以下

,

鳃耙为 25 枚以下
,

幽门垂为 130 枚 以上
。

从主要可量性状看
,

驼背大麻哈鱼具头小
、

吻短
、

眼径小
、

体薄
、

尾柄长 ;大麻哈负具吻长
、

眼间距大
、

尾柄短 ,马

苏大麻哈鱼具体高
、

尾柄高等特征
。

见表 1。

从外部形态特征看
,

驼背大麻哈鱼个体小
,

鳞细小
,

雄鱼在生殖期背部呈明显的
“

驼峰
”

状
,

背部
、

体侧及尾鳍分布不规则的浅灰色椭

圆形斑点 ,马苏大麻哈鱼个体稍大
,

体厚肥壮
,

背部
、

体侧及背鳍尾鳍分布不规则的黑色小

斑点 ,大麻哈鱼个体大
,

体侧无斑点
。

表几1 缓芬河大麻哈鱼类形态特征

T a b l e 1 T h e 也 o pr b o l o g i假 1 e h a r a . 6t r j ist o o f sa l . on i n t he 助 if e n R l v er

种种 类类 驼背大麻哈鱼鱼 马苏大麻哈鱼鱼 大 麻 哈 鱼鱼

尾尾 数数 888 i 生生 l 111

体体长 (体叉长
c
m ))) 42

.

5~ 漪
,

666 4匀
.

6~ 6 2
,

444 石5
.

0一泊
.

石石

性性 状状 变 幅 辱 士 BBB 变 幅 币士BBB 变 幅 乏士 BBB

体体长 /体高高 3
.

6牙
.
. 6

.

邵 4
。

6 9 土0
.

3 666 3
.

7 3 ~ 6
甲

9 3 星
,

石O士 0
.

2 666 4
.

1 5 ~ 4
甲

06 4
甲

6 5 士 0
.

1888

体体长 /头长长 4
。

oo ~ 6
.

的 6
.

0 9 士 0
.

8 111 4
.

0 5 ~ 6
r

9 3 盛
.

2 0 士 0
.

2 999 3
.

6〔 I一4
.

6 9 4
.

1 1 士 1
.

2〔...

体体长 /尾柄长长 8
。

油 ~ 1 0
.

8 8 9
。

邓土 0
.

6 888 9
.

4 0一 1 1
.

6 4 10
.

6 0 士 0
.

6石石 9
.

3 0一 1 2
.

6 7 1 1 0 8 士 1
.

2 000

体体长 /尾柄高高 8
。

1 4 ~ 工6
.

6 3 14
.

3 1 士 1
,

4 222 1 2
.

5 9 ~ ] 4
.

5 7 1 3
,

1 0 生 0
.

2 666 1 8
.

巧4一 1 6
.

7 1 1 4
.

8 5 土 0
.

邓邓

体体长Z吻端至背绪起点点 2
.

1 2~ 2
.

邪 2
甲

1 6 士0
,

肠肠 2
.

1 1~ 2
,

2 6 2
.

2 0 士 0
.

0 222 2
.

0 5 ~ 2
,

加 2
,

1 1 士 0
.

0 222

体体长 ,背鳍末端基部至至 3
.

韶~ 3
`

4 7 8
,

触 士0
.

0444 公
。

0 9 ~ B
.

6 0 3
,

0O 士 0
.

9 111 2
甲

肠~ 3
.

斜 3
.

1 6 士 0
.

1 444

尾尾柄末喘喘 2
。

拐~ 3
。

初 3
0

08 士0
.

胡胡 2
.

8 8~ 8
.

2 6 2
.

7吕士 0
甲

0 777 2
.

2 7 ~ 3
.

牡 2
.

6 5 士 0
.

叨叨

头头长 /吻长长 5
。

3 9 ~ 9
,

09 7
.

拐 土0
.

1 666 5
.

3 9~ 1 2
.

2 9 9
.

9件士 1
.

3 333 7
.

6 9 ~ 1 1
。

9 3 9
。

9 2 土 0
.

8 999

头头长 /眼径径 1
。

8 5 ~ 3
.

邻 2
。

拐 士 0
.

1 444 1
。

8石~ 2
.

7 9 2
.

6 2 士 0
。

1 333 2
.

胜~ 2
.

帕 2
.

邸 生 0
.

场场

头头长 /眼间距距 1
.

牡 ~ 3
.

幼 2
.

2 1 士 0
。

1 888 1
。

7 6~ 2
.

0 ] 2
.

公〕 生 0
.

0 999 2
.

5 2一 3
.

加 2
.

88 生 0
。

2 888

头头长 f 口裂长长 2
.

1 7 ~ 8
.

肠 2
.

9了士3
。

3 000 2
.

1 7~ 3
.

4 0 2
,

4 3 生 0
.

0 444 叉,

故 ~ 2
`

妨 1
。

蜒 士 0
.

2 111

头头长 /口裂宽宽 1印~ 1 6 4 1石习士 4
。

9 888 1 3 0 ~ 王4 0 1 3 6
.

7 士 3
.

2 888 1 3 1 ~ 1 4 1 1 3 5 土 2
.

5 333

侧侧 线 鳞鳞 幼一加 邓
.

石士」
.

2 222 1 8一2 1 1 9
甲

6 士 0
.

8 999 2公~ 触 韶
甲

5 士 6
甲

0 777

蟋蟋 耙 数数 1肠 ~ 1胎 提 3
.

4 士 1 2
.

5 111 4 5 ~ 6 9 石0
.

9 士 生
.

4 000 1 8 3 ~ 1 88 160
.

7 士 1 6
一

4 222

幽幽口臻数数 6 7 es 旧 999 6习一6 777 6 2 ~ 6 888

脊脊帷骨数数 1 11 1 0一工111 1 1 1 1 0一 1111 1 1 1 9一 1 111

背背 鳍鳍 工U 1 2 es 1 444 1 1 1 1 1一二444 1 1 1 1 333

资资 鳍鳍 1 1 3一 1 444 1 j Z一 1 333 I 了1一 1 222

胸胸 鳍鳍 I ggg I 999 I 999

腹腹 绪绪绪绪绪

二
、

渔 业 状 况

1
.

溯河期 绥芬河大麻哈鱼类是由日本海经下游 (苏联境内 )溯入我国河区的
。

马苏

大麻哈鱼溯河期为 5 月下旬至 8 月
,

驼背大麻哈鱼为 6 月初至 8 月
,

大麻哈鱼为 9 月上旬

至 10 月末
。

在溯河期
,

沿河渔民捕捞生产
,

形成大麻哈鱼类夏秋季独特郎幼鱼汛期
。

溯河期

中水域环境条件 (水温
、

水位
、

流量
、

含砂量等物理因子 ) 处于全年变动节律的上升期与下

降期
。

见表 2 。

反映绥芬河大麻哈鱼类泅游期的水域生态条件的特点
。

2
.

捕鱼场
、

渔具
、

渔获 l 捕鱼场分布在东宁县三岔口乡瑚布图河 口至新立村下水

磨河段
,

即中苏交界河段
。

捕鱼场条件
,

河段长 I k。
,

河宽 80 一 100 二
,

水深 2一 3m
。

河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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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级芬河 (东宁站 )水沮
、

水位
、

流 t
、

含砂 , 年变化 ( s1 肠 )

几 U
. Z T助 , a杨 r .t . 加 r毗 u r . , 切性加 r 1. v . l

, d加 h鱿甲 . O d 肠劝d

. 。切nt 纽 翻 l fe n R i丫 . r at 刃. u

沙纽名吕协 U皿 ( 1众始 )

月份

水温
〔℃ )

水位 一

( m )

流量
( m

习, 七)

含砂量
( g / m

孟
)

1 2 8 4 5 6 7 8 9 1 0 1 1 1 2 平均值

8 14
.

盔 1 9
。

8 幼
一

2 24
一

0 1 7
.

2 7
.

8

] 1 1
。

7 1 1 1 1
.

06 1 1 1
,

1 3 钧 1 1 2
。

鸣 111
。

触 1妞
.

01 1珍
一

0 2 I U
。

舫 11 1
.

沥 1 11
.

肚 1 1 1
。

84 11 11
。

80

0
`

1 9 0
.

1 0 0
.

惬犯

6
。

4

阳
。

6 拓
一

0 9
.

9 4
.

0 7 1沁
.

3

11118

1 0
.

5

1即 2朋 么冷

翻
.

8 34
.

8 28
.

6 1 6
.

0 11
.

8 0 1 24
.

1

拍月1打
户

注
:
此表数值抄录黑龙江省水文总站东宁站

。

曲折
,

河床深浅不一
,

水流湍急
,

水质澄清
,

石砾底质
。

渔具为双层胶丝淌网 (网长 10 m
,

高 1
.

5。
,

大网眼 19 c m
,

小网眼 c6 也 )与快钩
。

淌网 16 躺
。

专业渔民 16 人
。

渔获量 1 986

年捕获大麻哈鱼类 1。。。 尾 (计 3 0 0 0 k g )
。

依 4 11 尾样品统计
,

驼背大麻哈鱼为 22
.

4绍
,

马

苏大麻哈鱼为 12
.

2拓
,

大麻哈鱼为 弱
.

4形
。

三
、

溯河群体组成

1
.

年龄组成 大麻哈鱼类的年龄以鳞片 为鉴定依据
,

鳞片上年轮形态特征呈明显的

疏密切割型
。

驼背大麻哈鱼群体均为同一年龄组
,

即 2
:

龄
,

说明第二年性成熟 , 马苏大麻

哈鱼为双龄组型
,

即 3
二 4。 龄

,

以 3 ,
龄为主 ( 占 93

.

5形 )
,

说明第三年性成熟 ,大麻哈鱼为

多龄组型
,

即 30 5` 龄
,

以 4
。

龄为主 (占 66
.

4拓 )
,

说明第四年性成熟
。

大麻哈鱼类还表现

出雄性早熟的现象
。

见表 3 。

表 3 缓芬河大麻哈鱼类溯河生殖群体年龄组成 ( 19 86)

T a b肠 3 T加
` ` “ o f .

aP w州比` 斑 i盯时切 n

时 . 0 . 月 i n s u l f . n R l v e r
( 1以粥 )

种种 类类 性 别别 年 龄 (万 ))) 尾 数数

2222222 2 我 4:
甸甸甸

驼驼背大麻哈鱼鱼 早早 10 0
.

000 科科

马马苏大麻哈鱼鱼 夕夕 1叫叉)
.

000 盯盯

大大 麻 哈 鱼鱼 刃派派 1 (X .
.

000 8111

早早早早 92
.

0 8
,

OOO 拓拓
子子子子 卫阅洲,

,

OOO 666

刃刃刃污污 9 3
.

5 6
.

555 材材

罕罕罕罕 72
。

8 盯
。

777 11 666

子子子子 8
。

3 职
。

6 即
。

222 】卫召召

刃刃刃忍忍 6
0

0 哪
.

` 部
。

666 幼777

从鳞片推算生长速度看
,

驼背大麻哈鱼最快
,

其次为大麻哈鱼
、

马苏大麻哈鱼
。

这一生

长特点可能与幼鱼阶段的淡水生活期有关
,

生活期长者
,

生长则慢
,

反之则快 ,雄性快于雌

性 ,生长初期阶段快于接近性成熟阶段
,

这可能与性腺发育有关
。

见表 4 , 民

2
.

体长
、

体 , 组成 溯河群体的体长组成
,

驼背大麻哈鱼由 3 6
.

5一 61
.

7。坦 组成
,

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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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缓芬河大麻哈鱼类生长速度推算 ( 1 9SB)

T a b l . 4 竹
. `
~ 切 饰加 fo 树 . 。助 加 s祝甘帕 ri 甲 .r ( 1 9即 )

种 类 l年龄 尾数
体 长 (

。
m )

变 幅 ,
一

体 重 ( g )

变 幅 不

推 算 体 长

L :

玩 玩 玩

触 1 6B
.

6
,

一胎
。

O 拐
.

85 6 7石一巴印 1 1舫 加
。

盯

*

4 6

.

6 7

阴
。

6 0

阴 印

犯邻44动87加蛇298a阳8810拐48切43苟拐拐拐扮妞书邻4t.28

…47
那朋:29
朋朋

…67

81豁邓琳筋部

备21价衍匀细鳞大麻哈鱼早
0

.

住o r
加吕右加

子

马苏
口

.

Z 刃

大麻哈鱼早
,抽口名 O“

韶蛇印路阴邵 阳邱肥
.

6 7
,

幻

6 7
.

2 7

的
。

拐
6 .9 48
6 8

.

3 7

肥 似如甘昨盯朋闭

。

韶

加能砚31邵即加90

牙

子

乞 忑

大麻哈鱼 早
口 斥时舀

_ 扭

么 忍

瀚
.

吞一月 1
。

7

二{姆
.

吞一 6 1
.

了

妇
.

7一肋
。

石

62
0

4一 62
甲

7

4 9
。

7 - 七 2
.

7

如
。

手一 6 1
。

7

如
.

斤一习2
。

7

61
。

O一阳
.

5

a7
.

卜一 8 2
.

0

6 1
.

奋一8 2
。

O

右6
0

0一笼泊
.

0

6 0
.

0一铭
。

O

日〕
.

仆- 习2
0

0

邸
。

仆- 8 2
.

0

砧
。

O一 82
.

0

奶
.

42

奶
`

6 9

队
.

功
6 2

.

朋

砧
.

14

科
.

93

砧
.

0 9

6 9
.

6 8

77
.

2 7

淞
.

石2

肛
`

幼
6 8

。

0 1

竹
.

骄

70
.

3 6

7 1
.

0 7

石5 0一 3么刃 1 2 20

6日〕一3么刃 1 2 0 3

1 9日〕一3 3 〕劝 2 5 2 5

a日) 〕一3仪扣 3 7 00

1 9石0一3 9 ) 1 2仪刀

1别洲)一3 3 ) J 筋 10

1别洲} es 3岛洲〕 然的
2 7X() 一 4导〕J 3 5场

4酬刃一7 7印 阳郎

2浏〕 J一夕7演) 4 3 (吧

1 7X() 一 2 6 5( 】 2 2 45

2以刃一生红用 防那

叼oo 一7石O( 1 砧舫

1 7 0 0一7石00 5 8 2 0

1 7X() 一7仪刃 石3 2 2

盯81部艺邵6肛场,肠5即巧妇招

先氏

冬a4氏

厉团

表 5 级芬河大麻哈鱼类生长指标 ( 18 8的

aT b l e 5 T he 玄
r仇砂 h o f 心m on

s I n su i加 n d v e r
( 1俄姆 )

性性别 年龄龄 马 苏 大 麻 哈 鱼鱼 大 麻 哈 鱼鱼

平平平均体长 生长比速 生长常数 生长指标标 平均体长 生长比速 生长常数 生长指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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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
“

·

娜
`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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街街街 脚

.

60 .0 1
姗 .0

恤
.8 2 5 0 888

戈戈戈 肪
.

助 0
.

砚 J名 0
.

肚 1吕 14
.

0 1社社

人人人 44
.

80 0
.

4 6 88 1
.

1夕加 即
.

即 1 666

子子 几几 n
.

1 222

几几几

翼:嚣
。

·

6“ ` .o

姗
’ 4

·

“ 1000

妈妈妈 阴
.

60 .0 21 昭 .0 6
娜 认阴

666

氏氏氏氏

早早 + 子 2 11111

街街街街

丸丸丸丸

民民民民

均为 4 4
.

9 8e m ,以 4 0
.

0一 4 5
.

0 o m 体长组为主 (占 5 3
.

7拓 ) ,雌群 ( 3 7
。

2一 5 2
.

0 o m )平均为

44
·

c6 m
,

雄群 ( 3 5
.

5一 6 i
.

o7 ln )平均为 45
.

5 。。
。

马苏大麻哈鱼由如
.

5一 70
.

0 0 , 组 成
,

平均为 55
.

叮。二
,

以 50
·

。一5 5
.

oc m 体长组为主 (占 37
.

5另 ) ; 雌雄群体较为接近
,

为

5 5
·

1 4 e二
, 5 5

.

2 7 e m
。

大麻哈鱼由 3 4
.

0一 8 2
.

0 e m 组成
,

平均为 7 0
。

Z o m ,以 6 5
.

0一 7 0
.

0一

7 5
.

。。 m 体长组为主 (占 28 拓 ) ,雄性个体较大
,

见图 1
。

溯河群体体重组成
,

驼背大麻哈鱼由 55 0一 3
,
25馆 组成

,
平均为 l

,

14 99 : 以 1
.

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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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 名。 二拟 早+ 公 n二 44 早十 公 n 二 2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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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勃
’

面 一碳广一飞犷一一命

图 1 绥芬河大麻哈鱼类溯河群体的体长组成 ( 19 86 )

F语
.

1 F O r k le 峪 t h o f 泌恤哪 m屯珊七i n g 认 8吐 f o n 凡ve r

I一驼背大麻哈鱼 n 一马苏大麻哈鱼 工11 一大麻哈鱼

一 l
·

5 0 0 9 体重组为主 (占 5 7
.

3拓 ) ,雌群 ( 6 5 0一 2 , 2 5 0 9 )平均为 I ,

1 1 5 9 ,雄群 ( 5 5 0一 3
,

2赞
g )平均为 1 ,

1 0 5 9
。

马苏大麻哈鱼由 l , 8 0 0一 4
,

0 0 09 组成
,

平均为 2
,

5 9 5 9 ; 以
`

2
,
0 0 0一

3
,
0 0 0 9 体重组为主 (占 3 5

。

o终
, 3 0

.

0% ) ; 雌群 ( 1
,
9 5 0一 3 ,

9 0 0 9 ) 平均为 2 , 6 10 9 , 雄群

扭
, 8 0 0一 3

,
3 0 0 9 )平均为 2

,
5 4 0 9

。

大麻哈鱼由 1 ,
7 0 0一 7

,
5 0 0 9 组成

,

平均为 4
, 1 5 0 9 , 以

3
,
5 0 0一 4

, 0 0 0 9 体重组为主 (占 2 6
.

9另 ) , 雌群 ( l ,

7 0 0一 7 5 0 0 9 ) 平均为 4 , 1 5 0 9 , 雄群

( 2 , 2 0 0一6
,
5 0 0 9 )平均为 3 , 8 2 8 9 )

。

见图 2 。

调查中 (7 月 20 日 )
,

捕获一尾马苏大麻哈鱼
,

雄性
,

体长 102
.

o o m
,

体重 1 2
.

25 k g 。

3
.

肥满度 溯河群体的肥满度标志着海域期的生长状况与饵料生物基础状况
。

从肥

满度系数看
,

马苏大麻哈鱼最高
,

其次为驼背大麻哈鱼
,

大麻哈鱼
;
雄性高于雌性

,

这可能

与性腺发育有关
。

见表 o6

4
.

性 比 溯河生殖群体中雌雄比
,

驼背大麻哈鱼为 工
.

7 3 : 1
.

00
,

马苏大麻 哈 鱼 为

2
.

8 7 : 1
.

0 0
,

大麻哈鱼为 1
.

0 0 : 1
.

0 0 。

5
.

生殖力
、

卵径
、

成熟系数 大麻哈鱼怀卵量最多
,

平均为 4 , 2的 粒
,

马苏大麻哈鱼
平均为 3 ,

23 2 粒
,

驼背大麻哈鱼平均为 1
,

2 3 1 粒
。

卵径
,

大麻哈鱼平均为 7
.

6 2 m m
,

马苏

大麻哈鱼平均为 6
.

97 二二
,

驼背大麻哈鱼为 6
.

9l ln m
。

成熟系数
,

大麻哈鱼类溯河生 殖

群体的性腺均处于第 W 期
,

成熟系数随着接近产卵期而增大
。 7 月

,

驼背大麻哈鱼雌鱼

为 13
.

17
,

雄鱼为 7
.

28 ,马苏大麻哈鱼雌鱼为 10
。

77
,

雄鱼为 5
.

60 ; 9 月
,

大麻哈鱼雌鱼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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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绥芬河大麻哈鱼类溯河群体体重组成 ( 1 98 6)

B记 y w 。

以
。 f 阻 b卫。

蟹 边谙孤 t还 9 i u s滋介 n R城
r (玲 86 )

图例如图 1 ( T地 le g e n da ar
。 日

咖
。 韶 及答 )]

成冷」
一

节仪力

17
.

27
,

雄鱼为 3
,

65
。

9 月 18 日 (水温 巧oO )
,

大麻哈鱼
、

马苏大麻哈鱼雄鱼流 精 ; g 月 24

日 (水温 1 1
.

少O )
,

两种雌鱼 流卵
。

推测绥芬河驼背大麻哈鱼
、

马苏大麻哈鱼产卵期为 8月

下旬至 9 月
,

大麻哈鱼为 g 月中旬至 10 月
。

讨 论

1
.

群体数量变动
。

群体数量变动反映了种群自身调节与生态环境因素相适应 的 结

果
。

绥芬河大麻哈鱼类群体数量虽属微量
,

但数量变动很大
。

据地方志文字记载
, 1 9 0 8年

捕获量约为 3 0 0 余尾 (约 7 5 ok g )
, 1 9 1 0 年约为 5 , 0 0 0 余尾 (约 1 2

,

o o ok g )
` i , , 19 7 3 年调查

统计为 3 0 0 尾 (约 7 6 0 k g )
,

1 9 7 9 年为 7 5 0 尾 (约 1
, 9 0 0 k g )

,
1 9 8 0 年为 6 0 0尾 (约 l

,
5 0 0

k g ) , 19 8 6 年调查为 1 , 。00 尾 (计 3
, 。。ok g )

。

当地老渔民反映
“

大麻哈鱼比过去少多 了
” 。

据调查
,

绥芬河大麻哈鱼类资源处于衰退状态
,

其原因是多方面的
。

其一捕捞强度过大
。

溯河期中
,

没有执行
“

繁殖保护条例
” ,

当地群众使用各种渔具在入境河段截捕
,

由于河面

窄
,

水位浅
,

极易捕获
,

产卵群体数量大大减少
,

使群体补充能力骤然减弱
,

严重地破坏了

资源 ;其二该河未进行人工增殖放流
,

资源一直未得到恢复补充 ,其三河水连年低枯
。

由于

近些年份 ( 1 97 3
、

1 9 7 4
、

1 9 76
、

1 95 0
、

1 9 5 2
、

1 9 5 5 )大气环流的影响
,

降水量锐减
,

河水水位很

( l) 东宁县人民政府县志办公室
,

19 劝
。

东宁县志
,

自然地理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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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
,
有的年份在溯河期 ( 6一 7 月

,
9一 10 月 )与孵育期 ( 1 2一 3 月 )水位低枯

,

上游支流连底

冰冻
,

其产卵场的状况不言而喻
。

山区型河流冬季水位变化是影响大麻哈鱼类数量变动

的一个主因 ,其四水质污染
,

河区种植水 田施用大量农药 (灭草剂
、

杀虫剂 )和化肥的残液

流入河区
,

对以嗅觉识别洞游水域的大麻哈鱼类的影响也是不可忽视的
。

2
.

种群组成
。

我国境内河区 3 种大麻哈鱼群体数量与其生物学特性及河区地 理 生

态条件有关
。

驼背大麻哈鱼溯河距离最远为 3 50 k坦川
,

主要产卵场分布在下游河 区
,

我

国境内河区 (距河 口 1 8 5 k m )位于 中
、

上游
,

群体数量相对较少
。

马苏大麻哈鱼主要产卵场

也在下游河区
,

幼鱼在淡水生活一年后降海
,

我国河 区地势较高 (海拔 6 00 一 8 0。功 )
,

落差

较大 ( 743
.

5坦 )
,

冬季支流水位常常低枯
,

威胁着幼鱼越冬安全
,

限制了群体的数量
。

大 麻

哈鱼溯河距离可达 l
, 。0 0 k。

,

主要产卵场分布中
、

上游河区
,

因而我国河区群体数量较

多
。

3
,

地理生态群体
。

大麻哈鱼类种内的多型性与生态异质性
,

形成许多空间与时间差

异的地理生态群体 (地方群体 )
。

依北太平洋渔业国际委员会 (1
,

反
.

P
.

r
.

0
.

) 划分
,

绥芬

河大麻哈鱼类群体属太平洋亚洲群体沿海州地理生态群体 〔 ,

,ll
, , , , 。

小 结

1
.

绥芬河是我国少有的多种大麻哈鱼徊游的河流
。

溯河洞游有驼背大麻哈鱼
、

马苏

大麻哈鱼
、

大麻哈鱼
。

种群比例为
: 2 2

.

4拓
、

12
.

2%
、

6 5
.

4环 ( 19 8 6 )
。

群体数量属微量群

体
,

目前仅为 1
,
000 尾左右

。

2
.

绥芬河大麻哈鱼类呈现生物学多态性
。 1日8 6 年溯河生殖群体结构主要特征

:

细鳞

大麻哈鱼体长为 4 4
.

9 8 ( 3 5
.

0一 6 1
.

7 ) c。
,

体重为 1
,
14 9 ( 5 5 0一 3

,
25 0 ) g

,
2

:

龄占
`

10 0那
,

性

比为 1
.

7 3 : 1
,

怀卵量为 1
,
231 粒

,

溯河期为夏季 ( 6一 8 月 )
,

产卵期为秋季 ( 8一 9 月 )
,

马苏

大麻哈鱼体长为 5 5
.

1 7 ( 4 9
·

5一 7 0
·

o ) 。 m
,

体重为 2
,
5 9 5 ( 1

,
8 0 0一 4

,
0 0 0 ) g

,

年龄 为 3
一 4-

龄
, 3 ,

龄为主 ( 93
.

5那 )
,

性比为 2
.

8 7 : 1
,

怀卵量为 3
,
232 粒

,

溯河期为夏季 ( 5一 8 月 )
,

产
’

卵期为秋季 ( 9一 10 月 )
。

绥芬河大麻哈鱼类群体生物学是资源增殖的基础资料
,

有必要

长期调查
。

3
.

增殖这一名贵的经济鱼类资源
,

提高水域渔业生态效益和渔业生产力是当务 之

急
。

应加强繁殖保护管理措施
,

并开展大规模人工放流等增殖措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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