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 灯 卷第 生期

扮 9 3 年 12 月

水 产 学 报
J O U R N A L O F F 工S H E R IE S O 万 C lll N A

V d
.

17
, 入u

.

屯

De
o

.
, 1 9 9 3

绥芬河滩头雅罗鱼溯河生殖

群体结构的探讨

蜚米智 赵春刚

(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黑龙江水产研究所
,

哈尔滨 1 60 07 6 )

金贞礼

(黑龙江省东宁县水产局
,

1 5 72。的

扼 要 本文吸道绥芬河鲤科唯一溯河性徊游鱼类滩头雅罗鱼生殖群体生物学
。

通 过

1
,

7始 尾样品测定
,

对溯河期
、

产卵期
、

群体的年龄生长
、

体长体重
、

生殖力
、

性比
、

成熟系数
、

肥

满度等主要生态学特征及种群数量作了研究
。

为开发
、

增殖这一稀有经济鱼类资源提供 重要

的生物学资料
。

关键词 绥芬河
,

滩头雅罗鱼
,

生殖
,

群体

滩头雅罗鱼 (石“哪‘:二 : b, a 二‘活么D y b o w o k主1 8 7 2 )又名滩头鱼
、

三块鱼
、

远东雅罗鱼
,

是

鲤科中唯一溯河性测游鱼类
。

地理分布为北太平洋日本海的淡水河流
。

在我国仅分布绥

芬河
、

图们江流域
,

是我国稀有的经济鱼类之一
。

它体侧有数条桔红色的纵带
,

艳丽多姿
,

肉质细嫩鲜美
,

渔汛集中
,

渔获量高
,

成为绥芬河流域的主要经济鱼类之一
。

年渔获量达

10 万尾 (计 50 吨 )左右
,

约占该流域鱼类产量的 80 % 〔张觉民等
,

1 9 8 5〕(黑龙江省水产研

究所
,

19 6 0 )
。 。

关于滩头雅罗鱼生物学
,

国外学者很早进行过研究〔尼科里斯基
,

f
.

B
.

1 9 6。, 宫地傅

三郎
,

1 9 6 3〕
。

滩头雅罗鱼与珠星雅罗鱼 石。哪耘琳 加仰、舫血 G 位川li er 1 8 8 0
,

在形 态上

极为相似
,

因而我国学者过去 曾归于一种〔张觉民等
,

19 8 5五黑龙江省水产研究所
, 1 9 60 )

。

成庆泰
、

郑葆珊「1 9 8 7 2
、

郑葆珊等〔1 9 8 0丑正式将图们江的分为二个种
。

我们在缓芬河调查

时
,

根据其形态的明显差异确认为二个种 (见表 1)
。

对于绥芬河滩头雅罗鱼种群生态学
,

国内未见正式专题报道
。

为了开发
、

增殖滩头雅罗鱼类资源
,

我们于 1 9 8 9 年 4 ~ 6 月进行

了调查研究
。

表 1 滩头雅罗鱼与珠星雅罗鱼主要形态特征

T a祝 e 1 F o r m a l d i时还。tlo n of L 召u e i吕牡‘ b 犷“林d 亡墓 a n d 乙
.

几a 掀。 ”‘拄 s 班s

种 类

殊星雅罗鱼
滩头雅罗鱼

狈咬线鳞

7 7 ~ 邵咬份
.

钻一88 (8 2
,

背前鳞 脊椎骨 下 领 下唇侧叶
头侧眶后联管与
前鳃盖

一

卜领骨

3 )
吕夕

3 1 ~ 3 6 干3 3
.

6 )
3 7 ~ 咬2 (韵

.

1 )

4 3 一4 6 (4 4 )
4 1 ~ 4 2以丈

.

5 )

浅弧形

深弧形

宽困

狭窄

相 连

不相连

收稿日期
: 1加3 es o Z es 0 1

。

(1 ) 黑龙江省水产研究所
,

19 60
。

绥芬河滩头鱼生态调查
。

黑龙江省水产研究所研究报告
,

(幻 :醚
,

刁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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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

材 料 与 方 法

研究材料取自绥芬河东宁县三岔口 乡新立村捕鱼河段的流刺网渔获物
,

逐日随机取

样测量
。

测量标本 1 ,
7 93 尾

,

占该种群渔获量 8
.

9环
。

年龄材料取自鱼体背鳍以下至 侧

线鳞以上部位的 5 ~ 6 枚鳞片
,

经清洗后用显微读书仪 (劝 x 3 0) 鉴定测量
。

依 E 协 r L 帕

氏逆算公式退算生长速度
。
生殖力系解剖第 W 期雌性卵巢中部剔取 1 克卵粒

,

按重量

法计算整个卵巢的卵粒数
。

二
、

结 果

(一) 渔 业状 况

1
.

溯河期 绥芬河的滩头雅罗鱼是由日本海大彼得湾经俄罗斯滨海州 河 区 (下 游

18 5 公里 )溯游到我国河 区的
。

每年 5 月初至 7 月上旬
,

即珠星雅罗鱼产卵期结束后为滩

头雅罗鱼的生殖徊 游期
。

沿河渔 民集 中捕获泅游上溯的鱼群
,

形成绥芬河独特的滩头鱼

春汛期
。

根据溯河群体的数量
、

体色变化大致分三批鱼群
。

第一批为 5 月上旬 ~ 中旬 (农

历立夏至小满 )
,

群体数量少
,

个体小
,

雄性多
,

体色浅
:

第二批为 5 月中旬一 6 月上旬(农

历小满至夏至 )
,

群体数量明显增多
,

个体大
,

体色呈典型婚姻色
,

雌性增多
,

为主要产卵群

体 ;第三批为 6 月中旬一 7 月上旬 (农历夏至至小署)
,

群体数量急剧减少
,

直至结束
,

体色

浅
:

溯河期水温为 x o一 2 2
,

0
,

盛期为 2 5一 1 8
0

0
。

2
.

捕鱼场
、

渔具
、

渔获t 捕鱼场分布在东宁县三岔 口 乡新立村河段
,

即中俄交界河

段
。

该河段长 l 公里
,

宽 80 一 10 0 米
,

水深 2 ~ 4 米
。

河床深浅不一
,

多哨口浅滩
,

水流湍

急
,

石砾底质
,

水质澄清
。

渔具为双层胶丝流刺网(
·

长 80 米
,

高 1
.

5 米了大网目 12 厘米
,

小

网 目 了
.

5 厘米)
,

共 20 跪
。

专业渔民 40 人
。

渔获量初步统计
,

1 9 8 9 年为 3 万 尾 (计 1 5

吨 )
,

最高渔获量 3
,
0 00 尾 /船

,

日渔获量最高为 4 00 尾 /船
。

(二) 群 体 结 构

1
.

年龄与生长 以鳞片环纹上明显的疏密形态特征为鉴定年龄的依据
。

最小成 熟

表 2 绥芬河滩头雅罗鱼生殖群体年龄组成(1 9 8的

T ‘b l. 2 T h .
ag “ Of o PO w n 纽g m 坛r毗io n of L

.

吞r。 。d t京 In S u 甘e n R i二e r 恤 1朋9

测定群体 体长 (m m ) 休重(幻
年龄组 性别

尾数 男 变幅 平均 变幅 平均

翔姗414哪598卿榔脚
2 5 0 ~ 40 0

3 0 0 ~ 5日〕

BO O~ 5印
3 00 ~ 砧O

拐5 ~ 8 6 0

4丁0 ~ 7即
4 1 0 ~ 8与0

7反〕一9 6 0

哪287姗吸a19310B18黝2 0
.

1 1 2
。

1

瞿小69
·

3

笠:}
”

·

。

1
.

5 0
一

6

2 3 0 ~ 四4

2 6 5 ~ 3 18

2 6 0 ~ 3 2 0

幻5 一3部
2加一3 4 0

28 5 一3 3 5

2助 ~ 34 0

韶5 ~ 3舫

肚118恕,47钻1490
3子早了计早子计早2+5+,+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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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体
:

雌鱼体长 2 3 5 毫米
,

体重
·

2 00 克
,

3+ 龄 , 雄鱼体长 1 75 毫米
,

体重 2 00 克
,

2+ 龄
。

群体

年龄由 4 个年龄组组成
,

即2+ 一犷龄
,

以3+ 龄为主 (69
,

3 % )
,

其次为 4 龄 (17
.

9 % ) ,其中雌

群由 3+ ~ 5+ 龄组成
,

以 3 +

龄为主(59
.

7 % ) ; 雄群由 2+ 一 4+ 龄组成
,

以 3+ 龄为主 (7 5
.

3 % )

(表 2》
。

生长速度各年龄组呈现递减状态
,

雌鱼快于雄鱼 (表 3
、

表 4 )
。

表 3 绥芬河滩头雅乡鱼的生长 (1 9 8的

T a b le 3 T如 g r o , rt h r a t e of 毛
.

右护“几d t云 in S u if e n R h e r 运 1谈均

年龄组 性别 n
平均体长 平均体重

(m m ) (g ) L l 石:

肠 石‘ La

退 算 体 长

L l 石
,

肠 石‘

几

l即
.

9

1 2 9
.

6

1 19
.

7

1 29
.

5

13 1
.

6

1 2 4
.

1

2 0 6
.

2

2 03
.

8

19 4
.

石

1 9 8
,

8

1 0 4
.

5

1 9 3
.

9

2 6 0
.

4

2 5 5
.

8

2 5石
。

5

2 4 3
。

1

2 4 7
.

0

8 04
。

6

邓4
,

O

2习g
。

3 3 46
.

0

839蝴414姗587糊263287285姗s11黝61现姗花10
3子早了早子早

++++42310

1灯
。

4 1邻
,

4 蜀2
.

4 2邻
。

工 涎已
。

9

7 1
。

0 5 4
.

0 铭
.

0 石0
.

0

表 4 绥芬河滩头雅罗鱼生长指标 (1 9 8 9)

T a b l. 4 T h e g r . , 咭h gf L
.

b r 。井‘r￡认 s u if e n R iv e r 纽 1阳9

性 别 年龄 平均体长 (m m ) 增长率 (络) 生长比速 生长常数 生长指数

1盯
.

7

1洲
.

8

邵4
.

3

3 0 2
.

2

34名
。

台

1 2 7
.

1

19 容
.

1

2 4 9
。

5

2 8 4
甲

O

l疥
‘

4

1 9 8
.

4

2 62
甲

4

公〕6
甲

1

3 4心
。

9

肠
,

6

舒
。

9

1 8
.

8

14
。

8

0
,

4 感2 6

0
.

2性6 2

O
。

1 7 2 5

O
。

13 7 9

0
.

邸朋

0
.

尽场6

O
。

日习
;
O

0
。

6么〕7

5 6
.

6 20 0

4 8
.

洲4石

4 3
.

8 6 6 7

产
一

4 1
。

时84

88.邱肠招

84石1含3

于

4
.

早
+ 子 1

0
一

4 4 3 8

0
.

2 3 0 7

0
.

1 2 9 6

O
‘

6 6 57
0

.

57月7

0
,

4 5 吕3

5 6
。

以沁 9

拓
.

初1 7

5 2
甲

3又习2

肠
‘

7

即
。

2

1 7
一

8

又7
.

1

0
.

4 42日

0
.

2 4 0 7

0
.

」6 9 7

0
.

1石8 3

0
.

陇4 4

0
.

6 0 1 8

0
.

防韵
0

.

7 1 2 5

邱
甲

4 2麟

47
,

7又g

4D
.

3 0劝

4 8
.

8 726

2
.

体长
、

体重 群体的体长范围为 2 2 5 ~ 4 23 毫米
,

平均为 29 3 毫米
,

以 26 1一 3 00 毫

米为主 (66
.

4环 ) ; 雌群体长范围 23 0 ~ 4 23 毫米
,

平均为 3 07 毫米
,

以 3 00 一 32 。毫米为主

(3 0
.

1男 ) ,雄群体长范围 2 2 5 ~ 3 5 5 毫米
,

平均为 2 8 3毫米
,

以 2 6 0一 2 8 0毫米为主 (4 2
.

9拓 )
。

群体的体重范围 1 7 5一 1 , 6 00 克
,

平均为 4 50 克
,

以 2 5 1 ~ 5 00 克为主(7 6
.

5形 ) ; 其中雌群

体重范围 2 0 0 ~ 1 ,

6 0 0 克
,

平均 为 5 3 0 克
,

以 2 5 0一 5 0 0 克为主 (5 7
.

3 % ) , 雄群体重范围

17 5一6 5。克
,

平均为 3 % 克
,

以 5 00 一7印 克为主 (93
.

4那 )
。

雌群个体明显大于雄群个体

(图l
、

2 )
。



‘期 茸崇智等 ; 绥芬河滩头雅罗鱼溯河生殖群体结构的探讨 即7

; :l
_ ”

二’‘’

⋯内
!

一 !
一

禽
。二

‘

·”’

妇
, 。

l ] 1 1 1 1 1 } !
余

“ ,

l 「 L- } l ! 1 1 勺

卿
。

}森
交

氯
金碧

下

恶洁
刃

甲伯漏
犷

体 长“一 ,

图 1 缓芬河滩头雅罗鱼溯河群体体长组成(1胎的
-

外9
.

1 3 记y le双目山 o f 工。哪。名s o s b : 耽庄七哀in s吐fo n
凡帕

r 纽 198 9

早氏二 1咤t 占n == IQ魂乐 罕 + 古n == 11 , 下

(次�赶电恤

之50 750 1朽『 i蔽而 250 15 0
·

12 50 1守5介
250 丁5 . 1250 11 SD

15 0 5 00 1公00

F褚

I 弓00

图 2

150 5 0 0 10 00 15 0臼

体重 ( g )

150 500 , 1000 15 00

绥芬河滩头雅罗鱼溯河群体体重组成( 1 98 9)

2 B o ly w o i g 址 of L
.

b :叭己雷东如 S吐f e n 摊帕
r
址 19 8 9

3
.

体长体重相关关系 依 k ey , 公式 W = 。尸 计算
,

结果呈明显 的幂函数关系 (图

3 )
。

W 早 二 D
.

0 7 7 0 4石
,
·
1 1 . ‘ W 夕 = 0

.

0 0 0 7 3 0 8尸
·7 . 昌‘

4
.

性比
,

生殖力 统计 l
, 9 30 尾

,

雌雄性 比为 1 : 1
.

63
,

产卵盛期之 前 为 1 : 1
.

4 60

生殖力测量 5 6 尾
,

绝对生殖力为 1 5
,
2 2 2一 8 5 ,

6 6 0 粒
,

平均为 3 4 , 2 3 2 粒 ; 相对 生殖 力

为 33
,

85 ~ 10 6
.

5 理粒/ 克
,

平均为 66
.

44 粒 /克
。

绝对生殖力与体长
、

体重
、

年龄的关系
,

呈直线函数关系
。

绝对生殖力与体重关系
:

¹ R = 48
‘ 49 9 6 W 十 甘43

。

S G钊 ; 绝对生殖力

与体 长 关 系
: º 丑 二 322

.

9 01 0石一 6 9 659
.

35幻 绝 对生 殖力 与 年 龄 关系
:

» 五 =

1240 4
. 40 9 9‘一 13113 (图 4 )

。

卵粒为圆球形
,

浅黄色
,

沉性
,

具粘性
。

卵径为 1 .

7一 2
.

2 毫米
,

平均为 2 .

。毫米
。

卵重

为 2
.

62一4
.

45 毫克
,

平均为 3
.

35 毫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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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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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厂

2 4 0 2. 0 320 3‘0 咖
体长 (溯 )

滩头雅罗鱼溯河群体体长

体重关系( 1的9)

助坛桩
。n 加tw e o n b 戒y le n g t h a

nd b o d y w e烤狱

2已O
、

4 件0 ‘舀血 I 伯. 1口0 )
,

像华吐各边立笋靡
长 ( .
醉( t )

图 4 滩头雅罗鱼生殖力(几)与休重

(W )体长( L )年龄 (约的关系

F 互9
.

生 R e l二to n o f f。。u :以i ty w 计h

t

3图

.
nU

叭9
.

3

石
.

酥, j 云玄i。面g 、nt 卯 p u la ti o n i n 1 98 9 b o
衡 w e i g h七

、

b o d y 10 1 , g ha a
碌

: g o f二 L
.

b , “
初 考落

5
.

月巴满度
,

成熟 系数
,

产卵期 肥满度依 k = 体空壳重 (秘 )

体长
”

( L )
x 10 0 公式计 算

。

雌

群为

数依

1
。

1 6 0 4 ~ 1
。

80 7 5

G S L = 性腺重

体重

,

平均为 2
.

5 2 2 3 ;雄群为 1
.

0 5 5 0 ~ 2 0
.

8 0 0 ,

平均为 1
.

4 8 9 6
。

成熟系

x 1 00 公式计算
,

溯河生殖雌雄群体的性腺均处于第 I V 期
,

雄群在

6 月上旬
,

雌群在 5 月下旬成熟系数达到最 高 值
,

分 别 为 6
.

41 (4
.

51 一 7
.

77 )
,

1 7
.

7 5

(1 4
.

4 5 ~ 22
.

30 ) ; 6 月上旬群体产卵基本结束
,

成熟系数急剧 下 降
,

分 别为 3
.

7 7( 1
.

87

ee s
。

5 0 ) , 1 0
。

5 3 ( 1
。

4 7~ 2 0
.

1 9 ) (表 5 )
。

表 5 绥芬河滩头雅罗鱼生殖群体肥满度
、

成熟系数( 1 9 89)

T a b l . 5 T h o m at u r恤9 fa o tor a
叻 Pl u m p n . 韶 Of s

Pa w n i力9 po p u lat lon
乙

,

b 拄“材d 亡i 垃 S 双纷. n R ive r 纽 1朋9

成熟系数( G S L )
时 间 性别 n

平均体长 平均体重 肥满度系数( k )

( g )

肠1

变 幅 玄 变幅

1
.

1 60 生一2
.

4邵怪 1
.

翎6又

1
.

88 48 一1
.

9 匀1 3 1
.

6 4 53

1
。

1 68 6一 1
甲

6 78 3 工
.

44 63

1
.

韵6 3一 1
‘

在9 79 工
.

4 1 62

1
‘

1娜1一 1
.

8 0兀 1
.

5 3 8王

1
。

0邸4 一 1
.

花28 1
。

5 1 2 1

工
.

2 73 2 ~ 1
。

7 62 7 1
,

6始1

1
。

1 3 1 7一2
。

0 8 0 0 1
‘

43 29

0
.

9 2 59 一 1
,

3湘 3 1
.

水巧2

1
.

2 9阳一1
。

4沥 1 1
.

83 昨

1 2
,

6 2 ~ 2 2 汪刃 1 7
.

8 7

4 5 1 ~ 7
。

77 5
,

4 1

16 0 0 ~ 2 0
.

4 0 17
。

以)

3
.

郎~ 4
‘

即 4
.

邵

胜
.

4 5 ~ 2 2
.

3 0 1 7
.

伟

2
.

6 7 一9
,

O() 石
,

印

1
。

4 7一黝
.

19 1 0
甲

石3

1
.

8 7~ 石
。

5 0 3
,

7 7

1 7
一

触~ 助
‘

8 3 2 5
.

7 2

3
.

邪 ~ 7
*

0 0 4
.

6 2

63a脚硼632

0
动182睁
」

甜80器3o乳1817拍场器均242457早少罕子子罕早了早子石
一

1 0 ~ 15

5
.

1 6一 2 0

万
。

2 2 ~ 即

6
。

2 ~ 石

6
,

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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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

产卵期 在调查中
,

5 月 5 日雄鱼流精
, 5 月 12 日雌鱼流卵

,

约持续 16 天
,

至 5

月 2 8 日结束
。

产卵期为 5 月中旬~ 6 月初 (水温为 1选一 2 20 0 )
,

产卵期的长短与河水温

度
、

流敛 (降雨量 ) 有关
;
盛期为 5 月下旬 (水温为 巧一 20 00 )

,

观察 5 月 18 日~ 2 2 日

为高峰期
,

持续 5 天
。

产卵初期河道里的群体数量逐渐减少
,

至产卵盛期时其数量极少

见
,

相反产卵场中的群体数量骤增
,

笔者目睹产卵场中鱼群集结甚厚
,

似同
“

开锅沸水
”

状

态
。

产卵后
,

鱼群立 即离开产卵场
,

游 向下游河区
,

河道中也捕不到鱼群
。

产卵场位于河

套子的下端
,

即早坝新开流
,

产卵场长为 1 5 0 米
,

宽 40 米
,

水深为 30 一 50 厘米
,

流速为

70 一 1 00 厘米 /秒
,

石砾底质
,

水质澄清
。

在产卵场的河底石块上
,

粘集着 2一3 厘米厚的

鱼卵
。

三
、

讨 论

(一) 地理生态种群

滩头雅罗鱼地理分布于北太平洋日本海的淡水河流
,

北限黑龙江
,

南限朝鲜半岛
,

即

俄罗斯的黑龙江
、

萨哈林
、

滨海州
,

日本的北海道
、

本州
、

四国
、

九洲及朝鲜半岛水域〔尼科

里斯
,

r
.

B
.

1 9 6 0 ; 宫地傅三郎
, 1 9 6 3〕

。

我国分布绥芬河
、

图们江流域
。

由于地理隔离的

原因
,

形成诸多的地理生态种群
,

在形态学
、

生态学方面呈现一定的差异 [郑葆珊等
,
1 9 80 ,

戴定远
, 1 9 8 2卫表 6 )

。

绥芬河种群亦表现出该水域的地理生态种群的特征
。

表 6 滩头雅罗鱼不同水系生态种群的差异

T a b le 6 L 。。e is u o b t. “。‘t￡时。lo g 1Ca l d lf fo r o n 。。 i n d iff er e nt w a t e r o h ed 护P吐at 玉。

水 系 侧 线鳞 (枚) 溯河期 产卵期 生殖力(万粒)

、了、、,
J
尹

45绥芬河

图们江

7 6 ~ 8 8 (8 2
.

箱一9 1 (8 2
甲

6 月上旬一6 月末

5 月上旬一7 月初

5 月中旬一 6 月中旬 ,
_

1
·

5一8
·

8 (3
·

5 月下旬~ 7 月初 1
.

5 ~ 5
.

7 (3
.

‘

、.了、
.

J了

八口D

滩头雅罗鱼属广盐性鱼类
,

栖息生活在咸水域的海湾
、

河口 区域
,

在性腺发育成熟期

溯河而上
,

在急滩哨口处产卵
,

故此得名
“

滩头鱼
” ,

产卵后随即返回近海区
。

、

关于海区的生活情况尚不清楚
。

幼鱼在河流中生长育肥
,

秋末可捕到降河的幼鱼
。

绥

芬河滩头雅罗鱼最远可上溯到绥阳镇
,

距河 口 约 2 50 公里
。

(二) 种群数量变动

通常将滩头雅罗鱼与珠星雅罗鱼的渔获量混合统计
。

据我们调查
,

绥芬河的滩头雅

罗鱼群休数童多于珠星雅罗鱼
,

约占二者总数的 2 / 3
。

绥芬河滩头雅罗鱼种群数量变动很

大
,

据地方文字记载 (东宁厅实业统计
,

19 4 。)
,

1 9 1。年约 2 万尾 (计 10 吨 )
, 1 9 1 5 年约0

.

2

万尾 (计 1 吨 )
。

1 9 5 6 年约 12 万尾 (计 6 0 吨)
, 1 9 5 7 年约 1 0 万尾 (计 5 0 吨 )

,
1 9 5 5 年约 9

万尾 (计 4 5 吨 )
, 1 9 5 9 年约 6 万尾 (计 30 吨 )( 黑龙江省水产研究所

,

19 60 ) ; 据 1 9 8 0 年调

查
, 1 9 7 5 年约 1

.

2 万尾 (计 6 吨 )
,

1 9 7 4 年约 0
.

4 万尾 (计 2 吨 )
,

1 9 7 5 年约 9 万尾 (计 4 5

(2 ) 东宁厅实业统计
,
1 9怕

。

光绪 34 年绥芬厅戊申报告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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吨 )
, 19 李

’

9 年约 0
.

6 万尾 (计 3 吨 )
, 1 9 8 0 年约 1

.

2 万尾 (计 6 吨 )[张觉民等
,

1 9 8 5〕
, 1 9 8 8

年约 6 万尾 (计 25 吨 )
,

以上数值是二种鱼混合统计的
。

从上述数值分析
,

60 年代渔获量

滩头雅罗鱼约 6 万尾
,

目前仅为 2 ~ 3 万尾
。

当地老渔民反映说
“

比过去少多了
” 。

种群数

量急剧减少
,

资源呈现衰退状态
。

分析其原 因是多方面的
,

其一主要是捕捞强度过大
,

没

有执行《繁殖保护条例》
,

在禁捕期仍然捕捞
。

当地群众集中在中俄入境的 1 公里河段截

捕上溯的生殖群体
,

多年来捕鱼船保持在 24 一 27 艘
,

无证捕鱼船达 20 余艘
,

由于河区短
,

河面窄
,

水位浅
,

渔网密布
,

私捕滥获
,

在生殖群体尚未及进入产卵场就被捕获 ; 即使少部

分鱼群进入产卵场
,

未及产卵也被捕获
,

严重地破坏资源的繁殖保护
。

其二河水连年低

枯
。

这些年 (工9 7 3
、

19 74
、

1 9 了6
、

1 9 80
、

1 9 8 2
、

1 9 85 )因大气环流的影响
,

尤在溯河期或孵育期

间
,

降水量锐减
,

产卵场面积大大缩小或流速变小
,

丧失产卵的生态条件
,

迫使产卵场迁

移
,

使产卵
、

孵育的生态条件恶化
,

直接影响着补充群体数的急剧变动
。

四
、

小 结

1
.

滩头雅罗鱼是鲤科唯一溯河性洞游鱼类
,

绥芬河地理生态种群是北太平洋水域的

主要种群之一
,

滩头雅罗鱼是我国珍稀经济鱼类之一
。

2
.

绥芬河种群的主要生态学特征
。

溯河期为 5 月初至 6 月末
,

产卵期为 5 月中旬至

后月中旬 ; 生殖群体由 2 + ~ 5 十龄组成
,

以 3 斗龄为主 (6连
.

5 % ) ; 体长为 2 9 3 (2 2 5一 4 2 5 )毫

米
,

以 2 6一
5 0 0 毫米为主 (6 6

.

4形) , 体重为 通5 0 (1 7 5一 2
.

6 0 0 )克
,

以 2 5 1一5 0 0 克为主

(7 6
.

5那 ) ,性比为 l : 1
.

6 3 ,

生殖力为 3连
, 2 5 2 (1 5

,
2 2 2一8 5 , 6 6 0 )粒

,

卵粒浅黄色
,

沉性
,

具粘

性
,

卵径 2
.

。毫米 ;肥满度系数雌群为 1
.

5 2 2 3 ,

雄群为 1
.

48 96
; 成熟系数雄群在 5 月初

,

雌

群在 5 月下句达最高峰 (6
.

41
,

17
.

7 5 )
。

3
.

绥芬河种群数量目前急剧减少
,

资源呈衰退状态
,

种群数量为 2一3 万尾
。

一

应加强

对产卵群体的保护
,

限量捕捞
,

减少渔具数量 , 加强对产卵场生态环境的保护措施
,

设立产

卵场保护区 , 积极开展人工放流
,

增殖其资源
。

本文承蒙中国科学院水生生物研完所曹文宣研完员
、

本所狠觉 民研 究 员审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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