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鱼类种群鉴别是一项基础研究
,

国内外均有不少报道
。

如国外对鲜形 目
、

鳍形 目
、

鲜形 目的研究〔Iw ata
197 5

,

Ihs se n 等 198 1
,

Macl ean 等 198 1
,

确11ish 和 sav川e l% 5〕
,

国内对大黄鱼「田明诚等 l% 2
,

徐恭昭等 1性赶论」
、

小

黄鱼[刘效舜 1伙沁〕(林新灌等 l% 5 )
、

二长棘绸[张其永等 1983 〕
、

带鱼 [江素菲等 19 a〕
,

林新灌等 1% 5
,

罗秉征

等 198 1
,

张其永等 19 , 5」
、

金色小沙丁鱼〔杨圣云等 1望刀
、

1卯3〕
、

蓝点马纹 [韦 晨等 19田〕
、

日本鳗鲡「熊国强

等 1卯2」和香鱼[李明云等 19 75 〕等的研究
。

但有关真细的种群鉴别则未见报道
。

本文对台湾海峡南部的厦

门五通渔场和中部的牛山渔场的真绸计数性状和量度性状进行分析对比
,

以期对其种群予以鉴别
,

为真绸资

源的科学管理和合理利用提供依据
。

1 材料和方法

1 9引〕年 3 月从本院人工培育的真绸幼鱼 中随机收集 双减)尾
,

育苗所用亲鱼捕 自厦门五通渔场
,

为秋冬季

(10 一 理月 )生殖群体
,
19 叭)年 7 月从福建连江竹屿鱼排中随机采集 即l 尾

,

亦为人工培育的幼鱼
,

育苗所用亲

鱼捕自平潭牛山渔场
,

为春季(4
一 5 月 )生殖群体

。

计数性状的测定项目有
:

背鳍鳍棘数和鳍条数
、

胸鳍鳍条数
、

腹鳍鳍棘数和鳍条数
、

臀鳍鳍棘数和鳍条数
、

幽门盲囊数
、

第一鳃弓的鳃耙数和脊椎骨数
。

量度性状测定项 目有
:

全长
、

体长
、

头长
、

尾长
、

吻长
、

眼径
、

眼间

距
、

尾柄长和尾柄高等
。

两群体性状分析数据用 IB M
.

PC / X T 计算机处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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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结果

2
.

1 形态性状

由表 1 可知各形态性状的参数
:

两群体的背鳍鳍棘数均为 n 一 U 条
,

牛 山群体个别为 n 条
,

中心分布相差 0
.

肠
,

众数均为 12 条
。

背鳍鳍

条数均为 9 一 n 条
,

中心分布相差 0
.

10
,

众数均为 10 条
。

两群体左
、

右侧胸鳍鳍条数均为 14
一
15 条

,

左胸鳍鳍条数中心分布相差 0
.

能
,

右胸鳍相差为 0
.

05
,

众数均

为 1 5 条
。

两群体左
、

右侧腹鳍鳍棘数性状都很稳定
,

均为 l
,

右侧腹鳍鳍条数均为 5
,

左侧腹鳍鳍条数仅牛山群体个

别出现 4
,

其余均为 5o

两群体的臀鳍鳍棘数均为 3
。

臀鳍鳍条数均为 7 一 9 条
,

众数均为 8
,

中心分布无差异
。

两群体的幽门盲囊数均为 3 一 4
,

个别出现为 5
,

中心分布相差仅 0
.

01
。

两群体的鳃耙数差异较大
。

上鳃耙数均为 7 一 9
,

众数均为 8
。

中心分布相差 0
.

46
,

五通群体稍多
。

下鳃

耙数均为 9 一
n

,

众数均为 10
。

中心分布相差 0
.

22
,

仍以五通群体稍多
。

五通群体腹椎为 9 一 10
,

牛 山群体也为 9 一 10
,

个别为 8
,

尾椎均为 13 一 14
。

两群体中心分布相差 0
.

佣
。

在七项量度性状中
,

五通群体和牛山群体体长比体高的平均值相差 0
.

37
,

体长比头长相差为 0
.

34
,

尾柄

长比尾柄高相差 0
.

28
,

此三项以五通群体比值稍大 ;体长比尾长相差 0
.

肠
,

头长比吻长相差 0
.

田
,

头长比眼径

相差 0
.

05
,

此三项以牛山群体比值稍大
。

头长比眼间距的平均值
,

两群体无差异
,

均为 3
.

23
。

表 1 真明形态性状

肠止晚 1 叨犯四印触山心
c 曲田侧北招 址 st倪助 嘴 几罗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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洲咖r

形态性状
牛山群体 五通群体

M土 m M 士 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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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0000000000000nUO背鳍鳍棘数

背鳍鳍条数

左胸鳍鳍条数

右胸鳍鳍条数

左腹鳍鳍条数

右腹鳍鳍条数

臀鳍鳍条数

幽门盲囊数

上鳃耙数

下 鳃耙数

脊椎骨数

体长 / 体高

体长 / 头长

体长 / 尾长

头长/ 吻长

头长 / 眼径

头长/ 眼间距

尾柄长 / 尾柄高

样品数

11
.

96 土 0
.

皿心4

9
.

卯 土 0
.

4笼石 O

1 4
.

册 土 0
.

0臼 4

14
.

圈 土 0
.

肠心0

4
.

卯 士 0
.

0 14 2

5
.

00 士 0
.

(洲】) 0

7 卯 士 0
.

《刀0 2

3
.

99 土 0
.

(粗2 6

7
.

52 士 0
.

【蔓口 6

9
.

卯 士0
.

0’7 l 4

23
.

留 士 0
.

05 1 0

2
.

26 士 0
.

山1 8

2
.

72 土 0
.

能1 4

2
.

位 土 0
.

0 16 4

4
.

34 土 0
.

0 导‘l

3
.

肠 士 0
.

旧2 1

3
.

23 土 0
.

0义 4

1
.

48 士 0
.

0 19 8

印l

0
.

1花 5

0
.

2 55 1

0
.

3刀 3

0
.

38 1 7

0
.

《芜旧 8

0
.

《兀幻 O

0
.

2 12 6

0
.

1出 4

0
.

泌毛4

0
.

3 万 2

0
.

3日) 6

0
.

1乳 0

0
.

1功 7

0
.

117 0

0
.

犯1 8

0
.

2肠 4

0
,

;浓 ) 2

0
.

140 0

1 1
.

始 土 0
.

0 36 2

9
.

田 土 0
.

05 7 0

14
.

85 土 0
.

伪2 6

14
.

87 土 0
.

以9 8

5
.

00 士 0
.

(犯C O

5
.

00 土 0
.

4洲) ) O

7
.

卯 土 0
.

肥6 6

3
.

男 士 0
.

以刃 O

7
.

如 士 0
.

《贾沼 0

10
.

12 士 0
.

(叉洽 6

23
.

97 士 0
.

肥 6 0

2
.

韶 土 0
.

0 19 6

3
.

肠 土 0
.

咙2 7

2
.

汤 土 0
.

泥1 4

3
.

76 士 0
.

0泌 l

3
.

0 1 土 0
.

(卜铭 O

3
.

23 士 0
.

05 1 8

1
.

76
士 0

.

0 19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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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性状差异 比较

差异系数
:
应用差异系数(C

.

D ) = (Ml
一
城 )/ (Sx

; +

Sxs )进行计算
。

如果差异系数大于 1
.

28
,

则应分为两

个亚种
。

两群体 之间的计数性状和 量度性状差异系数除体长 / 头长大 于 1
.

28 (为 1
.

39 7 1 )外
,

其余均小

于 1
.

28
。

因此
,

认为这两个种群未达到亚种差异水平 (表 2 )
。

T a ble Z

形态性状

表 2 真绷形态性状差异系数

n 犯 c佣击d en t 度 创晚r e n ce in . 印bo lo乡e be 加洲组 由e 七即0 s toc 七 改以m 州比招

背鳍鳍棘数

背鳍鳍条数

左胸鳍鳍条数

右胸鳍鳍条数

左腹鳍鳍条数

右腹鳍鳍条数

臀鳍鳍条数

幽门盲囊数

上鳃耙数

牛 山群体一五通群体

0
.

1 16 7

0
.

15 1 9

0
.

《关旧 O

0
.

(场6 8

0
.

1(X) 3

0
.

《)拓 4

0
.

4阳 9

形态性状

下缘耙数

脊椎骨数

体长 / 体高

体长/ 头长

体长/ 尾长

头长/ 吻长

头长/ 眼径

头长/ 眼间距

尾柄长/ 尾柄高

牛山群体一五通群体

0
.

27 2 4

0 165 2

1
.

25 1 8

1
.

豹7 1

0
.

2日) 6

0
.

刃8 8

0 0印〕3

O (XX) 3

1 0 17 1

均数差异显著性
:

采用均数差异显著性公式 呱近 = Ml
一
峡

nl ,
_

几 ,

二厂处
一 十 二厂叭

-

i悦 二叹

用 t值检验和 比较群体间同一性状的差异程度
,

查 t分布表
,

当自由度大于 l即 时
,

依01 二 2
.

576
。

结果表明
,

两

群体各计数性状和量度性状均无显著差异(表 3)
。

表 3 真绷形态性状均数差异显著性

T a址e 3 刀犯 n犯田1 山筋er . 山以污 响笋苗姗
t 加 咖印臼众心

c d 以门e te 比 加加陷翻 U祀 幻浮o st 倪kS

形态性状

背鳍鳍棘数

背鳍鳍条数

左胸鳍鳍条数

右胸鳍鳍条数

左腹鳍鳍条数

右腹鳍鳍条数

臀鳍鳍条数

幽门盲囊数

上鳃耙数

牛 山群体一五通群体

0
.

2 8 7 1

0
.

《沼 5

0
.

(芜幻 5

0
.

么万 4

0
.

11 9 0

0
.

(兀巧 5

1
.

7 86 8

形态性状

下鳃耙数

脊椎骨数

体长 / 体高

体长 / 头长

体长 / 尾长

头长 / 吻长

头长 / 眼径

头长 / 眼间距

尾柄长 / 尾柄高

牛山群体一五通群体

1
.

(洲义) 9

0
.

萄9 1

2
.

5铭 6

2
.

27 5 5

0
.

么万 O

2
.
J

此旧 8

0
.

2 19 8

0
.

0 )〕9

2
.

(贬召 2

方差分析
:

假设 K 个海域的真 , 尾数分另。为 、
,

、⋯⋯、
,

令 一冬
。

,

: =

息
X 。

,

T =

睿
Ti

,

其中
X。为第 i群

体鱼第 j尾鱼的某一性状项目
,

T 为 K 海域鱼的某一性状的总和
,

由(x ij)的数值可以求出
:

1
,

各 呼

—
呢 户

—k 一 l
、

蔺 残
告 )

-工
一 ‘今

.

令
,

_

2 _
今丝

n 一 K i二 I J二 一
’

j二 l 残

当 F > FO
.

、或 F > FO
.

。; ,

可认为 K 海域的真绸性状存在显著性差异
。

共计算 n 项计数性状
,

计算结果表明
,

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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鳍鳍条数
、

上鳃耙数和脊椎骨数三项的 F值大于 Fo. 二和 Fo ol
,

达到显著差异水平(表 4 )
。

T a 叹e 4

表 4 真绸形态计数性状方差分析 F值表

n 犯 F v al 切留 of

~
a n 日邓七 of n 姆d 无 c d 咧ra 心比玲 加h 侧沈” U祀 t巩勺 动o d 侣

苗 F0 01

5555门了77,
‘

-

⋯
6666田田田田

F0一3.3.形态计数性状

背鳍鳍棘数

左胸鳍鳍条数

左腹鳍鳍条数

臀鳍鳍条数

上鳃耙数

脊椎骨数

F

1
.

臼9 9

0
.

《为1 0

2
.

a汉】2

0
.

(X幻 0

9 1
.

1 77 4

8
.

岛7 5

FO
.

01

6
.

75

6
.

75

6
.

75

6
.

75

6
.

75

6
.

75

形态计数性状

背鳍鳍条数

右胸鳍鳍条数

右腹鳍鳍条数

幽门盲囊数

下鳃耙数

F

10
.

a 乳7 8

1
.

2望 7

0
.

(义洲) O

1
.

佣7 7

2
.

肠7 1

3
.

3
.

丛姗姗渊3.ss

3
.

田

3
.

出

3
.

贫 6
.

75

判别函数分析
:

应用判别函数的多变量分析法检验群体间是否存在微小的差别
。

伐表示第 i项计数性状

的离均差
,

s,j 表示第 i
、

j项计数性状的协方差之和
,

k 表示计数性状项数
,

nl 和 飞 表示两个群体的取样尾数
。

氏= xi 一 yi
,

i二 1
,
2

,
3.

· ·

⋯ k

S。= 忍(
x i【一又

i

)
‘

(xj
t 一 x ,) +

恩(y
i! 一 y i

)(为
t 一 y, )

,

‘
,

j一 ‘
,

“
,

“⋯⋯“

凡sl
, + 礼孙

十 ⋯⋯ + 凡S * = dl

凡凡
1 + 礼知

+
·

⋯
’ ·

十飞气
= 电

凡Su + 礼S。 + ⋯⋯ + 棍趾
= 人

f!|!!‘.1|set

组线性方程从

.
‘

_ _ .

nl
·

伽 n, 十 巧 一 k 一 1

解出判别系数凡
、

花
、

⋯⋯戈
。

判别函数 D = 凡dl + 花电 + ⋯⋯ 十、人
。

然后
,

求出 F =

云粤f乏二
鑫

一专二一
·

D
。

, - ·

一
, , - - - -

,

,

一
, 一 二

, 一

、- , - , - -

一一
‘ 人 ‘ 山 二 ‘ 一

’ 一

nl 十 飞 K

当自由度(k
,

氏 + 飞 一 k 一 l) = 3 3% 时
,

求出 F = 30
.

肠
。

查 F值分布表
,

暇磊
= 2

.

64
,

烤戮 = 3
.

87
,

说明两群体的

综合性状达到显著差异程度
。

其中上鳃耙数和脊椎骨数是显著差异的主要性状 (表 5 )
。

表 5 真绷计数性状判别函数检验

T日日e 5 1 】犯 由扣血恤凹抚 血口比叨 tes t成 口旧应范c d 阳曰暇te比 b改w 以” 山e 幻即0 st oc 七

群体
背鳍鳍条数

入Q用(% )

上鳃耙数 脊椎骨数

牛山群体一五通群体 30
.

6叹) 2 0
.

困 33
.

49 5
.

47

3 讨论

种群 (卯卿】涵加)属于种下单元
,

一般认为是因基因流受到地理
、

遗传
、

生态和行为等限制
,

由鱼种分化而

成
,

又 由种群进一步分化成群体 (s往℃ k)
。

这一分化论点
,

已得到普遍的证明和认可
。

从判别函数分析看
,

五通群体和牛山群体形态特征综合性状已达到显著差异程度
。

两群体在台湾海峡属

于异域分布
,

其生殖时间和生殖空间隔离明显
。

五通群体为 10
一
12 月份生殖

,

产卵场位于厦门五通渔场
,

其

幼鱼和成鱼主要分布在九龙江 口以南海区
。

而牛 山群体每年 4 一 5 月在平潭牛 山渔场(器 5 一 2 65 渔区 )产卵
,

其幼鱼和成鱼主要分布在台湾海峡中
、

北部海区〔陈小钢等 19留〕
。

此外
,

两群体的生殖群体组成存在明显差

异
。

五通群体的生殖群体由高龄个体组成
。

根据笔者鉴定
,

多为 6 一
15 龄

,

体重在 6 一 13
.

s kg 之间 ; 而牛山群

体的生殖群体为低龄个体组成
,

个体较小
,

体重在 1
.

5 一 2
.

s kg 之间
。

因此
,

我们认为
,

两群体应为不同的生态

群体
,

分别称为五通群体和牛山群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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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绸在我国各海区均有分布
。

据报道
,

可分 为黄渤海种群
、

东海种群和 闽粤种群三大群系仁蔡泽平等

1 9 男〕」
。

黄渤海种群和东海种群均为春季(4 一 5 月)生殖类型
,

黄渤海种群的产卵场位于渤海的莱州湾和黄海

的海州湾(日本水产厅西海区水研所 195 7 )
。

东海种群的产卵场以往未见报道
。

闽粤种群为秋冬季(10 月
-

翌年 1 月)生殖类型
,

主要产卵场从北往南有五通渔场
、

大亚湾
、

深圳湾和川山群岛海区
。

从生殖期和地理分

布来看
,

牛山群体应属于东海种群
,

分布于其南端
,

五通群体属于闽粤种群
,

分布于其北端
。

根据两群体计数性状的分布范围和分布频率
,

真绸确切的计数性状是
:

背鳍XI 一 x m g 一
n

,

臀鳍 111 7 一 9
,

胸鳍 14 一 16
,

腹鳍 14 一 5
,

鳃耙数 6 一 9 + 9 ~ 1 1
,

脊椎骨数 8 一 10 + 12 一 14
,

幽门盲囊数 3 一 5o

本文蒙厦门 大学海洋学系张其永教授审阅
,

又承福建平潭县水产局林胎珠同志提供牛 山群体产卵场资料
,

南海水产研

究所张 丹 同志提供广东真纲产卵场资料
,

在此一并致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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