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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纹尖塘鳢（<=5"%"6/$’* %’."6%#/0*），英文名 @&66>D -.+，

分 类 上 隶 属 于 鲈 形 目（ I6A-%E.A#6@）、虾 虎 鱼 亚 目

（H.G%.%+6%）、塘鳢科（"&6.BA%+$6）、尖塘鳢属（<=5"%"6/$’*）。在

澳大利亚称为睡鳕；在中国港澳地区、珠江三角洲则习称

为澳洲笋壳鱼。线纹尖塘鳢原产于澳大利亚沿岸及内陆

的小溪及咸水湖中，主要分布在菲茨罗伊河北部、约克角

和卡奔塔利亚湾。通常懒散地分布于水草及平静的水域

中，全长可达约 +" -#。喜食淡水小龙虾、小鲷及闪光鲈

等。该鱼肉质细嫩，味道鲜美，深受国内消费者欢迎。在

国外，有学者就线纹尖塘鳢的繁殖和生长作过研究［!，&］。

近年，我国从原产地引进该鱼进行试养，并进行了人工繁

殖，初步获得成功［+］。因该品种引进我国时间不长，人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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尚未熟悉，国内相关的研究也较少。本文对线纹尖塘鳢的

形态生物学及核型（染色体组型）进行了观察与研究，旨在

为该物种将来的开发和推广提供基础数据。

! 材料与方法

试验鱼由中山市古镇一养殖专业户提供，共 "# 尾，为

活体。鱼体体态、体色正常，体表完好无损伤。全长 !$% &
%’’ !!，体重 ’’ " # & "(! " $ #。对试验鱼进行外部形态和

内部构造观察并拍照；对可量可数性状进行测定、记录及

统计。

细胞核型研究参照朱新平等［)］的方法。采用秋水仙

素体内注射，空气干燥法制片。从中选取有代表性的分裂

相制成核型图。

% 结果

! "" 外部形态

体长为体高 $"%& ’ (")( 倍，头长的 *" +) ’ $" $& 倍；头

长为吻长的 $"+, ’ %"$, 倍，眼径的 -" ,, ’ +" $( 倍，眼间距

的 $"(. ’ %",. 倍。

背鳍! ’"，# / ) ’ &,；腹鳍# / %；臀鳍# / . ’ &,；

尾鳍 ** ’ *.；胸鳍 &% ’ &+；无侧线，纵列鳞 -$ ’ -+，横列鳞

&) ’ *$。

体前部近圆形，由前向后渐侧扁。背缘隆起，腹部较

平直。头中等大，前部甚平扁，头宽与头高几乎相等。面

颊肌肉发达。吻长大于眼径，眼较小，在头的前半部，眼间

隔宽平，眼下平滑；眼下颊部具感觉突 - 条纵纹，& 条横

纹，* 条斜纹；纵纹口裂后 * 条，上不伸达眼下；眼下 $ 条，

止于横纹；横纹从口裂至前鳃盖骨前，终点有一较短纵纹，

斜纹均起于最后一条纵纹，相交后延伸几达前鳃盖骨（图

&）。鼻孔每侧 * 个，前鼻孔圆形，有短小鼻瓣；后鼻孔大，

椭圆形。口大，前上位，下颌突出，稍长于上颌；上颌骨后

端伸达眼中部下方，上、下颌齿细小，多行。犁骨和腭骨均

无齿。舌端宽圆，游离，无齿，上布小黑点。鳃孔大，侧位，

鳃盖膜发达与颊部相连，颊部较宽。肛门在臀鳍起点前

方，与第二背鳍起点几乎相对。腹部、头背部被小圆鳞，鳃

盖被中等大的圆鳞，体被栉鳞。

图 & 颊部感觉突

01#"& 23453 6785 14 9:33;

背鳍 * 个，分离；第一背鳍起点在胸鳍基部后上方，第

$ 和第 ( 鳍棘最长，后部鳍棘较短（压倒后不伸达第二背

鳍起点）。第二背鳍较第一背鳍高，基部长，中部数鳍条较

长，后部鳍条较短（压倒后不伸达尾鳍基部）。胸鳍扇形，

长及肛门后。腹鳍胸位，起点在胸鳍基部下方；内侧鳍条

长于外侧鳍条。尾鳍圆形。

肛门和生殖乳突灰白色，基部密布小黑点，生殖突粗

宽（雌）或尖细（雄）。

鳃耙稀疏，鳃弓两端粗短，中段细长，鳃耙数为 . ’ &*
< $ ’ (（图 *）。上咽齿 & 对，各由 $ 块小骨组成；下咽齿 &
对，犁形；咽齿密布绒齿（图 $）。

图 * 鳃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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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 咽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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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体色

体灰色，微蓝，腹部浅灰色；背部隐有 ) 条横向不明显

的斑状条带；体两侧各具 &, ’ && 条纵条纹。背鳍、胸鳍和

尾鳍灰色，腹鳍、臀鳍浅灰色，边缘稍带黄色。各鳍条间膜

密布小黑点。第一背鳍鳍棘具有数纵列黑色点列；第二背

鳍各鳍条具 - 条黑色条纹。胸鳍和腹鳍后基部灰白色，尾

鳍各鳍条上有侧“八”字形黑斑。体色可随环境而改变。

! "# 内部结构

内部结构见图 (。胃发达，C 形，胃壁厚，贲门部、幽门

部和盲囊部分界不明显。消化道长为体长的 ," (. ’ ," .,
倍，肠曲 * 个，并有 * ’ $ 个小曲。闭鳔。肝脏两叶，肝重

为体重的 ("&D ’ +" *D；胆囊卵圆形，深绿色。胰脏为弥

散性腺体，分散于胃体表面；脾脏条状。生殖腺 * 叶，雌雄

异体。脊椎骨 *- ’ *+ 枚，肋骨 &, ’ && 对。

! "$ 细胞核型

线纹尖塘鳢的细胞核型指数见表 &，细胞核型见图 %。

其染色体数目为 *4 E (-，其中亚中部着丝粒染色体（5!）&
对，亚端部着丝粒染色体（58）( 对，端部着丝粒染色体（8）&.
对。核型公式为 *5! < .58 < $-8，F0E (.。染色体的相对长

度范围在 &"$+D ’ $"(.D之间，有连续性。在线纹尖塘鳢

的染色体观察中没有发现与性别有关的异型染色体，亦未

发现有次缢痕及随体等标志性特征。

"(*( 期 陈永乐等：线纹尖塘鳢的形态生物学与核型



表 ! 线纹尖塘鳢的核型指数

"#$%! "&’ ()#)*()*+#, -#)# ./ 0#12.)23’ ./

!
!!!

!"#$%$&’()* %)+$&%,’-*

编号
!"#

相对长度
$%&’()*% &%!+(,

臂比
’$- $’()"

类型
.)!/

编号
!"

相对长度
$%&’()*% &%!+(,

臂比
’$- $’()"

类型

!! .)!/

!!0 1 #11 2 3#41 5 6 ( 01 4 #37 2 3#08 5 6 (

!!4 4 #9: 2 3#04 4 #;: 2 <- 0: 4#31 2 3#0; 5 6 (

!!1 4 #78 2 3#08 : #:6 2 <( 07 4 #33 2 3#0: 5 6 (

!!: 4 #73 2 3#40 5 6 ( 0; 0 #91 2 3#01 5 6 (

!!7 4 #:7 2 3#06 ; #67 2 <( 06 0 #93 2 3#07 5 6 (

!!; 4 #19 2 3#43 1 #67 2 <( 08 0 #8; 2 3#01 ; #89 2 <(

!!6 4 #18 2 3#09 5 6 ( 09 0 #8: 2 3#04 5 6 (

!!8 4 #16 2 3#40 5 6 ( 43 0 #84 2 3#0; 5 6 (

!!9 4 #10 2 3#0; 5 6 ( 40 0 #66 2 3#07 5 6 (

!!03 4 #4: 2 3#01 5 6 ( 44 0 #;6 2 3#00 5 6 (

!!00 4 #08 2 3#06 5 6 ( 41 0 #16 2 3#03 5 6 (
04 4 #07 2 3#09 5 6 (

注：臂比值 <-：0 #63 = 1#33；<(：1#33 = 6#33，(：5 6 >"(%<：’$- $’()" <-：0#63 ? 1#33，<(：1#33 ? 6#33，(：5 6

图 : 线纹尖塘鳢消化器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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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讨论

不同的鱼类各具不同的食性，其食性可在各自的消化

器官中反映出来。就肉食性鱼类而言，通常具有如下特

征：胃明显，发达，壁厚；消化道宽短，长度约等于或少于体

长；鳃耙稀疏、短小［7］。从外部形态及内部结构的观察结

果可以看出，线纹尖塘鳢口大，有齿；具胃，肠粗短，整个消

化道为体长的 :8# 0H = 83# 1H。其消化器官性状与肉食

性鱼类特性是一致的。

在自然界，线纹尖塘鳢多是以小虾、小鱼为食，因此在

调配饲料时应充分考虑这些特性。在人工养殖时应注意

管理，以免逃逸进人自然水域危害本地水域的生态安全。

线纹尖塘鳢与其他鲈形目鱼类一样，在鱼类系统进化

上属于高位类［;］。其 ( 染色体较多，臂数较少。与我国的

尖头塘鳢（.%$&’()* &"#/$01,%, A%--)!C. %( IC,&%+%&）和来自

图 7 线纹尖塘鳢的核型

@)+#7 A,% .’$J"(JE% "B !"#$%$&’()* %)+$&%,’-*

东南亚的尖塘鳢（!"#$%$’()* 2,(2&(,’-* K&%%&%$）相比，三者

均属塘鳢科（L&%"($)/’%）。尖头塘鳢 4! M :;，核型公式为

:;(，>@M :;［;］；尖塘鳢 4! M :;，核型公式为：4<- N 4<( N :4(，

>@M :8［6］；1 种塘鳢的染色体数目相同。线纹尖塘鳢与尖

塘鳢的染色体臂数相同，均是 >@ M :8，这与两者同为尖塘

鳢属（!"#$%$&’()*）是一致的，这从细胞学的角度证明了传统

分类的正确性。线纹尖塘鳢和尖塘鳢分布在东南亚和澳

大利亚的热带和亚热带地区，生态环境接近，分类地位接

近。从核型方面比较，线纹尖塘鳢、尖塘鳢和尖头塘鳢 1
种鱼相互杂交的可能性是存在的。本文对线纹尖塘鳢核

型的研究为其以后的杂交育种研究以及进一步开发利用

提供了理论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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