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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根据 $%%C 年 C 月在黄海海州湾海域进行的定点底拖网调查!应用 e<̂ 非参数秩检

验"卡平方检验"方差分析和聚类分析等方法!对黄鲫幼鱼$!= _?> FF%的食物组成及其与叉

长之间的关系进行研究# 结果表明!黄鲫幼鱼摄食的饵料种类有 "% 种!甲壳类$桡足类!磷虾

类和糠虾类%是主要的饵料类群!占食物总个数的 >"8#=i# 优势饵料有小拟哲水蚤"中华哲

水蚤"真刺唇角水蚤和太平洋磷虾# 黄鲫的摄食强度和食物组成随叉长都有明显的变化# 随

着叉长的增大!磷虾类的比例有所增加!比重从 !8=?i增加到 =%8#$i!而桡足类的比例则减

少# .;\H:氏标准指数和叉长成反比!说明黄鲫幼鱼随着自身生长发育!其食性逐渐产生特

化# 黄鲫幼鱼在叉长达到 "= FF时!出现了明显的摄食转换现象#

关键词! 黄鲫& 食物组成& 摄食习性& 叉长变化& 海州湾

中图分类号! U>=C8&& 1>&?'''''''文献标识码'-

''黄鲫"'1$4=466* $*$;#属
1

科黄鲫属!是近海

集群性小型中+下层鱼类!印度+缅甸+马来半

岛+印度尼西亚+朝鲜+日本和中国等沿海均有

分布(&)

* 随着传统渔业资源的相继衰退!黄鲫

成为我国黄海海域海洋捕捞的主要对象之一!

$% 世纪 C% 年代黄鲫的产量呈不断增长的趋势*

但近几年随着捕捞强度的增大!黄鲫资源亦呈

现下降趋势($)

* 有关黄鲫摄食习性方面的研

究!目前少有资料对其进行详细的报道* 黄鲫

既是经济鱼类的饵料!又可作为捕捞对象!在海

洋食物网结构中以及渔业生产中都扮演着重要

角色(!)

* 因此!调查与研究黄鲫的摄食习性!对

加强资源管理与繁殖保护!都有重要意义* 在

黄+渤海区黄鲫的越冬场位于济州岛以西及其

西南水深 !% F左右水域处!! 月上旬随着水温

的逐步上升!即游离越冬场进行产卵洄游* 黄

鲫的洄游路线大致分三支!其中一支向北洄游!

分布于整个黄海中部!从海州湾直至成山头一

带的沿岸海区!" 月下旬至 = 月上旬为其产卵盛

期!产卵后分散在附近海区索饵(&)

* 本文以黄

海海州湾黄鲫幼鱼为研究对象!对其摄食习性

进行了初步研究!旨在为深入了解黄鲫幼鱼对

浮游动物的摄食压力和研究黄海中部食物网结

构及其变化情况提供一定的基础资料*

&'材料与方法

&'&(样品收集

样品取自 $%%C 年 C 月在黄海中部海州湾海

域"!"w%%o_!"w!%o,!&$%w!%o_&$&w%%ô #进行

的连续站定点底拖网调查!调查船为黄海水产研

究所的资源调查船%北斗&号!昼夜连续进行* 将

收集到的黄鲫样品放入冷库中冷冻保存*

&')(样品分析

将冷冻保存的黄鲫样本带回实验室进行生物

学测定!分别测量每一尾鱼的叉长"FF#和体重

"]#* 黄鲫叉长范围为 != _?> FF!共 $%? 尾*

将黄鲫分为 ? 个叉长组$!= _!> FF!"% _"" FF!

"= _"> FF!=% _=" FF!== _=> FF!#% _#"

FF! S#= FF* 表 & 列出了用于分析的样品数以

及空胃的个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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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各个叉长组黄鲫幼鱼胃含物样品的情况

536'&(T@9;3"A"91@01@73;BD079=I:M018D0

F($)>)..+ $+$-=<9;03"A78U0"D377

叉长组"FF#

KHa;I7GKK

尾数

:9FP;O

空胃数

;FQWM KW6FGIJK

空胃率"i#

Q;OI;:WG];6N

;FQWM KW6FGIJK

!= _!> &= ! $%

"% _"" &$ " !!8!!

"= _"> !! = &=8&=

=% _=" "! " >8!%

== _=> "# &% $&8?"

#% _#" !# " &&8&&

S#= $$ $ >8%>

''胃含物中饵料种类的鉴定在解剖镜以及显

微镜下进行!原则上尽可能鉴定到最低的分类

单元* 根据剩余的残体确定每种饵料的个数!

再用 &A&% %%% 电子天平称量其实际重量!称重

前先用滤纸将饵料表面的水分尽可能的吸干*

&'!(数据分析

用于描述黄鲫幼鱼食物组成的指数是饵料的

重量百分比"^i#+个数百分比",i#和出现频

率百分比组成"/i#

(")

* 公式如下$

重量百分比"V## W

某饵料生物的实际重量

胃含物总重量
Z!$$

个数百分比"J## W

某饵料生物的个数

胃含物饵料生物总个数
Z!$$

出现频率"(## W

某饵料生物的出现次数

实胃数
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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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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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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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Z!$$

其中!/0

4

i代表食物4的出现频率百分比组成*

使用个数百分比"Ii#来评价各个饵料成分

的重要性!选择该指数是因为在鱼类样本长度较

小!摄食种类多为小型浮游动物!且数量较多的情

况下!使用该指数针对性更强!结果也更加

准确(= <?)

*

分别使用 1JG::6:Ê H;:;O多样性指数 Po

(C)

和.;\H:氏标准指数".;\H:-KKWG:TGOTHa;T H:T;V#

O

4

(> <&%)来判断各个叉长组饵料组成的多样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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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4

为饵料 4在食物中的个数百分比'6 为摄

食饵料的种类数* O

4

的值在 % _& 之间!小于 %8#

表明食物中占优势的只有少数几种食物!捕食者

是狭食性'大于 %8# 则表明捕食者是广食性(&&)

*

用 eO9KfG7Ê G77HK非参数秩检验和卡平方

"

"

$

#检验平均饱满指数和空胃率的差异情况'用

方差分析比较各个叉长组平均每个胃"所有样本

的胃#中含有的饵料个数和饵料重量的差异'用

B+0X3+\=8% 软件(&$)进行聚类分析!研究各个叉

长组食物组成的相似性!以 #%i的 dOGME49OWHK相

似性指数为标准来进行分组(&!)

!计算公式如下$

"

P"

W! X

*

:

)W!

R

)H

XR

)C

*

:

)W!

"R

)H

YR

)C

#

式中!?

O?

代表 dOGME49OWHK相似性指数!R

4K

和 R

4"

分别代表共有饵料4在叉长组K和"中所占的百

分比!'为叉长组 K和 "总共的饵料种类数* 饵

料的分类阶元会对计算结果产生影响(&")

!在进行

聚类分析时采用的分类单元是%种&和%属&*

$'结果

)'&(食物组成

分析结果表明!黄鲫幼鱼主要摄食甲壳类+多

毛类+腹足类和双壳类 " 种饵料类群!能够鉴定到

种的饵料生物有 "% 种"表 $#*

甲壳类是最重要的饵料种类!其重量百分比

">!8"&i#+个数百分比">"8#=i#和出现频率百分

比组成">>8C&i#都是最高的* 在甲壳类中最重要

的饵料种类是桡足类和磷虾类* 按照个数百分比

指数进行比较!桡足类"""8%"i#要高于磷虾类

"!$8!#i#* 但是由于桡足类体积和重量都很小!

因此其重量百分比"=8"=i#要远远低于磷虾类

"=?8=&i#* 在桡足类中!黄鲫幼鱼摄食较多的种

类是小拟哲水蚤"%*#*2*7*695=*#A95#+中华哲水

蚤"?*7*6955464295#和真刺唇角水蚤"J*D4C.21#*

1923*1$*#!个数百分比分别为 &#8!%i+&%8$$i和

?8%#i!其次是歪尾宽水蚤"-1".#* C452*9C*$*#+

剑水蚤"?.#;2*195KQ8#+双刺纺锤水蚤"G2*#$4*

D4E47.5*#和近缘大眼剑水蚤"?.#;2*195*EE4645#!其

他的饵料种类个数百分比均不超过 &8%%i* 在黄

鲫幼鱼所摄食的磷虾类中!全部为太平洋磷虾

">9=3*954* =*24E42*#!摄食种类单一* 甲壳类中另

一种较为重要的饵料种类为糠虾类!个数百分比和

重量百分比分别达到了?8?>i和&"8&$i!主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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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黄鲫幼鱼的食物组成

536')(#80@"9;B978@8919=I:M018D0F($)>)..+ $+$-

饵料种类 QO;M HW;FK ,"i# I"i# /0"i#

甲壳类 4O9KWGI;G >!8"& >"8#= >$8"C

'桡足类 46Q;Q6TG =8"= ""8%" "&8?!

''小拟哲水蚤 %*#*2*7*695=*#A95 &8!? &#8!% &$8%!

''中华哲水蚤 ?*7*6955464295 &8C? &%8$$ >8"%

''真刺唇角水蚤 J*D4C.21#* 1923*1$* &8=? ?8%# #8!>

''歪尾宽水蚤 -1".#* C452*9C*$* %8&C &8>= !8%&

''剑水蚤 ?.#;2*195KQ8 %8%& &8?% &8CC

''双刺纺锤水蚤 G2*#$4* D4E47.5* %8&! $8&> $8#!

''近缘大眼剑水蚤 ?.#;2*195*EE4645 %8%! &8$$ &8=%

''拟长腹剑水蚤 04$3.6* 54"4745 %8%$ %8?! &8&!

''太平洋纺锤水蚤 G2*#$4* =*24E42* %8%# %8?! %8?=

''角水蚤 %.6$177* KQ8 %8%? %8$" %8!C

''大眼剑水蚤 ?.#;2*195KQ8 l %8$" %8!C

''平大眼剑水蚤 ?.#;2*195C*374* l %8$" %8!C

''刺尾角水蚤 %.6$177* 5=4642*9C* %8%? %8$" %8!C

''汤氏长足水蚤 ?*7*6.=4* $3."=5.64 %8%$ %8$" %8!C

''长腹剑水蚤 04$3.6* KQ8 l %8$" %8!C

''双刺唇角水蚤 J*D4C.21#* D4=466*$* %8%= %8$" %8!C

''不可辨认的桡足类*:HT;:WHNH;T I6Q;Q6TG l %8$" %8!C

'介型类 )KWOGI6TG %8#> &8"# %8?=

'甲壳类幼体4O9KWGI;G7GO\G; $8%# !8C> "8&"

''长尾类蚤状幼体 XG;O9OG: 7GO\G; &8#& !8&# !8%&

''细螯虾蚤状幼体 .;QW6IJ;7G7GO\G; %8!! %8"> %8?=

''短尾类大眼幼虫dOGIJM9OGF;]G76QG7GO\G; %8&$ %8$" %8!C

'涟虫类 49FGI;G %8#& %8"> %8?=

''中国涟虫 O.C.$#4* 23461545 %8=! %8$" %8!C

''不可辨认的涟虫类 9:HT;:WHNH;T I9FGI;G %8%C %8$" %8!C

'端足类 -FQJHQ6TG %8&& %8"> %8?=

''轮双眼钩虾 G"=17452* ?;27.=5 %8%? %8$" %8!C

''双眼钩虾 G"=17452* KQ8 %8%" %8$" %8!C

'糠虾类 XMKHTGI;G &"8&$ ?8?> &%8&=

''黄海刺糠虾 G2*6$3.";5453S*63*416545 !8>C &8?% $8$#

''小红糠虾 >#;$3#.=5"469$* %8#$ %8"> %8?=

''长额刺糠虾 G2*6$3.";5457.6@4#.5$#45 C8C% =8!= #8??

''囊糠虾G2*6$3.";545KQ8 %8?$ %8$" %8!C

'磷虾类 39QJG9KHGI;G =?8=& !$8!# $?8C$

''太平洋磷虾 >9=3*954* =*24E42* =?8=& !$8!# $?8C$

'毛虾类 -I;W;K ?8!$ $8&> !8!C

''中国毛虾 G21$15234616545 ?8!$ $8&> !8!C

'短尾类 dOGIJ9OG"X;]G76QG7GO\G;# %8?$ %8$" %8!C

'虾类 @;IGQ6TG"XGIO9OG7GO\G;# "8C" &8?% $8#!

多毛类 B67MIJG;WG &8!? &8>= $8#!

''吻沙蚕 H7;21#* KQ8 %8!! %8?! %8?=

''索沙蚕 J9"D#42.61#145KQ8 %8"$ %8$" %8!C

''海毛虫 G=3#*74$* *95$#*745 %8!? %8$" %8!C

''齿吻沙蚕 I1=3$3;5KQ8 %8%? %8$" %8!C

''不可辨认的多毛类 9:HT;:WHNH;T Q67MIJG;WG %8&C %8"> %8?=

腹足类 bGKWO6Q6TG !8C? $8#C !8?#

''笔帽螺 ?#15145KQ8 %8%! %8"> %8!C

''织纹螺 I*55* KQ8 &8&? %8"> %8?=

''宽带梯螺 %*=;#452*77*$4E*524*$* %8!? %8$" %8!C

''半褶织纹螺 I*55*#49551"4=742*$* %8=$ %8$" %8!C

''滩栖螺 I.$.5147* KQ8 %8&? %8$" %8!C

''扁玉螺 I1A1#4$* C4C;"* %8&> %8$" %8!C

''梯螺 %.=;#452*7* KQ8 %8!# %8$" %8!C

''黄海蛾螺 O9224649";.B*"*#9*1 %8?$ %8$" %8!C

''不可辨认的腹足类 9:HT;:WHNH;T ]GKWO6Q6TG %8!# %8$" %8!C

双壳类 dH\G7\HG &8!= %8?! &8&!

''虹彩樱蛤 -17746* 4#4C155165 %8!? %8$" %8!C

''不可辨认的双壳类 9:HT;:WHNH;T PH\G7\HG %8>? %8"> %8?=

注$ l表示所占比例小于 %8%&i*

,6W;K$ lH:THIGW;KWJGWWJ;OGWH6 hGKKFG77;OWJG: %8%&i8

种类是长额刺糠虾"G2*6$3.";5457.6@4#.5$#45#!个

数百 分 比 为 =8!=i' 其 次 为 黄 海 刺 糠 虾

"G2*6$3.";5453S*63*416545#* 毛虾类和底层虾

类也占有一定的比例!其他种类如甲壳类幼体+短

尾类+介型类+端足类和涟虫类则出现的很少* 除

了摄食甲壳类之外!黄鲫幼鱼还摄食多毛类+腹足

类和双壳类!不过这三种饵料食物占得比例很小!

其个数百分比分别为 &8>=i+$8#Ci和 %8?!i*

)')(摄食的叉长变化

经检验发现!黄鲫幼鱼的平均饱满指数"

"

$

m

!%&>?!%R%&%%&#和空胃率 "

"

$

m$#&>"!%R

%&%%&#虽然都随叉长有显著的变化!但是空胃率

并没有呈现出明显的变化规律!平均饱满指数则

是总体上呈现随叉长增加而递增的趋势"图 &#*

图 &(黄鲫幼鱼各个叉长组的平均饱满指数和

空胃率$竖线表示标准误差%

G8E'&(L0317@9;3"A=:DD107781?0K 31?B0<"01@3E09=

0;B@C 7@9;3"A7=9<03"A78U0"D3779=I:M018D0

F($)>)..+ $+$-$M0<@8"3D63<781?8"3@0TJ%

''黄鲫幼鱼的食物组成随叉长的变化有明显的

差异* 根据个数百分比"图 $#!叉长 "= FF以下

的黄鲫幼鱼主要以桡足类 "

"

$

m>#&?!!%R

%&%%&#为食!此外摄食少量的磷虾类和糠虾类*

随着叉长的增长!磷虾类"

"

$

m=$&%%!%R%8%%&#

在黄鲫幼鱼胃含物中所占的比例逐渐增加!尤其

是在叉长 == FF以后!磷虾类所占的比例超过桡

足类!成为黄鲫幼鱼主要摄食的种类!其次为桡足

类!糠虾类次之*

''通过计算黄鲫幼鱼各个叉长组的香浓<威纳

多样性指数和 .;\H: 氏标准指数发现!各个叉长

组的香浓<威纳多样性指数"图 !#并没有明显的

变化规律* 而各个叉长组的 .;\H: 氏标准指数都

小于 %8#"图 "#!说明叉长 != _?> FF之间的黄

鲫幼鱼的食性为狭食性* 此外!还可以看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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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 氏标准指数随着叉长增加而减小!即黄鲫

幼鱼随着自身的生长发育!食性逐渐产生特化*

图 )(不同叉长组黄鲫幼鱼食物组成的个数百分比

G8E')(#80@"9;B978@891O8@AB0<"01@3E01:;60<9=

I:M018D0F($)>)..+ $+$-=9<03"A78U0"D377

图 !(黄鲫幼鱼各个叉长组的香浓Z威纳多样性指数

G8E'!(TA31191H\8010<81?0K =9<03"A78U0"D3779=

I:M018D0F($)>)..+ $+$-

图 +(黄鲫幼鱼各个叉长组的P0M81氏标准指数

G8E'+(P0M81&77@31?3<?8U0?81?0K =9<03"A78U0"D3779=

I:M018D0F($)>)..+ $+$-

''经检验发现!黄鲫幼鱼平均每个胃中含有的

饵料个数"/m&&"=!%S%&%=#随叉长的增加没有

明显的变化!但是饵料重量"/m?&=!!%R%&%%&#

随叉长的增加有显著的变化* 随着叉长的增加!

每个胃中含有的平均饵料重量有所增加"图 =#*

聚类分析将 ? 个叉长组分为两组"图 ##!其

中一组是叉长 != _"" FF的鱼类!另一组是叉

长大于 "= FF的鱼类* 从饵料来看!叉长 != _

"" FF的黄鲫幼鱼主要摄食桡足类!而叉长大

于 "" FF的黄鲫幼鱼则主要摄食桡足类+磷虾

类和糠虾类*

图 ,(黄鲫幼鱼各个叉长组平均每个胃中的饵料

个数和饵料重量$竖线表示标准误差%

G8E',(L0311:;60<9=B<0C B0<7@9;3"A31?;031

O08EA@9=B<0C B0<7@9;3"A=9<03"A78U0"D3779=

I:M018D0F($)>)..+ $+$-

$M0<@8"3D63<781?8"3@0TJ%

图 Q(黄鲫幼鱼各个叉长组食物组成的聚类分析

G8E'Q(.D:7@0<313DC7879=@A0?80@3<C 9=I:M018D0

F($)>)..+ $+$-=9<03"A78U0"D377

!'讨论

!'&(食物组成

浮游动物是多数鱼类幼鱼生长的主要食物*

海州湾水域黄鲫幼鱼是以浮游动物为主的狭食性

鱼类!根据个数百分比!桡足类"""8%"i#和磷虾类

"!$8!#i#是最主要的饵料种类!其次是糠虾类

"?8?>i#*其摄食的饵料种类多达 "% 种!优势饵料

是小拟哲水蚤"&#8!%i#+中华哲水蚤"&%8$$i#和

太平洋磷虾"!$8!#i#* 本研究的结果与韦晟

等(&=)在黄海鱼类食物网的研究中对黄鲫食性的描

述略有不同!本研究中黄鲫主要摄食桡足类中的中

华哲水蚤+小拟哲水蚤和太平洋磷虾* 而韦晟

等(&=)研究的黄鲫主要摄食中国毛虾 "G21$15

234616545#+小眼端足类"H*""*#.=545KQ8#+细螯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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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1=$.2317* @#*24745#+口虾姑"'$."*$.=.C* KQ8#和

脊腹褐虾"?#*6@.6 *EE4645#等* 这可能是由于本研

究中黄鲫的叉长较小!仍处于幼鱼摄食阶段!与成

鱼食性略有不同所致* 白雪娥(&#)在渤+黄海小黄

鱼仔+幼鱼的摄食习性中指出!由于同海区不同年

度的饵料种类组成的数量变动和不同海区某些饵

料种类组成成分分布特点的不同!在不同程度上会

反映到仔+幼鱼的摄食习性上* 因此!时间差异和

地域差异也可能是导致两次黄鲫食性研究的结果

有些不同的原因*

此外!在对相同时间+相同站位取样的小黄鱼

的食性研究中(?)

!发现 != _?> FF的小黄鱼主要

摄食真刺唇角水蚤和长额刺糠虾* 中华哲水蚤和

真刺唇角水蚤都是海州湾海域的主要桡足类种

类!小拟哲水蚤分布虽广!但是数量都不大* 太平

洋磷虾和长额刺糠虾在海州湾海域也有分布(&?)

*

在相同时间+相同站位+饵料同时存在的情况下!

所取得的黄鲫和小黄鱼样本在相同长度范围内!

虽然都主要摄食浮游动物!但是主要摄食的浮游

动物种类却完全不同!这说明黄鲫和小黄鱼存在

着食性分化* 由于幼鱼本身活动能力弱!捕食能

力有限!摄食生境狭窄!因此!在摄食上产生分化!

有助于充分利用资源!减少竞争!增加成活率*

!')(饵料组成多样性的判断

在本研究中用来判断饵料组成多样性的香

浓<威纳多样性指数和.;\H: 氏标准指数广泛应

用于计算生态位宽度的研究报道中* 生态位是描

述一个物种在生态系统中的位置!是由物种对栖

息地的要求及其对系统的功能和作用所组成* 鱼

类饵料组成多样性的研究也可以称为是对鱼类在

食物利用维度上的生态位宽度的描述* 但是国内

关于运用生态位方法研究生物群落的文献!大多

都集中于研究陆生生物群落结构(&C <$%)

!应用于海

洋鱼类群落结构的则较少报道*

国内学者在对鱼类饵料组成多样性的研究

中!大多只使用香浓 <威纳多样性指数来进行判

断(?!$& <$$)

* 郭斌等(?)和薛莹等($&)分别发现小黄

鱼随着自身的生长发育!其香浓 <威纳多样性指

数在体长 C% FF后和 &&% FF后都有明显的增

加!以此判断其饵料组成多样性增大!摄食范围有

所增加* 而在对于陆生生物生态位宽度的研究

中!则大多同时使用香浓 <威纳多样性指数和

.;\H:氏标准指数进行计算及综合对比(&C <$%)

!进

而描述其生态位宽度情况* 笔者认为这种方法是

可行的!在对鱼类饵料组成多样性的研究中!也应

该同时使用香浓<威纳多样性指数和 .;\H: 氏标

准指数进行研究!力求更加准确的描述海洋环境

中鱼类的食物生态位宽度情况* 在本研究中!黄

鲫幼鱼各个叉长组的香浓<威纳多样性指数并没

有明显的变化规律!而 .;\H: 氏标准指数则呈现

出随叉长增加而减小的趋势!因此我们能够判断

黄鲫幼鱼随着叉长的增加!饵料组成多样性逐渐

减小!食性逐渐向狭食性转变*

!'!(食性的叉长变化

以往的研究表明!体长较小的鱼类!摄食强度

要高于体长较大的鱼类!这是因为幼鱼的新陈代

谢水平要比成鱼高($! <$")

* 本研究经统计检验发

现!黄鲫幼鱼的摄食强度虽然随叉长有显著变化!

但是却没有明显的变化规律* 造成这种情况的原

因可能是由于黄鲫本身摄食饵料个体较小!种类

较多!数量较大!还有一些胃含物已经被完全消

化!无法准确称重!计量重量时采用的是换算重

量!结果难免会存在一些误差* 因此!关于黄鲫摄

食强度随叉长的变化!还需做进一步的研究*

从食物组成来看!各个叉长组黄鲫幼鱼均摄

食桡足类+磷虾类和糠虾类* 然而!随着叉长的增

加!较大饵料"磷虾类和糠虾类#在食物中所占的

比例逐渐上升!而较小浮游甲壳类"桡足类#的比

例则逐渐下降* 而且!个体较大的黄鲫幼鱼摄食

的饵料重量也较大!说明随着体长的增加!其摄食

的饵料个体也增大* 这是因为随着鱼类的生长发

育!其口器日趋完善!捕食能力也逐渐曾强!必然

会发生对饵料的种类和大小要求的变化($= <$?)

*

这一现象符合%最佳摄食理论&!即捕食者总是尽

可能的捕食个体较大的饵料!因为捕食大个体的

饵料所补充的能量要大于捕食所消耗的能量!从

而可以最大限度的获得能量($C)

*

通过聚类分析发现!黄鲫幼鱼叉长达到 "=

FF时有明显的食物转换现象* 叉长 != _"" FF

的黄鲫幼鱼主要摄食桡足类!而叉长大于 "= FF

的黄鲫幼鱼则主要以磷虾类和糠虾类为食* 此

外!用来描述黄鲫幼鱼饵料组成多样性的 .;\H:

氏标准指数随着叉长增加而减小!说明黄鲫随着

叉长增加!其摄食越来越有针对性* 这种食物转

换现象的出现!有利于扩大种群的饵料基础!充分

利用食物资源以及缓和不同发育阶段鱼类对饵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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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竞争($>)

* 而产生这种食性分化的原因应该与

黄鲫幼鱼随着生长发育而产生的摄食形态变化有

关* 摄食浮游动物的鱼类有特殊的摄食方法!只

适于摄取一定大小范围的食物(!%)

* 鱼类随着自

身的生长发育!其摄食形态特征!包括取食器官

"口+齿+腮耙#+消化道"食道+胃+肠#和体型等因

素也发生了变化!并且反映到其摄食习性中

去(!&)

* 因此!进一步研究黄鲫幼鱼的摄食形态特

征变化及其食性转化的机制!就成为我们下一步

工作的重点*

本研究工作得到了韦晟老师的大力帮助#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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