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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基于 #$$< 年 % 月(#$%$ 年 # 月渔业资源调查数据!研究了马鞍列岛海域皮氏叫姑鱼

的体长组成$体长与体质量关系$性比$繁殖习性和摄食等渔业生物学% 结果表明'%# 马鞍

列岛海域皮氏叫姑鱼群体体长范围 !$ h#"? EE!优势体长组为 B$ h%$$ 和 %!$ h%B$ EE&

## 皮氏叫姑鱼幼鱼和雄性个体的生长呈负异速生长的特性!而雌性个体呈正异速生长的特

性&!# 雌雄比为 %7"Bx%"

%

#

i!;7"!"!!j$7$$%#!雌雄比随月份和体长变化!除 B 月和 < 月

及体长%%$ h%;$ 和 %"$ h%B$ EE外!雌雄个体数差异明显&?# 皮氏叫姑鱼的繁殖期从 " 月

持续到 < 月!其雌性和雄性个体首次性成熟体长分别为 %#?7B 和 %!"7? EE&;# 皮氏叫姑鱼

的饵料生物随月份和个体生长发生转变!幼鱼主要摄食端足类!而成鱼在繁殖前期主要摄

食鱼类和虾类!繁殖期间主要摄食端足类% 与其他海域相比!马鞍列岛海域皮氏叫姑鱼群

体具有较大的体长范围和优势体长组体长% 为持续利用皮氏叫姑鱼资源!建议加强繁殖群

体和幼鱼群体的保护%

关键词! 皮氏叫姑鱼& 渔业生物学& 饵料组成& 马鞍列岛

中图分类号! 0<!%7%&&&&&&&文献标志码',

&&皮氏叫姑鱼#S/*(',->)+1(4):''$隶属鲈形目

#A8JOGS5JE8H$&石首鱼科#0OGF8PGNF8$&叫姑鱼属

#S,*(',-$"分布于印度洋非洲南岸"东至印度尼

西亚"北至中国&朝鲜&日本诸海(%)

"属暖水性近

海近底层鱼类"喜栖息于泥沙底质和岩礁附近海

域(#)

"是包括长江口邻近海域在内的诸多近岸水

域鱼类群落中的优势鱼种(! :B)

' 该鱼种在黄渤海

海区和南海北部海域利用比较充分"其群体结构

简单"鱼体小型化(%"<)

"东海区仅在拖网和定置网

中有少量兼捕"属非经济性小宗鱼类(<)

"但随着

传统底层经济鱼类资源的衰退"包括皮氏叫姑鱼

在内的小型鱼类在渔业中的比例逐渐增加(%$)

"随

着捕捞和环境变化"东海区皮氏叫姑鱼资源已呈

现衰退的趋势(%% :%!)

' 皮氏叫姑鱼主要摄食小型

底栖鱼类&虾类等(%? :%B)

"同时也是鳓 #"+'-*1

)+/(4121$和龙头鱼#$1:&/0/( ()*):),-$

(%<)

&海鳗

#=,:1)()-/I.'():),-$& 大 黄 鱼 # A1:'<'.*2*;-

.:/.)1$&带鱼#5:'.*',:,-*1,<)+1$

(%>"%<)

&蓝点马

鲛 # G./<>):</:,- ('&*/(',-$

(%>)

& 牙 鲆

#!1:1+'.*2*;-/+'B1.),-$

(#$)等鱼类的饵料生物"是

东海北部海域鱼类群落中底栖&游泳动物食性同

功能种团主要鱼种之一(#%)

' 因此"皮氏叫姑鱼除

作为渔业捕捞对象外"还是海洋食物网一个重要

的环节"在海洋生态系统中具有重要作用和地位'

国内外关于皮氏叫姑鱼的研究多见于摄食方

面(%? :%B)

"关于其群体组成&生长和繁殖等方面的

专门报道较少",eEFY等(##)研究了阿拉伯海域皮

氏叫姑鱼体长*体质量关系和条件因子与氟化物

浓度的关系"兰永伦等(#!)研究了长江口近海皮氏

叫姑鱼的年龄和生长特性"唐启升(%)对我国的黄

渤海&东海和南海北部皮氏叫姑鱼的生物学和资

源量等进行了分析"王家樵等(%#)研究了福建沿岸

海域皮氏叫姑鱼的体长&体质量和生长等"李永

振等(#?)对珠江口水域皮氏叫姑鱼的体长*体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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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宁波市海洋环境监测中心"嵊泗县海洋与渔业局7浙江嵊泗马鞍列岛海洋特别保护区建区论证报告7#$$?

量关系和产卵等生物学特性进行了研究' 以往这

些研究主要集中在外海大尺度水平"而近岸小尺度

生境中其群体生物学特性的系统报道较少' 近岸

水域是皮氏叫姑鱼的主要分布区域"在该群体资源

呈现衰退的背景下"掌握近岸水域尤其主要分布海

域皮氏叫姑鱼群体的生物学特性"有助于了解其资

源现状和近岸生境在其养护上的功能机制"对其资

源的可持续利用和落实0中国水生生物资源养护行

动纲要1具有重要作用'

本研究选择东海皮氏叫姑鱼主要分布区域的

马鞍列岛海域作为研究区域"通过分析该海域皮

氏叫姑鱼群体的体长组成&体长*体质量关系&性

比&性腺发育情况和食物组成等渔业生物学"掌握

其资源现状"以期为全面了解马鞍列岛海域作为

皮氏叫姑鱼索饵&繁殖和育幼场所等功能机制的

研究和资源的合理利用提供理论依据'

%&材料与方法

!"!#研究区域和样品采集

马鞍列岛位于舟山渔场的中心"面积 ;?<

`E

#

"海域内共有 %!; 个岛屿"具有以岛礁生境为

主的多种典型生境类型"该海域受长江和钱塘江

的影响"水质肥沃"浮游生物丰富"海域内众多的

岛礁和细软底质条件"为海洋生物洄游&索饵&栖

息和繁殖创造了良好的生态环境"是沿岸河口性

小型鱼类和主要经济鱼类稚鱼和幼鱼的密集

区(%<)

"同时也是东海皮氏叫姑鱼主要分布海域(%)

和主要的产卵场(% :#)

"该海域建有东海区面积最

大的海洋特别保护区*浙江嵊泗马鞍列岛海洋特

别保护区&

'

本研究调查站位设置如图 %"根据马鞍列岛

海域底质地形和皮氏叫姑鱼的生活习性"调查渔

具选用底拖网和多网目组合刺网"# 种渔具调查

站点均固定' 底拖网为当地生产用单囊网板底拖

网"网具全长 #; E"网囊网目尺寸 #$ EE"每个调

查站点拖网作业 #$ h!$ EGP"拖网调查时间为

#$$< 年 ! 月&; 月&> 月&%$ 月&%# 月和 #$%$ 年 %

月' 多网目组合刺网内网目尺寸范围为 #; hB$

EE"具体参数和组合方法见汪振华等(#;)相关报

道"多网目组合刺网可尽量保证能够取得不同体

长大小个体"该渔具主要用于拖网不能作业的岛

礁周围水域"放置水深范围为 ; h#$ E"每月均进

行调查"每次放置时间约为 #? I' 为全面掌握皮

氏叫姑鱼生物学特性信息"每次调查对皮氏叫姑

鱼样品均全部取样"并在现场进行冰冻保存'

图 !#采样站点

;.<"!#&)*/'273.5< 30+'-.05/

!"$#实验室分析

皮氏叫姑鱼样品当天在实验室内完成生物学

测量分析"各项测量依据0海洋调查规范1 #[C

%#>"!7" :#$$>$第六部分0海洋生物调查1

(#")进

行"包括测量体长和体质量及胃含物和性腺成熟

度观察分析等' 分析胃含物时先用吸水纸吸去饵

料生物上的水分"然后用电子称#精度 $7$$% _$

对每个消化道中的每种饵料生物称重并计数' 根

据皮氏叫姑鱼的性腺发育情况"分辨性别并划分

不同的性腺发育期相'

!"G#数据处理

体长分布&&将皮氏叫姑鱼群体按体长 %$

EE为组距进行分组"对每个月份进行体长频次

分析"并用非参数 X56E5_5J5dD0EGJP5d m检验分

析雌雄个体的体长组成差异显著性(#>)

'

体长与体质量关系&&运用幂函数回归方法

拟合体长与体质量关系"即Li1A

>

"其中 L为体

质量"A为体长"1为条件因子"> 为生长参数"生长

参数 >的变化由体质量生长和体长生长决定"相对

于鱼类体长的生长"体质量生长越快"> 值就越

大(#B)

"对大多数鱼类而言"> 值通常在 #9; h?9$"

> i!或接近 ! 时"表明鱼类是等速生长(#<)

' 鱼类

的体长与体质量关系与雌雄和不同生长阶段有

关(#<)

"本研究分别对皮氏叫姑鱼幼鱼阶段&雌性和

雄性三个不同群体的体长与体质量关系进行拟合'

性比和性腺发育&&统计每个月份和不同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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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组中皮氏叫姑鱼的雌性和雄性个体数"雌雄个

体性腺发育情况"将性腺发育达到
'

期及以上划

分为性成熟个体"并用适合性卡方检验分析皮氏

叫姑鱼群体总体&不同月份和不同体长组雌雄个

体比是否符合 %x% 的理论比例' 首次性成熟体长

#=A

;$

$采用最小二乘法拟合下列逻辑斯蒂模

型(!$)

"分析用样本取自 #$$< 年 ; 月*B 月"此期

间皮氏叫姑鱼处于繁殖期'

!

'

$

/

/ **(#(%#4 *AP@

'

$)

P@

52

$%4YA

式中"!

'

是体长组 FA

'

对应的成熟个体的比例"1

和 >为需要估计的参数值'

摄食&&描述鱼类食物组成的指数有数量百

分比 #NT$& 质量百分比 #LT$& 出现频率

#ET$

(!%)

"这些指数可以用一个综合性指数来表

示"即相对重要性指数#"K"$

(!#)

"本研究用相对重

要性指数百分比#T"K"$来评估皮氏叫姑鱼不同

饵料生物的重要性(!!)

' 相关计算公式!

"O"$#U1 *Q1$ WJ1 W/2

3

1"O"$#"O"Y

%

"O"$ W/221

&&为便于分析"将皮氏叫姑鱼的饵料生物类群

分为鱼类&虾类&蟹类&端足类和其他类#包括腹

足类&多毛类&棘皮类等$; 个类群"为分析体长生

长对摄食的影响"根据皮氏叫姑鱼群体体长分布

情况"划分不同的体长范围进行分析'

#&结果

$"!#体长分布

本研究中"皮氏叫姑鱼最小体长为 !$ EE"最

大体长为 #"? EE"优势体长组为 B$ h%$$ EE

#表示 B$ EEj体长
'

%$$ EE"以下同$和 %!$ h

%B$ EE' 雌性个体最小体长为 >B EE"最大体长

为 #"? EE"雄性个体最小和最大体长分别为 >B

和 #?> EE"雌雄个体的体长组成没有显著性差异

#!i$7#"B k$7$;$' 总体上"皮氏叫姑鱼体长分

布呈现 ? 个体长范围"体长
'

>$ EE的个体主要

集中在 B 月*%$ 月和 %# 月"体长范围 >$ h%#$

EE的个体主要集中在 %$ 月*%# 月&% 月##$$<

年和 #$%$ 年$&# 月##$$< 年 # 月和 #$%$ 年 # 月

样本数均为 # 尾$和 ! 月##$$< 年 ! 月份样本数

为 ! 尾$"体长 %#$ h#!$ EE的个体主要集中在 ;

月*%$ 月"体长 k#!$ EE的个体主要集中在 B

月和 < 月#图 #$'

图 $#皮氏叫姑鱼不同月份体长分布

;.<"$#O05-)3E ?./-,.(@-.0501-)*(0?E 3*5<-)01F"='.-/+'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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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长&体质量关系

马鞍列岛海域皮氏叫姑鱼体长*体质量关系

的参数见表 %' 生长参数 > 表明"幼鱼和雄性个

体的生长呈负异速生长的特性"雌性个体呈正异

速生长的特性"幼鱼群体的 >值最小"说明其体长

生长速度最快"综合考虑"皮氏叫姑鱼的生长特性

呈正异速生长的特征'

表 !#皮氏叫姑鱼体长与体质量关系参数

&'("!#c*5<-):Q*.<)-,*3'-.05/).7

7','2*-*,/01F"='.-/+'6%%

生长阶段 _J5gYI HYF_8 1 >

K

#

N

幼鱼个体pMd8PG68H

?7##B c%$

:;

#7B%; $7<#B %!$

雄性个体EF68H

?7?!# c%$

:;

#7B;! $7<#> %<<

雌性个体S8EF68H

%7#%? c%$

:;

!7%%$ $7<;" !#!

整体 V5568N

%7!?< c%$

:;

!7$B" $7<"% >?$

$"G#性比

本研究共对 >$; 尾皮氏叫姑鱼进行了分析"

在可辨认性别的个体中"雌性个体 !?; 尾"雄性个

体 #$; 尾"雌雄个体数的比例为 %7"Bx%"雌性个

体数量明显多于雄性个体数量#

%

#

i!;7"!""!j

$7$%$' 雌雄比例随月份变化#图 !$"? 月*< 月

雄性个体的比例逐渐增加"%% 月和 %# 月##$$<

年$和 # 月 ##$%$ 年$均为雌性个体' 除 B 月

#%7%!x%"

%

#

i$7%B?"!k$7$;$和 < 月#%7%!x%"

%

#

i$7B;>"!k$7$;$两者数量没有显著性差异"

其他月份雌性个体数均大于雄性' 雌雄个体数随

体长变化#图 !$"体长 >$ h#$$ EE"雄性个体先

增加后减少"体长 k#$$ EE的群体中"雌雄比例

相差悬殊"这与该体长范围内的个体数少有关#B

尾$"除体长组 %%$ h%#$ EE#%7Bx%"

%

#

i%7%?!"

!k$7$;$&%#$ h%!$ EE#%x%"

%

#

i$"!k$7$;$&

%!$ h%?$ EE#%7$?x%"

%

#

i$7$%B"!k$7$;$&

%"$ h%>$ EE#%7$<x%"

%

#

i$7%#!"!k$7$;$和

%>$ h%B$ EE#%7!%x%"

%

#

i%7$">"!k$7$;$性别

与 %x% 无显著性差异外"其他体长组均有呈显著

性差异'

图 G#皮氏叫姑鱼性比随月份和体长的变化

;.<"G#P*6 ,'-.0 (E 205-)'5?/.F*10,F"='.-/+'6%%

$"C#性腺成熟度

皮氏叫姑鱼性腺成熟度随月份变化"雌性个

体 % 月*? 月和 %$ 月*%# 月期间以
(

期和
)

期

为主"性成熟个体分布在 ; 月*%$ 月"主要集中

在 > 月*< 月"雄性个体 % 月*" 月和 %$ 月*%#

月期间以
(

期和
)

期为主"性成熟个体分布在 "

月*< 月份"主要集中在 > 月和 B 月#图 ?$'

皮氏叫姑鱼性腺成熟度随体长变化"雌性个

体在体长j%#$ EE时"以
(

期和
)

期为主"体长

(

%$$ EE开始性成熟"体长
(

#%$ EE的个体性

腺全部发育成熟' 雄性个体在体长 j%%$ EE时

以
(

期为主"体长
(

%#$ EE时开始出现性成熟个

体"体长
(

#$$ EE时全部为性成熟个体#图 ;$'

$"L#首次性成熟体长G

LI

马鞍列岛海域皮氏叫姑鱼雌性和雄性个体首

次性成熟体长 A

;$

分别为 %#?7B 和 %!"7? EE"成

熟率@分别为 $7$<? 和 $7$?< EE

:%

#图 "$"实际

调查中发现"雌性和雄性个体性成熟最小体长分

别为 %$B7$ 和 %%>7$ E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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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C#皮氏叫姑鱼雌雄个体性腺成熟度组成随月份的变化

;.<"C#O05-)3E 7*,+*5-'<*01-)*2'-@,.-E /-'<*/10,1*2'3*/'5?2'3*/01F"='.-/+'6%%

图 L#皮氏叫姑鱼性腺成熟度随体长的变化

;.<"L#O'-@,.-E /-'<*>',.*/Q.-)(0?E 3*5<-)10,1*2'3*/'5?2'3*/01F"='.-/+'6%%

图 %#皮氏叫姑鱼体长和雌雄性成熟个体比例拟合的c0<./-.+模型

;.<"%#c0<./-.+20?*31.--*?10,-)*,*3'-.05/).7(*-Q**5-)*(0?E 3*5<-)'5?

-)*7*,+*5-'<*012'-@,*1*2'3*/'5?2'3*/01F"='.-/+'6%%

$"%#饵料组成

马鞍列岛海域皮氏叫姑鱼的饵料生物种类有

?% 种"饵料生物组成随月份和个体大小变化' 总

体上"马鞍列岛海域皮氏叫姑鱼群体 ; 月份饵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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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类群为鱼类#T"K"i<>7%;T$"" 月和 > 月

以鱼类#T"K"分别为 !;7B$T和 ;$7%>T$&虾类

#T"K"分别为 #<7"%T和 #$7$!T$和端足类

#T"K"分别为 #;7><T和 %"7!?T$为主"B 月和 <

月主要饵料生物类群为端足类 #T"K"分别为

>!7;%T和 B%7$!T$" %$ 月份主要摄食蟹类

#T"K"i";7B>T$&虾类#T"K"i%$7B!T$和其

他类##$7"BT$'

表 # 列出了 ; 月*%$ 月优势体长组皮氏叫

姑鱼的饵料生物#T"K"

(

%7$$T$组成"体长
'

>$

EE个体为当年生幼鱼群体#体长 ;? h"; EE$"

其优势饵料生物类群为端足类"麦秆虫是最主要

的饵料生物种类"其次为其他类中的滩栖阳
&

足'

>$ h%#$ EE的个体"" 月份主要饵料生物类群为

虾类"优势饵料生物种类为中国毛虾' > 月份主

要摄食鱼类和端足类"优势饵料生物种类有麦秆

虫&钩虾和口虾蛄' B 月和 < 月份主要饵料生物

类群为端足类"麦秆虫是最主要的饵料生物种类'

%$ 月份以虾类&蟹类和其他类为主"优势饵料生

物种类有细巧仿对虾&日本鑚&双斑鑚&麦秆虫和

螺类' %#$ h#!$ EE的个体"; 月份饵料生物类

群为鱼类"主要饵料生物种类有褐菖
'

&六丝矛尾

虎鱼和
#

' " 月和 > 月以鱼类和端足类为主"主

要饵料生物种类有褐菖
'

&六丝矛尾 虎鱼&

#

&

麦秆虫和日本鼓虾' B 月和 %$ 月以蟹类和虾类

为主"优势饵料生物种类有日本鑚&锐齿鑚&强壮

菱蟹&隆线强蟹&日本鼓虾&鲜明鼓虾和细巧仿对

虾' < 月份饵料生物广泛"主要有端足类&鱼类&

虾类和蟹类"饵料生物种类主要有六丝矛尾 虎

鱼&鲜明鼓虾&隆线强蟹和麦秆虫'

表 $#马鞍列岛海域皮氏叫姑鱼主要饵料生物组成$b0D0

(

!"IIb%

&'("$#&)*?02.5'5-7,*E .-*2/01F"='.-/+'6%%.5O'''52',.5*/7*+.'37,0-*+-*?',*'$b0D0

(

!"IIb%

饵料生物

VJ8L GY8EH

; 月 WFL

C-!

" 月 'MP8

C-# C-!

> 月 'M6L

C-# C-!

B 月 ,M_7

C-% C-# C-!

< 月 08V7

C-# C-!

%$ 月 (OY7

C-# C-!

鱼类 7./+*/ %$$7$ #7? ?!7# !!7$ ?>7" #7< %#7% #7>

褐菖
'

G)>1-2'-.,-<1:</:12,- %%7< %#7!

黄姑鱼 N'>)1 1+>'3+/:1 !7%

六丝矛尾 虎鱼 #*1)2,:'.*2*;-*)I1()<1 ?>7B #7? ;7; #<7> >7> #7>

#

%(4:1,+'-81&/('.,- !"7; #"7$ #7" %7?

不可辨认鱼类 MPGN8PYGSG8N VGHO8H !7B %%7B !!7$ #7> %7; %7!

虾类 /),.27/ <!7" B7B %B7$ >7! !7% %$7# %<7> B7"

鞭腕虾 A;-<121 B'22121 %7! %7#

葛氏长臂虾 !1+1)</( 4:1B'):G #7%

日本鼓虾 7+&*),-81&/('.,- ?7<

细巧仿对虾 !1:1&)(1)/&-'-2)()++1 %<7> !7!

鲜明鼓虾 7+&*),-0'-2'(4,)(0,- ;7% %?7B ;7% !7%

中国毛虾 7.)2)-.*'()(-'- <!7" !7$ #7"

不可辨认虾类 MPGN8PYGSG8N HIJGEVH %7" !7% #7; %7%

蟹类 +,'(/ #7B !7? #7# <7# %<7! B;7B %B7B !#7# >#7"

隆线强蟹 %,.:12).:)(121 %"7% %!7"

强壮菱蟹 !1:2*)(/&)B1+'0,- %!7%

日本鑚 #*1:;>0'-81&/('.1 "!7! <7? %7%

日本岩瓷蟹 !)2:/+'2*)-81&/('.,- %7B %7% %7%

锐齿鑚 #*1:;>0'-1.,21 "7<

双斑鑚 #*1:;>0'->'<1.,+121 #7? %;7<

不可辨认蟹类 MPGN8PYGSG8N OJF9H #7B !7$ #7# ?7? %<7! #7; >7$ ;;7"

端足类 927).70?' ?$7$ "#7> #!7; B$7> <$7> <!7! ;>7# "7B

麦秆虫 3FVJ866GNF8 ?$7$ ##7" #!7? B$7> <$7> <!7! ;>7% "7B

钩虾 [FEEFJGNF ?$7%

其他类 0-)*,/ %7# ?7# #7# %7> B7" "7B %7" ?%7! %"7%

织纹螺 +FHHFJGMH ?%7! ?7%

日本枪乌贼 A/+'4/ 81&/('.1 ;7"

多毛类 A56LOIF8Y8 %7# ?7# ?7#

口虾蛄 ?:12/-6,'++1 /:12/:'1 #7#

滩栖阳
&

足 7<&*',:1 B10'./+1 %7! B7" %7#

注!C-%7体长
'

>$7$ EE%C-#7>$ h%#$ EE%C-!7%# h#!$ EE'

+5Y8H!C-%7GPNGOYH95NL 68P_YI

'

>$7$ EE%C-#7>$ h%#$ EE%C-!7%#$ h#!$ EE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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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波市海洋环境监测中心"嵊泗县海洋与渔业局7浙江嵊泗马鞍列岛海洋特别保护区建区论证报告7#$$?

!&讨论

G"!#皮氏叫姑鱼群体组成

马鞍列岛海域皮氏叫姑鱼的体长为 !$ h#"?

EE"其中优势体长组为 B$ h%$$ 和 %!$ h%B$

EE"全年的体长分布呈现 ? 个范围' 与其他海域

相比"该海域皮氏叫姑鱼群体具有较大的体长范

围和多个优势体长组"并且优势体长组的体长也

相对较大#表 #$' 这些差异主要与不同海域和捕

捞活动有关"黄&渤海区和南海北部海域皮氏叫姑

鱼已处于过度利用状态"个体小型化严重(%)

"东

海区的皮氏叫姑鱼群体呈现资源衰退和个体小型

化趋势(%$ :%!)

"而马鞍列岛海洋特别保护区严格的

生物资源保护措施的实施&

"也使得该海域皮氏

叫姑鱼群体组成有别于其他海域'

体长*体质量关系的生长参数 >的差异也反

应了不同海域和不同群体间的差异"本研究中生

长参数 >#!7$B"$与东海相似#!7$?"$

(%)

"而与

黄&渤海##7;>?;$

(%)

&福建近海海域#!7%<<<$

(%#)

和珠江口水域(#?)

##7B>"$有较大差异' 此外"马

鞍列岛海域和福建沿海海域皮氏叫姑鱼群体分属

于东海北部和南部两个地方群体(%)

"也是同在东

海海域而存在差异的主要原因之一' 与 #$ 世纪

B$ 年代长江口近海皮氏叫姑鱼群体相比(#!)

"本

研究中雌雄个体的 > 值均小于前者"其中雄性个

体的生长呈现负异速生长特性"在诸多因素中"资

源衰退和个体小型化可能是最主要的原因(%$ :%!)

'

皮氏叫姑鱼性腺成熟和繁殖活动因海域不同

存在季节上的差异"是其对环境条件长期适应的

结果' 黄&渤海皮氏叫姑鱼产卵期为春季和夏

季(%)

"福建沿海水域皮氏叫姑鱼全年均有性成熟

个体"但主要集中在春季和夏季(%#)

"珠江口水域

皮氏叫姑鱼的产卵期为 ; 月*> 月(#?)

"杨东莱

等(!?)研究表明"长江口及邻近海区皮氏叫姑鱼春

季和夏季洄游到沿岸浅水域索饵和繁殖"鱼卵和

仔稚鱼出现的时间为 " 月*%$ 月' 本研究表明"

马鞍列岛海域皮氏叫姑鱼性成熟期为 ; 月至 %$

月#图 !$"而雌雄个体同时达到性成熟的时期主

要集中在 " 月*< 月"初步推断该海域皮氏叫姑

鱼的繁殖期为 " 月至 < 月"盛期为 > 月和 B 月'

由皮氏叫姑鱼群体的体长分布和性腺发育随

月份的变化关系"可看出马鞍列岛海域该种类 !

月*; 月主要以待生殖群体为主"" 月*< 月初以

生殖群体为主"< 月*%% 月以成鱼群体和当年生

幼鱼补充群体为主"%# 月和 % 月*# 月以补充群

体为主"表明该海域是东海皮氏叫姑鱼主要的繁

殖洄游区域'

表 $#不同海域皮氏叫姑鱼的体长范围和优势体长组

&'("$#T0?E 3*5<-),'5<*'5?2'.5(0?E 3*5<-)<,0@7/01F"='.-/+'6%%.5?.11*,*5-/*' ',*'/

海域

FJ8F

全年 V5568N

C-*@C-W

春季 HVJGP_

C-*@C-W

夏季 HMEE8J

C-*@C-W

秋季 FMYMEP

C-*@C-W

冬季 gGPY8J

C-*@C-W

黄&渤海(%)

YI8b8665gFPN C5IFG08F

;$ h%;$@

<$ h%#$

%!;

"

;$ h%?$@

;$ h>$%

%$$ h%#$

;$ h%!$@

B$ h%$$

B$ h%;$@

<$ h%#$

东海(%)

YI82FHY08F

## h%>! >% h%>! ;; h%%# ## h%;B !! h%?#

东海南部(%?)

YI805MYI 5SYI82FHY08F

## h%<B

#" h%<B@

<$ h%$$

## h%>"@

"$ hB$

#B h%B;@

>$ hB$

!! h%">@

<$ h%$$

南海(%)

YI805MYI 08F

?" h%"B@

"% h>$%

%%" h%#$

;" h%"B@

%%" h%#$

%!; h%;$@

%!" h%?$

#; h%!!@

"" h>$

本研究

YIGHVFV8J

!$ h#"?@

B$ h%$$%

%!$ h%B$

"B h%B<@

%?$ h%>$

?! h#;?@

%?$ h%<$

!" h#"?@

B$ h%$$%

%!$ h%;$

!$ h%">@

>$ h%#$

注!C-*@C-W7体长范围@优势体长组%

"

7平均体长'

+5Y8H!C-*@C-W795NL 68P_YI JFP_8@EFGP 95NL 68P_YI _J5MVH%

"

7E8FPH95NL 68P_YI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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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饵料组成及变化

研究表明"皮氏叫姑鱼属于底栖生物食性鱼

类(%? :%B)

"马鞍列岛海域皮氏叫姑鱼以底栖虾类和

端足类为主"鱼类也占一定的比例' 皮氏叫姑鱼

的饵料生物组成随月份变化#表 #$"在繁殖活动

前期#; 月和 " 月$饵料生物以鱼类和虾类为主"

繁殖期间#> 月*< 月$则以端足类和小型蟹类为

主"这主要与海域环境中饵料生物可利用性的变

化和摄食策略有关"一般来说"鱼类在其适合的食

物范围内"总是以栖息水域中数量最多&出现时间

最长的饵料生物为主要食物(#?)

"本研究中"优势

饵料生物如
#

(#"%<)

&六丝矛尾 虎鱼(#)

&中国毛

虾(#"!;)和细巧仿对虾(!")等在饵料组成中的月份

变化与它们在该海域环境中的月变化相似"这些

饵料生物为皮氏叫姑鱼提供了较好的饵料基础'

此外"因繁殖活动引起饵料生物种类的转变"还可

能与端足类和小型蟹类相对于其他饵料生物种类

更容易被捕食有较大关系"这有利于减小繁殖个

体因捕食而消耗的能量"是鱼类最佳索饵理论(#<)

的体现' 随个体的生长"皮氏叫姑鱼的饵料生物

组成发生变化#表 #$"幼鱼群体#C-%$主要摄食

端足类等小型底栖生物"随着体长的增加"鱼类和

虾类等类群在饵料中的比例增加"并且大个体群

体的饵料种类更加多样"说明随着皮氏叫姑鱼生

长"其游泳能力和捕食能力增加"能较多地摄食鱼

类等个体较大的种类"以满足生长所需的能量要

求' 同时也说明随体长增大"皮氏叫姑鱼的栖息

生境也扩大"并能够摄食不同水层不同生态类型

的饵料生物' 本研究也表明繁殖群体和幼鱼群体

间存在较大饵料竞争关系'

本研究从不同月份的体长组成&体长与体质

量关系&性比&繁殖习性和摄食等渔业生物学特性

对马鞍列岛海域皮氏叫姑鱼群体作了分析"结果

表明该海域皮氏叫姑鱼群体的体长范围和优势体

长组体长要大于其他海域"该海域是皮氏叫姑鱼

的主要繁殖洄游场所"就其资源保护来说"建议根

据其繁殖习性加强繁殖群体和幼鱼群体的保护措

施"有关皮氏叫姑鱼繁殖时间和生境的选择机制

及生长等问题"有待进一步的调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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