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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江口花妒的生长和食性

孙帼英 朱云云 陈建国 周忠良

(华东师范大学生物学系
,

上海 2 0 0 0 6 2)

提 要 花妒为沿海及河口 的经济鱼类
,

亦可溯河生活于淡水
。

在长江 口水域
,

花妒属中型

鱼类
,

其体长和体重的相关关系式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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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重生长拐点 t r = 4
.

7龄
,

拐点处体重

为 3 2 8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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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早期幼鱼以浮游动物为食
,

以后转变为主要以虾其次以鱼为食
,

成鱼则主要以鱼其次

以虾为食
。

在长江口水域
,

鱼虾等饵料资源丰富
,

为花妒极好的肥育场所
。

在该水域
,

花妒的资源量

应引起重视
。

文中
,

最后对其资源的保护和发展作了探讨
。

关镇词 花妒
,

生长
,

食性
,

长江口

花妒 aL
t e o l a b ar x 夕a p o n i e u s (C u v i e r e t V a l e n e i n n e s )分布于中国

、

日本和朝鲜
。

为我国沿海

及河 口的中型经济鱼类
,

亦可溯河生活于淡水河流中
。

花妒肉质好
、

味鲜 ,系深受人们喜爱的上

等食用鱼
。

日本以及我国对黄渤海花妒的年龄和生长曾有过报导「烟中与 i琴孤野
, ` ” “ “ b ,

毕庶万

等
,

1 98 3 ;冯昭信等
,

1 9 8 5
、

1 9 8 6〕
,

为探讨长江 口花妒资源的发展
,

从 1 9 8 6年至 1 9 9 1年
,

我们对该

水域花妒生长和食性等生物学问题作了研究
,

为开发和利用其资源提供基础资料
。

一
、

材 料 和 方 法

研究用标本采自长江 口横沙岛和佘山附近水域
,

1 9 8 6
一

1 9 8 7年按月采集
,

有些材料在以后

的年份中作数次补充采集
。

在野外进行常规生物学测定
。

二
、

结 果

(一 )年龄与生长

1
.

年轮特征

以第一背鳍基部前方的鳞片作为鉴定年龄的主要依据
。

花妒鳞片的环片呈疏密排列
,

前区

疏密交界处的环片常断裂或重叠
,

形成环片间间隙较宽的透明带
,

侧区有较 明显的切割现象
,

透明带常延至切割处
。

鉴定年龄时
,

多以侧区切割和前区透明带相结合而确定
。

在高龄鱼
,

由于

年轮间距小
,

环片排列紧密
,

有时透明带颇不明显
。

此时
,

主要根据侧区少数环片的切割确定

(图 1 )
。

收稿 日期
:
1 99 5

一 0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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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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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体长和体重关系曲线 图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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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长和体重生长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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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计算
,

作出相应曲线 (图 4
,

5
,

6 )
。

在低龄时
,

体长生长速度稍快
,

随着年龄的增大
,

生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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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体长和体重生长速度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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速度稍缓
,

生长加速度 随年龄

增长呈 减速上 升
。

在 4
.

7龄 以

前
,

体重生长速度上升
,

而体重

生长加速度却在 1龄时下降
,

因

而 4
.

7龄以前是 花妒的体重生

长速度的递增阶段
,

但其递增

的速度却在 1龄时下降
。

在 4
.

7

龄时
,

体重生长达最大值
,

体重

加速度为零
,

即 4
.

7龄时为花妒

生长的最大值阶段
。

4
.

7龄 以

后
,

体重生长速度下降
,

而生长

加速度变为负值
,

即进入体重

生长速度的递减阶段
,

但在高

龄鱼
,

生长速度的递减速度 下

降缓慢
,

体重加速度平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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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体重生长加速度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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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食 性

在长江 口水域
,

花妒的食物种类有跻鱼
、

蛇鲍
、

梭鱼
、

鳍鱼
、

服虎鱼
、

舌鳗
、

脊尾白虾
、

日本沼

虾和小蟹等
,

在食物中
,

鱼的出现率和容积率均最大
,

其次为虾
,

小蟹占的比例则很小 (表 2 )
。

为探讨花妒的食性变化
,

我们分析了当年鱼的饵料成份
。

在 3
一

4月
,

体长 1
.

7
一

2
.

2厘米的幼

鱼以挠足类和枝角类为食
,

在 6月
,

体长 5
.

3
一

9
.

5厘米幼鱼
,

各种食物的出现率从大到小依次为

等足类
、

虾
、

枝角类和挠足类
、

涟虫
、

鱼
、

蟹
,

而容积率则依次为虾
、

鱼和等足类等无脊椎动物
,

个

别个体食物中有水母
、

鱼 卵和箭虫等
,

由于枝角类和挠足类数量少
,

未能计算容积率
。

在 7
一

n

月
,

体长为 1 2
一

2 6
.

5厘米的当年鱼
,

食物中虾的出现率和容积率均增大
,

而且虾的种类从以小型

的毛虾和糠虾为主转变为以个体稍大的脊尾白虾和安氏白虾为主
,

小鱼的种类亦增多 (表 2 )
。

因此
,

早期的幼鱼以浮游动物为食
,

食性转变后
,

则主要以小虾
、

小鱼和等足类为食
。

而成鱼全

年的食谱中
,

鱼的比例大为增加
,

成为主要以鱼
,

其次为虾的肉食性鱼类 (表 2 )
。

花妒的摄食强度以胃饱满度表示 (表 3 )
。

从表中可以看出
,

在全年的不同月份
,

胃饱满度等

级差异较明显
,

但周年的平均摄食等级差异不大
,

变动在 1
.

7
一

2
.

2级之间
。

全年的平均空 胃率约

为 25 %
。

在长江 口难以得到处于繁殖时期的标本
,

此项数据只能暂缺
。

在浙江沿海得到的标本
,

产卵个体胃内充满食物
,

据之推断
,

该鱼在产卵期 间亦不停止摄食
。

三
、

讨 论

(一 )长江 口水域是花妒极好的肥育场所

有学者认为
,

在自然海 区
,

花妒一般得不到 充分的食物
,

鱼体未达充分的生长 [烟中与阅
野

,

1 9 6 a2 〕
。

在长江 口水域
,

花妒的生长显然大于 日本松岛湾
、

仙台湾 [烟中与阴野
,

1 9 6 2
。

]
,

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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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花妒的胃含物分析

T a b l e 2 A n a l y s i s o f s t o m a e h e o n t e n t s o f L
.

j aP o月 i cu s

当年鱼 成 鱼

食物种类
6月 7月

一

1 1月 1月
一

6月 7
一
1 1月

平均容积率
(% )

平均容积率
(% )

平均容积率
(% )

平均容积率
(% )

挠足类
、

枝角类

毛虾
、

糠虾

日本沼虾

脊尾白虾

安氏白虾

等足类

涟虫类

小蟹

脐鱼

梭鱼
、

鳍鱼

蛇的

暇虎鱼

舌编

其他小鱼

5 8
.

8

5 2
.

9

1 1
.

8

3 1
.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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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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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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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 花妒的胃饱满度

T a b le 3 P l u m P n e s s o f s t o m a e h o f L
.

j aP
o n ie u s

摄食等级
月份 鱼尾数

( % )

3 平均
`

一
1 9 1 1

.

1 4 4
.

4 1 1
.

1 2 2
.

2 1 1
.

1 1
.

8

2 6
.

4

3 5
.

7

2 0 5 1 4
.

7 1
.

7

4 3
.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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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j内hó

9
一

10 2 4 1 9
.

4 24
.

2 2 7
.

8 1 8
.

7 9
.

9 1
.

8

渤海和黄海北部的生长资料较为接近
,

亦较之为好 [冯昭信等
,

1 9 8 5 ]
。

花妒的食物系个体较 小

的鱼虾
,

而在该水域
,

小鱼虾生物量丰富
,

与黄渤海的资料相比较
,

长江 口花妒的平均胃饱满度

高
,

而空胃率低 (陈介康
,

1 9 81 )
。

因而
,

在这个饵料丰富的水域
,

花妒能得到充分的生长
。

(二 )渔业状况

长江 口从浏河至佘山水域
,

均有渔民捕捞花妒
,

渔具有滚钩
、

钓钩和沿海插网
。

佘山
、

铜沙

和九段沙一带使用滚钩
,

浏河和崇明一带用钓钩
,

滚
、

钓钩的渔获物个体大
,

而进入沿岸插网的

(1 ) 陈介康
,

1 9 8 1
。

渤海真妒的生态学研究
。

辽宁动物学会会刊
,

2 ( 1 )
:

5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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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为低龄鱼
,

个体小
。

在长江 口水域
,

没有花妒渔产量的统计
,

难以全面反映其渔业状况
,

为了

解其资源概貌
,

我们在 1 9 8 7年
,

逐月对横沙岛 12 条滚
、

钓船的渔获物作了统计
: 3

一

7月的产量分

别为 2 8 7 2公斤
、

3 6 8 7 0公斤
、

1 7 4 7 5公斤
、

2 2 3 0 5公斤和 1 6 3 5 0公斤
; 8

一

1 1月各分别 为 3 7 5 0公斤
,

全

年总产量约为 1 10 吨
。

此外
,

还有许多难以统计的产量
,

如浏河和崇明非专业从事花妒生产的产

量
; 铜沙

、

九段沙浅滩和横沙
、

崇 明等滩涂众多插网的产量
; 以及外地船只到上述水域捕扮的产

量
。

据王幼槐等 [ 1 9 8 4 ]的资料
,

1 9 8 2年长江 口 的渔获量为 3 9 0 0吨
,

其中除凤鱿
、

刀 鱿和前领间银

鱼外的其它杂鱼为 2 1 0 0吨
。

我们将上述 12 条船的产量与 1 9 8 2年的杂鱼产量相比较
,

花妒为杂鱼

的 5
.

3%
,

而 1 9 8 2年刀鱿为同年杂鱼的 7
.

5%
,

刀鱿系主要经济鱼类
,

一直为人们所重视
,

而花妒

的产量虽然 只比刀鱿少 2% (实际应小于这一比例
,

因还有未统计的产量 )
,

可是花妒在渔获物

的统计上却没有独立的位置
。

因而
,

我们要为此呼吁
,

渔业部门应重视花妒资源
。

(三 )几点建议

近数年来
,

长江 口 花妒的资源逐年减少
,

在该水域几乎 已捕不到鱼苗
。

长江 口是花妒的肥

育场所
,

成熟的亲鱼要到邻近海域产卵 [孙帼英等
,

1 9 94 ]
,

因而长江 口和邻近海域 的资源应互

有因果关系
。

据我们了解
,

自1 9 8 8年以来
,

浙江沿海成熟花妒的捕获量逐年减少
,

致使从事花妒

生产的渔民纷纷改换其他 网具作业
。

资源减少的原因是多方面的
,

因而保护和增殖也是一个复

杂的 问题
。

现就我们研究中遇到的情况
,

谈一些看法
:

①在长江 口水域
,

花妒的生长拐点为 4
.

7

龄
,

因而该水域众多的插网及其他网具捕捞低龄鱼
,

对资源是有害的
。

②我们认为
,

保护花妒的

仔
、

稚
、

幼鱼
,

可能是保护花妒资源的一个重要方面
。

花妒在冬季繁殖 [孙帼英
,

1 9 94 ]
,

捕鳗苗时

期
,

正值该鱼仔
、

稚和幼鱼的生长阶段
,

浙江沿海和长江 口水域有众多的捕鳗苗者
,

细密的捕鳗

苗网具林立于花妒的繁殖和肥育水域
,

这些网具对他们会有较大的伤害
,

特别是沿海对仔
、

稚

鱼可能损伤更大
。

③ 由于长江 口是花妒的肥育场所
,

在花妒的繁殖生物学方面
,

我们已提出了

鱼种放流的想法 [孙 帼英等
,

1 9 94 ]
。

此外
,

上海市已有池塘混养
、

工厂化流水饲养
,

当年鱼体重

达 2 50 克多甚至近 5 00 克的饲养经验
。

浙江沿海网箱养殖
,

鱼苗经 16 个 月饲养
,

有平均体重达 5 47

克的报导 [李宏宇等
。

1 9 8 9 ]
,

因而如何开展各种方式的养殖
,

以满足人们经济生活 日益增长的

需要
,

将是非常迫切 的
。

国 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 项 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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