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蛤鱼幼鱼耳石 日轮的初步观察与研究

陈卫忠 李长松
(东海水产研究所

,

上海 么叉X阴 )

摘 要 对长江 口海区始鱼幼鱼耳石标本的扫描电镜观察发现
,

贻鱼耳石上存在着宽度为

数微米到十几微米的细微轮纹
,

通过对其中 3 尾贻鱼的耳石不同放大倍数图像的拍摄
,

再根据照片

对耳石上轮纹和耳石轮纹辐射半径的测量
、

计数和计算
,

得出 3 尾始鱼耳石轮纹的平均宽度分别为

9
.

52
、

8
.

52 和 8
.

57 微米
,

耳石轮纹辐射半径分别为 12位
.

2
、

n 麟
.

8 和 11 87
.

5 微米
,

由此计算得出的耳

石轮纹数分别为 133
、

137 和 139 轮
。

根据贻鱼生长方程由贻鱼体长换算的日龄和根据贻鱼产卵期推

算的始鱼幼鱼的生长期都与上述轮纹数相近
,

表明始鱼耳石上的细微轮纹是日轮
。

关健词 贻鱼
,

幼鱼
,

耳石
,

日轮

自 R 口叱 ll a【1盯 l] 首次引人鱼类日龄的概念以及 B or ht e sr 等【197 6」首次应用鱼类耳石鉴定

鱼类幼体的 日龄以来
,

鱼类耳石 日轮的观察
、

日龄的鉴定 已成为鱼类生物
、

生态学研究中越来

越重要的方法和手段
。

国外已有许多学者对多种鱼类进行了耳石 日轮的研究
。

许多学者使用

光学显微镜在实验室中饲养的鱼类仔鱼耳石上观察到并证实 了 日轮的形成【IO
n Le s ,

19 8;6 董双

林和王志余
,

1988 ]
,

而对野外采集的鱼类标本
,

特别是仔
、

稚鱼阶段 以后的 日龄研究 以及 应用

电子显微镜进行观察研究的则较少
。

在我国
,

有关鱼类 日龄研究的报道较少
,

董双林等【19 8 9〕

在饲养的鲤鱼仔
、

稚
、

幼鱼耳石上观察到了 日轮
,

陈卫忠【19如〕和 C为e n 【19 92 ]对野外采集的红

眼脂眼鲜和大鳞油鲜仔鱼的 日龄与生长作了研究 ;李 勃等【199 1] 对鳗鲡仔
、

幼鱼的 日轮作了

鉴定
。

李城华等【199 3 ]分别在实验室内饲养和野外采集的梭鱼仔鱼的耳石上观察到 了相似的

日生长轮
。

而有关其它鱼类日龄的研究还几乎未见报道
。

始鱼 ( 只叨切划如彻。 殉朋众出 )是我

国重要的经济鱼类
,

通过对始鱼幼鱼耳石 日轮的研究
,

就能 了解给鱼幼鱼的生长期
,

掌握始鱼

幼鱼阶段的生长
、

死亡及数量变动等情况
,

为渔业资源评估和管理提供科学依据
。

1 材料与方法

观察用的耳石为 1995 年 8 月作者随上海海洋渔业发展公司沪渔 71 9 船出海调查时所取

的始鱼样品
。

捕捞网具为对拖拖网
,

捕捞时间为 8 月 7 日
。

捕捞地点为长江 口海区
,

该批样品

共取 100 尾
,

随船带回后于 8 月 11 日在实验室 内进行体长体重的测定
,

并对其中第 1 一
25 号样

品取耳石用于本实验观察
。

取耳石时用剪刀沿鱼体眼睛后缘以 45 度角剪开脑颅
,

然后用镊子从始鱼 听囊中小心取 出

一对矢耳石
。

清洗后凉干备用
。

在作电镜观察前
,

先用光学解剖镜对部分始鱼耳石进行粗略观察
。

然后尽量挑选成对且

破损小的耳石按 J O川驾〔19 8 7〕方法进行清洗制样
,

用于电镜观察
。

收稿 日期
: l卯 5 一 1 1 一 1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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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分辨
。

在扫描电镜下
,

当放大倍数选择为 35 或 50 时
,

观察到的结果与上述解剖镜观察结果基本

相似 (图版
一 1

、

2)
。

当放大倍数为 100 或 350 倍时
,

可以明显看出除 了上述宽轮外
,

在宽轮 间

还分布有一些更加细微的轮纹 (图版
一 3 )

,

当放大倍数分别为 500
一 35 00 时

,

耳石上的细微轮

纹更加清晰可辨 (图版
一 4 )

,

根据前人和作者的经验
,

推测其为 日轮
。

我们观察到每个宽轮间

日轮的个数是不 同的
,

一般在数个到十多个之间变化
,

平均为 7 一 8 个
。

此外
,

除 了上述宽轮间

日轮数的变化外
,

日轮的宽度也各不相同
。

在密集区域
,

日轮的宽度较小
,

一般为 3 一 4 微米
,

而稀疏区域 日轮宽度较大
,

可达 17 一 18 微米
。

由于当放大倍数为 100 以上时
,

在扫描电子显微镜下已不能观察到整个蛤鱼耳石的全貌
,

再加上耳石部分区域的日轮不清楚或观察不到
,

因此
,

无法在扫描电镜下直接对整个耳石上 的

日轮计数
,

因此
,

采用对其中 3 尾始鱼的 3 颗耳石不 同放大倍数的图像进行拍摄
,

再根据照 片

进行测量
、

计数和计算
。

一般从放大 50 倍的照 片上可清楚地 看到轮纹的辐射中心和弧形轮

纹
。

耳石的轮纹辐射中心并非处于耳石长宽 的中点处
,

而是稍偏 向于耳石稍宽的一头
。

从轮

纹辐射中心沿其与耳石最宽处中点构成的直线测量到耳石稍宽一头边缘所得数据
,

经换算得

到的距离即为计算所用的耳石轮纹辐射半径
,

当放大倍数为 1《XX) 或 2《XX ) 时
,

从照片可观察到

的日轮数在十多个到二十多个之间
,

此时根据耳石不 同部位的照片
,

测量一定个数的 日轮间的

距离
,

经过换算及加权平均即可得到 日轮平均宽度
。

最后将轮纹辐射半径除 以 日轮平均宽度

得到计算 日轮数
。

同时
,

利用贻鱼 的 vo
n 一B a

atl
a n

伪 生长方程 Lt = 4 25 ( l
一 e 一 “ 5,

( t + 0
.

8 ) ) (陈

休和李培军
,

197 8)
,

根据贻鱼样品的体长逆算其年龄
,

将逆算年龄乘上 365 得 出换算 日龄
,

与

上述计算 日轮数进行比较分析 (表 l )
。

从表 l 看 出
,

计算 的 日轮数与根据始鱼生 长方程换算

的日龄比较接近
,

说明始鱼耳石上的细微轮纹是 日轮
。

其 日轮数的多少大致反映 了蛤鱼幼鱼

生长期的长短
。

表 1 始鱼幼鱼耳石的辐射半径
、

平均轮宽
、

计算日轮数和贻鱼的换算 日龄

I 知b el l l b e n 日 i璐
, . , ℃花尽 『 ow ht u K r 日m犯” t铺 d ht

,

留由咫 t ed n 切nr 加 sr of

加汀叹长” t of oot 胶ht al xl 口c侧al ted da ys of aj 训
1. 泛祀 n 坦cI 沈 n日

耳石编号 鱼体体长 (~ ) 耳石辐射半径 (四 ) 平均轮宽 (四 ) 计算 日轮数 根据体长换算 的 日龄 (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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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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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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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讨论

对于鱼类耳石上 日轮的证实
,

大部分学者采用在实验室内对饲养的仔鱼从孵化开始定期

取样观察
,

比较其 日轮数是否与 日龄一致
,

或对仔鱼耳石用一定方法进行标记
,

然后根据 实验

室中饲养的天数和耳石标记处之外的 日轮数来判断其是否 为 日轮 〔Jon e s ,

19 86 ; 董双林和王志

余
,

1988 ]
。

而对于直接取 自于野外标本的耳石
,

特别是取 自个体较大 的非仔
、

稚鱼类标本
,

目

前暂无很好的证明方法
,

因此
,

我们采用了与逆算日龄进行对 比分析的方法
。

我们认为
,

所观

察到的是 日轮
,

推算的 日轮数能大致反映贻鱼幼鱼标本生长期的长短
,

其理由如下
:

( )l 陈 休和李培军
,

1

978
。

黄渤海区 日本贻 . 、
刀

~
,九们“ 声 p

〕

~
)的生 长

。

41
,

辽宁省海洋水产研究所调查报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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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 许多学者已在多种鱼类耳石上观察到并证实了日轮的形成
,

包括从仔鱼
、

稚鱼
、

幼鱼到

成鱼〔oJ
n es

,

19肠 ;董双林和王志余
,

19 88 〕
。

耳石上 日轮的形成通 常被认为与许多环境因子有

关
,

例如光照〔R da kt e ,

19 7 8」
、

饵料 〔C七eff n ,

19 8 2」和温度 [B
r o ht e 。

,

19 7 8 ]等
。

而这些环境因子通

常存在着昼夜周期性的变化
,

因此
,

始鱼耳石上 日轮的形成有一定的客观条件
。

( 2 )我们推算的始鱼幼鱼耳石的 日轮数与利用拟合的
v no

一

Be tl al 田西 生长方程逆算的 日龄

比较接近
,

而且推算的 3 尾始鱼幼鱼耳石的 日轮数 比较接近
。

比用生长方程逆算的年龄可能

更接近始鱼幼鱼的实际生长期
。

(3 )据农牧渔业部水产局
、

农牧渔业部东海区渔业指挥部报道【198 7 〕
,

东海始鱼 的主要产

卵期为 3 一 5 月
,

如果以 3 月 1 日 ~ 5 月 31 日为其界线
,

则 8 月 7 日捕获的当年生始鱼的 日龄

在 69
一 l印 天之间

,

而我们推算的 日轮数也在此范围内
。

( 4 ) oJ ne
s 〔198 7 1证实

,

在实验室最佳条件下饲养的海妒仔鱼
,

用光学显微镜观察到的 日轮

能够反映其真实的 日龄
,

而限制条件 (如饥饿
、

低温等 )下饲养的仔鱼
,

用光学显微镜观察到的

日轮 已不能反映其真实的 日龄
。

但用扫描电子显微镜观察可以得到较为真实的 日龄
。

对于环

境条件并非一直处于最佳条件下的野生鱼类
,

用扫描电子显微镜观察 日轮
,

可能会得到比较真

实的结果
,。

对于在解剖镜及扫描电子显微镜下都能观察到的宽轮
,

其轮数和轮距都有一定的规律
,

而

其间的 日轮数多少不一
,

从数轮到十多轮似乎并无规律性
,

这与 P na n e l la[ 1971 ]通过观察热带

鱼类耳石上的 日轮得出鱼类生长有 14 或 28 天为一个周期的情况有所不 同
。

是否与始鱼 因饵

料分布
、

海洋环境因子等影 响而造成的生长的非周期性随机变化有关
,

目前还无法确切证实其

性质及形成原理
,

有待今后 进一步研究探索
。

对于野外采集且个体较大的非仔
、

稚鱼类标本 (如本例始鱼幼鱼 )
,

当由于各种原因在扫描

电镜下对整个耳石的 日轮计数较为困难时
,

如采用拍照
,

对照片进行测量计数和计算得到 日轮

数的方法可能是此类情况下进行鱼类 日龄研究的一个途径
。

本研究为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合同项 目的部分 内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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