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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鱼摄食节律和 日摄

食率的初步研究
’

李思发 杨和荃 陆伟民
(上海水产学院 )

提 要

本文报道了缝
、

缩和草鱼的昼夜摄食节律和 日摄食率
,

并对影响摄食节律和摄食强度的

环境因子进行了初步探讨
。

试验的结果表明
,

这三种鱼都有明显的摄食节律
。

链
、

墉鱼的饱满指数在每天 住时最低
,

天亮前后开始升高
, 8 时起明显升高

, 12 时至 2 0 时是一天中的最高阶段
,

20 时以后逐渐 下降
,

午夜 汉 时后
,

大约有 6 小时停食
。

草鱼的饱满指数也是以每天 4 时最低
,

12 时和 20 时分别出

现两个摄食高峰
,

两个高峰之间
,

即 16 时左右摄食强度有一个低落的阶段
。

试验也揭示了这三种鱼的日摄食串
,

即每天按单位体重的进食聋
。

按日平均饱满指数法测

计
,

链鱼日摄食率的最低值为 5
,

6 落
,

最高值为场
.

8绍
,

平均为 11
.

4筹 ;编鱼的日摄食率最低值

为 2
.

5 男
,

最高值为 16
,

4 络
,

平均值为 6
.

7务 ; 草鱼的日摄食率的最低值为 26
.

3形
,

最高值为

妇
.

9男
,

平均值为 阳
.

6男
。

在全年中三种鱼的日摄食率都以在 7
、

8 月份为最高
,

这就是缝
、

墉
、

草鱼一年中摄食的最旺盛期
。

前 言

链 (万卿。户tha 玩交入矶岁 , 孟众了召仍 )
、

缩 (通村时化脸无尹 、碗婉)
、

草鱼 (口枷
夕入。塑卿夕卜

己田丢 ‘山孟‘。 )的摄食习性
,

过去 已有过许多研究
,

但大多着重于食性方面(如食谱 )的研究
,

在鱼的食量方面的研究还不多
。

已见的报导有
:
黄炳椿等(19 64 )

、

张本 (1 966 )
、

且
,

H
.

x熟卜

舰。即
B 3 等 (1 9 7 7 )

, 〔, ,’l 他们分别研究了一龄鱼种摄食强度和投饵的关系
,

以及摄食强度

的昼夜变化等
。

为了不仅从质的方面而且从量的方面弄清养殖鱼类的摄食强度及其变化的 规律 性
,

为今后正确佑价水体生产力和拟定合理的放养
、

投饵
、

施肥指标和措施
,

我们于 19 7 8 年 4

月至 10 月
,

进行了维
、

翰
、

草鱼的摄食节律和 日摄食率研究
。

先后通过了 8 批试验
,

从而

对它们的摄食节律
、

日摄食率以及影响摄食强度的环境因子
,

有了进一步的了解
。

厦门水产学院淡水渔业专业 7 6 级学生谢祖松
、

周文良
、

杨文元
、

曹桂新等参加 了试验工作
。

本文承陆桂
、

易

伯鲁教授审阅
,

在此一并致以深切的谢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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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 料 和 方 法

试验在厦门水产学院淡水养殖试验场进行
。

1
.

试验鱼及其驯养

8 批试验共解剖测定维
、

鳍
、

草鱼 1 ,

的 6 尾
,

其中缝 5 1 3 尾 (体长 6
.

3一 22
.

9 厘米
,

体

重 4
.

6一2 0 3 克 ) ;鳍 5 3 1 尾 (体长 5
.

1一3 4
.

6 厘米
,

体重 3
.

6一7 2 5 克 ) ; 草鱼 5 52 尾 (体长

6
.

4一 3 1
.

8 厘米
,

体重 4
.

9一 6 50 克 )
。

试验中前 5 批 8 48 尾为二龄的链
、

墉
、

草鱼
,

后 3 批

因二龄鱼不足
,

改用一龄鱼
。

二龄鱼取自一口水质肥沃
,

平时不人工投饵的鱼池 , 一龄鱼

取自兰个苗种池
,

平时每 日投饵二次
。

试验用鱼除第 2
、

3 批链
、

绷鱼有锚头蟠寄生外
,

其

他均体质良好
。

为了解鱼的昼夜摄食节律
,

需在一天 中每隔 4 个小时检测一次鱼的饱满指数
。

为使定

时检测时
,

能方便地取得种类和数量符合要求的被检测鱼
,

而又不惊扰其它鱼
,

我们预先

将禽检测的鱼提前捕起
,

分别在 7 只网箱中驯养
。

每次实验检测时
,

从上午 8 时检测第 ]

只网箱驯养的鱼
,

此后每隔 4 小时检测一只网箱的鱼
,

至第二天上午 8 时检测至第 了只网

箱的鱼
,

做到每次实验都能定时取得全天完整的资料
。

据我们多次观察
,

经过 4 天驯养
,

鱼的摄食活动就能恢复常态
,

我们实际驯养的时间

则在一个星期 以上
。

每只网箱里
,

蜷
、

墉
、

草鱼各放 10 一 12 尾
,

三种鱼在网箱内的密度为9一n 尾/ 立方米
。

驯养被检测鱼的网箱
,

是放置在同一只鱼池内的
,

其生态条件一致
。

该池面积为 6 亩
,

水深 1
.

7 米
,

水质肥沃
,

浮游生物丰富
。

经鉴定计数
,

浮游植物量在 0
.

9一3
.

孚亿个/ 升之

间
,

占优势的主要是蓝藻〔如颤藻(口义哪at 口再的
、

节旋藻 (A 妈h犷0 5夕么。 )
、

尖头藻 (Ra 户诩艺。

哪旬等〕
、

绿藻〔如栅连藻(叙二山~
)
、

十字藻 (C仪“岁外落口 )等〕
。

浮游动物 的 数量 为

1
.

62 一 5
.

30 万个/ 升
,

占优势的有原 生动物〔如喇叭虫(及。 to 灼等〕
、

轮 虫〔如多 肢 轮 虫

(凡咖戚忆)
、

三肢轮虫(万心侃兔 )
、

异尾轮虫(T 犷交无嘛卿)
、

臂尾轮虫 (B 忆亡h‘卿
s )

、

裂足

轮虫(冼入众嘛似 )等〕
。

驯养中
,

对继
、

缩鱼不再人工投饵
,

任其摄食天然饵料
。

对草鱼则投喂青饲料
,

4一 7 月

投喂浮萍
,

8 月以后喂切碎的青菜叶
,

驯养初每天喂 2一3 次
,
实验前 2一3 天至检测完毕

,

每天喂 7 次
,

保证有足量而新鲜的食料
。

2
.

摄食节律和日摄食率的计算和表示方式

通过对鱼的饱满指数的定时测定
,

由饱满指数的变动了解一昼夜中鱼的摄食节律
; 由

同一天中测得的各次饱满指数推算出 日平均饱满指数或时平均饱满指数
,

并由此再求得

日摄食率
。

求饱满指数K 的计算式如下
:

二 二

会
/ ‘。。。。



3 期 李思发
、

杨和荃
、

陆伟民; 链
、

端
、

草鱼摄食节律和日摄食率的初步研究

式中
:

下于几
—

食物团重 (克)

巩—
鱼体重 (克 )

日摄食率的计算式参考了 H
.

B
.

万地p欧。助B a 介绍的方法 〔幻 。

同时用二种计算式计

算
,

并进行比较
。

第一种计算式
,

我们称之为
“

日平均饱满指数法
” ,

其计算式如下
.

~ 一 2 4

人
二 = 五

.

一生T

式中
:

凡—
日摄食率

,

即单位体重鱼的日摄食量
。

折算为百分比表示
。

日平均饱满指数
,

即同一天测得各次饱满指数的平均值
。

望

—
食物通过消化道所需时间

。

第二种计算式
,

我们称为
“

时平均饱满指数法
” ,

其计算式如下
.

凡
。达丛竺丛2二三丛

卫二丝丛上
只 24

~ 吕

式中
:

凡
, 、

凡
、

凡
。 、

凡
‘

—
同一天内 12 时

、 8 时
、

20 时
、

24 时测得的饱满指数
。

3
,

饱满指数的测定

按规定时间
,

将被测定鱼自网箱捕起
,

逐尾测定体长
、

体重
。

剖腹取肠道
,

仔细剥离肠

系膜和脂肪
,

将肠道平铺在吸水纸上至无水迹时秤重
。

我们采用减量法求得食物团重量
。

为此
,

预先将 580 尾不同大小的链
、

绷
、

草鱼置于

缺食条件的流水池中
,

使其自然排尽食物
,

测出其体长和空肠重量
,

绘制成体长与空肠重

的相关曲线图
。

以后在实际检测时
,

按被测鱼的体长从图中查出相应的空肠重
,

将被测鱼

的实肠重减去空肠重
,

即可求得被测鱼的食物团重
。

逐尾计算被测鱼的饱满指数后
,

再求算同一批鱼的平均饱满指数
,

作为某种鱼在一天

中某一时刻的摄食强度的指标
。

4
.

食物通过消化道所播时 间的测定方法

这种方法是将一批饱食的鱼放入清水中饲养
,

每隔 2 小时
,

随机取出 2 尾
,

解剖观察

肠内容物移动情况
,

直至肠内排空
,

求得食物通过消化道的时间
。

5
.

环境因子的测定

溶氧量用W in kle r 氏法测定
,

水样取自水面以下 50 厘米和池底以上 5 0 厘米处
,

求取

平均值
。

在采取水样时同时测定水温
。

光照度系用照度计在水下各层测试
。

浮游生物的

定性定量测定工作
,

是在同一天的 8 时
、

16 时
、

24 时采样三次
,

常规鉴定
。

试 验 结 果

1
.

摄食节律

试验结果证明
,

鳞
、

蜻
、

草鱼在 4 月至 10 月期间
,

其摄食强度在一昼夜中具有明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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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律
。

表 1 是链
、

绷
、

草鱼饱满指数的昼夜变化情况
。

表 1 维
、

编
、

草鱼饱满指数的县夜变化

鱼鱼 别别 测 定 日 期期 饱 满 指 数 昼 夜 变 化化

8888888 时时 1 2 时时 1 6 时时 2 0 时时 2 4 时时 4 时时 8 时时

鼓鼓鼓 4 月夕7一 28 日日 筋1
.

777 4 53
。

666 5 5 白
.

777 6炸
。

777 4 11
.

888 4韶
.

333 1 0 7
.

888

55555月1 8一 1 9 日日 1阳
‘

888 4 39
。

333 6 2 3
.

999 6以
.

111 3 00
.

555 1 8 7
。

777 7 5
.

000

00000月 3一4 日日 6 6
。

666 劝卫3
.

333 盛3 6
.

666 双7
.

999 1从 公公 9 蚕
.

666 3 4 丈
。

888

66666月23一2 盛日日 1反〕
.

777 盛佣
.

000 6 6 0
‘

666 韶5
.

444 淡 10
.

444 2 2 0
.

222 3 1 2
.

工工

77777月 3 一4 日日 3 弓9
.

777 648
。

888 石4 1
。

777 6 15
.

111 4 27
。

222 11 8
.

666 3价
.

000

77777 月2 9一3 0 日日 2 1 8
.

000 6 7 1
。

666 9 2 6
。

OOO 4 9 4
.

000 4 34
.

555 9 0
,

333 7 2 3
‘

仑仑

88888 月2 3
.

一 2 4 日日 3习6
.

999 6 1 1
.

777 8石续
.

222 6 7 8 888 8 (疙
.

999 3 9 8 999 4 4 3
‘

OOO

11111 0 月 1一2 日日 4 8 4
,

666 6 8 2
.

盛盛 6 6 9
.

222 6 26
。

777 3佣
‘

222 2 9 2
。

99999

绪绪绪 4月2 7一2 8 日日 1 16
.

888 2豁
.

666 2帕
.

111 3 9 5
。

666 7 0
‘

111 7 6
.

444 即
,

333

石石石月18一1 9 日日 0
.

000 7 7
.

牙牙 2〔旧
。

444 2万
.

666 筋
。

222 2 7
.

666 0
。

000

66666月 B- 4 日日 8
.

555 1 48
,

333 2石8
.

777 饱
.

999 162
。

888 3 0
‘

111 0
.

000

66666 月2 3一 2 4 日日 2 7
‘

333 2 3习
。

999 2 7 1
.

666 1(巧
‘

666 盯
。

333 脸
。

222 3 4
.

999

77777 月2 9
~ , ,

劝日日 2名3
‘

111 2 8 5
.

111 2 1 9
.

444 2 9 6
,

666 四石
。

222 1 62
。

777 2 9 4
。

999

88888 月2 3一2生日日 2 4 0
.

222 5 1 7
.

111 7园〕
.

555 6 2 6
。

111 湘 1
.

555 3 7 4
.

222 5 9 2
.

匀匀

11111 0月 1一卫 日日 习4 4
。

999 拐 7
‘

666 6 0 3
。

222 4 4 6
.

555 1 3 7
.

444 工5 4
甲

444 拐
.

999

草草草 4 月2 7一2 8 日日 盯8
.

222 7布
.

333 64 5
。

333 妞石1
.

777 成7
。

000 别9
‘

OOO 6 0 0
,

888

鱼鱼鱼 5 月招一1 9 日日 89 7
.

000 石沟
,

999 8 1 5
。

333 76 7
.

777 85 2
。

666 1朋
,

lll 3 0 5
.

111

66666 月 3一 4 日日 别用
。

888 9 40
.

111 6 7 7
.

666 1 16 0
、

444 拐 1
。

666 8 74
.

666 6 4 3
。

OOO

66666月2 3一2 4 目目 38
.

000 8 1 7
.

888 2它8
.

eee O场
。

333 怕 2
.

444 0
.

000 留9
.

888

77777月 3一4 日日 扫吕1
。

OOO 7 9 9
.

000 8 4 9
.

888 1 1阳
。

222 7加
.

000 3 7 9
。

777 7 0 7
.

444

77777月2 9一3O 日日 63 0
.

222 9印
.

222 7 3 0
.

555 1 2 12
,

000 朋 6
.

000 7 1 0
.

888 7石1
.

111

88888月2 3一2 4 日日 53 1
‘

888 5 4 6
。

888 旧2 8
。

666 1 (泛泊
.

555 日韶
.

999 4 8 0
.

555 2 5 1
。

666

11111O 月 1一2 日日日日 6 5 2
.

222 9 4 0
.

石石 7 例】
。

lll 6习3
.

22222

将表 1 中 8 次检测所得之继
、

鳃
、

草鱼的饱满指数平均值
,

按鱼的种类绘制成附图
,

即

可看出
,

这三种鱼摄食强度在一昼夜中表现 出来的节律性变化
。

由下页附图可以看出
,

链
、

缩的摄食节律是一个类型
,

而草鱼是另一个类型
。

链
、

鳍的饱满指数
,

在天亮前 4 时最低
,

以后逐渐上升
, 8 时左右开始急骤上升

,

16 时

达到最高峰
,

2 0 时 以后逐渐下降
,

至次日 4 时又到最低点
。

在测定过程中还可以看到饱

满指数达最高峰的时间是可能前后移动的
,

历次测试的结果
,

有 的环的鱼是在每天 16 时

达到饱满指数的最高峰
,

有 37
.

5多的鱼推迟到 20 时才出现最高峰
,

而另外 12
.

5拓的鱼则

提前到 12 时就达到了最高峰
。

草鱼的饱满指数也是以每天的 4 时最低
,

但和链
、

墉不同的是草鱼饱满指数高峰在一

昼夜中不是一个而是二个
,

即在 12 时左右 出现一个较小的高峰
,

随即在 16 时左右出现明

显的低落
,

到 幼 时左右又出现一个全天饱满指数的最高峰
。

据对链
、

鳍
、

草鱼的饱满指数测定结果分析
,

这三种鱼在午夜至黎明都有一个停食的

阶段
。

有相当多的鱼在 4 时测得的饱满指数为 0
,

即出现全部空肠现象 ; 有更多的鱼虽然

并非全部空肠
,

但在消化道的前段或中段多半没有食物或只有很少食物
,

即有部分空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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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图
:

摄食强度和水温
、

溶氧最昼夜变化

通

一
醚鱼 ; 万

—境鱼 ; ‘

一
草鱼 ; 刀

—
溶氧量 ( m g /l) ; 忍

—
水温 (℃ )

仅在消化道的后段有少鱼食物残存
。

这三种鱼停食时间的长短
,

可以根据对食物通过消

化道所需的时闻和出现空肠或部分空肠的情况推定
。

据我们在水族 箱 中试 验
,

水温在

23
‘

5
。

一25
.

6
0

0 时
,

鳞鱼的饱满指数由 59 。下降到 。约需经过 9 个小时 ,缩鱼由 40 1 下降

到 。约需 8 个小时 , 草鱼从饱食到消化道排空
,

或从空肠到饱食
,

只需 遵个小时
。

由此推

断
,

草鱼每天停食的时间约为 4 小时
,

链
、

墉每天停食的时间约为 6 小时
。

2
.

日摄食率

日摄食率是单位体重鱼每天的摄食量
。

由日摄食率可以推测出一定体重的鱼在一天

内的饵料需要量
。

表 2 是按前述
“

日平均饱满指数法
”

和
“

时平均饱满指数法
”

求得的 日摄食率
。

由表 2 可知
,

两种计算方法所得结果不尽一致
,

多数数值相近
,

但亦有不少相差较大
。

以日平均指数法所得结果看
,

这三种鱼的最高 日摄食率都在 7
、

8 两个月
,

也就是说这两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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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是维
、

墉
、

草鱼摄食的最旺盛期
。

表 2 继
、

墉
、

草鱼日摄食率(用占体重的百分比表示 )

}}}}} 避避 墉墉 草 伪伪

一侧 定 日 期 }}}}}}}}}}}

日日日平均指数法法 时平均指数法法 日平均指数法法 时平均指数法法 日平均指数法法 时平均指数法法

444月2 7一2 8 日日 13
,

444 9
,

111 5
.

111 13
‘

333 40
.

111 2 9
.

333

666月1 8一 19 日日 9
,

333 ] 7
.

222 2
.

555 7
.

222 2 9
.

000 17
.

000

666月 3一4 日日 万
‘

666 1 2
、

999 2
.

999 7
,

000 肠
。

777 48
.

999

666 月2 3一2 4 日日 1 0
.

222 场
.

000 3
.

222 8
。

333 2 6
,

333 2 8
.

999

777月 3一4 日日 1 1
.

333 1 0
‘

444 7
,

OOO 7
、
999 4 1

.

555 夕5
.

333

777 月2 9
, 一 3 0 日日 1 1

甲

666 扮
.

444 le
,

444 1 1
,

222 4 9
.

999 1 0
‘

333

888 月2 3一2 4 日日 场
,

333 12
.

000 9
.

333 12
、
111 47

‘

右右 1 7
.

333

111 0 月 1一2 日日 1 3
‘

444 1 5
.

5555555 3 9
.

000 拐
.

999

平平 均均 1 1
。

444 1 3
。

111 6
。

777 9
、
666 邵

.

666 2 3
.

999

讨 论

1
.

狱
、

端
、

草鱼摄食强度的昼夜节律性

关于链
、

绷
、

草鱼摄食强度昼夜变化
,

过去 已为广大渔民和科技工作者所注意
。

我们

的试验又进一步了解了这三种鱼摄食强度昼夜变化的规律
。

附图一A
、

B
,

表明链
、

薰从 12

时至 2 0 时出现的一个摄食旺盛阶段
,

20 时 以后摄食强度虽然下降
,

但仍在继续
,

24 时后

摄食活动才渐趋停止
,

此后是近 6 小时的停食阶段
。

附图
一O

,

表明草鱼的摄食强度在一昼

夜中出现两次高峰的事实
,

第一次高峰在 12 时前后
,

第二次一个更大的高峰在 20 时前后

出现 ,两个高峰之间摄食强度显出一个明显的低落阶段
,

但这低落阶段中
,

草鱼并未停食

而是摄食较少
。

我们在 16 时前后对草鱼进行多次解剖检测
,

从来没有在此时发现空肠或

部分空肠的情况
。

同链
、

缩相似
,

草鱼在午夜也有一个停食阶段
,

其延续时间大约是 4 个

小时
,

在夭亮前又开始摄食
。

关于草鱼出现两个摄食高峰和两高峰间有一度低落的特点
,

我们 以为是由草鱼摄食

的习性决定的
。

草鱼摄食很猛
,

从它摄食开始
, 4 小时后就可达到饱食状态

,

此时肠道膨

胀
,

如果继续猛烈进食
,

消化道将不胜负担
,

为此
,

须有一个弛缓阶段
,

降低摄食强度
,

使消

化道的工作效能得以恢复正常
。

再者
,

草鱼消化过程同样是迅速的
,

饱食的草鱼大约也只

需 4 小时
,

就可使消化道排空
。

因此
,

表现为草鱼第一次饱食至第二次饱食期间
,

有一个

摄食强度较低的阶段
。

目前养鱼生产单位
,

对链
、

缩鱼一般采取上午 9 时和下午 15 时两次投饵
,

有些
“

工厂

化
”

养鱼单位采取上午 5一6 时至下午 17 时多次投饵
,

这些做法和链
、

墉的摄食节律是大

体符合的
。

但是根据我们的试验
,

似乎只要在水中溶氧量得到保证的情况下
,

对链
、

缩的

投饵时间还可延长 ;对于草鱼的投饵时间似乎也应适当调整
,

如改成早晨 5 或 6 时和傍晚

17 或 18 时大量投饵
,

而在中午增加一次适量的投饵
。



3 期 李思发
、

杨和荃
、

陆伟民 :
一

鳝
、

墉
、

草鱼摄食节律和 日摄食率的初步研究

2
.

影响摄食强度昼夜变化的环境因子

(1) 光照 在水体中
,

由于水本身和水中悬浮物质(包括有生命和无生命的悬浮物质 )

对光都有反射
、

吸收
、

散射作用
,

所以当夏天日中陆上的光照度强达 1 5 0
,

0 0 0L u x 时
,

在我

们试验水池水面下 0
.

4一 0
.

6 米深处的光照度只有 SOOLu
x ,

在 9 时以前和 15 时以后水下

光照度一般都在 5。。玩
x 以下

。

所 以
,

和陆地生物比较
,

鱼类是在低照度下生活的动物
。

从我们的试验中可以看出
,

每天光照最强的时候(12 时 )
,

一

并不是鱼类摄食强度最高

的时候
,

实际上在天全黑 的时候 (20 时 )
,

链
、

鳍鱼还继续大量摄食 ; 而草鱼甚至在这个时

候出现全夭摄食的最高峰
。

因此
,

光照度与鱼的摄食强度之间并无规律性的相关关系
。

但

光照度的变化及其昼夜节律现象
,

则可能是一种信号刺激
,

影响鱼的摄食活动
。

如果将晴

天和阴天鱼的摄食情况加以比较
,

可 以发现
,

阴天的 日摄食率比晴天的小
,

但是摄食节律

不变
。

我们认为阴天摄食强度相对下降
,

并不只是光照减弱引起的结果
,

可能还因为光照

减弱引起溶氧减少
、

水温下降等原因而间接影响鱼的摄食强度
。

(2 ) 溶衷 1 正如有人曾经指出的
,

在一定范围内
,

鱼类摄食量随溶氧量上升而增加
,

随溶氧量下降而减少
。

附图- 刀 曲线是一条溶氧量昼夜变化曲线
,

这条曲线的图形和峰
、

谷的分布
,

大体上和鱼的摄食节律一致的
,

即溶氧高时
,

鱼的摄食强度也高
。

在我们的试

验中看到
,

溶氧饱和度在 100 % 以上时(每天 12 一20 时 )鱼类摄食最旺盛
,

饱满指数大大

超过 日平均饱满指数 ; 与溶氧饱和度在 肠% 以下时
,

其饱满指数就低于 日平均 饱满指

数
。

然而事实上溶氧量对摄食强度的制约也并非那样严格
,

在一定限度内常有例外
,

如每

天清晨
,

尽管溶氧量还处在较低的水平(3 毫克/升 )
,

但鱼已开始摄食
,

从附图一D 可看出

溶氧量在早晨 4 时至 6 时
,

依然还是下降趋势
,

但 4 时 以后鱼的摄食强度已显著增强
。

所

以
,

在早晨的条件下
,

光照度的逐渐增强
,

对处于饥饿状态鱼提高食欲的刺激作用似乎超

过了低溶氧量条件对摄食所起的限制作用
。

不过可以肯定
,

只有在较高的溶氧饱和度条

件下
,

鱼才会大量摄食
。

(3) 水 温 附图一刃 是水温的昼夜变化曲线
。

由此可见继
、

鳍的摄食节律曲线和水温昼

夜变化曲线基本一致
,

而草鱼由于有两个摄食高峰
,

显得稍有例外
。

可是
,

在我们试验期

间
,

16 时的水温和 日平均水温之差
,

只有 0
.

3
。

一 2
.

lo C
,

在这样的温差范围内对鱼摄食强

度可能产生多大影响
,

还不清楚
。

为了讨论方便起见
,

我们在这里将光照
、

溶氧量和水温三个因子对鱼摄食强度的影响

作了分别讨论
,

但实际上这些因子是互相关连的
,

它们对鱼摄食起着综合的作用
。

3
.

日摄食率

(1 ) 关于刚算的方法 我们参考了 H
.

H
.

肠p血。的邵 的介绍采用了
“

日平均饱满指数

法
”

和
“

时平均饱满指数法
” ,

两种方法的测算结果已如表 2
。

在我们实际测算中发现这两

种方法求得的数据不甚一致
。

H
.

H
.

枷p且To H o B岛 自己运用这两种方法时也有类似情况
。

进

一步分析可以看到
,

当饱满指数昼夜变化的幅度大时
, “

时平均指数法
”

求得的 日摄食率值

较大
,

但这时候
,

鱼的日平均饱满指数值不一定高
,

那么两种方法所得结果就相差较大
,

相

反
,

当饱满指数昼夜变化的幅度小时
, “

时平均指数法
”

求得的 日摄食率也小
,

当饱满指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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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幅虽小
,

但 日平均饱满指数值较高时
,

则应用这二种方法测算又会得到差别较大的结

果
。

初步看来
,

由日平均饱满指数法测算的 日摄食率比较接近实际
。

(2 ) 日摄食率与食性的 关系 不同鱼类摄食不同营养价值的食物
,

会影响到它的日摄

食率的大小
。

肉食性鱼类的日摄食率
,

一般较杂食性鱼类
,

尤其较草食性鱼类为低
。

在我

们试验的三种鱼中
,

草鱼的日摄食率最高
,

链鱼次之
,

缩鱼最低
。

蒋一硅等(1 9 6 6) 〔, 二曾报道
,

夏花草鱼吃芜萍 (评成那
。 。犷护几叙时 其饵料效能系数为

1 1
.

3
,

吃裸腹遥(卫诊店、 月夕夕
.

)其饵料效能系数为 6
.

49
,

两者之比为 1
.

74 , E
.

B
.

B oP y耳朋盆

(19 50
, 1 9 5 2 )比较了草鱼和白链肠道前端食物团的含氮量

,

发现这两种鱼的食物含氮量相

差悬殊
,

在每克干食物中
,

白继食物的含氮量为3 0
.

5毫克
,

草鱼食物的含氮量为14
.

3毫克
,

两者之比为 2
.

13
。

在我们的试验中测得草鱼的平均日摄食率为 36
,

2 (2 5
.

2 ) ,
链鱼的平

均日摄食率为 n
.

4( 13
.

6 )
,

两者之比为 3
,

18 (1
.

85 )
。

由上述数字可以认为是从不同的侧

面反映了同一事实
,

即草鱼因其饵料粗糙
,

营养价值低
,

于是需要摄食加倍的饵料量作为

补偿
。

同样
,

另外如果将继和墉的 日摄食率作一比较
,

也一样看到由于缭摄食浮游动物为

主
,

其营养价值比链鱼摄食浮游植物为主的高
,

所以链鱼的 日摄食率要比编高些
,

这也就

是一种必然现象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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