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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 要

为考察和比轶不同水系链鱼的生长特点
,

把来源不同的四种继鱼
,

即长江野生链鱼
、

长江

流域人工繁殖继鱼
、

珠江野生继鱼和珠江流域人工繁殖缝鱼
,

分组在精养成鱼池
、

网箱及自净

式水池中混养
,

进行同一环境中和不同环境中的生长速度的比较研究
。

试验鱼从 2 月龄起观察

到 土6 月龄止
,

平均个体大小从全长 12 厘米
,

体重 16 克起到 39 厘米
、

6 0 5 克止
。

试验结果表

明
,

来源于两水系的继鱼的生长速度有着规律性的差异
。

不论野生的还是人工繁殖的
,

珠江继

鱼的早期生长速度都比长江缝鱼略快
,

但后期的生长情况却相反
,

长江琏鱼的生长速度变得比

珠江鳞鱼快
,

在第二年的养殖中越来越显出长江继鱼的生长优势
。

第二年 1 月份试验开始时
,

体重比珠江鳞鱼小的长江链鱼
,

至 n 月份时却超过了珠江缝鱼
。

在第二年养殖过程中
,

四种不

同来源鳞鱼体重增长率的大小顺序是长江野生鳞鱼 > 珠江野生醚鱼> 长江人工繁殖链鱼 > 珠

江人工繁殖琏鱼
。

醚鱼 丑汝, 叩从 ha 玩诫`
妙 , ` “ 犷伽 是我国重要经济鱼类

。

募自然分布很广
,

北起黑

龙江
,

南至珠江乃至红河￡.

`
。

现已移植到亚洲
、

北美
、

欧洲及非洲的许多地区
。

醚鱼是世

界上为数不多的能够直接利用水域初级生产力的鱼类之一
,

因此
,

它既是天然水域鱼类资

源增殖的重要对象
,

也是池塘养鱼的主要对象
。

在我国江
、

浙一带的混养鱼池中
,

链鱼产

量一般占池塘总产量的 30 多一 6 0拓
,

在珠江三角洲养鱼池中
,

约 占 15拓一 2 0另
。

在我国人

工放养的水库和湖泊中
,

链鱼产量则占总产量的 30 % 一50 %
。

自唐代￡I J开始养殖链
、

缩
、

草鱼等以来
,

至 19 5 8 年人工繁殖成功止
,

养殖的苗种全靠

采集野生鱼苗
,

因此苗种来源有长江链鱼苗和珠江链鱼苗之别 , 1 9 5 8 年之后
,

由于同时用

人工繁殖方法提供养殖鱼苗
,

于是苗种来源又有野生鱼苗与人工繁殖鱼苗之分
。

然而
,

直

到 目前为止
,

对这些不同来源缝鱼的种质尚未作过科学的考察
。

为弄清我国鳞鱼的种质
,

给养殖生产和选种
、

育种工作提供科学依据
,

从 1 9 8 2年起
,

我们对长江和珠江水系野生的

和人工繁殖的链鱼
,

从生长与性成熟等方面进行了考较和调查
。

本文将不同来源的链鱼

在养殖池中生长情况的初步比较结果
,

报道如下
。

本项目部分得到国际科学墓金会 贬I n 七e : 立 a 七io n a l F o u n d a 七i。 几 扔
r s o ie n 。 。

) 科研项目 人 /团 7的资助
。

试验工作得到上海南汇养殖场的大力支持
,

特别是秦光元场长及秦小弟
、

余清根
、

龚德飞等同志的大力协助 ; 承浙江

淡水水产研究所
、

广东肇庆鱼苗场
、

上海望新鱼苗场
、

湖北汉阳红光生产队提供鱼苗
,

在此谨致谢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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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

试验鱼的来源

试验所用醚鱼鱼苗有四种来源
,

即 :

( )l 长江野生链鱼 (心
, )

, 1 9 8 2 年 5 月 3一 4 日捕自长江汉阳
。

( 2) 长江流域人工繁殖链鱼 (几动
, 1 9 8 2 年 5 月 23 日取自上海望新鱼苗场

,

是长江

野生苗经池塘培育成熟后繁殖的第一代
,

由六组鱼所产
。

( 3) 珠江野生鳞鱼 (几
, )

, 1 9 8 2 年 5 月 n 日捕 自珠江肇庆
。

( 4) 珠江流域人工繁殖避鱼 (几价
,
1 9 8 2年 5 月 25 日取自浙江淡水水产研究所

,

为

珠江野生鱼苗经池塘培育后 繁衍的第二代
,

由一对鱼所产
。

2
.

试验方法

把四种来源的鱼标志后
,

等量地混养于同一水体环境中
,

以便消除不同环境条件对鱼

生长的影响
,

并进行多个水体环境的试验比较
,

以观察鱼在不 同环境条件下生长性能的表

现
。

由于采苗日期不 同并且需要研究有效的标志方法
,

因此在鱼苗至夏花和鱼种阶段
,

四

种来源链鱼分别饲养于四 口面积各约 1 3 0 0 平方米的鱼种池中
。

由于四 口鱼种池的条件和

苗种培育密度及比例很难做到完全一致
,

因此鱼种的出池规格也不能完全一致
。

所有放

养的试验鱼种却是随机取用的
。

19 8 2年 7 月 28 日至 n 月 20 日
,

在两个面积各为 28 平方米
、

水深 1 米的自净式圆

池中进行了鱼种阶段试验
,

每池标志放养平均全长为 1 2
.

2 厘米的四种来源继鱼各 3 5 尾
,

共放养 2 80 尾
。

1 9 8 3 年 1 月 25 日至 n 月
,

在四个面积各为 6
,

670 平方米
、

水深为 1
.

8一 2
.

0 米的精

养鱼池中
,

每池投放标志避鱼鱼种 3 ,

50 0 尾
,

其中四种来源的继鱼各为 8 7 5 尾
,

四池的总

放养数为 14
,

00 。 尾
。

其它混养种类
、

规格及数量均按当地亩产 1
,

20 0 斤的精养要求投

放
。

从 5 月份起
,

每池逐月捕取四种来源的链鱼各 20 尾
,

进行抽样检查
,

测量全长 (精确至

毫米 )
,

称量体重 (精确至 。
.

1 克 )
,

检查后放回原池
。

同年 3 月 26 日至 10 月 4 日
,

使用 3 K 5 x 工
.

5 米
、

网 目为 3 厘米的网箱 8 只
,

每四只

为一组
,

分别安置于二个面积各约 7
,

00 0 平方米的大鱼池中
,

每箱放标志链鱼 3 2 尾
,

其中

四种来源的醚鱼各 8 尾
,

共计 25 6 尾
,

于词养中期检查一次
。

3
.

标志方法

采用紧靠鳍基剪去一侧的胸鳍或腹鳍的方法来标志四种不同来源的链鱼
。

预备性试

验
`幻结果表明

,

这种方法所标志的特征至少可明显地保持一年以上
,

并且对鱼的生长与成

活无显著影响
。

1 9 8 2年
,

四利
,

不同来源继鱼的剪鳍标志是
:
长江野生链剪去右腹鳍

,

长江

( 1 )
.

继墉剪鳍标志效果试验
.

(手稿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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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工繁殖链剪去左腹鳍
,

珠江野生链剪去右胸鳍
,

珠江人工繁殖醚剪去左胸鳍 , 1 9 8 3 年的

剪鳍标志是
:
长江野生缝剪去左腹鳍

,

长江人工繁殖链剪去左胸鳍
,

珠江野生链剪去右腹

鳍
,

珠江人 工繁殖链剪去右胸鳍
。

4
.

结果的分析方法

试验结果用方差分析和均值的多重比较 ( L SR )方法进行分析
。

瞬时增长率
:
体重 或体长的 日平均增长百分率

。

参照 G al l 与 G r 。的 ( 1 9 7 8 ) 〔
, 二,

Ri
c -

k “ r
( 1 9 7 9 )汇

8二
的方法

。

其计算式是
:

~ 、 、 ~ . 口 * 。 。
,

。
, 。 、

址丁于几+ ` 一 1亘叭
、 , 。 。

解 “ ” 件里渭认华
孟

~ 喻
、 o7 / 目 户“

一下二
J

不厂一
入 二 ” ”

瞬时体长增长率 I G R 以% / 日 ) =
]n乓

十 , 一 In几
气

十

一 才̀
X 1 0 0

式中
:

1犷升 `
月不飞— 分别为时间为 `* .

与 才, 时的体重 (克 )
;

石叶 ` ,

几— 分别为时间为 `。 `
与 `。 时的全长 (厘米 ) ;

气
+ ` ,

气

—
日数

。

相对增长率
:

相对体重增长率 氏
= 巩

+ `一

凡
环飞

相对体长增长率 风 =
石

, 斗 。一几
几

结 果

龄鳞鱼的生长 比较 主要结果如表 1
。

表 1 四种来源 〕龄嫉鱼的长度增长与瞬时体长增长率

平 均 全 长 〔厘米 )

起起 始始 结 果果 增 长长
〔〔均值 士 ot

.

。 . , ,
,

d ))) (均值 士 才
.

。` , s
甲

J )))))

几几,, 1卫
.

4 9士 0
.

6 111 1 6
.

64 士 1
,

2 666 4
.

1 555

CCC
, ...

理
、

2 1 士O
`

石ggg 1 6
,

23 士 1
.

2 000 4
.

0222

才才聊聊 1 1
、

摊 士 0
.

6 999 1 6
,

井 士2
.

7 555 4
.

韶韶

名名豆 刀刀 1 2
.

7 6 土 0
.

3 666 1 6
.

9 1 士 1
.

4 999 4
。

1 666

几几,, 1 2
,

反3士 0
。

4 111 1 5
。

9 2 士 1
。

4 111 3
,

3 666

CCC
左 。。 12

.

吕6 士0
.

5匀匀 1 6
.

驭士 1
。

1 333 3
。

韶韶

么么盆 ,, 1 1
`

石3 士 0
。

盛777 1 6
.

10 生 1
。

2555 4
.

石777

ZZZ 百 〕〕 1 2
.

6 7土 0
。

3 999 1 6
.

9 1士 0
.

9 888

班 R
`

(男 /日 )

O
甲

跳

0
.

3 0

0
.

加

O
,

习2

0
.

2 9

均值差异显著性测验表明
,

两水系链鱼 (几
二 +

心
刀 ,
名朋

十

几动 的全长增长值有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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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差异 (` = 2
.

6 2 )才。
, 。 : = 1

.

9 4 ) ; 体长增长率有极显著差异 ( ` = 1 3
.

6 9> t o
. 。 、 = 3

.

3 7 )
。

即珠

江链鱼在 1 龄鱼种阶段的生长快于长江鲍鱼
。

2
.

2 龄鲍鱼的生长比较

( 1) 体重增长 四种来源缝鱼在第二年饲养期回的体重增长情况如表

表 2 四种来源的 2 龄缝鱼的体重增长
*

(单位
:
克夕

鱼鱼 别别 C 一www C
万 。。 Z 刀布布 Z 君 。。

池池池 III 起始始 2 9
.

17 士 O
`

8 333 4 1
.

6 9 士 1
.

加加 3 2
.

14 上 0
。

9000 巧5
.

石O 士 1
。

1 666

内内内 号号号号号号号号号号号号号号号号号号号号号号号号号号号号号号号号号号号号号号号号号号号
均均均 池池 结束束 6改

甲

6 0 土扔
,

弱弱 6 3工
.

口〕士 1 5
.

8222 6印
,

加土 加
.

如如 石93
`

2 2 士 14
。

g石石

值值值值值值值值值值值值值值值值值值值值值值值值值值值值值值值值值值值值值值值值值值值值值值值值

IIIII III 起始始 2 9
.

竹 士 O
甲

8666 4 1
.

6 9 士 又
.

a ))) 3 2
`

14 士 0
.

马JJJ 邱
甲

印 士 1
.

1 666

号号号号号号号号号号号号号号号号号号号号号号号号号号号号号号号号号号号号号号号号号号号号号
池池池池 结束束 6 1 3

。

2 0 出 10
.

8222 肠 5
。

印 士 1石
。

9444 石名8
甲

似士 拐
.

6 333 石97
。

胎士 14
.

9 333

111111 111 起始始 2 9
。

1 7 士 0
.

部部 4 1
.

6 9 士 土
。

8 000 5 2
,

拱 士 0
.

9000 邱
.

仪 . 士 1
.

1 666
亡亡亡 lllllllllllllllllllllllllllllllllllllllllllllllllllllllllllllllllllllllllllllllllllll

下下下歹歹 结束束 6洪
`

翻〕士 13
,

9222 6 1 8
`

4 0 士 又叮
.

1555 蜀3
.

8 3 士加
.

3 000 6 5 9
.

4 8 士 〕4
.

9 111

池池池池池池池池池

IIIII VVV 起始始 2 9
.

17 生 0
.

8 666 盛1
.

6 9 士 1
.

8 000 3 2
甲

14 士 O
,

翎〕〕 5 5
.

6 0 士 1
。

I右右

号号号号号号号号号号号号号号号号号号号号号号号号号号号号号号号号号号号号号号号号号号号号号

池池池池 结束束 6 1 9
.

8 0 土 1石
一

4幻幻 砚 6
甲

7 2 生 功
.

6 666 右0 2
.

6 0 士 13
.

1444 巧9 6
甲

8 0 士 1 1
.

1 888

他他他 起始始 2 9
,

1777 4 1
`

6 999 3 2
甲

1444 砧
.

6000

间间间间间间间间间间间间间间间间间间间间间间间间间间间间间间间间间间间间间间间间间间间间
均均均 结束束 印 8

.

拟拟 雌8
,

O888 683
.

9 999 阴6
,

4工工

值值值值值值值值值值值值值值值值值值值值值值值值值值值值值值值值值值值值值值值值值值值值 增增增重重 留 9
.

竹竹 石06
。

3 999 砧1
.

舫舫 朋0
.

8 111

每种来源维色起始重量测定的抽样标本各为 工00 尾 ; 每种来源鳝鱼结束重量测定的抽样标本 各 为 1 90 尾
。

池内均值为均值 士 t 0
.

0 5 s
.

d
。

体重的方差分析与均值多重比较 (表 3 )表明
,

至第二年未
,

C H , 与 几D’ 的体重都显

著大于 Z抑 与 几
刀 ,

即 口即
一 Z 脾

= 2 4
.

9 5 克
,

心
D 一
几

D = 5 1
·

67 克
。

由于长江继鱼的

起始体重小于珠江缝鱼
,

所以按它们在养殖过程中实际增重量进行比较
,

则其同期的实际

增重量为 心
, 一

几
二 = 65

,

58 克
,

心
D 一

几
D 二 27

.

92 克
。

在来源于长江的醚鱼 中
,

试验结

束时
,

C二 D虽显著大于汽
, ,

C 二D 一
心

, = 29
.

14 克
,

但其增重量的实际差距仅为 16
.

62 克
,

这表明 2 龄的 `挪 的体重相对增长率大于 `邢
。

在珠江来源链鱼间
,
艺抓 的起始体重

虽小于几声
3

,

46 克
,

但试验结束时 艺H , 的体重几乎与 名云
刀 相等

,

表明 2 龄的 Z洲 的

体重增重率大于 Z 灯力
。

表 乙 四种来源 2 龄维鱼体贯均值的多重比较
*

(单位
:
克 )

鱼鱼 别别 均 值 (熟 ))) 至一孔孔 汤一 牙::: 两 一 厉 :::

心心, ... 厕 i ` 6 3 8
.

0 888 恋 l 一 万4 ,

麒
.

呀呀 厉水~ 愿吕二 6 1
.

6 777 必生一 瑟. 器 2 9
.

琏琏

乙乙二 ,, 爪 二 6昭
,

飘飘 恋: 一 澎` =
触

.

9 555 云, 一 牙 : 二 2 2
.

533333

ZZZ 日 。。
礼 二

58 6
.

4工工 劳容一 厉 . = 2
。

42222222
ZZZ 皿 www 气 二

能3
.

卯卯卯卯卯

D o
.

。 5 二
14

·

加
,

巩
.

。 , 二
均

·

19
。

均值差大于 D 。二 ,
表示差异显著

,

均值差大于 D :.
:
表示差异极显著

。

下同
。

( 2 ) 瞬时增 长率 四种来源缝鱼的瞬时增重率及其均值多重比较分析结果分别见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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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

表 5
0

表 4 四种来源 2龄维鱼试验期间瞬时增重率和相对增重率
.

鱼鱼 别别 l e 丑 , 〔男 /日 ))) 心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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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验期间为 1 月 2 5 日至 1 1 月 8 ~ 2 0 日

表 5 四种来源链鱼瞬时增重率均值多重比较
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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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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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表明
: O H , > 几

二 > 心
D > 几

D ,

即 2 龄链鱼的瞬时增重率
,

长江缝大于珠江琏
,

而野生链又大于人工繁殖醚
。

由于起始体重不 同
,

还可用相对增重率来比较 四种来源缝鱼的生长能力
。

其结果 (见

表 4 )与上述分析明显一致
。

这与 R ,政
e。 ( 19 7 9) 。 关于瞬时增长率马相对增长率有时相

同的结论符合
。

( 3) 体重 离差曲线 将四种来源醚鱼各 自的平均体重与四种来源鱼的总平均体重之

差对总平均体重作图
,

得到随时间推移的体重离差曲线 图
。

图 1 的 A 一D 分别 是 四 个

池塘中四种来源缝鱼的体重离差曲线
,

图 1 的 E 为四个池塘的总平均体重离差曲线
,

图 1

的 F 为八个网箱的总平均体重离差曲线
。

图 1 清楚地表明
:

①四种来源缝鱼在四个池塘

中的增重规律基本一致 , ②在 2 龄期间
,

两水系野生链与人工繁殖缝的体重离差曲线的变

化趋向一致
。

种源于长江的是先降后升
,

种源于珠江的是先升后降
。

亦即相对而言
,

源

于长江的维鱼的增重早期较慢后期较快
,

而源于珠江的结鱼的增重则是早期较快后期较

慢
。

长江野生链与珠江野生链
,

长江人工繁殖缝与珠江人工繁殖缝二组的体重离差曲线

呈剪刀型交叉关系乃是这种现象的反映
。

在试验开始时
,

长江维的体重虽然较小
,

后来反

而超过珠江链 , 珠江链起初体重较大
,

后来反而落后于长江醚
。

这表明长江链鱼在第二年

的生长潜力要比珠江缝大
。

如图所示第二年未时长江链的体重都在总平均线之上
,

而珠

江链的都在总平均线之下
,

就是这种生长潜力的差异所产生的结果
。

⑧网箱试验结果与池

塘试验结果一致
,

可相互印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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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四个来源缝鱼的增重离差曲线图

人
,

工号池 ; B
.

u 号他 ; 0
.

工u 号他 ; D
.

I v 号池 ; E
.

L一工v 池的总平均 令 玲 8个

网箱总平均
。

(其中
:

几, 一长江野生缝鱼 ; C。一长江流域人工繁殖继鱼 ; Z , , 一珠江野

生缝鱼 ; Z , 。
一珠江流域人工繁殖链鱼〕

讨 论

1
.

在高密度养殖条件下
,

如把同龄的同一种类而不同大小的鱼放在一起养殖
,

一般

情况下
,

经过一段时间后
,

大小鱼间的差距往往越来越大
,

较小个体鱼一般不可能超过大

个体鱼
。

B r
wo

。 ( 19 5 7 )“
, “把这种现象称为

“

大鱼抑制小鱼生长
刀 。

但是在本试验中
,

出现

了放养时个体较小的长江维反而超过放养时个体较大的珠江链的现象
。

从整个试验过程

说来
,

这种现象并非在试验一开始就存在
。

从放养开始到 5
、
6 月份

,

两水系链鱼间的体重

差距
,

保持进一步扩大趋势 (图 1 ,
A一 F )

,

但从 6一 7 月份之后
,

这种差距逐渐缩小
,

变为

长江缝的生长超过珠江醚
。

长江链如无突出的生长优势是不可能产生这种变化的
。

第二年上半年
,

长江避的体重虽仍小于珠江缝
,

但增重率已略大于珠江琏
。

至 6一 9

月份
,

长江链的增重率更大地超过珠江雌
,

最后使长江链的个体大小 (体重 )超过了珠江继

的个体大小 (体重 )
。

在这里
,

首先是增长率赶上和超过
,

继而达到个体的体重的赶上和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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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
。

从生长的经济性能来看
, 2 龄以上鱼的生长速度比苗种阶段的生长速度更具有经济

意义
。

因此
,

长江避鱼在 2 龄时期的生长优势的经济价值是重要的
。

2
.

影响鱼类生长的因子很多
,

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也很复杂
。

一般来说
,

有种质遗传

型的影响
,

也有环境因子的影响
,

还有来自鱼和环境的交互作用 ( g en 俄 y Pe
- e n vi r

on m
e n t

i n et ar 川ons
)
。

由于本试验中各种来源的缝鱼在同一生态环境中养殖
,

而且各重复试验的

结果一致
,

因而应被视为环境相同
,

生长上的这种规律性差异主要是由于种质差别造成

的
。

至于鱼的遗传因素
、

环境因素以及鱼和环境交互作用三者的相互关系
,

有待进一步研

究
。

还有
,

本试验是在上海进行的
,

上海与珠江流域间的地理因素对不同来源琏鱼生长的

影响正在进一步试验中
。

3
.

本试验还初步表明
,

1一2 代人工培育繁殖链鱼后代的生长稍逊于野生缝鱼
,

尽管

一般认为鱼类在生长上的遗传力较低
,

如 100 一 4 00 日龄虹蹲的体重遗传力为 。
·

。9一 0
·

3 1

(Au l就翻 等
, 1 9 7 2 ) [ , 二,

鲤鱼鱼种体重遗传力为 0
.

1 0一。
。

2 0 (D
r Pi e hi 苗k o v l 9 6 6 ) t 了 ] ,

但

是遗传因子对鱼类生长
、

性成熟年龄及繁殖力等的影响在定性上
,

特别在定量上还不明

了
。

在我国一些地方
,

由于长期近亲繁殖 已造成了一些地方繁殖群体的某些经济性状的

衰退
,

在具有优良性状的品种培育出来以前
,

采取定期引入野生鱼来更新亲鱼
,

避免近亲

交配
,

似应能避免经济性状衰退现象
。

此外
,

保护好长江
、

珠江等天然种群资源
,

建立这些

鱼类的基因库
,

对于我国淡水鱼类增养殖业具有极大的重要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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