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池养条件下革胡子鳃仔幼鱼摄食习性

与生长的初步研究
’

汪留全 程云生

(安徽省农业科学院水产研究所 )

提 要 本文报道了在人工饲养条件下革胡子蛤仔幼鱼的摄食习 性和生长的研究结

果
.

仔鱼孵出 2 或 3 日
,

尚残存卵黄囊时即行开口摄食
。

仔鱼适口的开食饵料是轮虫
,

随着鱼

体的生长
,

摄食枝角类
、

挠足类和摇蚊幼虫的比例迅速增加
。

幼鱼昼夜摄食强度有一定的节律
,

夜间 1s :
00 一 22 : 的 时摄食强度最大

。

经测量和数理统计分析
,

确定革胡子给仔幼鱼的全长与

日龄呈直线关系
,

体里与 日龄和全长对体重的关系均为幕函数关系
,

并计算出它们相应的回归

方程式
。

关键词 池塘培育
,

革胡子给仔幼鱼
,

摄食习性
,

生长

革胡子绘 口王叹犷店a : l a : e犷 a
(Cu

v i e r & V
a l e n e i e n n o s )原产于非洲尼罗河流域

,

我国于

1 9 8 1 年从埃及引进
「, 1 , 生, 3。 革胡子蛤具有生长快

、

体型大
、

产量高等优点
,

自 19 8 1 年引进

以来
,

就深受养殖者的欢迎〔川
。

当前
,

国内正在推广革胡子绘的养殖
。

因此进一步开展

革胡子绘生物学特性的研究
, 为在养殖生产上确立合理的饲养方法提供科学依据是很有

必要的
。

关于革胡子绘仔幼鱼时期的摄食习性与生长方面的资料见于报道的不多
。

潘炯华等

( 1 9 84 )
、

邓志端等
`” 先后对革胡子给的人工繁殖进行了深入研究

。

张洁等姆 ’
对革胡子鳃

鱼苗的培育方法进行了试验
。

倪啸
`含, 、

汪留全等 ( 1 9 8 8) 对革胡子绘食用鱼的饲养也进行

了试验
。

但在这类研究资料中
,

很少涉及 30 毫米 以下仔幼鱼阶段的摄食习性问题
。

而对

这一阶段的食性分析以及生活习性的研究
,

与提高仔幼鱼成活率是密切相关的
。

这也是

革胡子绘养殖生产上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
。

为此
,

我们 于 1 98 7一 1 9 8 9 年
,

在人工饲养条

件下对革胡子鳃仔幼鱼的摄食习性和生长作了较系统的试验与观察
。

材 料 和 方 法

革胡子给仔幼鱼为本所人工繁殖培育的鱼苗
。

育苗池为 2。一27 平方米的水泥池
。

放养密度为 1 0 0。一 1300 尾 /米,.

,
本研究在周婉华副研究员的热情支持与鼓励下得以完戍

,

特致感谢
。

收稿年月
: 1 98 9年 11 月 ; 1 9翻〕年 1 月修改

。

(1 ) 邓志端等
,
1% 6

。

革胡子鲍人工繁殖的研究
。

广西水产科技
,

( 3 )
: 1一6

。

仁 ) 张 洁等
,
1朋 6

。

小水体高密度培育草胡子绘鱼苗的试验
。

广西水产科技
,

( 3 )
: 7 es 14

。

B( ) 倪 啸
,

1朋 6
。

革胡子绘入工繁殖和养殖的试验
。

浙江淡水渔业
,

〔1 ) : 7es l 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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鱼苗孵出两天后开始投喂
,

开食头几天投喂经 17 号筛绢过滤的水谁
,

并辅助投喂鸡蛋黄
。

4~ 5 日

龄后投喂经医用纱布过滤的水搔
,

并辅助投喂鱼粉和黄豆粉等人工饲料
。

自鱼苗孵出后每天采样一次 ;第 10 天后每两天一次 (每次采样 功一场尾 )
。

幼鱼摄食强度昼夜变化

的标本采样时间为 02
:
0 0

,

06 : 0 0
,

1 0 : 0 0
,

14
: 0 0

,

18 :
00 和 2 2 :

00 共 6 次
,

每次 10~ 15 尾
。

标本采集后立即用 5男甲醛等渗溶液固定保存
。

测定仔幼鱼时
,

先用滤纸将水吸千
,

然后D1ll 最全长
,

并用感量为 0
.

4 毫克的分析天平进行称重
。

称重之后进行解剖并取出胃囊
,

在 目测 胃囊充塞度 (采用 。~

6 级 )之后
,

再将食物团分离
,

并在显微镜下进行观察
,

记录食物种类出现次数
。

全长 加 毫米以上幼鱼的

食物团
,

用感量为 0
.

4 毫克的分析天平称重
,

拍 毫米以下仔鱼的食物团重量是按各类饵料生物平均 个

体大小折算而得
。

食性分析和全长对体重的关系是采用 19 87 ~ 19 89 年连续 3 年采集的标本
,

全长和体重的生长数据

为 198 8 年孵出的仔幼鱼不同 日龄随机取样测定的结果
。

观 察 与 结 果

(一 ) 摄食种类及食物组成的变化

革胡子毓仔鱼孵出 2或 3 日尚残存卵黄囊时即行开 口摄食
,

一般鱼体全长在 5
.

0~

6
.

0 毫米时为开 口摄食阶段
。

开 日摄食的仔鱼最小个体全长 为 5
.

0~ 5
.

5 毫米
,
口 宽为

2 3 2~ 1 3 5微米
。

仔幼鱼摄食饵料种类出现次数的统计结果见表 1
。

观察结果表明
,

革胡子给在 7 毫米

以前的仔鱼期主要摄食浮游动物
,

而且以轮虫为主
,

辅助摄食部分是挠足类幼体
、

枝角类

和附生藻类
。

7 毫米以后幼鱼时期
,

随着鱼体的生长
,

摄食枝兔类
、

挠足类和底栖生物的

比例迅速增加
。

将 315 尾摄食的仔幼鱼以饵料种类多少进行分类统计
,

结果表明仔幼鱼

表 1 仔幼革胡子鲍的摄食种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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挠 足 解剖标本

轮虫
无节
幼体

橙状
幼体

枝角类
附生
生物

摇蚊
幼虫

{
寡毛类!端足类 有机

碎屑
尾数

其中摄
食尾数

14464240脸412319器14巧

加防54拓哄韶翎跳19朋场拍

4437,2210
24

纠州

88349187

,J
l

4蜷15肚121814 6始

41场18韶现6

137

20
,上
2

11
11

11322445

,蕊,1
6八Q4

13韵O4邪丝即场

7习3

2
甲

8一4
。

9

石
,

O一6
。

5

6
。

6一6
,

0

6
.

] 一 7
.

0

7
.

1一8
.

0

8
。

1一1 0
。

0

1 0
.

1一1 2
。

0

1 2
.

1一1 4
.

0

里4
甲

I一 16
.

0

16
甲

里一 20
.

0

忍0
.

1一2 6
甲

0

2 6
。

1一3 3
.

0

二生…
.

1 ”
{

7

二1兰}二
-

{ 4 1 7 { 3 1 5

6石
............

.

...

34

注
:
附生生物包括硅藻

、

绿藻和原生动物 ;有机碎屑包括人工饲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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池养条件下革胡子给仔幼鱼摄食习性与生长的初步研究

随着长度的增长
,

摄取饵料的种类组成不断

扩大
。

由最初的 2 种 (轮虫和挠状幼体 )扩大

到 6 种 (轮虫
、

枝角类
、

挠足类
、

摇蚊幼虫
、

有

机碎屑和端足类 )
,

但一般常见的为 2一 3 种

(全长在 7 毫米以前多为轮虫和挠状幼体 , 全

长 7 毫米以后多为枝角类
、

挠足类和摇蚊幼

虫 )
。

为了显示饵料的适 口性
,

不同 大小仔

幼革胡子给摄食各类浮游动物的出现率见图

1 。

挠虫类幼休

烧是类

枝角类

黔卿50期
ǎ术甲铃麟田

(二 ) 摄 食 强 度

1
.

个体摄食率与胃囊充塞 度 革胡子

鳃仔幼鱼胃囊充塞度的变化见表 2
。

革胡子鳃

仔幼鱼的个体摄食率与胃囊充塞度同鱼体长

度有关
。

2 9 87~ 1 9 8 9 年共检查 6
.

0一 3 3
.

0 毫

6 8 10 12 14 16 1吕 20 22 24 2 6 28 沁 提 33
一

~ 鱼体全长 也
m )

图 1 不同大小仔幼革胡子给摄食各类

浮游动物的出现率

及 9
.

1 P O r朗n 协郎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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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 o f va r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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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 nd

s o f z o o p认
1 1
矶 。立 恤卯巍 d b y

坛了 v a o 叮 l盯宕叱 Z山` 犷。 o f d 工f f e
r e n 七 51

2 。

米的仔幼鱼标本 3 81 尾
,

其中 5
.

0一 5
.

5 毫米长度组的个体摄食率仅为 2 5肠
,

胃囊充塞度

多为 1一 2 级
,

空胃占 75 %
。

随着仔幼鱼的生长发育与游泳
、

摄食能力的增强
,

摄食个体

和胃囊充塞度逐渐增高
。

5
.

6一 6
.

0 毫米长度组的个体摄食率为 85
.

2多
,

6
.

1一 7
.

0 毫米长

度组为 93
.

3万
,

至 7
.

1~ 8
.

。 毫米长度组后
,

个体摄食率均在 90 环以上
,

大多数的胃囊充

塞度 为 3一 5 级
,

这说明饵料生物供给情况 良好
,

仔幼鱼摄食旺盛
。

表 2 仔幼革胡子给的胃衰充塞度 (出现次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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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 计

2
,

仔幼鱼的摄食 t 31 5 尾不同长度仔幼革胡子跄的摄食量 (表 3) 统计结果表明
,

仔幼革胡子稣的摄食盆以开 口摄食时最小
,

平均 0
.

0 4 3 毫克
。

随着鱼体的生长
,

由于生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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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不同长度仔幼革胡子给的摄食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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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营养的需要
,

胃囊内一次出现的摄食量均有明显的增加
,

而且其增加量与鱼体体重密切

相关
。

从革胡子鳃开始摄食到全长 33
,

O 毫米的幼鱼中
,

选择摄食强度较大的 (胃囊充塞

度均为 4一 5 级 ) 38 尾标本进行数理统计分析
,

其结果见图 2
,

摄食量 ( y) 与鱼体体重 ( x) 呈

正相关
。

y = 0
.

5魂1 6 + 0
.

0 2 7 7二 , r 二 0
.

9 0 5 2 ( r 。 ` 。 : 二 o
·

4 1 8 2 )
,

直线关系非常密切
。

3
.

幼鱼受夜摄食节律 卫9 8 8 年对革胡子绘幼鱼昼夜摄食强度变 化进 行 了 连 续 24

小时的观察
。

观察结果 (图 3) 表明
,

革胡子绘幼鱼昼夜摄食活动具有一定的节律
。 。 6 : 。。

时全部为 x~ 3 级 , 1 0 : 0 0 时 4~ 5级的占 5 0% , 1 4 : 0 0 时 4一 5级的仅占 4 0拓 , 1 8 : 0 0和

2 2 : 00 时的摄食活动最为强烈
, 4 ~ 5 级的占 1 00 % ; 02 : 00 时均为 1~ 2级

。

在饲养管理过程

.20场.10肠ǎ冒é翻书洲
ǎ曹à-娜举

肠那 10 朋 14 娜 18 那 22 加 02 加

昼夜时间

图 2 幼仔革胡子鳃摄食量与体重的关系

乃 g
·

2 丁乞。 珑玩 ti 姐
。 f f仪沮 路七汤 n 切

幼 e b od y w 班 g h t 时 坛 r

馏 口不ar ￡Sa 正“ 时 “

图 3 革胡子始幼鱼摄食强度的昼夜变化

( 19 88
,

1 1~ ] 2 日龄 )

班 9
.

3 T 抽 va 五助 oi 临 。 f 至以瘫 i鳍 ni et -n
`计y of t h e al r v a e d往d鳍 面 y a

nd n 宜
hgt



2期 汪留全
、

程云生
:

他养条件下革胡子鳃仔幼鱼摄食习性与生长的初步研究 1 00

中
,

每天分别在 。8 : 。。和 1 5 : 。。 时进行投饵
,

故在每次投饵后幼鱼的摄食量也相应增加
,

这具有一般的规律
。

但观察结果表明
,

摄食最强烈 的时间是在 18 : 00 一 2 2 : 00 时
。

这说明

革胡子鱿幼鱼在某种意义上主要依靠嗅觉来完成捕食活动
。

(三 ) 仔幼革胡子给生长的某些特点

1
.

长度生长 1 9 8 8年先后 16 次对 16 。 尾刚孵出仔鱼至 16 日龄幼鱼的生长情况进

行测定
,

测定结果见表 4
。

革胡子给仔鱼第 1 日长度增长较快
,

达 1
.

46 毫米
。
2一 3 日龄增

长较缓
,

而至 4 日龄后又明显增快
。

10 日龄幼鱼平均日增长 0
.

7 毫米
,

15 日龄幼鱼平均

日增长 1
.

15 毫米
。

将 1 988 年所测定 160 尾仔幼鱼的生长情况进行统计分析结果 ( 图 4)

表明
,

革胡子鳃仔幼鱼全长的生长与日龄为直线关系
。

用生长公式 L 二 。 + b T 〔L 为全长

(毫米 )
,

T 为日龄 (天 )〕表示
,

得到 L 二 2
奋

3 2 5 1十 0
.

9 2 2 8T 的直线回归方程
,

相关系数 r 二

。
.

9 7 59 ( r .0 0 : = 0
.

6 2 2 6) 直线关系非常密切
。

根据上述方程式确定的仔幼革胡子鳃全长增

长理论曲线经用 t 检验法检验其可靠信
,

求得 七= 16
·

748 > .0t
。 :

( 2
·

9 7 7)
,

证实这条理论 曲

线是可信的
。

表 4 不同 日龄仔幼革胡子给的生长测定 ( 1988
,

水温2仑~ 3 0
.

宁 C )

T a b l e 4 o or , 嘴h o f l a r v ae e z“ r ￡仰 王“ 召护 “ of d l f f e r . n t a沙 s 垃 d a y s

(, 蕊 et r et m碑 r a t u r e 22
一 3 0

,

矛 C
,

19 88 )

日日 龄龄 测量尾数数 全 长 (m r。 ))) 平均日增长 (切坦 )))

范范范范 围围 均数 士标准差差差

初初牌仔鱼鱼 1 000 2
.

协奥一3
.

5 222 3
。

2 4 生 0
.

1 999 1
.

拐拐

11111 1 000 4 石一 5
.

000 4
,

70 士 0
.

2 666 0
.

1 000

22222 1 000 4
。

巧一6
。

OOO 4
.

日O 上 O
,

2 666 0
.

2 999

99999 1 000 5
。

分一5
.

444 6
.

t均士 0
.

1 555 0
0

6 111

44444 1 000 5
.

门} - e
,

000 5
.

宁O土 0
.

弓习习 0
.

习666

66666 1 000 6
.

0 - 7
,

000 6
.

朋 士 O
,

日〕〕 O
。

肠肠

66666 1 000 6
.

任- 8
.

000 7
.

1 0 士 0
.

5 777 0
。

川)))

宁宁宁 1 000 7
.

介一8
.

000 7
.

7 0 士 0
.

4日日 0
.

口〕〕

88888 1 000 7
。

5一O
。

000 8
。

2 0 士 O
。

召月月 1
。

那那

99999 1 OOO 9
。

0一1 1
.

000 1 0
,

1巧士 0
。

拐拐 0
.

7 000

111 000 1 000 1 0
.

Oes l l
.

OOO 1 0
。

8 5 土 0
.

3 444 1
。

2000

111 111 1 000 10
.

6一1 4
.

000 1 2
。

O s t l
.

O III 1
.

的的

招招招 1 000 理
.

0一1巧
。

555 班
.

舫 t l
。

的的 0
.

印印

111 333 1 000 1 3
.

Oee 1 6
。

555 14
.

拓 士1
。

8222 1
。

1555

111 555 1 000 14
。

O es ZO
,

OOO 1 5
.

6 0 士1
.

扫盛盛 4
.

此此

111 666 1 000 1 8
,

o es 圈
。

000 1 9
.

6石士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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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不同 日龄仔幼革胡子蛇的生长 9 1 (88 )

F i g
.

连 G功 wt h又 u to 恤 l 1 eo g七 i hn h e rt沁n

to t h ea 朗 (
n

恤加
r袱 面邓 )。 f 七 h e玩

~(9 1 88 )

5 1 15 0艺 3 25加

全叔帆 )

图 6 仔幼革胡子给全长与体重的相关曲线

及 9
.

5T h。

~械 io n c u re 7
b et w~to 协 1

l en 乡 h, d b班 y w e l沙 t o f t五 e 玩价朗

2
.

体重增长 根据 2 日龄至 16 日龄幼鱼体重增长值绘制的生长曲线呈幂函数曲线

形式
,

得到仔幼革胡子给日龄 ( T )与体重 (W )增长的关系式
,

用 W = 。 T “ 表示
。

经计算

求得 W 二 0
.

07 1 9T ” 蝴
。

上述方程式经过检验
,

求得 F ( 1 6 5
·

6 7) > 瓦
. 。 :

( 9
.

3 3)
,

证明仔幼

革胡子鳃日龄与体重增长曲线相关关系非常显著
。

3
.

全长对体重的关系 仔幼革胡子始全长对体重的关系也表现为幂函数形式
,

其曲

线回归方程式为
:

W 二 a L “ 。

由 17 4 尾仔幼革胡子鳃 (全长 3
.

4一 30
.

0 毫米 )全长和体重实

测数据 计算结果 (图 5 )为W 二 0
·

0 0 4 9 2 7 L 二 1 , 含. ,

其对数式则 为 l o gw 二 一 2
·

3 0 7 4 + 3
·

1 9 3 8
·

ol g L
。

仔幼革胡子稣全长对体重的 曲线回归方程 经过 检验
,

求得 F ( 1 0 6 2 6
·

7 9) > 几二

( 6
·

8 1 )
,

证明全长与体重曲线相关关系非常显著
,

检验结果见表 5
。

表 5 仔幼革胡子给全长对体重的曲线 回归方差分析

T a b拓 S T加
v a ri 幼.o 叨公 y 昌卜 o f o n即U加 e a r r e g r e s s加n b e t w ee n ot at l le n砂h

` 。 d w e i沙 t Of l a r , 幼 C 不。 , 定。 5 l a二 。 犷。

变异来源 自由度 平方和

1昭
.

9 30
1

.

韶 3

1肠
.

6场

均 方 几
. 。】

回 归

离回归

总变异

1的
。

朋 O

0
.

(减旧泊

11:吧2 6
。

四1哈殆

11

4
.

个体生长速度 仔幼革胡子鳍的全长和体重的增长虽然分别呈直 线和曲线相关
,

但其个体的生长速度差异显著
。

1 9 8 9 年 6 月 9 日对 15 日龄的幼鱼全长和体重进行随机

抽样测定
。

测定的 60 尾幼鱼 中
,

全 长平 均为 1 6
.

4 毫 米
,

标 准差 1
.

89
,

变异 羡数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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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1
.

5 4 %,平均体重为 42
.

05 克
,

标准差为 14
.

1 8
,

变异系数为 33
.

7 3终
。

革胡子绘幼鱼个

体生长速度见表 6
。

从表 6 可知
,

仔幼革胡子鳃的个体生长速度差异显著
。

较小个体的净

增重倍数比较大的个体相差 7
.

1 倍
。

表 6 革胡子绘幼鱼群体中不同体互的数 t 分布和个体生长 ( 198 9 , 15 日龄 )

T a b el 6 T he p o p u l at ion Df l a r v a月 c l。 二求。
s 王a 二 。 , 。 毗 d i f f e

ner
t . e i沙七幼 d

IUd i v i d u 目 g r o
帆 h uu d e r 。曰 ut r

ni g 加nd i t l on
。

体 重 分

体重 (m幻

6
一

6一 1 8
。

石

工8
。

6一习1
。

5

3 1
.

5一 44
.

石

4 4
.

5一5 7
。

石

5 7
.

5一7 0
.

石

湘
.

5一幼
,

石

8 3
。

6一9 6
.

石

布

百分率 (万 )
平均体童 (m g ) }净增重 ( , g / 1 5天 ) 净增重倍数

1
`

7

1 6
。

7

拐
。

3

绍
。

吕

5
.

0

3
。

容

1
.

7

拐
.

4

9 5
,

2

1 3石
。

1

1 9 2
.

0

2 2 0
.

0

2 6盛
,

7

3 3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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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 结 与 讨 论

1
.

革胡子纷仔 鱼开 口摄食的时间和适 D 饵料 仔鱼孵出后 2 日即可开 口摄食
,

通常

全长为 5一 6 毫米
。

孵出后 3一 4 日的仔鱼卵黄囊大部耗尽
,

遂开始由内源性营养转为外

源性营养
。

因此
,

这一阶段的饵料间题对培育革胡子鲍鱼苗是十分重要的
。

2
。

仔幼革胡子鳃的食性 1 9 8 7一 19 8 9 年共观察 2
.

8~ 33
.

。 毫米的革胡子绘仔幼 鱼

41 7 尾
。

观察结果表明
,

全长 了毫米以下革胡子给仔鱼的饵料组成比较简单
,

一般常见的

是轮虫和挠状幼体 ;而 7 毫米 以上幼鱼的饵料组成则逐趋复杂
,

此时的幼鱼除摄食轮虫之

外
,

还摄食枝角类
、

挠足类
、

摇蚊幼虫
、

端足类和有机碎屑
。

必须指出的是
,

尽管革胡子蛛

幼鱼时期的食性较广
,

但每尾幼鱼胃含物中的饵料组成则较简单
,

一般常见的仅有 2一 3

种
。

这说明革胡子鳃幼鱼有一次饱食的习性
,

能在一个不大的范围内
,

短时捕食大量群聚

在一起的同种饵料生物
。

这与天然水域中胡子绘 O协 r标 s f 哪翎 : 的摄食习性基本一致 “ , ,

邓志端
、

王洪 ( 1 9 8 5) 认为蟾胡子鳃 C赫时二 石。 `。 c人、 和胡子鳃的仔幼鱼在饲养条件下对

不同饲料具有一定的选择性
。

我们认为革胡子鳃幼鱼的食性虽广
,

也同祥存在着对饲料

的喜食性间题
。

试验中观察到仔幼革胡子绘虽然也有摄食人工饲料的活动
,

但其摄食活

动远没有摄食饵料生物那么强烈
,

而且人工饲料在仔幼鱼的 胃囊中的出现频率也较低
,

这

可能是革胡子给仔幼鱼对不同饲料的喜食程度不同所致
。

根据食性分析结果
,
在革胡子

鳍仔幼鱼的胃囊中亦含有一些丛生的舟形硅藻 Na 耐伽玩
、

针杆藻 甸
n o d” 等硅藻和小球

藻以如娜名坛 的集结体以及盘星藻 凡 d么as 汀。 的群体和底栖性的原生动 物 尸卿勿哪 等

(1) 葛国昌
、

麦康森
,

1侧 1
。

胡子给的摄食习性
、

生长和耐盐极限的初步研究
。

中国鱼类学会 1朋 1 年学术年会

论文摘要汇编
,
4一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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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生生物
。

这可能是与革胡子给仔幼鱼有在池边或池底刮取摄食的习性有关
。

一般而言
,

革胡子鳃仔幼鱼不能通过滤食活动来利用水体中的浮游性藻类
,

在动物性饵料丰富的情

况下
,

它们对藻类的利用还只是辅助性食物
。

综上所述
,

革胡子鳃仔幼鱼的食物组成主要

是动物性饵料
,

是以动物性饵料为主的杂食性
。

因此
,

在革胡子给苗种培育过程中
,

可采

用投喂或培育一定数量的适 口饵料生物为主要饲料进行饲养
。

3
.

革胡子鳃幼鱼昼夜摄食节律 在人工饲养条件下
,

革胡子绘幼鱼有明显的昼夜摄

食节律
,

即在每次投喂后幼鱼的摄食量也相应增加
,

这具有一般的规律
。

但在夜间停止投

喂后
,

幼鱼的摄食活动最为强烈
,

摄食量也最大
。

朱成德等 ( 1 9名5 )
、

林重先等 ( 1 9 8 5) 先后

报道 T 鱼时鱼 万
。 e r 二犷 a , e e。 。面感 ( R i。五 a r d o o n )和梭鱼 对

“ 9名乙s卜坛叮 ( B
a s i l洲

: k y ) 在夜间

无光或微弱灯光下均不摄食
,

因而他们认为射鱼和梭鱼的摄食活动是借助视觉完成的
。

革

胡子绘幼鱼在 白天虽然也有摄食活动
,

但其摄食活动远没有夜间强烈
,

这说明革胡子鲍主

要是依靠嗅觉来完成捕食活动
。

白天由于光照强烈或周围环境不安静
,

在一定程度上影

响了革胡子鲍幼鱼的摄食活动
。

4
.

仔幼革胡子鳃的个体生长差异与育苗问题 注留全等 ( 1 9 8 8) 报道在革胡子鳃食

用鱼的饲养中
,

其个体生长差异显著
。

本研究的结果表明
,

革胡子绘仔幼鱼的个体生长速

度差异也非常显著
。

在 15 日龄幼鱼群体中
,

较小个体的净增重倍数比较大的个 体相差

7
.

1倍
。

如表 6 所示
,

在同一群体中
,

较小的个体和较大的个体均 占有一定的比例
。

这是

否是由于革胡子鳃存在着种内捕食能力的强弱
,

从而导致个体生长差异显著
,

仍有待进一

步研究
。

据唐彰元等 ( 1 9 8 5) 报道
,

100 毫米以下的革胡子鳃幼鱼无论是在投食还是不投

食的情况下
,

都会发生相互残杀现象
。

由于革胡子鳃的个体生长速度存在着显著的差异
,

同一群体的仔幼鱼经过一段时间的培育之后
,

其体长体重的差异均十分显著
。

生产上如

果将鱼苗在同一池内进行较长时间的培育
,

势必导致较大个体捕食较小个体的现象
,

从而

影响育苗成活率
。

因此
,

生产上应根据鱼苗生长情况
,

定期将苗种过筛
,

实行分池分级培

育
,

这既有利于提高育苗成活率
,

又可为食用鱼的饲养提供规格一致的鱼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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