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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我国的鲂属鱼类有 4种, 分别为团头鲂、鲂、广东鲂和厚颌鲂。从分类、形态、生态、遗传育种和增养殖等方

面,综述了国内鲂属鱼类的研究进展,并就其资源保护与合理利用提出了建议。加强对厚颌鲂天然资源的保护和

养殖开发;鲂、广东鲂的大水面增养殖开发应逐步朝着规模化、产业化发展。指出了现代分子生物学技术在鱼类

种质与资源保护研究、遗传育种等方面的广泛应用将成为渔业资源研究的主攻方向。

关键词:鲂属; 资源;保护

中图分类号: Q958. 1, Q959. 46+ 8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674- 3075( 2008) 02- 0007- 05

1 鲂属的分类

鲂属 (M egalobrama ), 隶属于鲤形目 ( Cyprin-i

fo rmes)、鲤科 ( Cyprinidae)、鲌亚科 ( Culterinae ), 主

要分布于中国, 俄罗斯、越南的一些地区也有分布。

Dybow sky( 1872 )首次建立了鲂属, 国外许多学者

( R ichardson S J et a,l 1846; Herre A W et a,l 1931;

L in S Y, 1934; K imura S, 1934; N icho ls J T, 1943)先

后对鲂属鱼类的分类和命名做了大量的工作。

R ichardson( 1846)首先以珠江水系的鲂为模式种,

定名为三角鲂 (M. term inalis ), 其分布范围从珠江

水系至黑龙江水系。随后,有黑龙江的M egalobrama

skolkovi( Dybow skyH N, 1872)、四川和福州的 Paros-

teobrama pellegrini ( Tchang T L, 1930; Wu H W,

1931)、广州的 M egalobrama hoffmanni(H erre AW et

a,l 1931)、长江流域的 Parabram is bramu la ( B leeker

P, 1871)等物种被记述。早期这些记述的种类被认

为是三角鲂的同物异名。

在国内,易伯鲁 ( 1955)发表了梁子湖的新种团

头鲂 (M. amblycephala),罗云林 ( 1990)对鲂属鱼类

作了分类整理,并恢复厚颌鲂 (M. pellegrini)为一有

效种。目前国内有两种观点:一种为罗云林的观点,

他认为分布于珠江水系和海南岛的鲂为三角鲂 (M.

term inalis), 分布于长江中下游、黑龙江等其它水系

的鲂为鲂 (M. skolkoii ); 另一种为易伯鲁和吴清江

( 1964)的观点,认为分布于长江、黄河、黑龙江水系

的鲂为三角鲂,分布于珠江、海南岛水系的鲂为广东

鲂 (M. hoffmanni)。

据中国动物志 (陈宜瑜等, 1998 )记载, 鲂属鱼

类共有 5种:团头鲂 (M. amblycephala Y ih) ,原始分

布于长江中下游地区,主要栖息地为长江中下游的

大中型湖泊; 鲂 (M. skolkoii Dybow sky ), 以往认为

是三角鲂 (广东鲂 )的同种异名,是鲂属鱼类中分布

最广泛的种类,北到黑龙江水系, 包括俄罗斯远东地

区也有分布,向南一直延伸到闽江水系, 包括黄河、

长江、东南沿海; 广东鲂 (M. hoffmanni), 原称为三

角鲂,现普遍称为广东鲂,主要分布在珠江和海南岛

水系, 越南北部也有分布; 长体鲂 (M. elongate

Huang et Zhang) ,仅 1986年在四川宜宾采集到 3尾

标本,以后再无采集到标本的记录,该种是否有效存

在较大的争议,罗云林对鲂属鱼类分类整理时未将

其列入,本文对该物种也未做叙述; 厚颌鲂 (M. p el-

legrini Tchang) ,该物种也一直被当作三角鲂的同种

异名,罗云林对其进行了性状差异分析,认为应该是

有效种,主要分布于长江上游地区。

2 形态学研究

早期对鲂属鱼类的形态学描述旨在进行分类学

研究。在种的描述上, 易伯鲁 ( 1955 )以体长体高

比、上下颌的角度、尾柄高、背鳍长等作为区别 3种

鲂 (不包括厚颌鲂 )的特征。罗云林 ( 1990)增加了

鳞片基部的黑斑、侧线下鳞的数目、口裂的宽度、上

眶骨和鳔的形状,区分了 4种鲂。近年来,鱼类传统

形态特征和现代框架特征的研究被用于形态种质标

准、亲缘关系以及系统发育的探讨。蔡鸣俊等



( 2001)得出,体高和头部性状在鲂属鱼类的进化过

程中起着关键的作用;李思发等 ( 2002)对 3种鲂的

形态辨别表明,在可数性状上都无显著差异,可量性

状与框架分析揭示出团头鲂与三角鲂 (鲂 )亲缘关

系较近,而它们同广东鲂差异均较大。

3 生态学研究

3. 1 食性
团头鲂是典型的草食性鱼类, 幼鱼主食枝角类

和其它甲壳动物以及轮叶黑藻,成鱼主食轮叶黑藻、

苦草、马来眼子菜等水生植物。研究表明,团头鲂对

轮叶黑藻的选择性最高 (陈少莲, 1991)。鲂、广东

鲂、厚颌鲂均属杂食性, 但食物的种类和组成有差

别。曹立文等 ( 2001)认为鲂是偏动物食性, 食物中

淡水壳菜和腐屑的出现率最高,其余依次为摇蚊幼

虫、藻类、水丝蚓、螺类、桡足类、枝角类、轮虫等。李

文静 ( 2006)通过研究得出,厚颌鲂是以植食性为主

的杂食性鱼类,其食物中最大的组分来自于水生维

管束植物,动物性食物也有一定比例;小个体幼鱼食

谱主要为浮游动物, 100mm以上个体的食谱主要是

水生无脊椎动物。广东鲂成鱼主要摄食淡水壳菜、

河蚬等软体动物, 兼食高等水生植物 (陆奎贤等,

1990)。池养实验表明,广东鲂仔、稚鱼食性是偏动

物性的杂食性 (谢刚等, 2000)。

3. 2 年龄与生长

熊金林和杨干荣 ( 1992)、黄道明 ( 1996)、曹立

文 ( 2001)、王金潮和黄毅文 ( 1990)、李文静 ( 2007)

分别对 4种鲂的年龄与生长做过研究。在年龄材料

的选择上,何美峰等 ( 2007)认为, 1 ~ 4龄广东鲂可

用鳞片鉴定年龄, 5~ 7龄个体用脊椎骨鉴定更合

适;杨明生等 ( 2004)通过实验得出,鳞片、耳石、基

枕骨都可用于厚颌鲂年龄的鉴定。

鲂属鱼类生长较快, 但种的特异性决定了生长

的差异性。李文静 ( 2006)综合其他学者的研究结

果,比较了鲂属 4个种的生长参数后得出:厚颌鲂体

重生长拐点年龄最大, 渐近体长和渐近体重均小于

同属其他种,生长速度逊于其他种; 相反地, 鲂的渐

近体长、体重均最高, 生长性能最佳。鲂属生长的相

似性体现在:体长曲线均为一条不具拐点、而有渐近

线的曲线,反映出生长先快后慢、最后逐渐停止的特

点;而体重曲线都是一条拉长的 / S0型曲线, 反映体
重增长是由慢到快再转慢。

3. 3 繁殖

鲂属鱼类在繁殖生态上具有一定的相似性,体

现了同属在物种起源上的同一性。个体通常 2 ~ 3

龄性成熟,繁殖期集中在 5~ 6月,水温要求 20e 以

上。产粘性或弱粘性卵。繁殖行为都需要流水条

件。

曹文宣 ( 1960)最早报道了梁子湖团头鲂的繁

殖。此后,方耀林和余来宁 ( 1990)、李思发 ( 1991)

等研究了淤泥湖的团头鲂。以上学者的研究结果表

明, 不同湖泊的鲂属种群在繁殖上表现出一定的差

异性。就繁殖力而言,淤泥湖 2龄团头鲂个体的绝

对繁殖力平均为 71 000粒,相对繁殖力平均为 218

粒 /g, 梁子湖 2龄个体的绝对繁殖力、相对繁殖力平

均为 64 366粒、91粒 /g, 淤泥湖 2龄团头鲂繁殖力

明显高于梁子湖的同龄个体。这种繁殖上的差异性

可能与生态环境和种群结构的差异有关。不同学者

曾对浮桥河水库、南水水库和范厝库区鲂的繁殖生

物学做过研究 (黄道明等, 1997;曹立文等, 2001; 江

仁党, 2003) :鲂的个体绝对繁殖力与体重、体长均

呈直线关系,且随年龄的增大而增加;相对繁殖力与

体重、体长的相关性不显著, 随年龄呈波动式变化。

黄道明等 ( 1997)采用逐步多元回归的方法,进一步

探讨了繁殖力与各种生物学指标的复合关系。在早

期, 尤炳赞等 ( 1987)对西江广东鲂繁殖生物学进行

了初步研究。厚颌鲂作为鲂属鱼类的边缘分布物

种, 其生活环境与同属其它种有较大差异,繁殖生态

方面有一些独特之处, 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李文

静等, 2007) :性成熟年龄偏小, 性成熟最小型和初

次性成熟的平均体长、体重均远小于同属其它种;绝

对怀卵量最小;相对怀卵量波动范围大,远高于同属

其它种;成熟系数属内最高, 有较大的繁殖投入比

例; 繁殖群体性比种间差异很大; 繁殖季节长于鲂和

团头鲂,短于广东鲂; 5龄个体开始进入生殖盛期,

并至少延续到 6龄。

4 遗传育种研究

4. 1 遗传标记

遗传标记是检测生物遗传多样性的重要手段,

主要分为形态标记、细胞标记、生化标记和分子标记

(豪富华, 2006)。同工酶作为一种生化遗传标记,

已广泛应用于鱼类的种质鉴定、遗传育种、亲缘关系

比较及系统分类。汪亚平和刘焕章 ( 1994)探讨了

鲂个体发生的同工酶基因分化表达的一般模式及其

与形态分化和器官形成的相关性。刘焕章和汪亚平

( 1997)认为: 遗传变异较大和哑基因的存在, 表明

了厚颌鲂是由中游的种类扩散到上游分化后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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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李思发和杨学明 ( 1996)从生化遗传角度, 分析

了团头鲂的选育和近交对群体遗传的影响。有学者

认为, 弄清同工酶基因表型与个体经济性状之间的

关系, 有可能通过反交或杂交后代的选育或基因工

程育种获得具有优良性状的品种 (叶星等, 2001)。

基于 DNA水平上的分子标记是最为可靠和稳

定的遗传标记。目前, 分子标记在鲂属鱼类中的应

用并不多。李思发等 ( 2002)通过 RAPD分析揭示,

三角鲂种内遗传多样性显著地高于广东鲂和团头

鲂;结合形态辨别和同工酶一致得出,三角鲂和团头

鲂的亲缘关系较近, 而广东鲂同它们两者的亲缘关

系较远。李绍戊等 ( 2006)研究了团头鲂微卫星标

记的快速制备,为团头鲂养殖品系的优化、遗传多样

性的检测及遗传图谱的构建等奠定了一定的基础。

4. 2 杂交育种

杂交育种是获得稳定且性状优良的新品种之有

效方法。李思发等 ( 2000)在团头鲂的选育方面开

展了大量工作, 基本的结论是: 原种经过科学选育,

其遗传变异可得到加强, 多代选育可使有利于生产

的变异逐步积累,并有可能最终稳定下来,形成新的

品系; 而原种经过近交,其遗传变异降低, 出现一定

程度的衰退。杨怀宇等 ( 2002)比较了团头鲂、三角

鲂及其正反杂交种的形态性状和遗传差异, 为鱼类

杂交育种研究提供了理论依据。谢刚等 ( 2002)通

过杂交 (广东鲂a @团头鲂 ` )试验, 比较了杂交鲂

与亲本的遗传性状, 但是否能获得生长性状较理想

的后代,尚有待进一步研究。

5 鲂属鱼类资源现状

5. 1 增养殖现状
1960年,柯鸿文等 ( 1965)进行了团头鲂的繁殖

与饲养试验, 1964年起在国内推广养殖, 现已在大

部分省、市安家落户 (柯鸿文, 1975)。近年来, 在一

些地区团头鲂逐渐成为主养对象, 普遍获得了良好

的养殖效果。鲂亦可作为池塘养殖的对象, 由于能

在湖泊、江河、水库中形成自然种群, 不会造成水质

的污染,已成为大水面增养殖的新品种,在福建、广

东等地大水域推广效果良好。广东鲂在自然水体中

生长较慢, 1990年代起江浙、广东等地逐步开展了

广东鲂养殖。廖国璋 ( 1997 )报道了广东鲂的驯养

和人工繁殖情况,并指出对广东鲂实施人工繁殖保

护,以恢复西江的广东鲂资源。庞世勋等 ( 1998)认

为,较池塘养殖相比,广东鲂更适合于网箱养殖,尤

其适于江河、水库养殖。厚颌鲂是一种极具养殖潜

力的新品种。 2005年, 厚颌鲂全人工繁殖试验获得

成功 (王剑伟等, 2005)。 2006年, 重庆市北碚区静

观镇鱼种场开展了厚颌鲂的人工繁殖和成鱼养殖试

验示范。目前,厚颌鲂的苗种培育与成鱼单养已进

入中试阶段,以期尽快探索出成套养殖技术,为其增

殖和开发奠定基础。

5. 2 资源保护及合理利用

目前, 在湖北省公安县淤泥湖建立了团头鲂国

家种质资源库,在湖北鄂州市梁子湖建立了国家级

团头鲂原种场,各地区还建立了多个团头鲂良种场。

近年来,进行了团头鲂种质鉴定技术、标准参数及种

质标准研究 (余来宁等, 1991)。这些成果不仅对团

头鲂天然苗种资源的保护和可持续利用具有重要的

意义,还为其种质资源保护和品种改良奠定了良好

的物质基础。

6 结语

我国在对团头鲂的资源保护和开发利用方面取

得了可喜的成果, 而鲂属其它种仍未引起足够的重

视。厚颌鲂是长江上游特有鱼类, 但如今在长江上

游干流和大型支流中很少见到, 只在一些小型缓流

支流尚有一定数量的分布, 其分布范围和种群规模

呈明显的下降趋势,刘军 ( 2004)将其定为三级急切

保护鱼类。一方面,有必要通过建立自然保护区和

人工繁殖保护等手段来恢复厚颌鲂资源;另一方面,

厚颌鲂具有优良的养殖性状,开发潜力大,而目前对

其增养殖和开发利用还处于探索阶段,有待于继续

深入的研究。基于我国多种经济鱼类种群相继衰退

的现象,对种质资源保护、遗传图谱构建、遗传育种

等方面的研究逐渐引人关注。分子标记等现代分子

生物技术在这些领域的广泛和深入应用,将成为渔

业资源研究的主攻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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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dvances in the Research on GenusMegalobrama in China

XU W e,i XIONG Bang-x i

( F isheries Co llege ofHuazhong Agricu lturalUn iversity, Wuhan 430070, Ch ina)

Abstract: Four spec ies o f genusM egalobrama are described in China, M. ambly cephala, M. skolkoii, M. hoff-

manni, andM. p ellegrini. This paper briefly rev iew ed the advances in stud ies o f genusM egalobrama w ith respect

to classificat ion, mo rphology, eco logy, genetics and breed ing, enhancement and aquacu lture. Some adv ices w ere

proposed for protection and rational u tilizat ion of these resources. For the speciesM. pellegrini, pro tecting natura l

resource and culture exp lo itation should be strengthened; enhancemen t and aquaculture of speciesM. skolkoii and

M. hoffmanni in largew ater areas shou ld be deve loped in the direction of scalization and industrialization. Exten-

sive applications o f modern mo lecular b io techno logy in germp lasm conservation and resource protection, genet ics

and breeding o f f ishes makes it becom e a leading edge o f research on f ishery resources.

Key words: M egalobrama; resource; prote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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