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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为了解不同体色黄鳝的性别与体长、体重的差异，２０１１年５－７月，于洞庭湖地区随机采集灰色及黄色２种
体色共２０８尾野生黄鳝，并对体长、体重及性别进行测量鉴定。样本中，雌性１４６尾，雄性 ６２尾，雌雄比例为
２．３５∶１。其中黄色黄鳝８３尾，灰色黄鳝１２５尾。分析结果表明，黄色黄鳝雌雄个体体重及肥满度均高于灰色群
体；黄色黄鳝雌性体长大于灰色雌性，雄性小于灰色雄性。雌雄个体体重与体长的相关系数，黄色黄鳝分别为

０．９１４、０．９４５，灰色黄鳝分别为０．５６７、０．４３８。黄色雌鳝比例随着体长的增加逐渐降低，雄性比例随体长的增加逐
渐升高，雄鳝在３５ｃｍ以上占优势，４０ｃｍ之上雄性仅１尾。灰色雌鳝在４０ｃｍ以下占优势。２种体色黄鳝雌性
比例与体重变化无明显规律。

关键词：黄鳝；体色；性别；体长；体重

中图分类号：Ｓ９３１．１　　文献标志码：Ａ　　文章编号：１６７４－３０７５（２０１４）０１－００７７－０４

　　黄鳝（Ｍｏｎｏｐｔｅｒｕｓａｌｂｕｓ）亦称鳝鱼、蛇鱼、长鱼
等，隶属于合鳃鱼目 （Ｓｙｎｂｒａｎｃｈｉｆｏｒｍｅｓ）合鳃鱼科
（Ｓｙｎｂｒａｎｃｈｉｄａｅ），为热带及暖温带淡水鱼类，其肉质
细嫩，是我国经济水产动物之一。黄鳝的繁殖期在

６－８月，个体发育过程中具有性逆转的特性（Ｌｉｕ，
１９４４；１９５１）。黄鳝怀卵量很低，进行大规模人工繁
殖是黄鳝养殖业的难题。目前，黄鳝人工繁殖取得

了初步成效，但仍无法满足养殖需求，大部分苗种仍

需野外捕获，对野生黄鳝资源造成破坏。在人工选

育黄鳝亲本方面，王文彬等（２００８）、周秋白等
（２００４）、杨代勤等（２００８）对我国不同地区黄鳝的性
别与年龄、体长及体重的关系进行了研究。

洞庭湖区常见有黄色及灰色２种体色黄鳝，比
较而言，黄色黄鳝繁殖力较强（王彦等，２００８）。然
而，有关不同体色黄鳝性别、体长及体重关系的研究

尚未见报道。本文通过探讨２种体色黄鳝体长、体
重及性别间的关系，为黄鳝人工繁殖中亲本选择及

相关的科学研究提供基础资料。

１　材料和方法

１．１　试验材料
试验用的野生黄鳝于２０１１年５－７月在常德市

洞庭湖周边水域随机采集，共２０８尾，体长１７．２～
６０．３４ｃｍ，体重９．６～１８６．２８ｇ。
１．２　试验方法

本试验２种体色的区分标准为（王彦，２００８）：
（１）黄色———体表深黄色，全身布满不规则黑褐色
大斑点，且线形排列，形成 ３条由斑点排列而成的
线，腹部花纹较浅；灰色———体表泥灰色，背部体表

花纹不明显，腹部布满花纹且颜色较深。２０８尾黄
鳝样本中黄色８３尾，灰色１２５尾。

测量黄鳝的体长及体重后，解剖取出性腺。根

据性腺形态及色泽特征判别雌性、雄性及雌雄间体。

判断标准（王文彬等，２００８）：仅具卵巢结构（以卵母
细胞为主体）的为雌性，仅具精巢结构 （以曲细精管

和结缔组织组成的精索为主要结构）的为雄性，既

具卵母细胞又有精索结构的为雌雄间性。

１．３　数据分析
肥满度计算：ＲＦ＝Ｗ／Ｌ３×１０００ （１）
式中，ＲＦ为肥满度，Ｗ为体重（ｇ），Ｌ为体长

（ｃｍ）。
数据在统计分析前检验其正态分布和检测方差

同质性。所得数据采用Ｅｘｃｅｌ２００７及ＳＰＳＳ１７．０进
行统计分析。

２　结果和分析

２．１　２种体色黄鳝群体构成及比较
２０８尾黄鳝样本中，雌性１４６尾，雄性６２尾，没

有间性个体，雌雄比例２．３５∶１。
８３尾黄色黄鳝雌性占６６．３％，雄性占３３．７％，



雌雄性比为１．９７∶１；１２５尾灰色黄鳝雌性占
７２．８％，雄性占２７．２％，雌雄性比为２．６８∶１。

黄色黄鳝雌性及雄性平均体重及肥满度均高于

灰色黄鳝，平均体长小于灰色个体（表１），但２种体
色黄鳝雌雄个体间体重、体长及肥满度均无显著差

异。对体重与体长进行相关分析，结果表明黄色黄

鳝雌雄个体体重与体长的 Ｐｅａｒｓｏｎ相关系数分别为
０．９１４、０．９４５，灰色黄鳝雌雄个体体重与体长的
Ｐｅａｒｓｏｎ相关系数分别为０．５６７、０．４３８。表明黄色黄
鳝体重与体长的关联程度较灰色黄鳝的更高。

表１　２种体色黄鳝个体比较
Ｔａｂ．１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ｏｆｆｅｍａｌｅａｎｄｍａｌｅＭｏｎｏｐｔｅｒｕｓ

ａｌｂｕｓｉｎ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ｂｏｄｙｃｏｌｏｒ
体

色

性

别

数量／

尾

体重／

ｇ

体长／

ｃｍ
肥满度

黄

色

雌性 ５５ ５２．６９±３２．２３ ２７．０１±５．２７ ２．３９±０．４１
雄性 ２８ ６８．９３±４８．８４ ２８．７６±６．０１ ２．３９±０．５３

灰

色

雌雄 ９１ ４４．１７±２１．５８ ２８．１８±７．０１ ２．０９±０．７０
雄性 ３４ ５１．１８±２２．３８ ３２．４２±９．６１ １．７９±０．７７

２．２　２种体色黄鳝性别与体长的分布
２种体色黄鳝体长与性别关系见表２。２０８尾

黄鳝试验样本中，体长范围为１７．２～６０．３４ｃｍ，其

中雌性体长的范围为 １７．２～５６．６ｃｍ，平均体长
２７．３９ｃｍ；雄性体长的范围为２０～６０．３４ｃｍ，平均
体长３１．４９ｃｍ。２种体色的黄鳝雌性比例随体长增
加逐渐降低，雄性比例逐渐升高。

２．３　不同体色黄鳝性别与体重的分布
２种体色黄鳝体重与性别分布结果见表３，其性

别与体重的关系无显著变化规律。黄色黄鳝，其体

重在６５．０ｇ以下雌性占优势，１０５ｇ以上雄性占优
势。灰色的黄鳝，其体重２５ｇ以下基本为雌性，雌
性占９５％；３０～６５ｇ雄性比例逐渐增加；７５ｇ以上，
雄性占优势。２种体色黄鳝在１０５ｇ以上仍有雌性
个体。

３　讨论

３．１　不同体色黄鳝雌雄差异比较
黄鳝具有性逆转的特征，因此雄性个体体重、体

长会大于雌性个体，本次调查采集的样品雄性体长

与体重平均值均高于雌性。肥满度是重要的渔业生

态学指数，反映了个体的生理和营养状况 （李忠炉

等，２０１１）。本次调查黄色黄鳝体重及肥满度较高，

表２　不同体色黄鳝体长与性别关系
Ｔａｂ．２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ｂｅｔｗｅｅｎｂｏｄｙｌｅｎｇｔｈａｎｄｓｅｘｏｆ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ｂｏｄｙｃｏｌｏｒｅｅｌｓ

体长／

ｃｍ

尾

数

黄色雌性 黄色雄性 灰色雌性 灰色雄性

尾数 比例／％ 尾数 比例／％ 尾数 比例／％ 尾数 比例／％
≤２０．０ ９ ５ ８３．３０ １ １６．７０ ２ ６６．７０ １ ３３．３０

２０．１～２５．０ ６７ ２０ ８０．００ ５ ２０．００ ３７ ８８．１０ ５ １１．９０
２５．１～３０．０ ２ １５ ６２．５０ ９ ３７．５０ ２５ ６５．８０ １３ ３４．２０
３０．１～３５．０ ４１ １３ ６１．９０ ８ ３８．１０ １６ ８０．００ ４ ２０．００
３５．１～４０．０ １５ ２ ３３．３０ ４ ６６．７０ ６ ６６．７０ ３ ３３．３０
４０．１～４５．０ ５ ０ ０．００ １ １００．００ ２ ５０．００ ２ ５０．００
４５．１～５０．０ ５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０ ２ ４０．００ ３ ６０．００
５０．１～５５．０ １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０ １ １００．００
５５．１～６０．０ ２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０ ２ １００．００
＞６０．０ １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０ １ １００．００ ０ ０．００

表３　不同体色黄鳝体重段性别分布
Ｔａｂ．３　ＮｕｍｂｅｒｓｏｆｖａｒｉｏｕｓｓｅｘｅｓＭｏｎｏｐｔｅｒｕｓａｌｂｕｓｉｎ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ｂｏｄｙｃｏｌｏｒｉｎｅａｃｈｗｅｉｇｈｔｇｒｏｕｐ

体重／

ｇ

尾

数

黄色雌性 黄色雄性 灰色雌性 灰色雄性

尾数 比例／％ 尾数 比例／％ 尾数 比例／％ 尾数 比例／％
≤２５．００ ３６ １１ ５６．３０ ５ ４３．７０ １９ ９５．００ １ ５．００

２５．０１～３５．００ ４５ １２ ８５．７０ ２ １４．３０ ２６ ８３．９０ ５ １６．１０
３５．０１～４５．００ ３１ ９ ９０．００ １ １０．００ １７ ８０．９０ ４ １９．１０
４５．０１～５５．００ ２４ ４ ５７．１０ ３ ４２．９０ １２ ７０．６０ ５ ２９．４０
５５．０１～６５．００ ２２ ６ ６６．７０ ３ ３３．３０ ８ ６１．５０ ５ ３８．５０
６５．０１～７５．００ １７ ２ ４０．００ ３ ６０．００ ６ ５０．００ ６ ５０．００
７５．０１～８５．００ １０ ２ ５０．００ ２ ５０．００ ２ ８３．３０ ４ １６．７０
８５．０１～９５．００ ４ ２ ６６．７０ １ ３３．３０ ０ ０．００ １ １００．００
９５．０１～１０５．００ ９ ４ ５７．１０ ３ ４２．９０ ０ ０．００ ２ １００．００
＞１０５．００ １０ ３ ３７．５０ ５ ６２．５０ １ ５０．００ １ ５０．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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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明黄色黄鳝的摄食能力较强。黄鳝的繁殖时间为

５～８月，期间卵巢发育达到峰值，而精巢发育不明
显（尹绍武等，２００５）。肥满度也是生殖期的重要指
标之一，本试验中黄色黄鳝雌雄个体肥满度相近，可

能是卵巢发育较好，表明更适宜在人工繁殖中做亲

本。此外，通过相关分析表明黄色黄鳝体重的增加

与体长密切相关，在生产中更容易控制养殖鱼体规

格，以避免因个体生长差异导致同类相残的现象，保

障养殖效益。

３．２　黄鳝体长、体重与性别的关系
黄鳝性逆转的特征导致了其雌雄形态差异明

显，因此野生种群数量、性比及雌雄个体体长、体重

的范围对于环境变化有一定的指示作用。本次调查

的２０８尾野生黄鳝试验样本中，体长范围为１７．２～
６０．３４ｃｍ，体重范围为 ９．６～１８６．２８ｇ，雌雄比为
２．９２∶１。王良臣（１９８５）调查的 ５２５尾黄鳝中，其
所获个体体重为５０～５５０ｇ，性比为０．８２∶１。周秋
白等（２００４）所采集的鄱阳湖地区黄鳝体重最大为
１９２ｇ，２５ｃｍ以下未发现雄性黄鳝。而王文彬等
（２００８）对洞庭湖地区１１８３尾野生黄鳝的调查结果
显示，黄鳝体重几乎全部在２００ｇ以下，同时１５ｃｍ
以下的个体中也有雄性黄鳝存在。与以上调查研究

相比，本次采集的样本群体个体全部在２００ｇ以下，
与王文彬等（２００８）的研究结果相似，说明洞庭湖地
区野生黄鳝资源小型化趋势并未得到改善，因此加

强洞庭湖地区渔业资源增殖养殖工作势在必行。

３．３　不同体色黄鳝性逆转时间与体长体重的联系
养殖过程中黄鳝的性别比例与密度有关，较低

的养殖密度条件下雌性比例较高，随着密度增加雌

性比例呈逐渐降低趋势（袁汉文，２０１１）。自然状态
下黄鳝性逆转，陈慧（１９９８）认为发生在体重１００ｇ
阶段，杨代勤等（２００８）报道发生在体重５０～７５ｇ，
周秋白等（２００４）与王文彬等（２００８）认为在３０ｃｍ、
２５ｇ即开始发生。本次采集的样品中，２种体色黄
鳝在２０ｃｍ、２５ｇ时均有部分发生性逆转，印证了黄
鳝小型化趋势加重。此外，王文彬等（２００８）认为在
黄鳝人工繁殖过程中，野生苗种体重６５ｇ以下、体
长４０ｃｍ以下，即可保证雌性占大部分；黄鳝６５ｇ
以上、体长５０ｃｍ以上，可基本保证雄鳝占大部分。

本次试验所采集样品中２种体色雌鳝比例随体长的
增长逐渐降低，黄色黄鳝在３５ｃｍ时雄性比例较高，
而灰色雄鳝比例在４５ｃｍ时较高，说明黄色黄鳝可
能较早就发生性逆转。同时，灰色黄鳝在较长的体

长范围仍有雌性存在，说明其性逆转时间可能存在

差异。

研究表明，不同体色黄鳝的繁殖力不同（王彦

等，２００８）。此次调查表明，人工繁殖过程中野生苗
种选择黄色黄鳝较灰色黄鳝更容易通过体长特征选

择性别，从而提高人工繁殖效率。但仅从体长或体

重来考虑难以保证亲本选择效率，应结合其他形态

差异综合考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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