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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季生殖真鲷仔!稚!幼鱼的摄食与生长

张雅芝  陈而兴

集美大学水产学院水产养殖系 厦门

提要  年 ∗ 月份在本院海水育苗试验场对人工培育的春季生殖真鲷 Παγ ροσοµ υσ

µ αϕορ 仔!稚!幼鱼的摄食和生长特性进行分析 旨在为该种群早期发育阶段的生物学积累

资料 并为开展大批量苗种生产提供依据∀ 结果表明 在水温为 ε 时 仔鱼约经 ∗

左右开口摄食 开口饵料为小型臂尾轮虫∀以后随着鱼体的生长 摄食桡足类的比

例迅速增加∀ 对 尾仔!稚!幼鱼观察 在实验条件下 其摄食率达 ∀ 摄食量约占体

重的 ∗ 左右∀ 摄食强度具明显的昼夜节律 以 摄食强度最高 其次 仔!

稚鱼夜间完全不摄食 幼鱼夜间少量摄食 表现出明显的昏晨摄食习性∀其摄食量与体重的回

归方程 Ψ Ξ 全长与日龄的关系式为 ΛΤ
∆ 体重与日龄的关

系式为 Ω ∆ 全长与体重的关系式为 Ω ≅ ΛΤ ∀

关键词  真鲷 仔!稚!幼鱼 摄食 生长

α  真鲷 Παγ ροσοµ υσ µ αϕορ 在我国和日本沿海有两

个明显不同的生态型∀ 台湾海峡中北部至日本南部的

真鲷为春季生殖种群 台湾海峡南部至北部湾的真鲷

为秋冬季生殖种群∀ 对秋冬季生殖种群 厦门水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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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 ∗ 董存有 ∗ 林锦宗等

∗ ≈ 相继开展了人工繁殖和苗种培育 盐

度对真鲷胚胎及仔鱼的影响≈ 温度对真鲷胚胎及

仔!稚鱼的影响≈ 光照对真鲷仔!稚!幼鱼摄食的影

响≈ 真鲷早期发育阶段的摄食节律≈ 以及真鲷仔!

稚!幼鱼的摄食与生长≈ 等也有专题报道∀ 对春季生

殖种群 日本从 年代就开始人工繁殖和苗种培育

试验 与其相关的基础研究也有不少专题报道≈ 我

国蔡兴邦等 ! 毕庶万等 也开展过春季

生殖真鲷的苗种培育工作∀ 但国内对春季生殖真鲷早

期发育阶段的摄食与生长迄今未见专题报道∀

本文对春季生殖真鲷仔!稚! 幼鱼阶段的摄食习

性和生长特性作了初步的观察和分析 以期为该种群

早期发育阶段的生物学积累资料 并为开展大规模苗

种培育提供依据∀

 材料和方法

实验材料取自本院人工培育的鱼苗 育苗水体

培育密度为 以经 目筛网过滤的臂尾

轮虫作为仔鱼的开口饵料 日龄开始投喂天然桡足

类 并继续投喂轮虫∀

实验用鱼苗自开口摄食起 每 取样一次 每次

尾 取样后立即用解剖镜的目微尺测定其全长 用

感量为 的电光分析天平称其体重 尔后解剖

取出消化道 用目测法测定摄食饱满度 采用 ∗

级 接着挑开消化道 对饵料生物种类分别记数 饵

料中轮虫和桡足类的重量按平均个体大小折算而成

轮虫为 Λ !桡足类为 Λ ∀

摄食的昼夜节律共测定 批 分别为 ∗ 日

龄 ∗ 日龄和 ∗ 日龄∀每次取样 ∗ 尾∀

 结果

2 1 摄食率和消化道饱满度

在水温为 ε 时 仔鱼约经 ∗ 左右开口

摄食∀ 从表 可以看出 在人工饲养条件下 由于饵料

充足 仔!稚!幼鱼摄食率很高∀

2 2 摄食量

对 尾不同长度的仔!稚!幼鱼摄食量进行测

定 结果如表 所示∀ 其摄食量强度的增加与体重的

关系较为密切∀ 根据点图分析 符合直线回归方程 Ψ

Ξ 式中 Ψ 为摄食量 Ξ 为体重

自由度 φ 相关系 ρ 说明直线关系非常

密切∀

真鲷仔!稚!幼鱼的一次饱食量亦随鱼体增长而

不断增加∀ 据观察测定 真鲷仔!稚!幼鱼的空胃个体

在饵料充足情况下 平均 ∗ η 即可达到胃饱满

∗ 级 ∀不同全长的个体达到胃饱满时的饵料量列于

表 ∀

表 1 真鲷仔!稚!幼鱼的摄食率和消化道饱满度

Ταβ 1 Περχενταγε οφ στοµ αχη ωιτη φοοδ ανδ φυλλνεσσ

οφ στοµ αχη οφ λαρϖαλ ϕυϖενιλε ανδ ψουνγ Πα−

γ ροσοµ υσ µ αϕορ

全长 观察尾数 摄食率 消化道饱满度

∗

∗

∗

∗

∗

∗

∗

∗

∗

∗

表 2 真鲷仔!稚!幼鱼的摄食量

Ταβ 2  Τηε φεεδινγ αµ ουντ οφ λαρϖαλ ϕυϖενιλε ανδ

ψουνγ Παγροσοµ υσ µ αϕορ

日龄 平均全长 平均体重 平均摄食量 摄食量 体重

2 3 摄食的昼夜节律

对真鲷仔!稚!幼鱼的昼夜节律进行 次观测 其

全长范围分别为 和 仔鱼 !

∗ 稚鱼 和 ∗ 幼鱼 ∀ 每

观测一次 观测时间如图 所示∀ 结果表明 仔!稚!幼

鱼均出现两个摄食高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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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真鲷仔!稚!幼鱼的饱食量

Ταβ 3  Τηε αµ ουντ οφ φοοδ ιν φυλλ στοµ αχη οφ λαρ−

ϖαλ ϕυϖενιλε ανδ ψουνγ Παγροσοµ υσ µ αϕορ

全长 摄食量 个数 重量

轮虫 桡足类

3

3

3

3 为过饱食个体∀

2 4 日摄食量

利用减量法 退算法 分别对 ∗ 日龄! ∗

日龄和 ∗ 日龄的仔! 稚!幼鱼进行了日摄食

量测定∀ 结果见表 ∀

2 5 生长特性

 长度生长 共测定 尾仔!稚!幼鱼的

全长 从初孵仔鱼开始 隔日随机取样测定 尾 测

到 日龄幼鱼∀结果如图 所示∀其生长情况经点图

分析 全长与日龄呈指数函数关系 可用 ΛΤ α β∆ 方

程拟合 经计算求得 ΛΤ
∆ 相关系数 ρ

二者相关关系非常显著∀

 体重增长  对 ∗ 日龄的 尾仔!

稚!幼鱼的体重进行了测定 结果见图 ∀ 其体重的增

长与日龄的关系可用指数函数方程 Ω α β∆ 表示 经

计算求得 Ω ∆ 相关系数 ρ

表示二者紧密相关∀

 全长与体重的关系  共测定 尾 ∗

日龄仔!稚!幼鱼的全长及其相应的体重 全长范围

∗ 体重 ∗ 经点图分

析 仔! 稚! 幼鱼全长与体重呈幂函数关系 可用 Ω

αΛβ 表示∀经计算求得关系式为 Ω ≅

Λ ∀ 相关系数 ρ 二者紧密相关∀ 其中幂

指数 βΥ 表明真鲷仔!稚!幼鱼体重与全长的立方呈

比例关系 大体属均匀生长型∀

 讨论

在人工饲养条件下 饵料充足 真鲷仔!稚!幼鱼

摄食活动旺盛 摄食率达 摄食量随鱼体的生

长不断增加 平均摄食量占平均体重的 ∗

之间 表 这一结果与笔者对秋冬季生殖真鲷试

验的结果相似≈ ∀ 根据日摄量测定结果 春季生殖真

鲷仔!稚! 幼鱼的日摄食量分别占鱼体重的

和 考虑到仔!稚鱼阶段摄食能力较

弱的因素 确定仔!稚鱼阶段投喂量为鱼体平均体重

的 幼鱼阶段为 左右 可能是合适的 其投

喂时间和次数 依日摄食节律 以每天 和

左右各一次为宜∀

表 4 真鲷仔!稚!幼鱼的摄食量

Ταβ 4 Τηε φεεδινγ αµ ουντ οφ λαρϖαλ ϕυϖενιλε ανδ ψουνγ Παγ ροσοµ υσ µ αϕορ ιν 24 η

日龄 平均全长 平均体重 实验鱼尾数 饵料种类 饵料密度 水体 日摄食量 日摄食量

只 数量 尾 重量 体重

∗ 轮虫

∗ 轮虫

∗ 桡足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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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真鲷仔!稚!幼鱼的摄食节律

ƒ  × √ ∏√ ∏

Παγ ροσοµ υσ µ αϕορ

图  真鲷仔!稚!幼鱼生长曲线

ƒ  × ∏ √ √ ∏√ ∏

Παγ ροσοµ υσ

≥ 研究表明鱼类摄食量

具有一定节律性 有的学者将其划分为白天摄食和晚

上摄食两种类型 ≥ 更细地将其分

为白天摄食 晚上摄食 昏晨摄食以及无明显节律 种

类型∀ 根据北岛的报道 在仔!稚鱼阶段 真鲷只在白

天摄食 夜间不摄食 即使点灯也不摄食∀ 但李大勇等

对秋冬季生殖真鲷的实验结果表明 仔!稚!幼鱼夜间

也摄食 只是仔!稚鱼摄食量很小 幼鱼摄食量较高≈ ∀

据作者解剖观察 春季生殖真鲷仔! 稚鱼阶段夜间完

全不摄食 幼鱼阶段夜间有少量摄食 这一结果与北

岛的报道较为一致∀ 李大勇等的实验由于采取的是水

体中饵料的实际减少法 并未解剖鱼体 仔!稚鱼夜间

少量摄食可能是取样误差所致∀ 从实验结果可以认

为 真鲷仔!稚鱼完全是靠视觉捕食的∀ 幼鱼阶段夜间

也能少量摄食 可能是除视觉外 幼鱼的其他感觉器

官如嗅觉!触觉等也对摄食起辅助作用∀

图  真鲷仔!稚!幼鱼体重生长曲线

ƒ  × ∏ √ √ ∏√ 2

∏ Παγ ροσοµ υσ µ αϕορ

真鲷仔!稚鱼对饵料的选择性问题 已有肯定的

结论∀ 根据福原的报道 前期仔鱼阶段如果牡蛎幼体

和臂尾轮虫并用 仔鱼对牡蛎幼体的选择性较强≈ ∀本

实验的结果表明当轮虫和桡足类并用时 全长

以下的个体只摄食轮虫 全长 以上的个

体只摄食桡足类∀ ∗ 之间的个体二者均

有摄食∀ 从这一结果推测 真鲷仔!稚鱼对饵料的选择

性可能主要取决于口裂大小 以下的个体不

摄食桡足类应是其口裂不够大 无法吞入 并非对桡

足类不喜好∀ 全长 以上的个体不摄食轮虫

可能是到这个长度时 轮虫相对较小 摄食效率低 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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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上如果这一时期水体中只有轮虫而无其他较大型

饵料生物 即使 以上的幼鱼也可大量摄食轮

虫≈ ∀依据本实验的结果 全长 左右开始投喂桡

足类是适时的∀

表 5 真鲷仔!稚!幼鱼生长与水温的关系

Ταβ 5 Τηε ρελατιον βετωεεν τηεωατερ τεµ περατυρεανδ γροωτη οφ λαρϖαλ ϕυϖενιλεανδ ψουνγ Παγ ροσοµ υσµ αϕορ

日
 
龄

平均全长

厦门水院 平川等 平川等 北岛等 北岛等 新所等 毕庶万等 董存有等 张雅芝等 张雅芝等

∗

水温 ε

∗ ∗ ∗ ∗ ∗ ∗ ∗ ∗ ∗ ∗

∗

∗

∗

∗

∗

∗

∗

  关于真鲷仔!稚!幼鱼的生长 已有不少报道≈ ∀

如饲养管理得当 以水温对生长的影响最大∀表 是不

同温度条件下真鲷仔!稚!幼鱼的生长情况∀ 当水温在

∗ ε 时 经 培育 平均全长仅 本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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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测定期间 水温为 ∗ ε 经 培育 平均全

长为 而当水温为 ∗ ε 时 经 培

育 平均全长可达 ∗ ∀ 因此 在适温范围内

提高培育水温是加快真鲷仔!稚!幼鱼生长发育的重

要途径∀ 根据作者的实践 ∗ ε 是春季生殖真鲷

仔!稚!幼鱼发育和生长的最适温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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