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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岛文昌鱼的生活史—年龄
、

生长和死亡研究

吴贤汉 张士璀 王永元 张宝录 曲艳梅 江新界
(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

, 青岛 2 6 6 0 7 1)

提要 于 1 , 8 , 年 8月一 1 9 , 。 年 7 月对青岛文昌鱼的生活史进行研究
。

结果表明 : ( l)

青岛文昌鱼种群由 4个年龄组组成
,
它至少生活 私 以上

,

甚至可达 a6 左右
。

( )z 在 I , H 龄时

生长较快
,
平均年生长 13 一 1 , m m , u l 龄后生长速度减慢

,
即使同一年龄组的文昌鱼

,

在不同

季节其生长速度也不同
。

( 3 ) 在冬春采集的文昌鱼中 11 1 龄组的峰值较小
。

( D 繁殖季节过

后
,
老龄文昌鱼因衰老而死亡

。

关键词 文昌鱼 生活史 年龄 生长 死亡

文昌鱼是由无脊椎动物进化到脊椎动物的过渡型动物
,

因其在动物 系统演化上的特

殊地位
,

国内外动物学教科书对此都有论述
。
虽然如此

,

当前对文昌鱼生活史的许多方

面仍然知之甚少
。 C h i n

( 1 9 4 1) 和 W
e b b ( 1 9 5 8 ) 分别对 白氏文昌鱼 ( B r a , c h i o s t o o a

be lc h o r i ) 和尼 日利亚文昌鱼 ( B
.

in g o r o sn 。
) 的生活史作过研究

,

但前者的研究工作因

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而被迫停止
,

而后者的研究工作则因海水盐

度变化幅度太大而中断
。
此后

,

一直再未见到有关文昌鱼生活史

的研究报道
。

本文报告青岛文昌鱼的生活史
。

1 材料与方法

于 1 9 8 9 年 8 月 1 6 日
、

9 月 1 6 日
、

10 月 5 日和 1 1月 2 1 日以

及 19 9 0 年 2 月 2 8 日
、

3 月 7 日
、

4 月 17 日和 7 月 3 日 s 次自青

岛沙子口 文昌鱼渔场采集青岛文昌 鱼 (刀
; a , `人i o s t 。 m 。 吞e z认 e ; i

r s i n g , a u e o s e
)

,

每次都在 1 0 0 0 条以上
。
文昌鱼栖居于海底沙中

,

故采集时需将含文昌鱼的沙子挖上来
。

采集用的铁耙 网 底 长 80

黝
图 l 铁耙网网

架示意图

F i g
.

1 T h e d i a g r a m

o f t h e r a k e f r a m e

f o r e o l l e e t i o n o f B
.

b e l c h e r i 了5 1” g t a “ ` 称 s`

c m
、

宽 30 c m
,

其带齿的长方形框后面套有一个双层 口 袋 (图 l )
,

外层 口袋长约 l m
,

由

尼龙鱼网做成
,

内层 口袋比外层 口 袋长出 10 一 1 2c m
,

由 80 目的尼龙筛绢做成
。

使用内

袋即可采集到文昌鱼及其幼虫
。

采集时
,

将耙袋放人海中
,

沉底后
,

开船拖行数米后
,

收铁

耙
,

将袋中文昌鱼及沙一起小心地倒人盛有海水的塑料桶内
。

采集的文昌鱼一般在 4一 h5

内运回实验室
。
测量体长时将沙中的文 昌鱼细心地逐条拣出

,

放人塑料培养皿中
,

再将培

养皿放在尺子上
,

逐条测量长度
。

*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项目
, 3 86 0 8 1 1 号

。

吴贤汉
, 男 , 出生于 1 9 4 1 年 2 月

,
副研究员

。

收稿日期 : 19 9 4 年 l 月 3 1日 ,
接受日期 : 1 9 9呼年 5 月 4 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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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结果与讨论
.2 1 年龄 以文昌鱼体长为横坐标

,

其各长度占总数的百分比为纵坐标
,

作出长度分

布的直方图图 2。

从图 a2 可以看出
,

主要有峰 I
、

峰 11
、

峰 111 和峰 I V 4 个峰值
,

各峰

上文昌鱼的平均长度分别为 12 一 1 5m m
, 2 4一 2 7m m

,
:33 一 37 ~ 和 44 一 4 6 m m

。

类似的

峰值在图 2b 一图 d2 中都存在
。

一般来说
,

在鱼类中
,

按体长和个体数作出的长度分布曲

线图上的峰值与所获样品的年龄组相对应
。
因此

,

青岛文昌鱼长度分布直方图上的 4 个

峰
,

表明青岛文昌鱼种群主要由 4 个年龄组组成
。

峰 I 为 I 龄组
、

峰 11 为 H 龄组
、

峰

m 为 n l 龄组
、

峰 VI 为 W 龄组
。

显然
,

峰 W 较大
,

它可能代表 W 龄和 vI 龄以上

的文昌鱼
。

采集到的最大青岛文昌鱼体长为 58 m m
,

推测它至少生活了 6 ao 可见
,

青岛

文昌鱼生长 a4 达到 44 m m 左右后仍存活一段时间
,

从而使 V 龄或 v 龄以上的文昌鱼都

落在峰 Iv 之内
。

19 8 9 年
,

青岛文昌鱼在 自然海区于 6 月 23 日开始繁殖
, 7 月初百分之八十的性成熟

的文昌鱼排精产卵完毕
。

产卵后约 8d0 即到 9月 16 日采集到完成变态开始底栖生 活 的

文昌鱼
,

平均体长为 , m m (图 2b
, o 组 )

,

a1 后
,

平均体长达到 15 m m (图 Zd)
,

成为 I 龄

文昌鱼
。

由上面结果推测
,

青岛文昌鱼的寿命至少在 a4 以上
。

这比厦门文昌鱼 a3 的寿

命长
,

(金德祥
, 1 9 5 8 )

,

而同矛形文昌鱼 (召
.

l a , c e o l a t“ 。 ) ,一 6 a 的寿命 ( C o u r th e y
,

1 9 7 5 )

比较接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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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青岛文昌鱼长度分布直方图

F i g
.

2 T h e l e n g t h f r e q u e n e y 五i s t o g r a m s o f t h e p o p u l a t i o n o f B
.

b e l c h 亡 r i

t了 , 月 g t a “ e 丹 r e I n

卜一 d
.

采集时间 : 19 8 9 年 8 月 16 日 ; 1 98 9 年 9 月

Q i n g d a o

16 日 ; 19 9 0 年 2 月 2 8 日 ; 19 9 0 年 7 月 3 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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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2生长 从 18 9 9年 8 月 6 1日到 0 19 9年 7月 3日近 l a时间测量的不 同年 龄 文 昌

鱼年平均生长长度和速度见表 1。

很 明显
,

青岛文昌鱼 H 龄者年平均生长长度
、

年平均

生长速度与 I 龄者相同 ; H 龄以后其平均生长长度和年平均生长速度均逐年下 降
。
可

见
, 11 龄以后青岛文昌鱼的年平均生长长度和生长速度开始减缓

,

越年老的文昌鱼生长

速度越慢
,

其年平均生长长度亦短
。

表 l 青岛文昌鱼年平均生长长度和生长速度

T a b
.

l

a n d

A n n u a l m e a n s i n l e n g t h ( m m ) a n d g r o w t h
一 r a t e o f o n e 一 , t w o 一 , t h r e e -

f o u r 一 y e a r s o l d o f B
.

b o l c h e , 1 t s i , g t a , e o s e a t S h a z i e o u o f Q i n g d a 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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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每次采集到的当年生 ( 0组 )青岛文昌鱼的平均体长为纵坐标
,

月份为横坐标作生

长速度曲线图 (图 3 a
)
。

可以看出
,

在孵化后最初 , 个月即 7一 11 月内
,

青岛文昌鱼的生

长速度和时间成线性关系
,

每月生长约 2
.

2 m m
。

从 12 月到次年 6 月
,

生长速度减慢
,

每月

生长约 0
.

s m m
。
显然

,

青岛文昌鱼 la 内不 同时间的生长速度也不同
。

这可能是由于不同

季节海水温度不 同造成的 ( W
u e t al

. ,

19 9 4 )
。
如胶州湾

, 7一 11 月
,

海水水温在 13
.

1一

26
.

5℃ ; 12 月至次年 6 月
,

水温在 2
.

2一 14
.

5℃
。

此温度变化与文昌鱼的生长速度是相对

应的
。

.2 3 死亡 于 1 9 8 9 年 8 月 16 日采集到的 11 龄文昌鱼到 1 9 9 0 年 7 月 3 日成为 111 龄
,

即由图 a2 上的峰 n 成为图 c2 和图 d2 上的峰 111
。

由相应两峰比较可以看出
,

图 c2 和

d2 上的峰 m 明显小于图 Za
上的峰 n 。

这有可能是不同年龄组的文昌鱼有生境变换的

习性
,

或 者是 11 1 组文昌鱼出现一个死亡高峰所致
。

每次采集到的长度为 48 m m 以上的青岛文昌鱼在不同月份的分布情况见图 3 b
。

可

。

止
9̀只

j气

ǎ尸尸l尸三么进

月年
一̀3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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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Oé
二一

洲
`

琦自)ù冲ù勺

一三二二么攻
一

` } j 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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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F i g
.

3 G r o w th e u r v e ( a )
-

1 9 89 1 9的

青岛文昌鱼在不同季节中体长变化
s e a s o n a l v a r i a t i o n s i n m a x i m u m l e n g t h ( > 4 8 m m ) ( b ) a n d

i n P e r e e n t a g e o f m a x i m u m l e n g t h ( > 4 8 m m ) ( c
)

o f B
.

b ` I c人 e r i t : i , g r a “ 。 n s e

a
.

青岛文昌鱼在不同季节的生长速度 ;
r
b

.

48 m m 以上青岛文昌鱼在不同月份的分布情况 ;

。 .

4 8 m m 以上青岛文昌鱼不同季节在种群中的比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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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看出
,

长度超过 55 m m 的只见于 3一 7 月份
,

在 8一 11 月份均未采集到
。
另一方面

,

如

以 48 m m 以上青岛文昌鱼占每次采集总数的百分比作纵坐标
,

月份为横坐标作 曲 线 图

(图 3 c
)

,

可以看出
,

在繁殖季节之后的 8一 11 月中
,

青岛文昌鱼种群中 48 m m 以上的比

例最低
。

这可能是繁殖季节过后
,

年龄大的青岛文昌鱼因衰老死亡而导致 48 m m 以上文

昌鱼在种群中所占的比例降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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