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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湖大银鱼生长与食性的初步研究

朱 成 德

(江苏省淡水水产研究所 )

提 要

大银鱼肠
。切叫忿二 二 匆目 口叮口盯优始 (人 bb t七) 为太湖主要经济鱼类之一

。

为了合理利用太

湖银鱼资源和探讨湖泊鱼类构成
“
刁理化

”
问题提供参考

,

在 19 81 年 2 月至 立9 82 年 2月 研究

了太湖大银鱼的周年生长与食性
,

主要结果如下 : 大银鱼全年在太湖生长发育
,

属一年生的定

居性小型鱼类
,

其生长较为迅速
,

经 7个月平均体长可达到 1加 毫米 ;大银鱼为肉食性鱼类
,

幼

鱼阶段摄食枝角类与挠足类
,

成体在太湖中主要以湖跻和太湖短吻银鱼等为食
。

为提高 太湖

银鱼产量和合理利用资源
,

建议大银鱼的起捕规格由全长 4 0 毫米提高到 60 毫米 (体长约为

印
.

盛毫米 )
。

大银鱼卿 ot o二子。 外必 勿
“ 及丫犷 a 。沁 : ( A b姗t) 是属鳃形目

、

银鱼科的小型鱼类
,

但在同

科鱼类中是体型最大的一种
。

太湖大银鱼
,

古称绘鱼
,

历史上早有
“

状同银鱼
,

而大则倍

之
”
的记载

。

大银鱼在我国分布较为广泛
,

以长江中
、

下游最为常见
,

并随某些大中型浅水

湖泊的鱼类组成
“

小型化
”
的趋势

,

其种群数量相对增加
,

成为这些湖泊的主要定居性经济

鱼类之一
。

例如在太湖的 工一 2万担银鱼年产量中大鱼银约占一半左右 ,在洪泽湖银鱼汛

期产量中大银鱼占 8 4一 90 % 以上
。

1 9 0 8 年 R e g二 氏记载了我国大银鱼 l2L
〕 ,

1 9 3 4 年方炳文又作了较为详细的形态和分

布描述川 “ ,
1 9 5 6 年陈宁生研究了太湖银鱼的种类

,

并对大银鱼的形态结构和部分生态作

了研究 〔 .及 , 1 9 7 5年
,

太湖
、

阳澄湖水产资源调查组对太湖大银鱼的生长
、

繁殖和食性等进

行了初步调查 (1) ; 1 9 8 1 年张开翔等研究了洪泽湖大银鱼的生物学及其增殖措施
〔叼 , 工9 8 2

年孙帼英研究了长江 口与太湖大银鱼的形态学差异 〔7及。 但至今为止
,

对大银鱼的周年生

长与食性尚缺乏比较详尽的报道
。

1 9 8 1一 1 9 8 2年间
,

作者逐月采集了太湖大银鱼标本
,

对其生长与食性作了较详细的

统计分析
,

以便为合理利用银鱼资源和探讨湖泊鱼类组成
“

小型化
刀

间题提供参考
。

材 料 与 方 法

从孵出大批仔鱼的 2 月中旬开始至型年 2 月中下旬产卵高峰之后
,

每月于 20 日前后

几、 蔚 子

(劝 太湖
、

阳澄湖水产资源调查组 ; 1价氏 太湖水产资源和渔业调查报告
。

江苏省水产资源调查报告汇编
,
s 6se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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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期在湖区采样
。

仔鱼与早期幼鱼用鱼苗网在小北湖采捕
,

标本 用 5拓福尔马林液固定
。

5一 6 月的银鱼讯期和 8 月至翌年 1月 的太湖梅鱿渔汛在银鱼收购船或生产船 上 随 机取

样 ,停渔期间用银鱼网在大太湖中采捕
,

标本均用 8终福尔马林液固定
。

由各月样品中再随机抽取 7 5尾左右的大银鱼标本进行生长与食性分析
。

生 长 测 定

全长
、

体长和体重
,

计算各月体长的均数值
、

标准差与标准误
,

统计不同月份的体长组成
、

生长指标
(
` = 10 9几 一 10 9工

i

0
.

4 3 4 3

、 二
)
和相对生长率

(
“ - L

。 一 L卜
,

几
_ :

,

以及计算各月的体

。 。 ` * , , 场十 * , 2 1 0 0阿 (克 ) \
, 、 口 l ,

二 , 二二“ 、 。 。 、 、 、 峥。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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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

、
J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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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

住1 呀“ 飞一弄习于
. 谧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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匕礼 、一丁石丁不若勺r 芍
~ J 。 刀口 力 11 卜 l j 民

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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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玛 三到匕 F、 沙毛七又 日U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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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毛日琴 7 二 方之李 、 多2 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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川

、 试兰巳刁、 I j

便于折算
,

求取全长与体长的相关公式
。

食性分析测定各月肠的充塞度 ( 0一 5 级 )和主要

食物类别的出现情况
,

不同长度组食物种类的出现次数与百分比 ,统计几种主要浮游动物

与鱼类食物的出现情况 ,由于大银鱼不具胃的结构
,

故分别计算仔
、

幼鱼对浮游动物
,

以

及幼
、

成鱼对食物鱼的肠饱满指数

食饵料的可鉴定种类
。

食物重量 火 1 0 0 0 0

体重 )
( 、 ) , 记录食性分析中大银鱼摄

结 果 与 分 析

生长

( 1) 长度生长
:

13 个月共测定 4
.

8一 1 81 毫米体长生长标本 9 81 尾
,

结果如表 工
。 2月

19 日测定的 7 3 尾仔稚鱼体长为 4
.

8一7
.

1 毫米
,

仅有 12 尾卵黄囊全部吸收
,

尚有 84 % 的

个体可见有大小不等的卵黄囊
。 g 月下旬太湖大银鱼体长已达 85 一 1 49 毫米

,

平 均 体长

1 1 0 毫米
。

表 1 大银鱼各月体长生长情况

测定日期
(月

、

日 )

生 长 天 数

—
l 测定尾数

本 月 l 累 计 l 标 准 误

平均 日增长
(m m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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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表 l 可以看出
,

太湖大银鱼生长较为迅速
,

约经 7 个月 ( 2 14 天 )的生长可达平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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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大银鱼的生长指标与相对生长率

n o 毫米的成体长度
,

并于 9 月下旬的标本中
,

部分雄性个体开始可见到臀鳍上 方 的 鳞

片
。

根据计算
,

其体长的生长指标以 5一7 月最大
,

为 16
.

61 一 2 0
.

0 8 ,
平均达 18

.

45
,

三个

月 的平均 日增长为 0
.

73 毫米
,

此阶段应是大银鱼生长最为迅速的时期
,

而相对生长速度

则以 4 月 16 日测定的最高
,

达到 1
.

5 9( 参见图 1 )
。 2 月份成鱼生长出现负值可能与较大

个体先行产卵死亡有关
。

( 2) 群体的长度组 成 随着大银鱼的长度生长
,

前期各月的群体组成具有明显的变

化
,

至 9 月 中旬后优势长度组大体趋向稳定
,

说明已接近和达到成体长度
。 2 月 19 日测

定的仔幼鱼个体体长均在 10 毫米以下
,
6 月在 3。一 70 毫米长度组范围

,

优势组成为 40 一

49 和 5 0一59 毫米二个长度组
,

约占个体总数的 弱% , 8 月达到 即一 13 0 毫米各体长组
,

优势组成为 80 一 n o 毫米
,

占 89 环 琦 月下旬的优势组成为 90 一 12 0 毫米
,

约占个体数的

77 拓
,

各月群体长度情况详见表 2 和 图 2。

( 3) 体重 生长与丰满度 太湖大银鱼的体重生长与体长生长同期 测定
,

结果详见表 3

和图 3
。

表
、

图情况说明大银鱼 2 月 中旬至 6月 中旬处于仔
、

幼鱼生长阶段
,

增重较为缓

慢
,

从 6月下旬后增重较快
,
平均每尾大银鱼 日增重约为 34 毫克

,

约占平均体重的 2
,

5% ,

7 月下旬达到 日增重 64 毫克左右
,

而以 12 月为最高
,

平均 日增重达 75 毫克
,

平均尾体重

为 9
.

80 克
。

其后
,

随产卵繁殖的进行体重又迅速减轻
,

故体重生长在翌年 1一 2月 出现负

值
。

再从平均丰满度来看
, 以 2一 4 月仔幼鱼阶段为最低

,

仅 0
.

16 一。
.

21 , 5月 下 旬 为

0
.

3 8 ,
而至 12 月 20 日达到 0

.

53 的最高点 , 1和 2月的平均丰满度分别 下 降为 0
.

44 和

0
.

3 9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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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大银鱼各月群体的长度组成

(单位
:
尾 )

……
。。 333 444 555 666 777 888 999 0001 1 111 1 222 〕〕 222

iiiiiiiiiiiiiiiiiiiii 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 1 111 1333 222

777 333 4 666 111 222 8 111 111 888 888 111 111 2 111 1 777 妞妞

22222 777 7 111 6 111 吕333 222 1 888 0001 邦邦 灯灯 理理 了888 1 666

77777 333 111 劝劝 666 3 000 1 777 1 777 2333 2 111 仔仔 666 0001

22222222222 111 2 111 1 777 扮扮 777 666 666 盛盛 2221

打打打打打打打打 1555 1 222 666 石石 0001 999 777

222222222222222 888 888 0001 仑仑 555 666 牙牙

222222222222222 222 111 777 444 666 777 666

777777777777777 555 筋筋 222 999 222 333 444

888888888888888888888 22222 111 III

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

泊泊泊泊 邓邓 7 666 7 555 7 5555555 筋筋 7666 7 999 四四 四四

( 4 ) 体长与体重
、

全长的 关 系 大银鱼体长 ( L )与体重 (砰 )有较密切的相关
。

同生长

发育 阶段体长与体重生长比值的不一致
,

故分阶段进行了体长与体重关系的统计学计算
。

由于不 5一 6 月的幼鱼生长阶段
,

由体长 3。一 88 毫米的 12 1尾大银鱼 ,,fr 算得到 ol少
(毫

克 )二 3
.

1 7 3 2 1o g L (毫米 )一 2
,

7 3 2 1 的回归方程 《见图 4
,

a) ; 7一 1月的生长阶段
,

由体

长 68 一 181 毫米的 278 尾鱼体测定
,

计算得到 I O g W (克 ) 二 2
.

7“ 1咭 (L 毫米 ) 一 4
.

8 4 0 6

的回归方程 (见图 4
,

b) 理 月因产卵繁殖的结果
,

体重迅速下降
,

尤以大个体更为明显
,

故

体重与体长成直线相关
,

由 79 尾大银鱼测定结果
,

计算得到 牙 (克 ) 之 。
.

14 92 L (毫米 )

一 1 1
.

1 4 0 2 的回归方程 (见图 4
,

的
,

相关系数 犷 = 0
.

9 6 80

对体长 (X ) 5
.

2一 18 1 毫米和全长 ( Y ) 5
.

4一 205 毫米的 120 尾鱼体进行直线相关运

算
,

得到 Y (毫米 ) 二 1
.

1 5 9 6X (毫米 ) 一 0
.

7 3 3 2 的回归方程
,
相关系数 犷 二 0

.

9 9 4
。

2
.

食性

( 1 ) 食物 的种类 对 1 9 8 1 年 3 月 e 日至 1 9 8 2 年 2 月 2 0 日采集的体长 5
.

4一 8 1毫

米太湖大银鱼可检定食物种类的标本 4 33 尾进行肠道检查
,

可确定的摄食种类共 36 个属

种
,

其中藻类 4 属
、

轮虫 1 种
、

枝角类 10 属种
、

挠足类 5 属种
、

端足类 1 属
、

虾 2 种 (包括虾

幼体 )和鱼类 13 种
,

名录及其概念生物量如表 `

( 2) 肠 充塞度与饱食指数 统计 2 月 19 日至翌年 2 月 20 日不同体长大银鱼 1 0 8 1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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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体长 (~ )

大银鱼各月群体长度组成

大银鱼各月体重生长情况

测测定尾数数 体 重 ( g ))) 生长夭数数 尾月总增重重 平均日增重重

((((((((((((((((((((((((((((((( g ))) 〔m g )))
总总总 重 傲傲 均 数数数数数

777 888 0
.

佣动动 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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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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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Q J 16 666 幼幼 O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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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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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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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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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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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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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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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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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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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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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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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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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 1 1 1 1

图 3大银鱼各月体重生长曲线

呵升 J计蔽ǐ叮习 J叮 J即
.

外邵日咋引叮挤|沛,J片认
.倪盈,1111-。

:

图 感 大银鱼体重与体长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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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大银鱼摄食种类及其概念生物里
举

食 物 种 类 名 称 概 念 生 物 量

藻类 士

1
.

针杆藻 召万筋。 d犷“

2
.

双菱藻 S倪犷匆心乙浓a

3
.

微囊藻 肚`。 , o 。
州苗s

4
.

裸藻 刀舰 g 乙。 妈 a

轮虫类
:

石
.

迈氏三肢轮虫 尸订执依 伽落。

枝角类
:

6
.

柯氏象鼻法 刀 os 饥伙 a
co ,勿的 ,

7
.

秀体搔 刀初 , 无哪 05 0仍 a

8
.

低额搔 月茗仍 o e己 ,为a 不二 s

9
.

微型裸腹搔 皿成
妇 a 仍 a

盯~
10

.

多刺裸腹搔 万
.

二 a
时 co 。训

11
.

方形网纹搔 侥痴而户
” 甸卿诫即叼威。

1 2
.

尖突网纹浴 C
.

r匆诩戒d`

1 3
.

僧帽搔 刀。
灿耐

a
洲邵“ 。切

1 4
.

隆线搔 D
.

e 。八砚在亡“

1 5
.

透明薄皮搔 L。州 。而川 无f扣d记“

挠足类
:

1 6
.

透明温剑水蚤 仆。 ,
o
卿

c乙。 , 万洲。了认姗

17
.

刺剑水蚤 通 ` 口. 名孙co ,改。
钾

1 8
.

汤匙华哲水蚤 从略 o ca 才
a

哪 面犷“

1 9
.

指状许镖水蚤 名` h物
心
扮叮

a 你 口娜 ”
姆

2 0
.

球状许镖水蚤 S
甲

j or 乙韶公

端足类
:

2 1
.

钩虾 G a跳矶 a r 林

虾类
:

韶
.

秀体白虾 P成 a . 朴琳 饥。山邪湘

2 8
.

虾幼体 1易 r v al 北 ir m p

鱼类
:

24
,

湖脐 C 。 “应万 ` 时哪留 沁动姗件哪吕

忍5
甲

短银脐 .C 吞湘怜ch 四略。云为彻

那
.

大湖短吻银鱼 万`

咖冠a舫 勿匆加无无时宕协认公洲滋 。

昨
.

大银鱼 卫犷沉 。拍勿解 几夕碗 。群
口枯试“ : T 。加乙邝咖

8 : 触厅吟五佣钻

2 8
.

似娇

2 9
.

逆鱼 A佣咐再。石佗饥。 盯仍。蛤该

3 0
.

蒙古红铂 E 刊场了 o 。创祝时 饥。扑9 0 忿̀姗
似

.

红鳍触 伽忑eI r 心州卯入r 。哪己州8

驼
.

晰条 丑口仍镶佣了招 r 卫. 曲喇幼

韶
.

麦穗鱼 只洲昭。蛆扔口饥 和了佣

触
.

银色镇须绚 住阴场。
训夕。括 。 宁 ,砚切 ”̀

3 6
.

级 万召丽八
a饥 p孙诩 加

r “ ” 况旧母

邵
.

黄勤 H箩脚日喇
r 扭 a协细 h眺标

小 十 +

十 + +

十 + +

+ + 十

+ + +

十+

十 + +

十 十 +

+十

概念生物 t 为肠道内食物出现致 t 与次数的综合概念
,

++
+

最多
、 , +
较多

、

~ 般
、 一稀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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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肠充塞度
,

空肠的有 3 6 2 尾
,

占 3 3
.

5% , 1一 2级的 5 9 1尾
,

占 5 4
.

7% , 3一 5 级的 1 2 8尾
,

仅占 1 1
.

8%
,

详见表 5
。

测定标本中最小摄食藻类的个体体长为 5
。

4 毫米
,
而取食浮游动

物的为 6
.

6 毫米
。 2 月 中旬的 7 3 尾仔幼鱼均未摄食

,
3 月 6 日摄食个体略超过一半

。

表 5 大银鱼各月肠充塞度

狈l定日期
(月

、

日 )
测定尾数

长 范 围
(
mm

)

肠 充 塞 度 等 级

。

}
`

{
,

}
3

…
`

}
”

通

4

2

8

1

1 9

01416262

118210652芝i12即留22拍6。4501888811邵43424B如翁加器踢邓

2
、

1 9

3
、

叮

”
1 oo

8
、

加

4
、
1 6

石
、

器

6
、

印

7
、

韶

8
、
2 1

9
、

2 1

1 0
、

21

1 1
、

肛

1 2
、

即

1
、

1马

2
、

即

石
.

匕
。

曰
.1 }

7”

~
.2 }

4”

习一 1 2
`

5 ! 1 6

、..

一
蛇

石3一7

。。。

…
拟

4皿,18加均514拐31豁1 8一 3 0

邪一 7 2

58 一 1站
6 8一 1 3 6

竹一 13 6

8 6一 14 9

8任一 16 4

8分we I 7 0

郊一 1铭

g外一 1 80

8 1一 18 1

s7鸿浦筋肠75饰饰伟79钧沁

合 计 10 8 1 8一 1吕 翁 2 1 3别 )

对体长 6
、

8一 49 毫米仔幼鱼摄食浮游动物进行肠饱满指数分析
,

摄食量随体长增加

而增加
,

饱满指数却相对减少
,

详见表 6
。

分析体长 1 01 一 180 毫米 16 尾成鱼摄食不 同鱼

类的饱满指数
,

范围在 548 一 3 4 6 0
,

食物鱼占大银鱼全长的比例达到 33 一65 拓
,

详见表 7
。

表 6 大银鱼仔幼鱼摄食浮游动物的肠饱满指数

测测定日期期 测定定 体 长 (m m ))) 浮游动物个数数 浮游动物重蚤 (功 g ))) 平均体重重 肠饱满指数数

(((月
、

日 ))) 尾数数数数数数数数数数数数数数数数数数数数数数数数数数数数数数数 (m g ))) (黯 )))
范范范范 围围 平 均均 总 数数 平 均均 总 ttt 平 均均均均

888
、

666 1 000 6
甲

8一
一

7
.

333 7
.

1888 I 888 1
.

888 O
。

0444 O
。

4OOO 0
.

444 1以扣扣

888
、
2 000 1 000 7

.

8一理
甲

555 9
.

留留 1 2 111 1 2
.

111 1
。

驹驹 O
。

1劝劝 2
,

000 湘2
.

动动

444
、

1 666 1000 1 8we 加加 邓
。

444 2淞淞 2 7
.

222 6
、

6 555 0
。

习3555 2 666 2攻
.

3 111

555
、

见333 444 4 2一4 999 拓
。

333 8 2666 8 1
,

555 8
,

防防 含
。

1 4 000 朋 222 6 9
.

理理

(3 ) 各类主要食物的出现率与食性转化 测定 3 月上旬至翌年 2 月 中下旬大银鱼各

月摄食枝角类
、

挠足类
、

虾类与鱼类的出现率
,

(详见图 5 )
,
4 33 尾含食物标本中的总出现

率分别为 48
.

3拓
、

5 0
.

4多
、

5
.

8那和 27
.

3那
。

对不同体长组大银鱼各类食物的出现率进行了测定
,

详见表 8 。

结果表明
,

50 毫米长

度组以下个体以浮游动物为饵料
,

其后即开始食性转化
,

逐渐摄食小型鱼
、

虾类
,

直至 1 00

毫米各体长组均为混合摄食阶段
,

除主要以鱼
、

虾为食外
,

还摄食少量浮游动物
,
1 10 毫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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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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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 大银鱼成体摄食鱼类的饱满指数

大大 银 鱼鱼 食 物 鱼 种 类类 食物鱼占占 饱满指数数

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银鱼全长长 〔痴 )))
体体 长长 全 长长 体 草草 名 称称 全 长长 体 重重 男男男
((( m m ))) ( rn 拍 ))) 戈g ))))) (m执 ))) ( g )))))))

1118OOO 2 0444 2 6
.

666 似 娇娇 7 000 2
.

555 S 444 协铆)))

111 7222 1 9 555 幼
.

888 逆 鱼鱼 7333 8
,

111 韶韶 招0 333

111 6 666 1邻邻 1 8
甲

777 似 娇娇 竹竹 2 666 公公 13即即

1116 222 18 555 即
.

888 似 娇娇 6222 3 777 8 333 17 7 999

111 6222 19111 1 5
.

石石 泉 古 红 始始 12 555 2
.

111 6 888 13 6 666

111翻翻 18 555 功
.

石石 溯 鳞鳞 即即 6 444 科科 34 6 000

]]] 石777 18 333 1 4
、

666 似 娇娇 7 000 3
。

000
4888 加 5555

111 4 888 16 333 1 0
,

000 湖 鳞鳞 10 666 1
.

000 6444 10 X()))
111始始 加石石 抖

。

OOO 鳅鳅 即即 4
,

000 肠肠 2 8盯盯

111 4DDD 16 111 9
。

111 太湖短吻银鱼鱼 6 555 1
,

000 疥疥 10湘湘

111 3 222 1 5 333 g
甲

000 湖 跻跻 6 444 2
甲

000 奶奶 贺2 222

111韶韶 1拐拐 9
.

777 红 鳍 拍拍 7 444 2
甲

111 石888 2工石555

111韶韶 14 000 8
.

444 湖 挤挤 4 555 0
.

888 8 555 9石222

111 2 111 1 3 999 8
.

888 湖 挤挤 8 666 1
.

888 胎胎 1 47 777

里里1 111 l器器 7
.

888 太湖短吻银鱼鱼鱼 0
甲

44444 义 333

1110 111 1 1 666 4
.

222 湖 脐脐脐 0 77777 1 6 6 777

l0 O

1 00

ǎ次à桥解妇

习
.

娜 石
.

路 从肚 1
.

丈日 明
,

日)

图 6 大银鱼各月主要食物的出现率
A

.

枝角类 ; 刀
.

挠足类 ; .O 虾类于 .D 鱼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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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8 不同体长组各类食物的出现率 (另 )

体长组 ( m rn ) 枝角类 } 挠足类 } 端足类 } 虾 类 } 鱼 类

619器扮26”朋期94100
6朋即拐49126

g

阳朋81加油牡胎朋知65玛
1 0 以下

1 1} 一 2 0

2〔卜一 3 0

8 0
一

4 0

、

叨一加
产

仪 }一芍 O

6份
一

铂

知一5 0

O8 一加

g ) 一」oo
1X( 〕一 1 10

11仆~ 1 8 0

180 一 1助

1加
l

一 17 0

17 0 以上

3 4

3 1

1 oo

加

1 oo

朋

拐

即

胡

7 0

艾9

合计与平均

空空肠 (尾 ))) 含食物 (尾 ))) 藻 类类

不不不可区分分 可区分分分

111 3 222 333 8777

22222 222 邪邪
88888 888 阳阳

11111 1 777 分分

111 333 3 333 3石石

66666 4 222 1了了

器器器 防防 2 111

44444 曰曰 1 555

加加加 且且 邪邪
333 888 汉汉 邓邓

拐拐拐拐 4888

加加加加 3 333

222 66666 I 999

SSSSSSS
一

1 888

6666666 888 333

拐
.

3 1 印
.

4 1 0
。

5 1 石
,

8 1 盯
.

3

以上体长组则转为专吃鱼
、

虾的肉食性阶段
。

( 4) 主要食物种类 的 出现次数与出现率 大银鱼仔
、

幼鱼摄食浮游动物的主要种类

为温剑水蚤
、

许镖水蚤
、

裸腹搔
、

象鼻搔等
,

体长 6
.

6一 10 4 毫米 2韶 尾鱼体侧定结果详见

表 g ; 幼
、

成鱼摄食鱼类的主要是鳞鱼
、

太湖短吻银鱼
,
其次为大银鱼和似娇

,

体长 59 一 1 80

毫米 1 06 尾鱼体测定结果详见表 10
。

表 S 大银鱼摄食主要浮游动物的出现情况

种 类 名 称 出 现 次 数 出 现 率 (男 ) 总出现率 (万 )

温剑水蚤

许镖水蚤

华哲水蚤

裸 腹 搔

秀 体 法

象 奔 法

网 纹 搔

搔 属

薄 皮 法

1 6 8

1朋

扮
.

4

14
`

8

7
甲

4

2 4 4

1 7
甲

0

理仿
.

6

9
.

9

6
。

4

5
。

7

5 0
`

匀

7
甲

8

3
,

9

理
.

7

8
.

9

2 4
,

8

5
;

2

3 3

8
;

0

姐21的铭

部扮拓

合 计 斑 2 1 o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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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D 大银鱼摄食鱼类的 出现情况

鱼 类 名 称 出 现 次 数 出 现 率 (男 )

太湖短吻银鱼

44

}
’ 二 ’

4 ,

1

}
_

l

B7 【 3 6

跻鱿

镇

湖短

65

:
66

................

杆声7

112111

鱼矫条鱼
曰民

大似逆盆

,一2
11̀1.11银 色 镇须 约

嫉

勤粕舶鱼黄红蒙麦

合 计

结 语 与 讨 论

1
.

大银鱼是一种敞水性的小型鱼类
。

太湖周年可捕到孵出后卵黄囊尚未消失 的仔

鱼直至性腺成熟和产卵后极度消瘦的亲体大银鱼
,

因此认为大银鱼属太湖定居性鱼类之

一
。

陈宁生 ( 1 9 56 )报道太湖大银鱼的最大个体全长仅 1 40 毫米 〔习 ,

本研究测定的最大个

体全长达 2 05 毫米
,
体长 1 81 毫米

。

性成熟个体的一般体长为 90 一 1 70 毫米
,

大
、

小个体

的长度差异可达一倍左右
。 2 月中旬为仔

、

稚鱼期
,

此时尚可见到部分正在产卵和产后的

亲鱼
。

太湖大银鱼生长较为迅速
,

至 9 月下旬经过 7 个月 的生长期可达到平均 11 0毫米的

成体长度
,

并在部分雄性个体的臀鳍上方出现鳞片
,开始具有副性征

。

长度生长以 4 月 中

旬测定的相对生长速度最高
,

达到 1
.

的
,

而生长指标则以 5一7 月为最大
,

平均为 18
.

4 5 。

2 月中旬至 6 月中
、

下旬体重生长较为缓慢
,

此后生长渐快
,

而 以 12 月中
、

下旬最大
,

并随

产卵繁殖的进行体重生长出现负值
。

大银鱼寿命仅为一年略多 〔 a
,
么」,

一生中的体长和体重

生长均呈
“
8

”

形曲线
。

2
.

大银鱼的体长 ( L )与体重之间有着密切的相关
,

但由于不同生长发育阶段的各 自

特点
,

根据统计结果分别得到 l o g w (毫克 ) 二 3
,

1 7 3 2 10 9 石 (毫 米 ) 一 2
.

? 3 2 1 ( 5一 6 月 阶

段 )
、

l o g w (克 ) = 2
.

7 6 5 l o g L ( 毫米 ) 一 4
,

5 4 06 ( 7 月一翌年 1 月阶段 )
、

评 (克 ) 二 o
.

1 4 9 2 L

( 毫米 ) 一 11
.

1 4 0 2 ( 2 月产卵繁殖高峰以后阶段 )
, 犷 二 。

.

9 6 8。

一般描述鱼类体长与体重的关系均以幂函数相关表示
,

但太湖大银鱼在产卵高峰之

后由于体长变化不大
,

而体重则因排卵急剧下降
,

致使长
、

重关系呈直线相关
。

体长与全长的关系为直线相关
,

回归方程为 Y (毫米 ) = 1
·

1 5 9 6 了 (毫米 ) 一 。
·

73 32
,

犷 = 0
.

9 9 4
。

3
.

凶猛性鱼类消化道的构造有很大的差异
。

大多数凶猛性鱼类 的 胃是 非常 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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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10 〕 ,

而大银鱼则为无胃肉食性凶猛鱼类
,

食道之后郎为直管状的肠
。

成鱼以小型鱼
、

虾

类为主要食物
,

仔
、

稚鱼从 3 月上旬开始摄食
,

直至体长 60 毫米
,

主要摄食浮游动物的枝

角类与挠足类 ,仅开食初期 的个别仔
、

稚鱼肠道中发现少量藻类
,

而轮虫类在所有摄食浮

游动物的个体中极少出现 (仅 1 尾 )
。

据 1 9 8 0 年的太湖调查
,

轮虫类的生物量约占浮游动

物总量的 19
.

4% 〔 , “ ,

这种轮虫出现率极低的现象是否与摄食选择有关还有待于进一步观

察研究
。

体长 50 毫米以后的大银鱼逐渐向摄食小型鱼
、

虾类转化
,

至 1 00 毫米体长组仍可见

有少量浮游动物的出现
,

达 1 10 毫米后始转变为肉食性鱼类
,

且在产卵繁殖期间并不停止

摄食
。

另外
,

测定中除 2 月中旬尚未开 口摄食的 73 尾仔
、

稚鱼之外
,

其它各月均有不少 空

肠或有食物而无法鉴定种类的标本
,

分别占摄食个体的 2 8
.

7拓和 2 8
,

4%
。

大银鱼较大空

肠率的出现
,

一方面是由于食物鱼的密度相对较小
,

这属凶猛性鱼类的普遍现象
,

另一方

面是否还说明大银鱼摄食后消化吸收较为迅速
,

以致很快成为无法辨认种类的食糜或粪

便而排出体外
。

根据朱志荣等 ( 1 9 7的对武昌东湖蒙古红纳与翘嘴红帕吞食翰鱼的研究表明
,

食物鱼

约占捕食者全长的 20 % 匕, 〕 ,车玉春 ( 1 9 7 8 ) 报道红鳍鲍捕食鱼类的平均体长为 18
.

5拓
,

范

围在 1 4
.

3一 2 1
.

7% 〔二〕
。

太湖大银鱼测定结果表明
,

摄食鱼类的最大饱满指数可达到 3 4 6。 ,

食物鱼占大银鱼全长比例的 33 一68 环
,

平均达 46
.

8拓
,

远远高于红鳍鲍和红灿属的鱼类
。

4
.

张开翔等对洪泽湖成体大银鱼的食性进行过观察测定
,

表明主要以太湖短吻银鱼

与白虾等为食物
,

出现率 (包括 2 8
.

5拓不能鉴别食物种类的个体在内 ) 分别为 3 4
,

61 % 和

20
.

78 形
,

而摄食湖鳞的仅有 6
.

巧% 〔`〕。
本研究中太湖大银鱼摄食鱼

、

虾类的测定结果则

为湖鱿 42 环
,

太湖短吻银鱼 35 %
,

虾类 (主要是白虾 ) 5
.

8%
。

由于太湖鳞鱼的种群数量

大大超过洪泽湖
,

显然这两大湖泊大银鱼不同食物种类出现率的显著差异与各自的鱼类

群体组成密度有密切关系
。

鉴于太湖目前已成为 以湖跻
、

银鱼和 白虾为主要捕捞对象的
“

三小
刀

湖泊
,

大银鱼既是

太湖鱼类组成
“

小型化
芬的主要组成之一

,

又是
“

小型化
冲

发展的一个重要抑制因素
。

因此
,

太湖大银鱼的种群动态对其它小型鱼
、

虾类
,

特别是鳞鱼和太湖短吻银鱼的种群发展是至

关重要的
,

大银鱼食性转变后对另一些小型鱼
、

虾类具有潜在的威胁
。

5
.

关于如何合理利用太湖大银鱼资源的问题应涉及太湖渔业发展和鱼类种群 改 造

的总方向
,

其增殖间题受其它鱼类资源诸多因素的相互制约
。

还有待进一步讨论和研究
,

仅仅就目前太湖大银鱼利用的现状出发
,

从与本文有关的内容考虑
,

也具有值得探讨的间

题
。

太湖银鱼的起捕标准为全长 40 毫米
,

根据大银鱼全长与体长的回归关系
,

其体长为

3 5 毫米 ,再由幼鱼阶段的长
、

重相关得到每尾体重仅为 14
.

8毫克左右
。

太湖银鱼捕捞汛

期一般在 5 月中
、

下旬
,
根据 1 9 8 1年的测定

, 5月 23 日大银鱼实际乎均体长为 46 毫米

( 36 一72 毫米 ) 几乎全部个体都能达到或超过起捕标准
,

相当于平均全长 52
.

6 毫米
,

平均

体重 42 5 毫克
,

但此时仍然是大银鱼幼鱼生长的旺盛期
,

大量捕捞必然造成资源的浪费
。

为了合理利用大银鱼资源
,

建议适当推迟捕捞日期
,

规定大银鱼的起捕标准为全长 60 毫

米
,

根据 5一 6 月日增长 0
.

64 一。
.

81 毫米的生长速度约经 10 日体重则可达 到约 81 4 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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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 /尾
,

增重 9 1
.

5终
,

这将对太湖银鱼产量的提高起积极作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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