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池沼公鱼在水库中的栖息活动规律 

及种群结构变化特性 

解玉浩 李 勃 
(辽宁省藻水水产研究所 ，辽阳) 

摘 要 

丰文主荽曩 查研究了且城土门水库租辽m函河水库曲i血疆公盘辆盅话翦厦群体结捕变化规律。叠鱼 

的周年栖 息精萌主 要是胃绕 摄童、 产 卵而 进行节棒性 稠辩 。研究 衰哆iI 髟响摄童 }耳游 的主要 因素为置 度． 

光吱和饵辩的分布，摄童的承温范围是口．}一28℃．旺盛摄食置度为2--25 。 3月上中旬木库上游诃道 

谁量开精融化．营鱼从球下上离到牟冻曲河逋产卵(术祖4--7℃)．髟扇产卵曲主要因素是水矗．木位． 

藏毒、底质、气候与时间节# 捂息话 的特点是集群、 喜低盟、萎光． 

咎鱼 的种群 鳍柯存在 着适应 性变 化，新 咎^ 的酱鱼 由于饵辩 保摩尊 生矗条件 的改善 ．生长 程快． 同 

蛰鱼抹嘎曩太于詹【产地．第二年日产卵繁殖，种群鹰废增加面生忙遗度下降。第三年生长趋于聋定．雌 

肇性掰组成太悻相等．但产卵群体肇性比倒显著增高．逮科于群体教量的|-忙． 

关■胃·油疆叠鱼，水库，括翦趣律．种群结构。 

池沼公鱼(HylJomesus olidus Pallas)：~ 目胡瓜鱼辩的 经济鱼类。近年来我国 
北方一些水库移植成功并巳开始形成产量。 

国内有关公鱼栖息活动规律胬来见报道，仅对其群体结构作过简单记述 ““ 。日本学者 

在公鱼资源调查和生物学研究中，多有论及公鱼群体结构和洄游规律 ，但水域环 境 多 

系浅水湖泊，与我国公鱼栖息水域(山谷丘陵水库)的生态环境差异较大。 

本文主要报道公鱼在移植水库里的栖息活动规律及群体结构变化，以期为公鱼资源增殖 

与合理利用提供依据。 

一

、 调查样地与研究方法 

1985年1O月至1988年 7月以凤城土门水库为重点，以辽阳汤河水库为辅助点采样调查。 

两水库均为大型山谷水库，面积分别为 15。1平方公里和 44．4平方公里。土门水 库容 量 为 

18600万立方米，可养鱼水面1．4万宙}最大水深34．4米，平均深度15．5米。每年12月下旬结 

冰，翌年 4月初解冻。库水水位周年有规律地变化，一般 e月底至 7月初水位最低，9—1O月 

水位最高。汤河水库容量为72280万立方米，可养鱼水面 3万亩}最大水深 3O米，平均深度 

15米。结冰期和水位变化规律同土门水库。 

春季产卵期用张网或拉网捕取水库上游河道或水库岸边产卵的鱼群J 4—12月 用机船拖 

网(囊网网目0 o8厘米)每双月在水库中下游定点定时昼夜在不同水层拖捕 同时用刺耳(网目 

‘参加工作的连有李摩卡甘，乔 辉同志。此外土门水库，汤河水库的镊导和渔工鲭予大力协助，谨此取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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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8—1．2厘米)昼夜定点设置于不同水层捕鱼，6—7月用仔鱼拖网(大孔号筛绢制成口径 O．5 

米和1米的圆锥形)拖捕不同水层的仔鱼I 1月份用刺网冰下捕鱼。每次都记录捕捞结果， 

统计网次产量} 嗣l埘稠定分层水温(用半导体温度计)、水的透嚼摩。 井记录天气、风稂等情 

况。如捕获公鱼多，则可髓机取样。将样品用4 甲醛等渗液固定，带回实验室涣I定体长、 

体重，性别和成熟期，部分样品剖察胃肠食物．最后综台分析栖息活动规律和群体结构变化。 

二、分析结果 

1． 公童属车栖童嚣动擐傩 

春季是公鱼进行产卵涸游的产卵期 土门水库1987年3月23—26且为公鱼上溯产卵高潮 

期，水温为4～7℃，鱼群顶着0．2—0．4米／秒的流速，上溯到水探 10—30匣米的砂石底质处 

产卵。在上期高淘时，宽2．5米、长40米平均水深 20厘米的河道中鱼群约达 8万尾。公鱼上 

溯产卵是在待晚和夜间，白天贝I』隐蔽于河口外的冰下觅食。4月初水库解冻后，少数鱼仍溯 

流产卵，但递不及高潮时上溯鱼群密度大。 5月上甸水温16℃时仍青少部分鱼产卵。 

4月中旬至e月中旬，产完卵的个体退到水库中下游深水区觅食。此阶段鱼体衰弱，行 

动迟缓。 

夏季鱼群集聚于水库中下游水温26℃以下的深水 区，白天潜入较深水层觅食，傍晚和夜 

间到水上层和岸边处摄食。因此，白天机拖网、刺网于2．0米以上水层难以赭见公鱼， 但夜 

间可在水的上层和岸边水域捕获。坝前l0—15米深水区，是公鱼群集烛，每提闸放水有大量 

公鱼流出 夏季通常肠胃充塞度Ⅲ～Ⅳ级，但水温在28℃左右时，摄黄强度明显下降，只有 

I～ Ⅱ级 。 

秋季是公鱼旺盛壤食季节，鱼群主要栖居于水库中上游， 白天在鞔深水层，傍晚和夜阃 

到表层和岸边摄食。冰封前的11月中下旬至l2月上甸，鱼集大群向承库深水区汇集，行动较 

为迟缓，渔获量较高。 

冬季在全库冰下水层均有分布，有时透过明冰可砚察到公鱼群体游动，冰下刺网可有效 

地捕捞。公垒在冬季继续摄食。土门水库 1月冰下捕获的公鱼，胃肠平均充塞度为Ⅲ级。 胃 

含物为单一的浮游动物，主要是枝角类的象鼻滠(Bo~mina)，次为挠足类。 

2． 公鱼群体站枘的变化 

由图 1分折公鱼群体结构的年度变化特性。1985年10月捕获的群体 ，体长范围72～l07毫 

米，平均体长92．5±0．32毫米，频率高峰(28．11％，出现在90．1—95．0毫米体长组。1986年 

3月产卵群体的体长范围79—145毫米。平均体长102．28±0．23毫米，第一个频率高峰 位 于 

lO0．1--105(32．79 )毫米体长组，第二个微弱的频率高峰位于 120．1～l25．o(i．05 )毫米 

体长组。第～个高峰的体长~1985年l0月的高峰体长明显增大，表明从10月份至翌年 8月份 

公鱼体长有明显增长。198'7年4月份产卵群体体长范围67一i43毫米，平均体长82．80±0．29 

毫米，两个额率高峰分别位于80．1～85．0(87．49％) 110．1—115．0(3．05％，毫米体长组， 

~1986年的明显下降。1988年3月产卵群体体长范围65一l12毫米，乎均体长82．59±0．25毫 

米，体长频率高峰位于80．1—85．0毫米体长组(32．08 )，与1987年的非常接近。 

1985年10月的群体主要是当年春天移放卵孵出的，全系当年鱼。1郫6年春产卵群体由筒 

个年龄组组成， 1龄鱼占98．5％，2龄鱼只占1．5％。2龄鱼是1984年移植放流的少量 仔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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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 1 土门水库公鱼体长频率丹布的年度壹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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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ut~oa of pond smelt|丑 the Tu皿en 

resem ．r 

件长组 (nm) 

髓 2 土门 水库公 鱼体长 攘率分布 的周年变 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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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活下来的。1987年春产卵群体由 3个龄组组成， 1龄鱼占89．1 ，2龄鱼占1 0．62 ， 3 

龄鱼仅 占0．28 。1988年 3月产卵群体有两个龄组， 1龄鱼占90．75 ，2瓣鱼占 9．25 ， 

没有出现 3龄鱼。 

1985年秋和 1986--1988年春产卵期齄机抽样统计的 性 比 列 于 表 1。1985年 雌 性 占 

41．6 ，雌雄性比为 1：1．40 J 1986、1987两年产卵期，雌性比例明显较低， 雌 雄 性 比 为 

I：4．52、1：3．13j如按年龄组分别统计，1987、1988两年产卵期，均是 1龄鱼雌性比例低， 

2龄鱼雌性比例高。 

图2表明了公 鱼体长频率分布的周年变化，1987年 4月渔获公鱼群体体长67一¨3毫米， 

颉率分布高峰分剐位于 80．1～85．0、110．1一l15．0毫米体长组。 6月份体长 54．0～98．0毫 

}  } r ●l   ̂ v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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寰 1 ±门水牟龃 的性比童化 

~'lblo 1 ~rlte elam~lleS Of I●z rltlo ot pond Im●lt IⅡ the'I~IIReD remf,lr~otlt 

时 间 (年 ．月) l口85．1o 198B．s--4 1 B87．$--4 1988．3一 ‘ 

J 

性 痢 Q Q Q Q 

盘 尾 鼓 105 89 1 B38 3B2 380‘ 1j19 814 71‘ 

占苴羹百舟比( ) 58．‘ 41．B 81．口 18．1 75．8 2,1．2 Ⅱ．a ‘B．7 

1*盘甩藏 37oo 1o29 755 642 

其 占1*量( ) 78．2 21．8 64．0 4,6．o 

【h l2‘ 1们 59 T2 2．鲁量量 

占z情量( ) 39．5 6O．6 ,15．0 55．o 

● 

米，频率高峰位于7O．1—75．0毫米，这～体长明显小于4月份。因4月份采集样品是取自水 

库上游产卵场，上溯 到上游产卵的都是同一龄鱼群中个体较大的}产卵场上鱼群中 雄 性 比例 

高，面同龄鱼中难鱼个体较大；产卵群体中2— 3龄鱼出现比率较高。8月份公鱼体长范围 

41．O～93．O毫米·是周年中的最低艟。由于当年公鱼巳达珂捕捞最低规格，迤获体长额率的 

两个高峰中，代表当年公鱼体长频率的高峰位于55～6O毫米(33．72％)，代表 l+龄的体长频 

率高峰位于75—80毫米(6．48 )。11月份公鱼体长范围59～ll3毫米，鱼群的主体是当年鱼， 

频率高峰由8月份的55～60毫米增长到8O～85毫米。1988年 1月公鱼体长范围72一lO1毫米。 

频率高峰位于80．1—9O．O毫l米(53．8 )，样品取自冰下刺田(网目1厘米)，对同龄鱼较大个 

体有选择性，所以平均体长和高峰体长是周年中最大值。1988年 3月平均体长和高峰体长同 

1987年 4月值较为接近，表明产卵群体的体长组成基本一致，也反映出从l1月份列翌年 3月 

鱼体长度没有明显增长，与自公鱼1985年1o月刚移入水库到1986年3月的这～时期鱼体长度明 

显增长形成对照。因公鱼移入水库后，由于生态环境的改善，生长速度加快。但1986年春自 

然繁殖和人工采卵孵化放流了大批仔鱼，水库中鱼群密度急剧增加，群体密度达到一定程度 

后，此阶段营养主要消耗于性腺发育 ，，生长变慢。 

由表2可知公鱼群体年龄组成的周年变化状况。调查表明： 1龄鱼为主体，约占9O ， 

寰 2 -1-n水摩蛰▲卑●}组忘曲一年盔=I匕(％) 

T| 2 The-Ee咖 ，oInIoh ofl~oad I_●H |- th●TI呻 n f∞甘 伯 Il 

、=：：：：_～～一 目 ‘年．月) 1987
．
‘ 1987

． 6 1口87．8 1987．11 l988
． 1 1988．3 ＼ ———

～  
— —  

年 * 组 ＼ 样 奉 鼓 ；9口0 

0 0 0 78
． ‘1 口{．8 0 0 

0+ 0 0 O 0 口5
．
0 0 

‘ 

l 89
．
1 90 9 0 0 0 0D

． 75 

1 0 0 2I
． 5口 4．5 5．0 0 

- 10．B2 0．10 0 0 0 日
．
25 

2’ 0 0 0 0
．
7 0 口 

·  3 0．28 0 0 0 0 0 

台 计 l0Q l 0d l 00 lQ0 1Q0 1Q0 

● 

维普资讯 http://www.cqvip.com 

http://www.cqvip.com


● 

● 

● 

3期 解玉洁等；池沼公鱼在水库中的栖息活动规律及种群结构变化特性 41 

2赞鱼徐 8月份占 21。59 外，11月至翌年 1月占 4．5—5．O '产卵期 2龄鱼占l0 左右， 

3龄鱼占0．7 。 

三。讨 论 

1． 公鱼的周年栖息活动有明显的产卵涸游和摄食涸游。产卵徊游包括解冻前从冰下向 

上游河道涸游产卵、解冻后从较深水区向岸边洄游产卵和产舜后退向水库中下游的{茸游。历 

时 3个月左右(3月初至 6月初)。在这一时期内除产卵时鱼不摄食外，产卵前后或产卵间隙均 

摄食，只是摄食强度明显较低。公鱼对初春的温度变化非常敏感。每当3月上旬天气转暖， 

冰下水温逐渐升高时，公鱼便开始上溯徊 游。最低水温3~C，一般 4—_7℃便开始产卵。影响 

产卵洄游的主要因素是水温、水位、流速流量、底质、天气朔时同节律。水温稳步升高和术 

位上涨是产卵的刺激因素，水温骤降或水位下跌则是产卵的抑制因素。流速流量大则引诱上 

溯产卵的群体数量多。公色喜晴暖无风的天气选择抄石底质或有枯萎植物体处产卵。时间节 

律明显，傍晚和夜间产卵，白天不产卵。产卵之后部分在产卵场附近陆续死亡，大部分退到 

中下游挣扎摄食，恢 复体力。在恢复体力过程中，少部分个体可存活下来，观察表明存活率 

约为 5—15 。公鱼的摄食涸游，白天一般在 2．O米以下较深水层摄食，傍晚和夜问游向表 

层和岸边摄食。影响摄食涸游的主要因素是温度、光线和饵料生物的分布。 

上述分析表阴：公鱼栖息活动的特点是集群、喜低温、避光。 

2． 公鱼系生命周期短的鱼类，群体消长变化比较快，结构简单。土门水库公鱼的年龄 

结构，由1984年移入后的 1个龄组，到1988年 巳繁生了 4个世代定居下来之后最多由 3个龄 

组组成，但2、3龄组比例很少。这与我国公鱼原产地一 水车水库和日本、北美阿拉斯加一 

些湖泊里公鱼的年龄组成是一致的 一  。 

蒙纳斯蒂尔斯基最早划分了鱼类产卵的三种类型 。以后的许多学者研究表明，同一种 

鱼在不同年份产卵类型可能有变化，如北里海的拟鳃有的年份属于第二产卵类型，补充群体 

大于剩余群体I有的年份属于第三产卵类型，剩余群体大于补充群体。在不同年份和不同生 

态条件下·局一种鱼属于第一产卵类型或第二产卵类型亦有变化 。土『1水库、场河 水 库 

的公鱼产卵群体都稳定地由90 左右的补充群体和10 左右的剩余群体组成，无疑属于第二 

产卵类型。 

鱼类群体结构的变化是鱼类对生存条件变化的适应，在食物保障程度高的有利条件下， 

群体数量增加很快，而当食物保障恶化肘，其中也包括群体密度增加的结果，增殖速度变慢 

或以改变生长速度 改变体长幅度等途径缩减群体数量 。土门水库公鱼群体明显展 示 了 

上述规律性变化。1985年移入的公鱼，由于生态条件的改善，生长很快，~1985年春平均体 

长102．28±O．23毫米，显著大于原产地同龄鱼体长(74．3毫米) 1986年春 自然繁殖和人工采 

卵孵化放流了大批仔鱼，鱼群密度急剧增加，而鱼的生长速度和体长幅度下降，1987年春平 

均体长 82．80±0．29毫米。1987年没有人工放流，世代产量仅由自然繁殖形成，但剩余群体 

的数量较大，整个群体密度与上年相当，饵科保障条件相对稳定，反映在群体体长结构上也 

较稳定，1988年春平均体长为82．59±0．25毫米。 

鱼类群体的性 q结构也具有适应特性 1。公鱼群体正常雌雄性比大体为1：1。但产卵群 

体中雄性比例显著增高，如土门水库1986年春2000尾产卵个体中，雄鱼占81．9 ，I987年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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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43尾中雄鱼占75．8 ‘袭 1)。产卵期雄性比侧增高有两种因素，一是同龄鱼中千体较大的 

雄鱼游泳力强，率先溯抵上游}二是雌鱼是一次性产卵，而雄鱼反复多次排精，雌鱼产卵后 

离开产卵场丽雄鱼仍留在产卵场。这无疑有 0于提 高 卵 的受精率，从而有利于群体数量的 

增长。 

按年龄组统计性比，l龄鱼雄性比例高 (54．O～78．2％)，而2龄鱼雌鱼比例高(55．O～ 

60．5％)。这可能是产卵后 由于雄鱼性疲劳死亡率较高所致。存活下来的鱼雌性占优势 ， 利 

用补充群体中占优势的雄性来达到利于种群繁衍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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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HAVIORS OF POND SMELT (HYPOMESUS OLIDUS) 

AND THE CHANGES IN ITS POPULATION STRUCTURE 

IN TW0 RESERV0IRS 

Xie yu．f O Ij BO 

(耻叩 岫 增 ProMnce I墙士诂 e n 档 时盯 Fishery，I胁  n 

Tb／s paper deals with the behaviors of pond smelt and the changes in 

its population structure in the Tureen Reservoir，Fengcheng,and the T~ ,be  

Reservoir，Ljaoyan~．The anniversary behaviors of pond smut are significa~一 

tly central to the rhythrr~cal migrations for feedjng an d spa wning．It has 

be-n found that the ma~orfuctorsa~feetingthefeedingm2grationaretempera- 

tu ，ligIlt and food distribution，an d the feeding was condtmted genera!ly 

at a temperature in the range of Oo5— 28℃ and intensively at a tempera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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