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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奉文研究了韵海南部半精舌蝇的食性匣其摄食的季节 性变化． 胃古物丹折结果表明，半{骨舌蠲为 底 

牺生物食性鱼娄， 以虾娄，蟹类、取壳类匣部分中下层小型鱼类为主要食物，蒙食一些多毛类，头 足类、 

腹足娄、棘皮动蜘叵簿葵．半 滑舌蠲鳍年摄食，其摄食强度的周年变化不太．半it"舌■常年捕食鲜 明鼓虾， 

Ⅱ车荭虾 u虾蛄，鹿蟪强蟹匣泥足隆背置等}夏季加强捕食小刀蛏 凸壳肌始等双瘴委，鲦春 季 外连 

捕食一些以虾虎鱼为主的中下层小型鱼类． 
、  ． 

⋯ ： ，竺，芝 ． 留旅辰鱼霎 
· _ _ _ _ 。 一 ·  一 ■

-  _ - ． - _ · _ —  1 、  ／ ’ 

半滑舌鳎Cynogto**t~s Bm“nP s(Gnmher)属鲽形耳，是一种暖温性底层鱼类，生 长 

速崖怏，个体大，有较高的经济价值 。但它在 自然水域 内雄性个体数较少 ⋯ ，性腺不发迭， 

繁殖力低，所以其自然资源量较小。半滑舌鳎在渤海常年分布 ，以虾蟹类为主要食物，是 一 

种十分理想的人工育苗和增养殖对象。 

关于半滑舌鳎食性的研究，迄今只有零星的文献记载 ，未能揭示其食谱及 摄 食季节 

变化的全貌。本文利用周年性资料较详细地研究了渤海南部半滑舌鳎的食性及摄食季节性变 

化，为渤海半糈舌鳎的增养殖管理提供科学依据 。 

一

、 材料与方法 

本文所用的材料为成鱼(体长为18—57cm)的消化道共966个(145个空胃)，系 1982年 7 

月至1 983年7月本所执行渤海渔业资源调查中所取得的材料。标本主要取自黄河口(11 9。00 E 
— n 9。3 0 E，37。30 一38。OO N)及莱州湾(1】9。00 --11 9。45 E，37。12 一37。3 0 N)两个海 

区。渔具为底拖同。 

把从鱼体取得的消化道用纱布包好，置于1O 的福尔马林溶液中固定。分析胃含物时先 

吸水，使之达到一定的湿度，然后用分析天平称重。食物组成分析在解剖显微镜下进行。本 

文所用指标按下列公式计算 “ ； 

重量百分比组成=堕蕞 凿篙警噩噩垂量× oo 

个体数百分比组成：否 盖章笔茜鑫募 × 。。 
中耳科学航海洋研究所第1 749号调查报告． 

车文于】991年 9月 T日啦刊，任改精于1992年 3月24H收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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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现频率出=—害 繁 茬 × 。。 毋食率=器 × 。。， 

饱满度指数 (‰。) 进 ×l。。。0 更替率= 壁嗵塑
2 
壁  

增补率 =新增数 (或量)占总数(或量)的百分比 

减少率 =消失数 (或量)占总数(或量)的百分比 

二、研 究 结 果 

1．食性 

半滑舌鳎食性较广，经分析有十足类、 口足类、双壳类、鱼类、多毛类、棘皮动物类、 

腹足类及海葵类等9个生物类群的50余种动物，较重要的有 日本鼓虾、鲜明鼓虾 、隆线强蟹、 

泥足隆背蟹、口虾站、鹰爪虾 、矛尾虾虎鱼、六丝矛尾虾鱼等l 0余种。食物个体大小的范围 

为 4一一99ram，一般为20--80ram(表 1)。 

袭 1 渤海南部半滑舌一的食物且录 
Tabie 1 List of organisms iaken by C．semffae~qs of the Souih Bahai Sea 

休 长 月 份 m 0nth 
No． 食 物名 称 

10Od i~elns cln) I Ⅳ V Ⅵ Ⅶ Ⅶ 瑾 X Ⅱ Ⅱ I I 

+ 

+ + 

+ 

+ 

⋯  ⋯  

⋯  + 

+ 

海葵 类 A吐|niaria 

7--1i } 

黄 洋 莽 
AnthopiBl‘r0 habe~'eri 

星状 海芟 
Edwa~"dsia si口“ ioides 

多毛 类 Polychaeta 

浅古铜吻抄蚕 
Glycera~ baenea 

长 吻 沙噩 
Glycera ch{rorj 

中锐 吻沙 蚕 
Gf cPrⅡ roux~ 

索涉 蚕 
Lumbrinere Ts sp． 

绿血 虫 
S f口 {o es plumosa 

十足 粪 Decapoda 

丑奉 鼓虾 
Alpheus jopon~cus 

鲜 明鼓虾 
A ．d~stinguendus 

鹰爪 虾 
Trachypenaeus curv Trostr~s 

纽整 虾 
Leptochela graciI~s 

中国 毛虾 
Ac e3 ch e sfs 

脊尾 褐 虾 
Cranyon aI$in~s 

绒 毛细足 蟹 
Raphfdopus c{i~at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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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裹 1 

体 长 胃 抒 month 
ng【n 

cm) I 盯 V Ⅵ Ⅶ Ⅷ Ⅱ X Ⅲ Ⅱ I 1 

+ + 

： + ++ 
+ + 

日奉美 叠 蟹 ： 

+ + + + ⋯  

Dor zppe 3apo J~zca 

日车 鲟 5— 76 
Charllbdis~aponica 

三强 蟹 
Tritodllnamla 5p． 

鹰鳇强蟹 5一ll 
Eucrate cre~ata 

泥足鹰背蟹 4— 9 
Carci~opIax vestitus 

口足 类 Stomatopoda 

口虾 蛄 
0ratosquiIla or耐oria 

肯氏虾蛄 
SquiIIa kempi 

腹足 粪 Gastropoda 

丽棱 螺 
M itreIIa beIla 

+ 

+ 

光 滑 接 口螺 

+J + 

Stenothllra gIabar 

银 白壳蛞 蝓 Io— I4 
Ph订ine argen缸 

蕊壳 类 B alvia 

水彩 短齿 蛤 
Brachldontes aqur s 

小 刀 蛏 
CuIteIlus te~2uatus 

薄篓蛭 
Sifiqua puIchella 

凸壳肌 蛤 
M uscu s senhousei 

薄 云母 蛤 
YoIdia simil 

被 角授 蛤 
Ang“ s vestaIioidPs 

橄檀胡桃蛄 
Nucula tenuis 

毛 坩 9一 I5 
Scapharca st~bcre~ata 

+ _ 

+ 1 

头 足类 Cephalopoda 

j ll 

日本 樵乌 蛾 I 7-- 74 
LoIigo japomca 

火枪 乌贼 
L．beka 

短蛸 
0ctopus ocellatus 

棘 庄 动物 Echinoderm ata 

棘刺 钻参 
Protan~yra bidentata 

虾 夷 秒海 星 2— 2 7 
L 2d 口 esoe~zsts 

鱼类 Fishes 

营 氏栉 虾虎 鱼 
Ctenogobius pflauln~ 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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罐裹 1 

体 长 胄 贽 iT~Onth 
No． 童曲名群 food items Iengtl1 

ⅡI x 互 Ⅱ I I (cⅡ1) I Ⅳ V Ⅶ Ⅱ Ⅷ 

39 琵 帅。n幻 t } 
40 奁鼍 
4【 

C
中
t
荦
en

栉
ot
孔
ry
虾

p

虎
au

鱼ch n c 挑 e船 {s 76-- 8 5 ； 
42 颦条夭竺蜩 25—42 I “ 4

pO On{哺 坼 s llneatus 

j 43 青嗣小抄丁鱼 00--D7 Sardidefla 
44 黄 鲫盈 

【 

“  

Betip~nna taty 

45 崛鱼 

E~graulls japonicus 

46 短培 暂 
Call~onymus k~taharae 

47 黑一 并童 
Coll~chthgs n~peatus 

48 宽体舌■ } Cynoolos~'us robustus 

在以上 9个生物类群中，根据其重量、个体数组成及出现频率等指标的综合判断，半滑 

舌鳎以十足类，口足类，双壳类及鱼类为主要食物，其余生物类群占很小的比重(表 2)。 

囊 2 韵海南部半滑舌■的食物类群组成 
Tahie 2 Constituent= of good of C．nem~laevis In the south BohaJ Sea 

☆自袭群food items I 矬 嚣怠 宦暂种黄 food species 
{謦葵类 Act~nluria l O．‘ o．7 I J．o 

多毛共 Polychaeta l 0．B 1o．6 8．6 

十足 龚 Decapoda ． 43．3 54．6 J 48．8 

口足袭 stomatdpoda l 2D．7 12．o l 【4．5 
膜 足类 GaStm poda 0．2 2．0 I 【．【 

疆壳共 Bivalvia l I4．6 l2．{ l5．2 

足赞 Cepha~poda 0．5 1．2 J I．B 

蜂皮类 Ech．mod钳m龇a 1 0-3 o．7 I 1．1 

鱼 类 Fishes f 【o．3 4．D l ．9 

十足娄重量占43．3 ，个体数占54．6 ，出现频率为48．8 ，主要种类有日本鼓虾、鲜 

明鼓虾、鹰爪虾，脊腹褐虾，隆线强蟹，泥足隆背蟹等。口足类重量占 29．7％，个 体 数占 

12．O ，出现频率为1 4．5％， 口虾蛄为主 。双壳类重量占1 4．6 ，个体数占12．4 ，出现 

频率为15．2％，有小刀蛏，凸壳肌蛤等。鱼类重量占10．3％，个体数占 4．9％，出现额率为 

7．9 ，以矛尾虾虎鱼、六丝矛尾虾虎鱼、黄鲫等为主。其余五个生物的重 量 占 2 ，属次 

要性食物或偶然性食物。由此可知，渤海南部半滑舌鳎为底牺生物食性鱼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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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摄食的季节性变化 

半滑舌鳎终年摄食，其逐月摄食率均在8O％以上，但其摄食强度变化不大 (表 3)。其饱 

满度指数在冬季稍有减弱，在春夏之交(6月)izl成最大值 (50‰o)。个体最高泡满度指教为 

275‰。(6月)。食物类群组成季节性变化不明显，其逐月更替率 6月份为零， 2月份最大， 

为31．3％。食物种类更替率最大值为68．2％(1月)。 

表 5 渤海南部半滑舌一摄食指标的攀节性变化 
Table 3 Seasonal varJatio~ of feeding indices of C．semilaevis of the south Bohal Sea 

摄☆撑 ． 1 竺 ! 竺竺 竺竺 1 l!l!l {!l j l l l
三l 

叠食率(，6)food ing ratio 

饱满 度 指教 【 0 0) 

最高 饱 离崖 指教 ( o 0) 

食物 粪 群更 普率 ( ) 

食暂 种 类更 替率 ( 

食物种类颤 food items 

83．3 

33 

110 

18．8 

88．2 

84．2 

32 

1 31 

3I．3 

35．3 

81．D 

31 

42 

7．I 

28．4 

l4 

04．8 

37 

28l 

j口．口 

32．5 

B3．8 l q8．D 

275 l3 

C．n f1日． 

26．1 l 3 3．3 

90．7 

4口 

76 

2f．4 

3D．8 

15 

半滑舌鳎食物类群及种类组成的季节性变化很明显(表 4— 5)。 

88．1 

21 

121 

14．3 

3口．3 

88．3 

31 

138 

18．8 

34．4 

寰 4 渤海南部半滑舌■食物类群组成的季节性变化 
Table 4 Seasonal variation of food constituents of C．semilae~is of the south Bohai sea 

86． 

22 

ls5 

11． 

37． 

^  *  f^r ； 0 嚣盛 要搿 Ⅱ．numb a1 ⋯ ⋯⋯ ⋯v )freqr io uer】ey ～ ～ 
‘

嚣 _J 。牌 一 l l wmt er 
癣葵 类 Actiniaria 1．8 o．o o．o 2．o 3．5 0．0 O．O 2

．
3 4．3 l 口．D o．O 2．- 

垂 毛娄 Polyrchaeta O．D o．2 1．O 0．8 10．4 2．8 57．4 日．4 0．7 f 4．T J2．8 4． 

十足类 Decapoda 82．B 37．4 32．5 日2．7 65．2 83．2 4i
．
3 日7．5 64．6 J 62．5 38．7 59．3 

口足 类 Ssomatopoda 7．4 S6．8 3s．1 1 9．o 5．2 1 7．6 1口．8 0．0 s．5j 22．4 52．1 52．2 

腹足 类 Gastropoda 口．口 o．o 口，5 0．5 0．0 口．D B．3 0．8 口．口} 0．口 2．4 0．8 

双 壳 裳 BIvairia $．2 54．0 22．1 1．8 日．3 1口．8 18．8 2．S e．5 1 f口．7 26．B 2．4 

头足裳 Cepbalopoda 口．B o．o O，5 1．7 1．7 o，口 1，0 3．7 2，2 I口，口 1．7 4．0 

韩皮 动暂 Echinsdermata 8，8 C．o 0．口 0．3 4．3 口．口 0．0 i，B 5，4 l 8，0 O．o 2．4 

鱼 类 Fishes 8，4 11．日 1l，3 i1．3 0．8 6，I 4．4 B．8 1．I 1 0．B 7．6 10．B 

春季，十足类重量占82．6％，个体数占65．2％，出现颓率为64．5 ，以日本鼓虾 (重量 

占39．5 )及鲜明鼓虾 (重量占 41．3％)为主要食物种类。口足类重量占 7．4 ，个体数占 

5．2％，出现额率为6．5％。其余食物种类重量 占lO 。 

夏季，十足类重量占37．4％，个体数占63．2％，出现频率为52．5 ，除主要捕食日本鼓 

虾(重量占18．5％)及鲜明鼓虾(重量占14．7％)外，还加强捕食隆线强蟹、泥足隆背蟹等。口 

足类重量占36．8 ，个体数占17．6 ，出现频率为22．4 。双壳类 (重量占14．0 )及鱼类 

(重量占11．6 )占的比例增大，主要种类有小刀蛏。凸壳肌蜡、矛尾虾虎鱼及六丝矛尾虾虎 

5 々 ● 7  
盯 盯 船 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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衰 5 渤海南部半i．舌一食物种娄组成的季节性变化 
TRb]e 5 Se&$onl|variation of food composition of the C．serni[aeviz in the south Bohai Sea 

童 钧名 称 赫 ’ 喘 燃 ’ {}I 毅$(Yo)frequency 
帅 星 星 蛊 ￡ g 目 董 

．吕 g 暑 董 g 是 
．

目 i 暮 事 food itoms 磬 昌 事 E 昌 每 
黄 牟 葵 1． 1

． 6 2．5 1．8 3．2 1．o A
nthopleura ha reri 

星状 捧 葵 o．6 o
．4 1．o o．5 1．1 o．4 Ed 

0r如 ia slp~n[oldes 

拽古锕喵抄蟊 o．o8 o
．
7 2．o 1 6．2 3．3 ￡o．4 

GZ s“ P 0 

长瑚 抄蚕 o．1 o．ol o．1 o
．
2 2．B o．3 1．o 2．5 2．2 o．5 1．7 1．6 

G岫cera chiroH 

中钱厨抄蚕 o．o 7 o。1 o．o9 o
．
1 1． o．5 o．3 o．T 2．2 o．q o． o．8 

Glycer0 rouxi~ 

索抄蚕 o．1 o．1 3
．
5 1．4 3．2 o．8 

Lurebrinere括 sp． 

绿血 虫 o．B o
．
3 2．6 1．8 2．2 1．6 

乩  lariofdes p ~'losa 

日奉鼓虾 39．5 1 8．5 1 3．o 2I．7 22．5 22．5 7．5 2 3．9 ￡ ．2 I4．5 8．o 14．6 
且 ％s japonlcus 

鲜 明鼓虾 41．3 l4．7 ．5 34．1 20．9 Io．5 1．3 11．5 2 3．B 9．8 3．8 13．o 
且 ．d guendus 

鹰爪 虾 o．4 o．3 o．5 o
．
5 o．9 o．5 o．5 o．5 1．1 o．9 o．7 o．8 

Trachypenaeus cur~irostrls 

组螯 虾 o．1 o．o5 o．O8 o．3 2．a o．6 o．3 1．4 3． o．5 D． 2．4 
Lep~,oche 9racflls 

中茸 毛虾 o．4 o．o o．1 o．o6 2
．

6 o． 1．2 o．0 3．2 o． 1．4 1
．6 且

cotes ch打 船  s 

督 尾描 虾 0．2 o．1 4．3 o．9 1．5 1．4 1．1 2．5 1．6 

Crangon aHCnis 

皱毛细足蟹 o．2 o．3 o．4 o．9 o．5 o．5 1．1 o．g 1．o 
Rapkidopus c{f如t'us 

日奉凳 叠蟹 o．S 】．8 1．6 

Dorippe japonica 
三 强曩 1．5 o．1 3．7 o．g 3。1 1．B 

Trlto由 0m缸 sp 

睦 线 强蟹 o．4 1．8 8．4 3．5 lO．4 I6．2 1 7．4 2o．2 g．7 l 7．8 I1．8 1 7．9 
Eucr口te crena~a 

泥足盛背蟹 o．1 1．o o．7 o．8 3．5 】o．o 6．3 5．o 4．3 4．7 5．0 4．9 
C计 c{加 口l0 vestitus 

日本蛆 o．2 1．5 O．3 

Charybdis如portico 

口虾 蛄 7． 3e． 31．9 18．7 5．2 t 7．4 lO．5 8．7 6．3 22．o l1．4 ￡1。4 
0ratoso~ oratorio 

肯 氏虾 蛄 o．1 O．1 O．3 o．3 o．3 o．5 o．5 o．7 o．8 
Squilla kempi 

雨棱螺 o．3 3．1 1．1 
m 甜r la be?la 

光i肾夹 口蠕 o．2 3．o l。o 
Steno~,hyra labor 

银 白亮 蛞峙 o．o7 o．5 o．2 o．8 o．3 o．8 
P~iline‘or9e~tota 

柬瑶短齿蚺 o．4 o．1 o．5 o．6 o．0 o．3 
Bra ~dontes aqur~us 

小 刀蛙 o．3 1o．B 9．o o．9 6．5 4．T 1．1 5．0 5．2 
Cult,ellu$attenuat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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缨襄 S 

focd．irems 鲁 吕 口 星 
目 苗 _吕 l 芎 目 
基 每 ∞ 暮 m 鲁 磊 d 莹 

0．0 0．5 0．5 1．{ 

1．4 3．2 1．4 l5．5 O．8 

1．T 

2．4 

I．3 

2．2 

1．8 1．T 2．{ 

0．日 1．1 0．8 

0．0 1．1 1．8 

1．4 4．3 1．6 

0．5 1．1 0．8 

2．8 1．9 0． 4．1 

O．7 O．7 

1．1 

0．5 O．8 

0．8 2．3 0．T 0．8 

0．9 2．8 1。2 

2-8 1．4 

0．2 0．7 O．5 

薄箕蛞 0．1 0．1 0．7 0．3 

3 

0．2 O．a O．5 

S i± Ⅱ 口“lc i 

凸壳肌蛤 1．{ 3．1 l2．0 1．1 3·5 3．0 
M“sc“[us se~housel 

薄 云 母盼 0．5 
y0 s；m 订缸 

勰嚣毖 lfoides 0．3 
桃榄 胡桃 蛤 0．1 
^“c“f0 te “ 

毛 蚶 1．2 1．7 
Scapharca s“bcrP加  0 

月车 樵 乌贼 0．6 1．4 
LoIioo扣ponica 

血格 乌贼 0．2 0．2 0-q 
L．beka 

短 蛸 0．4 0．1 0．口 
Octopu~ocel tus 

辣刺锚参 2．1 O．2 3·5 
Protankyra Oidentata 

虾夷砂耨星 0．T 0．1 0·9 
Luidia 髂0ensfS I 

普 氏 栉虾 虎鱼 0．8 O．1 2．6 1．0 
C 哪 曲{ p~taumi I 

I 
矛 尾虾 虎 鱼 8．4 3．7 】．3 
Chaeturidtthys stigmat~as 

走 钭矛 尾 虾虎 鱼 1．2 J 0．9 
C．hexa 似 

中华栉孔虾虎骨 3．5 
3tenotrypauchen chinensis 

细条天苎鲷 0．6 0-3 0．3 1．3 
Apogoni曲 tttys Iineatus 

青 鲭小 丁鱼 6．1 3．0 
Sardin z?~tta$ 

黄鲫鱼 0．2 0．2 1．3 
8etipinna taty 

鲤 鱼 0．5 0．3 0．3 
~-ngrahiis japonicus 

短 培 l衔 0．2 0．6 
CnZfionymus kltaharoe 

熊 鳃梅 童 0．4 0．02 0．8 O．9 O．4 1．1 0．T 2．0 
Coltichthys niveatus 

宽体舌蝎 0．1 0．6 O．2 0．3 0．8 
Cynnoglossus robust~s 

鱼等。 

秋季，十足类及口足类的重量分别占32．5 及32．1 ，个体数分别为41．3％及10．8 ， 

出现频率分别为36．7 及12．1 。其中，十足类 以鲜明鼓虾(重量占7．5 )、隆线强蟹(重量 

占8．4 )及日本鼓虾(重量占13．O )为主。口虾蛄重量占31．9 。鱼类重量占l1．3 双壳 

类所占比例明显增大，重量达22．1 ，个体数~i．18．8％，出现频率为26．6 。另外，锐足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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蚕及长吻沙蚕等多毛类的比重亦趋增大，个体百分数选17．4％，出现频m~b'12．8％。 

冬季，十足类重量占62．7 ，个体数占67．5 ，出现频率为59．3％，以日本鼓虾 (重量 

占21．7 )、鲜明鼓虾(重量占34．1 )、隆线强蟹(个体数占2O．2％，出现频率为 17．9％)为 

主要食物种类。口足类重量占19．O％。鱼类重量占l1．3％。双壳类重量仅占 1．8％。其余食 

物类群重量仅占 5％。 

三、结论与讨论 

1．半滑舌鳎为底栖生物食性鱼类，其食性广泛，以底栖虾蟹类，双壳类及部分中下层 

小型鱼类为主要食物，兼食一些多毛类、头足类、腹足类，棘皮动物及海葵。就食物种类而 

言，虾类有 日本鼓虾、鲜明鼓虾、口虾蛄，鹰爪虾等J蟹类有隆线强蟹，泥足隆背蟹等 鱼 

类以矛尾虾虎鱼、六丝矛尾虾虎鱼等为主。半滑舌鳎的主要食物在渤海分布广，数量大 (渤 

海口虾蛄年资源量为2500~,日本鼓虾200t，鲜明鼓虾200t，鹰爪虾 7500t⋯ )，为半滑舌鳎 

的种群繁衍及数量的稳定提供了可靠的食物保障。 

2．半滑舌鳎终年摄食，摄食强度周年性变化不大。月平均摄食率均在8O 以上。月平 

均饱满凄指数在21‰o--50‰o之间 食物类群更替率在 0％u31．3％之间。食物种类更替率 

在26．1％一 68．2％之间。 

3．半滑舌鳎的食物类群组成及种类组成均有明显的季节性变化。十足类在春、夏，冬 

三季占绝对优势比重，仅在秋季稍有下降。口足类在夏，秋二季所占比例较大，仅次于十足 

类居第二位，但在冬、春二季比例下降，尤 以春季最低。双壳类在夏、秋二季所占比例明显增 

大 ，成为主要食物类群之一，但在冬春两季又下降为次要食物或偶然性食物。鱼类在 夏、秋、冬 

三季比较稳定，属次要性食物类群。海葵类，腹足类、头足类 、棘皮动物类及多毛类则属偶 

然性食物类群。 

就主要食物种类而言，日本鼓虾及鲜明鼓虾在冬季(重量分别占21．7％及34．1％)和春季 

(重量分 4占39．5％及41．3 )在胃含物中所占比例要比在夏季(重量分别占18．5％及14．7％) 

和秋季(重量分别为13．O 及7．5 )所占比例大，这与两种鼓虾11月至翌年 5月在 渤海广泛 

分布，5月下旬开始向近岸移动， 6月至 8月产卵后亲体死亡，数量减少 的自然分 布状 

态相吻合。胃台物中虾蛄在夏、秋二季 (重量分别 占36．7％及31．9 )的比重大于在 冬，春二季 

(重量分别占1 8．7 及6．7％)的比重，正好与口虾蛄12月至 4月在渤海穴居 越 冬， 5至 7月 

产卵繁殖 ’的生态分布格局相吻合 其它主要食物种类如小刀蛏，凸壳肌蛤、六 丝 矛尾虾 

虎鱼的季节性变化都与其自然生态习性相吻合，这说明半滑舌鳎摄食的季节性变化与其食物 

保障程度密切相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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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EEDING HABIT AND SEASONAL VARIATION IN FOOD CONTENT 

OF CYNOGLOSSUS SEMILAEVIS(GUNTHER) 

IN THE BOHAI SEA 

Dou Shuo-Zeng Yang Ji-Mlng 

tnstute ol Oceanography，Academia Sinlca，G~ngdao，266071) 

Th paper deals with the feeding habit and the  seaaon~ variation in food 

content of C．semHaev~s in the South Bohai sea．Altogether，821 stomachs of the 

adult specimens，18— 5 7 cm in standard length，colIected from the mouth of  the 

yellow river and the  Laizhouwan Bay 打1 the Bohaj 8ea from 1982 t0 1983 have 

been 吼udied．The results ore as follows： 

C．semilaevis is a predatory fish wlth a more mixed diet．It takes nearly 

50 species of  maim【als，mainly shrimps, crabs， smal1 fighes and bivalvia， of 

which the following 9 species ale of great importance，namely，Alpheus iapo— 

nicus， Alpheus distinguendus， r口c 醐口P“s curvirosfris，E~crate crenata， 

Carc~nopIax vestitt~s， Oratosqnilla oratoria， Sil{qua p~Iehella， Cultellua atfenu． 

afus and Rhinogobius pflaumi． 

The fish occasionally feeds on some specieg of  Actiniaria，Gastropoda， 

Cephalopoda an d Echinodermata． 

The fish feeds all the year round an d the feeding intensity varies little 

seasonally．The fceding l'ate leaches a peak of 94．8 in M ay， with a ]owest 

0f 81．O in M arch． The monthly average index of fullness ran ge~ from 

21．3‰ 0(Sep．)to 50．8~／o0 0(June)． 

The main food items also varlesa iittle seasonally．with Dee~pod a an d St0． 

matopoda in spring， Decapoda，Stomatopoda， in spring，D~apoda，Stomatopo— 

da，Bivalvia an d fishes in summer and autumn，and Decapod a， Stomatopoda 

and fishes in winter． 

Key wo rds：Cynoglossus semilaevis (Gfinther)， Feeding habit，Seasons] 

variation in food  conte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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