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尖头塘鳢(F,leotris oxycephala Temmiuck 

et Schlege1)的、年龄、生长和生活史类型的研究 

， f57 ．1舂匾蒋骂_院， ： ) 口 厶 乏 
■ 薹 车文采用鞠■第=盘■骨为研究京江尖头{者量的年龄鉴定材料．脂■簧}二盘■骨 t最鼍每)长的 

骨(R)与体长fL)柏美景L=10．6565+54．ss4sR。用 roll Bertalauffy 生长方程可寰选体长．体重与年 

龄曲美景}Ll=朋a．B[I—e_o·工3i cl+o·：D ，)}Wl=572．1[1一e．0-ji：(1+“3 ，) ．根据r-选择和K一 

选择的典型特征I；c噩渐近体长(L )．渐近体重fW。)，生长系数fK)．瞬对 白箍死亡事(M)．扫次生 殖 

年龄fT ) 最大年黯fT⋯ )和性腺指教(GI)等 7十生态学参数值，可l：f判断尖头塘■犏向r_斌择。应 

用千衡产量模式计算改变瞬时捕捞死亡率(F)和渔业朴充年龄(t )时的产量变化，同样证实 央 头 鞭■生 

护贷楫，卫拒获得较好的经崭教益． 

黄 兰 ．r- 地 ： 四 
尖头塘鳢(FIeotris oxycephala Temm ck et SchlegeD 分布于我国广东．广西．福 

建、台湾的淡水和河I=1地区，喜在多水草处生活，摄食小鱼、小虾，是一种小型经济鱼类， 

含肉量高，味道鲜美，深受群众喜爱。关于尖头塘鳢的年龄和生长，未见专门报道。80年代 

初，笔者参加珠江水系渔业资源调查时，对尖头塘鳢的生物学资料作了专门收集。目前，尖 

头堵鳢在东江中下游具有一定的产量，本文试图通过对东江中下游尖头塘鳢的年龄结构．生 

长特性和生活史类型的论述，为 合理开发利用尖头塘鳢提供一些理论依据，同时，为研究鱼 

类生活史类型提供一些有价值的资料。 

l 材料和方法 

1981年 6月~1982年 5月以及1990年 6月至 7月，在广东省东莞市石龙 镇 博罗 县 县 

城、河源市城关镇等地向渔民收购鲜活的尖头塘鳢共388尾，经生物学测定后，分别取鳞片、 

耳石、脊椎骨、鳃盖骨和胸鳍支鳍骨用于观察年轮特征 鳞片取自背鳍下方与纵列鳞之间的 

部位。将胸鳍肌柄的基部剪断 ，剿离肩带和胸鳍，取出外缘由软骨联接在一起的支鳍骨 4枚， 

去除支鳍骨上残留的肌肉，用请水洗净后保存 观察时将支鳍骨放在水中浸湿后夹在两块裁 

玻片之间，用解剖镜鉴别年轮，为了减少各尾鱼推算体长的误差，统一用JTT型台式投影仪 

测量左侧胸鳍从上而下算起的第二支鳍骨的骨长和年轮轮径。骨长测自第二支鳍骨的中心至 

支鳍骨联接鳍条一憾(远侧部)的边缘中央的距离，不 包括外缘软骨1年轮轮径测自第二支鳍 

骨的中心至支鳍骨远侧部上该年轮外缘中央的距离(图 1)。 

2 结果 

2．1 年轮特征 

比较观察尖头塘鳢的鳞片、鳃盖骨、耳石、脊椎骨和胸鳍支鳍骨上的年轮特征 ，结果只有胸 

鳍支鳍骨上有明显的年轮特征 尖头塘鳢的胸鳍支鳍骨由4枚平扁的骨片组成，呈 平行 排 

率立于10口1年 8月25日收到，隹馥稿于l0雌年 2月21日收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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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外绿有软骨联接，中间2枚长方形骨片的年轮特征比较明显。在透射光下观察，可以清 

晰地看到白色明菇的宽带和灰黑色的窄带，由于支鳍骨生长减慢而造戚锣质沉淀f健赛带稍 

呈隆起状。在骨片中央有一中心点，宽带和窄带围绕中心点作环状有规对的交替排 ，宽带 

和窄糖组成一个生长年带，窄带外缘是年轮(图1)。这与郝天和⋯ 研究 蠼胸孽辅 鳍骨盘 

的年轮结构基本相同。 

支鳍骨上有时在一个生长年带内会出现副轮。年轮和副轮的主要区别在于。年轮形成是 

有规律 ， 尊{l： 姨肇， 轮形成是j 期拄 磊塑健煦；骨化环不完整或呈不连续状。另 
外，副括和挈咩卺 拍 }釉 距较短，可以依据年轮间距递减规律来判别副轮和年轮。 

圈I 尖头塘■聃●第二宴●骨 

F ．1 The second pectocaI radial 0f Eleotrls 

o 印  

R——支●骨(远蛔部)骨长J Rl，R2和R3—— 

第 1，第 2和第 $年格的格径 

(图2)，证实胸鳍支鳍骨可用于鉴定年龄。 

在 1— 4月，以 2— 3月最多。 

田2 央头塘箍体长氟率苛布 

Fig．2 The frequency dlstr~butlon Of body 

length of E／eo~He ozycepha~a 

尖头塘鳢渔获物体长频率分布和各年龄 

组的体长分布曲线相互比较，两者基本相符 

支鳍骨上年轮每年形成 1次。年辖形成时期主要 

尖头塘鳢种群年龄结构比较简单，捕捞群体由5个年龄组组成，以 I龄组和 Ⅱ龄 组 为 

主。渔获物年龄组成。 1龄鱼 占 51．0 ， 2龄 鱼 占 30．4 ， 3龄 鱼 占 10．8 ， 4龄鱼占 

5．7 ， 5龄鱼占2．1 。各年龄组的体长和体重实测值见表 1。 

裹1 各麓组体长和体重的宴毳值 

T~ble 1 ~[eitsiured vaule of the body length and bed},weight for different age ~roups 

年峰 体长 Body le~agth(mm ) 体置 Body weight(g) 尾 数 
Age 

(a) 辐 RaⅡge 平均 值 Average 辐崖 Range 平均值 Average ^脚ounf 

I 98．自 5．5--S3．6 19．o l98 

l 132．2 24．6--70．0 40．7 1l8 

I 164．e 48．$--159．1 88．2 42 

可 l93．自 l12．8--2le．e lT J．o 22 

V 2l1．8 224．3--232．e 2知．B 8 

2．2 生长特性 

2．2．1 体长与支鳍骨骨长的关系 从尖头塘鳢各体长组(组距13mm)的平均体长 与其相 应 

的第二支鳍骨平均骨长作散点图，得知体长与骨长呈直线相关，说明尖头塘鳢的体长生长与 

胸鳍麦鳍骨生长呈正比关系，可根据支鳍骨的长度来推算以往年份的生长情况。经计算求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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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线回归方程为： 

工=10．6565+54．3848R (相关系数r：0．9939) 

从胸鳍第二支鳍骨(远侧部)测得 5个年轮的平均轮径分别为1．25、2．09 2．71、3．31和 

3．69，代入回归方程可求得 1— 5龄鱼的推算体长分别是78．6mm、124．3ram、 158．Or~rn、 

190．7mm和211．3ram。推算体长可看成实足年龄的平均体长。 

2．2．2 体长与体重的关系 经点图分析，尖头塘鳢的体长(mm)与体重(g)呈幂函数关系， 

可用W =aL 表示 根据各体长龃(组距13ram)的平均体长与其相应的平均体重，求 得 关 系 

式为； 

W =1．2155×l0 L (相关系数r：0．9954) 

尖头塘鳢的体长和体重关系密切，其幂指数 6近似于 3，表明其体重与体长的立方呈正 

比铡关系，可以看成是均匀生长类型，在生长过程中具有体形不变和鱼体比重不变的特征。 

2．2．3 生长参数和生长曲线 尖头塘鳢的生长曲线可以用VOn Bertalanffy生长方程拟合。 

体长和体重的生长方程为：L =L。【1一e—K(t一̈ ]，W =W ．[1一e—Ktt—to)] 用 各 龄 

鱼平均体长的推算值，从直线回归方程 + =L。(1一e-I)+e ·L，求得斯近 体长 L．： 

298．6m ，生长系数K =0．2313。根据体长和体重相关公式，求得斯近体 重W。：577．4g。 

从ln(L。一L )=lpL +Kt。一Kt求得理论上体长或体重等于零时的年龄 }D=一O．3028。尖 

头塘鳢体长和体重的生长方程可表达为： 

LI=298．6[1一e一0-m。‘‘ “：00‘ ] 

I=577．4[1一e一0一 ‘‘ 0。‘0 ]0 

裘2 各龄直件长 体重计算位轴聍段生长 

Table 2 The etteullttetl Valu,=m口￡be4y lenl‘h -ml d， wntSlat at Y盯 iou-tl” -Ⅱd 

the F 0wth In sta$en 

体长 

B0dy 
ler,Sth 

{m m ) 医 年特Age(8) I l l 2 I 3 l 4 I 5 I t检验Cheek t 体长Theoret~caI value of b0 length m 础 长 ‘“ 嚣盛 盛 “ 。 t=一O．鲫0{ “．0．os{双徊)；2．7 78 ItI< I口s‘理侧) 
论体重Theofeti啦I value of I le．2 40．7 88．O 144．6 203．8 

重 。 bo衄 weight 

B。dy i推算悻皿Bodcuylatw'啪eigh back w 38．1 80．2 l{3．7 107 5 t：2．6335 eight l ca1 atm  1tj<“
m‘取佣 ) 

‘g) 对增长率‘ ￡ 皂箍 eI 。} 。̈J “。 。 ‘ 

从表2可知用生长方程算出的理沦值与推算值无显著差异，表明生长方程能表达尖头塘 

鲢的生长规律。尖头塘鳢的体长生长曲线不具拐点，随着年龄增加，逐渐趋向渐近值(图3) 

体重生长曲线为不对称的S形曲线，生长拐点ft= 。+ln3／K =4．45a，拐点处 的体重为171,lg 

(图 4)。拐点出现的年龄处于成鱼生长阶段和生长衰老阶段之间，具有衰老拐点的生物学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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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体 长生长 瞳甥 

Fig．3 Growth ctlrve of the body length 

● 

圈4 休置生长曲线 ． 

Fig．4 Growth c'orve of the bo由 weight 

义，在衰老拐点以后生长渐趋缓慢。这与生长阶段的划分是基本一致的(表2)。尖头塘鳢幼 

鱼经过 I冬龄的生长发育可达第一次性成熟，在 1龄前为幼鱼生长阶段’1— 4龄为成鱼生 

长阶段，体长相对增长率、体重相对增长率和生长捂标都较高j 4龄开始进入生 长 衰老 阶 

段 ，性腺虽然仍能发育成熟，但生长指标已显著下降。这与生长拐点出现在第4．45年是一致的。 

2．3 生活史类型的判别 、 ， 

关于鱼类种群生活史类型的研究尚不多 ，按照 Pienka” 和J叫奇健 ‘ 提出的见解，作 

为r一选择种群是以①性成熟提早}②个体小，最大年龄小j③生长速度加快j④提高体内可 

利用物质或能量的生长率，使它们分配于生殖活动的多，亲代产生大量子代J⑤种群结构简 

单，种群大小变化多，平衡少，◎捕捞对种群变动的影响往往在自然变动的掩盖下不很明显 

等策略来取胜于自然选择。作为 一选择种群则是以①性成熟延迟；③个体大，寿命长’③生 

长速度慢J④提高体内可利用物质或能量的效率，使它们分配于巩 固体 质 的多，⑤种群结 

构复杂，种群大小相当稳定，往往处于平衡状态或接近最大的环境容纳量，⑥捕捞引起种群 

变动的作用明显来适应 自然选择。 

根据r一选择和 一选择的理论，用生态学参数来表达。现把两种鱼类生活史类型 的假 设 

与生态学参数的关系列于表 3，说明两个极端的理想生活史类型所具备的非数量性指标可以 

用生态学参数来表示。 

裹5 生活史娄墨与生鸯学参鼙的关系 ’ 

Teble 5 Comperie0n of ecological pareleters between fish species having 

different llfe history patterns 

睁薤值 Characterist|c values L- W。 茌 T∞ T⋯  M GI 

r-遗 # T- lecti0n 较 小 较小 较大 较 小 小 大 大 

K一进 择 K-selecth)n 较 大 较大 较小 较大 大 小 小 

生态学参数是每种生物或其种群所具有的特定统计量，不同地区的不同鱼类或其种群， 

都各有特定的生态学参数，几个生态学参数配合起来就表达了各有特性 的种群，在 。适者生 

存 的意义上，依靠各自的特点，作出取胜的策略。7个生态学参数及计算方法分述 如 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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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L。一 渐近体长，是VOD Bermlanffy体长生长方程的一个参数，单 位 用 crn， 

这里为29．86cm。 

(2) 。——惭近体重，是VOD Ber~a,anffy体重生长方程的一个参数，单位用 g，这 

里为577．4g。 

(3)K——生长系数，是VOn B．erta1an￡fy生长方程的一个参数，这里为0．2313 

(4)M一 瞬时 自然死亡率。这是生态学参数中较难准确计算的一个 参 数，方 法 很 

多，因为厶．、 和水温 是现成的数据，因此本文采用Pau]y⋯ 提出的计算公式 

logM =一0．0066—0．279IogL．+0．6543IogK +O．4634log 

来估算瞬时 自然死亡率，式 中水温 用东江年平均水温22．4℃代入，经计算， 为0．62。 

(5) 一 初次生殖年龄。在各龄的样品中，50 以上的个体有成熟性腺的 最 低 年 

龄，作为初次生殖年龄。本文为 1龄 。 

(6)T⋯ 一 最大年龄。因为有 和f 现成两个参数值，可采用下列模式 计算 

T⋯ =3／K +t 

经计算， ⋯ 为12．67a。 

(7)G ——性腺与体重关系指数(简称性腺指数)，表示卵巢重量占纯体重的百分率。 

这一数值标志着体内可利用物质分配于生殖活动的比例大小，但这个数值随着性腺的发育而 

变化，这里选用全年各月平均值 中的最高值为23．1 

费鸿年 ，研究广东沿海大陆架l1种鱼类的生活史类型、叶富 良⋯ 研究东江鱼类的生活 

史类型中指出，从各生态学参数间的相关 系数显著性来说，性腺指数、生长系数和瞬时自然 

死亡率是判断鱼类生活史类型的主要生态学参数。广东沿海n种鱼类属于偏向r_选择性，性 

腺指数为2．5一l1．2，平均4．88±2．46，生长系数为 0．16—0．69，平均 0．3038±0．0693~瞬 

时自然死亡率为0．22—0．68，平均0．39±O．06。东江 6种偏向r_选择型的鱼类，性腺指数为 

8．2—18．9，平均1 3．9±4．83，生长系数为 0．1l47—0．2150，平均0．1607-t-0．0388，瞬时自 

然死亡率为0．31—0．54，平均0．41±0．10。尖头塘鳢的性腺指数为23．1，生长系数为0．2313， 

瞬时自然死亡率为0．62，其参数值超过上述两地区鱼类生态学参数的平均值，再对照表 3所 

示r一 型的特征，可看出尖头塘鳢明显地偏向r一选择型。 

不同生活史类型的鱼类，对捕捞强度有不同的反应。一些学者提出单位补充量 的平衡产 

量模式，用以探讨种群 在不同捕捞强度和不同年龄的产量变化情况。因为本 文 使 用 VOD 

Bertalanffy~长方程，有用以计算的现成数据，故采用里克处理过的Beverton-Holt模式 “】 

=FⅣ0e-U,W。(丁1一 + 一丢 ) 

式中：y——以重量表示的产量 

F——瞬时捕捞率， 

M——瞬时自然死亡率， 

t。——氆 的体长为零时的假设性年龄， 

．
一 渐近体重(kg) 

Ⅳ。—— 每年达到 f。年龄时鱼的个体假设数 

fI——进入渔业的补充年龄 

r—一 ，c— f0 

一 瞬时总死亡率 
— — 生长系数 

假设f。时的个体数Ⅳo)~1ooo ，分别改变瞬时捕捞率(F)和渔业补充年龄(f )来计算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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享 
l 

衡鱼产量。把f 固定在 1龄，变更瞬时捕捞率(F=0．1，0．2，O．3，0—4 ．0．5， 0．6， 0．7， 

0．8，0．9，1．0，1．5，2．0，3．0，4．O)，计算出的产量绘成产量曲线(图 5)；把 F 固 定 在 

0．2，改变进入渔业的补充年龄( =0．5， 1，1．5， 2，3， 4， 5， 6，7，8，9，10)， 

计算出I的产量绘成产量曲线(图 6)。 

从图 5可知，F 0．1至 0．7，尖头塘鳢的产量处于上升位置，过了0．7这一捕捞水平， 

产量曲线不再上升。而是极缓慢的下降，这种产量曲线呈现了典型的 r型，表现出捕捞对种 

群数量变动的影响在自然变动的掩盖下不明显。如果是k型种群，在低捕捞水平时出现高的 

产量，呈现一个较尖的产量高峰，在高的捕捞水平时，产量皿Ⅱ急剧下降，表现出捕捞对种群 

数量变动有明显影响 图 6表示在一定捕捞强度下提高起捕年龄，在 1．5龄以上，产量曲线 

就不再上升，反而显著下降，这与尖头塘鳢具有较高的自然死亡系数有关。在同一世代的群 

体里，随着年龄的增加，由于自然死亡因素，种群密度大幅度减少，因而导致产量 明显 下 

降，这也是典型的 r型产量曲线。 

3 讨论 

3．1 鉴定鱼类年龄的材料有很多种，本文通过比较观察，尖头塘鳢的胸鳍支鳍骨最 适 用于年 

龄鉴定，支鳍骨扁平，年轮标志清晰，而且支鳍骨的生长中心明确，便于测量骨长和轮径， 

这与郝天和 ⋯ 研究沙鳢胸鳍辐鳍骨上的年轮结果是相 同的。 

郝天和观察沙鳢鳞片上的年轮时指出，鳞片后区边缘的小棘行数反映了年轮数。本文观 

察尖头塘鳢的鳞片，正常鳞片后区边缘的小棘只 1行，若有多行小棘的鳞片都为再生鳞，而 

且小棘 的行数与支鳍骨上骨化环的数目亦不相符，因此不能用尖头塘鳢的鳞片来判别年轮。 

3．2 依据生活史类型的理论和生态学参数值，尖头塘鳢是明显偏向 r型的鱼类，从产 量 变 

化曲线分析，因其自然死亡率高，同一世代群体，随着年龄增加，群体数量 很 快 下 降。在 

F=0．2的捕捞强度下， 4龄时的产量为 2龄的s／s， 7龄时的产量不及 2龄的1／10。所以作 

为偏向 r型的鱼类，达到一定起捕年龄后，继续提高起捕年龄不能增加产量，达不蓟合理利 

用资源的目的。盲目增加捕捞强度也不能提高产量，反而引起产量下降 

3．3 尖头塘鳢经过 1冬龄的生长可达第～次性成熟，繁殖 期为 7～ 9月，绝 对 怀 卵 量 为 

5460--14269粒，相对怀卵量为220—671粒／g体重，其繁殖能力是很强的，目前渔获物 以 1 

龄、2龄鱼为主，只要每年保持～定数量的生殖群体繁殖后代，资源不会受到破坏。但从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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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价值来看， 1龄鱼个体偏小，理想的捕捞应为 2— 3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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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FE-HISTORY PATTERN 

EMMINCK ET SCHLEGEL) 

Yie Tu-~Liang Zhang JJan-Dong 

(Zhanj~any Fisheries College，524025) 

The second radialofleft pectoral fin is se2ected for the age determLaatinn 

material of Elentds oxycv ohala in the Dongjiang river，Guangdong．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length of也 e second pectoral radial(矗．mm )mad body 

Lf=298．6(1一e一“ “‘ 。‘ 。 ) 

l=577．4(1一e一 ‘ ’ 。 )。． 

Accordi玎g to che typical charactezistics of，and K selection and the 

giyen values of seven ecological parameters， namely，asymptotic body-length 

(L)。asymptotic body-weight( )， growth coefficlent( )， jnstantaneous 

patural mortali (M )， primary reproductive age (T )，maximum age (T⋯ ) 

and genital gland indices(GI)，it is concluded tha t the life-history pa~ern of E． 

oxyc#piala tends to be r-selected．Equilibrium yield model is applied to calcu- 

Jate the fish yield． W ben the instantan eous fishing mortality(F) is changed， 

the yield curve has a weaker peak at relatively tow vs2ue of F．and be yond 

the valRe of F ，the eld curve declines slowly with increasing F． When· 

the fishery recruit age<~ )is cbxmged，the yield ipcrcases to a maximum 

va／ue at t =1．5 years and then decreases greasy with raising t．Analysds of 

yield ~lrVes also demonstrat~s that the llfe- history pattern inclin es to r— 

selec t~on．As a strategY of fishery managem ent，the ha rvesting age can be 

decided at two t0 three years 0￡age which the cbi is tw o years old．in 

this way，a greater economic profit might be gained avd the fish resourses 

can be preserved
． 

Key words；Eletris oxycephata，r-selection，life—history patter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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