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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利建设对辽东半岛香鱼 Plecoglossus 

altivelis的影响 

牟 秀 林 

(大连 自然博物馆 ，大连 ，116001) 午 够 
■ 叠 辽东半岛水利建设造成涸游型香鱼资源下降，井在碧谎河水库、转角接水库形成了赫封型香鱼． 

陆封疆普鱼发生了①十体小型化 t体长和体重由汩游型香鱼的 20--25~m(平均 22．6m )，150---250g(平 

均 2O )，分剧下降翱 1o—l8cm(平均 13．6m )，和 l3—7 (平均 36．5g)．@性状变异：嗣辩型香鱼体长 

为体高的 3．7—4．7倍 ．为头长的 4．5—5．3倍 ，而陆封型香鱼体长为忙高的 1．卜 6．5倍，为头长的3．9-- 

4．3倍 ．@怀卵量减步，产卵期提前 c涸游型香鱼怀卵量为 1．O一8．5万粒(平均 3．1万粒)，产卵盛期为 9 

月底至 1o月上旬，而陆封型普鱼的怀卵量为0．32—0．61万粒(平均 0．40万粒)，产卵盛期为 9月上旬至 

下旬 ．挺前 2od左右 ． 

关键调 监避 墨： !：．看；冲 I 
I 

香鱼 Plecoglossus altivelis属鲑形 目的洄游型小型经济鱼类，味道鲜美，有“淡水鱼之王” 

之称。喜栖息在水质清澈的流水水域内，具有广盐、广温、食性广、生长快等特点。仅分布于太 

平洋西部沿海河流，我国从辽宁省的鸭绿江到广西壮族 自治区的北伦河等上游为山区的沿海 

河流 ，以及台湾省都有分布，国外见于日本和朝鲜。日本学者对洄游型香鱼、陆封型香鱼的生长 

发育和生殖以及移殖驯化等，都做了大量研究工作，取得了显著效果“ ’，朝鲜也对洄游型香鱼 

和陆封型香鱼的生物学特性进行了调查研究 ，而我国，近年来一些学者对洄游型香鱼和陆封 

型香鱼的资源、生长发育 、食性以及繁殖和人工养殖等，也进行了调查和研究“ ”“ 。 

鉴于水利建设，筑坝截流蓄水后对洄游型香鱼产生了影响，将多年调查研究结果整理发 

表，为进一步研究香鱼生物学和开发利用其资源，提供参考资料。 

1 材料与方法 

洄游型香鱼的资料为水库建坝前捕获标本的测量数据。即英那河(1972年建库)为 1961 

年 9月份在河的中下游河段，大营子乡至小孤山乡捕获的标本；碧流河为 1981、1982年 9月份 

在河 的中上游河段，墨盘乡至万福镇调查的资料(1982年 8月底水库大坝合拢)。陆封型香鱼 

标本为 1989年 8月上旬，在碧流河水库上游的桂云花乡集市收购的挂网渔获物 。有关繁殖 ，孵 

化，习性 ，资源等资料，为 1961年试验研究结果和 1980--1982年野外调查资料。结果对比为性 

成熟个体产卵前的材料。丰满度为 ×100，卵巢发育期按我国目前使用的6期划分法。共测 
■ 

量标本 66尾 

2 结果 

． 1 洄游型香鱼的习性 

牧穑 日期 1993 03 24，修改穑收到 日期 1993 12 26． 

1]橱世举 ．香直人工孵化总结 ．辽宁省姨水水产研究所论文集 ．1961(3)t 3—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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溯 河后 的香鱼，主要以板齿刮食卵石上 附生的“石 花 (藻类)，诸如硅藻类的舟形 藻属 

(Navicula)羽纹藻属(Pinnularia)．蓝藻类的囊丝藻属(Aphanizomenon)。和绿藻类的栅藻属 

(Scenedewnus)等。另外还摄食轮虫 ，枝角类，水生昆虫幼虫和水生植物碎屑等 。据笔者 1961年 

进行的人工养殖试验，香鱼对人工饵料蚕蛹，鱼粉，虾糠以及米糠、豆饼 菜叶等也能利用。 

辽东半岛洄游型香鱼，每年秋分至寒露，即 9月下旬至 10月上旬，性腺发育达Ⅳ期，同时 

开始产卵洄游，由中上_街水域陆续进入下游，集群于水流较急并具有卵石底质的河段 ，夜 间产 

卵，产卵后香鱼绝大多数死亡。由于秋天生。仔”，当地群众称之为秋生子，或鲇(年)鱼，即生命 

只有 la。但调查发现，少数个体寿命可达 2a 受精卵粘附于卵石上孵化 ，当水温 14—18℃时， 

1 5—2od孵出幼鱼。刚孵出的幼鱼体长 0．6—0．7cm，透明，靠卵黄囊烘其营养，4d后卵黄囊消 

失，各鳍发育完全，可 自由游泳和摄食。幼鱼在河里生活一段时间后 ，随水温下降而陆续人海， 

在河 口附近的海滨水域越冬，第二年春季，4月底 5月初，当海水与河水水温比较接近时(12℃ 

左右)，幼鱼开始溯河。溯河幼鱼体长 5～6cm。幼鱼进入河的中上游，在底质为卵石、石砾 的河 

段栖息，索饵育肥 ，生长发育。调查发现，在栖息水域范围内，越接近上游者，个体越大，栖息在 

下游的个体明显较小。 

辽东半岛较大河流均有香鱼分布，以其资源丰富 ，个体大而著称“ 。据调查，碧流河在未 

建水库前 ，双塔乡有人曾一网(拉网)捕香鱼 500kg，旋网一网捕香鱼 150kg。1945年以前，当地 

群众用“棒子打、叉子叉、筐捞 等方法即可捕到香鱼。英那河未建水库前，辽宁省淡水水产研究 

所”1961 08 20—09 07在大营子乡用挡网捕香鱼 300余尾，在姜家隈子用快钓，一人一夜捕香 

鱼 1Okg多。但是以后，为了解决城市和农业用水困难 ，政府在较大河流的中上游陆续建了许 

多水库。由于大坝截水，坝下河水径流量显著减少、以及河水不同程度污染，不合理的渔期、渔 

具、渔法等 ，使香鱼资源遭到严重破坏。现在坝下香鱼非常少见，捕捞效果最好时，一天也不过 

5kg 

水利建设不仅严重影响香鱼资源，而且由于大坝截流蓄水．使一部分性腺发育戚熟的香鱼 

滞留在水库内，不能再涸游到江河下游水域产卵繁殖，以及幼鱼人海越冬和幼鱼再溯河到大坝 

以上索饵育肥和生长发育 ，使香鱼终生生活在淡水水域里 ，形成了陆封型香鱼。目前，大连地区 

的庄河市转角楼水库 (1969年 8月底大坝合拢)，普兰店市碧流河水库 (1982年 8月底大坝合 

拢)均先后发现了陆封型香龟，这是我国大陆首次发现陆封型香鱼的地区 

2．2 关于陆封型香鱼种群的形成 

香鱼可塑性较大。在水库大坝合拢截流前，仍有性腺发育成熟的香鱼滞留于大坝以上，并 

在具有产卵和幼鱼栖息生活及越冬等条件下即可形成新的陆封型香鱼种群 。碧流河水库 ，平均 

水深 1 6m，最大水探 32m，最大蓄水量 9、3亿 m 。1982年 8月底大坝截流蓄水时，一部分香鱼 

仍在大坝上游索饵育肥，进入 9月份后．性腺发育成熟的香鱼，由于大坝阻隔，不能进入大坝下 

游产卵，便在库区上游的主河道和蛤蜊河等支流进行产卵繁殖，幼鱼孵出后，顺流而下，进入库 

区越冬。 ． 

根据大连水产学院 1988--1989年调查资料 ，碧流河水库的水温 ，春季平均为 9．6℃，夏季 

为 23．6℃，并在坝前区和中游区有明显的温跃层。温跃层以下水温为 9—10℃，秋季平均水温 

为 20、4"C，水库从 11月中旬至翌年 3月中旬，结冰，结冰期 4个月左右，冰层厚 o．73m。水的 

透明度 1．8m。pH 值为 7．68。溶氧：春季表层为 10．39mg／L；底层为 9．25mg／L；秋季表层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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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94mgfL，底层为 3．96mg／L。总硬度平均为 0．897mmol／L，总碱度平均为0．749mmol／L。离 

子总量平均为 101．7mg／L。COD总平均值为 88mg／L。饵料生物 ：建坝前，春秋季节河道的 

生物量 ，浮游植物为 4．22mg／L，浮游动物为 5．1mg／L；建库后库区的生物量 ，1988--1989年 

春秋季节，浮游植物为 3．44mg／L，浮游动物为 9+15mg／L。以上诸条件完全可以满足幼鱼的越 

冬和摄食等条件要求，并能正常发育和繁衍后代 。 

2．3 陆封型香鱼种群特点与环境因子关系分析 

2．3．1 个体小型化 陆封型香鱼的体长和体重，均较洄游型香鱼明显变小(表 1)。 

衰 1 涠游型 、陆封型季鱼体长体t比较 

Table 1 Comn B lenstlt and wei~t ef migratory and】l Jochd t 

2．3．2 形态变化 香鱼陆封后，形态也发生了变化(表 2)。 

衰 2 酒游型、陆封型季鱼形态比较 
Table 2 Skape comp ri~m 4f mI ‘0ry and laltdlocked ityu 

由表 2可见，泪游型香鱼较陆封型香鱼相对体背高而头小。丰满度大，可食部分亦大。 

2．3．3 怀卵量减少，繁殖期提前 陆封型香鱼由于生命周期过程中的栖息环境发生突变，性 

腺成熟期提前到 8月份 ，最大体型较洄游型变小，致使怀卵量减少。繁殖期提前大约 20d左右 

(表 3)。 

衰 3 涠游型 、陆封型季鱼怀卵量 产卵期比较 

综上所述 ，由于水利建设，形成了陆封型香鱼。而陆封型香鱼又出现了个体小型化、形态发 

生变异、怀卵量减少以及产卵期提前等生物学特征。 

陆封型香鱼个体小型化，一是与陆封型香鱼性腺发育周期短有关。碧流河水库陆封型香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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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份性腺发育即达 Iv期，出现生长最大型 ，而洄游型香鱼 9月份性腺发育才达到 Ⅳ期，并 

出现生长最大型，生长周期延长近 1个月。二是与建库后饵料基础和栖息环境发生改变有关 。 

水库淹没区是建坝前洄游型香鱼集居水域，水道较宽阔 ，水量充沛，河床卵石多，饵料生物丰 

富 ，对洄游型香鱼索饵育肥，生长发育提供了十分有利的条件。建库后，迫使香鱼上溯到主河道 

上游或支流内栖息，那里饵料生物较为贫乏，水量不足，影响了香鱼的生长发育。同为陆封型香 

鱼，环境条件较好，饵料生物较丰富的主河道上游的香鱼，平均体长 15．4cm，体重 66．8g，生长 

状况明显优于条件较差的蛤蜊河(支流)香鱼，其平均体长为 13．Ocm，体重 35．6g“ 。这种现 

象 ，在转角楼水库也有出现。建库后的陆封型香鱼平均体长为 15．3cm，体重 32．9g，也明显小 

于建库前的个体。’。另外，由于环境条件变坏而影响香鱼生长，也表现在坝下洄游型香鱼。如， 

由于英那河水库大坝截水灌溉，坝下主河道径流量明显减少，河床卵石裸露，附生藻类匮乏 ，香 

鱼的生长受到明显抑制。1961年 9月(建库前)在英那河大营子至小孤山捕到的香鱼，平均体 

长 22．3cm，体重 185g，而 1980年 9月(建库后)在小孤山捕到的香鱼，平均体长和体重分别减 

少到 13．2cm和 27g，说 明水量与饵料生物的丰欠 ，对香鱼的生长有着重要影响。造成陆封型香 

鱼个体小型化的第三个原因是幼鱼的河一海洄游，以及近 5个月海域(盐度为 27‰左右)生活， 

对其后期的生长发育可能有着直接影响。由于陆封型香鱼缺少上述过程，所以出现了性腺发育 

期缩短 ，个体变小，怀卵量减少和产卵期提前等生物学特征。 

陆封型香鱼在 日本的琵琶湖，池 田湖 ，大分县的芹川水坝，山口县的丰田水坝及富士山麓 

的本栖湖，西湖“ 和朝鲜洛东江上的云岩水库，清川江上的延丰水库等。 ，都有发现。在国外， 

也出现了陆封型香鱼个体小型化的生物学特征。如 日本洄游型香鱼体长为 l5—30cm，而琵琶 

湖陆封型香鱼的体长仅为 8—12cm“ 。朝鲜洄游型香鱼体长为 20--25cm，而产于延丰水库的 

陆封型香鱼的体长只有 lO．3—16．5cm，平均 15cm 。另外，如同我国陆封型香鱼一样，也发生 

了形态变异。朝鲜清川江洄游型香鱼的体长为体高 4．3—4．9倍，而该江上的延丰水库陆封型 

香鱼的体长则为体高的 5．9倍，明显体高变小而细长。怀卵量减少，产卵期提前，是国内外陆封 

型香鱼的另一个共同点。日本洄游型香鱼的怀卵量 E=0．00775l ”。，而琵琶湖陆封型香鱼的 

怀卵量 E=O．00101l “。，由于涸游型香鱼个体大，怀卵量自然高于陆封型香鱼 同时也出现了 

性腺发育、成熟 、产卵提前现象，较涸游型香鱼产卵期提前 l5—3Od“ ，与辽东半岛陆封型香鱼 

大致相同。 

鉴于洄游型香鱼受到水利建设，河水污染和不合理的渔具、渔法威胁，资源逐年下降，而陆 

封型香鱼虽然个体小型化，怀卵量减少，性状发生不利的变异等，但它生活在库内及其上游较 

小的生境内，易于人工管理和苗种捕捞，对人工放流，移植驯化和人工养殖等，提供了有利条 

件。所以，建议尽早开展香鱼的人工繁殖，人工养殖和资源增殖工作 ，向社会提供更多更好的鱼 

类珍 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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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FECTS oF DAM S CoNSTRUCTIoN oN THE AYU(PLE∞ G工DSSc，S 

^工" yE￡，S)RESoURCE IN THE LIAoDoNG PENINSULA 

M u Xiulin 

(Dali~ Museum Natgral Hin口 ·Dallmt·116001) 

The dams constructed in the Liaodong Peninsula were fo und to have caused the migra 

tory ayu(Plecoglossus altivelis)resource being declined and to have allowed some of the re— 

SOUrCe tO be turned to the Iandlocked ayu populations in the 13iliuhe Reservolr and the Zhuan． 

jiaolou Reservoir．The landlocked ayu was characterizes by the following aspects．(1)Getting 

miniatured individuals l the body weight and length reduced from 150-- 250g(average 204g) 

and 20—25cm (average 22．6cm)for the migratory ayu to l3— 73g(average 36．5g)and 10— 

18cm (average 13．6cm)-for the landlocked ayu．(2)Differentiated shapes：the body length／ 

height ratio and the body length／hcad length ratio changed from 3．7--4．7 and 4．5—6．3 f0r 

the migratory ayu to 4．3— 6．5 and  3．9— 4．3，respectively，for the landlockd ayu．(3)less 

spawn carried and earlier spawning：the spawn carried by a female indivedual reduced from 

1．0× 10‘一8．5×10‘eggs(average 3．1× 10‘eggs)for the migratory ayu tO 3．2×10 一6．1× 

10’eggs Caverage 4．0×10 eggsfor the landlocked ayu，and  the prevailing period of spawning 

advanced from late Septem ber-early October for the migratory ayu to early September- late 

Se ptember for he landlocked ayu，having an about 20 days adv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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