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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库网箱中加州妒鱼生长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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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科学院水生生物研究所 武汉 � � � �  ��

摘要
�
在三峡库区一水库内利用诱食剂引诱小型 鱼类

,

为网箱中的加州妒鱼提供天然饵料
,

以观测加州妒鱼的生长情况
。

通过剪鳍标记方法
,

把三 口网箱中的加州妒鱼分为六个平行组

和一个对照组
,

平行组的加州妒鱼掠食被诱食剂引诱进人网箱的小型鱼类
,

而对照组 的则摄

食投喂足够数量的小型鱼类
。

结果表明
�

��� 平行组和对照组间加州妒鱼的生长差异不显著 �

��� 加州妒鱼的生长是逐渐增大的
,

生长速率时快时慢
,

并且呈日趋减缓态势
�

�� 实验结束时

的体重比实验前平均增加了 � ��
�

� �
,

平均 日增重 �
�

� � � �� �加州妒鱼的体重与生长时间呈

线性关系
,

生长方程为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加州妒鱼

的生长质量是不断变化的
,

似乎遵循瘦 一肥 一 瘦循环生长规律 � �� 加州妒鱼的体长与体重呈

幂指数关系
,

其回归方程为
�

� � �
�

�� � �亡
� � ��

�� � �
�

�� ��
,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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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 国加州妒鱼 「�从
‘

�� 
�� ��

、 �� �� �� ��
、
�� ��

�‘户冠�
�」

,

又名大 口黑妒
,

以其肉肥 味美
,

经济价值较高而愈来愈受到市场重视
。

有关加州妒鱼繁殖
,

饲养方面的研究已有报道
,

但

对其生长
,

尤其是在天然水域里生长方面 的研究
,

实不多见
,

为此
,

遵循生态学原理
,

直接

利用天然水体里小 型渔类资源
,

在网箱中对加州妒鱼的生长进行了为期二个多月的试验
,

以期探明在无人工投饵的条件下
,

加州妒鱼的摄食
、

生长状况
,

为在天然水域里发展渔业

养殖又一新品种
,

提供科学依据
。

� 材料和方法

试验地点在湖北 省宜 昌县 梅子娅水 库
。

该水库面 积约 ��
�

�� �
�� � ,

最 大水深大 于

�� �
,

是 以居 民生活饮用为主要功 能的小型水 库
。

水库的水质 良好
,

透 明度较高
,

鱼类

水产资源颇 为丰富
,

常见 的有鲤
、

螂
、

鳌
、

帕
、

螃皱
、

麦穗 鱼
、

暇 虎鱼
、

级
、

虾等
。

在水库的

一处库湾
,

共架设网箱三 口
,

网箱离岸距离约 ��
,

网箱处平 均水深约 ��
,

网箱间隔距

离约 � �
。

网箱规格
� � � � � �

�

��
,

网眼 �� �
,

无节
。

其中在两 口 网箱长 和宽各 一面的

中下部
,

分别开一直径约为 �� � � 的 圆孔
,

孔 口 处安装鳝鱼螃
,

使得鱼
、

虾 只能进人网箱

而出不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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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验用美 国加州妒鱼是湖北省水 产科学研究所 一试验基地 的当年苗种
,

平均全长

�
�

�� �
,

体长 �
�

� � �
,

体重 �
�

� �
。

在每 口 网箱内分别放人试验鱼 � 尾
,

并把其中装有鳝鱼

蝶网箱�简称 �
、

� 号网箱 �里的试验鱼
,

按每 � 尾为一组
,

分别剪去左或右腹鳍作为标记
,

从而使这二 口装有鳝鱼蝶网箱的试验鱼共分成 � 组作平行实验
。

实验从 � �� � 年 � 月 ��

日起
,

至 ��� � 年 � 月 �� 日结束
。

实验其间
,

每 日按早
、

晚定时向装有鳝鱼嵘的网箱中撒

少许诱食粉剂一次
,

而对于另一 口 网箱 �简称 � 号网箱 �则每日早晨投喂足够数量的小杂

鱼
,

让该网箱内的试验鱼能得到充足摄食
,

作为对照组
。

同时
,

基本上每隔 �� 日测量一次

试验鱼的生长指标即全长
、

体长
、

体重
。

称量仪器使用 的是武汉 自动化仪表厂生产的 � �万一�� �� � 型 电子天平
,

其称量范围

为 �一� � � � �
。

数据处理采用通用统计分析软件在电子计算机上进行
。

� 结果与分析

�
�

� 加州妒鱼体长
、

体重的变化

考虑到三口 网箱之间
、

剪鳍与没剪鳍之间及剪左鳍与剪右鳍之间可能存在着差异
,

首

先对这三 口 网箱中加州妒鱼的全长
、

体长和体重作方差分析
,

结果见表 �
。

表 � 加州妒鱼全长
、

体长和体孟的方差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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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1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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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7 0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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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 6 0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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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3 9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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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3 5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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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8 8 3

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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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表 1 可以看出
,

这三 口网箱间加州妒鱼的全长
、

体长和体重均没有显著差异
,

剪鳍

与没剪鳍及剪左鳍与剪右鳍之间其全长
、

体长和体重也没有显著差异
,

这一方面充分说明

本实验所设的六个组是平行的
,

剪鳍与没剪鳍对加州妒鱼生长的影响不甚明显
,

另一方面

还说明引诱小型鱼类进人 网箱和直接投小型鱼类供加州妒鱼摄食
,

其生长基本相同
,

同时

还说明该水库中的小型鱼类资源丰富
,

诱食剂 的引诱效果 良好
。

将加州妒鱼的体重与生长天数进行回归分析得知
,

其体重 (W )与生长天数(d) 之间的

动态关系是线性关系
,

生长方程见表 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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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加州妒鱼的体, 生长方程

Ta b
.
2 T he eq tlatio ns of we ig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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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
= a + b X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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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37888 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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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7888 19

.
379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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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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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83666 0

,

6 4 4 1 1

.

1 9 3 8 0

.

8 1 8 111 1

.

0 9 1 999

PPPPP
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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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 0 0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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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0 0 00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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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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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0 0 000 0

.

0 0 0 000

TTTTT

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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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9 6 2 0

.

9 9 4 222 0

.

9 8 6 0 0

.

9 9 6 1 0

.

9 9 5 777 0

.

9 8 7 000

注:W
,

体重 ;d
,

生长天数 ;L
,

剪左鳍 ;R
,

C

,

未剪鳍

将体重取平均值
,

生长方程为
:
w = 7

.
806 5 + 0

.
76 51d (n = 7

,

p = 0

.

0 0 0 0

,
r

= 0

.

9 9 6 5
)

。

经修正 统一 后 的体重 生长 方程则 为
:
w = 8

.
765 5 + 0

.
7900 d (n = 81

,

p =
0

.

0 0 0 0

,
r =

0

.

8 5 5 5
)

。

如果按每次测量的时间把加 州妒鱼 的生长划分为几个阶段
,

根据相对生长率 (R el
a-

tive g
row
th ra te)公式

:R G R = (W2
一
W
l
)
X 1 0 0 /W

, 、

日生长率 (D
aily g

row
th rate)公式

:

D G R = (飞
一
w

,
)

x l o o / (
t : 一 t ,

)
X

W
I 、

特定 生长率 (Sp
eeifie g

row
th rate)公式

:以;R =

(1
1介万2 一 l

r1
W
I
)
X
10 0/ (几

一 t l
)分别计算其相对应 的数值

,

得到加州妒鱼在各个生长 阶段

(瞬时)和到该生长阶段 (平均)的各种生长率
,

结果见表 3
。

表 3 加州妒鱼的生长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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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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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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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7 9 2

6
.
52 3 5 6 7 8 1 1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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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12 0

4
.
10 9 0 2

.
4 4 0 2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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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5 3 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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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14 6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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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3 2 8 3

.
13 2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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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a

i l y g r o
w t 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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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 以〕R
,

S p
ec i al g r o w t h ra t e ;

1 2

.

5 3

3 7 5

.

4 9

1

.

1 3 9 0

6

.

5 8 7 5

1

.

0 7 3 1

2

.

7 3 5 4

I
n s t a l l t a l l e丈〕u s

2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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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5

4 9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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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1

2

.

4 9 4 8

7

.

3 7 4 8

2

.

2 2 7 3

2

.

6 5 9 6

A
,

A
v e r a g e

由表 3 所列的数据结果表明加州妒鱼
:
(1) 在各阶段的相对生长率基本上是逐步减小

的
,

说 明其生长上升趋势在逐步减缓
,

但总的趋势在逐步提高
,

至实验结束时体重增加 了

近 5倍 ;(2) 日生长率在各阶段的前后变化呈
“

S’’型
,

即先上升后下降再上升
,

说明在整个

过程中其生长时快时慢
,

并且总体上随着时间的推移呈上升趋势
,

平均 日增加体重 7 个多

百分点 ;(3) 特定生长率在总体上为先上升后下 降态势
,

但各个阶段前后 的变化与 日生长

率的相似
,

也显示出其生长速度快慢不一的特点
。

由此看来
,

加州妒鱼的生长速率显然是

比较快的
,

而且在整个实验过程中加州妒鱼 的生长是不断变化
、

逐渐增大的
,

生长节奏时

快时慢
,

有 日趋减缓之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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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
2 加州助鱼体长

、

体重的关 系

根据实验数据
,

试用多种函数形式对加州妒鱼 的体长与体重进行 回归分析
,

结果发现

在实验期间加州妒鱼的体长与体重 以幂指数形式得到的回归方程拟合程度最高
,

其回归

方程公式为
:
W =

a丫
妙

。

由前面的方差分析结果 已知各组实验间不存在显著差异
,

因而

其体长与体重 的回归方程公式可用一个经过修正统一 的公式来表示
:

W = 0
.
00 857公

乃33 ,
( P = 0

.

0 0 0 0
,

r 二 0
.
9 9 0 5 )

一般地
,

在描述鱼类生长时
,

通常用丰满度(Fu nne ss )( 凡 = 100
Xw /公 )和体长与体

重 回归方程公式 中幂指数的数值来比较其体质的强弱程度
。

将实验过程中加州妒鱼的体

长与体重回归方程公式中幂指数的数值进行分析
,

结果表明幂指数 b 的数值和丰满度凡
值的动态状况基本吻合

,

均 随时间而发生变化
,

且略呈现 中间大两边小 的状态
,

反映出加

州妒鱼在生长阶段的生长质量是不尽相同的
,

在该生长环节里
,

其质量的变化过程为
:
瘦

一 肥 一 瘦
。

有关分析结果见表 4
。

表 4 加州妒鱼体长与体重回归方程公式参数和丰满度变化表

Ta b
.
4 T he rela tionsh iP betw ee

n fullness an d 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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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ter s of r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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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atio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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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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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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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u

g

.

1 1

,

Se

p

.

2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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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1
〕
.

a
0

.

0 0 7 1 0

.

0 0 6 0 0

.

0 0 5 9 0

.

0 0 4 3 0

.

0 0 7 4 0

.

0 2 1 8 0

.

0 0 8 9

b 3

.

3 9 8 2 3

.

5 0 5 0 3

.

5 2 8 0 3

.

6 4 0 1 3

.

3 9 3 1 2

.

9 6 9 3 3

.

2 8 6 9

P 0

.

0 0 0 0 0

.

0 0 0 0 0

.

0 0 0 0 0

.

0 0 0 0 0

,

0 0 0 0 0

.

0 0 0 0 0

.

0 0 0 0

r

0 9 3 9 5 0

.

9 1 2 5 0

.

9 9 4 3 0 9 8 9 2 0

.

9 5 7 7 0

.

9 8 6 8 0

.

9 6 1 6

K

q
J

1

.

7 2 0 9 1

.

9 7 8 1 2

.

1 2 3 6 2 1 3 6 3 2

.

0 5 5 1 2

.

0 5 0 9 1

.

9 4 7 2

2

.

3 加州妒鱼的摄食

在实验过程 中
,

观察注意到加州妒鱼喜食棒花鱼
、

麦穗 鱼及虾
,

而不太喜食螃皱和卿

鱼
。

其平均饵料系数为 10
.
6

。

由于实验期间水库的水温变动范 围不大
,

因而看不 出加州

妒鱼的摄食量与水温之间存在很明显 的关系
。

2

.

4 加州助鱼体长
、

体重与水温的关系

从水温的记录数据来看
,

实验期间水库 的最低水温为 21 一28℃
,

最高水温为 24 一

29℃
,

平均最低和最高水温在 24
.
1一26

.
0℃ 波动

,

波幅不大
,

加州妒鱼 的体长
、

体重与水

温之间的关系不显著
,

这同时表明这一水温范围对加州妒鱼的生长是 比较适宜 的
。

3 讨论

3
.
1 实验证明

,

采用
“

投草养狼
”

的生态学原理方法在天然水体中养殖凶猛性鱼类是完全

可行 的
,

并且不失为渔业生产的一条新思路和新方法
,

关键在于必须查明水体的小型鱼类

资源状况
,

慎重选择养殖品种和养殖方式
。

3

.

2 关于剪鳍标记对于鱼类存活率
、

生长率和性成熟等方面的影响问题
,

一些学者曾做

过报道
。

Gj er d
e

在研究标记对虹蹲的影响时提出
,

剪鳍对虹蹲的存活率
、

生长率和性成熟

没有影响(3)
。

与本文所得的结果是一致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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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
3 资料表明

,

加州妒鱼的生长 同放养密度
、

饵料的蛋 白质含量有显著关系
,

放养密度

高
、

饵料 的蛋白质含量高
,

则生长快
。

此外
,

其饵料系数同放养密度
、

饵料的蛋白质含量呈

显著 的负相关
,

放养密度越高
、

饵料 的蛋 白质含量越高
,

则饵料系数越低(l, 2) 。

本实验 中

加州妒鱼饵料系数偏高的原因很可能为死亡的小型鱼类腐烂所至
。

3

.

4 从加州妒鱼体长与体重回归方程公式 (W =
a
甘 )中的 b 值和丰满度 K

甲
值的变动状

况来看
,

由于摄食正常
,

实验期间水库的水温变动范围不大
,

而且其他环境因素也未出现

较大的变化
,

因此是否可以认为这就是加州妒鱼生长过程 中本身所遵循的生长规律
,

即瘦

一 肥 一 瘦
,

然后再到肥的质量循环过程
,

还有待于做进一步研究
。

3

.

5 网箱中加州妒鱼生长的平均 日增重率为 7
.
37 %

,

与其他肉食性凶猛鱼类 比较
,

鳃鱼

的平均 日增重率为 1
.
83一6

.
51% (4

,

5

,

7
)

,

大 口鱿约为 9
.
33 0,0 ( 6) ,

虹蹲 0
.
55一5

.
21% (8

,

9
) : 池

塘 中乌鲤的平均 日增重率约为 2
.
63 % (

’“)
。

很明显
,

在充分摄食的条件下
,

加州妒鱼 的生

长速率较快
,

是更具渔业生产发展潜力的养殖品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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