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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要 本文记述了鄙阳湖产太湖短吻银鱼 ” ” , ” 、

乔氏短吻

银鱼 儿 犷 ” 、

雷 氏 银鱼 ” ” 夕 犷 等三种银鱼的成熟

年龄
、

繁殖时期
、

生殖群体的体长
、

性比
、

生殖力
、

卵的特征等繁殖生物学资料
,

并记述了太湖短吻银鱼

性腺成熟系数的周年变化
、

太湖短吻银鱼和乔氏短吻银鱼的产卵生态条件等
。

近二十年来鄙阳湖银鱼产量急剧下降的主要原因是产卵场遭到了严重破坏
。

银鱼生命周期仅一年
,

繁

殖力强
,

认为加强繁殖保护
、

合理安排捕捞时间是恢复都阳湖银鱼资源的关键措施
。

都阳湖产银鱼 种 含 亚种
,

即太湖短吻银鱼 ” 无 无无。艺
‘

。

托 玄
、

乔氏短吻银鱼 ,, 。 儿 、

雷氏银鱼 ” ” , ,

, , 叭‘ ‘ ,

它们是都阳湖的重要经济鱼类
,

以太湖短吻银鱼产量最大
。

年代
,

都阳湖银

鱼年产量 左右
,

到 年
,

年产量仅
。

为了查明其衰退原因
,

为银鱼的繁殖保护和

资源增殖提供科学依据
,

作者对都阳湖产银鱼的繁殖生物学特性作了初步的探讨
。

一
、

材 料 和 方 法

调查工作在 年 月至 年 月间进行
,

在所经历的三个春季和二个秋 季 繁 殖 季

节 内进行连续采集与观察
。

标本的采集主要在小渔船上进行
。

备有三角形抄网和密眼拖网
,

用于捕捞银鱼及其仔鱼
。

所获标本按不 同要求分别测量
、

统计
、

整理
。

在产卵场
, 以卵巢处

于第 期的亲鱼出现时期
、

仔鱼出现期及生长情况
,

判断产卵期
。

以产卵高峰期的水文气象

实测记录
、

分析银鱼的产卵生态条件
。

解剖卵巢成熟度达第 期中期或末期的雌鱼
,

计算怀

卵量
。

采取全部计数成熟卵粒 完全充满卵黄 和 皿时相卵母细胞 开始积累卵 黄 的 小 型

卵 的方法
,

计数个体绝对怀卵量
。

相对怀卵量以成熟卵 粒 空壳体 重 克 算出
。

性

腺成熟系数按性腺重 体重的百分数标出
。

卵径测量使用经 福尔马林固定的标 本
。

其 它

长度和重量的测量
,

均使用经 福尔马林固定的标本
。

二
、

结 果 与 讨 论

一 成熟年龄及繁殖时期

经调查
,

发现三种银鱼均是 周龄达性成熟
,

亲鱼繁殖之后不久即死去
。

太湖短吻银鱼

在都阳湖有春
、

秋两个繁殖季节
,

而乔氏短吻银鱼和雷氏银鱼仅在春季繁殖
,

分述如下

任本根
、

戴年华
、

聂善明等同志参加部分工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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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湖短吻银鱼

春季产卵期 年我们在繁殖期间作了连续采集
。

获得卵巢处于第 期雌鱼的最早日

期是 月 日 ,
以后连续获得第 期雌鱼

。

至 月中旬
,

所获的雌鱼绝大多数卵巢已退化缩

小
,

难于找到第 期的雌鱼
,

且亲鱼数量锐减
。

据此推断
,

太湖短吻银鱼在鄙阳湖的春季产

卵期是 月中
、

下旬至 月中旬
。

秋季产卵期 在鄙阳湖
,

由于秋季繁殖的太湖短吻银鱼数量较少
,

难于准确确定其产卵

期
。

根据 年 月 日在罗溪湾获得第 期亲鱼的同时捕得全长 , 的幼鱼推断
,

在

月上旬或中旬已开始产卵 又根据
、

二年在大郁池
、

罗溪湾
、

英山湾等处的调查
,

至 月中旬
,

亲鱼卵巢萎缩捕不到卵巢处于第 期的雌鱼判断
,

产卵 已基本结束
。

太湖短吻

银鱼在都阳湖的产卵期与太湖
、

洪泽湖接近 〔“ 一 凌 ,

但与滇池相差甚远 〔“ 枯

乔氏短吻银鱼

年连续采集中
,

发现卵巢处于第 期雌鱼的最早日期是 月 日
,

以后可以连续获

得第 期的雌鱼
,

至 月 日
,

亲鱼数量锐减
,

所获亲鱼性腺萎缩
,

消化道 内食物极少
‘

据

此推断
,

乔氏短吻银鱼的产卵期为 月中旬至 月中旬
。

。

雷氏银鱼

三年的调查中
,

每年 一 月份都可以在英山湾
、

罗溪湾及整个青岚湖
、

大郁池找到性

腺处于第 期的雌
、

雄鱼
,

但数量极少
,

同时发现少量仔鱼
、

稚鱼
。

至 月上
、

中旬
,

都阳

湖南部
、

东部
、

东北部突然出现其幼鱼
,

且数量较多
。

如 年 月 日获得的幼鱼
,

全长

士 ,

体重 士 。

初步认为
,

雷氏银鱼的主要产卵

场不在湖体
,

产卵期稍早于太湖短吻银鱼
。

二 雌
、

雄鱼的外形区别及其副性征

银鱼性未成熟前
,

从外观上很难鉴别雌
、

雄
,

而成熟个体则极易区别
。

一般说来
,

雄鱼

的臀鳍中部的鳍条较长
,

有 一 根特别粗长并弯曲呈波浪状
。

整个臀鳍呈凸形
,

基部两侧

各有一列排列整齐的鳞片
,

前面鳞片大
,

后面鳞片小
,

其鳞片数随种的不同和成熟度的不同

而异
,

性成熟的太湖短吻银鱼 一 片
,

乔氏短吻银鱼 一 片
,

雷氏银鱼 一 片 , 而雌

鱼的臀鳍中部鳍条较雄鱼短
,

无臀鳞
。

此外
,

乔氏短吻银鱼的臀鳍基部中央有一黑斑
,

雷氏

银鱼雄鱼的胸鳍较雌鱼尖长
,

太湖短吻银鱼和乔氏短吻银鱼雄鱼的胸鳍有一
、

二根稍长的鳍

条
。

三种银鱼副性征出现的时间见表
。

三 生殖群体的组成
。

体长 在银鱼的繁殖季节
,

采 集 三 种 银鱼亲鱼标本
,

经测量
、

整理
,

结 果 见 表
。

太湖短吻银鱼 测量春季繁殖鱼 尾
,

雌鱼平 均 体 长 土 , 以

一 和 一 二体长组为主
,

占 雄鱼平均 体 长 士 。

二 , 以 一 和 一 二体长组为主
,

占 图
。

从平

均体长看
,

雌鱼体长大于雄鱼
,

经方差检验
,

差异极显著
。

同样
,

测量了秋季繁殖鱼 尾
,

雌

鱼体长 土 二 雄鱼体长 土 ,

也表现出雌鱼体 长大

于雄鱼
,

经方差检验
,

差异亦显著
。

乔氏短吻银鱼 测量标本 尾
,

雌 鱼 体 长 士

选 ,

以 一
、

一 和 一 三 组 为主
,

分 别 占
、

、

雄鱼体长 士 ,

也 以 上 述 三 组 为主
,

分 别 占
、 、

图
。

从平均体长看
,

雌鱼略大于雄鱼
,

但经方差检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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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郑阳湖产银鱼的副性征与生长时期
、

体长的关系
,

鳖洲默种 类 副性征出现
率 男

出 现
平

些
数

嵘 夜症不沫爵
性腺分期

副一均

太湖短

吻银鱼

邓
、 、

夕
、 、

夕
、 、

。

。

一

一

一

。

工

、

初

乔氏短

吻银鱼

、 、

夕
、 、

夕
、 、

、 、 。

。

一

一 夕

一胡

书一即

雷 氏

银 鱼

夕
、 、

、 、

、 、

, 。

⋯
。

。

一

一

一

表 邵阳湖产银鱼生殖群体的体长

一二 集 时 。 种 类 性另,

黑
太

默巍日
·

戳
。 乔氏短吻银 ·

引
黑

雷氏银 ·

日

体 长 也

士 弓

夕 土 立

士 儿 ,

夕 士 阳

士 妞

士 夕

。

士
一

,拐

, 士 , 丈

雌
、

雄鱼体长差异显著
性检验 检验

弓 。 。 , , , 。 。 一

差异极显著

弓

一

。 。 ,, 。 。 夕

差异显著

。 , , 。 。 。

差异不显著

平均数士标准差 侧量鱼尾数

雌
、

雄鱼体长无显著差异
。

雷氏银鱼 雌鱼

体长 士 ,

雄鱼

士
。 。

。

性比 根据 一 年三 年 春

季繁殖期在英山湾
、

罗溪湾产卵 等 处 的 调

查
,

发现太湖短吻银鱼在繁殖季节里雌
、

雄

比例变化很大 表
。

并有如下特点 性

成熟前
,

性比接近
。

繁殖季节初期
,

常表现出雄鱼少于雌鱼
。

以后
,

雄鱼 比例逐

渐减少
,

到繁殖季节后期
,

雌鱼多于雄鱼
,

产卵期结束后
,

剩下少量濒死的亲鱼中
,

几

乎全为雌鱼
。

在繁殖期
,

产卵高峰时
,

雄鱼

‘‘卜卜,、闭如加

军坦︸、左燕匕长丈

七共丫戈二瑟不尸片矜
于教长 讯

图 春季繁殖的太湖短吻银鱼生殖群体的体长

” “‘

刀 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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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训

一军公祖发四平长脚

体 长 弋

图 乔氏短吻银鱼生殖群体的体长

”

表 弓 郑阳湖产太湖短吻银鱼的性比
” “ ”

⋯
、 二

⋯
, ”

·

‘

期雌鱼
尾 天 气 及 产 卵 情 况鱼

尾
雄击一

尾
雌

年
、

月
、

日 地

‘

夕
,

,

,

,

夕

,

, ‘

,

,

,

,

,

,

,

, 弓

,

夕

,

,

,

弓
,

性成熟前

性成熟前

性成熟前

性成熟前

性成熟前

性成熟前

小雨
,

北风 级

阴转睛
,

南风 级
,

产卵活跃

睛
,

无风
,

产卵活跃

雨
,

北风 级

晴转雨
,

北风 一 级

中雨
,

北风 级

雨

雨
,

北风 级
,

湖水暴涨

晴
,

产卵活跃

睛
,

产卵活跃

一巧片

产月冲行︸,曰,,土,占

瓢季黔鳃豁级
,

中
、

大雨
,

北风 级

阴
,

大雾
,

无风

阴转小雨

小雨
,

北风 级

阴转睛
,

北风 级

阴
,

北风 级

晴
,

东南风 级

晴
,

南风 级
,

产卵活跃

阴
,

多云
,

南风 级

产卵结束

当天晴转小雨巧了。

﹄

,弓、︼,‘曰

心上

巧印肠妇书拐九加

︸,勺山八︸,人,上

肿巧刀即。

幼口

弱始

湾湾湖池湖池湾湾湾湾湾湾湾湾湾湾湾湾湾湾湾湾湾湾湾湾湾山山岚郁妙郁山山山山山山山山山山山山山山山山山山山山溪英英青大新大英英英英英英英英英英︸尖英英夹英英英英英英罗夕
、 、

夕
、 、

、 、

夕
、 、

夕
、 、

、 、

、 、

、 、

、 、

、 、

夕
、 、

夕
、 、

、

选
、

、

噢
、

、

退
、

夕
、

巡
、

夕
、 、

弓
、 、

夕
、 、

、 、

夕

夕
、 、

、 、

、 、

夕
、 、

、 、

夕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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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例大
,

非产卵高峰时
,

雄鱼 比例则变小
。

据张开翔等 报 导 〔‘ ,

按全过程分析
,

洪泽湖产

太湖短吻银鱼雌
、

雄性比为
,

但雄鱼随着产卵活动的增强而增多
,

一旦产卵活动减

弱
,

雄鱼则明显减少
。

这个结果与我们的调查基本一致
。

我们认为
,

产卵活动强时
,

雄鱼活

跃
,

易于捕捞
,

造成雄鱼增多的现象
。

总的看
,

还是越到产卵后期雄鱼越少
,

也即在繁殖之

后雌鱼存活的时间较雄鱼要长一些
。

从摄食状况看
,
雌鱼产卵过程中停止摄食

,

产卵后
,

摄

食量大增
‘ 。

另一方面
,

太湖短吻银鱼属多次产卵类型的鱼类
,

雌鱼产卵后
,

卵巢能继续发

育至再次产卵
“ 。

乔氏短吻银鱼的性比变化也很大 表
,

在产卵期前性比接 近
,

产 卵 期内产

表 那阳湖产乔氏短吻银鱼的性比

万
。 ”

年
、

月
、

日 地 点

甲 黔 天 气 及 产 卵 情 况鱼
尾

雄鱼
尾

雌‘

性成熟前

性成熟前

性成熟前

前 天晴天
,

阴
,

北风
南风 级
级

,

产卵活跃
当天晴转犯弱

岛口八梦
奋

⋯
,

别

八

加书蛇

,人

夕
、 、

夕
、 、

、 、

夕
、 、

新 妙 湖

青 岚 湖

大 郁 池

英 山 湾

卯肠肠卯弱八己,山及石酬
‘
刀,曰内‘而

曰‘叮气︶一‘上,占下孟
仍以肠卯邪钊︸卜一,︸土土。曰月止‘止湾湾湾湾湾湾湾湾湾湾湾湾湾湾山山山山山山山山山山山塘溪溪英英英英英英英英英英英土罗罗弓

、 、

、 、

夕 弓
、 、

、 、

夕
、 、

夕

工夕
、 、

夕 弓
、 、

工夕
、 、

夕
、 、

、 、

、 、

始
、 、

、 、

始
、 、

始
、 、

、 、

。

, 。

’ 。

苦

, 。

‘ 。

。

, 。

‘ 。

吕

。

工 ,

。

中
,

大雨
,

北风 级

阴
,

大雾
,

无风

阴转小雨

小雨
,

北风 一 级

阴转晴
,

北风 级
,

产卵活跃

阴
,

北风 级

晴
,

南风 级
,

产卵活跃

晴
,

南风 级

阴
,

多云
,

南风 级

珠湖堤外

珠湖堤外

吕

, 。

卵活跃时
,

表现出雄鱼多于雌鱼
。

这佐证了张开翔关于太湖产乔氏短吻银鱼的性比与产卵活

动有关
,

产卵活动越强
,

雄鱼越多的结论 〔日 。

与太湖短吻银鱼不同的是 在整 个 繁 殖 季 节

内
,

并未表现出雄鱼 比例逐渐减少的趋势
。

秋季繁殖的太湖短吻银鱼和雷氏银鱼所获标本不多
,

有待于进一步研究
。

〔四 生殖力

计算了 年 月在英山湾获得的卵巢处于第 期中期或末期的雌鱼的怀卵量 表
,

其中计算相对怀卵量时仅计成熟卵
。

从表 可以看出
,

三种银鱼的绝对怀卵量有 明 显 的 差

异
,

仅计成熟卵时
,

太湖短吻银鱼为 士 粒
,

乔氏短 吻 银鱼为 士 粒
,

雷氏银鱼

陈国华
、

张本
,

番邸日湖产太湖短吻银鱼摄食的观察
, 夕邵年

,

手稿

陈国华
、

张本
,

鄙阳湖产太湖短吻银鱼卵巢发育组织学的研究
, 夕 年

,

手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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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哪阳湖产银鱼的个体怀卵量

己

七分⋯太 湖 短 吻 银 鱼 乔 氏 短 吻 银 鱼 雷 氏 银 鱼

全长 二 四 一
一

士 夕

一

士

体长
弓一夕 弓

士 夕
丝
夕

一

士

。

一 夕 弓

土

夕 一

弓士 弓

体重
一 弓 夕

夕 士 夕

空壳重 功

一
士 夕

叫 一

夕 土夕

一 弓

士 夕 厂

夕 一

士

一

士 夕

成熟系数 男 邓 一
。

士
丝 一

土
弓一 夕

,

士

⋯些
乃型箩日
母细胞

绝 ,
。。

刁 ⋯ 夕 一 工

士 土

弓夕一 弓夕弓

士 弓

量 母细胞
夕 一

土

弓一
夕 士 夕

︵粒对怀卵

一
士

一
夕士

理
一夕 里

士

相对怀卵量
粒 克体重

一
夕 士

最小值一最大值
平均值士标准差 测量数

士 粒
。

表现出个体大的种类绝对怀卵量亦大
,

但相对怀卵量则差异很小
,

太湖短吻

银鱼为 粒 克体重
,

乔氏短吻银鱼为 粒 克体重
,

雷氏银鱼为 粒 克体 重
。

从 表

还可以看出
,

三种银鱼的卵巢中
,

时相对卵母细胞在个体绝对怀卵量中所占比例也是不

相同的
,

太湖短吻银鱼 占
,

乔氏短吻银鱼占
,

雷氏银鱼仅占
。

这种比例

上的明显差异
,

是否与产卵类型有关
,

是值得探讨的
。

五 卵的特性

银鱼产粘性卵
,

沉性
,

成熟卵子圆形或椭圆形
,

多呈淡黄色
。

卵子的动物性极有一受精

孔
,

孔的周沿着生粘丝
。

卵子刚产出时
,

粘丝呈辐射状覆盖于卵膜上
,

常有分枝
,

另一端伸

向卵的植物性极
。

受精卵卵膜吸水膨胀后
,

从伸向植物性极的一端开始
,

粘 丝 从卵膜 上 脱

落
,

游离于水中
,

仅受精孔的一端连着卵膜
。

脱下的粘丝可将卵粘附在所接触的物体上
,

没

有碰到附着物时
,

这些粘丝常互相粘成一股
,

呈梨蒂状
。

上述现象以乔氏短吻银鱼卵最为明

显
。

太湖短吻银鱼卵的粘性较差
。

都阳湖产三种银鱼卵的粘丝数量和特征见表
。

太湖短吻银鱼卵径 一
,

粘丝 一 根
,

粘丝较直
,

分枝多
,

粘性较差 乔

氏短吻银鱼卵径 。 一
,

粘丝 一 根
,

弯曲程度高
,

分枝多
,

粘性较强 雷 氏银

鱼卵径 一
,

粘丝 一 根
,

弯曲程度中等
,

有分枝
。

六 太湖短吻银鱼性腺成熟系数周年变化

雌性太湖短吻银鱼有卵巢 对
,

位于消化道两侧
,

不对称
,

左侧 个位于鳃之前
,

紧贴

消化道
,

右侧 个从缥末端开始
,

延伸至消化道末端
。

雄鱼有精巢 个
,

在缥之后
,

紧贴消

化道右侧
。

精巢和卵巢的形态随乒熟度不 同而有差异
。

测量了
、

年逐月采集的太湖短吻银鱼卵巢成熟系数
,

结果见表
。

周年中
,

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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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郡阳湖产银鱼卵的特征

乔 氏 短 吻 银 雷 氏 银 鱼

卵

径

件

长 径
一

。

短 径

一夕

弓 一 夕夕 翻一

〔台

一夕夕

夕

一夕

一⋯丁丁一

粘丝数 根
一 山

工
一

粘 丝 特 征 较直 ,

分枝多
。

弯曲程度高
,

分枝多
,

粘性张
。

弯曲程度中等
,

有分枝
。

最小值一最大值
平均值 〔测直蔽了 一

表 那阳湖产太湖短吻银鱼卵巢成熟系数
袅

, ” “ ”

竺万罚犷广一 , 一 一一
’

“ ⋯
一 ‘ ’ 一

号 ”一

广
一

”
’ 一

‘

二兰丰竺竺粉一上二竺竺上华矍竺竖兰上少色兰生
。 一 平 一 夕 一

。
,

、 ‘ 一丙蕊一认 陈
一 石 一 护 二病 福 一 二 丁二 认 产 二 二一高 二 二之 亏 一 丁二 二孟 产石 下二万 丁二 福, 一 一 口

—一 一三兰里王资立望上
乙 乙

’

土 “ “ 乙 ’ ”
’

匕土
‘

竺兰一毕一止
一一一

一

、

、

一

夕士

一 夕

士

弓一 夕

士 又

一

士

夕 一

士
一

丈

、 一

不取王丁五了 了厂一

马
、 材一 夕

士

一

士
、

工
、

一

士

、
弓 一

士

一
,

士

一 夕

士

一

弓 士

夕 夕一夕 夕

士 弓 夕

夕工 一 里 夕

夕 士 夕夕

一
夕 士 夕弓

一

士

一

士

夕 一

弓 士 夕

一

士工 弓 弓

一

飞 士 一

一

飞妊叹刁 丁亏厂一

夏
、

万
阳一岛

⋯ 夏
、

初

一

士

一

士
移 、

初
、

万中
工

一

士

一

土 弓

、 夕一夕

土
,

、
一

士 夕

、
一

士 弓

一

士

一

它 士

弓 一

夕 士 左

开初
、

、

初
、

中

中
、

末
、少“

一︸

⋯
一

⋯
一一︸一一

了初
、

丁中
、

丁末
、 、

砚

、

砚
叨一

最小值一最大值
平均值士标准差 测量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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巢成熟系数 一 月为 一
,

一 月开始增大
,

月以后迅速增大
,

由

猛增到 月份的 和 月份的
,

最大值可达到
。

一 月成熟系 数 保持

在 一 的水平
,

直到产卵结束
。

洪泽湖所产太湖短吻银鱼的卵巢成熟系数平均为
,

变幅为 一 〔 ,

比都阳湖产太湖短吻银鱼高
。

太湖短吻银鱼精巢成熟系数
,

月份

以前都小于
,

到 月份最大
,

其范围是 一
。

七 产卯场及产卵生态条件

在都阳湖发现太湖短吻银鱼和乔氏短吻银鱼的产卵场有 处 罗溪 湾
、

英 山 湾
、

大 郁

池
、

余干县院前彭家附近湖区
、

土塘湖 西湖
、

竹筒湖
、

花庙湖
、

珠湖堤外
、

新妙湖堤外
、

矶山湖堤外
。

总面积
“ ,

其中罗溪湾
、

英山湾
、

大郁池等三处又有太湖短吻银鱼 的 秋

季产卵场
。

雷氏银鱼的主要产卵场不在湖体 〔 」。

太湖短吻银鱼和乔氏短吻银鱼属集群静水产卵鱼类
。

春季
,

性成熟的银鱼从越冬场向各

产卵场集中
。

根据 一 年在罗溪湾
、

英山湾
、

土塘湖等产卵场的调查
,

产卵场具有静

水
,

风浪小
,

水深 一
,

底质淤泥
,

间或有水草分布和水中食料生物丰富等环境条 件
。

另外
,

由于都阳湖的周年水位变幅大 多年月平均水位差达
,

存在冬季水位低的特

殊原因
。

所以
,

银鱼产卵场还必须与越冬场相通
。

否则
,

银鱼无法进入产卵场
。

太湖短吻银鱼产卵对气候条件要求不甚严格
。

繁殖季节
,

在产卵场几乎可以 连 续 找 到

卵巢处于第 期的雌鱼
,

但是产卵高峰都出现在晴天
,

南风 一 级的天气条件下
,

见表
。

产卵期间水温为 一 多℃ ,

产卵高峰均在 一 ℃
。

乔氏短吻银鱼产卵对气候条

件也无苛求
,

产卵期间的水温为 一 ℃
。

三
、

繁殖保护和资源增殖意见

郡阳湖现有银鱼产卵场
。

近二十年来
,

被破坏的产卵场面积达 , 。

都阳

湖银鱼产量
,

由于六十年代的 左右降至 年的
。

资源急剧衰退
,

其主要原因之

一是产卵场遭到了严重的破坏
。

由上述繁殖生物学资料可知
,

银鱼生命周期短
,

繁殖力强
,

资源极易受到破坏
,

如加强保护
,

也易恢复
。

我们曾建议
,

在青岚湖 包括罗溪湾
、

英山湾
、

金溪湖 包括大郁池
、

莲子湖
、

土塘湖
、

竹筒湖
、

花庙湖
、

珠湖堤外
、

新妙湖堤外
、

矶山

湖堤外等处设立春季禁渔区 月 日至 月 日
。

在罗溪湾
、

英山湾
、

大郁池等处设立

秋季禁渔区 月 日至 月 日
。

在禁渔期内
,

禁止一切密眼网具进入禁渔区作 业 、

这一建议
,

年开始得到部分实施
,

取得了一定的成效
。

因此
,

应将银鱼的繁殖保护工作

长期坚持下去
,

并合理安排捕捞时间
,

以增殖都阳湖的银鱼资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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