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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 本文对繁殖季节的209尾风鲚标本进行了生物学分析。在采获的标本中．最大体长 

182mm．体重23． gI最小体长94ram．体重3．5g 肥满度“)平均为3．15×10～。其体长与体重的 

回归关系式为 H，=1．174×10圳L 773雌鱼的绝对繁殖力平均为?403．48粒，成熟 系数为 

18．92％ 雄鱼成熟系数8．02％ 绝对繁殖力与体长呈曲线回归关系，F=1．906×10圳L ”．与体 

重呈直线回归关系，F=688 13H，一2儿9．68 

， √ 

关t调 风鲚 繁殖群体 生物学特性 因数关垂 
一 ～ ，一 ，一  

凰鲚 ~Coilia椰 5(Linnaeus)]属 鲱 形 目(Clupei一{ormes)鲱 科 (Clupeidae)鲚 属 

(Coilia)，是一种小型鱼类，我国沿海均 产有 ]，在长江口一带主要分布于祟明至江阴。凰鲚 

属河 口性洄游鱼类，平时栖息于沿海，每年春季大量鱼群洄游到长江 口成淡水区域产卵 ，但 

不上溯至纯淡水 区。当年出生的幼鱼在崇明一带深水处生长 ，以后回到海中。风鲚是长江 口 

地区的主要经济鱼类之一，在生殖季节集群繁殖而形成渔汛，其肉味鲜美，不论鲜食或制成 

罐头，均为人们所喜爱。 

风鲚的生物学前人曾做过一些研究口 ”]，但繁殖时期的生物学因数关系的报道鞍罕 

见。本文对风鲚繁殖群体的生物学特性及因数关系进生了初步研究。 

一

、 材 料 和 方 法 

研究材料分别于1989年5月中旬和1991年5月中旬．取 自崇明岛，捕捞工具为凰鲚流刺 

网。两次共收集风鲚标本209尾，其中雌鱼180尾、雄鱼29尾。分别测量了体长、体重、空壳体 

重、性腺重、绝对怀卵量、卵径大小等参数。对风鲚的体长与体重、绝对繁殖力与体长、体重的 
一 些主要生物学参数进行了相关因子的数据分析。将所测数据在计算机上进行演算，应用程 

序为Lot8t．~l-2-3。体长与体重相关关系用 = 公式进行计算分析I体长与绝对繁殖力相 

关关系用F=aL 、体重与绝对繁殖力相关关系用F=a+bW 公式进行计算分析 利用公式 

刘乐和副研究员对本文审阅井提出意见．肖智．慕步华同惠参加部分工作．在此一井致谢 

本文于1992年3月6日收到，6月1日改回． 

维普资讯 http://www.cqvip.com 

http://www.cqvip.com


2期 曾 强等 ：凤鲚繁殖群体的生物学特性 及因数关系的研究 165 

一 ×100计算肥满度；相对繁殖力 l成熟系数一羞凳耀X 100％ 。 

二、结 果 

1-体长、体重参数 

采集到的凤鲚标本，从外部形态观察有较大差异，通常是雌鱼个体大、雄鱼个体小。在繁 

殖季节，雌鱼因卵巢充满卵粒而使腹部明显膨大 ，雄鱼则无此特征。除此 ，凤鲚的雌、雄鱼的 

外部结构无较大差异 鱼体测量结果见表1。 

表1 凤鲚体长、体重参数 

Tab、1 Body length and body weight of Coilia mystus 

性 别 项 目 体 长(ram) 体 重(g) 标 本 数(尾) 

变异范围 118--182 6．5— 23．4 

雌 平均值 151．06 13．25 180 

标准差 11、64 3．18 

变异范围 94--141 3．5— 10．9 

墟 平均值 12 45 7．84 29 

标准 差 10．46 1．44 

雌 变 异范 围 94-- 182 3．5-- 23．4 

+ 平均值 14 7．65 12．5O 209 

墟 标准 差 1 29 3．54 

表2 风鲚各体长组出现的频数 

Tab．2 Frequency of Coi／／a mystus in various body-Length groups 

体 长 组 出 现 频 数 出 现 橱 辜( ) 

(mm) 雌 雄 总和 占雌鱼 占雄鱼 占总数 

0 2 2 0 良 90 0、96 

1∞ 一 109 0 0 0 0 O 0 

110-- 119 1 】 2 0．56 45 0．96 

12O一 129 2 16 18 1．11 55．17 8、61 

130-- 1曲 21 7 28 1l_67 24、14 13．40 

140-- 149 64 3 67 35．56 1O．35 32．06 

150-- 159 52 0 52 28．89 O 24．88 

16O— l69 25 0 25 l3．89 O 11、96 

170-- 179 11 0 11 6．11 0 5．26 

180--  4 0 4 2．22 0 1．91 

从表2、图1中可看出凤鲚雌、雄鱼体长组的分布趋势，雌鱼体长主要分布于140ram组和 

150ram组 ，出现频数分别为64尾和52尾 ，占雌鱼总数的35 56 和28．89 。雄鱼主要分布在 

120ram组，出现频数为16尾 ，占雄鱼总数的55．1 7 。 

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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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各体长组凤鲚雌雄出现频数 

Fig．1 Frequency of the numbers of female and male of Coilia mystus 

in various body—length groups 

利用公式 一当×1oo计算凤鲚在繁殖季节的肥满度，其结果见表3。 
表3 凤鲚的肥满度( ) 

Tab．3 K Value ofCoi／／a mystus 

性 别 标 本 散 变 异 范 围 平 均 值 标 准 差 

雎 159 2．37×10～ 3．96×10一 3．10×10一● 2．44×10一s 

捶 27 2．61×10～ 4．10×10一‘ 3．39×10一_ 3．75×10-5 

雌 +捶 186 2．37×10～ 4．1O×10一 3．15×10—4 2．85×10—5 

从表3中看 出，风鲚在繁殖季节肥满度( )变异范围在2．37×1O一--4．10×10～，平均 

为3．1 5×10～。而雌鱼与雄鱼个体比较有一定的差异．雌鱼肥满度平均为3．10×10一，雄鱼 

平均为3．39×1O～，则雌鱼的肥满度小于雄鱼。 

2．体长与体重相关关系 

鱼类的体长与体重之间存在一定的函数关系，但种类不同的鱼类，两者之间的函数关系 

亦不同。根据凤鲚标本测量的数据分析．其体长与体重相关关系适合于幂函数关系( 一 

口 )，这与太多数鱼类的体长与体重相关关系是相同的0 “ ．利用有关测量的数据．确定 

幂函数关系式即W=a 中的a、b值以及相关系数r，并计算出相关系的F检验值，其结果 

见表4。得出体长与体重关系的回归方程式为： 

一1．090×10 L ．相关系数 ，检验，F(972．61)> Ⅱ】(6．64)，相关极显著 ‘雄鱼 

=1．394×10 L ，经 F检验．F(131．45)>F。o (7．68)，相关极显著。根据计算值可绘 

出雌，雄鱼体长与体重的回归曲线图(图2) 由图可见，雌、雄鱼体长与体重相关回归曲线有 
一 定差异 ，两条曲线在体长约为120ram 处相交。体长在1 20ram 左右以下时，同等体长雄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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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体重大于雌鱼}而在体长1 20mm以上时，同等体长雌鱼的体重大于雄鱼体重。这种现象随 

体长的增长，差异越来越大。雌鱼与雄鱼混合的体长与体重相关关系式则为：W一1．174× 

1O ，经 F检验 ，F(1824．40)>F (6．64)，相关极显著。根据体长与体重实测数据和 

计算出的相关关系式数据 ，可绘出雌、雄混合的体长与体重相关 回归曲线图(图3)。经分析 ， 

雌雄混合的体长与体重相关回归曲线与雌鱼的回归曲线近似。 

表4 风鲚体长与体重相关因子参数 

Tab，4 The relative factors between body length of body weight of Coilia mystus 

性 别 标 本 敦 6 F 

雌 18o —4-963 2．789 0．919 97厶 61 

雄 29 — 3，85B 2 257 0．911 131．45 

雌 +墟 209 ——4·930 2 773 0．948 3,824．40 

圈2 风鲚雌 、雄体长与体重相关回归曲线 

Fig．2 Regression clal-ve for body length 

and bod y weight of female and 

male of Coilia mystus 

体长(mm) 

图3 风鲚雌雄混合体长与体重相关回归曲线 

Fig．3 Regression curve for bod y length 

and body weight of medley of 

female and male of Coilia mystus 

3．繁殖 

据资料记载，凤鲚均为1龄个体 ]。作者收集的标本经鉴定亦均为1龄．未见1龄以上的个 

体。由此推断，风鲚的生命周期较短 ，亲鱼产卵后不久即死亡。繁殖产卵群体均为补充群体。 

收集了209尾凤鲚样品，其中雌鱼为180尾，而雄鱼仅为29尾，雌雄鱼性比为6．2—1。经解 

剖观察，样品中155尾雌鱼的卵巢和28尾雄鱼的精巢处N期未。少数个体为V期或Ⅵ期．已产 

卵(半产或全产)或已排精 ，其中雌鱼25尾、雄鱼1尾。对1 56尾(其中 ，雌鱼130尾、雄鱼26尾)进 

行繁殖力研究，结果见表5。 

维普资讯 http://www.cqvip.com 

http://www.cqvip.com


湖 泊 科 学 

表5 风鲚繁殖力、成熟系数参数 

Tab．5 The fecond Lty and maturity coe[ficient of Coili口myst“ 

性 别 标 本 数 项 目 变 异 范 围 平 均 值 标 准 差 

绝对鬟殖力(粒／尾) 1968—18304 7403．48 3414 87 

雌 130 相对鬟殖力(粒／g) 2D2．5—1102．7 528．52 172 72 

成熟系数( ) 9 6—28．6 18．92 4 08 

雄 26 成熟 系数( ) 5 0--12．5 8．02 1 96 

4．繁殖力与体长、体重的相关关系 

测量了风鲚雌鱼l 3O尾标本的绝对繁殖力和体长、体重数据，并进行统计分析，结果其绝 

对繁殖力与体长的相关关系符合幂函数关系，与体重的相关关系呈直线关系。 

把测量的数据 ，利用计算机里的 Lotus 1-2—3程序，计算出绝对繁殖力与体长的相关关 

系式 W=a ，与体重的相关关系式 F=n+6 中的相关因子 a、b和相关系系数 r，以及相 

关系数的 F检验值。结果见表6。得出绝对繁殖力与体长的相关关系式为：F=1．906x10 
“

，经 F检验，F C38．23)>F (6．85)，相关极显著 I绝对繁殖力与体重的相关关系式为 F 

= 688．13Ⅳ一211 9．68，F检验 ，F(102．14))F (6．85)，相关极显著。绝对繁殖力与体长、 

体重的回归曲线见图4、5，随着其个体体长的增长和体重的增加，它的绝对繁殖力也相应增 

加 

表6 风鲚绝对繁殖力与体长、体重相关因子参数 

Tab．6 The relative factors between body length 0r body weLght and absolute[econdLty of Cot'lia mystus 

标 本 数 ， 

绝对繁殖力一体长 1 30 —1．72 2．54 0 480 38 船 

绝对繁殖力一体重 130 688．13 0 671 104．73 

5．卵径 

风鲚成熟的卵子呈黄色略带青灰色。抽取18尾标本测量卵径结果，卵径变化幅度为 

0．68～0．91mm，平均为0．83mm，标准差0．057mm。 

三、小结与讨论 

凤鲚是一种小型经济鱼类 ，虽然它的个体小，但种群量很大。在长江口渔场每年4— 月 

份为其渔汛季节 ，产量占总渔获量的25 左右，居于首位 ]。 

风鲚雌雄个体大小相差较大，雌鱼平均体长l 51．06mm，平均体重l 3．25g，雄鱼为 

1 26．45mm和7．84g，雌鱼明显大于雄鱼。繁殖时期由于体内大量营养物质供给了卵巢发育， 

此时肥满度 值，则是雄鱼(3．39×10 )略大于雌鱼(3．10×10 )。 

风鲚的寿命 ，前人未详细研究过 。据有关文献记载0]，鳞片呈圆型且薄，轮纹排列不规 

则 ，未见年轮。作者曾对风鲚的鳞片和脊椎骨进行了观察，鳞片的轮纹排列没有年轮反映，与 

文献记述相同。脊椎骨上则可看出黑白交替的同心宽狭环纹 ，均仅有一条暗色的狭纹靠近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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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 150 190 

体长(ram) 

图4 凤鲚体长与绝对繁殖力相关曲线 

FLg．4 Regression curve f0r body length and 

absolute fecondity d c0m ＆mystus 

体重( 

图5 风鲚体重与绝对繁殖力相关直线 

Fig．5 Regression straight line f0r body weight 

and absolute feeondity of Coil／a 哟 ，Ⅱw 

椎骨的边缘．表明一个年层。据此认为采集的凤鲚繁殖群体都是1龄个体。 

雌雄鱼个体的性比为6．2t1，雌性远多于雄性，其原因可能与捕捞工具有关。流刺网网目 

较大，捕捞到的大多为雌鱼，雄鱼只占少数。再者，由于雄鱼个体小．游泳能力弱·一般沿江岸 

上溯．故深水定置张网中捕获的主要是雄鱼个体 ]。 ’ 

风鲚1龄成熟 ，一生只繁殖一次，繁殖群体为补充群体 。据180尾雌性凤鲚观察．大多数卵 

巢饱满，处Ⅳ期末，它们的绝对繁殖力在1968--18304粒，平均7403．48粒。这与袁传宓 报道 

的凤鲚绝对繁殖力一般为4—5万粒相 比要偏低 ．而接近湖北 省水生生物研究所鱼类研究 

室 报道的凤鲚绝对繁殖力约在5000--20000粒。平均成熟系数18．92 、平均卵径0．83ram， 

这与过去文献记载较相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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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 ON THE BIOLOGICAL CHARACTERISTICS AND 

FACTOR C0RRELAT10N OF COILIA M YSTUS 

PROPAGATING POPULATION 

Zeng Qiang Dong Fangyong 

(Institute Reservoir Fisheries·Min~ ry W ater Resourc㈨ d ^∞ Sini
catⅣ d̂ ) 

Abstract 

Two hundred and nine samples were collected to study Coilia myst 
． It is found that 

the maximum body length and weight are 1 82ram and 23
． 4g respective1y in c。mmercia1 

stock·The minimum body length and weight 94mm and 3
． 5g respeetlveIy，and the indi— 

vidual average K value 3．1 5× 10～
．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body length and body 

weight ofCoilia mystusmay be expressed asW ffi 1
． 174× 10一 工 7"． 

The individual average absolute fecundity and maturity coefficient。f fema1e are 7403
．  

48 eggs and 18·g2 respectively．The individual average maturity eoefficient of maIe is 8
． 

02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body length or body weight and abs。lute fecundity can be 

expressed as F = 1．906 × 10一 and F = 688
． 1 3W 一2119．68 respectivaly． 

Key words Coilia mystus，propagating population，biological characteristics
． 

relationship of facto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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