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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

提要 在实验条件下
,

圆尾斗鱼优先摄食蚊幼虫和摇蚊幼虫
,

对食物的选择性明显 同时表

明
,

用数量指标
,

以选择指数和 检验能较客观地
、

可靠地说明食物选择性的大小

关银词 圆尾斗鱼 食物选择性 蚊幼虫

圆尾斗鱼 。二 。 。 。 认 , 二 主要分布于我国长江和黄河流域的湖沼及沟渠

中
。

近年来
,

它作为一种有前途的灭蚊鱼类而受到人 们的重视
。

我们于 年接受世界卫

生组织的资助对这种鱼作了有关研究
。

对其食性的研究表明 浮游动物
、

蚊幼虫和摇蚊幼虫

是其 自然生境中的主要食物
。

另一方面
,

这种鱼对蚊幼虫的喜好性如何
,

也即对食物的选择

性怎样
,

也是人们关注的问题
,

但由于其环境中背景值不易得而难以作出准确的判断
。

为此
,

我们在实验条件下
,

对圆尾斗鱼食物的选择性作了进一步的研究
。

关于鱼类食物选择性的研

究
,

国内外极少报道
,

且多以定性工作为主
。

本文拟以量的角度说明其选择性及其大小
。

材料与方法

材料

实验用鱼全部采 自武 昌南湖附近的小水体
。

暂养 天以上用于实验
。

轮虫 印 加

夕 ,

婉
。。如 、

枝角类 , 二必 尹。 。
、

挠足类 ‘ 梦以。 , 和摇 蚊幼虫 计 。 ,

,
、 ‘。勿二 。

直接采 自野外
。

蚊幼虫 ‘ 。 用酵母室内培养所得
。

方法

鱼类食物的选择性的研究应从环境中饵料生物的组成和鱼 胃中食物组成的差异入手
,

故首先给予轮虫
、

枝角类
、

挠足类
、

蚊幼虫和摇蚊幼虫这五类食物的数量比例
,

观察圆尾斗鱼

食物选择性
,

然后改变其食物的数量比例
,

观察其选择性的变化
。

由于鱼 胃中食物的消化会影响镜检和测量
,

且过早拿出鱼体也会影响选择性的表现
,

因

而实验前对不同大小的鱼体进行摄食实验
,

并镜检 胃内食物
,

推得其投喂后至基本饱食 胃

基本充满 时的最短时间
,

为正式实验作准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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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具有相同饵料生物 比例的
、

直径约为 的三个圆钵缸中 水深 放入大
、

中
、

小三组圆尾斗鱼
,

每组 条
,

测定水温
。

实验在环境安静的条件下进行
,

到基本饱食时间移

出
,

测量体长
、

体重
、

取出胃中食物镜检
。

改变水体中五类食物的数量比例 各类数量分别增加一倍 观察食物选择性的变化
。

分

五组进行
,

每组 条实验鱼
。

轮虫
、

枝角类和挠足类的生物量由其个体大小换算匡 蚊幼虫和摇蚊幼虫的生物量 由随

机取 出的样本在 电子分析天平 精确度 上称量结果推出 选入作为饵料生物时
,

大

小相 当
。

实验均重复
。

数据处理

用选择指数和 对 检验两种方法处理
。

二 。 , , ‘

一 二
。 、

二 二

⋯
。

⋯
, ‘

⋯
, 一

指数围 一 于一尸苦 其 中 代表选择指数
, ,

代表食物中某一成分的百分数 尸 代
一

‘ “ 一 , ’ 产 ” ’ 一 ’

丫 一
‘ 曰

”
’ 、 一

价 叭
’ 、 ’ 目 ‘ 曰 ” , 、 ’一 , ‘ 、

表食物基础上同一成分的百分数
。

当 时
,

表示没有选择性或称随机选食 介于 与 。

之 间则具有正选择性
,

介于 一 与 。之间则为负选择性
。

矛 检验闭 假定圆尾斗鱼没有选择性时
,

胃内食物 比例应与环境饵料生物 比例一致
,

依

此求出理论摄食量
。

然后检验实际摄食量和理论摄食量的差异显著性
,

若显著则具有选择

性
,

反之无选择性
。

结 果

鱼体大小对食物选择性的影响

三组实验都 反映了相 同的选择趋势 表
,

对蚊幼虫和摇蚊幼虫的数量选择指数均在

。 以上
,

而对轮虫的在一 以下 对枝角类
、

挠足类的在 的两侧附近波动
。

即喜食蚊幼

虫和摇蚊幼虫
,

对枝角类和挠足类无明显的选择性
,

对轮虫则有强烈的负选择性
。

生物量选

择指数也反映了相似的选择顺序
。

可以认为
,

在本实验确定的体长
、

体重范围内
,

圆尾斗鱼的

个体大小基本上不影响其食物的选择性
。

当增加某一类食物的投喂比例时
,

对圆尾斗鱼食物选择性的影响

从数量选择指数可以看出 表
,

当增加某一食物组成时
,

其选择指数并未显出密切地

相应变化
,

甚至有的相应地还降低了选择指数 如蚊幼虫组蚊幼虫的选择指数
。

但反映出同

样的选择顺序
,

即蚊幼虫和摇蚊幼虫是喜食食物
,

对枝角类和 侥足类的选择性不强
,

轮虫则

很少被摄食
。

生物量选择指数也基本上反映出这个趋势
。

检验的应用及与选择指数的比较

在一定的食物比例下
,

从数量的 分 值来看 表
,

圆尾斗鱼对蚊幼虫
、

轮虫
、

摇蚊幼虫这

三类食物的实际摄食量与其理论摄食量的差异显著
,

而对枝角类和挠足类的差异不显著
,

说

明它对蚊幼虫
、

摇蚊幼虫和轮虫有选择性
,

而对枝角类和挠足类不具有明显的选择性 妒 值

的大小反映了其间的差异程度
,

故其选择性大小依次为蚊幼虫
、

摇蚊幼虫
、

轮虫
、

挠足类和枝

角类
。

从选择指数和镜检结果来看
,

轮虫应为负选择性
,

则其反映的顺序与数量选择指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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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完全一致
。

改变食饵比例后也是如此
。

。

表 回尾斗鱼的食物选择性指数 年 月 日 口
,

水温 士 ℃

, 对 动细 助
, , 。 士 ℃

实实实 组 别别 选择指数数 轮 虫虫 枝角类类 挠足类类 蚊幼虫虫 摇蚊幼虫虫
验验验验 值 类别别别别别别别
条条条条条条条条条条
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

在在在 大型组组 数 量量 一 一

定定
··

一
,

一 生物量量 一 一 一

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食食食 中型组组 数 量量 一 一 一

物物物 一 伪” ,

生物量量 一 一 一 一

比比比比比比比比比比比比比比比比比比比比比比比比比比比比比比比比比比比比比比比比比比比比比比比比比比比比
例例例 小型组组 数 量量 一 一

下下下 一
,

一 生物量量 一
‘

一 一
。

某某某 第一组组 数 一

类类类 轮虫 生物量量 一 一 一

食食食食食食食食食食食食食食食食食食食食食食食食食食食食食食食食食食食食食食食食食食食食食食食食食食食食

物物物 第二组组 数 童童 一
‘

数数数 〔枝角类 生物量量 一 一
‘

一

童童童童童童童童童童童童童童童童童童童童童童童童童童童童童童童童童童童童童童童童童童童童童童童童童童童童

加加加 第三组组 数 量量 一 一

倍倍倍 挠足类 生物量量 一 一 一

后后后后后后后后后后后后后后后后后后后后后后后后后后后后后后后后后后后后后后后后后后后后后后后后后后后后

第第第四组组 数 量量 一

蚊幼虫 生物 一 一 一
。

第第第五组组 数 量量 一 犷
, 。

摇蚊幼虫 生物量量 一 一
。

一
。

表 圆尾斗鱼食物选择性实验的矛 检验

已 川 迈 万 动 姗韶

条条件实验验 矛 值类别别 轮 虫虫 枝角类类 挠足类类 蚊幼虫虫 摇蚊幼虫虫

,, ‘口 ‘山 , 占‘ 了恤‘ 目 ‘ 矛记曰 , 门门

数 量量
。 。

生生生生生生生生生生生生生生生生生生生生生生生物量量
位位一正浏瓦切比仍

改改变食物的的 数 量量
。 。

数数量比例后后 生物量量
。

戏
,

二 , , 节二 。 一

讨 论

圆尾斗鱼对食物的迭择性

对圆尾斗鱼野外食性的研究表明 枝角类和挠足类出现率最高
,

蚊幼虫
、

摇蚊幼虫在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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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季节
、

不同水体差异较大
。

轮虫虽然在其食物组成中不占大的比重
,

但在多数月份是其常

见的食物组成之一
。

由于难以获得 自然生境中蚊幼虫
、

摇蚊幼虫的背景值
,

也就不能对其是

否存在选择性作出判断
。

鱼 胃中枝角类和挠足类与环境的数量 比例差异不大
,

但轮虫的差异

极为明显
。

室内的选择性实验也反映了相似的结果
。

那么这种差距 尤其是轮虫 的确是 由

于选择性摄食的结果还是鳃耙结构上的因素 体长为 中等大小的圆尾斗鱼
,

鳃耙 间

为 一 ①
,

较大体型的 晶囊轮虫滤入不成问题
,

体型较小的三肢轮虫其雌体的

本体长正好落在这个区间
,

但若包括其前后肢长则远远超过这个间隙
。

因而
,

对轮虫而言充

其量是其幼体不能滤入
。

所以
,

在自然生境和室内实验中
,

鱼 胃内食物组成与环境的差异应

是一定食饵基础上选择性摄食的结果
。

实验表 明
,

这五类食物可得性相似 圆钵缸中 的情况下
,

圆尾斗鱼将优先摄食蚊幼虫和

摇蚊幼虫
,

二者选择性大小很接近
,

即它们同属喜好性食物
。

但在自然条件下的易得性
,

蚊幼

虫要大于摇蚊幼虫
。

这是由其生物学特性所决定的
,

多数摇蚊幼虫有筑巢的习性
,

且在巢 中

活动的时间较多
,

而蚊幼虫则因呼吸和取食要不断地穿梭于水面和水底而更易被发现
。

这对

于用圆尾斗鱼在蚊幼虫生物控制上有重要意义
。

另外
,

在选择性实验中
,

当增加蚊幼虫的数量时
,

其选择指数出现了明显的下降
。

这可能

是因为斗鱼摄食一定的蚁幼虫后即以达到基本饱食
,

增加的蚊幼虫数量更主要地是增加了

背景值的数量
,

从而导致 值减少
,

这有待进一步证实
。

食物选择性中的数里和生物 指标

在本实验中
,

当用选择指数时
,

从数量和生物量两个指标来看
,

其选择顺序基本一致
,

但

是数量选择指数能反映其选择的程度
,

而生物量选择指数明显地表现不出其选择性的大小
。

当用 分 检验时
,

数量的 值不仅可以反映选择性的顺序
,

而且能反映选择性的大小
,

其结

果也与用选择指数的一致
。

但生物量的 矛 值不仅与数量的 值和数量选择指数的结果十

分不一致
,

而且其生物学意义也很难解释
。

所以
,

从数量角度来考虑鱼类对食物的选择性 比

用从生物量的角度来考虑更可靠些
。

妒 检验和选择指数在评价食物选择性中的作用

本实验是用选择指数和 妒 检验同时作为评价食物选择性的手段
。

这两种方法反映的结

果基本一致
。

选择指数计算简单
,

反映直观
,

但由于缺乏统计上的处理
,

当选择性不强时
,

就

难以判断了 实际上对本实验选择指数结果的解释是应用了统计学 的思想
,

因此
, , 检验的

结果更为可信
。

但是只能反映是否有选择性和选择性的大小
,

不能区分正和 负选择性
,

这可

从生物学意义上的观察或选择指数中不难得出正确的结论
。

所 以在评价鱼类食物选择性时
,

同时用这两种指标效果较好

食物选择性实验研究的必要性

由于食饵基础的样本代表性不强 主要是鱼类的活动范围大
,

野外的研究远没有也不

可能反映鱼类食物选择性的全部内容
。

所以
,

在实验条件下
,

以野外研究为基础来研究鱼类

的食物选择性是非常必要的
。

当然
,

其结果的解释要结合考虑其生物学特性和环境因素
,

这

样才能对其食物选择性有更为全面的了解
。

① 由本系谢从新副教授提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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