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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背螂移殖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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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水产科学院淡水渔业研究中心

,

无切

提要 总结了在花园湖渔业开发技术中云南滇池高背卿移殖的研究工作 结果表明
,

移殖

后很快形成稳定的种群
,

娜鱼总产从 年的
‘ ‘ 提高到 年的 又 ‘ ,

经

济效益
、

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均较显著

关橄词 波池高背卿 移殖生长 花园湖

移殖驯化优 良品种是天然水域增养殖的内容之一
,

也是提高水域鱼产量的重要措施之

一 花园湖为草型湖泊
,

很适合卿鱼的生态 习性
。

湖中卿鱼占总渔获物的 以上
,

因而卿

鱼产量的高低对花园湖的总产量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

但该湖卿鱼 。 , 。 。 。 , 。 “ , 生长

缓慢
,

个体小
,

同时由于捕捞强度过大而变得低龄化
,

为提高该湖鱼产量
,

特别是改变湖区纫

鱼的种群结构
,

年将云南滇池的高背卿 宜即 。 移入到花园湖 云南

滇他高背卿是三倍体鱼类
,

此鱼适应性强
、

鱼病少
、

生长快
、

性成熟早
,

并 以雌核发育的生

殖方式繁殖后代图
,

繁殖力强
、

群体补 充量大
,

移殖后能保持原来性状
,

不受其他鱼类干扰
,

且很快形成种群

材料与方法

高背细亲鱼的引进

年元 月引进云 南滇池高背卿亲 鱼共 尾
,

分别放入石坝和鹿塘二个养殖场进行饲

养 同年春季开始繁殖
,

用高背卿作母本
,

鲤鱼作父本进行 自然繁殖出苗
,

并培育至

以上夏花鱼种
。

大湖移殖试验

年 月中旬投放入花园湖内夏花鱼种约 少 尾
。

年春又放入春片鱼种

龄
,

并每月采样检测
,

年补充投放鱼种 和夏花鱼种 沐 ‘
尾

。

进行高背卿在大湖内和网箱内生长差异的测试

用 网箱 个 南梢和东梢 围养区各一个
,

每个面积
,

均放入高背卿夏花鱼种

’尾 尾 进行单养
,

逐月测定其生长
,

并与大湖生长作对比
。

‘ 高背娜在围网内与其它鱼混养后生长速度的测试

把 尾左右的高背娜鱼种以 尾 放入围网养鱼 区内与其它鱼进行混养 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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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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梢围养区
,

进行生长测试

高背卿移殖完成机理的研究

采用其体形性状对 比
、

染色体数 目和血球大小的差异来鉴别本湖卿和高背卿
,

以观察高

背卿移殖结果
。

对大湖
、

网养单养以及 围网混养的若干生态因子作测定
,

研究高背卿移殖完成机理
。

二 移殖效果的跟踪调查

一 年每月采集各龄组高背卿若干尾进行生长测定
,

取各龄组高背卿鳞片来确

定其年龄 进一步观察性腺发育和肠道 充塞度等各项生物学指标
,

统计高背卿在渔获物中的

比例 然后测算各龄组的产量
,

并分析其经济效益等
。

结 果

生长

各年龄组 高背脚 的 生 长 高背卿在花园湖内不论哪个年龄组
,

生长均 很迅速
。

据

年测试表 明 年投放的当年夏花鱼种 已普遍长到 左右
,

平均体长

年投放的夏花鱼种普遍长到 以上
,

平均体长 年投放的夏花鱼种已普

遍长到 左右
,

平均体长
。

高背娜和 本期娜生 长对比 采用同龄组的两种鱼标本各 尾进行生长和肥满度

比较
,

结果表明高背卿较本湖卿生长快
、

肥满长亦大 详见表
、 、 。

表 高背卿
、

本湖卿的生长对 比

退 达 , 越 , 越 召

项项 目目 月月 月月 月月 月月 月月 月月

高高高背卿卿 本期卿卿 高背卿卿 本湖卿卿 高背卿卿 本湖娜娜 高背卿卿 本湖卿卿 高背卿卿 本湖卿卿 高背卿卿 本湖娜娜

全全长
。 。 。 。

体体长

体体重妞

体体重倍数比比
‘ 。 。

表 高背卿和本湖卿生长比速和生长指标对照
田一 加 盆 堪 达 , , 二 , 一二

类 型 年增长址 生长比速 生长指标

高背卿

体长 如

。

。

。

本湖卿

年 龄

水花

当年幼鱼

龄

水花

当年幼鱼

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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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花园湖高背卿和本湖娜肥满度对照
·

巧 浏 吕

闭
·

“ 吕 “ , “更 ‘
引

类类 型型 标本数数 变异范围围 均 值
’‘‘

标准差差 标准误误 置信区间间

高高背卿卿 】一 】 一

本本湖娜娜 一 】】 一

花 园期 高背卿 和 淇池 高背卿 肥 满 度 的对 比 对移殖花 园湖后的高背卿与云南滇池

高背卿进 行肥满度测试
,

结果如表 所示
。

表 明花园湖高背卿较云 南滇池高背卿的肥满度大
,

这是 由于滇池高背螂 已经形成一个强大的群体
,

在鱼产里中占有很大的 比例 ①
,

高背卿 的密度相对而言 比花园湖大得 多
,

另一方 面
,

花园湖水生植物 和有机碎屑较滇池丰

富 ②
,

这给高背卿提供了丰富的饵料
。

表
匕

花园湖高背鲤 和滇池高背切花满度对照 亘

,
·

一 ‘认 ℃ 一 亡

,

飞

类类 型型 标本数数 变异范围围 均 值值 标准差差 标准误误 置 言区间间

花花园湖高背鳞鳞 吕一 吕 一

滇滇池高背娜娜 一 】 一

花园溯 高背娜 网 箱单 养和 围 网混 养与大 溯放 养的 比较 , 年对高背螂 网箱单 养

和大湖放养进行了生长测试 比较 表
。

结果表 明大湖高背卿生长较网箱为快
。

表 , 年网箱与大湖 勺高背切生长比较
、 ,一 一‘ , 比 即

地地 点点 放养规格 全长吸 体 长 体重 肥满度度 备 注注

南南梢网 箱箱 放养密度为为

东东梢网箱箱 尾 ,,

大大 湖湖

年对高背卿在 网围内混 养与大湖放养进行了生长测试 比较 表
,

可以 看出
,

大湖

表 洲 年围网混 养与大湖高背螂生长比较
仁 达 以 匕 ‘

川 一

地地 点点 放养规格 全长 。 体长 体重 吕 肥满度度 备 注注

围围 网网 放入密度为为

大大 湖湖 】 尾

① 王修勇 滇池渔业增破的意见
。

云南水产 年 期
。

② 中国水产科学院淡水渔业研究
‘ ,

心等
。

花园湖渔业 发技术 。年
。

③ 王修勇
。

滇池里两 个类型卿鱼的研究 云南水产
,

年 一月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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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背卿生长较围网内的为快

以上生长差异表明
,

高背卿在网箱中由于密度过大
,

生长速度慢 在围养中生长效果较

好
,

这是由于密度稀
、

生态环境似大湖
,

但饵料不足
,

必需投饵
,

成本较高 在大湖中高背卿生

长最快
,

其原因是大湖饵料生物丰富多样
,

鱼的活动范围大
,

生态环境较网箱和围网中为好
。

从经济效益角度考虑
,

大湖放养最为适宜
。

食性

经测定
,

一 龄的高背卿和本湖卿食性基本相同
,

高背卿较本湖卿偏食水生植物
,

这从

它们不同的肠道长度可证实
,

高背卿的肠管长度为体长的 倍
,

本湖卿的肠管为体长的

倍
,

高背卿食物 中碎屑的出现率为
,

属动物性食物的有枝角类的长刺 凌
、

象鼻

搔
,

挠足类的镖水蚤
、

剑水 蚤
、

挠足幼体
、

轮虫的臂尾轮虫以及原生动物等
,

属植物性食物的有

硅藻门的舟形藻
、

桥弯藻
、

蓝藻门的微囊藻
,

腔球藻等
、

绿藻门的栅列藻以及水生高等植物的

茎叶
,

表现出摄食的广泛性和随机性 表
。

表 花园湖两种卿鱼的食性 出现率

曲 欧

种种 类类 观察标本数数 龄 组组 食 性性

水水水水水生植物物 藻 类类 枝角类类 挠足类类 原生动物物 轮 虫虫 碎 屑屑

高高背娜娜 一 龄龄

本本湖娜娜 一 龄龄

摄食强度 高背卿的摄食强度均在 级以上
,

其中摄食强度为 级的占
,

摄食

强度为 级和 级的分别占 和

饱满指数 随着高背卿年龄的增高
,

其饱满指数也增高 表
。

表 年各年龄组高背卿饱满指数
达 匕 达 吐 明

年 龄 组

龄组

龄组

龄组

平均肠道内含物重童 幻 平均纯体重 饱满指数

们咭日呀三价舀

魂,

生

繁殖

性腺成熟度 根据 目测标准经解剖各龄组高背卿性腺
,

发现成熟度 良好
,

在产卵季

节里性腺充满腹腔
,

卵巢膜出现网状分布的粗血管
,

卵粒充满卵巢
,

大而饱满
,

部分卵粒 己经

分离
,

表明已达到 期未
。

有的鱼卵巢松软
,

卵巢膜上血管膨胀
,

卵粒分离
,

处于流动状态
,

轻

压腹部
,

即有卵粒从生殖孔流出
,

表明已达 期

不 同水城 高背娜成熟规格 经测试
,

大湖内高背卿性成熟的规格 比网箱内的大 表
。

成熟 系数 随着高背卿年龄的增高
,

成熟系数也增高 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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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大湖采样观察
,

还没有发现有雄性高背卿出现
,

研究表明
,

其子代在体形上均没有发

现父本鲤鱼的特性
,

它确实具备母性遗传的雌核发育特点
,

这种全雌性单一群体
,

保证了资

源更大的稳定性
。

表 不同水域高背卿成熟规格
坦姆 价 司二

地 点

大 湖

平均体长

一

平均体重 幼 测定尾数

一

网 箱 一
、

一

表 年各龄组高背卿成熟系数

街 ‘ 堪 运 以 迸

龄 组 性腺重量 纯体重 幻 成熟系欲 肠 测定尾数

介六‘咭丹」‘,直,‘八吕目

二 群体结构

由于高背卿移入花园湖生长快
、

繁殖力强
,

又不受其它种鱼类的干扰
,

因此很快形成种

群
。

如 年检测群体产量中各龄组 比为 当年鱼占
,

龄鱼占
,

龄组为
,

而 重量分别 占总产量的
、

和 表
。

捕捞高背卿形成产 量为

’
,

表明种群 已处于稳定状态
。

年在不投放夏花鱼种的情况下继续跟踪监测
, 峨一

月检测表明 一 龄鱼的 比例为 刁 ,

进一步表明种群的稳定性 表
。

表 , 一 。年各龄组高背卿群体组成
·

又 吕 一

年年 份份 高背娜占娜鱼鱼 各龄组组成 另 产量 ‘

总总总重量 线

高背卿和本湖卿的鉴别

形 态特 征 高背卿体色银灰
,

体背较高
,

头较尖
,

头与体背交接处隆起不突出
,

本湖

卿体 色深黑或浅黄
,

体背低
,

头圆钝
,

头与体背交接处隆起较突出
。

血球细胞核大 小 的 比较 由于高背卿为三倍体鱼类
,

本湖卿为二倍体鱼类
,

因而高

背卿的血球细胞核较本湖卿为大 照片
、 。

染 色体数 目 的 比较 高背卿具有 士一 士个染 色体组成的核形
,

而本湖娜仅

有 士个染色体 照片
、 。

年轮 的比较 取体长和体重相近的本湖卿和高背卿 鲍 以上
,

分别取鳞片观察
,



期 陈文海等 高背娜移殖的研究

高背卿未形成年轮
,

表明为当年鱼
,

本湖卿已形成年轮
,

表明为 返龄鱼 照片
、 。

讨 论

高背卿 移殖花 园湖后
,

一 年三年共增产 一 ,

产量达 一。‘

尾
,

扣除鱼种及生产成本费 万元
,

共创利 万元
。

平均年创利 万元
,

投入产

出比为
,

经济效益显著
。

由于高背卿的移入
,

花园湖卿鱼种群中大个体卿鱼增多
,

年龄组成 日趋合理
,

又充分利

用了花园湖的饵料生物
,

生态效益较好 再加上提供市场商品卿鱼规格提高
,

渔民收入增多
,

表明社会效益同样取得明显效果
。

高背卿移殖花园湖的成功因素有以下几条

花 园湖的生态环境因子与高背卿的生态 习性要求相适应
,

花园湖位于淮河下游
,

气候温和
,

鱼类的生长期达 个月以上
,

湖中饵料生物资源丰富
,

经调查 ①
,

浮游植物为 一

,

并以硅藻门为主
,

浮游动物总量为 一
,

底栖动物为
,

水生维管束

植物为
,

特别是水草的覆盖率达 以上
,

其中沉水植物 苦草
、

轮叶黑藻
、

范草

等 占 以上
。

这些给鱼类特别是定居性鱼类提供良好的栖息和繁 殖条件
,

另外
,

花园湖

水体溶氧和营养盐类极为丰富
,

溶解氧 盯 以上
,

全年平均
。一

为
,

仇

含量为 。
, , 一

为
,

以上这些都给高背卿的生长创造了良好的环境

条件
。

湖中鱼类种群结构简单
,

种间斗争较小
。

经测定
,

花园湖渔获量中卿鱼为优势种群
,

其产量占 一
,

其次是鲤
、

编
、

舫及四大家鱼
,

占 左右
,

小杂鱼占 写一 写
,

而

对卿鱼造成直接危害的凶猛鱼类有乌鳗
、

级鱼
、

铂鱼等占 一
,

凶 猛鱼类的食性中卿鱼

的出现率相对较小
,

再加上饵料丰富
,

因而高背卿移殖后很快能定居下来 表
。

表 乌鳍
、

铂
、

级鱼的食性
召护岁￡几,

娜 妙
·

血

鱼鱼 类类 测定尾数数 鳌 条条 梦妓妓 卿鱼鱼 虾虾 螺螺

乌乌组组 么
。

铂铂鱼鱼

峨峨鱼鱼

滇池高背娜奇特的生物学特性
。

滇池高背卿对水域环境有广泛的适应能力
,

移殖至

花园湖中比当地卿鱼生长速度为快
,

个体大
,

又 由于滇池高背卿为全雌性的单一群体
,

繁殖

力强
,

且繁殖时只需其它种雄鱼精子对其刺激即进行雌核发育
,

这表 明高背卿生殖竞争能力

强
,

很快形成种群
,

达到增产 目的
。

为了有效地利用花园湖水域生产力
,

今后需对其进行一系列繁殖保护工作
,

尤其在高背

卿繁殖季节严禁捕捉亲鱼
,

以保持种群的稳定性
。

① 安徽省游县地区水产局 花园湖水产资孤调查报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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