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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鲱鲇繁殖生物学研究 　　　　
薛晨江，雷春云，符世伟

（云南省渔业科学研究院，云南 昆明　６５０１１１）

摘要：研究中华鲱鲇繁殖生物学，为中华鲱鲇的人工繁殖及种质资源保护提供依据。２０１３－２０１５年在澜沧江中
下游景临桥江段、糯扎渡江段、景洪江段及支流补远江勐仑江段采集中华鲱鲇标本及活体１０００余尾。结果表
明：中华鲱鲇繁殖期从５月初一直延续至８月底，６月中旬至７月中旬为高峰；最小性成熟个体雌性体重２７．１０ｇ、
体长１２．８ｃｍ，雄性体重２３．６５ｇ、体长１２．１ｃｍ；雌雄比例１．１８∶１；每１ｇ卵巢卵粒数１２０８～１８７２粒，绝对繁殖
力２０１４３～１０１３０１粒，均值（５６３６７±２６８００）粒；相对繁殖力２２２～３７９粒／ｇ，均值（２７６±６１）粒／ｇ。中华鲱鲇为
单批产卵类型鱼。绝对繁殖力随着鱼体体长、体重的增长而增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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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华鲱鲇Ｃｌｕｐｉｓｏｍａｓｉｎｅｎｓｅ（图１）属鲇形目（ＳＩ
ＬＵＲＩＦＯＲＭＥＳ）锡伯鲇科（Ｓｃｈｉｌｂｉｄａｅ）鲱鲇属（Ｃｌｕｐｉ
ｓｏｍａ），国内分布于澜沧江中下游流域，国外分布于
湄公河、马来半岛（褚新洛等，１９９０；陈小勇，２０１３）。

图１　中华鲱鲇
Ｆｉｇ．１　Ｃｌｕｐｉｓｏｍａｓｉｎｅｎｓｅ

中华鲱鲇是澜沧江下游鱼类代表物种，为产地

的重要经济鱼类。由于澜沧江干流大规模水电开发

及人为滥捕，中华鲱鲇栖息环境遭到破坏，种群繁衍

受到干扰，种群数量持续降低，目前主要见于景洪以

下澜沧江干流及支流补远江。同时，中华鲱鲇为短

距生殖洄游鱼类，虽已有部分研究对中华鲱鲇的繁

殖生物学进行了探讨（姚景龙，２０１０），但实际应用
于人工繁殖研究方面的资料仍不够充分。本研究对

澜沧江下游栖息的中华鲱鲇进行了生物学研究，明

确该鱼种的繁殖生物学特点、目前的分布状况及种

群现状，为中华鲱鲇的人工繁殖及种质资源保护提

供依据。

１　材料与方法

１．１　研究材料
本研究在澜沧江景临桥江段（粘网捕捞）、糯扎

渡江段（粘网捕捞）、景洪至勐罕江段（粘网捕捞）及

补远江勐仑江段（渔坝古法捕捞）分别设置采捕点

对中华鲱鲇进行采捕。２０１３年５月到２０１５年１０月
在上述采捕点共采捕到中华鲱鲇标本及活体１０００
余尾。活体运输至糯扎渡鱼类增殖站进行驯养试

验，并对性腺发育较好的个体进行人工催产试验，摸

索中华鲱鲇的产卵特点。

本文选取２０１５年繁殖高峰季节（６－７月）采捕
自景洪至勐罕澜沧江干流的标本作为测量指标及繁

殖群体统计样本，能够分辨性腺的标本有 ９６尾
（♀５２尾，♂４４尾）。标本采用７５％ ～９８％酒精梯
度固定保存。性腺解剖及体重、性腺称量现场进行，

其他常规生物学数据测量集中在室内进行。

１．２　数据收集及分析
对各季节不同采捕点的中华鲱鲇渔获量进行跟

踪统计，判断种群变化情况及其随季节变化在澜沧

江的活动情况。

用直尺测量长度指标，全长为吻端至尾鳍末端

的长度，体长为吻端至尾鳍基部的长度，精确至

１ｍｍ；用电子天平称量体重、性腺重，精确至
０．０１ｇ。

参照《鱼类学》（集美水产学校等，１９９８）关于性
腺发育分期的方法，将性腺发育分为６个时期。从



性成熟的雌性个体Ⅳ期卵巢中称取１ｇ计卵粒数，统
计整个卵巢的怀卵量。

成熟系数（ＧＳＩ） ＝性腺重（ｇ）／体重（ｇ）×
１００％

绝对繁殖力（Ｆ）＝每克卵巢卵粒数 ×卵巢重
（ｇ）

相对繁殖力（Ｆ／Ｗ）＝绝对繁殖力／体重（ｇ）

２　结果与分析

２．１　性腺发育及繁殖季节
中华鲱鲇性腺发育情况见图２。各期性腺发育

特征描述如下。

Ⅰ期：性腺呈透明线状，紧贴于体腔膜背侧两
边，肉眼无法判断性别。

Ⅱ期：卵巢为扁带状，透明，看不到卵粒，可见到

血管分布；精巢后段可见指状突，变白。

Ⅲ期：卵巢表面布有明显血管，呈淡黄色，可见
相互粘连卵粒，卵黄开始沉积；精巢明显膨大，后段

指状突起明显，淡白色。

Ⅳ期：卵巢黄色，显著增大，血管分布显著，可见
分布有大小均匀的明显黄色卵粒；精巢乳白色，肥

厚，指状突起丰满。

Ⅴ期：两侧卵巢占据腹腔较大空间，卵粒游离，
轻压腹部可见卵粒流出。精巢饱满，乳白色，分布较

多血管，输精管存有乳白色精液，轻压可挤出精液。

Ⅵ期：为产后性腺。卵巢瘪塌，分布较多血管充
血呈浅暗红色，卵巢内残存少量未产出卵粒，可见卵

粒开始溶解。精巢出现萎缩，仍呈乳白色，但整个精

巢组织松弛，后逐渐萎缩。

图２　中华鲱鲇性腺发育情况
①ＯｖａｒｙⅡｐｅｒｉｏｄ，②ＯｖａｒｙⅣｐｅｒｉｏｄ，③ＯｖａｒｙⅣ－Ⅴｐｅｒｉｏｄ（ｕｎｉｌａｔｅｒａｌ），④ＯｖａｒｙⅥｐｅｒｉｏｄ，⑤ＴｅｓｔｉｓⅡｐｅｒｉｏｄ，

⑥ＴｅｓｔｉｓⅣｐｅｒｉｏｄ，⑦ＴｅｓｔｉｓⅤｐｅｒｉｏｄ（ｕｎｉｌａｔｅｒａｌ），⑧ＴｅｓｔｉｓⅥｐｅｒｉｏｄ

Ｆｉｇ．２　Ｇｏｎａｄ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ｉｎ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ｓｔａｇｅｓｏｆＣ．ｓｉｎｅｎｓｅ

　　根据对不同季节性腺的观察，中华鲱鲇繁殖季
节可从每年５月初一直延续至８月底，其中６月中
旬至７月中旬为繁殖高峰。在整个繁殖季节，性成
熟个体中雄鱼大多数个体性腺均处于Ⅴ期状态（均
可挤出精液），６月中下旬成熟系数为 ０６％ ～
３２％，均值１．８％；１０月下旬采集到的少数雄性个
体仍能轻压挤出精液；雌鱼成熟系数在６月中下旬
为３．４％～２１．７％，均值１５．４％。
２．２　繁殖群体组成
２．２．１　性比和性征　本研究的 ９６尾标本中，
♀ ∶♂＝１．１８∶１，雌性个体多于雄性个体。从各季
节采集到的活体看，中华鲱鲇在外形上几乎没有年

龄、性别上的差异。只是在繁殖季节，雌性个体通常

腹部饱满，但也有极少数个体由于怀卵量较少腹部

膨大并不明显，有时会与饱食后的雄性相混淆。

２．２．２　繁殖群体的体重、体长　中华鲱鲇繁殖群体
体重、体长组成见图３、图４。

图３　中华鲱鲇繁殖群体体重组成
Ｆｉｇ．３　Ｂｏｄｙｗｅｉｇｈｔ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ｂｒｅｅｄｉｎｇ

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ｏｆＣ．ｓｉｎｅｎｓ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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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４　中华鲱鲇殖群体体长组成
Ｆｉｇ．４　Ｂｏｄｙｌｅｎｇｔｈ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ｂｒｅｅｄｉｎｇ

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ｏｆＣ．ｓｉｎｅｎｓｅ

　　９６尾标本中，雌性最小（按体重）成熟个体体重
２７．１０ｇ、体长１２．８ｃｍ，最大（按体重）成熟个体体重
２６７．０１ｇ（其Ⅳ期卵巢重５７．８２ｇ）、体长２５．０ｃｍ，均
值体重（８１．９０±５５．１９）ｇ、体长（１６．７９±３．４９）ｃｍ。
雄性最小（按体重）成熟个体体重 ２３．６５ｇ、体长
１２．１ｃｍ，最大成熟个体体重８５．５６ｇ（精巢Ⅳ期）、
体长１７．２ｃｍ，均值体重４８．７２ｇ、体长１５．１ｃｍ。繁
殖群体中雌性体重和体长最大值、平均值都明显大

于雄性，这与姚景龙（２０１０）的研究结果基本吻合，
但极值上本研究观察到了更大及更小的繁殖个体

（表１）。
表１　中华鲱鲇繁殖群体体长、体重指标

Ｔａｂ．１　Ｂｉ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ｏｎｔｈｅｂｒｅｅｄｉｎｇ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ｏｆＣ．ｓｉｎｅｎｓｅ

繁殖个体 成熟状态 体重／ｇ 全长／ｃｍ 体长／ｃｍ

雌

性

最大个体 卵巢Ⅳ期 ２６７．０１ ３１．０ ２５．０
最小个体 卵巢Ⅳ期 ２７．１０ １６．１ １２．８
均　值 卵巢Ⅰ期至Ⅵ期 ８１．９０±５５．１９ ２０．９±４．２８ １６．７９±３．４９

雄

性

最大个体 精巢Ⅳ期 ８５．５６ ２１．１ １７．２
最小个体 精巢Ⅴ期 ２３．６５ １５．１ １２．１
均　值 卵巢Ⅰ期至Ⅵ期 ４８．７２±１６．５４ １８．７±２．０７ １５．１±１．６９

　　值得注意的是，雌性个体体重越小，性腺发育状
态越靠早期。体重７０ｇ以下的雌性，性腺大多处于
Ⅱ期、Ⅲ期（有３８．４３ｇ个体卵巢处于Ⅳ期，卵巢重
１．３ｇ），大部分卵巢到达Ⅳ期的个体体重在８０ｇ以
上。１００ｇ以上个体性腺基本都处于Ⅳ期、Ⅴ期。体
重５０ｇ以下雄性精巢Ⅱ期至Ⅴ期均有，各期个体数
量上无明显差异，５０ｇ以上个体性腺基本处于Ⅴ期
（有体重８２．８９ｇ个体精巢处于Ⅱ期）。

另外体重、体长指标上，雌性个体大多分布于

３０～１３０ｇ、１２～２０ｃｍ，大于１４０ｇ、２２．０ｃｍ的个体

约占性腺发育个体的１３％；雄性个体体重、体长分
布上较为集中，分布于２５～８５ｇ、１２～１７ｃｍ，体重４０
～６０ｇ、体长 １５．０ｃｍ左右的个体占比较大，约
７５％。
２．３　繁殖力

解剖５尾卵巢Ⅳ期的个体，繁殖力统计结果见
表２。取样的１ｇ卵巢卵粒数为１２０８～１８７２粒。
绝对繁殖力 ２０１４３～１０１３０１粒，均值（５６３６７±
２６８００）粒；相对繁殖力２２２～３７９粒／ｇ，均值（２７６±
６１）粒／ｇ。

表２　中华鲱鲇繁殖力统计
Ｔａｂ．２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ｏｎｔｈｅｆｅｃｕｎｄｉｔｙｏｆＣ．ｓｉｎｅｎｓｅ

样

本

体重／

ｇ

卵巢

发育期

卵巢重／

ｇ

全长／

ｃｍ

体长／

ｃｍ

１ｇ卵巢卵粒／

粒

绝对繁殖力／

粒

相对繁殖力／

粒·ｇ－１

１ ７８．３６ Ⅳ １０．７６ ２３．０ １８．２ １８７２ ２０１４３ ２５７
２ ２１０．８ Ⅳ ３８．６９ ３１．０ ２４．３ １２０８ ４６７３８ ２２２
３ ２１３．９８ Ⅳ ４１．９６ ２９．５ ２３．７ １５７２ ６５９６１ ３０８
４ ２２２．７３ Ⅳ ２１．２９ ３２．０ ２６．５ ２２４０ ４７６９０ ２１４
５ ２６７．０１ Ⅳ ５７．８２ ３１．０ ２５．０ １７５２ １０１３０１ ３７９
均值　１９８．５８±６３．４１ ３４．１０±１６．４６ ２９．３±３．３ ２３．５±２．８ １７２９±３４０ ５６３６７±２６８００ ２７６±６１

　　对１７尾卵巢为Ⅳ期的中华鲱鲇体长、体重数据
进行对比，发现体重越大，体长也越长，但体长增长

的幅度较体重增加幅度为缓。卵巢重则随体重增加

而增加，大致呈正比例关系，同时也有部分个体卵巢

较小。反映在繁殖力上，中华鲱鲇雌鱼的绝对繁殖

力、相对繁殖力都随体长、体重的增长而增大（图５、
图６）。

３　讨论

３．１　中华鲱鲇种群繁殖力
研究结果表明中华鲱鲇的绝对繁殖力、相对繁

殖力都随体长、体重的增长而增大。同时也发现大

部分卵巢到达Ⅳ期的雌鱼体重在８０ｇ以上，１００ｇ
以上个体性腺基本都处于Ⅳ期、Ⅴ期，而雄鱼５０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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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个体性腺基本处于Ⅴ期。表明中华鲱鲇可在较
小个体时进入性成熟状态，但要达到一定体重时才

对繁殖具有较大贡献。

图５　卵巢Ⅳ期的中华鲱鲇体重与体长关系
Ｆｉｇ．５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ｂｅｔｗｅｅｎｂｏｄｙｗｅｉｇｈｔａｎｄｂｏｄｙ
ｌｅｎｇｔｈｏｆＣ．ｓｉｎｅｎｓｉｓｗｉｔｈｏｖａｒｙａｔｓｔａｇｅＩＶ

图６　中华鲱鲇Ⅳ期卵巢重与体重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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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２　中华鲱鲇卵的生态类型与产卵类型
２０１０、２０１４年利用野生成熟个体进行人工繁殖

试验，分别获得受精卵。根据观察，中华鲱鲇卵型为

漂流性卵，干法受精从雌鱼卵巢刚挤出的卵具有一

定粘性，受精后加水轻搅后半浮于水中。研究过程

中并未获得确切的产卵场信息，根据多年的走访和

观察，判断中华鲱鲇产卵环境为澜沧江干流及主要

支流（主要是补远江）沿岸浅滩流水处，其繁殖时间

大约在夜间１１时至次日凌晨１时。
统计景临桥、景洪、勐仑３个采集点中华鲱鲇的

繁殖时间，可从５月初延续至８月底。其中６月中
旬至７月中旬为高峰。在繁殖高峰季节，雌鱼性腺

达到Ⅳ期、Ⅴ期个体分批出现，每批准产卵个体约占
成熟个体的５％。从卵巢发育看，卵巢卵粒形成、发
育较均一。也就是说，中华鲱鲇属于一次产卵型鱼

类。但从群体上看，繁殖个体和繁殖时间并不集中，

而是随时间推移分批产卵。这应该是其因生活于江

河、饵料相对匮乏而为保证后代成活率采取的一种

繁殖策略。

３．３　中华鲱鲇目前分布与自然繁殖情况
本研究从２０１３年５月到２０１５年１０月连续在

澜沧江景临桥江段、糯扎渡江段、景洪至勐罕江段及

补远江勐仑江段对中华鲱鲇进行采捕，发现目前在

景临桥江段（糯扎渡电站库尾）中华鲱鲇种群已很

小，很难形成有效繁殖群体；在糯扎渡江段（糯扎渡

电站坝下即景洪电站库尾）虽有少量种群，但采捕

到的个体成熟状态均不佳；在景洪以下干流段及支

流补远江仍有一定数量的种群。研究发现澜沧江中

华鲱鲇上溯时间跨度较大，４月中旬至７月初均有，
较为集中的时间为４－６月；同时在景洪段观察到中
华鲱鲇大致呈分批上溯状态，每批洄游上来的中华

鲱鲇，雌鱼性腺达到Ⅳ期、Ⅴ期的个体约占性成熟个
体的５％。到了１０月份，中华鲱鲇开始从支流及干
流返回下游。具体时间随年份稍有变化，通常会在

雨季结束前一次较大洪水后集中出现（补远江较为

明显），可一直延续到 １１月底。向下游迁移时，通
常较大个体在 １０月中旬前后就已退入湄公河，１１
月份继续向下游迁移的个体通常均较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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