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甬江溪口段宽鳍鱲的种群结构及繁殖力初步研究

曹安娜１,李　强２,包薇红３,罗　艳３,徐润林１

(１．中山大学生命科学学院,广东 广州　５１０２７５;

２．广州大学生命科学学院,广东 广州　５１０００６;

３．宁波市环境保护与规划设计研究院,浙江 宁波　３１５０１０)

摘要:利用鱼类种群调研法,于２０１５年８月至２０１６年４月在甬江溪口段收集宽鳍鱲(Zaccoplatypus)个体样本,

研究该区域宽鳍鱲种群的年龄组成、性比、个体大小以及繁殖力等种群结构生物学特征.结果表明:(１)调查期间

甬江溪口段宽鳍鱲种群由３个年龄组组成,其中２龄为优势年龄组;雄性个体中２龄组占雄体总数的５５．５％,雌
性个体中的２龄组占雌体总数的６３％;(２)宽鳍鱲全长(L)的分布区间为７．０~１４．０cm,８．０~１２．０cm 的个体占总

数的８７．８３％;(３)体重(W)分布范围为４．０~３６．０g,其中体重５．０~１３．０g的个体占总个体数的７２．７５％;(４)根据

不同性别(性别难辨、雌、雄、群体)拟合体重与体长的幂函数关系式:Wui＝１×１０４L２．４９１７、W ♀ ＝ ２×１０５L２．９３３７、

W ♂ ＝３×１０５L２．８４７１和W＝４×１０５L２．８０３５;(５)雌雄个体比例１２７∶２３８与理论值１∶１存在极显著差异(P＜０．０１);
(６)重 量 法 计 数 得 出 种 群 个 体 的 绝 对 繁 殖 力 平 均 值 为 (２８５０．３９±２１０７．４９)粒,分 布 区 间 为 ５３２００~
１３７１７．８９粒,其中１０００~３０００粒占绝对优势(６５．１２％);个体体长相对繁殖力为(３５４．３９±２３４．４７)粒/cm,分布

区间７４．９３~１５４１．３４ 粒/cm;体 重 相 对 繁 殖 力 平 均 值 为 (３６３．７３±１７８．５５)粒/g,分 布 区 间 为９１．２５~
１０２７．５６粒/g;比较了国内外不同地区间宽鳍鱲种群结构和繁殖力的异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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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宽鳍鱲(Zaccoplatypus)隶属鲤形目(CypriniＧ
formes)、鲤科(Cyprinidae)、鱲属(Zacco),为中国、
朝鲜、日本以及东亚国家常见的一种急流性鱼类

(Katanoetal,２００３;Kangetal,２０１７).宽鳍鱲分

布于我国的澜沧江、珠江、长江、黄河、黑龙江及东部

沿海各溪流,多栖息于江河支流水流湍急的沙石浅

滩之中(陈宜瑜等,１９９８);因其个体较小、生长速度

快、种群数量较大、味道鲜美,是南方部分省份山区

较为特殊的小型经济鱼类之一.
由于分布范围较广,不同地区宽鳍鱲的研究报

道也相对较多.李红敬和谢素霞(２００７)比较了宽鳍

鱲在广东南岭和海南五指山两个地理种群的形态;
邢迎春等(２００７;２０１１)先后分析了宽鳍鱲的食性并

探讨了北京怀沙河和怀九河宽鳍鱲的早期发育规

律;李红敬等(２００３)通过形态学测量,比较了华南地

区森林溪流中宽鳍鱲的外形数据,发现该物种外形

变化无特定的规律性;梁晓旭等(２０１０)研究了广东

境内９条水系宽鳍鱲种群的遗传变异和亲缘地理关

系;邢迎春(２００６)进行了我国六大水系宽鳍鱲线粒

体细胞色素b基因测序.在华东的黄山地区,不同

河流中的宽鳍鱲生长与繁殖、年龄与生长关系也受

到关注(严云志等,２０１２;项秀颖等;２００９);此外,付
世建(２０１１)还探讨了乌江上游宽鳍鱲的运动能力.

甬江水系是浙江省七大水系之一,甬江全长

１３０．９６km,流域面积４５７２km２.奉化江是甬江的

干流,发源于四明山东麓的秀尖山,全长９８km,流
域面积２２２３km２(包薇红等,２０１３).前人对于甬

江水系的鱼类研究报道很少,且重点是针对甬江水

系中的姚江段(李思发,１９７９);而对甬江奉化江段鱼

类群落未见报道.本研究旨在分析甬江水系奉化江

溪口江段宽鳍鱲种群结构指标以及繁殖生物学基础

资料,补充甬江鱼类信息;通过比较该区域宽鳍鱲种

群与国内其他种群间的异同,丰富其自然种群的描

述,为保存其种质自然资源和合理利用提供参考依

据.

１　材料与方法

１．１　标本采集

采样区域从奉化江源头至宁波市奉化溪口镇,
全长约５km(图１).



(虚线范围为采样区域)

图１　甬江水系与采样区域

(Thedottedlinerangedthesamplingarea)

Fig．１　TheYongjiangRiverandlocationofthesamplingarea

　　采样时间为２０１５年８月至２０１６年４月,每季

采样１次.采样方式为跟随村民随机撒网捕鱼,渔
网规格为３层,网高１m,网长３５m,网眼直径约

１cm,收集捕获的全部宽鳍鱲.２０１５年８月、２０１５
年１０月、２０１６年１月、２０１６年４月分别采集宽鳍鱲

标本１３１、５４、４５、１８１尾,共计采样４１１尾.

１．２　标本处理

现场对采集到的样本进行全长、体长、体重等相

关数据的测量记录,解剖并提取性腺,根据性腺判断

性别并称量性腺重、空壳重.性腺称重后,卵巢用

１０％福尔马林固定并编号保存,用于后期的卵粒计

算,得出绝对繁殖力.鱼体用９５％酒精进行浸泡.
每份样本取３~５枚鳞片作为鉴定材料(殷名称,

１９９３).

１．３　年龄鉴定

将鳞片浸泡在２％的 NaOH 溶液中,浸泡过夜

后,选择形状规则和完整的鳞片进行制片,注明标本

编号和采集日期,并于解剖镜下观察.年龄计算参

照严云志等(２０１２)的方法.

１．４　体长与体重关系

实测全部标本的体长与体重值.参考黄真理和

常剑波(１９９９)探讨体长与体重拟合关系,通过幂函

数模型对各性别组数据分别进行相关分析.

１．５　性比分析

参考苏锦祥等(１９９３)的方法分析标本的性腺特

征,得到雌雄个体数.对部分性腺不成熟,特征不明

显的标本归类为雌雄不辨组,用符号ui表示.统计

种群的实际雌雄比后,以卡方检验分析实际雌雄比

与１∶１是否存在显著性差异.

１．６　繁殖力测算

以重量法计算个体的绝对繁殖力.重量法计数

卵粒,用滤纸吸干卵巢表面水分后,用电子天平

(ESＧ０６B,２００g/０．０１g)称 量 总 质 量,然 后 选 取

０．０５g卵巢,计数卵巢中的全部卵粒数量,再换算成

总怀卵粒数.个体的绝对繁殖力(F)＝样品卵粒

数/样品重×性腺重(粒)(殷名称,１９９５);个体的体

长相对繁殖力(FL )＝绝对繁殖力(F)/体长(L)
(粒/cm);个体的体重相对繁殖力(FW )＝绝对繁殖

力(F)/空壳重(Wnet)(粒/g);成熟系数(GSI)＝性

腺重 (WG)/空 壳 重 (Wnet)×１００;肥 满 度 (K)＝
Wnet/L３×１００.

１．７　个体绝对繁殖力与各生物学指标的关系

统计４３尾处于Ⅳ期的雌性宽鳍鱲相关数据,用

SPSS软件进行５种数学模型(直线、幂、指数、对数

和二次方程)的相关分析,再将个体的绝对繁殖力

(F)与 全 长 (LT )、体 长 (L)、体 重 (W )、空 壳 重

(Wnet)、性腺重(WG)、年龄(A)、肥满度(K)和成熟

系数(GSI)共计８个生物学指标进行回归方程拟

合,选取R２ 最大的函数作为其关系式;然后将F 与

８个生物学指标再进行多元回归分析,为了排除生

物学指标间共线性作用,采取逐步回归分析法得到

其回归方程.

２　结果

２．１　宽鳍鱲种群年龄组成

宽鳍鱲的鳞片为小圆鳞,鳞焦偏向顶区,基区边

缘光滑整齐或波浪状褶皱.疏密型年轮是常见的类

型,表现为内密外疏,密环与疏环交界处认定为一年

轮(图２).
对全部４１１尾标本的鉴定结果表明,甬江溪口

江段的宽鳍鱲种群由１龄、２龄和３龄共３个年龄

组组成,其中２龄组在种群占绝对优势,构成了宽鳍

鱲种群的主要部分(表１).

２．２　宽鳍鱲种群的体长与体重

测量全部样本得出甬江溪口江段宽鳍鱲体长的

分布区间为６．０~１１．６cm,７９．５６％的个体全长集中

在７．０~１０．０cm;小于７．０cm 的个体仅占总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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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３８７％,大于１０．０cm 的个体占总数的６．５７％.宽

鳍鱲体重范围为４．０~３６．０g,７２．７５％的个体分布在

５０~１３０g;小于５．０g的个体占总数的３．１６％;大

于１３．０g的个体占总数的２４．０９％.各年龄组的平

均体长和平均空壳重,雄性宽鳍鱲远大于同年龄组

的雌性(表２).

A:１龄鳞片(无年轮);B:２龄鳞片(１个年轮);C:３龄鳞片(２个年轮)

图２　宽鳍鱲鳞片的年轮鉴定

A:Scalefroma１ＧyearZaccoplatypuswithnoannualring;B:Scalefroma２ＧyearZaccoplatypuswith１annualring;C:Scalefroma３Ｇ

yearZaccoplatypuswith２annualrings

Fig．２　ScalesofZ．platypus

　　 表１　甬江溪口段宽鳍鱲种群的年龄组成比

Tab．１　AgecompositionofZ．platypuspopulationinthe
XikousectionofYongjiangRiver

性别
不同年龄比例/％

１ ２ ３

♂ ３４．５ ５５．５ １０．０

♀ ２０．５ ６３．０ １６．５

２．３　宽鳍鱲种群体长与体重的相关性

根据不同性别(性别难辨、雌、雄、群体)拟合体

长与体重的幂函数关系式(图３),分别为:

Wui＝１×１０４L２．４９１７(R２＝０．８２７６,n＝４６)

W ♀ ＝２×１０５L２．９３３７(R２＝０．８００９,n＝１２７)

W ♂ ＝３×１０５L２．８４７１(R２＝０．８３３３,n＝２３８)

W＝４×１０５L２．８０３５(R２＝０．８５５２,n＝４１１)
表２　宽鳍鱲各年龄组实测体长与体重

Tab．２　MeasuredbodylengthandweightofZ．platypusforeachagegroup

年龄 性别 样本/尾 体长范围/cm 体长均值/cm 空壳重范围/g 空壳重均值/g

１
♀ ２６ ６．１~９．６ ７．４６±０．９１ ３．７７~１３．３５ ６．２５±２．７２
♂ ８２ ６．８~１１．６ ８．７４±１．１５ ４．４５~３０．３７ １０．４５±５．１３
ui ８ ６．８~８．９ ７．５４±０．７１ ４．３７~８．６５ ５．９７±１．５３

２
♀ ８０ ６．０~９．８ ７．４０±０．７７ ３．５１~１６．６６ ６．２３±２．２４
♂ １３２ ６．３~１０．８ ８．５０±１．１１ ４．１８~２３．３５ ９．９３±３．９３
ui ３１ ６．２~９．８ ７．１７±０．８２ ３．４９~１２．２７ ３．４９±２．１０

３
♀ ２１ ７．０~９．７ ７．６７±０．７５ ４．３~１２．７８ ６．３２±２．３４
♂ ２４ ７．３~１０．５ ８．２７±０．９２ ４．９９~２１．０１ ８．７０±４．１４
ui ７ ７．０~７．９ ７．３９±０．３６ ４．２４~７．３１ ５．５１±１．０９

　　注:性别“ui”表示雌雄难辨个体.

Note:“ui”indicatesindividualsforwhichsexwasnotidentified．

２．４　宽鳍鱲种群性比

在全部宽鳍鱲标本中,雌性(♀)个体１２７尾,雄
性(♂)个体２３８尾,余下的４６尾为雌雄不辨个体.
甬 江 溪 口 江 段 宽 鳍 鱲 的 ♀/♂ 为 １２７∶２３８
(０．５３∶１),与 理 论 值 １∶１ 存 在 着 极 显 著 差 异

(X２＝１７．３,P＜０．０１).对不同龄期的雌雄性比分

别与理论值１∶１进行卡方检验.１龄组的♀/♂为

２６∶８２(０．３２∶１),X２＝１５．５６５,P＜０．０１,说明１龄

组雌雄实际比例与理论值间存在着极显著差异;

２龄组的♀/♂为８０∶１３２(０．６１∶１),X２＝６．４７５,

００１＜P＜０．０５,说明２龄组雌雄实际比例与理论

值间 存 在 显 著 差 异;３ 龄 组 的 ♀/♂ 为 ２１∶２４
(０．８８∶１),X２＝０．１０１,P＞０．０５,说明３龄雌雄比例

与理论值间无显著差异.

２．５　宽鳍鱲种群繁殖力

分析４３尾性腺处于Ⅳ期雌性宽鳍鱲的繁殖力,
得到个体的绝对繁殖力(F)为５３２．００~１３７１７．８９
粒,平均值为(２８５０．３９±２１０７．４９)粒.图４显示甬

江溪口段的宽鳍鱲种群的绝对繁殖力主要集中在

１０００~３０００粒,占比为６５．１２％,绝对繁殖力小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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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０００粒的比例为４．６５％,大于５０００粒的个体占 ６９８％.

a:雌雄难辨;b:♀;c:♂;d:群体

图３　宽鳍鱲体长(L)与体重(W)的幂函数关系

a:unclearindividuals;b:♀individuals;c:♂individuals;d:allindividuals

Fig．３　Relationshipofbodylength(L)andbodyweight(W)expressedasapowerfunctionforZ．platypus

图４　宽鳍鱲个体绝对繁殖力的频率和频数分布

Fig．４　FrequencyandoccurrencedistributionofZ．platypus
absolutefecundity

宽鳍 鱲 个 体 的 体 长 相 对 繁 殖 力 为７４．９３~
１５４１．３４粒/cm,平均值为(３５４．３９±２３４．４７)粒/cm.
个体的体重相对繁殖力为９１．２５~１０２７．５６粒/g,平
均值为(３６３．７３±１７８．５５)粒/g.

２．６　个体绝对繁殖力与各生物学指标的关系

用５种数学模型分别将宽鳍鱲种群个体的绝对

繁殖力(F)与全长、体长、体重及空壳重等８个生物

学指标进行函数关系拟合,回归方程如表３所示.

２．７　个体绝对繁殖力与生物学指标的多元回归

通过SPSS进行个体绝对繁殖力(F)与８个生

物学指标的多元逐步回归分析,得到回归方程:

F＝３３９２．９７＋１５６３．７２WG １２６７．５３A
　　　(R２＝０．３８１,n＝４３,P＜０．０１,F＝１６５８．５)

从多元逐步回归方程中可以看出,个体绝对繁

殖力(F)与性腺重(WG)和年龄(A)有关,与WG 正

相关,与A 负相关.
表３　甬江溪口段宽鳍鱲种群个体绝对繁殖力

与生物学指标的回归方程

Tab．３　Regressionequationbetweenabsolutefecundity

andeachbiologicalindexofZ．platypuspopulation

intheXikousectionofYongjiangRiver

生物学指标 回归方程 R２ n F P
全长/cm F＝５．８４FL２．６９ ０．２７ ４３ １５．０５ ＜０．０１
体长/cm F＝１３．８９L２．５１ ０．２５ ４３ １３．９６ ＜０．０１
体重/g F＝９５４．５０e０．０９W ０．３３ ４３ ２０．５１ ＜０．０１

年龄
F＝１３４７２．６１ ９４７６．２０A

＋１９６８．１２A２ ０．３０ ４３ ８．４６ ＜０．０１

性腺重/g F＝１１９３．２７e０．５４WG ０．３９ ４３ ２６．１４ ＜０．０１
空壳重/g F＝４０５．２５Wnet

０．８９ ０．２９ ４３ １６．９１ ＜０．０１
成熟系数 F＝１２２２．１６e０．０４K ０．１７ ４３ ８．４３ ＜０．０１
肥满度 ０．１３ ４３ ３．０９ ＞０．０５

３　讨论

３．１　不同地区宽鳍鱲个体大小及年龄组成差异

作为一种分布广泛的淡水鲤科鱼类,国内外学

者对多个河流中的宽鳍鱲种群先后进行了研究.比

较这些研究结果,发现由于分布地点不同、生长环境

差异,造成了宽鳍鱲不同种群生长上也有较大的差

异.本研究得到的甬江溪口段宽鳍鱲种群的个体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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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结果,与前人在安徽不同河流研究中得到的结果

接近,而与华南地区或日本的宽鳍鱲个体大小有较

大差异,表明宽鳍鱲不同种群间存在着一定的差异

(表４).
表４　不同地区宽鳍鱲个体大小比较

Tab．４　ComparisonofbodylengthofZ．platypuspopulationsfromdifferentareas

地区 宽鳍鱲全长 资料来源

广东南岭及海南五指山 ８７~９９mm 李红敬和谢素霞,２００７
日本 ７０~１１４mm Katanoetal,２００３

安徽浦溪河 ３１．６９~１２９．３４mm,８５．５５％介于５０~１００mm 项秀颖等,２００９
安徽徽水河 ５２．００~１５３．６３mm,９０．９１％介于７０~１２０mm 严云志等,２０１２

浙江甬江溪口段 ７０~１４０mm,８７．８３％介于８０~１２０mm 本研究

　　与本文一样,国内外不同学者均采用鳞片作为

判定宽鳍鱲种群年龄结构的材料(殷名称,１９９３;

Katanoetal,２００３;张学健和程家骅,２００９;严云志

等,２０１２).在相同判定材料前提下,宽鳍鱲不同种

群中最高的龄期均为３龄,种群内部的年龄结构存

在一定差异.在同属华东地区的安徽徽水河和浦溪

河中的宽鳍鱲种群 ３ 龄组占比最少(项秀颖等,

２００９;严云志等,２０１２);而在北京的怀沙河和怀九河

及嘉陵江水系,宽鳍鱲种群的年龄组成较小,雄鱼最

大３龄,雌鱼最大则仅为２龄(邢迎春等,２００７;蒋国

福和何学福,２００８);嘉陵江水系的雄鱼寿命长于雌

鱼(蒋国福和何学福,２００８).甬江溪口段宽鳍鱲种

群的雌雄间虽存有差异,但均表现出２龄组在种群

占绝 对 优 势,并 构 成 了 种 群 的 主 要 部 分 (雌 性

６３０％,雄 性 ５５．５％),３ 龄 组 的 比 例 最 少 (雌 性

１６５％,雄性１０％).这些结果表明宽鳍鱲是自然

寿命较短的种类.

３．２　宽鳍鱲种群的性比及体长差异

在种群的性比上,甬江溪口段宽鳍鱲的雌雄比

与理论值(１∶１)存在着极显著差异(P＜０．０１).该

结果与徽水河、浦溪河、北京地区和广东岭南种群的

结果一致(李红敬和谢素霞,２００７;邢迎春,２００７;项
秀颖,２００９;严云志等,２０１２),说明宽鳍鱲自然种群

的性比普遍为雄体多于雌体.虽然有报道称海南五

指山宽鳍鱲种群的雌体多于雄体(性比１．３９∶１)(李
红敬和谢素霞,２００７),但由于所取样本数过于小,可
能导致分析结果存在误差.

两性个体大小异型是鱼类中的一种普遍现象,
被认为是自然选择或性选择的作用结果.由于种类

不同,其选择策略也分为两类:一类是为提高雌性繁

殖投入和种群的适合度,选择常导致雌体大于雄体;
另一类是为提高雄体在繁殖过程中具有更强的竞争

能力并获得足够的繁殖机会,选择往往导致雄体大

于雌体(Shine,１９８９).就宽鳍鱲而言,黄山浦溪

河、北京地区宽鳍鱲种群雄性的体长和体重明显大

于雌性(邢迎春等,２００７;项秀颖等,２００９).本文得

到的甬江宽鳍鱲种群各年龄组的雄性体长均值和空

壳重均值也较雌性高.结合不同作者对宽鳍鱲种群

的研究,本研究认为宽鳍鱲不同性别个体大小异型

是性选择的结果.

３．３　宽鳍鱲体长与体重的关系

体长 体重(L W)关系是鱼类生物学研究中

经常涉及的内容之一,且应用较为普遍,依此原理构

建的数学方程式反映鱼类生长特征的基础(von
Bertalanffy,１９３８;黄真理和常剑波,１９９９),并广泛

的应用在淡海水鱼类种群特征描述(孔德平等,

２００５;王雪辉等,２００６).针对宽鳍鱲不同种群,不同

作者也分别得到了L W 关系式(表５).
表５　宽鳍鱲不同种群体长 体重的比较

Tab．５　BodylengthＧweightrelationshipfordifferent

Z．platypuspopulations

地区 L W 关系式 相关性 资料来源

北京
W ♂ ＝１×１０５L３．１４４１ R＝０．９７８５
W ♀ ＝７×１０６L３．２３７４ R＝０．９３７９

邢迎春等,
２００７

安徽
徽水河

W ♂ ＝７×１０６L３．０９ R２＝０．７３００
W ♀ ＝５×１０６L３．１５ R２＝０．８４００

严云志等,
２０１２

安徽
浦溪河

W ♂ ＝６．２６×１０６L３．１０２５ R２＝０．９５５２
W ♀ ＝４．８８×１０６L３．１５８１ R２＝０．９１９７

项秀颖等,
２００９

甬江
溪口段

W ♂ ＝３×１０５L２．８４７１ R２＝０．８３３３
W ♀ ＝２×１０５L２．９３３７ R２＝０．８００９

本研究

　　从表５可明显看出,不同水域的宽鳍鱲种群雄

性L W 关系式比雌性L W 关系式的系数大.因

此,若体长相同,雄性宽鳍鱲个体的体重比雌性大,
雄性个体更肥硕.杨代勤等(１９９９)认为雌鱼进入繁

殖年龄后大部分能量用于性腺发育,雄鱼则用于增

长和增重,故雌鱼生长速度较雄鱼慢,体重明显低于

雄鱼,本研究结果也符合这一观点;同时,由于气候

条件不同,鱼类生长速度不同.比较不同地区研究

结果,嘉陵江的宽鳍鱲种群比北京、徽水河和浦溪河

宽鳍鱲种群的体长与体重关系式要大.黄山徽水河

和浦溪河两个宽鳍鱲种群L W 关系式较北京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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鳍鱲种群小,可能与黄山地区存在大量用电鱼、药鱼

和炸鱼等非法捕鱼现象有关,导致鱼类小型化(严云

志等,２００７).

３．４　宽鳍鱲种群繁殖力

鱼类的繁殖策略是其在适应环境后形成的,繁
殖力是衡量鱼类繁殖投入大小的重要指标,而鱼类

个体繁殖力是评估其繁殖能力的主要参数(曹立文,

２００１);研究鱼类繁殖力是正确估测种群数量的基础

(殷名称,１９９５).鱼类繁殖力的测算主要有两种,即
相对繁殖力和绝对繁殖力(水柏年,２０１５).

由于生境不同,同一种鱼类、不同种群的繁殖投

入是不同的,其不同可通过繁殖力所体现(蓝昭军

等,２０１０).如本研究得到的甬江宽鳍鱲种群的绝对

繁殖力的平均值为(２５８０．３９±２１０７．４９)粒,而徽水

河宽鳍鱲种群的为(７５８±５８)粒(严云志等,２０１２),
北京地区宽鳍鱲种群为１７１５粒.类似的现象在其

他鱼类中也同样存在,如马口鱼(OpsariichthysbiＧ
dens)锦江河种群(梁正其和杨梦双,２０１５)与广东北

江种群(李强等,２０１０);光唇裂腹鱼(Schizothorax
lissolabiatus)北盘江种群(肖海和代应贵,２０１０)与
四川和云南种群(陈永祥和罗泉笙,１９９５;徐伟毅等,

２００６)以及黄颡鱼(Pelteobagrusfulvidraco)梁子湖

种群(杜金瑞,１９６３)与洞庭湖和东江种群(肖调义

等,２００３;张乐等,２０１２).鱼类的繁殖特征是其内源

性繁殖周期和外源性环境条件相结合的产物,随着

环境条件如温度、光周期、营养状况等变化,鱼类不

同地理种群常表现出繁殖时间、繁殖力和初次性成

熟等方面的差异(殷名称,１９９５).由于宽鳍鱲不同

种群繁殖力研究中多未更深入地探讨影响因子对繁

殖力的作用,因而目前尚无法明确导致宽鳍鱲繁殖

力不同种群间出现较大差异主要原因.

３．５　宽鳍鱲个体繁殖力与生物学指标

不同鱼类个体相关繁殖力与生物学指标的关系

存在差异.以绝对繁殖力与体长体重的拟合方程做

比较,马 口 鱼 (李 强 等,２０１０)、黄 颡 鱼 (张 乐 等,

２０１２)、光唇裂腹鱼(肖海和代应贵,２０１０)等鱼类个

体的绝对繁殖力与体长和体重的关系均为二次方

程;侧条光唇鱼(Acrossocheilusparallens)和宽体

沙鳅(Sinibotiareevesae)等鱼类个体的绝对繁殖力

与体长和体重的关系均可用幂函数表示(蓝昭军等,

２０１０;黄 燕 等,２０１１);中 华 乌 塘 鳢 (Bostrychus
sinensis)个体的绝对繁殖力与体长、体重呈线性关

系(张健东,２００２);而小黄鱼(LarimichthyspolyacＧ
tis)个体的绝对繁殖力与体长呈幂函数关系,与体

重则呈线性关系 (水柏年,２０００);Baker & HeiＧ
dinger(１９９４)研究发现,黑斑刺盖太阳鱼(Pomoxis
nigromaculatus)个体的绝对繁殖力与体长、体重呈

对数函数关系.本研究得到宽鳍鱲个体的绝对繁殖

力与体重呈指数函数关系,与体长呈幂函数关系.
通过鱼类个体繁殖力与各生物学指标的单项回

归分析,能直观地反映两者的关系(李强等,２０１０;肖
海和代应贵,２０１０).但繁殖力的变化是各因素相互

作用的结果,为了能很好地阐明各生物学指标对于

繁殖力的贡献程度和相对重要性,常采用逐步回归

法,将个体相关繁殖力与８个生物学指标进行方程

拟合.本研究表明,入选宽鳍鱲个体绝对繁殖力逐

步回归方程的生物学指标有性腺重和年龄,其中个

体绝对繁殖力与性腺重正相关,与年龄负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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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pulationStructureandFecundityofZaccoplatypusintheXikouSectionofYongjiangRiver

CAOAnＧna１,LIQiang２,BAO WeiＧhong３,LUOYan３,XURunＧlin１

(１．SchoolofLifeSciences,SunYatＧsenUniversity,Guangzhou　５１０２７５,P．R．China;

２．SchoolofLifeSciences,GuangzhouUniversity,Guangzhou　５１０００６,P．R．China;

３．TheEnvironmentalProtectionandPlanningandDesignInstituteofNingbo,

Ningbo　３１５０１０,P．R．China)

Abstract:ZaccoplatypusisanimportanteconomicspeciesintheYongjiangRiver,ZhejiangProvince．
However,therearefewreportsonthebiologicalcharacteristicsandpopulationstructureofZ．platypus．
ThisarticleanalyzesthepopulationstructureofZ．platypusintheXikousectionofYongjiangRiver,foＧ
cusingonagecomposition,sexratio,bodyvolumeandfecundityandcomparesthestructuresofZ．platyＧ
puspopulationfromdifferentareas．ThestudywillsupplementthebiologicalbaselineofthenaturalZ．
platypuspopulationandprovidereferencefortheconservationandreasonableexplorationofthenaturalZ．
platypusgermplasmresources．Atotalof４１１Z．platypusspecimenswerecollectedintheXikousection
ofYongjiangRiverfromAugust２０１５toApril２０１６．Thetotallength,bodylengthandweightofthespeciＧ
mensweremeasuredinsitu,scalesandgonadswerecollectedforageandsexidentification,and４３female
Z．platypuswithovariesatstageIVwereselectedfordeterminationoffecundity．Resultsshowthat:(１)

TheZ．platypuspopulationwascomposedofthreeagegroups,dominatedby２ＧyearＧoldsthataccounted
for５５．５％ofthemalesand６３％offemales．(２)Therangeofbodylength(L)was７．０ １４．０cmandthe
group８．０ １２．０cmaccountedfor８７．８３％．(３)Therangeofbodyweight(W)was４．０ ３６．０gandthe
group５．０ １３．０gaccountedfor７２．７５％．(４)ThebodylengthＧweightrelationshipfordifferentgroups
wereasfollows:Wui＝１×１０４L２．４９１７,W ♀ ＝２×１０５L２．９３３７,W ♂ ＝３×１０５L２．８４７１andW＝４×１０５L２．８０３５．(５)

ThefemaleＧmaleratiowas１２７∶２３８,significantlydifferentfromthetheoreticalratio１∶１accordingtothe
chiＧsquaretest (P ＜０．０１)．(６)Therangeinabsolutefecundity (gravimetric method)was５３２
１３７１７．８９eggs,withanaveragevalueof(２８５０．３９±２１０７．４９)eggsandthegroupwithfecundityof１０００

３ ０００ eggs wasdominant (６５．１２％)．Therangeforrelativefecundity by weight was９１２５
１０２７５６eggs/gand,bylength,７４．９３ １ ５４１．３４ eggs/cm,with averagevaluesof (３６３．７３±
１７８．５５)eggs/gand(３５４．３９±２３４．４７)eggs/cm．TheagecompositionandsexratiooftheZ．platypuspopＧ
ulationinYongjiangRiverwereingoodagreementwiththoseofZ．platypuspopulationsinandoutof
China．
Keywords:Zaccoplatypus;populationstructure;fecundity;YongjiangRiv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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