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lSSN 1ω←7271 

上海水产大学学报
JOURNAL OF SHANGHAI FISHERIES UNlVERSITY 

第2卷

Vol. 2 

1993 

第2-3期

I\'"os.2-3 

SHANGHAI SHGICHA\ DAXlE XlJEBAO 



上海水严大睡学报
1993年 第2卷 第2-3期

目 次

草鱼、链、蝙秋繁及其对次年春繁的影响

........…·徐庆登、5长成安、 列、拉克、 刘才兆、 钱桐仪、 马建 社、 楼允京、 张克俭(77 ) 

分压式拦鱼电栅电学参量的计算方法....................….......….................."，'揍丈高(87 ) 

蛤和远东拟沙丁鱼几种加工产品的质量和保藏期...............江之和、 王 健、 骆肇芜(94 ) 

河口区中国对虾幼虾中间培育池水化学状况

.................戎 纯玲、 戴 习 林 、 朱 正 因 、 张 建达 、 1余 4主荣 、 李 士 华 ( 101)
中国对虾对于饲料钙、磷、镜、何、铁的营养需求量...............周洪琪、 王义强、 王Jtl页昌(113)

加工保藏条件对*始制品质量与保藏期限的影响...............段 杉、 王 怆、骆肇芫(119)

几种药物和重金属对异育银蜘仔鱼急性中毒的影响.............................……·宋天复(129)

食品质地感官评寇法…................................….........…·沈月新‘ :正在华、 曾能式(13.3)

制冷装置节能除霜型电脑控制器的研制................…................…·笃茂泉、 周 缸(143)

综 述
中同之fI!类生物技术(英文).........…..........................................张英培、 楼允东(148;

研究简报

条斑紫菜自由丝状体的培养与观察….......…...............…........................。陈属宜(166)

渔船的微冻保鲜................…..王锡珩、 张在强、 刘元璋、 i孟德岭、 枪信祖、 刘天民(161)

校苑论坛

发挥科技教学优势 面向渔业生产主战场................，.......…""，.，…….，.....末承才(lQõ)



JOURNAL OF SHANGHAI FISHERIES UNIVERSITY 

Vol.2， Noa.2-3， 1993 

CONTENTS 

Autumn propagation of farm fishes and its effect on next spring propagation 
.....Xu Qin-deng， Zhang Ohen-an， 8un Gui-yao， Liu Oai-zhao， 

Qian Gatlg-yi， Ma Jia.n-she， I�ou Yun-dong and Zhang Ke-jian (77) 
On the calculation of electric parameters for electric fisÞ. screen of divider-type 

. Lou Wen-gao (87) 
Storage I1fe and quality evaluation of processed mackerel and true sardine prodl1cb 

. Wang Zhi-he， Wang Zao and Luo �hao-yao (94) 
Hydrochemistry in e.stua.ry pond for middle culture of Penaeus chine制你jllvenile

....Zang Wei-ling， Dai Xi-1in， 

Zhu Zheng-guo， Zha.ng Jian-da， Xu Gul-rong and Li 8hl-hua (101) 
Nntritional reqnirement of Penaeus ch伽ensis for dietary calcium， phosphorus， 

magnesium， potassium a.nd iron 

...... Zhou Hong-qi， Wang Yi-qiang and Wang 8hun-chang (113) 
Effec也of various processing and storage conditions on quality and storage life of 

frozen ìna.ckerel products........…. Duan shan，Wailg Zao and 1.uo Zha.o-ya.o (119) 
Acute toxic effe元of several chemica.ls and heavy meta.ls on la.rva of crucian ca.rp 

Method for senaory eva.l uation 01' food texture 

.. Song '1'ian-fu (129) 

. Shen Yue-xin， Jiang J)cng-】lua and Zeng Neng-wu (135) 
On mlcroco皿puter control for energy save defrosting system in refrigerating 

installation... ................….........……........ Ge Mao-quan und ZhOll Hong (143) 

ROUNDUP 
Flsh blötechnology in Ohina"…................Zhang Ying-pei and Lou Yun-dong (148) 

RESEARCH NOTES 
'1'he culture a.nd observa.tion on free-living filaments of Porpll1J'T'a yezoensis 

Partial freezing for keeping fre3hne3日 on fishing boa.t 

...... 011en G uo-yi (1M) 

…..........Wang Xi-hang， Zha.ng Yi-qia.ng， 

Liu Yue.n-zha.ng， Wen De-ling， Xu xin-zu and Liu Tia.n-gen (161) 



第2卷第2-3期 上海水s产大学学报
1993年9月 JOURNAL OF SHANGHAI FISliERIES，UNIVERSITY 

嘀，

Vol. 2， Nos.2-3 
Sep.， 1993 

草鱼、链、蝙秋繁及其对次年春繁的影响
1余庆登 张成安 列、社兑 刘才先 钱桐仪 马建社

(江苏苦?向邮市水产:�.严会， 22(600) 

楼九东 张先俭
(上海水产大学水产养殖系， 2000!JP) 

掘 • 1991年秋催产草鱼、筋、踹、姗来跑256姐，共摸鱼苗Cí040万·尾. 平均催产$78.2铃，
受精率71.99岛，牌也率75.49&.秋蜻鱼苗当年可育成100m以上健、销鱼种相80m以上尊鱼、偏鱼种.
鱼苗到鱼种成活率为37.29&.秋'曾来鱼次年春繁储产率.曼糟7私和孵化率革木不景.响，产卵量比往
年未秋.者低6.89&-9.69串，卵径、卵粒噩和鱼苗体，民等无显菁盖异. 1在1ft.蜻.'.卵母细胞发前不

同步，荐'寄居纯60天左右强化培宵，卵巢巾未成熟的卵崎细胞可发育成熟.

�.调 7严绳，链，铺，秋繁，养繁

家鱼人工繁殖，通常春宋夏初1年1次。家鱼能否秋繁，即1年繁殖2次以上;秋繁苗种

生产效果如何;秋繁对lX年春蟹的影响又怎样。 这些都是人们普遍关注的问题。1991年高邮

市遭受百年来遇的特大哄带灾害，水产业损失惨重。为加快复产步伐，我们承担了江苏省水产

局下达的f家鱼秋繁及其对次年春繁的影响'的民验项目， 试脆巾我们对上述问题进行了初步

研究。

1 材料与方法

1.1 秧'最鱼的来嚣及歌蟹的方法

秋繁亲鱼在高邮市司徒乡水产养殖场、 国营水产良种场和官垛鱼种场正常生产的亲鱼中

选择，其中春繁基本产空的占71.9铃，春繁未产、半产的占28.1铃。秋'曾利用费繁的设备， 且

根据眷'康的方法并结合秋蟹的特点而稍加改进。
1.1 次竿"辙'属的比较

以司徒乡养殖场秋繁与未秋繁草鱼、链、姗来鱼为材料，在次年春繁过程中就催产事.受精

率、孵化率、产卵量、出苗量以及鱼卵直径、卵位置与鱼苗体长等进行总体和抽样比较。
1.3 坡.最鱼幢酶的形窜组&R掌现禀

1992年6月至10月，对池养草鱼、 链、蝙秋繁亲鱼半月1次抽样检查性腺和卵母细胞发

育情况。 8月份抽样解剖草鱼、链作卵巢组织切片，对卵母细胞的形态组织学作进一步观察.

1998..o()fHl1收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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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结 果
2.1 款繁效果

上海水产大学学报 2卷

1991年 8月1日至8月26日共催产草鱼，筋、链、蝙亲鱼 256组，其中当 年春繁基本产空

的 1 84组，占71 . 9畅;春繁未产、半产的72组，占 28.1 %。 草鱼70组，春繁基本产空的39组;

团头前86组，春繁基本产空的71组;链74组，春繁基本产空的55组;锦 26组，春繁基本产空
的19组。共获秋繁鱼苗5040万尾，其中链 1910万尾，蝙 1455万尾，草鱼 1115万尾，团头勘560

万尾。 平均催产率78. 2伪、受精率71.9伪、孵化率75.4 铃。 其中草鱼催产率47.9'伪、 受精率

64 %、孵化率 82%;髓催产率93.9 %、受精率73.5 %、孵化率 82.2%;鳞催产率95伪、 受精率

70 %、孵化率81. 2铃。 秋繁亲鱼的产卵量、 出苗量比春繁亲鱼略低， 草鱼平均每公斤雌鱼产卵

5.4万粒， 出苗 2.9万尾， 比当 年春繁分别低16.8伪 和39. 8%; 链每公斤雌鱼产卵7.3 8万

粒，出苗4.46万尾， 比当 年春繁分别低9.7 %和9.9 %; 蝙每公斤雌鱼产卵6.88万粒， 出前

3.88万尾，比当 年春繁分别低3.9 %和15.8铃。
2.2歌镰鱼种的生长

根据秋季气温高、鱼苗生长快 以及饵、肥消耗大等特点，采取合理稀放、及时分塘和强化饲

养管理等措施培育秋繁鱼苗，并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高邮市臼养秋繁鱼苗3010万尾， 当 年育

成 10cm 以上链、蝙和 8Jm 以上的草鱼、团头筋的鱼种11 19.72万尾， 鱼苗到鱼种的成活率 为

37. 2伪。 1991 年 10 月18日至 11月1日， 高邮市科委组织抽查了9 个养殖场培育的1070万

尾秋繁鱼苗生产情况，平均体长草鱼 为9.16cm，团头勘 8. 2cm，链1 1.33Jm，蜻11. 27cm。 司徒

乡养殖场两口试验池，其中1口于 8 月5日鱼苗下塘，鱼苗到鱼种成活率 为410奋， 草鱼平均体

长 10.lcm，体重11.67g;链平均体长12. 1cm，平均体重 19.33g;铺平均体长15.33cm， 平均

体重46g，折合每公顷产鱼种 2279.5kg; 另 1口池于 8月28日鱼苗下塘， 鱼苗到鱼种成活率
为37 %。 草鱼平均体长8.66c皿，平均体重7.5g;团头铺平均体长8Jm，平均体重5.67g; 链平

均体长9.54cm、平均体重 8.33g; 铺平均体长10.lclU、 平均体重 12.67g， 折合每公顷鱼种

1312.5kg。 秋花鱼种放养于成鱼池后生产也良好， 经测定秋花鱼种与春花鱼种在成鱼阶段的

生长速度无显著差异。
2.3歉'对次革曹蟹的影响

司徒乡养殖场于 1992 年5 月6日至26日共催产1991 年秋繁 过 的 草 鱼 19组， 催产 率

为 100份，受精率78铃，孵化率 86伪， 产卵 1529万粒， 出苗 10 26万尾， 平均每公斤雌鱼产卵

7.43万粒， 出苗4.98万尾。 同期催产未秋繁过的草鱼157组， 催产率 为99.4份， 受精率

74.5伪，孵化率 85 %，产卵11028万粒，出苗6984万尾，平均每公斤雌鱼产卵 8.14万粒， 出苗

5. 16万尾。 秋繁草鱼比未秋繁草鱼催产率高0.6畅，受精率高3.5份，孵化率高3 铃，每公斤雌

鱼产卵少0.71万粒，低8.70/0; 出苗少0.18万尾，低3.5 铃。 催产秋繁过的链3 1组， 催产率 为

87侈，受精率750奋，孵化率 83 侈， 平均每公斤雌鱼产卵7.59万粒， 出苗4.37万尾。 同期催
产未秋繁过的链11 1组，催产率 为84.7侈，受精率69.5 侈， 孵化率 85 %， 平均每公斤雌鱼产

卵 8.4万粒，出苗4.96万尾。 秋繁链比未秋繁链催产率高 2.3 侈，受精率高5.5 侈， 孵化率低

2侈，每公斤雌鱼产卵少0.81万粒，低9.6%i出苗少0. 23万尾，低4.6 %。催产秋繁过的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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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组，催产率为85 .7侈， 受精率72铃， 孵化率 9 1份， 平均每公斤帷鱼产卵 6.2 í)万粒， 出苗
4 . 12 万尾。 与同期催产未 秋繁过的蹦相比较，催产率、受精率和孵化率相近 ， 但每公斤雌鱼产
卵少 0.87 万粒，低12 .1%; 出苗少 0.49万尾，低10 .69奋。

司徒乡养殖场198 8-1992 年草鱼、链和铺春繁的产卵量，按每公斤雌鱼计，草鱼 为7 . 97万

粒，链 为8 . 4万粒，姗为6.88 万桩，如固1 所示， 司徒乡养殖场 秋繁亲鱼次年春繁的产卵量与

前5年平均产卵量相 比较， 草鱼每公斤雌 每公斤
鱼产卵少 。.54万粒，低6.8侈， 链每公斤 产卵噩{万 …. 气16

�1 8.76 G.G" ，/ 、气

雌鱼产卵少 0.81 万粒 ，低。.6%;:蝙每公 l 产二、/气/ \8.40 

斤附卵少 0.59 叫 8 .6份。 8� ..r/\ρ趴7.66\ja对秋繁与未秋繁草鱼和1鲍次年在繁时 |斗/ -- 汪，../ '6.. 
'立"

的卵径测起结果如表1 。由在可知，政繁草 y行.09 _............，.\ 
鱼平均卵径1407/Lm，未秋繁草鱼平均卵 作坊、-vf'而 \ 
径1 4幻μm，1iíI15'仪比后者小2 0/Lm。经咆 -一-Vf.I 说 v.' 6护航

检验， 我明秋繁早鱼卵径与未秋繁平鱼
，9咽→叩'89 1990 1991 1992军砸、
回1 囚徒场1988-1992年草:鱼、链.鳞

卵径无 显 著 性 差异。 秋 繁 链 平 均 卵 径 每公斤雌鱼产卵量
12 58 μm，未 秋繁链平均卵径1297/I，m，前者

比后 者小2 1μm ，经也值检验，两 者亦无显

著性差异 。

.t<'ig.l Spawning number per kg body weigbt 

of fe!r.ale grass carp. silver C&rp and bigbead iD 

Situ Fisbfarm during 1988 to 1992 

对秋繁与未 秋繁草鱼和链次年春繁时的卵位重测寇结果列 于表2 。由我可知，未 秋繁革鱼

的卵每觅为 795粒，秋繁草鱼卵每克为803性;秋繁链的卵每克 为919粒， 未秋繁蜒的卵每克
为91 4粒，经 t值检验均无显著性差异。

对秋繁与未秋繁草鱼和髓次年春繁鱼苗螺出现时的体 *测定结果列于农3。 秋繁草鱼次
年春繁鱼苗平均体 位0.7 09cIrt， 未秋黛 草鱼次年春繁鱼苗平均体长 0.7 11cm; 秋繁链次年春

紫鱼苗的平均体 长为 0.7 01 cm， 未秋繁链次年春繁鱼苗的平均体长为 0.7 02 cm， 经也值检验

均无显著性差异。
2.4 草鱼、幢、蛐亲鱼幢臆提宵的观察

高邮地区池养草鱼、链、蝙亲鱼5 月 初性腺发育 成熟， 卵巢成熟系数达到最肖峰， 一般为

18 % -2 0% 。 此时卵巢她在W期， 卵巢中卵母细胞与卵巢切面的 90% 左 右为W时 相 卵 母

细胞， 同时也含有一寇数量的L I时相卵母细胞。 春繁后卵巢成熟系数迅速下降至2 % -

4 铃 。 此时卵巢她在回期， 卵巢内W时相卵母细胞骤降。 此后逐步恢复发育，卵巢内LI时相

卵母细胞增多， 占卵巢切面的7 0% 左右。 春黛后亲鱼体 内一般尚存约占总卵数15% 的 N时

相卵母细胞或败育卵，春繁时半产、未产的亲鱼留在体 内的W时相卵母细胞约在 1个)J内逐步
眼收。 卵巢内未成熟的E 、E时相卵母细胞依次继续向前发育，约经 60天左右的强化培育，到
7 月底8月韧性腺叉逐步 发育成熟， 此时卵巢她在W期，卵巢成熟系数达到13% -18侈，形成

仅次于春繁时的 第二个卵巢成熟系数高峰，如圈20 此时卵巢内占卵巢切面85% 左右又塞满

了 成熟的W时相卵母细胞 ，如圈版1-3所示。 秋繁后卵巢成熟系数急剧下降至2 % -4 %，未

秋繁亲负到9月巾旬以后， 卵巢成熟系数也下降至8% 以下， L 1时相卵母细胞相应增加·

草鱼、挝、鳞亲鱼从第1次催产前和l产卵后以及强化培育刽第2次催产前和催产后，卵巢内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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褒1 秋篝 与 未秋篝 尊 鱼 、
t
键8p次 ri年ng"prE o时 pa"ga握tl的on比o较

Table 1 ComparisQn on e:lg diameter at 8pri ng propalratlon of the next year 

between Ilutumn propagatcd and autumn unpropa gated .ra.. earp and 8ilver carp 

一..-�
Yß 

咽且 ._.._-
径Cμ立:)

号 草 鱼 链

秋繁过的 未秋繁过的 秋.过的 未秋繁过的

1 1350 1227 1309 12&1 

2 1432 J391 1237 1309 

g 1391 1350 1309 1186 

4 1350 1513 1221 1227 

5 1391 1513 1 145 1227 

6 1350 J309 1227 J268 

7 1432 1391 11415 1209 

s 1432 1391 1186 1309 

9 1554 1432 ]268 1268 

1(; 1472 ]391 ]309 1309 

11 1309 1309 1268 1250 

]2 139J 1350 1309 1227 

]3 1350 1472 ]227 1227 

1晶 J350 1472 ]:800 1227 

15 1391 1636 lH1 1250 

18 J350 1391 lat8 1309 

17 1472 J636 1舱' 1309 

J8 1472 1391 la曲' 1309 

19 1472 1472 ]3ω 1227 

20 1554 1391 ljMg 1350 

21 1350 1309 l2lf 1268 

22 1432 1513 臼2'1 1391 

23 1554 1513 :1.186 1250 

24 1391 1472 1221 1268 

25 1309 1618 1221 J309 

26 1432 1391 王309 1309 

27 1350 1482 1309 1268 

28 1350 1472 1809 1350 

29 1472 1432 1268 1309 

30 1309 1岳82 1309 1350 

一
均 1407土71.54 1427土99.75 1258土51.08 ]279土48.71

2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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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时相卵母细胞呈现出 此起彼伏有规律的消长关系。 上述结果表明:草鱼、链、鳞亲鱼春繁后，

卵巢 内留 下的未 成熟卵母细胞经过 60天左右的强化培育能够 发育 成熟，并可进行第2 次催产
繁殖。1991年春繁过程中亲鱼的 成熟率不高.约有 40畅 的链、1 0% 的 镰和 60侈 的 草鱼皑腺发

育较差。 这些亲鱼卵巢内的卵母细胞处在N+或N++，也有的在E 期即开始退化，秋繁无效。

成熟系蚁
(ß51) 

20 

15 

10 

5 

-一--- 尊鱼
---- 1连
一.__..

5 6 7 8 9 10 月份
图2 草鱼、链.鳞5-10月时的卵巢成熟系数

F'ig.2 GSI of ovaríes in grass carp. silver carp 3'1rl 
bij!ht'ad during May to OctohP!" 

图版 Plate 

l. 10!l2年8月11日挖的草鱼卵，核已移位，卵成熟待产 2. 1992年8月11日挖的链卵，卵已成熟，

充满卵黄颗粒 3. 1992年8月11日挖的鳞卵，卵已成熟，核巳移位 4. 19G2年8月11日解剖的

尊鱼卵巢切片，卵巢内除成熟的lV时相卵母细胞外，尚存部分LI附相卵母细胞 5. 1992年8月11

日解割的链卵巢切片，卵巢内除成熟的E时相卵母细胞外，有部分1.1时相卵母细胞 6. 199Z年8月
卫1日解剖的"卵巢切片，卵巢内除成熟的lVPt相卵母细胞外，有部分1.1时相卵母细胞.

3讨 论

3.1 革鱼、蝇、铺就擎的威'自率与偏严遭蝴

1991年秩繁鳞的成熟率在90%左右，链在60tjb以上，革鱼在40*以上，与春繁亲鱼的
成熟率有较大差距。 1991 年遇特大洪涝灾害，亲鱼的 正常饲养管理中断，为了防止亲鱼逃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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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行高密度囤养，投饵不正常，草鱼和团头筋青饲料的投喂被迫中断， 培育不够。 从春繁到秋

繁仅两个月左右， 在如 此短暂的时间内亲鱼要完成春繁后体质恢复和性腺发育成熟的过程需

要极其良好的外界环境。通过强化培育使亲鱼获得足够的营养，春繁后留 在卵巢内未成熟的卵

母细胞就能够继续 发育成熟并进行第2 次催产。 反之， 如亲鱼营养不足或受到其它外界条件

的限制，卵巢内留下的未成熟的卵母细胞就会停止发育而趋于退化。 我们认为， 提高秋繁"三

率"的关键是强化培育、避开高温(水温不超过 3 0"0)和选择适宜的催产时机。 另外，在秋繁过

程中， 由于雄鱼排精不足从而影响受精率的情况也时有发生， 因此催情时雄鱼也要进行2次
注射。

在1991年的秋繁过程中，8月下旬已有部分亲鱼的性腺开始退化， 到9 月中旬则普遍退

化。 因 此，秋繁的适宜时间为7 月底至8月 中旬，其间一有机会就要抓紧进行。
3.2 秋露对次年警蟹的影响

草鱼、蜒、蝙 秩繁对次年春繁的催产率、受精率和孵化率基本没有影响。 卵径、卵粒重以及

鱼苗体长等也无显著性差异。 产卵量比未秋繁亲鱼低 6.8%--9 .6铃。秋繁过的亲鱼次年春繁

时产卵量稍低的主要原因仍在于亲鱼的培育。 司徒乡养殖场1排1号池由于紧靠场部， 平时

投放后备亲鱼和其它暂养鱼类较多，但仍按原放养亲鱼数量投喂，饵料相对不足， 结果亲鱼友

育较差，以致该池塘未秋繁亲鱼的性腺发育还不如其它池塘秋繁过的亲鱼好。 此外，也有秋繁
过的亲鱼次年春繁时效果超过未秋繁的亲鱼的，如司徒乡养殖场抽样测起了1 0组 秋繁与未秋
繁链次年春繁产卵量与出苗量。秩繁的链比未秋繁的蜒平均每公斤雌鱼 产 卵 多 0. 4万粒，高

5.5 %;出苗多 0.2万尾，高4.3 %。可见秩繁亲鱼只要强化培育对次年春策的产卵及出苗量影

响不大，关键是亲鱼培育。 秋紫亲鱼 通过强化培育，产卵量与出苗量可以 达到与未秋繁亲鱼同

样的水平。 当然，从总体上讲，秋繁亲鱼由于秋繁时消耗极大，部分个体受伤较重，这就需要更

好的恢复与补充。 如果秋繁与未秋紫亲鱼在同样条件下培育， 对次年春繁无疑会有一寇的影

3.3 关于革鱼、篇、捕的严卵羹型

鱼类卵母细胞友育是否同步是区别1ð，:产卵还是分批产卵的重要依据。 有的学者[3J认为

草鱼、链、铺的卵母细胞 发育从E期到W期是同步的，卵带细撞JA.I-直-1V期的发育是跨年
度的，这些鱼是 1 次产卵类型。 对于1年2 次黛殖则认为是部分春繁时未产、半产的亲鱼卵巢

内留 下的未成熟W时相卵母细胞继续发育到秋季再产的结果. 我们认为草鱼、链、鳞属于分批

产卵的类型，其卵母细胞的发育是不同步的。 其依据是z在产后的亲鱼卵巢内可以看到E 、E 、
W时相卵母细胞并存，即使在6月 初、8 月初临产亲鱼的卵巢内也同样可以看到上述各时相的
卵母细胞(图版4-6)， 而且各时相卵母细胞的大小与形态也不尽一致。 这就说明卵母细胞的

发育是非同步的，1时相卵母细胞不是同步地向W时相过渡。 我们还观察到，草鱼、链、锦亲鱼

在各个时期均有不同 发育阶段的卵母细胞存在，)、W时相卵母细胞呈现出有规律的 此起彼伏

的消长夫系，这也说明卵母细胞的发育是逐级渐迸发育的，它们是分批产出的。

草鱼、鲍、蝙第二次繁殖不可能是春繁时未产或半产的亲鱼， 即不可能是春季未发育成熟

的W时相卵母锢胞继续 发育成熟后秋季再产的结果，其依据是:(1)春繁未产的亲鱼，卵巢内

N时相卵母细胞一般到6月份以后就普遍退化。1 991年秋繁时， 我们曾选择30组成熟的革

鱼亲鱼和50组成熟的蜒亲鱼准备待气候适宜时催产，结果于 8 月底拉网检查时 发现部分亲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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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腺已退化， 9月中旬再拉网检查，发现亲鱼性腺已普遍退化， 说明W时相卵母细胞在最鱼体
内，停留的时间不会很长，一般在1个月内即逐步退化，春季未产的N时相卵母细胞不可能待到

秋季再产;但}第一次催产时不产的亲鱼较少， 半产的亲鱼留在体内的W时相卵母细胞也不
多。就高邮地区来说，春繁不产的一般在5�以下， 半产的亲鱼留在体内的N时相卵母细胞→
般在30%俨左右。l而秧繁时的产卵量-般是春繁时的85�左右，部分发育好的亲鱼秋繁时的产
卵量与春策时相盖不束。司徒养殖场共有7组蝙亲鱼， 1991年春繁时全严，平均每公斤体重产
卵7.16万粒，出苗4..61万尾。 当年秋繁时又有6组亲鱼获产，平均每公斤体重产卵6.88万

粒y出葫.3.88万居. 这就充分说明第二次产的卵不是春繁后亲鱼卵巢内残留的f{时相卵母细
胞，而是春黛后亲鱼卵巢内未成熟的卵母细胞逐渐发育而成的。 综上所述，我们认为革鱼、链、
蝙是分批产卵鱼类，其卵母细胞是逐级渐进发育的。 草鱼、鲍、 蝙1年2次繁殖有着内在的生
物学基础。

本文由徐庆登(本拉1976届拉在)执笔，楼九东修改。 参加本试验的还有江苏省高邮市水
产局的陈煌、吴朝森、硕觉块和薛怀宁以及有关养fB.场的戴叶岭， 龙i女明、吴为硅.和倪朝海等。

上海水产大学张钦协助拍摄显微照片。 本试验得到江苏省、 扬州市同行专家的热忱指导。 初
稿还承蒙上海水产大学谭玉钧教授等审阅。 在此一并采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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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UTUMN PROPAGATION OF F ARM FJSHES AND 
lTS EFFECT ON NEXT SPRJNG PROPAGATJON 

Xu Qin-deng， Zhang Chen-an， Sun Gui-yao， Liu. Cai-zhao， 
Qian Gang-yi and Ma Jian-she 

(Fis7ierie宙A[s，ciati仰of Gao1j011 Co四nt1j， Jωng811 225600) 

Lou Yun-dong and Zhang Ke-jian 
(Deþ皿rt俏。nt Jf .Aquacultu饨， SFU， 200090) 

ABSTRACT 256阴阳of brood fish of gra.ss carp， silver carp， bighead and blunt 

snout bream were induced to spawn in the autumn of 1991， and up to 50.4 million fry 
were obtained. The mean spawning rat白， ferti1izing rats and hatJhing rate were 78.2%， 
71.9% and 75.4% re目pectively. rrhe fry from autumn propagation could breed in也o
larger fIngerling in tlu S;1!llJ yaar (over 10 C!ll for bighead and silvθr carp， ovθr 8 c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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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r grass elll'p a.nd blunt snout brea.m). The via.bi1ity of the fingerling was 37.2%. 

Compa.red with the r倒ul臼for onoe a. yea.r spring propa.ga.tion， th9 spa.wning， fertilizing， 
and hatohing rate were generally not a.ffeoted. Only the egg number decr铀ged 6.8%-

9 .64>> . Tblísi'e are no significant differano帽in size and weight of eggs and length of 

fry . In grass carp， silver侃rp and bighead th� 0ω，yte!l develop asynohronously. 'fhe 

immature oocytes in the OVal:Y of the brood fish aftar the spring propagation could 

develop to full m<tture under strengthened culture for aboui 6fJ也ys.
J[E曹WOKDS grass carp， silver carp， bighe硝， 削抽回n propagation. spring 

propa.gatio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