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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对鲢、鳙、团头鲂和异育银鲫肌间刺的数目、形态和分布进行分析研究，结果显示：鲢的肌间刺数目在

117 ~ 124 之间，鳙的肌间刺数目在 116 ~ 133 之间，团头鲂的肌间刺数目在 114 ~ 129 之间，异育银鲫的肌间刺

数目在 79 ~ 87 之间。每条鱼左右两侧的肌间刺数目不完全相等，但总体上两侧肌间刺的数目接近。不同部

位的肌间刺数目也有差异：躯干部轴上肌中的肌间刺数目最多，尾部轴上肌与轴下肌中的肌间刺数目基本相

等。鲢、鳙、鲫和团头鲂的肌间刺形态都在 10 种以上。这几种鱼每条鱼的躯干部轴上肌中都有一根很细很短

的“l”形刺，这根最短刺的长度在不同规格的鱼上差别并不大。

关键词：鲤科鱼类；肌间刺；形态；数目；分布

中图分类号：S 917.4 文献标识码：A

Preliminary study on intermuscular bon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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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e number， shape and distribution of intermusCular bones were observed in silver Carp
（ Hypophthalmichthys molitrix ）， bighead Carp （ Aristichthys nobilis ）， blunt snout bream （ Megalobrama
amblycephala）and CruCian Carp（Carassius auratus gibelio）.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number of intermusCular
bones in silver Carp was between 117 and 124，in bighead Carp was between 116 and 133，in blunt snout bream was
between 114 and 129，in CruCian Carp was between79 and 87 . The intermusCular bone number was not absolutely
equal in both body sides although the number was quite similar . The bone number varied in different parts of fish
body. There were more bones in the front dorsal part while bone number was almost equal in rear dorsal part and
rear abdominal part . There were more than 10 types of bone shape in silver Carp，bighead Carp，blunt snout bream
and CruCian Carp. A tiny l-type bone was observed in all of experimental fish，and the length differenCe of this bone



was very small in the fish of different sizes .
Key words：Cyprinid；intermusCular bone；shape；number；distribution

中国是一个水产养殖大国，养殖产量占世界养殖产量的三分之二以上［1］。2004 年我国的渔业总产

量达 4 900 多万吨，其中养殖产量超过 3 200 万吨。养殖的鱼除了以鲜活的形式直接供应市场外，还有

部分需要进行深加工，如制成鱼片、鱼丸等。但鱼类的肌间刺数目对鱼片、鱼丸的加工有很大的影响，同

时也是鲜活鱼选购的一个重要影响因素。我国主要的淡水养殖鱼类是鲤科鱼类，对于这些鱼类养殖品

种，虽然有不少生物学方面的数据，还没有关于肌间刺的具体资料［2］。本实验对几种常见鲤科养殖鱼类

品种的肌间刺数目、形态和分布进行初步研究，一方面为这些鱼类提供更多一些生物学资料，另一方面

也探讨肌间刺与鱼类品种之间的关系，分析肌间刺的成因，从而为通过品种改良减少鱼类肌间刺做一些

基础性的研究。

1 材料和方法

1.1 实验鱼

鲢（Hypophthalmichthys molitrix）、鳙（Aristichthys nobilis）、团头鲂（Megalobrama amblycephala）和异育银

鲫（Carassius auratus gibelio）各 10 尾购自农贸市场。几种鱼的规格见表 1。

表 1 试验鱼的规格

Tab.1 The si0es of e2perimental fish

品种
体长（Cm）

范围 平均值

体重（g）
范围 平均值

鲢 31.0 ~ 35 .5 32 .8 614 ~ 881 706.5
鳙 33.8 ~ 39 .5 36 .4 778 ~ 1217 1001 .7

团头鲂 23.0 ~ 26 .0 24 .2 284 ~ 442 376.2
异育银鲫 24.2 ~ 25 .0 24 .6 468 ~ 550 499.0

1 .2 肌间刺数目、形态和分布测定

称量后，将实验鱼用纱布包好，用棉线扎牢，置沸水锅里煮 10 ~ 20 min。取出，稍冷后去除纱布。上

下（背腹）以脊椎骨为界，前后以腹腔后缘为界，将鱼体划分躯干部轴上肌、躯干部轴下肌、尾部轴上肌和

尾部轴下肌 4 个部位。取鱼肉，剔出肌间刺，分别记录不同部位、不同形态的肌间刺数目，再计总数。最

后测定最长刺与最短刺的长度。

2 结果

2.1 不同种鱼的肌间刺数目

10 尾鲢鱼的肌间刺数目在 117 ~ 124 之间，平均为 119 根；鳙鱼的肌间刺数目在 116 ~ 133 之间，平均

为 123；团头鲂的肌间刺数目在 114 ~ 129 之间，平均为 123；异育银鲫的肌间刺数目在 79 ~ 87 之间，平均

为 83（见表 2）。这几种鱼中，鳙、团头鲂的肌间刺最多，鲢次之，异育银鲫最少。统计分析显示：鲢、鳙和

团头鲂之 间 的 肌 间 刺 数 目 差 异 不 显 著（ P > 0 . 05），这 三 条 鱼 与 异 育 银 鲫 肌 间 刺 数 目 差 异 显 著

（P < 0 .05）。

2.2 肌间刺在不同部位的分布

每条鱼左右两侧的肌间刺数目不完全相等，但总体上两侧肌间刺的数目接近。不同部位的肌间刺

数目也有差异（见表 2）：躯干部轴上肌中的肌间刺数目最多，而尾部轴上肌与轴下肌中的肌间刺数目基

本相等。躯干部轴下肌中的肌间刺最少，这个部位的肌间刺都是分布在腹腔之后与尾部的过渡区域，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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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腹腔的肌肉中除了肋骨外并不含肌间刺。

表 2 几种鲤科养殖鱼类的肌间刺数目

Tab.2 The number of intermuscular bone in several cultured cyprinids

品种 鲢 鳙 团头鲂 异育银鲫

左躯干轴上肌 25 23 22 18
左尾部轴上肌 13 15 19 11
左躯干轴下肌 8 7 3 1
左尾部轴下肌 13 15 17 11

小计 59 60 61 41
右躯干轴上肌 24 24 24 17
右尾部轴上肌 14 16 18 12
右躯干轴下肌 7 10 4 1
右尾部轴下肌 15 13 6 11

小计 60 63 62 41
总数 119 123 123 82

2 .3 肌间刺的形态

这几种鱼的肌间刺基本形态为“l”和“y”形，在这个基础上趋于复杂，出现 1 ~ 3 个分枝，分枝可以出

现在肌间刺的一个末端，也可以出现在所有末端，其中鲢和鳙还出现树状分枝的肌间刺。在鲢、鳙中，单

纯的“l”形和“y”形肌间刺的数目很少。鲢、鳙、鲫和团头鲂的肌间刺形态都在 10 种以上（见图 1）。

2.4 不同形态肌间刺的分布

鲫鱼躯干部的肌间刺主要是“y”及其分枝形，也有“l”形，但几乎没有其分枝形。而尾部以“l”为主，

也有部分“y”及“l”分枝形。

团头鲂躯干部轴上肌中的肌间刺以分叉的“y”形为主，还有分叉的“l”形；躯干部轴下肌中为“l”和

“y”形；鱼体尾部以“l”和“y”形为主，并伴有两者的分枝形。

鲢躯干部轴上肌中的肌间刺以“y”及其分枝形为主，树状分枝的肌间刺全部出现在该部位；躯干部

轴下肌中为“l”形和“y”及其分枝形肌间刺；鱼体尾部的肌间刺“l”形占大多数，含少量“l”分枝形和“y”及

其分枝形。

鳙躯干部轴上肌中的肌间刺基本上都是树状分枝和带分枝的“y”形；躯干部轴下肌中为“l”形和带

分枝的“y”形；鱼体尾部主要为带分枝的“l”形和带分枝的“y”形。

2.5 最长刺与最短刺

在所有实验鱼中，鲫鱼的最长刺为 3 .0 Cm，最短刺为 0 . 8 Cm；团头鲂的最长刺为 3 . 3 Cm，最短刺为

0 .6 Cm；鲢的最长刺为 4 .9 Cm，最短刺为 0 .8 Cm；鳙的最长刺为 5 . 0 Cm，最短刺为 0 . 5 Cm（图 1d 最后一

根）。可见不同规格鱼的最长刺长度有所差异，但基本上每条鱼中都有一根很细很短的“l”形刺，这根最

短刺的长度在不同规格的鱼上差别并不大。

3 讨论

在对鱼类骨骼系统的研究中，涉及脊椎骨的研究较多，如椎骨发生及椎骨与鱼类进化之间的关系

等［3 - 6］。对附肢骨也有报道［7］，但在肌间刺（或称肌间骨）方面的研究则不多［8，9］。孟庆闻等［10］认为鲢

的肌间刺是两侧成对分布的，椎骨上有 40 对，尾部椎骨下有 20 对。但我们的结果显示尽管鲢体两侧肌

间刺的数目基本相等，但其并不是完全对称分布的，在形态、数目以及分布部位上都如此，所以不宜用多

少对来表示鱼类的肌间刺。由此可见，鱼类的肌间刺分布并不象椎骨和肋骨那样有规律。

根据附着的部位，硬骨鱼类的肌间刺可以分为三类：附着在髓弓上的髓弓小骨、附着在椎体上的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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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几种鲤科养殖鱼类的肌间刺形态

Fig.1 The morphologiC patterns of intermusCular bone in several Cultured Cyprinids
a：鲫鱼；b：团头鲂；C：鲢；d：鳙

体小骨和附着在腹肋或脉弓上的脉弓小骨［11］。本实验结果表明，鲤科鱼类的几种鱼不仅肌间刺较多，

并且都含有全部三类肌间刺。肌间刺的主要作用应是支撑肌肉，对于肉质比较疏松的鱼类，不仅肌间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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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目相对较多，更主要的是肌间刺上的分枝也较多，如鲢、鳙，甚至出现复杂的树状分枝。肌间刺还有一

个作用涉及到传导，如肌肉力量的传导［11］，因此肌间刺数目可能与肌肉中蛋白质含量有一定的关系。

有研究表明，异育银鲫的肌肉蛋白质含量为 17 . 80%，比鲢、鳙和团头鲂的肌肉蛋白质含量高（分别为

15 .80%、16 .26%和 16 .68%）［12］。因此，异育银鲫的肌肉力量的传导可能更多地是靠肌纤维，而借助肌

间刺进行肌肉力量传导的要求就比其它三种鱼低，这样，异育银鲫的肌间刺数目也就比其它三种鱼少。

肌间刺中最长的一根刺的长度与鱼的规格正相关，鱼体越大，最长刺的长度也越长。但是，在每尾

鱼躯干部轴上肌中均可发现一根最短的细刺，它呈“l”形，质地与软骨非常相似，并且这根刺的长度与鱼

的规格关系不大，即使是在个体很大的鳙中，这根刺的长度也只有 0 .5Cm（不超过 0 . 8Cm）。在发生的次

序上，它会不会是所有肌间刺中第一个出现的肌间刺，作为肌间刺的原基一直存在于鱼体中，从而对其

它肌间刺的发生、形成具有特殊作用？也可能它是一根最新形成的肌间刺，如果这样则说明肌间刺的发

生不仅仅是在发育的早期，那么通过调控极可能减少鱼类肌间刺的数目，从而改善商品鱼的品质。所以

这根特殊的肌间刺的发生及其功能值得深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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