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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对澄湖48尾产卵前成熟似刺鳊 雌鱼的个体绝对繁殖力 （Ｆ）、体长相对繁殖力 （ＦＬ）和体重相对繁
殖力 （ＦＷ ）分布特征、变化规律及与体型若干形态学指标的关系进行了研究。结果显示�似刺鳊 样本由1～
5龄鱼组成�Ｆ主要变幅在 1．71×104～3．83×104粒之间 （平均为 2．45×104粒 ）；ＦＬ主要变幅在
0．94×103～1．52×103粒／ｃｍ之间 （平均为 1．13×103粒／ｃｍ）；ＦＷ 主要变幅在 95～155粒／ｇ之间 （平均为
119粒／ｇ）。Ｆ与体长、体重和年龄分别呈二次函数、直线和三次函数相关�ＦＬ与体长、体重均呈三次函数关
系�ＦＷ与它们相关不显著。综合分析�在进行渔业生产时以体长21～23ｃｍ、年龄2～3龄鱼为人工催产亲本
为宜。采用ＳＰＳＳ软件的曲线回归分析其Ｆ和ＦＬ均与体长、体重和成熟系数密切相关�而 ＦＷ 仅与成熟系数
相关�在实际中可直接用体长、体重同繁殖力的关系来预测似刺鳊 的绝对繁殖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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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似刺鳊 （ＰａｒａｃａｎｔｈｏｂｒａｍａｇｕｉｃｈｅｎｏｔｉＢｌｅｅｋｅｒ）�
隶属鲤形目、鲤科、 亚科、似刺鳊 属 ［1］�又叫
拟刺鳊 ［2］�俗称石鲫�主要分布在我国长江中、
下游干流及附属湖泊的一种中小型经济鱼类�在
澄湖有一定量的分布。似刺鳊 肉质细嫩、味道
鲜美、营养丰富�深受消费者青睐�是餐桌上的珍
品 ［3］�随着近年来太湖等湖泊自然生态环境的改
变和人为滥捕�导致水域中似刺鳊 群体数量急

剧减少�因此�此资源的保护和增殖是目前亟待
解决的问题。

个体繁殖力是似刺鳊 繁殖生物学研究的

重要组成部分�殷名称 ［4］曾对太湖似刺鳊 的繁

殖与死亡作过系统的研究�也进行了繁殖力的测
定�林植华等 ［5］也报道了浙江瓯江似刺鳊 繁殖

力�但近年来�由于太湖、昆承湖该种鱼类资源急
剧减少且规格越来越小�人工繁殖技术的攻关也
就提上了日程。似刺鳊 是苏州澄湖中重要的

经济鱼类�因澄湖的生态养殖模式使得似刺鳊
资源一枝独秀�本实验对苏州澄湖似刺鳊 的个

体繁殖力进行研究分析�旨在探讨其在澄湖自然
增殖的规律�为似刺鳊 种群数量变动、人工繁
殖技术的开展提供基础资料。
1　材料与方法
1．1　采样地点

澄湖 （31°13′Ｎ�120°49′Ｅ）地处江苏省苏州
市东郊�西临太湖�北穿吴淞江�与阳澄湖相通。
地貌为西北高�东南低�河流大多由西北方向注
入湖泊�经东南方向排出�泻入淀山湖�再流进黄
浦江。澄湖长10．4ｋｍ�宽9ｋｍ�总面积 3800
ｈｍ2�容积为0．83亿ｍ3�水深为2～3ｍ�平均为
2．18ｍ。
1．2　样品采集和测定

2008年3月23日�在澄湖渔获物中�随机选
取了性腺发育为Ⅳ-Ⅴ期的成熟雌鱼48尾�对样

本体长、体重和性腺重等形态学指标进行了测
定�并计算成熟系数 （性腺成熟系数＝100×性腺
重／体重 ）。经生物学测定后�每尾取其背鳍下
方、侧线上方鳞片4～5枚作年龄鉴定。其卵巢
取出后�用10％福尔马林溶液固定�以重量法计
数生殖力。

重量法计数卵粒：用滤纸吸干卵巢表面的水
分后�以精度为0．001ｇ的电子天平称卵巢总量
和样品重量。样品每尾1ｇ（带膜�取卵巢的前、
中、后部各0．3ｇ左右 ）�稀释后�用移液管逐次吸
至浮游动物计数框内�在 ＸＴＬ-3400连续变倍体
视显微镜下计数沉淀了卵黄的卵粒�最后把样品
所计的卵粒数再换算成整个卵巢的卵量。
1．3　数据处理

将所测数据采用ＳＰＳＳ11．0统计软件处理�
采用线性函数 （Ｌｉｎｅａｒ）、二次函数 （Ｑｕａｄｒａｔｉｃ）、复
合函数 （Ｃｏｍｐｏｕｎｄ）、生长函数 （Ｇｒｏｗｔｈ）、对数函
数 （Ｌｏｇａｒｉｔｈｍｉｃ）、三次函数 （Ｃｕｂｉｃ）、Ｓ形曲线
（Ｓ）、指数函数 （Ｅｘｐｏｎｅｎｔｉａｌ）、逆函数 （Ｉｎｖｅｒｓｅ）、
幂函数 （Ｐｏｗｅｒ）、逻辑函数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方程拟合�以
相关系数Ｒ2最大者作为最佳回归方程�以Ｅｘｃｅｌ
2003制图。
2　结果与分析
2．1　似刺鳊 个体繁殖力的样本年龄组

成
　　用于似刺鳊 繁殖力测定的样品48尾�经
鉴定由5个年龄组组成 （表1）。
2．2　似刺鳊 个体繁殖力的分布

由图1显示�似刺鳊 个体绝对繁殖力 （Ｆ）
主要变幅在1．71×104～3．83×104粒之间�占样
品总数的89．58％�平均为2．45×104粒；体长相
对繁殖力 （ＦＬ）主要变幅在0．94×103～1．52×
103粒／ｃｍ之间�占样品总数的83．33％�平均为
1．13×103粒／ｃｍ；体重相对繁殖力 （ＦＷ ）主要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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幅在95～155粒／ｇ之间�占样品总数的89．58％� 平均为119粒／ｇ。
表1　似刺鳊 样本的基本数据

Ｔａｂ．1　ＴｈｅｂａｓｉｃｄａｔａｏｆＰａｒａｃａｎｔｈｏｂｒａｍａｇｕｉｃｈｅｎｏｔｉｓｐｅｃｉｍｅｎｓｓａｍｐｌｅｄ

年龄组 尾数
体长 （ｃｍ） 体重 （ｇ）

范围 平均值 范围 平均值

1＋ 5 18．5～19．0 18．22±0．22 141．8～147．2 144．84±2．11
2＋ 15 18．7～24．6 20．11±1．71 119．2～287．0 169．03±46．70
3＋ 14 20．3～25．3 22．11±1．45 179．6～350．7 233．47±50．50
4＋ 11 20．0～25．5 22．54±2．14 159．2～372．4 247．50±79．70
5＋ 3 20．2～25．3 22．33±2．65 215．5～310．6 248．40±53．89

图1　似刺鳊 个体繁殖力分布频率

Ｆｉｇ．1　Ｆｒｅｑｕｅｎｃｙ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ｏｆＰａｒａｃａｎｔｈｏｂｒａｍａ
ｇｕｉｃｈｅｎｏｔｉｆｅｃｕｎｄｉｔｙ

2．3　似刺鳊 个体繁殖力与年龄的关系

似刺鳊 个体繁殖力与年龄的关系如图2
所示�其范围与平均值如表2所示。总的来看�
个体绝对繁殖力 （Ｆ）和体长相对繁殖力 （ＦＬ）都
明显地随着年龄的增大而提高；其中3龄组的平
均值年增加速度最高�3龄以上则出现下降趋势。

体重相对繁殖力 （ＦＷ ）与年龄的关系�虽然从
各年龄组的平均值中也表现出随年龄的增大而

稍有增加�但不论从其平均值或代表每尾的实测
ＦＷ值的分布态势来看�这种增长的幅度比 Ｆ和
ＦＬ两者显然要少得多。因此�也可以说ＦＷ 随着
年龄增长而提高的关系远不及Ｆ那么显著�而是
基本维持在某一范围之内出现并显著地波动。

图2　似刺鳊 个体繁殖力与年龄的关系

Ｆｉｇ．2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ｂｅｔｗｅｅｎｉｎｄｉｖｉｄｕａｌｆｅｃｕｎｄｉｔｙａｎｄ
ａｇｅｏｆＰａｒａｃａｎｔｈｏｂｒａｍａｇｕｉｃｈｅｎｏｔｉ

　　由于似刺鳊 个体繁殖力受多因素的影响�
如生理因素、环境因子等�即使是同样体征指标
的个体�它的变化范围也是有波动的。对48尾
样品不同年龄组的个体繁殖力 （Ｆ）进行多独立样
本 Ｋｒｕｓｋａｌ-Ｗａｉｌｌｉｓ检验�得卡方统计量 （Ｃｈｉ-
Ｓｑｕａｒｅ）为9．79�相伴概率为0．044＜0．05�表明5
个年龄组的绝对繁殖力存在显著差异；分别对体
长相对繁殖力 （ＦＬ）和体重相对繁殖力 （ＦＷ ）进行
了齐性方差分析 （表3）�ＦＬ和ＦＷ各年龄组间不
存在显著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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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似刺鳊 个体繁殖力与年龄的关系

Ｔａｂ．2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ｂｅｔｗｅｅｎｉｎｄｉｖｉｄｕａｌｆｅｃｕｎｄｉｔｙａｎｄａｇｅ

年龄组 1＋ 2＋ 3＋ 4＋ 5＋
Ｆ

（×104ｅｇｇｓ）
范围 1．40～2．17 1．25～3．41 1．81～4．26 1．19～4．84 2．02～3．68

Ｍｅａｎ±ＳＤ 1．81±0．33 2．10±0．51 2．76±0．78 2．72±1．18 2．77±0．84
ＦＬ

（×103ｅｇｇｓ／ｃｍ）
范围 0．76～1．14 0．66～1．67 0．89～1．72 0．55～1．90 1．00～1．45

Ｍｅａｎ±ＳＤ 0．96±0．17 1．04±0．23 1．24±0．28 1．18±0．42 1．22±0．23
ＦＷ

（ｅｇｇｓ／ｇ）
范围 99～148 75～168 73～165 65～146 92～120

Ｍｅａｎ±ＳＤ 124．64±21．59 127．35±26．08 119．21±25．31 108．54±25．07 110．43±15．66
尾数 5 15 14 11 3

表3　个体繁殖力的方差分析
Ｔａｂ．3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ｏｆｖａｒｉａｎｃｅｏｆｔｈｅｉｎｄｉｖｉｄｕａｌｆｅｃｕｎｄｉｔｙ

个体繁殖力 离差来源 离差平方和 自由度 均方 Ｆ Ｆ临界值

ＦＬ

年龄 4．7×105 4 1．18×105 1．36 Ｆ0．05（4�43）＝2．59
误差 3．7×106 43 0．86×105
总和 4．19×106 47 Ｆ0．01（4�43）＝3．80

ＦＷ

年龄 　0．26×104 4 0．66×103 1．07
误差 2．65×104 43 0．62×103
总和 2．91×104 47

　　为了进一步了解Ｆ在各年龄组间的变化�各
年龄组的Ｆ用Ｔ法 （Ｔａｍｈａｎｅ′ｓＴ2）进行了多重比
较。结果表明�3龄组的绝对繁殖力大于2龄�
显著大于1龄 （Ｐ＜0．05）。所以�单从个体繁殖
力来考虑�3龄似刺鳊 是较为合适的繁殖亲本。
2．4　似刺鳊 个体繁殖力与体长、体重的
关系
　　似刺鳊 体长波动范围为18．5～25．5ｃｍ�
平均为 21．25ｃｍ；体重波动范围在 119．20～
372．40ｇ之间�平均为208．25ｇ。个体绝对繁殖
力与体长、体重的关系见图3和图4（图中曲线代
表拟合度最好的模式 ）。

图3　似刺鳊 个体绝对繁殖力与体长的关系

Ｆｉｇ．3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ｂｅｔｗｅｅｎｆｅｃｕｎｄｉｔｙａｎｄｂｏｄｙｌｅｎｇｔｈ

似刺鳊 个体绝对繁殖力与体长呈抛物线

型相关。其数学表达式是：
Ｙ＝0．0336Ｘ2－1．1596Ｘ＋11．757

（Ｒ2＝0．6331�Ｐ＜0．01）

图4　似刺鳊 个体绝对繁殖力与体重的关系

Ｆｉｇ．4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ｂｅｔｗｅｅｎｆｅｃｕｎｄｉｔｙａｎｄｂｏｄｙｗｅｉｇｈｔ

即随体长的增加�繁殖力增大�其增大速度增加。
为了排除年龄因子的影响�3龄组似刺鳊

各体长的个体繁殖力 （表3）进一步表明：个体绝
对繁殖力 （Ｆ）和体长相对繁殖力 （ＦＬ）与体长都
是成正相关的�即随着体长的增长而提高�这说
明在同龄鱼中体长生长快者比体长生长慢者的

个体绝对繁殖力高。
在实测的标本中�最大个体绝对繁殖力是最

小个体绝对繁殖力的3．88倍�而其体长仅为最
小的1．34倍。最大体长雌鱼的个体绝对繁殖力
是最小体长的3．46倍�而体长为最小者的1．38
倍。由此可见�似刺鳊 个体繁殖力的增加比体

长增长更为迅速且显著。
似刺鳊 体长为21～23ｃｍ时其繁殖力较为

稳定；体长为21ｃｍ以下时其繁殖力不稳定�原因
是第1次产卵和重复产卵鱼同时存在的缘故；体
长达23ｃｍ以上时�个体繁殖力有较大的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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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似刺鳊 个体绝对繁殖力与体重呈线性相

关。其数学表达式是：
Ｙ＝0．01Ｘ＋0．3541　 （Ｒ2＝0．6186�Ｐ＜0．01）
即随体重的增加�繁殖力增大�其增大速度增加。

为了排除年龄因子的影响�3龄组似刺鳊
各体重的个体繁殖力 （表4）进一步表明：个体绝
对繁殖力 （Ｆ）和体长相对繁殖力 （ＦＬ）与体重都
是成正相关的�即随着体重的增长而提高�也同
样说明在同龄鱼中体重生长快者比体重生长慢

者的个体绝对繁殖力高。
　　在实测的标本中�最大个体绝对繁殖力是最
小个体绝对繁殖力的3．88倍�而其体重为最小
的2．94倍。最大体重雌鱼的个体绝对繁殖力是
最小体重的2．72倍�而体重却为最小者的3．12
倍。可见�似刺鳊 个体繁殖力的提高不一定比

体重增加更为迅速。分析可得�似刺鳊 体长为

200～240ｇ时其繁殖力较为稳定。

表4　3龄似刺鳊 个体繁殖力与体长的关系

Ｔａｂ．4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ｂｅｔｗｅｅｎｆｅｃｕｎｄｉｔｙａｎｄｂｏｄｙｌｅｎｇｔｈａｔ3ｙｅａｒｏｌｄｓ
体长 （ｃｍ） 21 22 23 24　 25　　

Ｆ（ｅｇｇｓ） 23175 23671 　24833 　　34713 　　　41460 　　　　42647
ＦＬ（ｅｇｇｓ／ｃｍ） 1120 1130 1221 1492 1722 1686
ＦＷ （ｅｇｇｓ／ｇ） 121 109 94 147 118 145
ｎ 4 4 2 2 1 1

表5　3龄似刺鳊 个体繁殖力与体重的关系

Ｔａｂ．5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ｂｅｔｗｅｅｎｆｅｃｕｎｄｉｔｙａｎｄｂｏｄｙｗｅｉｇｈｔａｔ3ｙｅａｒｏｌｄｓ
体重 （ｇ） 200　　 220　　　　　 240　　　　　 300　　　　　

Ｆ（ｅｇｇｓ） 25781 23693 24149 　33641 　41460
ＦＬ（ｅｇｇｓ／ｃｍ） 1194 1223 1232 1400 1722
ＦＷ （ｅｇｇｓ／ｇ） 137 112 99 117 118
ｎ 4 4 2 3 1

2．5　似刺鳊 个体繁殖力与7项指标的
回归方程
　　为了研究似刺鳊 个体繁殖力与各体征指

标的关系�将48尾似刺鳊 的个体繁殖力 （Ｆ、
ＦＬ、ＦＷ ）年龄、体长等7个指标分别用8种数学模
式进行拟合�筛选出拟合度最好的函数关系 （表
4）。从表中可以看出�Ｆ和 ＦＬ与性腺重的拟合
度最高�其次是与体长或体重�而ＦＷ只与成熟系
数相关。

似刺鳊 的卵巢重量取决于卵巢的含卵量

与卵的重量�因而个体繁殖力与性腺重必然是十
分密切的关系。个体繁殖力随着性腺重的增大
而提高�从而说明了性腺重是衡量其个体生殖力
的一个可靠指标。
2．6　似刺鳊 个体繁殖力与综合指标的

回归分析
　　 对48尾似刺鳊 的个体繁殖力 （Ｆ、ＦＬ、ＦＷ ）
分别与年龄 （Ａ）、体长 （Ｌ）、体重 （Ｗ）、全长 （ＬＴ）、
体高 （Ｈ）、性腺重 （Ｗ0）和成熟系数 （ＩＧＳ）7个因素
进行多元回归分析。

个体绝对繁殖力 （Ｆ）与多因素回归分析的全
回归方程为

Ｆ＝－1．537－0．093Ａ＋0．111Ｌ＋0．009Ｗ＋
0．051ＬＴ－0．335Ｈ－0．003Ｗ0＋8．283ＩＧＳ

最后结果为：Ｆ＝－0．295＋0．01Ｗ＋7．038
ＩＧＳ（Ｐ＜0．05�Ｒ2＝0．659）�说明个体绝对繁殖力
与体重和成熟系数密切相关�且呈正相关。

体长相对繁殖力 （ＦＬ）与多因素回归分析的
全回归方程为

ＦＬ＝0．125－0．036Ａ－0．013Ｌ＋0．004Ｗ＋
0．030ＬＴ－0．096Ｈ－0．007Ｗ0＋4．980ＩＧＳ

最后结果为：Ｆ＝0．224＋0．003Ｗ＋3．126ＩＧＳ
（Ｐ＜0．05�Ｒ2＝0．476）�说明个体相对繁殖力与
体重和成熟系数密切相关�且也呈正相关。

体重相对繁殖力 （ＦＷ ）与多因素回归分析的
全回归方程为

ＦＷ＝22．886－5．24Ａ＋5．492Ｌ－0．138Ｗ＋
0．602ＬＴ－4．553Ｈ－0．57Ｗ0＋480．102ＩＧＳ

最后结果为：Ｆ＝86．699＋326．018ＩＧＳ（Ｐ＜
0．05�Ｒ2＝0．320）�说明个体体重相对繁殖力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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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成熟系数相关。
表6　似刺鳊 个体繁殖力与各体征指标的回归方程

Ｔａｂ．6　Ｒｅｇｒｅｓｓｉｏｎｅｑｕａｔｉｏｎｏｆｉｎｄｉｖｉｄｕａｌｆｅｃｕｎｄｉｔｙｏｎｂｏｄｙ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ｉｎｄｅｘｅｓ

指标
个体繁殖力

Ｆ（×104ｅｇｇｓ） ＦＬ（×103ｅｇｇｓ） ＦＷ

年龄
Ｙ＝1．4827＋0．1012Ｘ＋0．1914Ｘ2－0．0329Ｘ3

Ｒ2＝0．171 Ｒ2＜0．1000

体长
Ｙ＝11．7571－1．1596Ｘ＋0．0336Ｘ2

Ｒ2＝0．633
Ｙ＝1．7068－0．0074Ｘ2＋0．0003Ｘ3

Ｒ2＝0．399
全长

Ｙ＝3．5882－0．0143Ｘ2＋0．0005Ｘ3
Ｒ2＝0．633

Ｙ＝1．4106－0．0038Ｘ2＋0．0001Ｘ3
Ｒ2＝0．393

体重
Ｙ＝0．3541＋0．01Ｘ
Ｒ2＝0．619

Ｙ＝－0．9361＋0．0256Ｘ－0．0001Ｘ2＋0．3194Ｘ3
Ｒ2＝0．452 Ｒ2＜0．1000

体高
Ｙ＝ｅ（3．1939－14．605／Ｘ）
Ｒ2＝0．581

Ｙ＝－2．2861＋0．6729Ｘ－0．0031Ｘ3
Ｒ2＝0．401

性腺重
Ｙ＝3．0264－0．2211Ｘ＋0．012Ｘ2－0．0001Ｘ3

Ｒ2＝0．638
Ｙ＝1．235－0．615Ｘ＋0．0036Ｘ2－1．2658Ｘ3

Ｒ2＝0．512
成熟
系数

Ｒ2＜0．2000 Ｙ＝0．7673ｅ3．5661Ｘ
Ｒ2＝0．113

Ｙ＝50．3611＋1054．8Ｘ－3452．2Ｘ2
Ｒ2＝0．117

3　讨论
3．1　似刺鳊 个体生殖力与年龄的关系

　　殷名称 ［4］在1979年－1989年间的调查结果
显示�太湖似刺鳊 在2～3龄性成熟。本研究
结果表明�澄湖似刺鳊 的年龄组成为1～5龄�
6龄以上已经很难捕获。澄湖似刺鳊 为1～2
冬龄性成熟�产卵群体低龄化已相当明显；3冬
龄似刺鳊 绝对繁殖力与体长相对繁殖力增长

数均最高�在进行天然繁殖保护和人工繁殖的渔
业生产中�应以2～3龄鱼为人工催产亲本�而禁
捕2龄及以下的似刺鳊 以保护自然资源�这一
点已被生产实践和试验研究所证实 ［6］。
3．2　似刺鳊 个体繁殖力与体长、体重等
指标的关系
　　个体繁殖力体现了鱼类种群对环境变动的

适应特征。鱼类繁殖力的种内变动和种间变动�
主要是由种的遗传型和自身特点决定的�也是在
进化过程中长期适应自然环境的结果 ［7］。似刺
鳊 个体繁殖力不仅与外界环境条件、营养状况
等有关�还与体征指标存在显著性相关。

似刺鳊 Ｆ和ＦＬ、与体长、体重、年龄等相关
密切�ＦＷ仅与成熟系数相关�这与阳爱生等 ［8］对
密鲴 （Ｘｅｎｏｃｙｐｒｉｓｄａｖｉｄｉ）、曹克驹等 ［9］对蒙古红鲌

（Ｃｕｌｔｅｒｍｏｎｇｏｌｉｃｕｓ）、王银东等 ［10］ 对细鳞鲴
（Ｘｅｎｏｃｙｐｒｉｓｍｉｃｒｏｌｅｐｉｓ）等鱼类繁殖力随形态学指
标变化的结论基本一致。

本研究用 ＳＰＳＳ统计软件�采用多种相关式
探讨了似刺鳊 个体生殖力与体征指标间的关

系�结果显示苏州澄湖似刺鳊 Ｆ和ＦＬ与体长、
体重等指标可用多种表达式拟合�其中似刺鳊
Ｆ和ＦＬ与体长、体重拟合度最好的分别是：Ｆ与
体长、体重分别呈二次函数 （Ｑｕａｄｒａｔｉｃ）和直线
（Ｌｉｎｅａｒ）相关�ＦＬ与体长、体重均呈三次函数
（Ｃｕｂｉｃ） 关 系。在 以 往 的 研 究 中�花
（Ｈｅｍｉｂａｒｂｕｓ ｍａｃｕｌａｔｕｓ） ［11］、 宽 体 舌 鳎

（Ｃｙｎｏｇｌｏｓｓｕｓｒｏｂｕｓｔｕｓ） ［12］和高体鳑鲏 （Ｒｈｏｄｅｕｓ
ｏｃｅｌｌａｔｕｓ） ［13］等�个体绝对繁殖力与体长呈幂函
数、与 体 重 呈 直 线 关 系；胡 子 鲇 （Ｃｌａｒｉａｓ
ｆｕｓｃｕｓ） ［14］、鲂 （Ｍｅｇａｌｏｂｒａｍａｓｋｏｌｋｏｖｉｉ） ［15］、黑尾近
红鲌 （Ａｎｏｈｅｒｙｔｈｒｏｃｕｌｔｅｒｎｉｇｒｏｃａｕｄａ） ［16］和裂腹鱼
（Ｓｃｈｉｚｏｔｈｏｒａｘｕｒｖｉｆｒｏｎｓ） ［17］等�个体绝对繁殖力与
体长、体重均呈直线关系；这说明了这些关系存
在一定的共性。当然�凌建忠等 ［18］认为�对于不
同的鱼种绝对繁殖力与体长和体重的关系可能

不同�而对于不同水域的同种鱼类也可能存在体
征的差异；此外�还与所拟合方程类型有关。
3．3　似刺鳊 个体繁殖力与资源保护和

人工繁殖的关系
　　研究调查表明�似刺鳊 产卵群体低龄化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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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型化是不争的事实。殷名称 ［19］对太湖似刺鳊
调查研究时曾指出�由于似刺鳊 种群繁殖力

和自我调节能力差�在强捕捞下低龄似刺鳊 参

加产卵的比例进一步增大�繁殖力得不到提高。
在本实验中�1龄似刺鳊 参加产卵的比例仅占

随机取样的10．4％。据了解发现似刺鳊 种群

优势较明显的太湖、昆承湖小型化非常严重�与
水质恶化、饵料丰度大不如前、管理不善有直接
的关系。

根据个体绝对繁殖力与体征指标的关系�可
以快速地估算鱼类个体繁殖力并预测种群繁殖

能力�在生产中有着比较重要的作用。体长、体
重是鱼体大小的综合反应�同种鱼的个体繁殖力
与鱼体的大小密切相关�并随着鱼规格的增大而
提高。似刺鳊 的个体绝对繁殖力与体长、体重
的相关程度均很高�且直观�因而适宜用体长、体
重同繁殖力的关系来预测似刺鳊 的绝对繁殖

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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