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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生态环境内鲤的几项血液指标的比较

薛家华 张家国 师吉华 苏联芳 樊继梅 田功太

(山东省淡水水产研究所
,

济南 25 0 117 )

提 要 本试验测定并比较了网箱
、

池塘
、

水库三种生态环境内鲤鱼的六项血液指标
。

结果

表明
,

网箱鲤鱼的红血球数 (R B C )和血红蛋白 (H b) 与池塘鲤鱼种相比差异显著
,

其成鱼 (+2 一+3 )

的 R B C
、

H b 和血球比容 (H v) 亦显著高于池塘鲤
,

而白细胞数 (WB C )和色素指数 (cI )没有显著性

差异 ; 网箱鲤成鱼的 R B C
、

R C V 显著高于水库鲤
,

而其 cI 和红细胞的沉降速度 ( B S R )则显著低于

水库鲤
,

W B C 和 H b 差异不显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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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种研究表明
,

鱼类的血液生理学
,

在特定的环境条件下
,

可以作为判断鱼类的营养状况
、

病理变化及对环境的生理反应等情况的重要依据
。

国内外许多学者对一些主要养殖对象如链
、

鲤
、

卿
、

草鱼
、

黄鳝
、

虹缚及淡水白鳗等鱼类的血液指标的正常值进行了研究
。

沈晓民等【1 9 9 1〕

研究了放养在池塘及围网内的团头妨血液指标的差异
,

但是
,

对于养殖于不同生态环境及摄食

不同的饵料的鲤鱼的血液指标的变动情况尚未见报道
。

因此
,

我们对网箱
、

池塘
、

水库三种生态

环境内的鲤鱼的六项血液指标进行了测定与比较
,

以求为鱼类养殖生产提供依据
。

1 材料方法

1
.

1 试验材料

本实验于 1 9 9 2年 8月 1 1日一 9月 28 日进行
。

网箱鲤采自莱芜市雪野水库的网箱内
,

网箱规格

5 x 5 x 2
.

5 ( m
3
) ;
水库鲤系在该水库网箱区钓的

;
池塘鲤采自

“

莱芜水产研究所
”
的池塘内

,

池

塘大小约 2 0 0 0平方米
。

三种生态环境的水化指标见表 1
。

表 1 网箱
、

水库
、

池塘水化学因子的比较

T a b
.

1 T h e e o m P a r is o n o f e h e m ica l f a e t o r s o f w a t e r i n n e t c ag e ,

比 s e r v io r . . d OP n d

日 期 地点

网箱

水库

池塘

网箱

水库

水温 ( ℃ ) 〕 〕 ( m g / l ) C O D ( m g l/ )

1 9 9 2
.

8

2 6
。

5

2 6
。

5

7
。

7

7
。

8

7
.

4

1 9 9 2
.

9

2 1
.

7

2 1
.

7

8
。

0

8
。

2

1 9 9 4一 1 1一 2 8收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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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

2 试验方法

所用血样均在采样后直接剪断尾动脉或用注射器刺入尾动脉采得
,

未暂养
。

( 1 )血红蛋白 ( H b )
。

用沙立氏 ( S a h l i ) 比色法测定
。

( 2) 红血球 ( R cB )
。

以 0
.

85 %抓化钠溶液为稀释液
,

将血液稀释 20 0倍后
,

在显微镜下用计

数器计数
。

(3 )白血球 (W B C )
。

用 0
.

0 06 %结晶紫
, 0

.

0 03 %傅士麦棕配制成染色液
,

将血样稀释 20 0倍

后
,

在显微镜下用计数器计数
。

(4 )色素指数 ( C l )
。

用 H b 量除以 RBC 数乘以 1 0一
`

中的有效数字求的 (尾崎
,

1 98 2 )
。

( 5) 血球比容 ( R C V )
。

用含 3
.

8% 柠檬酸钠溶液作抗凝剂的注射器穿入尾动脉采血样后
,

用温特鲁布氏 (W int or b e )血球比容管在 3 5 0 0一 4 0 0 0转 /m in 的转速下离心 0
.

h5
,

求得血球容积

与血液用量 (除去抗凝剂 )之比的百分数
。

( 6) 红血球沉降速度 (E S R )
。

采用惠氏 ( w es t er g er )n 血沉管测定
,

血液与抗凝剂之比为城
。

2 结果

2
.

1 网箱及池塘鲤鱼种的血液指标测定结果

农2 网箱及池塘鲤鱼种四项血液指标测定值

T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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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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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环境

侧定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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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长 ( e m )

全距

体盆 ( g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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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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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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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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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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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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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9 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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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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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

表中带
“ 士

,

处为平均值士标准差 ( sd )
。

从表 2可看出
,

两次测定结果都显示网箱鲤鱼种的 R B C 和 H b 均高于同期的池养鲤鱼种
,

8月份网箱鲤鱼种的 R B C 和 H b 分别比池塘鲤鱼高 8
.

45 %和 6
.

45 % ; 9月份则分别高 14
.

2% 和

1 5
.

2 %
;
而 WBC 和 C l 值差别不明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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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

2 网箱
、

池塘与水库鲤鱼成鱼 (2 + 一3+ )的血液指标测定结果

从表 3可 以看出
,

8月下旬测得 网箱鲤鱼成鱼的 R B C 和 H b 值分别
.

比池养鲤高 24
.

73 %和

14
.

4 4 % ; R B C 值比水库鲤高 30
.

n %
,

而 H B 值则稍低一些
。

9月下旬测得网箱鲤成鱼的 RBC
、

H b 分别比池养鲤成鱼高 1 6
.

67 %和 1 8
.

01 %
,

而 比水库鲤分别高 21
.

84 和 1 6
.

53 %
。

W B C 值没

有规律性变化
,

而 CI 值同期比较则呈水库鲤 > 塘鲤 > 网箱鲤
。

农3 网箱
、

池塘
、

水库鲤成鱼四项血液指标的测定位

T a b
.

3 T h e v al u e s o f h e

. t o log le al i n d i e e s o f ad 曰 t c ar P s In n et c a g 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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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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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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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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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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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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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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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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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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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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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一 5 7 6
.

0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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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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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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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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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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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6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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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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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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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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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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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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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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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0

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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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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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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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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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

8 一 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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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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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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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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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

7 5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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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1 17 7
.

8 土 1 8 3
.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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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 7 20
.

5 一 1 4 17
.

5

1
.

3 0 士 0
.

2 8 1
.

3 6 士 0
.

1 7

1
.

0 8一 1
.

7 0 1
.

1 7 一 1 7 3

1
.

8 7士 0
.

4 6 1
.

6 4士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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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8

1
.

18一 2 3 3 1 3 5一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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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

12士 1
.

6 7 7
.

8 8士 0 85

7 2 一 1 0
.

9 7
.

0 一 9
.

0

7
.

2 2 士 1
.

7 2 5
.

7 6士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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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

29 一 9 9 5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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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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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

表中带
“
土

”

处为平均值 士标准差 (sd )
.

从表 4可以看出
,

8月下旬测定的网箱鲤的 H V 值分别比池养鲤和水库鲤高 1 8
.

91 %和 1 .3

49 %
;
而 E S R 则是网箱鲤 < 池塘鲤 < 水库鲤

。

9月下旬测得的网箱鲤 H C 均 比池塘和水库鲤

高
。

表 4 网箱
、

池塘
、

水库鲤成鱼的 R V C
、

E SR 的测定值

T a b
.

4 T h e v a lu e s o f H V
,

E SR o f a d u l t e a r P s i n n e t c a g e ,

i n 脚 n d an d i n r e s e r v i o r

生态环境

测定 日期

网 箱 池 塘 水 库

8月下 旬 9月下旬 8月下旬 9月下旬 8月下旬 9月下旬

测定尾数

体长 ( e m )

全距

体重 ( g )

全距

H V ( % )

全距

E S R ( m m / h )

全距

雌
:

雄

9 士 2
。

8 2 6
.

3 士 1

5 一 3 2
.

0 24
.

6

7 1 6
.

5 士 1 6 7
.

5 0 8
.

0

一 2 7

士 4 8

5 5

2 5
.

2 士 3
.

6 31
.

9 士 4
.

1

2 2
.

7 一 3 1
.

5 2 6
.

5 一 3 5
.

2

4 4 9
.

3 士 1 5 7
.

9 9 0 5
.

5 士 28 6
.

7

3 2 5
.

5 一 7 1 3
.

5 6 0 4
.

2 一 10 1 9
.

5

3 8 4 2士 2
.

28 3 9
.

7 2 士 1
.

87

3 5 1 一 4 1
.

2 3 6
.

6 3一 4 1 67

1
.

52士 0
.

1 3 1
.

86 士 0
.

21

1
.

4 0一 1
.

7 0 1
.

60 一 2
.

1 0

3 : 2 2 . 3

5

29
.

4 士 3
.

1

2 6
.

0 一 3 3
.

0

7 5 5
.

9 士 1 7 7
.

8

4 9 8
.

5 一 9 34
.

0

4 0
.

9 9士 2
.

4 6

37
.

5 0一 4 2
.

88

1
.

6 8士 0
.

29

1
.

30 一 2
.

0 0

3 . 2

3 4
.

5 士 1
.

7

3 0
.

0 一

..2825

1 1 7 7 8 士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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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l巧泊

5 1 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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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 4 56
.

2 一 5 7 6
.

0 7 2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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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一 1 4 1 7
.

6

4 7
.

3 8士 5

;
.

:
5 4 3 0 1士 5

.

0 8 39
.

7 3士 0
.

91

4 6
.

0 3 5
.

0 一 5 0
.

0 38
.

7 2 一 4 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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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

9 8士

0 8 0一 {
.

::
1

.

7 4 士

l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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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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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8士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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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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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

表中带
“ 士 ”

处均 为平均 值士标准差 ( ds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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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

3 三种生态环境内的鲤鱼血液指标的显著性检验
。

根据表2一 4的测定结果
,

用最小显著差异法 (t 检验 )对网箱与池塘鲤
、

网箱与水库鲤的几

项血液指标进行了显著性检验
,

结果见表 5一 6
。

由表 5可以看 出
,

网箱鲤鱼种的 R B C 和 H b 均显著高于池塘鲤
; 网箱鲤成鱼的 R B C

、

H b

和 H V 显著高于池塘鲤 ;而 W B C 和 C l 值则没有显著性差异
。

从表 6可以看出
,

网箱鲤成鱼的 R B C
、

H V 显著高于水库鲤
,

而其 C l 和 E S R 则显著低于水

库鲤
;
W B C 和 H b 没有显著性差异

。

表 5 网箱鲤与池塘鲤几项血液指标的显普性检验

T a b
.

5 T h e c o m P a r i s o n o f s i g i n f i c a n t d i ff e r e n c es o f s e v e 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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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 t w e e n e ar p s i n n e t ca g e an d I n pe n d

网 箱 池 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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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 箱 池 塘

t
值

尾数 平均值 尾数
ot

.

0 5

值 差异显著性

R B C

鱼
W B ( :

平均值

1
。

3 5

1
.

6 7

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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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

1 2

1
.

4 3

1
.

6 4

2
.

5 44

0
。

42 1

4
.

15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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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 7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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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 2 6

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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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2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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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乙乃b
了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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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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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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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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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 4 8
乃̀OJUQ门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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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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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 4 8

成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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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7

4
.

9 1

7
.

4 8 4
.

7 2 8 2 0 4 8

5
.

2 7 一 1
。

6 7 4 2
.

0 4 8

.勺二Jl卜Jl阮口
ù.几ù胜ù,1ù .人

bHCI

鱼
H V

E S R

4 5
.

2 0 1 0 3 8
.

8 7

1
.

3 6 10 1
.

6 9

3
.

9 1 1

一 1
.

8 0 9

2
.

1 0 1

2
.

1 0 1

显著

不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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匕J亡dl勺ù合00
111人1111,1`.1

农` 网箱鲤与水库鲤几项血液指标的显普性检验

T a b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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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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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 箱 水 库
检验项目

网 箱 水 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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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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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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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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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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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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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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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

9 1 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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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

52 6

0
。

16 9

0
.

7 2 7

一 4
.

1 2 3

2
.

0 6 9

2 0 6 9

2
.

0 6 9

2
.

0 6 9

显著
.

不显著

不显著

显著

显著

显著

000
八U00

1111,1
,1,1` .1

亡Jl阮口1人,二

bHcI

H V 1 0 4 5
.

2 0

E S R 1 0 1
.

3 6

4 0
.

3 6 3
。

7 6 7 2
.

1 0 1

2
.

2 3 一 3
.

2 1 5 2
.

1 0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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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 本次试验共测定鲤鱼 1 15 尾
,

其血液指标基本在正常范围内
。

但是
,

E S R 的测定结果与

米瑞芙 [ 1 9 8 2〕的报道相比偏高
,

这可能是由于加抗凝剂造成的误差
。

( 2) 鱼类的 R B C
、

H b
、

H v
、

CI 以及 E SR 等血液指标受生态学因素 (诸如溶氧
、

温度
、

日照
、

饵料的质和量等 )和生理学 因素 (如营养
、

运动
、

性活动
、

内分泌等 )的影响
。

从本次试来看
,

网

箱鲤鱼鱼种的 RBC
、

H b 显著地高于池塘鲤 ;网箱成鱼的 R B C
、

H b 和 H V 亦显著高于池塘鲤

鱼 (表 5 )
。

作者认为
,

这可能由两方面的因素造成
:

其一是受到生态学因子如池塘 D O 比网箱

低
,

C O D 比网箱高以及其它一些未测定因子的影响
。

据沈晓民【1 9 9 1〕研究
,

影响血液指标的环

境因子主要有
:

以〕对 R B C
、

E S R
、

ll t
、

I lb 的影响
,

水温对 P G C 的影响以及 P T P 受以 )
、

水温和

氨氮的影响
。

其二是受到营养的影响
,

因为网箱鲤投喂配合饲料
,

据测定其粗蛋白含量大于

4 0% (鱼粉含量
:

成鱼饲料为 25 写
,

鱼种45 % )
,

而池塘鲤鱼仅投喂麦数
,

其粗蛋白含量在 15 %

左右
,

尽管有少量天然饵料供应
,

仍造成了营养不良或贫血
。

据王义强等「1 9 9 0〕报道
,

长期饥饿

引起 R B C 数量降低
,

鲜鱼幼鱼饲以单一性寡毛类食物
,

R B C 数量降低
,

尚饲 以杂饲料
,

则 RBC
数量增加

。

至于其它因素对血液指标的影响作用还有待进一步的研究
。

( 3) 网箱鲤的 R B C
、

H V 显著高于水库鲤
,

CI
、

E S R 显著低于水库鲤
,

而 H b 没有显著性差

异 (表 6 )
。

这可能同样是由于生态环境的不同以及营养的差异而造成的
;
另一方面也可能是水

库鲤在钓时使其鳃部受伤
,

从而导致鱼体血液中氯化物量增加
,

渗透压升高
,

使其组织的水分

进入血液造成血球浓度的下降
。

据童裳亮 [ 1 9 8 8〕报道
,

鱼体的调节机能受损
,

鳃受伤会导致

R B C
、

R C V 的降低
。

( 4) 鱼类的白血球与其它高等动物一样也起着防御疾病的作用
,

鱼体患病时
,

如出现炎

症
,

其 W B C 常表现增多
。

1 9 5 8年尾崎和镰田观察到虹缚在患 X 病时呈现明显的 W B C 增多

症
;
保科也发现鳗鲡患赤鳍病时其 W B C 增加〔尾崎久雄

,

1 9 8 2年汉泽本〕
。

因此
,

根据对鱼类

W B C 的研究
,

可以判断鱼类疾病的有无及病情的轻重等情况
。

从本次测定结果来看
,

鲤鱼鱼种

的W B C 比成鱼稍低
,

但三种生态环境内的鲤鱼的 W B C 没有显著差异
,

这能否说明所采的是

健康的标本尚待进一步的研究
。

本文承 萦王义 强教授审阅
,

特此致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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