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蓝点焉蛟卵子和仔
、

稚焦形态特征的观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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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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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属鱿科 C y b i id a e ,

系洞

游性的中上层鱼类 ;在渤海
、

黄海
、

东海以及朝鲜
、

日本沿岸都有分布 3[]
。

历年春
、

夏时期
,

生殖鱼群集结洞游到近海或港湾内产卵 ; 在我国黄海近岸和渤海内的产卵期为 5 月上旬

到 6 月下旬
,

盛期则为 5 月中
、

下旬
:

蓝 氛马鱿是我国北方近海重要中上层鱼类之一
,

近

年来产量较前增多
。

因此
,

有必要搞清这种鱼类卵子及仔
、

稚鱼的形态特征
,

供作早期生

活阶段生态学的研究和种类鉴定的参考
。

关于蓝点马鱿卵子和前期仔鱼的形态特征
,

作者等 ( 19 6 0 )已作过初步报导 4J[
。
日本

学者神谷尚志 ( 1 9 2 2 ) 曾利用 日本獭户内海人工授精卵的资料描述过 11[l ;以后
,

水声 敏

( 1 9 6 0 及 1 9 6 1 )根据神谷尚志的记载
,

对它进行了概括性总述
,

并列出了检索表 8[, 9」,

但是有

关蓝点马鱿后期仔鱼和稚鱼的形态特征
,

以及它的早期阶段的习性等
,

均尚未见有报导
。

在我国近海的鱿科鱼类中
,

有关斑点马鱿 5
.

9 : ` , t a t u s ( B lo e li & s
e h n e id e r

) (分布于南海和

东海 )和康氏马鳗 5
. 。 o o m 。 ,

。 i ( L a亡e p己d e
) (分布于南海 ) 两种的卵子和仔鱼形态

,

过去

曾有记载 {` 2
,

抖 ]
,

但在叙述上都比较简单
。

另外
,

朝鲜马鳗 5
.

左
。 , 、 口 , , a

( K i s h in o u y
e

) 卵子和

仔鱼的特征
,

亦未见记载
。

本文资料的来源
,

系来 自胶州湾内青岛附近海区
,

在实验室条件下进行培养和观察的

结果
,

详细地描述了由卵子一值到稚鱼 (接近幼鱼 )的形态特征
,

并对它的习性亦进行了一

些观察
。

我所宋立清
、

初忠藻两同志担任了采集和饲养工作
, “

海鸥
”
调查船船长及船员同志担

任了长期海上采集
,

均此致谢
。

一
、

材 料 和 方 法

均!J子是在胶州湾内青岛附近用 80 厘米 口径的大型浮 游 生 物 网和 37 厘米 口 径 的

J
u da y 网

,

进行表层或水平分层拖网采获的
。

采得的卵子首先在室内玻璃缸中孵化 ; 孵出

后 2一斗天的仔鱼郎移到户外较大的容器 中饲养
,

饲养水温范围较大
,

在 15 一27 ℃ 之间
,

盐度为 30 瓜 左右
。

水温对发育速度有较大差别
,

因此
,

在形态的描述中均以同一批材料

为依据
。

根据室 内培养的资料与海上所采标本的比较
,

可认为人工饲养的仔
、

稚鱼发育是

正常的
。

关于饲养方法按
“

海产鱼类鱼苗培养的初步试验
”

一项总结进行 汇̀〕。

培养仔
、

稚鱼的食物包括海水臂尾轮虫 B
,

,

a c左10 。 “ ,
P l ic a , 111,

、

全卤虫 才 , “ e 。 : i a , a zin a 的

六 k)J 幼休与成虫
,

以及斑赊 Cl 仰
a

no 汀on 夕。 cll at 扭
了

( T
.

& 5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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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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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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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及其他 鱼类 的

二
、

卵子的形态特征 (图版 I
,

1一 17 ; 图 )l

蓝点马鱿卵子为球形的浮性卵
,

在盐度 30 痴 左右时的静止海水中
,

活卵都悬浮于水

面
,

油球位于卵子的最上方 (植物极 )
,

胚盘则在下方 (动物极 ) ;随着胚胎发育的进展
,

接近

孵化时期
,

卵子则下降到水层的中间或者更下部
。

卵膜平滑
、

透明而无粘性
。

卵径较大
,

在 1
.

35 一 1
.

85 毫米之间
,

以 1
.

5 0一 1
.

75 毫米为

主
。

在生殖初期 ( , 月上旬 )的卵径较小
,

平均为 1
.

巧 毫米
,

到盛期 ( 5 月中
、

下旬 )则最大
,

分别为 1
.

6 , 和 1
.

7 0 毫米
,

生殖季节接近结束时 ( 6 月下旬 )平均只有 1
.

52 毫米
。

卵 内具油球一个
,

透明
,

呈淡肉色
。

球径为 0
.

36 一 0
.

5 9 毫米
,

以 0
.

40 一 0
.

义 毫米为最

多
。

在生殖季节中油球径前后的变化与卵径有类同趋势
,

但变化的幅度甚小
。

卵径为油

球径的倍数主要在 3
.

3一 3
.

8 倍之间
,

但大者可达 4
.

3倍
,

最小仅为 2
.

6 倍
,

幅度颇大
。

在早

期阶段的卵予中
,

油球可以移位
,

并且往往可分散成 2一 4 个 ; 但当胚环外包 2 / 3 以后
:

油

球则被包入而不再移动位置
,

胚体形成之后
,

分散的油球均会愈合成一个油球
。

卵黄细而均匀
,

不呈龟裂状
:

卵黄间隙狭小
,

在 0
.

03 毫米以内
。

早期卵子均无色素细胞
,

当原 口接近关闭
,

具有 7一 8 对肌节时
,

首先开始出现黑色素

细胞
,

呈微粒状
,

主要分布在胚体背部和视囊的内侧
。

油球周围有许多无色颗粒点
。

原 口

关闭胚体形成
、

并出现有 1 2 对肌节时
,

在胚体中部
,

相当于 l一 10 对肌节间的黑色素已甚

明显
,

视囊内侧
、

嗅囊以及油球周围都有黑色素出现
。

20 一 24 对肌节时开始出现黄色素

细胞
,

主要分布在胚体腹面
,

以视囊后绿较为密集 ;此外
,

油球外侧亦有黄色素
。

黑色素则

继续增加
,

在听囊以后的胚体背部很多
,

侧面观则呈一条黑色纵带
,

而在听囊之前的很少
,

分散在头部两侧 ; 油球内侧的黑色素形状与胚体上的不 同
,

呈星状
。

肌节增加到 2 6一 30

对时
,

黄色素在视囊后绿和尾部两处显著 增多
,

形成两个明显的黄色素丛
。

胚体绕卵黄囊

3 5/ 时
,

黑色素细胞较前减少
,

而体积增大
,

呈枝状
,

主要分布在视囊后的体背
、

尾部 中央

以及胚体附近的卵黄囊上 ;油球内侧的黑色素呈星芒状
。

黄色素呈粒状
,

较明显地集中在

视囊后绿和尾部 中央两处
。

胚体绕卵黄囊超过 2 / 3 时
,

油球外侧与肛门之间的卵黄囊上

出现一列黄色素
,

呈带状 ;此外
,

在体腹部亦有零星分布
。

gJ[ 将孵化时
,

枝状黑色素再度减

少而变为较大的树枝状色素
,

以视囊后的头部两侧
、

体前部和尾部中央等三处较为明显
。

黄色素仍 旧集中在视囊后绿
、

尾部中央和油球与肛门之间的卵黄囊上三处
。

固定标本中
,

黄色素全部消失
。

卵子分割属于盘状分割类型
,

分割球排列整齐
。

当进行 3 2胞分割时
,

中央四个细胞

则为水平分割
。

囊胚期开始胚盘很大
,

约占卵径的一半以上
。

在水温 19 ℃ 左右时
,

大约

经过 8个小时的囊胚时期以后
,

胚环开始形成
,

胚盾原基出现
。

胚环外包 1 / 3 时
,

神经管

已很明显 ;外包接近 斗5/ 时
,

胚盾中部开始出现 斗对肌节
。

肌节增加到 7一 8 对时
,

原 口接

近关闭
,

柯氏泡出现
,

视囊和心脏已形成
,

脑室膨大 ;心脏位于视囊内下侧
,

并能有微弱的

间断收缩
。

原 口关闭胚体形成时
,

已具有 12 对肌节
,

嗅囊和听囊亦 出现了
。

肌节增加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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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l一 2 4对时
,

晶体出现
,

嗅囊
、

听囊和心&)J 则更为明显
。

肌节 2 6一30 对时
,

尾芽已延长
,

肛

体已能作轻微扭动
,

心跳节奏明显 90 一 1 ()0 次 l/ 分钟
。

胚体绕卵黄囊 3 / 5 时
,

胸鳍芽出

现
,

脑已分化为前
、

中和后三部分
,

胚体已能扭动
。

胚沐绕卵黄囊超过 2 3/ 时
,

头部周围的

卯黄囊上出现无色颗粒点
。

胚体绕卵黄囊而接近头部时
,

无色颗粒点更为明显
,

排列成一

个圆圈
,

此时
,

胚体能剧烈摆动
,

尾部尤为显著
。

胚体环绕整个卵黄囊以后郎孵化 孵化

时
,

仔鱼的头部突破卵膜而孵出 ;孵化孔呈破裂状 :101[
。

胶州湾内出现蓝点马鳗卵子的时间在 5 月上旬到 6 月下旬
,

水温范围在 13 一 2 1℃ 之

间
:

4 月包期卵子在水温 20 ℃ 阻温培养时
,

经 5 4
.

5 小时郎孵化 ; 因此
,

可以推测卵子从受

精到孵出所需时间约为 57 小时
。

这与神谷尚志的结果相仿1l[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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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

仔 焦 和 稚 焦

1
.

前期仔鱼

初孵仔鱼 (图版 I
,

1 8 ; 表 )l
:

全长 斗
.

2夕一 4
.

9 6 毫米
,

体长 4
.

17 一斗
.

81 毫米
二

肌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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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1十 5 3。

卵黄囊很大
,

约占全长的一半
,

并突出于头部之前
。

油球位于卵黄囊的后绿下

方
。

肛门紧接于卵黄囊的后绿 ;肛前距为体长的 51
.

3多
。

胸鳍芽位于第 2一 5 肌节两侧处

的卵黄囊上方
。

心脏位于眼后下方
。

背鳍褶始于中脑顶部
,

在听囊与第一对肌节间有一

个显著凹陷
。

凹陷以后的鳍褶显著加宽
,

约为体高的 1
.

5倍
。

臀鳍褶与背鳍褶等宽
,

但其

前端接近肛门处颇大
,

为体高的 2 倍以上
。

黄
、

黑两色素虽然不多
,

但都很明显
。

油球前半部的黑色素呈星芒状 ; 其他部分的都

呈树枝状
,

分布较广
,

主要在卵黄囊前部
、

心脏周围
、

体背和尾部中央 (巧一 18 肌节之间 )

以及头部等处
。

黄色素均为粒状
,

在眼的后半部及眼后
,

尾部中央 ( 1 , 一 18 对肌节间 )和

卵黄囊后绿与油球后半部等三处
,

有十分明显丛集
。

一天仔鱼 ( 图版 n
,

1 ; 表 1 )
:
全 长 .4 61 一 5

.

46 毫 米
,

休 长 斗
.

1 , 一 1 3 1 毫 米
。

肌节

16 + 3又肛前距占体长的 45
.

5% ; 头部突出于卵黄囊之前 ;卵黄囊缩小
,

为初孵仔鱼的 2邝

左右
。

心脏移至卵 黄囊的前上绿 ; 油球紧靠卵黄囊后绿
。

背
、

臀鳍褶略隆起
,

但听囊与第

1 对肌节之间
,

背鳍褶上的凹陷仍然明显
。

仔鱼背部黑色素较前减少
,

一般只剩 3一弓个

很大的色素
,

个别色素伸展到背鳍褶上 ;头部和卵黄囊上的亦变得很大
,

但分枝较细 ;体腹

部则 出现少数黑色素
。

其他各黄
、

黑色素分布情形同前
。

此时
,

仔鱼戚觉器官较为明显
,

在头部有 3 对
,

郎嗅囊处 1 对和听囊处 2 对 ; 体部的感觉器官则不很对称
,

主要分布在肛

门前后
,

约有 3一 6 对
。

口窝形成 (图版 11
,

2 ; 表 1 )
:
全长 多

.

46 一 5
.

6 5 毫米
,

体长弓
.

3 1一 5
.

丸毫米 ( 2 天 )仔鱼
。

肌节 13 + 3 7 ; 尾部显著延长
,

肛前距占体关 3 9
.

2 %
。

卵黄囊大大缩小
,

仅为初孵仔鱼的

1 6/ 左右
。

心脏位于卵黄囊前端
。

胸鳍芽已突起
。

背
、

臀鳍褶显著隆起
,

为体高的 1
.

多倍
二

眼部开始出现黑 色素
,

尾部 中央黄
、

黑两色素斑相当明显
,

其中黑色素斑伸展到臀鳍褶上
:

口部形成 (图版 n
,

3 ; 表 1 )
:
全长 ,

.

21 一 6
.

30 毫米
,

体长 .4 % 一 6
.

05 毫米 ( 4 天 )仔

鱼
。

肌节 13 一 14 + 3夕。

眼呈蓝黑 色
。

尾部继续延长
,

肛前距占体长的 3 5
.

。多
。

油球仍

然保持在初孵时的大小
,

但卵黄囊仅油球的一倍半左右
。 口 已形成

,

肠粗壮而顺延于体

腹部
。

尾鳍褶增大
,

并出现了辐射状丝条 ;胸鳍与眼等大
。

尾部中央黄
、

黑两色素斑为最

显著
。

并扩展到背
、

臀鳍褶上
。

背部其余的黑色素也有扩展到背鳍褶上
。

卵黄囊接近消失 (图版 n
,

4一先 表 1 )
:
全长 ,

.

95 一 .6 40 毫米
,

体长 5
.

6 5一.6 2 5 毫米

( 5一 6 天 )仔鱼
。

肌节 13 十 3 4 ;肛前距占体长 37
.

弓% ;眼呈全黑色
。

上
、

下领呈锯齿状
。

听

囊迅速加大
,

已与限径接近 ;胸鳍较大
,

约占头长的一半
。

肠已弯曲盘旋
。

鳃出现
,

位肠管

的背部
,

井有缥管与肠部相连
。

此时
,

黄
、

黑两色素的分布起了很大变化
。

在肛门之后的体

部腹面出现一列黑色素
,

一值延伸到脊索末端或最后一对肌节附近 ; 在嗅囊周围
、

中脑顶

部
、

眼后绿
、

听囊后背部
、

肠管的背绿以及体腹部等处
,

都出现了黑色素
,

而尾部中央的色素

斑则开始消失
。

黄色素逐渐增多
,

头部及体部都呈淡黄色
,

使仔鱼由透明逐渐变成半透明
。

初孵仔鱼身体弯 曲
,

浮于水面
,

有时只能作水平旋转活动
。

约 2一 斗小时后
,

体展直而

仰队水面
,

有时只能作短距离的倾斜潜水活动
,

但很快又仰队于水面
。 1天仔鱼则转为倒

悬式
,

悬浮于水中层
,

偶而作旋转或道线活动
,

向上层游动
,

然后又倒悬于水层中
,

3一 4 天

后
,

仔鱼倒悬于中下层或者近底层生活
。

在这时期的仔鱼尚未摄取竟物
。 5一 6天的仔鱼

,

全长 5
.

虾一 6
.

40 毫米
,

开始营水平游泳生活
,

同时
,

也开始捕食
,

井具有成鱼的囚猛习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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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混合饵料饲养时
,

这些仔鱼首先选择腿鱼及其他种类的仔鱼
,

很少捕食油虫初孵幼体及

海水臂尾轮虫
。

表 1 仔焦及稚焦身体各部分所占体长或头长的百分比

T a b le 1
.

P e r e e n t a g e o f t h e l e n g th of d i ff e
er nt p a rt s o f t h e la r v a e a n d l a t e

p o s tl a r v a e in s t a n d a r d l e n gt h o r in h e a d le n g t h
.

发发育阶段
` )))

仔 鱼
2 )))

稚 鱼
5 ’’

前前前 期 仔 鱼
” ’’ 后期仔鱼

J ’’’

初初初孵
“ 〕〕 l 天

, 〕〕 2 天
5 ))) 4 天

, ))) 5一 666 8 天
` ’ ))) 12天

, 2 ))) l ;天
` 3 ))) 2 5天

, 礴 ))) 2 7一 2夕夕 35一 3洲洲

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
.

2 1一一 天
’” )))))))))))))))))))))))))))))))))))))))))))))

天
’ ” ))) 天

’ 匕 )))

全全长 (毫米 )
’ ? ’’ 斗

.

2 7一一 斗
.

6 1一一 5
.

斗6一一 6
.

3 ( ))) 5
.

夕5一一 6
.

7 333 10
。

666 1 1
.

777 1 9
.

000 3 2
.

000 3亏
.

( )))

斗斗斗
.

9 666 5 斗 666 5
.

6 55555 6
. 二

l《))) 6
.

6 888 1 ( )
.

000 1 0
.

222 1 7
.

5555555

斗斗斗斗斗斗斗斗斗斗斗斗斗斗斗斗斗斗
.

17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体体长 (毫米 )
” ’’ 斗

.

8 111 1
.

15一一 多
.

3 1一一 斗 夕666 5
.

6亏一一一一一一 2 8
.

000 3 0
.

UUU

22222 6
.

( ))) 5
.

3 111 5
.

5 111 6
。

0 555 6
.

2 555555555555555

lllllllllllllllllllllllllllllllllll ( )
.

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

右右列量度度 头长
, o ))) 弓1

.

333 2 0
.

999 1丁
.

000 1 6
.

333 2 0
.

000 2 3
.

666 3 0
.

666 3 6
.

444 4 0
.

999 3 8
.

555 3 6
.

宝宝

占占休长的的 头高川川 5 6 444 12
。

333 12
.

999 1斗
.

斗斗 17
.

666 1 8
.

888 2 (〕
.

888 2 6
.

777 2 6
。

000 2 1
.

555 Z U
. ` )))

百百分比
’ , )))

肛前距
, ’ ))) 3 2

. 〔少少 4苏
.

555 3,
.

222 3弓
.

f ))) 3 7
.

万万 3 8 ( )))
`

于斗
.

333 多弓
.

111 ) /
。

了了 63
.

555 6 5
.

111

夕夕夕日黄囊长径
之”” 8

.

555 3 5 000 2斗 777 飞丁 222 l〔)
,

}}} 夕
.

666 4 333 t 3
. `))) 13

.

了了 13 000 8
。

888

箩箩箩日黄囊短径
, 4 ))) 8

.

555 l `〕
.

888 I f ) 888 勺
.

666 6
.

888 10
。

000 斗 ` JJJ 2苏
.

丁丁 2斗
.

弓弓 2 3
,

弓弓 2 2
.

333

背背背鳍褶高
, ”” 1

.

1 ,, 臼
.

666 1 1
.

333 1 2
。

())) 8
.

777 ,
.

666 12
`

( ))) 斗!
.

222 4 1
.

斗斗 3 7
.

555 4仁)
.

日日

腹腹腹鳍褶高
, “ ))) ,

.

888 1 0
.

777 1 1
,

333 1〔)
.

555 8
.

丁丁 2 0
.

( ))) 2 1) 888 1 1
。

888 `
。

333 14
.

555 1多
.

888

胸胸胸鳍长
, , ))) 2 9

。

亏亏

… ……
3

.

111 牛
.

333 丁
.

444
一一

1 6
. ` ))) 15

.

〔))) 飞2
.

555 5丁
.

〔))) 5 4
.

斗斗

体体体高
z “ ))) 3 6

.

666

{{{

………
}}} … 一一一

8
.

555 ) )
.

))) 5斗
.

555 2 7
.

000 2 6
.

555

吻吻吻端至背鳍基
, ””” {{{

…{{{
} lll

………
苏O

`
又又 2 0

.

333 2 8
.

()))))))

肛肛肛门至臀鳍基
3的的的

11111

…
}}}{{{{{

2 1
`

,,,,,,

尾尾尾鳍长
, ’ )))))

}}}}}}}
))))) 3 00000000000

背背背鳍基长川川川川川川川川 3 9
、

33333333333

臀臀臀鳍基长
, , ’’’’’’’’ 2百

.

88888888888

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7 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

头头长 (毫米 )
, 。 ’’’ 1 0 888 0

.

9 333 0
. ` }222 l

。

1888 1
.

多888 5 8
`

999 3
.

777 7
.

222 10
.

888 1 0
.

999

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 2
.

888 1 5
。

lll l斗
.

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 5 8
.

少少 斗1 222 3 7
.

666 3 6
.

斗斗 斗斗
。

999右右列量度占占 吻长
J 兄))))) 3 3

.

333 3 3
.

333 3 2
.

333 2 1
. ` ))) 3 2

.

22222 2弓
.

日日 2三
.

888 2 2
.

111 2 1
。

只只

头头长的百分分 眼径
〕 6 ’’’ 5 9

.

000 / 〕
。

))) 8 5
.

333 3
一

1 333 3 0
.

55555 丁
.

;
.

弓弓 63
.

555 多5
. 硬〕〕 〕 /

。
ZZZ

比比川川 头高
, ’ ))))))))))) 8

( )
.

333 7
`)

.

77777 6 6
.

222 6 1
.

222 5丁
.

222 6 0
.

333

上上上镇长
3 7 ’’’’’’’ 6 2

.

丁丁丁 6丁
.

555 6斗
.

丁丁 5斗
.

555 6 0
.

333

下下下镇长
3“ ’’’’’’’ 弓丁

.

( ,,,,,,,

注 : 各阶殷测量 1一 5 尾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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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

后期仔鱼

卵黄囊全部被吸收 (图版 11
,

叭 表 1 )
:
全长 6

.

夕3 毫米
,

体长 6
.

68 毫米 ( 8 天 )仔鱼
,

肌

节 12 + 3 5一 36
,

肛前距占体关的 3 .8 。% ; 上领长 0
.

9 9 毫米
,

下领长 0
.

8 9 毫米
,

口裂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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占头长的一半
,

牙齿尖锐
。 口大显著

,

已具有鱿科鱼类的基本特点
,

鳃大而充气 ;肠部形成

两个弯曲
,

呈
“

丈
”

状
。

前鳃盖后绿具有 3枚小棘
。

胸鳍为头长的 1 / 2 倍
,

尾鳍部骨质间

充细胞明显
。

仔鱼全身都布有黄色素
,

以头部最为浓密
。

黑色素的分布位置和前期的相

似
,

但吻端
、

口裂处
、

围心胺后绿以及肛门前部等处更为明显
,

其中在肛门前部的色素斑很

特殊
,

呈丝条状
。

腹蟾出现 ( 图版 111
,

;1 表 1 ) :
全长 10 .6 毫米

,

体长 10
.

0毫 米 ( 12 天 ) 仔鱼 ; 肌 节

14 + 3斗,

呈
“

了
”

形 ;肛前距占体长的 44
.

3 % ;尾鳍扩大
,

脊索向上弯曲
,

尾鳍骨片和尾鳍软

条形成
,

背
、

臀鳍的鳍担骨呈乳头状突起
。 口部更加发达

,

吻端尖而突出
,

状如鸟嘴 ; 上
、

下

领超过头长的一半以上
。

头顶部的听囊上方具有 1 对小棘 ;前鳃盖的前
、

后绿分别具有 1

和 斗枚小棘
。

这个时期
,

在体背绿和尾鳍骨片边绿两处相继又出现了黑色素 ;其他部位的

黑色素同前
,

但均较前浓密
。

背赌及臀赡鳍条出现 (图版 111
,

2 ; 表 l )
:
全长 11

.

夕毫米
,

体长 10
.

2 毫米 ( 15 天 )仔

鱼 ; 肛前距占体长的 ”
.

1多 ; 尾鳍呈截形
。

尾鳍条开始分节 ; 背
、

臀鳍条出现
,

但尚未分

化成鳍棘
,

鳍条和小鳍
,

并留有胚胎性鳍褶
。

吻端尖细 ;牙齿锐利 ; 口裂继续增大
,

为头长

的 2 / 3
。

头顶棘 ( 1 对 )
、

前鳃盖棘 (前绿 2 个后绿 4 个 ) 达到发育最盛阶段
。

头部
、

腹部及

体背部均有黄色素
,

其中以头部及腹部的较浓
。

在吻端
、

中脑
、

体背前部以及腹腔等处的

黑色素较前更为浓密 ;此外
,

背
、

臀鳍条的基部以及尾鳍 条
_

L均出现了黑色素
,

以背鳍前半

部的最为密集
。

鳃盖上出现银灰色
。

后期仔鱼已完全具有成鱼那样的凶猛习性
。

用混合饵料饲养时
,

全捕其他鱼类仔鱼

为食
。

体长 1 0
.

0 毫米的仔鱼郎能吞食 7一 8 毫米的斑除
、

能鱼
、

牙虾以及其他仔鱼 ; 如果

被捕食的仔鱼稍大
,

蓝点马鳗仔鱼则敏捷追捕
。

首先咬住被食仔鱼身体的中部
,

然后吞盒

之
。

食物密度较低时
,

10 毫米以上的仔鱼则进行互相吞食
。

仔鱼 口裂大
,

当受外来影响

或受药物刺激时
,

能把已被吞进的食物吐出
。

n l
.

稚鱼

小赡出现 ( 图版 111
,

;3 表 l ) :
全长 19

.

。 毫米
,

体长 1 7
.

5 毫米 ( 2 5 天 )稚鱼
: 各鳍已

形成 ; 第 1 背鳍 X X
,

呈棘状 ;第 2 背鳍 l孰臀鳍 17 ;胸鳍 2 0
,

呈卵圆状叶片 ; 腹鳍 I一允 尾

鳍 3 0 ; 仅在尾鳍 条中央部位形成分节现象 ;小鳍有 9 对
,

其外绿仍留有胚胎性鳍褶
。

整个

稚鱼的体部呈淡黄绿色
。

因此
,

稚鱼的身体不再透明
。

鳃盖及其后上绿呈现银灰色
。

黑色

素细小
,

主要分布在第 1 背鳍
、

体背
、

口及头顶部等处
。

在外形上已开始接近成鱼的形态
,

但尚无鳞片和侧线
。

各赡均形成 (图版 111
,

斗; 表 )l
:
全长 3 2

.

0 毫米
,

体长 28 0 毫米 ( 2 7 天 ) 稚鱼
,

休呈

绿银灰色
,

各鳍均分化完成
,

鳍式和成鱼的相同
,

体形亦很类似成鱼
,

但仅在鳃盖后上角出

现侧线
,

而鳞片尚未形成
。

当稚鱼 (图版 111
,

, : 表 1 )全长 3多
.

0 毫米
、

体长 3 0
.

0 毫米时 (估计 35 一 38 天 )
,

体腹呈

银灰色
,

体背为银蓝色
。

稚鱼阶段更表现凶猛习性
。

30 毫米以上的稚鱼就能追捕 2 0 毫米左右的赤眼鲤
:

在

追捕过程中
,

首先咬住被捕者的中部
,

当调整被捕者方位而加以吞食之隙
,

体弦的被捕 者

往往乘机逃逸 ;曾见一条稚鱼在 1小时内共追捕 12 尾
,

终于获得 1 尾被捕者而吞食之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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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V
.

幼鱼

当体长达到 知 毫米时
,

侧线和鳞片均已长全
。

四
、

甜 榆 与 桔输

l
·

胶州湾 内出现的大型浮性卵除蓝点马鳗外
,

尚有斑赊 L7 l CI
: `

如朋 d` p“ “ at t“ , ( T
.

& 5
.

)
、

青鳞鱼
` ) H a , 、 。 g u l a 二“ 。 a , 1 B le e k e r 、

鬼灿
` ) 了二 i而

c u ,

i
a p o , i c u ; ( e

.

& v
.

)
、

条蹋 [5 1

z e 占,
,

i a 、 万e 乡, 二 ( B l o e h ) 和带鱼
` , 丁 ,

,

i c 人i : , , 、 ` , 人a “ 。 Z o za ( F o r s k泣I) 等
。

这些鱼类的卵径都在

1
.

的一 1
.

88 毫米之间 ; 虽然它们的生殖季节都很接近
,

但从形态上仍较易区别
。

( )l 斑蝶和

青鳞鱼的卵径分别为 1
.

09 一 1
.

6 2 和 1
.

斗。一 1
.

88 毫米
,

油球很小 ( o
.

H 一 0
.

2 2和 。
.

08 一 0
.

11 毫

米 ;) 这两种卵子的卵黄均呈龟裂状
。

( 2 )鬼轴和条蝎的卵径分别为 1
.

22 一 1
.

5 5和 1
.

42 一 1
.

69

毫米 ; 鬼触卵子是无油球的 ;条蝎卵子为多油球
,

并且卵膜上具有六角形网纹
。

( 3 )带鱼卵

径和油球径 (分别为 1
.

8 5一 2
.

08 和 0
.

4 3一 0
.

53 毫米 )都比蓝点马鳗的大 ; 卵子发育过程中

只 出现黑色素
,

主要分布在背
、

臀鳍褶边绿和体部等处
。

根据以 上几个特征
,

完全可以把

蓝点马鳗的卵子从中区别开来
。

2
·

我国近海分布的马鱿属 S c o , n
b

e , .o m o , * 、
中

,

尚有朝鲜马鱿 `
.

友
。 ,

·

。 a , , a
(K is h in o u y e

)
、

斑点马鱿 5
.

g u `, a t, `、 ( B lo e h & s
o h n e i d e r

) 和康氏马鱿 5
.

c o 。 : , 2 0 7了。 n云 ( L
a c乙p己d e

) 等三

种协 “ , “ 1。 关于这些种类在我国近海是否有产卵场
,

尚未见有记载
。

朝鲜马鳗卵子和仔鱼

的资料全缺
,

无法比较 ;其余两种仅就文献记载
,

与蓝点马敛比较是有区别的
。

如 D esl m
a n

( 19 3 1) 根据爪哇海采得卵子与当时亲鱼的出现情况
,

推论为斑点马鳗
J[ “ ]的卵子

。

M un Or

( 19 4 2 )在澳大利亚作了康氏马鳗的卵子和前期仔鱼的观察
〔川

。

这两种卵径 (分别为 1
.

1一

1
.

2 和 1
.

12 一 1
.

38 毫米 ) 和油球径 ( 0
.

3一 0
.

4 和 。
.

一
0

.

3 9 毫米 )都比蓝点马鳗 ( 1
.

35 一 1
.

85

和 ()
.

36 一 0
.

59 毫米 )为小
。

斑点马鱿卵子在胚体形成 后
,

在胚体腹侧及胚体对面 的卵 黄囊

表面有黑色素细胞 ;油球的内半球上有枝状黑色素
。

蓝点马鳗卵子的油球 内半球黑色素与

斑点马鳗很相似
,

但在胚体对面的卵黄囊表面没有黑色素或者极少
。

在初孵仔鱼特征上
,

斑点马鳗和康氏马蛟的初孵仔鱼 (分别为 3
.

1 和 2
.

5 毫米 )也比蓝点马蛟 ( 4
.

27 一 4
.

% 毫米 )

显著小
,

两种仔鱼的肌节数 目 (分别为 巧 + 35 和 l 斗 + 3 3一 3 4 )与蓝点马鱿 ( 16 + 35 )的

相近
。

由于斑点马鱿和康氏马鱿仔
、

稚鱼的特征还没有记载
,

因此无法作进一步的比较
。

3
.

根据 J
o r d a n 和 H u b b s

( 19 2 , ) 的意见
,

鱿科鱼类中的 s c o m b
e , ” 阴 。 , ` ,

和 S a留 a , `

两属有明显的区别
,

前者有鳃
,

后者无鳃
1[ 3] 。

张春霖等 ( 1 9 5 5 )曾将蓝点马鳗的学名定为

勘留 ar 口 ni 琳 on ui ,
6[]

,

其后成庆泰 ( 19 6 2 )提出了蓝点马蛟幼鱼时依然有鳃存在
,

成鱼时逐

渐退化
,

并将学名改为 s oc m be 。 。 o) 。 了
ni 户人on 而 、 。

蓝点马鱿在卵黄囊接近消失时 (全长为

5
.

95 一 6
.

40 毫米
,

孵化后 5一 6 天 )
,

仔鱼的鳃泡已出现
,

并有缥管与肠背部相连 ; 在以后发

育过程中
,

缥是十分明显的
。

根据这种特点
,

可以认为把蓝点马鳗的学名改为 S oc m be 、
-

, ” o , “ “ n i户左。 。 `u s

是恰当的
。

4
.

蓝点马鳗在前期仔鱼末期时就开始具有成鱼的凶猛习性
。

前期仔鱼初期 (全长 4
.

2宁

一 6
.

刊 毫米
,
斗天以前 )主要是倒悬在水中的

,

很少活动 ;当卵黄囊接近消失
,

全长 ,
.

94 一

6
.

40 毫米 ( 5一 6天 ) 时
,

已能保持水平游泳生活
,

同时开始捕食
。

后期仔鱼一开始郎以捕

)l 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脊椎动物研究室 : 青鳞
、

鬼鲍和带鱼卵子和仔
、

稚鱼形态的观察资料 (待刊稿 )
。



8
’

海 洋 与 湖 沼 8卷

其他鱼类仔鱼为盒 ;食物密度较低时
,

10 毫米以上的仔鱼则进行互相吞盒
,

在同一容器 中
,

往往最后只剩一尾稚鱼
。

根据挪威海洋鱼类苗种场的观察
,

欧洲蛤鱼 s oc m be ; ,

oc
,

bn 。 :

仔
、

稚鱼亦有类似残食习性
。

培养某些淡水鱼苗时
,

如果盒物缺乏也会产生大鱼苗吞食小

鱼苗的现象
,

但决没有象蓝点马鱿这样的凶猛
。

蓝点马鳗的仔
、

稚鱼在 自然情况下是否只

盒其他鱼类的仔
、

稚鱼
,

尚待进一步调查才能加以证实
二

蓝点马鳗仔
、

稚鱼这样的凶猛习

性
,

看来和 口部形态是有密切关系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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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版 说 明

E xp la n a t io n o f P la t e

图版 I蓝点焉鼓卵子及初孵仔焦

1
.

斗细胞时期 ; 2
.

8爹脚包时期 :弓
一

1 ( j细胞时期 ;斗
.

3 2细胞时期 ;5
.

囊胚时期 :6
.

原肠早期 ; 7
.

原肠
中期

,

外包 1 / 3 : 8
.

原肠晚期
,

4 对叽节
,

外包 4 / :5
0

.

原口接近关闭
,

7一 8 对 Fufl 节 : 10
.

原 口关 闭
, 12 对

肌节 : 11
.

尾茅开始 出现
,

20 一 2斗对肌节 : 12
.

尾茅延长
,

2 6一3 。对肌节 ; 13
.

胚体绕卵黄囊 3 / 5 ; ]4
.

胚体绕卵黄囊超 2 / :3 1多
.

尾茅接近关部 : 16
.

即将孵化 ; 17
.

孵化 : 18
.

初孵仔鱼
,

全长 斗
.

八 毫米
,

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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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m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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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

n e w i y

长 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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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 v ie r 遏 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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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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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 1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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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p p e a r i , 1只 o 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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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 a i l
一

b u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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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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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lo n

y o l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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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 e a r ly 9 0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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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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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 i t h 1 2 p a i r 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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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4 )
e m b

r v 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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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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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

7 1 m 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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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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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版 11 蓝点焉胶前期及后期仔焦

1 1 天前期仔鱼
,

全长 5
.

肠 毫米
,

体长 弓
.

16 毫米 ; 2
.

「1窝形成
,

2 天前期仔 鱼
,

全长 弓
.

6 , 毫米
,

体长 ,
.

义

毫米 : 3
.

口部形成
,

4 天前期仔鱼
,

全长 5
.

9 5 毫米
,

体长 5
.

丁。 毫米 ; 斗 缥泡出现
,

5 天前期仔鱼
,

全长
6

.

15 毫来
,

体长 5
.

q(j 毫米 ; 5
.

卯黄囊接近消失
,

6 天前期仔鱼
,

全长 `
.

2 () 毫米
,

体长 6
.

()(J 毫米 ; 6
.

卯黄

囊全部被吸收
,

8 天后期仔鱼
,

全长 6
.

月 毫米
,

体长 6
.

6 8 毫米
。

P l a t e 11
.

P r e l a r v a e a n d p o s 卜 la r v a e o f Sc
o m b e r o m o r u s n fp h o o i u s

( C
.

圣 V
.

)

E x p l a 一l a t i
() xl :

1 ) l
一
〔 l a y 0 10 1 p r e l a r v a

,

5
.

寻6 m m in t 。) t a l le : l g t l l
,

5
.

1 6 m m in s r a n d a r d l e . l g t h : 2 ) 2
一 〔!a y o ld p r e l a r y 。

,

5
.

6 5 m m in t o t a l l。 n g t l:
,

5
.

5 1 m m i n s t a n d o r d l e ll g t h
,

m o u r l: a p p e a r s a s a s l i r ; 3 ) 4
一

d a y 0 1、1 p r e -

la r v a
,

5
.

9 5 m : n i :I t 。, t o l le n g t ll
,

5
`

7 0 m m i n s t a n d a r o
l l e n g t h

,

m
`〕 u t h f o rm e d ; 4 ) 5

一
〔 l a y o ]d p r e l a r v a

,

6
.

1 5 m m in t o t a l le n g t ll
,

5
.

9 0 m m in s t a n d a r d l e n g t 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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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p p e a r i n g o f t h e sw im
一

b l a d d e r ; 5 ) 6
一

d a y o ld

一。 r e l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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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0 m m i , 1 t o t a l l e n琳 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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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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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0 m m i n s t a . l d a r d l e ll g r l飞
.

y `、 ] k
一

s a c n e o r ly a b s ( , r b e d 6 ) 8
一

d a 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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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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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版 川 蓝点焉蛟后期仔焦及稚焦

1
.

腹鳍出现
,

12 天后期仔鱼
,

全长 ()l
.

6 毫米
.

体长 川
.

。 毫米 ;

1 1
.

7 毫米
,

体长 ()l
.

2 毫米 : 3
.

小鳍出现
,

25 灭椎鱼
,

全长 ] ` ,

2
.

背
、

.

0 毫米

2 7一 29 天稚鱼
,

全长 犯
.

。 毫米
,

体长 28
.

0 毫米 ; 5
.

3 5一 3 8 天稚鱼

臀鳍鳍条出现
, 15 天后期仔鱼

,

全长
,

体长 1丁
.

5 毫米 ; 斗
.

各鳍均形成
,

,

全长 3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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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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