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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盐度梯度和规格体重对横带髭鲷(Hapalogenys 

mucronatus)幼鱼耗氧率(RO)及排氨率(RN)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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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采用实验生态学方法研究了不同盐度梯度(10、15、20、25、30 和 35)和规格体重[S 组

(1.55±0.37) g, M组(3.92±0.74) g, L组(9.08±1.38) g]对横带髭鲷(Hapalogenys mucronatus)幼鱼耗氧率

(RO)和排氨率(RN)的影响, 以及氧氮比(O:N)对横带髭鲷幼鱼能源物质的分析。结果表明, 当盐度恒定

时, 横带髭鲷幼鱼的耗氧率和排氨率均随体重(W)的增加而下降, 体重与单位体重的耗氧率之间呈一

元三次函数关系, 体重与单位体重的排氨率之间呈幂函数关系; 盐度和体重对横带髭鲷幼鱼的耗氧

率、排氨率均有显著影响 (P<0.05), 但盐度和体重的交互作用对耗氧率、排氨率影响均不显著

(P>0.05)。随着盐度的升高, 三种规格横带髭鲷幼鱼耗氧率和排氨率均呈先升高后降低的趋势, 耗氧

率在盐度 20 时出现相对最大值, 而排氨率则在盐度 25 时出现相对最大值。三种规格横带髭鲷幼鱼

O︰N值均随盐度的上升呈波动趋势, O︰N值波动范围在 5.035~7.533之间, 其总平均值为 5.916; 同

一规格不同盐度间 O︰N值差异不显著(P>0.05), 而三种规格 O︰N平均值表现为 S组(6.908)显著高

于 M组(5.426)和 L组(5.414) (P<0.05), L组和 M组差异不显著(P>0.05)。三种规格横带髭鲷幼鱼在

盐度 10~35时主要以蛋白质作为主要能源物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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横带髭鲷(Hapalogenys mucronatus)俗称十六枚, 

隶属鲈形目(Perciforms)、石鲈科(Pomadasyidae)、髭

鲷属(Hapalogenys), 为近海岛礁性鱼类, 具有较高的

营养价值、观赏价值和经济价值, 深受江浙沪消费者

和垂钓爱好者的青睐。20世纪末, 随着渔业资源的过

度捕捞和临港工业的快速发展 , 横带髭鲷野生资源

量大幅下降, 市场上一度供不应求。横带髭鲷具有广

盐、耐低温、恋礁等特性, 不仅是广大养殖户向往的

养殖对象, 同时也是渔业资源生态修复的优良品种。

长期以来, 由于野生资源匮乏、亲鱼培育成活率低等

原因, 横带髭鲷人工繁育一直处于停滞状态, 养殖户

主要以收购野生苗种进行零星养殖 , 极大制约了产 

业规模的发展(张涛等, 2020; 平洪领等, 2021)。本团

队自 2016 年开始收集横带髭鲷野生幼鱼, 近年来开

展了人工驯养、生殖调控、催产、孵化、苗种培育、

病害防治等系列研究 , 初步建立了横带髭鲷苗种繁

育及养殖技术体系 , 但规模化人工繁育技术尚未完

全突破。 

呼吸与排泄是动物新陈代谢活动的重要生理指

标 , 也是研究动物能量学、养殖容量和评价动物对

其所处生态系统影响的重要内容之一 (仇登高等 , 

2017; 张雨等, 2021)。其中, 耗氧率和排氨率是动物

呼吸和排泄代谢的两个重要指标 , 可直接或者间接

地反映其生长代谢规律、特点及生理生存状况等(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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洋等, 2013; 刘旭佳等, 2017)。鱼类的耗氧率和排氨

率除了受自身的状况(体重、发育期等)影响外, 还受

外部环境因子(盐度、温度、光照、pH、密度及饵料

等)的影响(李加儿等, 2014; 崔前进等, 2018)。目前国

内外对于横带髭鲷的研究相对较少 , 仅见于分类地

位(徐田军等, 2010; Hata et al, 2016)、遗传学分析(喻

子牛等, 1994; 王世锋等, 2008; Zheng et al, 2020)、亲

体培育(许文军等, 2002; Soh et al, 2005; 姚海富等, 

2006)、早期生长发育 (史海东等 , 2004; 平洪领等 , 

2021; 付铁中等, 2022)及营养学分析(张涛等, 2020)

等研究 , 而对横带髭鲷幼鱼呼吸代谢方面的研究尚

未见报道。本研究采用室内实验生态学方法, 对横带

髭鲷幼鱼在不同盐度梯度及规格体重下的耗氧率(RO)

和排氨率(RN)进行了测定分析, 旨在探讨盐度和体重

对其呼吸和排泄的生理反应机制 , 为横带髭鲷生理

生态学研究提供基础数据 , 以期对横带髭鲷规模化

人工繁育技术的突破、养殖生产及饲料营养配置等提

供理论指导。 

1  材料与方法 

1.1  实验材料 

实验在浙江省海洋水产研究所西闪试验场完成, 

实验用横带髭鲷为本试验场自繁子一代苗种。选择无

病无伤、行动迅速、生命力强的个体作为试验用鱼, 

按照体重大小分为小(S)、中(M)、大(L)三组(见表 1, 

图 1), 分别挑选 90尾暂养在 3个 7 m3水泥池中, 暂

养时间为 3 d。实验用水为经暗沉淀和砂滤后的自然

海水, 每天吸污换水各 1 次, 充气微流水养殖; 饵料

为舟山近海拖网葛氏长臂虾, 将虾肉剪碎投喂, 每天投

喂两次(08:00, 17:00); 暂养期间水温为(26.5±0.5) °C, 

pH为 8.2±0.2, 盐度为 23.2±0.4。 

表 1  横带髭鲷幼鱼的生物学数据 
Tab.1  Biological data of juvenile H. mucronatus 

试验组 体重/g 全长/cm 

S 1.55±0.37 4.46±0.36 

M 3.92±0.74 5.91±0.31 

L 9.08±1.38 7.62±0.37 

 
1.2  实验设计及处理 

实验设 6个盐度梯度, 分别为 10、15、20、25、

30 和 35, 采用砂滤海水与自来水和粗海盐的方式调

配而成。将 3 种规格实验用鱼随机选取 15 尾分别暂

养至 6 个 200 L 聚丙烯(pp)塑料桶中, 每天降低或提

高盐度 2~3, 达到实验设定盐度后再暂养 7 d 开始实

验, 暂养期间养殖管理同 1.1, 实验前停食 24 h。 

 

图 1  不同规格横带髭鲷实验幼鱼 
Fig.1  Different body sizes of juvenile H. mucronatus used for 

experiment 
 

1.3  耗氧率和排氨率的测定 

实验装置为自制静水密封式呼吸测定仪 , 根据

鱼体大小选用 6.5 L塑料桶作为实验容器, 塑料桶用

塑料薄膜封口, 保证无气泡。每个盐度每种规格均设

3 个塑料桶作为实验组, 每桶中放 3 尾鱼, 每个盐度

组另设 1个无鱼的塑料桶作为空白对照组。塑料桶密

闭 1.5 h后, 用溶解氧测量仪现场测定实验桶和空白

桶中水体溶解氧。溶解氧测定后 , 利用虹吸法在每

个实验桶各取 200 mL 水样于实验室中利用 HACH

分光光度计(DR/2010)测定水中氨氮含量。每组实验

结束后均精确测定该组实验鱼的体重、全长等生物

学数据。 

1.4  相关系数及计算方法 

根据实验组和对照组水体中溶解氧、氨氮含量的

变化, 按下列公式计算横带髭鲷幼鱼耗氧率(RO)、排

氨率(RN)以及氧氮比(O︰N):  

RO= (C0 – Ct) × V / Wt,         (1) 
RN = (Nt – N0) × V / Wt,         (2) 

O︰N=RO / RN,              (3) 

式中: RO为耗氧率[单位: mg/(g·h)]; RN为排氨率[单位: 

mg/(g·h)]; C0、Ct分别为实验结束时对照组和实验组

中的溶解氧浓度(单位: mg/L); N0、Nt分别为实验结束

时对照组和实验组中的氨氮质量浓度(单位: mg/L); V

为塑料桶体积(单位: L); W为实验鱼的体重(单位: g); 

t为实验持续时间(单位: h)。 

1.5  数据统计与分析 

所有实验数据均采用 Excel 软件进行整理统计, 

并采用 SPSS 20.0 软件进行单因素方差分析 , 以

Duncan 多重比较方法检验组间差异, 以 P<0.05 为差

异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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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结果与分析 

2.1  不同盐度梯度及规格体重对横带髭鲷幼鱼耗氧

率(RO)的影响 

如图 2所示, 盐度对三种规格横带髭鲷幼鱼的耗

氧率有较为显著的影响 , 同一规格下均随着盐度的

升高呈先上升后下降的趋势, 均在盐度 20 时耗氧率

达到相对最大值 , 均显著高于盐度 10 时耗氧率

(P<0.05); 其余盐度间耗氧率差异不显著(P>0.05)。在

同一盐度下, 随着横带髭鲷幼鱼体重的增加, 其单位

体重的耗氧率逐渐降低 ; 三种规格横带髭鲷幼鱼的

耗氧率均表现为 S 组显著高于 M 组和 L 组(P<0.05), 

M组和 L组差异不显著(P>0.05); 耗氧率的变化范围

在 0.209~0.550 mg/(g·h)之间, 平均为 0.332 mg/(g·h)。 

 

图 2  不同盐度梯度及规格体重对横带髭鲷幼鱼耗氧率(RO)

的影响 
Fig.2  Influences of different salinity and weight sizes on RO of 

juvenile H. mucronatus 
 

对横带髭鲷幼鱼的耗氧率(RO)与体重(W)的回归

关系进行拟合, 最符合一元三次函数关系: y=a+bx+ 

cx2+dx3 (a、b、c和 d均为常数, x为体重, y为耗氧率), 

详见表 2。表明横带髭鲷幼鱼体重与耗氧率呈负相关

关系, 随着体重的增加, 耗氧率呈下降的趋势。 

表 2  不同盐度下横带髭鲷幼鱼耗氧率(RO)与体重的回归

方程参数(y=a+bx+cx2+dx3) 
Tab.2  The equation of regression’s parameter for RO and 

weight of juvenile H. mucronatus at different salinity 
(y=a+bx+cx2+dx3) 

盐度 a b c d F P R2 

10 0.461 –0.016 0.000 1.824×10–5 3.981 0.086 0.705

15 0.691 –0.050 0.002 –1.821×10–5 14.444 0.007 0.897

20 0.799 –0.065 0.003 –4.648×10–5 11.227 0.012 0.871

25 0.693 –0.050 0.002 –1.447×10–5 17.090 0.005 0.911

30 0.700 –0.058 0.002 –2.614×10–5 20.149 0.003 0.924

35 0.513 –0.036 0.001 –1.828×10–5 10.803 0.013 0.866

 
方差分析(ANOVA)显示(表 3), 盐度和体重对耗

氧率有显著影响(P<0.05), 而盐度和体重的交互作用

对耗氧率影响不显著(P>0.05)。 

表 3  不同盐度下横带髭鲷幼鱼耗氧率(RO)的 ANOVA
分析  

Tab.3  Analysis of ANOVA on RO of juvenile H. mucronatus at 
different salinity 

变异 

来源 
自由度

(K) 
平方和
(SSR) 

均方差
(MSR) 

检验量
(F) 

显著性概

率(P) 

盐度 5 0.068 0.014 6.386 0.000 

体重 2 0.495 0.248 117.114 0.000 

盐度×体重 10 0.014 0.001 0.650 0.761 

误差 36 0.076 0.002   

总变异 54 6.620    

 
2.2  不同盐度梯度及规格体重对横带髭鲷幼鱼排氨

率(RN)的影响 

如图 3所示, 盐度对三种规格横带髭鲷幼鱼的排

氨率有较为显著的影响 , 同一规格下均随着盐度的

升高呈先上升后下降的趋势, 其排氨率均在盐度 25

时达到相对最大值; S组和 L组在盐度 25和 20时排

氨率差异不显著 (P>0.05), 均显著高于其余盐度组

(P<0.05); M组各盐度间排氨率差异不显著(P>0.05)。

在同一盐度下, 随着横带髭鲷幼鱼体重的增加, 其单

位体重的排氨率逐渐降低; 除盐度 35 外, 三种规格

横带髭鲷幼鱼排氨率均表现为 S 组和 M 组、M 组和

L组差异不显著(P>0.05); 盐度 35时, S组排氨率显著

高于 M 组和 L 组(P<0.05); 排氨率的变化范围在

0.039~0.080 mg/(g·h)之间, 平均为 0.055 mg/(g·h)。 

 

图 3  不同盐度梯度及规格体重对横带髭鲷幼鱼排氨率(RN)

的影响 
Fig.3  Influences of different salinity and body weights on RN of 

juvenile H. mucronatus 
 
对横带髭鲷幼鱼的排氨率(RN)与体重(W)的回归

关系进行拟合, 最符合幂函数关系: y= exf (e和 f均为

常数, x为体重, y为排氨率), 详见表 4。表明横带髭

鲷幼鱼体重与排氨率呈负相关关系 , 随着体重的增

加排氨率呈下降的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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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不同盐度下横带髭鲷幼鱼排氨率(RN)与体重的回归

方程参数(y=exf) 
Tab.4  The parameters of regression equation for RN and 

weight of juvenile H. mucronatus at different salinity (y=exf) 

盐度 e f F P R2 

10 0.078 –0.204 42.026 0.000 0.857 

15 0.100 –0.243 25.089 0.002 0.782 

20 0.124 –0.283 66.710 0.000 0.905 

25 0.122 –0.284 59.665 0.000 0.895 

30 0.078 –0.168 9.005 0.020 0.563 

35 0.082 –0.226 16.832 0.005 0.706 

 
方差分析(ANOVA)显示(表 5), 盐度和体重对排

氨率有显著影响(P<0.05), 而盐度和体重的交互作用

对排氨率影响不显著(P>0.05)。 

2.3  不同盐度梯度及规格体重对横带髭鲷幼鱼代谢

的影响 

O︰N 值为呼吸氧原子数与排出的氨态氮原子数

之比 , 如表 6、图 4 所示 , 三种规格横带髭鲷幼鱼

O︰N 值均随盐度的上升呈波动趋势, O︰N 值波动

范围在 5.035~7.533之间, 其总的平均值为 5.916; 同

一规格不同盐度间 O︰N 值差异不显著(P>0.05), 而

三种规格 O︰N值平均值表现为 S组(6.908)显著高于

M组(5.426)和 L组(5.414) (P<0.05), L组和 M组差异

不显著(P>0.05)。 

表 5  不同盐度下横带髭鲷幼鱼排氨率(RN)的 ANOVA 分析 
Tab.5  Analysis of ANOVA on RN of juvenile H. mucronatus at 

different salinity 

变异 

来源 
自由度

(K) 
平方和
(SSR) 

均方差
(MSR) 

检验量
(F) 

显著性概

率(P) 

盐度 5 0.002 0.000 11.085 0.000 

体重 2 0.005 0.002 71.428 0.000 

盐度×体重 10 0.000 3.879×10–5 1.118 0.376 

误差 36 0.001 3.468×10–5   

总变异 54 0.174    

表 6  不同盐度下横带髭鲷幼鱼耗氧率(RO)和排氨率(RN)之间的比值(O︰N)  
Tab.6  O/N ration between oxygen-consumption and ammonia excretion rate of juvenile H. mucronatus at different salinity 

S M L 
盐度 

O N O︰N O N O︰N O N O︰N 

10 0.395 0.056 7.099 0.251 0.050 5.035 0.209 0.039 5.337 

15 0.472 0.066 7.191 0.301 0.057 5.277 0.245 0.044 5.612 

20 0.550 0.078 7.007 0.350 0.061 5.724 0.269 0.048 5.626 

25 0.498 0.080 6.203 0.321 0.062 5.183 0.248 0.049 5.080 

30 0.473 0.063 7.533 0.281 0.049 5.671 0.235 0.045 5.202 

35 0.393 0.061 6.416 0.273 0.048 5.664 0.219 0.039 5.629 

平均   6.908   5.426   5.414 

 

 

图 4  不同盐度下各规格横带髭鲷幼鱼耗氧率(Ro)与排氨

率(RN)的比值 
Fig.4  Various ratios of RO to RN of juvenile H. mucronatus at 

different salinities and weight sizes 

3  讨论 

3.1  不同盐度梯度对横带髭鲷幼鱼呼吸和排泄的影响 

盐度是海水养殖中重要的环境因子之一 , 对鱼 

类的新陈代谢有着重要的影响。呼吸和排泄是鱼类最

基础而又最重要的新陈代谢活动之一 , 耗氧率和排

氨率则是指示鱼类代谢活动变化的最重要指标。有学

者提出, 鱼类的标准代谢可分为两个部分: 一是组织

的修复与更新所消耗的能量 ; 二是维持内稳态所消

耗的能量(Jobbing, 1985)。 

目前 , 关于盐度对鱼类呼吸和排泄的影响主要

存在两种观点, 一种观点是针对狭盐性鱼类(其适盐

范围小), 当处于适盐范围时 , 鱼体自身渗透压与外

界水环境渗透压相同即达到等渗点时其耗氧率和排

氨率均最低, 高于或低于适盐范围时, 其耗氧率和排

氨率均升高, 如平鲷(Woo et al, 1995)、珍珠龙胆石斑

鱼(刘龙龙等, 2020)、长鳍篮子鱼(章龙珍等, 2009)、

钝吻黄盖鲽(崔前进等, 2018)、大泷六线鱼(胡发文等, 

2021)等研究结果与此观点相一致, 出现这种现象的

主要原因是参照渗透压调节原理 , 鱼体在等渗点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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渗透压力最小 , 此时维持机体内渗透压平衡耗能最

少, 代谢率最低, 而远离等渗点时则需要更多的耗能

来调节机体渗透压, 代谢率上升(Woo et al, 1995; 闫

茂仓等, 2008)。另一种观点是针对广盐性鱼类(其适

盐范围大), 当处于适盐范围时其耗氧率和排氨率均

最高 , 即在一定的盐度范围内鱼体耗氧率和排氨率

均随盐度的增加而升高, 达到峰值后, 随盐度的继续

增加而降低 , 且不同鱼类之间因适盐范围不同而差

别较大, 鮸如 鱼(闫茂仓等, 2007)、浅色黄姑鱼(李加

儿等, 2008)、日本黄姑鱼(柴学军等, 2009)、大黄鱼(郭

念岗等, 2014; 张涛等, 2015)、褐菖鮋(严银龙等, 2019)

等研究结果与此观点相一致 , 出现这种现象的主要

原因一部分是由于水体盐度高于或低于鱼体适盐范

围时, 鱼体自身的渗透压调节机制受到抑制, 进而表

现为鱼体耗氧率和排氨率受到抑制; 另外, 渗透压调

节耗能只占代谢能量中很小的一部分 , 而用于生长

活动的代谢耗能则占主导地位 , 进而表现为鱼体在

适盐范围内耗氧率和排氨率较高(闫茂仓等, 2008; 吴

庆元等, 2014)。 

本研究结果表明 , 盐度可显著影响横带髭鲷幼

鱼呼吸和排泄等新陈代谢活动(P<0.05), 耗氧率和排

氨率均随盐度的增加而升高, 并在盐度 20 时耗氧率

达到峰值、盐度 25 时排氨率达到峰值, 后均随着盐

度的继续增加而降低 , 这一结果与上述观点二相一

致 , 只是不同鱼类间耗氧率和排氨率达到峰值的对

应盐度不同 , 作者认为这可能与试验动物的物种差

异、规格大小及其他环境因子等有关系。对于横带髭

鲷而言, 其适盐范围较广, 在适盐范围内适当降低盐

度来降低代谢率, 可以达到提高生长速度的目的; 利

用其耐低盐的特性, 短时间内在低盐海水(或淡水)中

浸浴 , 可以达到杀灭寄生虫并防止寄生虫加剧感染

的目的。 

3.2  不同规格体重对横带髭鲷幼鱼呼吸和排泄的影响 

规格体重也是影响鱼类呼吸和排泄的一个重要

影响因子。大量研究表明, 体重对鱼类耗氧率和排氨

率具有显著差异影响(P<0.05), 如尼罗罗非鱼(Yamamoto, 

1992)、金枪鱼(Herrmann et al, 2000)、浅色黄姑鱼(李

加儿等, 2008)、条石鲷(闫茂仓等, 2008)、大弹涂鱼(周

银环等, 2017)、钝吻黄盖鲽(崔前进等, 2018)、禾花鲤

(王丽群等, 2020)等, 这些研究结果均表明鱼体耗氧

率和排氨率与体重之间呈负相关关系 , 均随体重的

增加呈逐渐降低的趋势。 

本研究结果表明, 在盐度恒定时, 规格对横带髭

鲷幼鱼耗氧率和排氨率影响显著(P<0.05), 均随着体

重的增加而逐渐降低, 研究结果与上述观点一致。相

关研究表明(姜祖辉等, 1999; 周银环等, 2017; 刘建

勇等, 2019), 水生动物用来维持其生命活动的组织和

器官(如肝胰脏和肾脏等)的新陈代谢活力要高于其他

非直接维持生命活动的组织和器官(如脂肪和肌肉等); 

在水生动物个体较小时 , 肝胰脏和肾脏所占总体重

的比例较大, 其耗氧率和排氨率较高, 但随着水生动

物个体的进一步增大 , 肌肉和脂肪等所占总体重的

比例要远大于肝胰脏和肾脏等所占比例 , 虽然耗氧

量和排氨量随着总体重的增加而增加 , 但耗氧率和

排氨率却随总体重的增加呈现逐渐降低的趋势。规格

体重对耗氧率和排氨率的影响也会因生物种类及其

生长发育阶段的不同而不同(王刚等, 2010; 吴文广等, 

2013; 王鹏帅等, 2017)。 

另外, 本研究结果表明, 在盐度 10~35 之间, 横

带髭鲷幼鱼体重(W)与单位体重的耗氧率之间呈一元

三次函数关系, 体重(W)与单位体重的排氨率之间呈

幂函数关系。而钝吻黄盖鲽(崔前进等, 2018)在盐度

8~32 时, 体重(W)与单位体重的耗氧率和排氨率均符

合一元一次函数关系; 九孔鲍(刘建勇等, 2019)在盐

度 21~40 时, 管角螺(罗杰等, 2008)在盐度 12~32 时, 

尖紫蛤(黄洋等, 2013)在盐度 2~18时, 软体部干质量

与单位体重的耗氧率和排氨率之间均符合幂函数关

系; 上述研究报道与本研究结果存在一定差异, 作者

认为这可能与试验品种、规格大小、盐度范围及营养

特征的不同有关。 

3.3  氧氮比(O︰N)对横带髭鲷幼鱼能源物质的分析 

O︰N值表示生物体内蛋白质、脂肪和碳水化合

物分解代谢时所消耗的氧气和排出的氨态氮的比例, 

可以作为生物适应环境压力的指标之一 , 已被大量

研究者用来估计不同生物代谢过程中能源物质的化

学本质以及能量消耗情况(焦海峰等, 2015; 刘旭佳等, 

2017; 崔前进等, 2018; 刘鹏远等, 2020; 周建聪等, 

2022)。有学者认为, 如果机体耗能完全由蛋白质为氧

化基质提供, O︰N值约为 7 (Mayzaud, 1976); 如果机

体耗能完全由蛋白质和脂肪氧化供给, O︰N 值约为

24 (Ikeda, 1974); 如果机体耗能主要由脂肪或碳水

化合物提供、甚至完全由脂肪或碳水化合物提供能

量的话, O︰N 值将大于 24, 甚至无穷大(Conover et 

al, 1968)。 

本研究中, 三种规格横带髭鲷幼鱼 O︰N值均在

适宜盐度 25 时出现了相对低值, 表明在此盐度时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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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消耗较少的能量即可维持体内环境的稳定; 小规

格 O︰N值相对离散, 且显著大于大规格和中规格的

O︰N 值(P<0.05), 表明小规格需要消耗较大的能量

来适应外界水环境盐度的改变; 三种规格 O︰N的比

值范围在 5.035~7.533, 说明该实验条件下三种规格

横带髭鲷幼鱼的能源物质比例基本一致 , 主要以蛋

白质作为能源物质。因此, 在横带髭鲷养殖生产过程

中, 为保证其较快的生长速度, 需要灵活调整不同生

长阶段时饵料的蛋白质、脂肪和碳水化合物的含量。 

4  结论 

综上所述 , 横带髭鲷体重与单位体重的耗氧率

之间的关系呈一元三次函数关系 y=a+bx+cx2+dx3, 体

重与单位体重的排氨率之间的关系呈幂函数关系 : 

y=exf, 均呈负相关关系。盐度和体重对横带髭鲷的耗

氧率、排氨率均有显著影响(P<0.05), 但盐度和体重

的交互作用对耗氧率、排氨率影响均不显著(P>0.05)。

三种规格横带髭鲷在盐度 10~35 时主要以蛋白质为

能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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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FLUENCE OF SALINITY AND BODY WEIGHT ON OXYGEN CONSUMPTION AND 
AMMONIA EXCRETION OF JUVENILE HAPALOGENYS MUCRONATUS 

ZHANG Tao,  PING Hong-Ling,  SHI Hui-Lai,  FU Tie-Zhong,  LU Bin,  HE Jie,  LI Bin 
(Zhejiang Marine Fisheries Research Institute, Zhejiang Province Key Laboratory of Mariculture and Enhancement, Zhoushan 316021, 

China) 

Abstract    The effects of salinity (10, 15, 20, 25, 30 and 35) and body weight [Group S (1.55±0.37) g, Group M 

(3.92±0.74) g, Group L (9.08±1.38) g] on oxygen consumption rate (RO) and ammonia excretion rate (RN) of juvenile 

Hapalogenys mucronatus were studied in experimental ecology method in laboratory. Results show that at a given salinity, 

RO and RN decreased with the increase of body weight (W). The relationship of RO and RN between body weight and per 

body weight could be represented by a regression equation. Salinity and body weight on RO and RN had significant effect 

(P<0.05), but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salinity and body weight had no significant effect on RO and RN (P>0.05). With the 

increase of salinity, RO and RN of all the three sizes showed a trend from increase to decrease, and RO showed a relative 

maximum at salinity 20, while RN appeared a relative maximum at salinity 25. The O/N value of the three sizes of juvenile 

H. mucronatus showed a fluctuating trend with the increase of salinity. The O/N value ranged from 5.035 to 7.533, on 

average of 5.916. There was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in the O/N value (P>0.05) of the same size in different salinities, 

while the average O/N value showed that the Group S (6.908)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ose of the Group M (5.426) 

and the Group L (5.414) (P<0.05). There was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between Group M and L (P>0.05). The three sizes 

of juvenile H. mucronatus used mainly protein as energy when the salinity was 10~35. 

Key words    Hapalogenys mucronatus;  different salinity;  weight sizes;  oxygen consumption rate;  ammonia 

excretion rat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