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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近海大黄焦仔
、

稚
、

幼焦的食性
*

郭 康 撮纪明
(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

关于大黄鱼 尸 , e u 己o s c ia e n a c r o c o a
(R ie h a r d

s o n
) 成鱼的食性

,

著者等已作过比较详细

的叙述[8,9 “认2z]
,

有关性成熟以前各生活阶段的食性问题
,

在过去文献中 [7,8 ,9] ,

只涉及食物

的一般叙述
,
至于阶段食性

、

食性转换
,

以及摄食弦度的变化等有关问题
,

则谈的甚少
,

或

者从未提到过
。

因此
,

本文根据多年来在浙江近海所获大黄鱼仔
、

稚鱼及 2 00 毫米以下的

性未成熟幼鱼资料
,

对上述一些问题进行了分析
,

以期对上述海区中大黄鱼食性的基本特

点有比较全面的了解
,

为进一步研究这种鱼的食物保障及食物链等问题提供必要的资料
。

一
、

材 料 和 方 法

本文分析了大黄鱼仔
、

稚
、

幼鱼的消化管共 8 25 个
。

其中体长在 3一6 毫米的仔鱼占

2 9 6
‘

个 ; 6一 16 毫米的稚鱼 9 5 个 ; 16一2 0 0 毫米的幼鱼 4 3 1 个
,

均系 2 9 , s一1 9 6 2 年期间
,

在浙江近海 (2 9
“ 3 5

‘

一3 1
“ 1 ,

’

N
, 12 2 0 1 5

‘

一 12 2 0 2 1
‘

E ) 采获的 (见表 1 )
。

表 1 样 品 分 析 的 尾 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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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本保存 体长在 10 毫米以下的仔
、

稚鱼标本用 5 % 福尔马林溶液 固定 保 存 ;

10 一1 00 毫米的稚
、

幼鱼标本及 1 00 毫米以上幼鱼消化管 ( 用纱布包好 ) 均用 10 多福尔马

林溶液固定保存
。

样品分析和处理 为便于比较不同长度组稚
、

幼鱼食性的区别
,

尽可能在同一批样

品中
,

选取不同长度组的标本
,

进行分析
。

分组时
,

体长在 10 毫米以下者每隔 1 毫米为一

组
,

10 一20 毫米者每隔 2 毫米为一组
,

20 毫米以上者每隔 10 毫米为一组 ;然后根据逐组

分析结果
,

把食物种类相类似的长度组合并处理
。

仔鱼和 10 毫米以下的稚鱼
,

因肠
、

胃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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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卷

附 表

种 类 名 称
1 )

中华哲水蚤 c a la n 。 , , i, ic “ ,

中华哲水蚤 c a la n t‘, , i n ic r‘,

精致员刺水蚤 石。 c方a e t a : 口 , c i。。a

平滑具刺水蚤 E , , c 人a 。 , a 户la n a

平滑员刺水蚤 石、人
a 。 , a 户za , a

背针胸刺水蚤 C 。。 tr o 户a g e s d o r , 15 户i, a t“ s

小拟哲水蚤 p a , a c a la , , ‘, 户a r , u ,

日本大眼剑水蚤 c o 即 c a e u , ja 户o o ic , , s

中华假磷虾 p s e “ d o u 户人a “ : i。 , in ic a

中华假嶙虾 p , 。。d o t, 为a , ‘, ia , io ic a

海稚虫科 s p io n id a e

性别及发青期
2 ,

罕成体

了成体

? 成体

甲成体

了成体

叨成体

叨成体

叨成体

蚤状幼体

原蚤状幼体

浮游庆足幼虫

体长范围
“,

(m m ) 平均重量
4 )
(m g )

月,少一、�j

89加冷0065110302050300
nUon
�11一UnC�nn八UCU2

.

6一3
.

2

2
.

6一2
.

9 5

3
.

0 5一3
.

2

2
.

8一3
.

6

2
.

8 5一3
.

1

1
.

2 3一1
.

5

0
.

8 5一1
.

1 3

0
.

8 8一1
.

1 5

4
。

8

0
.

7

0
.

9

fl PH Me q a H H e : l ) ”a 3 日a H 叼e

4) e Pe八H H 益

s
呱 a ,

2) n o 月 “ Pa3 日H T ”只,

3 ) Pa 3 M e P T
即a (

B M M )
s ec (5 M r

)

分化或无明显分界
,

取整个消化管内的食物进行分析
,

饱满指数用更正重量算出 ; 10 毫米

以上的稚
、

幼鱼因胃已分化明显
,

故分析胃合物
,

饱满指数用实际重量算 出
。

分析处理与

大黄鱼成鱼方法基本相同 [11 ,14 一191
。

由于仔鱼个体小
,

称重比较困难
,

因此采用了
“

集团称

重法
” [18 一201

,

郎把同一批样品
,

在双筒解剖镜下
,

选取同一长度组的标本 25 或 50 尾为一组
,

用吸水抵吸去体表多余水分
,

达到一定干湿度
,

用 0
.

0 01 克的扭力天平称重 ; 然后分别在

解剖镜下
,

略记其形态特征及卵黄囊残存情况
,

后用解剖针截下整个消化管
,

取 出食物
。

鉴

定种类 [1,2 ,4, 5,9 ,1z1
、

计数
、

井测定食物个体大小 ;更正重量是根据
“

浙江近海大黄鱼主要饵料

生物平均重量 (见表 2 及附表 )
,

以及渤
、

黄海浮游动物个体重量的测定 [51 换算的
。

有些次

要食物对象的种类是据消化管内的完整个体进行测定的
。

蔓足类幼体在食物组成中占的

比重不大
,

又由于个体很小
,

称重尚有困难
,

只好暂依体积估算其重量
。

文内仔鱼和 10 毫

米以下稚鱼的饱满指数是采用更正重量计算的
,

10 毫米以上的稚鱼和幼鱼的饱满指数则

采用实际重量进行计算
。

仔
、

稚
、

幼鱼的其余指标
,

如重量百分比
、

出现频率( 多)和摄食率

(多)等的计算方法
,

均与大黄鱼成鱼相同111 10

二
、

盒 性 特 点

仔鱼
、

稚鱼和幼鱼等生活阶段的盒性有很大 的区别 ; 不仅如此
,

同一生活阶段不同长

度组个体的食性也有明显的变化
。

因此
,

叙述时
,

同时注意这两个不同的食性特点
。

(一 ) 盒物组成

1
.

仔鱼 (体长 3一6 毫米 ) 孵化不久的仔鱼
,

体长在 3 毫米左右
,

卵黄囊充胀几 占

休长的 1 / 2; 口裂未开启 ; 肠呈道筒状 〔7 〕,

内无食物
。

这时期的仔鱼尚未进行摄食
,

而以卵

黄为营养
。

体长在 3 毫米以上及 口已开启的仔鱼
,

上下叛骨具拔毛状弱齿 ; 肠弯曲 ; 肛门与外界

相通
。

卵黄囊消失以前的仔鱼
,

进行混合营养
,

消失以后的个体则全以外界食物为营养
。

仔鱼在混合营养期及卵黄消失后所吃的食物基本相同
。

它们所摄食的种类
,

主要有

小拟哲水蚤 Pa ra ca la nu , Pa
r
t,u ,

(重量 7 3
.

1多 ; 出现频率 31
.

3 % )
、

日本大眼剑水蚤 c or y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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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a e u s jap
o , ic u s

(6
.

7 % ; s
、

, 多)
、

嶙虾原蚤状幼体 (p
r o to z o e a

) (斗
.

7多 ; 4
.

9 多)
、

多毛类

海稚虫科 (S p io n id a e
) 幼体 (2

.

斗% ; 1 4
.

6 % )
、

圆筛藻 c o : c in o jis
c u s sp p

.

(2
.

6 外 ; 1 1
.

0 多)
、

碎屑(0
.

6 % ; 12
.

2 多)
、

和瓣鳃类 (B
r a n e h io p o d a

) 幼体 (0
.

, 多 ; 1
.

2 多) 等
,

合计约 1 1 种 (表

3 , 4 ) ; 其中以小拟哲水蚤的比重为最大
。

这阶段食物个体长度 自 0
.

05 一 1
.

5 毫米
,

平均为

0
.

7 8 毫米
。

必须指出
,

体长 3一4 毫米的仔鱼吞食硅藻类的比重大于多毛类幼体
,

但在 4一5 毫米

仔鱼的食物中则相反
。

在 5 毫米以后的仔鱼食物组成中
,

硅藻类已完全消失 (表 5 )
。

看

来
,

硅藻类仅是仔鱼开始摄食外界食物时
,

短期 内所吃的一类过渡性食物
。

2
.

稚鱼 (体长 6一16 毫米 ) 稚鱼所摄食的种类共约 17 种
,

为仔鱼的一倍半
。

食

物组成中最主要的仍然是小拟哲水蚤 (重量 3 8
.

0 多 ; 出现频率 7 8
.

6多) ; 其次为中华哲镖

水蚤 c a za n u : , i, ic u ,
(2 6

.

4 % ; 1 1
.

2 % )
、

以及百陶箭虫 s a g it‘
a 云。‘o , i (4

.

3 务 ; 1
.

0 %)
、

蔓足类 (ci rr iPe d ia ) 幼体 (0
.

7多 ; 36 .7 多)
、

嶙虾幼体(原蚤状幼体和蚤状幼体)
、

刺糠虾

A ca nt 肋m ys i, :
PP

. 、

日本大眼剑水蚤
、

多毛类功体等 (表 4 )
。

仔鱼阶段所吃的某些较小的

食物
,

如圆筛藻
、

瓣鳃类幼体和碎屑等
,

在稚鱼食物中均已经消失
。

在新增加的食物中
,

个

体较大的种类出现在食物组成中的时间也较晚
。

例如 9 毫米以后的稚鱼
,

开始摄食中华

哲水蚤 (2夕
.

6 % ; 1 0
.

, 多) 和精致具刺水蚤 刀u c人a 。‘。 ‘o , c in , “
(3

.

1 % ; 斗
.

0 多) ; 1 2 毫米

以后的稚鱼则大量摄食中华哲水蚤 (51
.

6 多 ; 36
.

0 界)
,

此时
,

百陶箭虫
、

钩虾类及刺糠虾

等
,

在食物组成中也占一定比重 (表 5 )
。

稚鱼阶段食物个体长度的平均值为 1
.

68 毫米
,

最

大可达 14 毫米 (表 6 )
,

比仔鱼阶段所吃盒物长度的平均值 (0
.

78 毫米 )大很多
。

3
.

幼鱼 (体长 16 一 2 00 毫米 ) 幼鱼阶段摄食的种类增加到 ” 种以上
,

比稚鱼所

摄食的种类增加了两倍
。

’

食物个体长度
,

平均达 19 .6 毫米
,

也大大地超过稚鱼阶段食物

个体的平均长度(1
.

68 毫米 )
。

所摄食的种类主要的有
: 中华假嶙虾 Ps 洲 d o p人au 痴 si ni ca

(重量 13 .6 多 ; 出现须率 34
.

8 多)
、

中华哲水蚤 (3. 6 % ; 30 .2 多)
、

平滑具刺水蚤 Eu
‘

加* 召

户za n a
钩虾类

、

尖额蛾
、

刺糠虾 (3
.

9 % ; 2 5
.

5 % )
、

jL岛囊糠虾 G a s‘r o , a c c u , 左
o

jim a e n s i‘

(2
.

5 % ; 1 3
.

2 % )
、

百陶箭虫 (3
.

2 % ; 7
.

7务)
、

中国毛虾 过c 。 , 。: c人滋n 。 , 51,
(1 7

.

, 外 ; i ,
.

1沁)
、

细赘虾 L o p to c 人。la 岁。c izi,
(,

.

2 多 ; 3
.

7 多)
、

中华管鞭虾 s o ze n n o c e r a s in 。。5 1,
(5

.

3 多 ;

3
.

5 % )
、

虾姑 s宁。izza 。r a , o ria (2
.

1 % : 0
.

9 多)
、

七星鱼 M夕c , o 户人u m 户te r o tu m (1 3
.

5 多 ;

4
.

9 % )
、

大黄鱼 尸se u 己。 , c ia e n 。 c ,
·

o c e 。
幼鱼及带鱼 T , ie 入‘u : 。 : 人a u m e l“ 幼鱼等(表 4 , 5 )

。

幼鱼阶段的主要食物也是随着体长的增加而有变化
,

兹分别叙述如下
:

16一50 毫米的幼鱼 主要摄盒中华假嶙虾(重量 34 多 ; 出现频率 4 4. 9界)
、

中华哲

水蚤 (1 3. 5 多 ; 6 3. 8 % )
、

儿岛囊糠虾 (6. 5 界八 1
.

9 多)和刺糠虾 (1 0. 5 界 ; 21 .6 外)
、

百陶箭

虫 (12 % ; 11
.

4 多)
、

钩虾类(5
.

2 % ; 18
.

8 多)
、

平滑具刺水蚤(2
.

3多 ; 26
.

7 多)
、

尖额蛾类(3 形 ;

4 外)等
,

其中以中华假嶙虾和中华暂水蚤所占的比重为最大
。

食物个体长度平均为 6
.

8

毫米
。

50 一80 毫米的功鱼 食物主要是中国毛虾 (重量 4 3
.

8 % ; 出现频率 2 6. 5 外)
、

中华

假嶙虾 ( 1 1
.

2 % ; 4 7
.

1多)
、

细鳌虾 (14
.

6 % : 7
.

4 多)
、

细巧拟对虾 尸a r a户e o a o o 户5 1, : 。 n lz。 ,

(4
.

4 多 ; 1
.

5多)
、

中华管鞭虾 (4
.

1% ;1
.

5 多)及虾姑 (5
.

4 % ;l
.

5 % )等
。

这一长度范围内

的幼鱼摄食中国毛虾特别多
。

盒物个体长度平均为 16
.

8 毫米
。

lse胜.....二F‘.....

�rr‘‘卜卜
.

L尸‘卜..,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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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浙江近海大黄焦仔
、

稚
、

幼焦的食物名单 (1 9 , 8一 19 62 年)

T a 6几“找a 3
.

Il e p e 叼e H b n ”以H 刁“ , ““ o K , M a 月b K o B “ M o 几。八“ 6 0 皿b 山 o r o 水e 月r o ro r o p 6曰皿n

一一一

。 。p ”6 p e , 。o M Pa 肠o H e n p o 。, 。从朋 q 水a从3 , 。 a (1 9 5 8ee 1 9 6 2 rr)
.

仔 鱼的 稚 鱼4) 幼 鱼
。)

成 分
1 )

食物个体

长度
, )

(m m )

长 (m m )
。 )

3一 6 6一 1 6 1 6一2 0 0

渭化管中

或胃内最

多个数
7 )

体一
l

0
.

0 4一0
.

斗

IJ,J0
.

0 5一0
.

10

0
.

1 0一0
.

1 5

4一1 1 4

,j工工J0
.

4一0
.

4 5

0
.

3一0
.

6

0
.

6 2

24

引卜

11,l月,」受

. .工

l
J内j,J

}

、J.........Iwe口

l-211-2-3-抖1243,3

碎 屠

硅藻类 D IA 〕
,

O M

琼氏圆筛藻 c o , c io o d i, c “ ,
护
o n 。 : ia n t‘s

·

威氏圆筛藻 c
.

o a ile , 5 11

水蛆类 H Y D R 0 z 0 A

双生管水母 D i户人J, o p , i, ‘人召 , i“ o 。行

多毛类 PO LYC H A E T A

海稚虫科 (sp io n id a e
) 幼体

蔓足类 C IR R Ip E D IA (幼体)

鳃足类 B R A N C H IO P O D A

圆背僧帽搔 E , a d n 。 : e r g e , , io a

挠足类 e o P E Po D A

中华哲水蚤 c a la 。“ , , io ic tt ,

普通波水蚤 U o d i。 “la , tl zg a万s

弦员哲镖水蚤 石“e a la , “ , ‘犷a , , 。 ‘

亚强具哲水蚤 E t‘e a la n t‘, , u b c r a , s , ‘s

精致具刺水蚤 E u : 八a o ta c o o c in o a

海洋员刺水蚤 石t ‘e 人a e ta , a , in a

平滑贝刺水蚤 E t’ e h a e ta 户la n a

小厚壳水蚤 S c o le c it人r ic ell。 : p p
.

否尾宽水蚤 T e m o , a d i, c a “d a t a

背针胸刺水蚤 c e , tr o p a g e , d o , , i, p in a t。 ,

又胸刺水蚤 c
.

ltl rc o t“ ,

灵刺唇角水蚤 L a b ij o c e r a 。 t‘c 人a e ta

双刺唇角水蚤 L
.

bi 厉
n
na ta

大平纺锤水蚤 A c a r ti“ p a c ific a

似长腹剑水蚤 o ith o n a , 10 2111,

日本大眼剑水蚤 c o 即c a e , ‘, ia 夕o o ic , ‘s

鼓腹水蚤 O o c a e a sp p
.

小拟哲水蚤 p a r a ‘ a la n , ‘, 夕a r 。“ ,

具刺拟哲水蚤 尸
.

。‘“lea , “ ,

微驼隆哲水蚤 月c r o c a la o u s g , a c izis

端足类 A MPH IP o D A

钩虾类 G a m m a r id e a

蛾 类 H yp e r iid a e

尖额妞类 o x y e e p h a lid a e

1
.

2一3
.

6

2
.

3一2
.

9

2
.

6

2
.

1一3 0

2
.

0一3
.

5

1
.

9一3
.

0

2
.

6一3
.

1

1
.

5

1
.

4一2
.

5

1
.

1一 1
.

6

2
.

5

1
.

7

2
.

5

l
。

l一1
.

3

1
.

3

0
.

4 5一1
.

0

0
.

6

0
.

5一1
.

3

0
.

9一1
.

1

0
.

9一1
.

2

l一8

6一1 1

注 : + 表示重及或出现频率都达到或超过 50 % : + 表示出现
。

fl P”M e q a ””e : 1)
B

职曰 ,

2 ) Pa aM e P n H呱 e sH x o e o 6 e益 B M M ,

3 ) 月日q

皿K H ,

4 ) M a 月。K H ,

5) M o 几。及H ,

6) 双月“H a T e几 a 5 MM ,

7)
H a H 6 o 月 b 山o e , “

朗
o n “

嵘
B u x o eo 6 e n B n “坦e aa p盯e几b Ho M

T Pa K T e H月H 水即 y八K e
.

3 1弓a K + o 6 o s H a q
叮

B ec H月H B叮Pe 只a e Mo cr b 八0 5 0% “月“ 6 0 刀 b山e :

+ o 6 o 3 H a q
盯 scr Pe , a T be 牙

.



4 期 郑 严
、

杨纪明 : 浙江近海大黄鱼仔
、

稚
、

幼鱼的食性 3 6 1

粗 表 3

成成 分幼幼 盒物个体体 仔 鱼的的 稚 鱼幻幻 幼 鱼
。》》

消化管中中

长长长度
, )))))))))))))))))))))))))))))))))

或胃内最最(((((m m ))) 体 长 (m m )
0 ,,

多个数
, 》》

3333333一666 6一1 666 16一2 0 00000

涟涟虫类 c u MA c E AAA 5
.

555 十十 +++ +++ lll

糠糠虾类 MY S ID A c E A
卜卜

5一1 222 +++ +++ 十十 555

儿儿岛囊糠虾 G a s t尹。 , a c c 。 , 天o ji水
a e , , i,, 3

.

5一1 555 +++ +++ 十十 1000

刺刺糠虾 A c a n 若人。 , 夕 , i, sp p
...

3一1 33333 +++ +++ 2 lll

嶙嶙虾类 E u pH A u sIA e E AAA 0
.

6一2
.

55555 +++ +++ 444

中中华假嶙虾 p s e z‘
d e “p人a u si。 了io ic aaa 1

.

7一3
.

55555 +++ +++ 555

嶙嶙虾原蚤状幼体 (P
r o to z o e a

))) 2
.

9一66666 +++ +++ 555

嶙嶙虾蚤状幼体 (z oe a))) 3 00000 +++ +++ lll

磷磷虾幼体后期 (p
o s t一la r v a

))) 2 0一4 5555555 +++ 333

十十足类 D E c A Po D AAA 2 2一5 0000000 +++ 222

哈哈氏仿对虾 p a , a 夕
e n a e o 夕, 15 h a r d 留ic 左1111 14一7 0000000 十十 222

细细巧仿对虾 尸
.

ze n e llt‘,, 12一3 1111111 +++ l000

扁扁足异对虾 刁 t夕夕。户e , a e ,‘: c o 。户r e , , i户e ,, 6一2 6666666 +++ 1 888

中中华管鞭虾 s o l
e o o c o r a , i, 。n , 1555 9999999 +++ 111

中中国毛虾 A c e ze , c为i o e 。 , i,, 7一2 8888888 +++ 333

日日本毛虾 刁
.

夕a 户o n ic “ sss 12222222 +++ lll

中中型莹虾 L , ‘c ife r i。 , e r o ej it ‘sss 19999999 +++ 111

细细鳌虾 L o p t o c人e la g r a c ili,, 8888888 +++ lll

尖尖尾细鳌虾 乙
.

a c o le o e a , ‘d a , aaa 4444444 十十 lll

鼓鼓虾 左lp h
e tl , : p p

...

0
.

8一1 0000000 +++ 333

双双斑肠 c h a即 b d i,
(G

o o io 。。户t o 。 “s
))) 2 6一3 8888888 +++ 333

bbb i从 a c t一la t aaa 2 2一2 5555555 +++ lll

长长尾类幼体 M a c r t‘r a o la r o a eee 0
.

1一 0
.

2222222 +++ 222

短短尾类幼体 Br a c五夕。r a n la r o a 。。 1
.

5555555 +++ lll

口口足类 S T O M A T O PO D AAA 9999999 +++ 111

虾虾蛤 S 穿t‘illa o r a t o r iaaa 1 8一2 2222222 +++ 444

虾虾蛤幼体 A lim a la r o a eee 1
。

3333333 十十 lll

瓣瓣鳃类 L A M E L1 B R A N CH IA( 幼体)))
.

1 1一 3 0000000 +++ 999

腹腹足类 G A sT R o p o D A (幼体))) 2 0一怪0000000 +++ 222

头头足类 C E PH A L O P O D AAA 8 1一 2 1 0000000 +++ 111

毛毛领类 C H A E T O G N A T H AAA 1 0一 4 000000000 222

百百陶箭虫 S a g izt a b e j o tiiiiiiiiiiiii

尾尾素类 U R 0 c H O R D A T AAAAAAAAAAAAA

长长尾住砚虫 0 1友。 夕le : ‘r a zo n g ie a “己a ?????????????

鱼鱼 类 Plse E sssssssssssss

七七星鱼 M夕c t o 户人“ m 户才。
r o t。 , nnnnnnnnnnnnn

大大黄鱼 p , e z‘d o : c ia e n a c r o c , a

(幼旬旬旬旬旬旬旬
带带 鱼 T ri c人it‘r u , 人a u二 el召 (幼鱼)))))))))))))

其其他及未查明的鱼类类类类类类类

其其 他他他他他他他

1
..........皿.‘..‘肚f卜几吐.L卜.卜卜

l
‘.飞尸

80 一 130 毫米的幼鱼 食物组成中以七星鱼占的比重最大 (重量 38 .2 % ; 出现须率
8. 6 多)

。

此外
,

中国毛虾 (13 .5 多 ; 1 4
.

3 务)
、

中华假嶙虾
.

(8. 4 务 ; 34
.

3 多)
、

刺糠虾 (2. 5多 ;



3 ‘2 海 洋 与 湖 沼 7 卷

表 4 浙江近海大黄焦仔
、

稚
、

幼焦食物粗成 (19 , 8一 19 6 2 )
T a 6 几“以a 4

.

C o e T a B ““以“ 月“叮““o K
M a JI b K O B “ M o 刀。仄“ 6 0 刀‘川o ro 水e 皿 r o r o r o P6从月“ B

n P” 6 p e袱H o M p a益o H e n Po B “H 从““ q 水a“s日“a
(19 5 8一1 9 6 2 r r

)
.

一;卫. .........口,月.目J月,JJ川es,

l
节节节

孑孑

稚 鱼
“)))

幼 鱼
7 )))

仔仔仔 鱼
。 )

.......

33333一666 6一 1666 16一2 0 000

重重重 量8))) 出现频率
“))) 重 量8))) 出现频率

。)))
重 熨

)))
出现频率

“)))

%%%%%%% %%% %%% %%% %%% %%%

碎碎 屑屑 0
.

‘222 1 2
.

222 0
.

1 333 3
。

111 0
.

1 000 16
.

000

圆圆筛藻藻 2
.

6 222 1 1 000 0
.

6 777 3 6
.

777 +++ 2
.

111

瓣瓣鳃类幼体体 0
.

4 999 1
.

222 1
.

3 111 8
.

222 0
.

0 666 1 5
.

333

多多毛类幼体体 2
.

3 555 1.4
.

666 0
.

9 111 8
.

222 3
.

5 777 3 0
.

222

蔓蔓足类幼体体 4
.

6999 4
。

999 3 7
.

9 777 7 8
.

666 1
.

5 555 5 3
.

888

嶙嶙虾幼体体 6
.

7 333 8
.

555 2 6
.

4 222 11
.

222 3
。

8 999 2 8
.

888

日日本大眼剑水蚤蚤 7 3
.

0 999 3 1
.

333 2 1
.

4 777 2 5
.

555 2
.

5 222 13
.

222

小小拟哲水蚤蚤 7
.

9 777 3
.

333 0
.

9 999 1
。

000 1 3
.

6 000 34
.

888

中中华哲水蚤蚤 1
.

4 000 2
.

555 4
.

8 222 8
.

222 17
.

4 888 1 5
.

111

其其它及未查明的挠足类和和和和 4
.

2 555 1
.

000 5
.

1444 3
.

777

幼幼体体体体 l ; 0333 2
.

000 8
.

2 444 3
.

555

刺刺糠虾虾虾虾虾虾 1 9
.

1 777 4 9
.

777

JJJL岛汲糠虾虾虾虾虾虾 3 2 111 7 777

中中华假嶙虾虾虾虾虾虾 1 3
.

5444 4
.

999

中中国毛虾虾虾虾虾虾 6
.

4333 6
.

777

细细鳌虾虾虾虾虾虾 1
.

5 888 4
.

444

中中华管鞭虾虾虾虾虾虾虾虾

其其它及未查明的甲壳类类类类类类类类

箭箭虫(百陶箭虫)))))))))))))))

七七星鱼鱼鱼鱼鱼鱼鱼鱼

其其它及未查明的鱼类类类类类类类类

其其 它它它它它它它它

分分 析 尾 数数 2 9 666 9 888 4 3 111

注 : + 表示重量小于 0
.

01 毫克者
。

fl PHM e: a H u e : l) 3 T a n 曰 ,

2 ) 及
二”H a T

朗
a B M M ,

3 )
n o K a 3 a T即“ ,

4)
, 几e M eH T n “以H ,

5) 刀“q ”H K“ ,

6) M a 月b K u ,

7) M o 几叭“,

8 )
B ec 日 %

,

9 ) 日巴Pe、a e M o叮b B %
,

3 H a K + o 6 o s H a q H T B ee M e “ b山e 0
.

0 1 M r
.

65
.

7 界)
、

儿岛囊糠虾 (1
.

9 多 ; 34
.

3务) 等占的比重也很大
。

食物个体长度平均为 20
.

3 毫

米
。

1 30 一20 0 毫米的幼鱼 主要摄盒中华管鞭虾(重量 28 .9 多 ; 出现频率 9. 2 务)
、

中国

毛虾(1 2
.

4 形 ; 2 7 多)
、

扁足异对虾 搜妙户。户。n a o u , c o m Pr e , , iPe :
(,

.

2 多 : ,
.

3 务)
、

虾姑(2
.

9 多 :

2 % )
、

七星鱼 (13 多 ; n
.

2 %)
、

大黄鱼幼鱼 (5. 7 拓 ; 5. 3 多)及带鱼幼鱼 (3. 4 多;1
.

3 多)等
。

食物个体长度平均为 34 .4 毫米
,

最大的食物个体如中华管鞭虾达 7 0 毫米
,

而残存的一段

带鱼换算其全长约为 21 0 毫米 (表 6 )
。

这一长度范围内的幼鱼所吃的食物
,

是中华管鞭

虾占第一位
,

并且还吃很多小鱼 ;所以食性已接近于成鱼[1l1
。

(二 ) 食性转换

大黄鱼在仔鱼阶段
,

卵黄耗尽前营短暂混合营养
,

从脱离卵黄营养而转吃外界食物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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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
,

则以浮游生物为食
。 3一5 毫米的仔鱼以浮游动物为主要食物

,

也兼吃少量的浮游植物

(硅藻类 )和碎屑
,

所以还是浮游动
、

植物的交混食性 ;5 毫米以上的仔鱼则完全转入以浮

游动物为食
。

这种情况和小黄鱼仔鱼及很多具骨鱼类仔鱼相似
。

稚鱼完全吃浮游动物
,

但稚鱼后期还吃了些底泳性的刺糠虾类
。

到幼鱼阶段
,

其食性颇广
,

既以浮游动物为食
,

又兼捕虾类和小鱼
,

如 50 毫米以下的幼鱼主要吃浮游动物
,

80 毫米以上的幼鱼所吃浮游

动物的比重逐渐减少
,

而代之以虾类和鱼类为主的食性
, 1 30 一20 0 毫米之间的性未成熟

的幼鱼则基本上接近于成鱼的
“

捕食性
”
类型

。

在成鱼的食性中
,

作者曾指出
。

它们主要是

捕食小鱼(包括幼鱼 )
、

虾类
、

虾姑类和蟹类 [111
。

显然足以看出
,

大黄鱼在生命周期 中
,

其食

性是有明显转换的
。

其转换的特点是 (表 4 , 9 )
:

(l) 由
“

浮游生物食性
”
逐步转变为

“
捕食性

” 。

仔鱼吃浮游动物也吃浮游植物
。

稚鱼

全吃浮游动物
。

幼鱼则逐步 由浮游动物食性转变为捕食虾类和小鱼
。

成鱼则主要捕食小

鱼
、

虾类
、

虾姑类和蟹类 [11 、

(z) 由
“

狭食性
”
逐渐转变为

“

广食性
” 的食性类型

。

摄食的种类数 由少而不断地增

多
,

如仔鱼摄盒 n 种 ;稚鱼摄食 17 种 ;幼鱼摄食 50 种以上 ; 到成鱼则摄食近 100 种
。

(3 ) 食物个体逐渐增大
。

摄食的食物个体长度
,

是随鱼体体长的增长而由小渐趋扩

大(表 6 )
,

而盒物个体的平均大小
,

则又是随生活阶段的转换而 由小逐渐递增
,

如仔鱼所

食食物个体为 D
.

83 毫米 ; 稚鱼的为 1
.

68 毫米 ;幼鱼的为 1 9. 6 毫米 ;到成鱼阶段
,

屯们所摄

食的食物平均大小则达 68
.

5 毫米
。

表 6 食物佃体大小与齿骨长度
、

鳃耙简隙的关系

T a 6 刀“找a 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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擎(m 矛

食物个体平均体长 (m m )4)

食物个体最大体长 (m m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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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平均鳃把间隙 (m m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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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l p“M e q a 。。e : 1)
。T a n 曰 ,

2 ) 八月。二
T e 月a B MM ,

3 ) n o K a o a T e 月H ,

4 ) epe八H o n pa 3M e p n 。

哪
。目x o e o 6 e认

日 M M ,

5) M a K eH M a月 b H a 只 11日叭e日a 只 o e o 6 b B MM ,

6) eP叭
H只只 及月H H a 八e H T a 月 b H o白 K o eT ”

B MM ,

7) Pa ee o 月H“ e M e米八y 水 a 6 ePH H M “ T 目勺”H K a M“ B MM ,

8 ) 月H q H H K H ,

9 ) M a 几 b K“,

10 ) M o 月。八H
.

上述食性转换特点
,

除与水域可供利用的饵料基础有关外
,

它首先是与鱼体本身的取

盒器官结构的增弦
,

以及营养器官的逐渐发育是相适应的
。

如表 6 所示
,

大黄鱼稚
、

幼鱼

的鳃耙间隙
、

齿骨长度(代表 口的大小)都是随体长的增长而加大
,

这与适于由个体较小的

食物转入追捕个体较大的为盒物是一致的
。

从消化器官的形态来看 (见图 1 )
,

仔鱼及 1O

毫米以下的稚鱼
,

仅具盘曲的肠管 ; 10 毫米以上的稚鱼
,

肠
、

胃已逐渐分化 ;到幼鱼阶段
,

除肠
、

胃分界明显外
,

并有幽门盲囊的出现
。

再从牙齿来看
,

在 150 毫米左右的幼鱼
,

其前



海 洋 与 湖 沼 7 卷

图 1 大黄鱼各阶段渭化管形态变化

P “e
.

1
.

H 3M e H e u “e s H e山H e ro s叭a n H以e B aP盯e 月 b H o r o TPa盯a 6 0 月b川 o r o 水即T o ro r o P6 b 一几只

H a Pa 3 H曰 X 3 Ta ll a X Pa 3 BHT H只
·

A :
仔鱼 (体长 4

.

5 m m )
,

左面观 ; A
:

同上
,

右面观 ;

B :

稚鱼 (体长 8
.

5 m m )
,

左面观 ; B : 同上
,

右面观 ;

e :

幼鱼 (体长 17
.

5 m m )
,

左面观 : C : 同上
,

右面观 :

D :
幼鱼 (体长 30 m m )

,

左面观 ; D
:

同上
,

腹面观
。

1
.

食道 ; 2
.

胃 ; 3
.

肠 ; 4
.

幽门盲囊
。

fl P“M e q a H“e : A i K H川 e 任H“K 月H q H H o K n P“ 助
”H e T

朗a 4
.

SM M
.

B“八 朗eB a
.

A , B叭 cn Pa B a
.

O e Ta 月 b H H e o 6 o 3H aq eH H 只 T e 水e , q To H a PH e A i

B I K H山 e q H“K M a 月b K a n PH 八月H H e T即 a 8
.

SMM
.

B叭 e刀e B a
.

B , B呱 enP a B a
.

OC ”几 b H b ze o 6 o s H a犯 R “只 犯 米e , 耳
功

H a P耽 B i

C I K”l且e q H“K M o 月。八H n P“ 助 H H e T即a 17
.

SMM
.

B叭 饥e Ba
.

C : B呱 e n PaB a
.

OC T a刀b “b xe o 6 o s H a 叮e H“只 Te 袱e 水e , q
ro H a P代 C i

D : K”山 e q H”K Mo 月。八” n PH 皿月H H e Te 刀 a 3 0M M
.

B职 e月eB a
.

’

D
:

B “及 e H H 3y
.

O口a几b H 目e o 6 o 3 H a q e H H只 T e 米e , q T o H a P吹 D i

1) n H以e Bo 八,

2) 水
e 月邓o K ,

3 ) K。。 K a ,

斗)
n
助 oPH马ec K H e n P蚁aT K o

.

上领骨就具有多列锥形的牙齿
,

外列者稍长而大
,

尖端稍微弯曲 ;到成鱼阶段
,

在其咽喉骨

上还生有许多细齿
,

齿尖斜向后方
,

以利于捕捉食物
,

免其脱逃阳11 。

看来
,

这对适应于上

述食性转换
,

捕捉大型饵料生物
,

以及消化其已捕获的盒物是相关的
。

此外
,

还必须强调指出
,

大黄鱼从一个阶段转入另一阶段三仅主要摄盒对象 (阶段性重

要食物)发生改变
,

而不是绝然地消失前一个阶段的全部摄食对象 (表 4 , 9 )
,

’

如仔鱼转入

稚鱼时
,

后者的食物中仍占有前者盒物币的多毛类幼体
、

嶙虾幼体
、

小拟哲水蚤
,

以及 日本

大眼剑水蚤等
,

但它们的比重都相应地下降
。

与此同时
,

它们还吃了前一阶段竟物中所未

曾出现的中华哲水蚤
、

百陶箭虫和刺糠虾等
。

从稚鱼到幼鱼
,

摄食浮游动物的比重减少
,

而代之以虾类和小鱼
。

幼鱼到成鱼则转以摄食鱼类为主[l1 飞

综合上述
,

浙江近海大黄鱼仔
、

稚
、

劝鱼的食性转换特点
,

对扩大种内饵料基础
。

增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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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稚
、

幼鱼的食性

................
、

各生活阶段的育肥程度提供了良好基础
。

同时也充分表明
,

大黄鱼在阶段转换过程中
,

食

物的更替是逐渐的
,

既有阶段性的重要食物
,

且有转换性的食物存在
。

这对保障种群各阶

段食物质的需要
,

以及提高阶段食物保障是有利的
。

(三) 摄盒强度的变化

在上述大黄鱼仔
、

稚
、

幼鱼食性的叙述中已指出
,

它们是随生活阶段以及体长组的不

同而有很大的差别
,

且有明显的转换
。

从摄食弦度的分析结果也可看出
,

它们是随阶段的

不同和体长的增加而有变化 (表 7 , 8 )
。

仔鱼阶段 其摄食率平均达 68 .9 多 ; 平均饱满指数 为 村 4知
。 ,

最高饱满指数则达

7
,

兜 9

知
。

这阶段中以 4一5 毫米的仔鱼摄食特别强
,

摄食率增加到 73
.

1多
,

平均饱满指数

为 , 37肠。
,

最高为 7
,

5 89 知
。 ,

比开始摄食外界食物的 3一 4 毫米的仔鱼饱满指数高两倍多
。

应当指 出
,

混合营养期仔鱼的摄食率和摄食弦度都相应地低于同一体长组卵黄已耗尽的

仔鱼
。

由表 8 可见
,

仔鱼在混合营养期摄食率为 68
.

8 形
,

饱满指数是 3 80 灿
。 ; 而混合营养

期以后的仔鱼摄食率平均增加到 85
.

2务
,

’

饱满指数则达 5 1 1痴
。 。

这一显著升高的变化
,

与卵黄消失
。

以及与完全转以大量摄食外界食物为营养是有关的
。

表 7 浙江近海大黄焦仔
、

稚
、

幼焦摄食强度的变化 (1 9 5 8一 19 6 2 年)

T a 6几 H从a 7
.

M 3 Me H e H Me u “T e e朋
“ o e T H n “ T a “H “ 月”q ”H o K , Ma 刀 b K o B , M o 月。八“ 6 0 月 b 川 o r o 袱e 月了o r o

r o P6曰月“ . n p”6 p e水”o M p a益o o e n p o B ““从R “ 月水 a从3 ”。 a
(1 9 5 8一1 9 6 2 r r

)
.

仔仔 鱼的的 稚 鱼9)))

\\\
\蜘霜霜

3一 444 斗一555 5一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

指指 \
\\\\\\\\\\

6一 999 9一1 222 1 ,
ee

l ‘‘ 16一5 000 5 0一 8000 80一13 000 13 0一2 0 000

标标
8 )))))))))))))))))))))))))))))))))))))))))))))

9999999999999一1 000 10一 12222222222222

渭渭渭 化 管 含 物川川 胃 含 物19)))

平平均饱满指数(嘛)
‘,, 2 7 777 5 3 777 4 2 777 2 6 888 2 6 000 17 222 2 6 999 1 8 000 1 1 111 5 333 4 lll

最最高饱满指数 (知)
‘))) 3

,

4 2 999 7
,

5 8 999 1
,

5 0 000 2
,

7 0 000 1
,

0 2 222 3 4 555 l
,

5 3 777 8 9 444 6 6555 3 1 555 6 2 555

摄摄食率(% )
“,, 63

.

777 7 3
.

111 7 000 92
.

666 9 lll 10 0
...

9 222 9 7
.

111 8 6
.

888 10 000 8 8
.

222

摄摄食种数
7 ))) 1 lll 1 777 5 666

fl PH Me q a H H e : l)

呱
。.

7)

3 T a n 曰 ,

2 ) 八月H H a T e 月a B MM

K C

3 )
n o K a 3 aT e 几H ,

4 ) eP叭
H H花 H H及e K e H a n o 月H e H “只 s

5 )
q H CJI

M a双H Ma 几 b H曰白 H H皿e H a ll O月H e H H 日 s 沁
。,

6) K o 3中中H以H H全

0 fl H I」Je B0 ro B H八a 8 ) 月H q “H K H ,

9 ) M a月b K H ,

1 0 ) M o 月。八“

n “Ta H “只 日 %
,

1 1) eo 及eP米a M o e

K “山e H H K a ,

12 ) e叭
e P水aM o e 袱 e几y八K a

.

稚鱼阶段 摄食率也很高
,

平均在 90 % 以上
,

远高于仔鱼 ; 但饱满指数则相应地稍

低于仔鱼 (表 7 )
。

幼鱼阶段 摄食率仍很高
,

且变化不大
,

波动在 86
·

8一 1 00 多之间 ;但它们的胃饱满

指数变化较大
,

且有不均衡的现象
,

如最高饱满指数在 3 巧一8 94 知
。
之间 ; 而平均饱满指

数则 由 180 知
。
逐步下降到 41 痴

。 ,

呈现出随体长的增长而有逐渐下降的趋势 (见表 7 )
。

成鱼阶段 2 00 毫米以上的大黄鱼成鱼的摄食弦度
,

除生殖期摄食显著诚弱外
,

季

节变化不大 ; 平均饱满指数以及摄食率分别波动在 21
.

3一夕丘 9
知 和 55

.

6一97 多之 l司tl1 枯

总合上述的大黄鱼在生命周期各生活阶段的摄食弦度变化
,

可以看出
:
仔鱼和稚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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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8 浙江近海大黄焦仔焦卵黄耗尽前后摄食强度的变化 (19 62 年)

T a 6几”双a 8
.

M 3 Me n e R ”e ” n r e “e T 日n o e r “ n ”T a “”“ 皿”叹H “o K

n e Pe及 Pe 3 o P6从”e盛 水e 月 r o , “o r o M e uJ K a “ n o e 刀e y

n p o B 。。找, : 勺水 a 双3 , 。a (19 6 2
r
)

.

6 0 刀‘出 o r o 水 e 几T o r o

H e r o B n P“ 6Pe水” o 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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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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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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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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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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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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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 , ”

.

}
’6。

’

‘

}
’8。

‘

,

} ” ,
·

5

}
9 , 8

·

,

}
, , 。

·

8

fl P”M e、 a H H e : l) n o K a 3 a Te 刀H ,

2 )
K o 3中中

。以。H T n o T a H“只 B
%

,

3 )
Bec Pe K o H汀PyK以。。 eP叭

H e r o

n “以e B o ro K o M K a 5 M r ,

4 ) ep叭 H H诗 “H八e K e H a n o 几H e H“只 日
呱

。,

5) 水
e月 To q H曰认

Me山o K e o e Ta T K o M ,

6) pes o p6且“只 水e 月T o q H o ro M e山K a ,

7) 八
月H H a T e 月a B M M

.

都有摄食较孩的共同特性
。

幼鱼及成鱼的平均饱满指数变化较大
,

而且比仔
、

稚鱼降低很

多
,

特别是幼鱼
,

呈现出随体长的增长有逐渐下降的趋势
。

这种变化的共性和特性
,

由于

对幼鱼出现月份的摄食孩度以及仔
、

稚
、

幼鱼各生活阶段间以及同一生活阶段不同体长组

的昼夜摄食节奏等问题
,

尚未着手研究
,

所以还难以说明上述变化的真象 ; 因此
,

尚有待对

这一问题作进一步的研究
。

大黄鱼仔鱼和稚鱼的摄食率
,

平均都在 80 多以上
。

如所周知
,

在早期发育阶段的仔
、

稚鱼
,

游动力一般是较弱的
,

但大黄鱼仔
、

稚鱼却具有如此高的摄食特点
,

显然与苏联

北方海区的某些鱼类在这阶段大量出现空肠的现象 (例如海麟 cl uP ea 加二ng us 空肠占

5 7 % ; 小麟 e lu p e o n e lla d izic a tu la 空肠 9 0 % ;能科的欧洲旋鱼 刀 , g ,
·

a u zis 。 n c , o c人o zu ,

空肠

5 1多[, ,一
“])

,

有很大的不同
。

大黄鱼仔鱼和稚鱼具有摄食率较高的特点
,

.

看来与浙江近海具有丰富的而且是适合

于仔
、

稚鱼习惯为营养的食物供应有关
,

同时也可能与大黄鱼仔
、

稚鱼本身富有强烈摄食

活动的机能有关
。

这就对大黄鱼从仔鱼阶段过渡到生命力较张的稚
、

幼鱼阶段
,

提供了

良好的条件
。

从而对保障大黄鱼在早期阶段的 自然成活以利种群数量的繁衍起着重要作

用
。

三
、

阶段性重耍盒物保障

已知大黄鱼仔
、

稚
、

幼鱼摄食的种类合计约达 60 种以上
,

但因生活阶段不同
,

摄食的

重要对象也有明显差异
。

根据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及浙江省动物研究室的资料
,

对大

黄鱼的几种阶段性重要食物出现情况
,

联系大黄鱼摄盒特点
,

列述如下 (表 9 )
。

1
.

小拟哲水蚤 为世界性暖水近岸分布种
,

也逼布于我国南北海区沿岸一带
。

个

体大小都在 1 毫米左右
。 6

、

7 月间在浙江近岸是出现数量较多而密度较大的一种小型浮

游动物
。

它是春讯孵化的大黄鱼仔鱼的阶段性的重要食物
,

也是稚鱼阶段的重要食物
。

特别为仔鱼所喜食
。

在 3一 , 毫米的仔鱼肠管中
,

最多出现 4 个个体
,

平均都在 1 个以上
。

在 12 一 16 毫米的稚鱼的胃含物中也不少
,

最多的在一个胃中发现有 34 个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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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稚
、

幼鱼的食性

T a 6刀”从a 9
.

X a l) a K T e P

米e 刃 T o r o r 0 P

仔
一

焦l)

(体长 3一 6 毫米)
4 )

表 9 大黄焦仔
、

稚
、

幼焦食性妈换特点

n e Pe x o 及a n ” r a H H ” 月”叼”” o K , M a 月‘K o B ” M o 月。及“ 6 0 月 b 山o r o

6 曰月只
.

稚 焦2 ) 幼 焦3 )

(体长 6一1 6 毫来)
。)

(体长 1 6一2 0 0 毫米)
. )

blJ水蛋

—
阶段性重要食物

-

一 阶段性转换食物或新增加食物

fl Po M e 、a H H e : 1 ) 刀。 , 。K 。,

2)
7一9) 。刀e M已

H T

M a 刀b K H ,

fl H L】工H
.

3 ) Mo 几。八H ,

斗一6 ) 八月
H H a Te 月a (

B MM
.

)
,

3 H a K :

—
B a米 H a H n H以a , -

一
fl H毋a 日epe x o皿a

·

2
.

中华哲水蚤 为我 国近海浮游动物的优势种
,

在浙江近海出现的数量
,

于 5 月份

达到最高攀 (平均 2 80 毫克/ 米
3

)
。

它是稚鱼的阶段性重要食物
,

以 12 一16 毫米的稚鱼吃

的最多
,

重量达 5 1
.

6 % ; 出现频率也古 36 多 ; 甚至在 16 一50 毫米的幼鱼食物组成中也占

相当大的比重
,

在一个胃中发现最多有 20 个体长在 3 毫米左右的个体
。

3
.

中华假嶙虾及其幼体 在浙江近海分布偏向近岸
。

数量分布最高攀在 6 月份
。

中华假嶙虾是整个幼鱼生活阶段的重要食物
,

在 50 毫米左右幼鱼的食物组成中 占 第 一

位
,

曾在一个胃中发现有 20 个以上 ;其功体是仔鱼食物中的重要对象之一
。

4
.

百陶箭虫 为箭虫类分布在东海西部数量最多的一种 (密集区在 30 O N )
,

12 毫

米以上的稚鱼就开始摄食这种对象 ;在功鱼生活阶段的各长度组的食物中都有出现
,

尤以

16 一50 毫米的幼鱼摄食这种食物较多
,

在一个胃含物中见有 4 个体长在 巧 毫米以下 的个

体
,

出现须率为 n
.

4 多
,

重量为 12 % 。

5
.

儿岛囊糠虾 为浙江近海的糠虾类中数量最多的一种
,

一般多分布于近岸
,

是幼

鱼的重要食物
。

曾在体长 80 毫米的幼鱼胃合物 中
,

发现 5 个 10 毫米左右的个体
。

其它如细赘虾
、

中国毛虾
、

中华管鞭虾
、

七星鱼等
,

也都是浙江近海常见的种类
,

其中

中国毛虾以 8 月份出现数量最多
。

中华管鞭虾是活动性较大的虾类
。

同时又是近岸浅水

种
,

冬季水温渐低时有由岸向外海移动 的趋势
。

它们在幼鱼的食物组成中屡见出现
,

且又

都是成鱼的经常性的摄食对象之一[l1 lo

上述种类都是浙江近海数量较多的优势种
,

而且它们数量较高的季节
,

多交替地出现

在 5一8 月期间
。

根据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及浙江省海洋水产研究所的资料可知
,

大黄

鱼仔鱼主要出现在 5一 6 月间
,

大都分布在 50 涅(不超过
·

卯 米等深线 )以 内的沿岸港湾附

近
。

再从张网渔获物分析资料来看
,

大黄鱼稚鱼和 60 毫米左右的当年生幼鱼
,

在 6一 8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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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 间出现的数量最大
,

且密集在沿岸及岛呜周围育肥成长
。

大黄鱼仔鱼在混合营养期摄

食率平均达 68
.

8 务 ; 混合营养期以后的摄食率平均则增加到 85
.

2多 ; 稚
、

幼鱼的摄食率则

更高(86
.

8一 100 多)
。

由此可以看出
。

浙江近海几种数量较多的优势种
,

它们的交替出现

是和大黄鱼仔
、

稚鱼和当年生幼鱼的集中出现季节是一致的
,

同时大黄鱼仔
、

稚
、

幼鱼又分

别孩烈地摄食它们
。

因此
,

可以认为
。

浙江近海大黄鱼各生活阶段的食物保障是好的
。

四
、

桔 斋

1
.

大黄鱼仔鱼
、

稚鱼和 2 00 毫米以下的幼鱼所吃的食物
,

合计达 60 种以上
。

2
.

摄食的种类和数量随发育阶段而有所不同
。

仔鱼(体长 3一6 毫米 )
: 口未开启时

,

完全以卵黄为营养
。

混合营养期及卵黄囊消失

以后的仔鱼
,

所吃的食物基本相 同
,

主要有小拟哲水蚤 Pa 坛ca lan o Par t,u , 、

日本大眼剑

水蚤 c o 即c a o u , 扣p
o o ic u :

嶙虾原蚤状幼体 (p
ro to z o e a

) 和多毛类海稚虫科 (sp i
o n id a e

) 幼

休等浮游动物 ; 此外
,

在肠管中还有少量的碎屑和圆筛藻 c 口
、ino di

, ‘u , sP p
.

等
。

合计约

11 种
。

其中以小拟哲水蚤为最重要
。

食物个体大小平均为 0
.

7 8 毫米
。

稚鱼(体长 6一 16 毫米 )
:
除吃很多小拟哲水蚤外

,

还吃一些个体较大的种类
,

如中华

哲水蚤 c a la , u , s in ic u , 、

刺糠虾 才c a n t人o m y , i, sp p
.

和百陶箭虫 s吧itta b e d o , i 等 ; 食物

种类共约 17 种
,

其个体大小平均为 1
.

68 毫米
。

幼鱼 (体长 1 6一200 毫米 )
:
摄食的种类超过 卯 种

,

主要食物为中华假嶙虾 尸记 u de u -

P左a u , ia s in ic a 、

中国毛虾 A ce ‘e s c人i, 。。 , 15
、

细赘虾 L eP‘
o c五。la g r a c ili, 、

中华管鞭虾 s o le
-

” O c “犷a 5 1”e n ‘i‘ 和七星鱼 M , c zo 户人u m 户te r o tu m 等
。

体长在 1 3 0一 2 0 0 毫米组的幼鱼
,

它们

所吃的食物个体大小
,

平均值达 34 .4 毫米
。

3
.

大黄鱼在生命周期中
,

随生活阶段的转变
。

食性有明显的转换
。

其转换的特点
,

是

随着发育和生长
,

由
“

浮游生物食性
”
逐步转变为

“

捕食性
” ,

由
“

狭食性
”

逐步过渡为
“
广食

性 ,’; 摄吃的食物个体由小逐渐增大 ; 此外
,

在阶段食性更替过程中
,

既有较明显的阶段性

的重要食物
,

同时从一个阶段转入下一阶段还存在着过渡性的食物
。

这种食性特点
,

对扩

大种内饵料基础
,

保障不同生活阶段对食物质和量的需要是有利的
。

4
.

摄食的盒物个体长度
,

随鱼体体长 的增长而增加
。

这与稚
、

幼鱼的鳃耙间隙
、

齿骨长

度以及营养器官随体长增加而逐渐发育增弦的现象是一致的
。

5
.

混合营养期仔鱼的摄食率和摄食弦度、 都相应地低于同一体长组内卵黄已耗尽的

仔鱼
,

这与完全转以外界食物为营养有关 ; 此外
,

仔
、

稚鱼消化管饱满指数都很高
,

幼鱼胃

饱满指数则是随体长的增长而逐渐下降
。

6
.

浙江近悔大黄鱼各生活阶段所摄食的几种数量较多的饵料生物是上述海区的优势

种
,

其生物量较高的季节
,

大都交替地出现在大黄鱼仔
、

稚鱼和当年生幼鱼大量出现的月

份
,

且为它们阶段性的重要食物
。

这就对它们的食物保障提供了良好基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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