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瓦氏黄颡鱼与黄颡鱼的耗氧率及窒息点

万松良 葛 雷 张 扬 刘能玉
（湖北省水产科学研究所 武汉 $)""*’）

摘要：在平均水温 !#+条件下，测得平均体重 ’"," - 的瓦氏黄颡鱼（1%,2%(3+/*)& 4+5"%,,#）及平均体重 ’!,%
- 的黄颡鱼（1 , -),4#6*+5(）耗氧率分别为 ",!’ 和 ",!) .-/-·0，窒息点分别为 ",&’ 和 ",*# .-/1；平均体重

*#,2 - 的瓦氏黄颡鱼及平均体重 2#,$ - 的黄颡鱼耗氧率分别为 ",’% 和 ",’! .-/-·0，窒息点分别为 ",**
和 ",#$ .-/1。分析表明，瓦氏黄颡鱼的耗氧率和窒息点都高于黄颡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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瓦氏黄颡鱼（ 1%,2%(3+/*)& 4+5"%,,#）又名江

颡，是鲇形目（8;IEG;M9G.?H）、*科（W<-G;L<?）、黄

颡鱼属（1%,2%(3+/*)&）中个体最大的种类，最大

可达 ’ X- ，主要栖息于长江干流和通江湖泊

中，是这些水域的主要捕捞对象之一。黄颡鱼

（1 T -),4#6*+5(）个体仅次于瓦氏黄颡鱼，主要栖

息于湖泊和池塘中。两种黄颡鱼都因其肉嫩味

美而深受人们的喜爱，市场价位高，养殖前景

好。

自 ’&&& 年以来，我们对两种黄颡鱼开展了

人工繁殖、苗种培育和成鱼养殖等一系列研究，

均获成功［’ ( $］。为了解两种黄颡鱼的呼吸代谢

水平并为养殖生产中合理放养、水质管理和活

鱼运输提供理论依据。!""’ 年 ’" 月，进行了两

种黄颡鱼耗氧率和窒息点的比较，现将结果报

道如下。

: 材料与方法

:;: 材料 试验鱼分鱼种和成鱼两种规格。

瓦氏黄颡鱼的鱼种和成鱼均取自养殖示范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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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为本课题繁育的鱼苗养成。黄颡鱼的鱼种



购自水果湖市场，成鱼取自养殖示范基地。两

种试验鱼的数量、规格见表 !。

!"# 方法 试验按鱼种和成鱼两种规格分两

次进行，每次对全部同规格的两种鱼分放在两

套测定装置中进行对比测定。鱼受试前均在室

内水族箱中暂养 ! " # $。耗氧率测定装置为流

水密封式，呼吸室用 # %&& ’( 的广口瓶制作，瓶

口用配套的橡皮塞盖紧密封，完全排除气泡存

在。橡皮塞上钻有 ) 个孔，分别插入进、出水玻

璃管和温度计。从贮水箱到呼吸室之间设置水

压定位槽，调试好流经呼吸室的水压流量，并在

整个测试期间始终保持不变。水源为充分曝气

的自来水。试验期间，因自然水温偏低，特在蓄

水缸和贮水箱内装上潜水式自动控温加热管，

使自然水温从 #!*上升并稳定在 #+ " #,*范

围。

测定前受试鱼在呼吸室中适应 # " ) -，呼

吸平稳后，再根据鱼的呼吸状况和试测的进、出

水溶解氧差值，调节好流量。每隔 ! - 测定一

次水温和进、出呼吸室的溶解氧，连续 #+ -。溶

解氧测定采用碘量法。试验水温和进、出水的

溶解氧范围见表 !。

表 ! 试验鱼的数量、规格及试验水温与溶解氧范围

规格
鱼种 成鱼

瓦氏黄颡鱼 黄颡鱼 瓦氏黄颡鱼 黄颡鱼

尾数 . !& / /
全长（0’） !&1& 2 &1. !!1& 2 &1% !31. 2 #1! !31. 2 +1#
总重（4） .&1# !#/1& +%+1/ %!#1/
尾重（4） !&1& 2 !1/ !#1/ 2 #1! ,%1. 2 !/1) .%1+ 2 +&1!

水温（*） #%1& 2 &1, #%1+ 2 &1/ #+13 2 &1, #+13 2 &1,
进水溶解氧范围（’456） ,1!/ " .1&+ /1/+ " ,1/! %13& " .1%. %13& " .1%.
出水溶解氧范围（’456） %1/! " /1.& +1./ " %1.) )1,& " /1#, )1%, " /1%!

鱼的耗氧量和耗氧率按下式计算：

耗氧量（ ’45尾·-）7（89! : 89#）; <5=
耗氧率（ ’454·-）7（89! : 89#）; <5>
式中：89!、89# 分别为进、出水的溶氧量

（’456）；! 为单位时间的流量（65-）；" 为鱼尾

数（尾）；# 为鱼体重（4）。

窒息点的测定是在耗氧率试验结束后，关

闭进出水，卸下瓶塞，用液态石蜡封闭呼吸室水

面，把鱼密封在呼吸室中观察，等 .&?以上的

鱼停止呼吸时，用虹吸法采集水样，测其溶解氧

值即为窒息点。

# 结 果

#"! 鱼种的耗氧率和窒息点 两种鱼种的耗

氧率测定结果表明，平均体重 !&1& 4 的瓦氏黄

颡鱼在水温（#%1& 2 &1,）*时，#+ - 耗氧率变化

在 &1!/ " &1#. ’454·- 之间，平均为 &1#!’454·
-；平均 体 重 !#1/ 4 的 黄 颡 鱼 在 水 温（#%1+ 2

&1/）*时，#+ - 耗氧率变化在 &1!, " &1)! ’454·
- 之间，平均为 &1#) ’454·-（表 #）。瓦氏黄颡鱼

种的耗氧率比黄颡鱼种低，经显著性 $@检验，%
A &1&%，差异不显著。需指出的是，两种鱼种的

耗氧率并非同时测定，水温也不一致，瓦氏黄颡

鱼种测定时的平均水温比黄颡鱼种低 &1+*，

经 $@检验，% B &1&%，水温差异显著。鱼是变温

动物，一般而言，水温低，鱼的耗氧率也会降低。

两种黄颡鱼种窒息点的测定结果表明，在

#+1%*和 #%*的水温下，个体较小的瓦氏黄颡

鱼种的窒息点比个体较大的黄颡鱼种高。经 $@
检验，鱼种个体大小差异显著，% B &1&%（表 )）。

鱼种窒息阶段的基本特征是：开始正常静卧水

底，随着溶解氧减少，呼吸频率加快，鱼体颜色

变黄变浅，继而鱼体焦燥不安，不时从瓶底上窜

水面，再长时间沉底昏迷，呼吸减慢，鳃盖微微

开启，最后停止呼吸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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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 瓦氏黄颡鱼与黄颡鱼的鱼种耗氧量、耗氧率的比较

测定时间
瓦氏黄颡鱼 黄颡鱼

耗氧量（!"#尾·$） 耗氧率（!"#"·$） 耗氧量（!"#尾·$） 耗氧率（!"#"·$）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平均 *’%, &’*% -’&& &’*-

表 " 瓦氏黄颡鱼与黄颡鱼的鱼种窒息点的比较

种类 尾数 水温（0） 密闭时溶解氧（!"#1） 窒息时溶解氧（!"#1） 间隔时间（!23） 试验鱼窒息状态

瓦氏黄颡鱼 ) *.’, +’(. &’/% %*, ( 尾停止呼吸，% 尾微微呼吸

黄颡鱼 / *,’& +’&. &’(, %-, ) 尾停止呼吸，% 尾微微呼吸

!#! 成鱼的耗氧率与窒息点 两种黄颡鱼成

鱼的 耗 氧 率 测 定 结 果 表 明，在 水 温（*.’/ 4
&’(）0的条件下，平均体重 (,’) " 的瓦氏黄颡

鱼成鱼昼夜 *. $ 耗氧率变化在 &’%& 5 &’*- !"#
"·$ 之间，平均值为 &’%+ !"#"·$；同期间平均体

重 ),’. " 的黄颡鱼成鱼耗氧率变化在 &’&( 5
&’** !"#"·$ 之间，平均值为 &’%* !"#"·$（表 .）。

经 !6检验，两种黄颡鱼成鱼平均耗氧率差异极

显著（" 7 &’&%）。

窒息点的测定结果：水温 *,0时，瓦氏黄

颡鱼成鱼的窒息点是 &’(( !"#1，黄颡鱼的窒息

点是 &’,. !"#1。两种成鱼个体大小相似（" 8

&’&,），测定水温相同，但前者的窒息点比后者

高（表 ,）。

" 讨 论

测定结果表明，种内相比，两种黄颡鱼的鱼

种耗氧率和窒息点都比成鱼高，这与其他大多

数鱼类的研究结果相类似，符合鱼类幼体呼吸

代谢率高于成体的生理规律。种间相比，除了

瓦氏黄颡鱼种的耗氧率略低于黄颡鱼种外（ !6
检验，" 8 &’&,，差异不显著），在成鱼耗氧率与

鱼种、成鱼窒息点等指标上，都是瓦氏黄颡鱼高

于黄颡鱼。需指出的是，测定黄颡鱼种耗氧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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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 瓦氏黄颡鱼与黄颡鱼的成鱼耗氧量、耗氧率比较

测定时间
瓦氏黄颡鱼 黄颡鱼

耗氧量（!"#尾·$） 耗氧率（!"#"·$） 耗氧量（!"#尾·$） 耗氧率（!"#"·$）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平均 %’(/+ &(%* ,(,% &(%’

表 " 瓦氏黄颡鱼和黄颡鱼的成鱼窒息点比较

种类 尾数 水温（0） 密闭时溶解氧（!"#1） 窒息时溶解氧（!"#1） 间隔时间（!23） 试验鱼窒息状态

瓦氏黄颡鱼 * ’. )()- &(-- %. . 尾停止呼吸，% 尾微微呼吸

黄颡鱼 * ’. )(/, &(.) -. . 尾停止呼吸，% 尾微微呼吸

时的平均水温比瓦氏黄颡鱼种高 &()0，!4检
验，差异十分显著。水温升高，耗氧率随之上

升，这是本次黄颡鱼种耗氧率略高于瓦氏黄颡

鱼种的主要原因。如若水温相同，估计黄颡鱼

种的耗氧率将低于瓦氏黄颡鱼种。总之，可认

为瓦氏黄颡鱼的耗氧率和窒息点都高于黄颡

鱼。因此，在人工养殖和长途运输时，瓦氏黄颡

鱼对水质溶解氧的要求比黄颡鱼高。养殖实践

也证实，在相同饲养条件下，瓦氏黄颡鱼生长速

度比黄颡鱼快，但水体溶解氧不足时，比黄颡鱼

容易浮头。

鱼类窒息点是衡量鱼类耐低氧能力的一个

指标。与其他鱼类相比，两种黄颡鱼的窒息点

（瓦氏黄颡鱼 &(-- 5 &(,% !"#1，黄颡鱼 &(.) 5
&(-. !"#1）都高于大口鲇（&(// 5 &(*) !"#1）［.］，

低于长吻+（&(+% 5 %(*& !"#1）、长薄鳅（%(&*
!"#1）以及香鱼（%(.) !"#1）［* 5 +］，黄颡鱼的窒息

点与青鱼、草鱼、鲢、鲫（&(.+ 5 &(,, !"#1）相

近［,］，瓦氏黄颡鱼的窒息点则比它们略高一些。

因此在养殖上，黄颡鱼的水质管理与常规鱼类

基本相同。而瓦氏黄颡鱼的水质管理应严格一

些，放养密度不宜过大。在生长旺季要时常换

水、增氧，防止鱼缺氧泛池。

在鱼种窒息点测定中，还观察到一个值得

·),· 动物学杂志 "#$%&’& ()*+%,- ). /))-)01 )& 卷



重视的现象。即第一次测定当鱼种大部分停止

呼吸，取水样测定窒息点后，立即把密闭于呼吸

室的鱼种倒进清水盆中，约 !" #$% 后，各有 & 尾

鱼（约占一半）又苏醒过来，恢复正常。次日将

这 ’ 尾鱼密封于一个呼吸室中重做窒息点测

定，第二次测得的瓦氏黄颡鱼种的窒息点为

()*+ #,-.，黄颡鱼种的窒息点为 ()*/ #,-.，都

比第一次测定的窒息点大幅度下降。第二次测

定后同样立即将这 ’ 尾鱼倒入清水盆中，瓦氏

黄颡鱼种再无一尾成活，黄颡鱼种仅成活一尾。

这一现象表明：窒息点测定中，实验鱼 ’(0以

上停止呼吸与完全死亡时的水中的溶氧差别很

大；经过缺氧窒息恢复过来的鱼，短期内可能产

生了呼吸代偿功能，耐低氧能力增强，故再次测

得的窒息点降低；将窒息垂死的试验鱼转入清

水中，有一半苏醒成活。结果提示了，当池塘中

鱼严重缺氧浮头时，立即将鱼捞起就近转放在

清水池中，比在原池冲水增氧抢救的效果好。

在抢救数量有限的亲鱼和名贵鱼种时，尤其应

该这样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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