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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鲢的鳞长与体重及外部形态性状的关系 

钱 国 英 
(浙江农村技术师专) 

箍要 为了全面地了解鱼类鳞片在鱼类生长及鱼类学的研究中的作用，本文研究了白鲢的鳞片生 

长与体重及形态可置性抗生长的关系。结果表明 白鲢的鳞长与体 重、鳞长与 24个形态可置性状都呈 

显著的相关关系，可以从鳞片材料上反映出白酷体型的基本特征和生长情况。在每尾鱼体上，只要测得 

体长、全长及鳞长便可预测此尾鱼其它可置性抗及体重的敦值 。 这将给鱼类数量分类学及鱼体生长的 

研究提供简捷方便的途径。 

本文还讨论了白鲢的长度与体重关系的表选式，建议应报据具体情况，对鱼体长度指标——全长与 

体长进行选用。 

鱼类鳞片的研究，是研究鱼类生长规律的 

重要内容之一。在鱼类的体长与鳞长关系的研 

究中，许多学者都认为体长与鳞长符合 

v— a+ bx 

的直线相关式 (Rosa Lee．，192o)，并可据此 

推算体长。但迄今为止，并没人揭示体重与鳞 

片生长的关系，以及鳞片生长与其它可量性状 

之间的关系。由于体型指标往往可作为优良品 

种的选育指标 ，而体重又是最基本的生长量， 

是判别鱼类生长情况的主要指标，因而在了解 

鱼类的生物学特性和选择优良品种时，常需要 

测取大量的形态性状及体重的值。这样做 野 

外工作量大，且易损伤鱼体。倘若能从鳞片材 

料上找出体重及其它形态性状的生长规律，便 

可从鳞片材料上间接地推断出某尾鱼往年及现 

在的生长性能，品种的优劣情况，从而大大简便 

了野外抽样测量和数据处理过程，减轻了对鱼 

体的损伤。 

一

、 材 料 和 方 法 

材料由 1 9 82年 3月至 1983年 1月取自浙 

江省德清县对河口水库，台计白鲢 190尾。 其 

中二龄 4尾 ，三龄 1 27尾，四龄 49呢 ，五龄。5 

尾，六龄 3尾，七龄 2尾。实测 体长、体重，吻 

长、眼径、头长、头高、头宽，背部最高点到吻端 

的水平距离 (以下简称 l-)，腹部最低点到吻端 

的水平照离 (以下简称l )，背部最高点到侧中 

线的垂直距离(以下简称 hi)，腹部最低点到_嘲 

图 l 白鲢铡量部位示意图 

I．体长； 2．体高； 3．体宽； 4．头长； 5-头高； 6．头 

宽； 7．吻长； 8-眼径； 9-眼后头长； 10-口裂宽； 

lI．背部最高点到吻端的水平距离 (1i l2．腹部最低 

赢到吻端的水平矩离 (1t){ L3-背部最高点到瞠中线 昀 

垂直距离 (ht)I H．腹部最低点到瞳中线的垂 直 距 离 

(11 )I l ．尾柄长； l6．尾柄高； 17．尾柄宽； l8-背 

蛄基长； l，·尾培卫距 ； 2O·尾蜡长； 21·上尾 长； 

l2．下尾长； 23．上尾夏长； 24-T尾叉长； 2，·全长； 

26．胴长 

1)体重系指总重单位：克。 可置性状的单位为厘米。 

鳞长单位为毫米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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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线的垂直距离 (以下简称 h )，全长、体高、体 

宽、口裂宽、眼后头长、尾柄长、尾柄高、尾柄宽、 

背鳍基长、尾鳍叉距、尾鳍长、上尾长、下尾长、 

上尾叉长、下尾叉长、嗣长(觅图 1)。接规范 

在鱼体背鳍下方、侧线上方部位每尾取鳞片5一 

l0枚，在显微投影仪上测鳞长及各龄鳞长 (见 

图 2)。 

固2 龄白鲑解长值喇定示意图 
1．后区 2．年轮 3．鳞焦 基线 j．前区 6．1醉鳞 

长 7·2甜鳞l忮 B·鳞总长 

： 

分别对一元回归用六种方式进行拟合，对 

多元回归用四种方式进行拟台。 经统计检验， 

选择出相关精度高 ，变量数少的方程式。 

二、 结 果 

鳞长与体重及其它可量性状的一元回归拟 

台的结果表明，均有一定的相关关系，相关系数 

(I) 在 O．18一O．7之闻。多元回归拟台的结果， 

它们之间都呈显著的相关关系 (P< 0．001)。 

(一)体重与鳞长 的关系 体重 ( )与鳞 

长 ( -)、鳞长，全长 (≈)的二元回归，四种拟台 

方程式的相关系数都很高，分 为： 

W 一 4．595+ 5．565xI～ 325．4扎 r一 0．9639 

(1) 

一 2．9533× 1D一 。 ，一 0．9841 

(2) 

W 一 一 9 74 8+ 15．38乱 一 324．7xLxs 

十 0．218 + 9。0l5× lO‘蠢 

，一 0．982O (3) 

I,F 一 一 14、42+ l8．1 3x,一 317．3x1曲 

+ 8．7l5 × l0‘ 十 0．0065 

． t8 

，一 0．9820 (4) 

从以上四式的相关系数来看，宜选用式(2) 

作为体重与鳞长的相关公式。 

体重 0P)与鳞长 (≈) 鳞长／体长 ( ：) 

的二元回归相应各式的相关系数均低于上述各 

式，其中对应于式 (2)的相关方程为： 

W 一 1．5179 × 10一‘ 。’ ’ r一 0．9759 

也是四个方程中，相关系数最大的一个o 

(=)鳞长与其它形态可量性状的 关 系 

其它可量性状对鳞长 ( ) 鳞 长，体长 ( )与 

鳞长 (h)、鳞长，全长 ( )也表现出一 定 的 

相关关系。表 1列出了其它可量性状与鳞长最 

佳拟合方程及经线性化后的相关系数o 

(三)侮重、体长墨盒长的生长 体重( ) 

与体长 (L)之间最佳拟台的回归方程为： 

W 一 7．0185 x 1 0 L ，一 0．9695 

这个结果与许多学者0．jI 的结论相吻合。 

体重 ( )与垒长 (H)之间的最佳拟 合 

方程，经线性化后的相关系数略超过体重与体 

长间的相关系数，为 0 9823，其相应的回归方程 

为： 

W — 1．7 l 3)<l0-SH · o 

三、 讨 论 

1．重新认识鳞片材料的作用 鳞片材料一 

直只作为鱼类年龄鉴定和推算体长的依据，也 

就是说 只发现它与鱼类体长的生长规律相吻 

合。本文进一步证实鳞片生长与许多形态性状 

以及体重的生长也有密切的相关关系。因为在 

多数情况下，形态可量性状的生长几乎都是随 

着体长的增长而增大，而作为基本的生长指标 
— — 体重与体长之间的关系也是十分密 切 的， 

因此，在体重、形态可量性状与鳞片之间存在着 

互相关联的因素，应是理所当然的。从我们的 

研究结果来看，鳞长与其它可量性状的一元回 

归精度 (r— O．18—8 7，P< O．10—0．O )尚 

不如增加—个体长或全长的辅助因子所构成的 

1)对于非线性方程曲 r，是指经缝性化后方程的相关系 

数 ， 下同． 

0  。 ． 。

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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衰 1 可■I睁志性收与■长组合的量隹拟舍方程 

因变量 最佳拟合方程 

跟径 ，暑 0．0542xT ”‘ “’ 0．8145 

头长 17．77十 11．07 l一 475．1# — i0i．8 1 + 5·0 53 X i0 } O．96I2 

上尾叉长 ，一 9．03十 2．849xl一 137．6 0．7 794 

下尾叉长 ；1 ．27十 B．06ht一 612．2xj一0．963 {十 }i2ix； 0．7}86 

口裂宽 y昌 7．513+ 3．0Bl ，一211． j— j．730x |十 i．448 x lO‘ } 0．9360 

头高 ； 1i·10十 4．9B9 — i96·3 j 

一 5．59i十 lO．32xI一 260．4 l一 120·8 1 1十 }·5t9 x 1O*x{ 0．8856 

尾鳍叉 眶 17．61十 5．1 5} I一 283·2 j 0．6126 

尾辆宽 y=0．035i _．1” —l 0．7978 

峒长 ； 0．6286 } _】’ t · 0．9895 

傩长×高 ×宽 t 
lO0 ，高 一I2．19十18．̈  一 248．1 1 2+5．254 x l0’ ：十 0·00 59x{ 0．97B2 

砌长 一 6．809十 3．1B5 一29I．7x}一 6．403 i ，十3·7 2．x 10‘ § O．̈ 9B 

， 昌 0．3~45x 0．978＆ 

蜀 一 140．9+ 5．708xI十 9927x 5— 2．18 x 10’ + i·52 x 10 ￡ 0．9316 

尾柄长 高 ．03 + 276．9zJ十 j． 97 }一 330·9 I J十 l·l9 x 10 一9·0o67 { O．8●12 

背话基长 ，一0．06 8 } ‘ _l。“ O．髓39 

上尾长 昌0．52B7 { ” 0．7998 

下尾长 ，高 12．9I+ 7．675#1— 429．4x，一 O．7365xl |十 3．595 x 1o． 3 0．8961 

^I ； 1．5O2-F 2．327xi一 27．52xl i 0．72Ol 

尾柄高 ，暑 0．0985x；‘” 。‘’ O．9250 

头宽 ，昌 10．72十 6．643xI一 364．缸J一 78．63 l j十 5．964 x 10‘ 0．蛐3耳 

体宽 ，昌 17．9l十 2．”9 1一●8，．1 - {． 6 3 O．9267 

体高 置 一77．41十 4781xj十 ¨．57xI— t98．9xl ，一 1．032 x 10 §十 7．78x1●’ § 0．9362 

眼后头长 ， --0．52u 十 10．43x1一 I62．3 + 0·0025．~十 9·O8 x 10 0．9424 

尾错长 置 0．683} 2 ” 地 0．70 0 
一

腮满度 置 3．777十 4．38 l一 272．2 ， 0．，029 

往 I置 臻长； ，置 鳍长t体长； I置 睹长t生长。 

昭满度：不是形态指标，为便于参考，特刊于表中。 

二元 回归精度 (P< 0．001)，使所有可量性状 

与鳞长之间的关系都呈高度显著的相关 关 系 ， 

这样，只要在每尾鱼上测取体长、全长、鳞长三 

项指标，便可预测鱼体重量及其它 2 4个形态性 

状。由此可见，鱼类的鳞片已可成为揭示部分 

鱼类总的生长规律的极有用的材料。看来，这 

将是 条研究鱼类生长的方便可行的途径。 

对于其它种类的鱼体 鳞片材料的这种作 

用，尚需作选一步的证实。 

2．全长与体长指标的选择 在鱼类长度指 

标的选择中，往拄采用体长指标，许多种类的 

全长测量精度往往低于体长 (因尾鳍端部易折 

断)，但由于全长测量方便，生产上常用全长来 

衡量鱼种的长度，因而全长也是一个不可忽视 

的长度指标。本文已证实在许多情况下，全长 

的拟台程度高于体长，而全长与体重的关系也 

比使用较多的体长与体重关系更为 密 切。 因 

此 ，在选用鱼体长度指标时，应根据不同种类鱼 

体的损伤程度，及全长、体长与体重之间的相关 

着 数，作最佳选择 ，不宜一律采用体长作为指 

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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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 鱼巴的 染 色 体 组 型 

邬国民 朱新平 胡 红 罗建仁 
(中国水科院珠江水产研究昕) 

摘要 本文以肾脏为材料，用空气干燥法制备染色体标本，对银卣巴的染色体组型进行研究。 其 

2n 50，NF一 74，核型公式为 12m+ 12sm+ 4st+ 22to 

银钯 (Puntiu*gonionotus)， 分类上隶属 

鲤形目 (Cypriniformes)、鲤科 (Cyprinidae)、 

钯亚科 (Barbinae)。 银雪巴是一种原产于泰国、 

马来西亚、印尼和菲律宾等地的重要养殖鱼类。 

我国 l 986年从泰国引斑 。此品种适合普通鱼 

池的混养、单养和稻田养殖，且生长快、产量高、 

杂食性、肉质细嫩、易养殖 ，很有开发价值。现对 

其染色体组型进行研究，为引进品种的开发利 

用、杂交育种和确定其进化地位提供理论依据。 

(一)材料与方法 供试用鱼 8尾，早4条， 

4条，在 1 5O一3O0克之间，捕 自本所鱼塘，均 

为性成熟个体。采用秋水仙素体内注射、空气 

千燥法制片。 秋水仙素剂量为 2—3 pg，g(鱼 

体重)，注射 2小时后剪断鳃失血，取肾细胞进 

行实验。 用 O．06 mol／LKC1低渗 2．0分钟，甲 

醇：冰醋酸 (3：L)固定，空气干燥制片，吉姆萨 

染色，镜检。 

选取 1 00个以上中期分裂相，统计染色体 

数目。 同时选取 10个染色体分散良好的中期 

分裂相拍照和测量。按 Levan等在 1 964年提 

出的标准进行染色体分组目。 按染色体的相对 

长度排列编号，从中选取一个有代表性的分裂 

相翩成核型图(见图 1)。 

．  (二)结果与讨论 对 1 24个细胞的 中 期 

分裂相进行计数，染色体数目为 47的有 1个， 

48的 3个，49的 6个，5O的 11 2个，5l的 2个， 

· 20 · 

染色体数目为 50的占计数细咆总数的9O．32％， 

因此确定银直巴的二倍体数目 2 一 50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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