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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工作，进行虾类人工放流增殖资源和提高捕 

捞产量的工作 ，积极推 广经 济虾 类的人工 繁殖 

和精养高产的技术。如采用温室育苗 ，提早投 【3] 

放大规格的优质虾苗，进行品种的改良选优等 ． 

措旖，探索人工增养殖新途径，特别是集约化养 

虾具有占地少 ，成活率高，饵料利用率好的优 ⋯  

点，这对增加产量 ，发展 渔业 生产 ，提 高人 民生 【6] 

活水平都具有重要意义。可以相信，随着我国 ⋯  

淡水虾类资源的深人调查，新的养殖对象不断 

发现，渔具渔法的不断改进，我国淡水虾类的生 

产将会出现新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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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论鲢鳙鳞片年轮和幼轮的鉴别。 

何 吉 湘 戴 恩 新 
(qa国科学院长沙农业现代化研究所) (湖南省桃禄县水电局) 

■要 鲢鳙鳞片上年轮和幼轮的形成机制无本质区别。在水库^工放养鲢鳙鱼种的条件下 ，体长 

to厘米以下形成的年轮和体长 6厘米以上形成的幼轮，其形态常常极为相似。根据鳞片逆算体长，从 

放养到一龄，一龄到二龄，二龄到三龄的体长相对生长率是鉴别年轮与曲轮的重要依据。 

利用鳞片鐾定醚鳙的年龄是一种简便易行 

的方法。陈真然 、王应天 、刘伙泉 等对此做 

过详细阐述，井认为鳞片上的年轮和幼轮有明 

显的区别。但我们发现，在水库人工放养鲢鳙 

鱼种的情况下，鳞片上的年轮和幼轮常常极为 

相似 现报告如下。 

(一)材料和方法 

1984至 1987四年中，对湖南省桃源县的 

六座中型水库进行了渔获物检验。这些水库放 

养的鲑鳙鱼种受鱼池、饲料和肥料等生产条件 

的限制，在放养规格和放养时间上经常变l化，同 

批放养的鱼种规格也不整齐。我们四年中共抽 

取鳙鱼样本 1463尾，鲢鱼样本 1204尾，按常规 

方法摘取鳞片 ，经过靖洗和固定后，以不同水 

库来源，按体长顺序在体视显微镜下逐尾鉴定 

年龄，量测各年轮半径。 

(=)结果 

大多数鳞片如前人所述，环纹疏密相问伴 

随。切割相”的出现是年轮的显著标志，而幼轮 

是没有切割的致密环(见图 1，图 1—6见封 2)。 

但我们还看到稀疏型的幼轮(见图 2)和两三根 

环纹密靠围成的幼轮(见图 3)。还有些鳞片很 

难从形态上区分年轮和幼轮，例如，没有“切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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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的年l挹(见图 4)，有“切割相 的幼轮 (见图 

5)。此外，我们还看到有对称“切割相”的副轮 

(见图 6)。这些 异常”鳞片虽然只占少数，但 

若不能正确识别，将足以大大改变渔获物年龄 

结构 的统计 结果 。 

认定 无“切割相 的 年轮和 有 切割相”的 幼 

轮 ，主要是根据大量样本从放养到一龄，从 一龄 

到二龄，从二龄到三龄的体长相对生长率来加 

以判断。在同一水库中，冬季放养的鱼种一般 

无幼轮，其 Ll至 L 的生长率大于夏秋季放养 

的具幼轮鱼种 L口至 Ll的生长率；由于前 者 

放莽晚，体长小，因而在次年生长中具有补偿作 

用，其 Ll至 的生长率也常大于后者 L】至 

的生长率。如果鱼种在春末夏初放养，会降 

低放养后的生长速度，并可能会形成副轺，显然 

故葬更晚，其 L 至 的生长率也不会高，但 

补尝作用在二龄至三龄的生长过程中出现，其 

L2至 L；的生长率比前二个时蚵放养 的 鱼 种 

Lz至 的生长率都要高许多。 

根据逆算体长的结果，具“切割相”的幼轮 

其相应体长一般在 6厘米以上，无“切割相”的 

年轮其相应体长在 lO厘米以下。 

(三)讨论 

根据上述结果，可以认为鲢蝻鳞片上年轮 

和幼轮的形成机制无本质区别，因此不存在从 

形态上区分它们的绝对标准。年轮的形成具有 

周期性，是缓慢生长的_“u 型环被快速生长的 

⋯0 型环切割而形成的叫【 ，但是我们在 各 个 

年轮上常可看到前～龄区的环纹伸展到后一龄 

区 ，并且闭合成 “o”型环。也就是说前一周年 

的环纹在新的生长年度还可继续生长。 因此， 

体长很小时形成的鳞片年轮可能不具“切割相 

是不奇怪的。幼轮的形成与鱼种的夏秋季放养 

有关。放养后生长条件改善将使鳞片形成致密 

型幼轮，生长条侔恶化则形成稀疏型幼轮，生长 

条件变化不大则形成环纹密靠 合 围 而 成的 幼 

轮；若放养过程损伤了鱼体，鱼生长停顿的时间 

较长，这时可能形成具有“切割相”的幼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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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蟾蜍干体肥满度和含水量季节变化的研究 

郑 元 林 陈 方 法 
(撩州师范学院生斯磊) 

j-要 本文研究了大蟾蜍干体肥满变、含水量的季节变化及人工低温环境对大蟾昧台水量的影响 

雌雄大瞻蟓干体肥满度的全年变化趋势一致。越冬前的干体肥满度为垒年最高水平，越冬后的千体胞 

漪度为全年最低水平a雌性大蟾蜍的千体肥满窿数值除越冬后这一期与雄性相 等外，在其余 季节均 

高于雄体。大蟾赊整体含水鸯骑盘地分为越冬期和非越冬期二种水平。低温条件促使大蟾蜍含水量增 

加 。 

大蟾蜍 ( 加 gargetrizans)在不同季节 

变更其生活环境，特别在冬季其生活的环境与 

其它季节明显不商。大蟾蜍成体一般在水I蔑越 

冬 ，其机体必然发生一系列变化以适应水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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