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描   要

观察记述了青海溯裸鲤在人工孵化,饲并条件下的仔鱼发有过性及稚 鱼臀鳞 形 成 的情

况。仔F鱼发育过程的鳍褶留存时间较长 ,稚鱼的臀鳞一般在全长60毫米左右才能出现。在稚

鱼的臀鳞上首次确定了有幼轮的存在,年轮形成时间在每年越冬后形成,至 5-6月 间即可见

到年轮外缘延生稀疏鳞纹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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肯海湖裸鲤是青海湖唯一经济鱼类,早已引起国内外有关专家的浓厚兴趣。自60年

代以来,对其分类学,生物学,渔业生物学等方面做了较为广泛和深入的研究 (朱松基

等,1975,赵利华,1982,赵利华等,1975,胡安等,1975,张玉玲,1963,黎 尚豪 ,

1958),但 对其仔鱼发育情况报道尚少,尤其对稚鱼年轮的形成研究更少。本文在 青梅湖

裸鲤仔鱼发育及其年轮形成和特征年方面研究作些补充,以提供一些有益的参考资料。

一、材料与方法

仔鱼取材于1990年 5月 ,于青海湖揉鲤主要产卵场一 布哈河,采集成熟亲鱼,进
行人工受精,将受精卵带回室内置大玻璃标本瓶中,在水温14-15℃ 的条件下,用 冲气

方法进行孵化。仔鱼开口后用熟蛋黄喂养,全长达20-30毫米时,取 600余尾放入500平

方米鱼池中饲养,300余尾喂养在室内100× 3o× 50毫 米
仓

`“

∶簇箱内。

在室内饲养的仔鱼每隔2-3天取3-4尾,用 20%甲醛固定后备用。稚鱼鳞片在解剖

镜下取得,并用50%酒精冲洗几次,再用20%甘油封片备用。幼鱼和稚鱼的第 1鳃片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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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用解剖针挑取,置显微镜下观察。

二、观察结果

(-)胚后发i与年轮形成

1.仔鱼期

(1)眼里色素期 卵黄嚷形态呈困柱形,仔鱼已开口,能做水平游动。体全长达

11.2毫 米,肌节35△ 1压,鳍褶呈薄膜状,不具鳍条。尾鳍广展,肛门开口。体侧有黑色

斑点组成色素带。侧线部位有黑色的色素点聚集。姆弓无鳃耙,鳃丝呈分技状 (图 1)。

(2)缥 一室 期 仔鱼全长12.6毫米,卵黄囊仅剩残余,呈线 形。肠 道 与 肛门相

通,肠内可见食物。螵室已充气。鳃盖膜后延,缌丝分枝状,鳃耙、背鳍、腹鳍、臀鳍

未出现。尾鳍广展,脊索上翘,已见到尾鳍条原基 (图 2)。

(3)腹鳍芽出期 全长1⒋0-17.0毫米,为腹鳍芽出现至背鳍形成期,行对外营

养。背鳍、腹鳍、臀鳍已出现,并可见到靖条原基。尾鳍的鳍条明显,呈分叉状。堵褶

仍存在。瞟已两室,媒上方体恻及脊索两侧有色素点聚集。鳃丝不分枝,鳃未出现。肠

道出现 2个肠学 (图 3.d)。

2.稚鱼期一 麟 出现期

体全长21.0一狃.0毫米,鳃后缘出现2-8行鳞片,随体长增加,鳞片更加完整,故

称肩鳞出现期。臀鳍至腹鳍间腹线两树组织隆起出现一行鳞片轮廓。此期除眼比例较大

之外,外形与成鱼相仿。奇鳍与偶鳍发育完善,鳍条明显,鳍褶消失。后腹部的鳍褶已

演化成裂腹鱼类所特有的两条腹皮褶。背部颜色加深,体 侧的侧线都位仍有色素聚集。尾

鳍内凹加深,鳃耙已长出,呈圆柱形 〈图5)。

3.幼鱼期与臀鳞形成

幼鱼期的形态与成鱼相似。为了解臀鳞形成情况,于 1992年 5月 7日 检查1991年 6-

7月 份饲养在室内水簇箱中的仔鱼,体全长仅为37-50毫米,未观察到吞鳞出现,仅在

臀鳍和腹鳍间看到腹线两侧组织隆起的一行鳞片轮廓。丽于1992年 5月 26日 检查同期饲

养在池塘内的鱼时,发现体全长已达60-6遮毫米,已 出现清晰的吞鳞,而且在其鳞片上

观察到两个
“
年轮

”
的痕迹 (其 中一个应为幼轮)。 曲此可知,幼鱼臀鳞的出现 与生长时

间无关,仅与体长有着密切的关系, 即体全长必须达到 60毫米以上才有臀鳞出现。 另

外,鳞片上年轮的形成是在越冬过程中形成的。

〈二)出片年轮的特征

对人工饲养 (1991年 6月 至1992年 5-8月 )的稚鱼一幼鱼鳞片多次观察得知,其年

轮是由密集的鳞纹组成,在显微镜下,密纹呈黑色条带完整的圆圈,即为年轮。鳞纹的

断裂,不完整,则为猁轮 (图 6)。

青海湖裸鲤的臀鳞形成过程是由腹鳍到臂鳍间腹部两侧隆起的组织后,而演化为鳞

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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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眼黑色素期;图 2缧-室 期;图 3腹扌芽出现期;图 4背塔形成期;图 5肩辨出现期

Fig. 1 Eye iile1ain period: Fig. 2 s0inˉ b1● dder °nc chatnbere petiod; Fig. 3

Appeared ientrai fitt sprout period;F· ig. 4 F.offlling  dorsal  fi11 petiod】  Fig. 5

Appeared shouldCr scale pcfiod

论

青海湖裸鲤仔鱼期有发达的鳍褶,且存留时间较长,这给仔鱼在流动的河水中运动

带来方便。仔鱼期鳃丝呈分枝型可能与仔鱼较长时间生活在水底层有关。

在观察人工饲养的青海湖裸鲤的稚鱼一幼鱼期鳞片时,发现有幼轮的存在,这是在

屠鳞隆起组织骨质化过程形成的鳞纹。幼轮的形态特征与年轮相似。据赵利华等(1975)

报道,用鳞片年轮标本鉴定得出的各龄相应体长绘成曲线图,由该曲线图可以看出91
龄鱼体长在40毫米左右,2龄鱼体长在80毫米左右。但由我们饲养的稚一幼鱼得知,体

全长在40毫米左右的稚鱼尚未有田鳞出现,而在体全长达到60毫米以上的 1冬龄或 1夏

铃幼鱼才出现屠饼。观察1991年 6月 份饲齐到1992年 8月 份的幼鱼中,其全长达到120

毫米幼鱼的臀鳞,已见到 2个“
年轮

”
的痕迹。而实质上一个是幼轮,另 -一 个才是年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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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 6 幼鱼曾鳞与英示意图
:· 年轮;b.幼轮,c,副轮

Fig. 6 Yot】 ng fish′ s fuip sCdo'3md its sketch map ,

a. Am.11】 la1-rii g; b. △
·
oun‘ F̄in‘ ; c. sub-filn g

(图 6)。 由此可知,在过去青海湖裸鲤鉴定年龄过程中,有可能把幼轮当作年轮,从而

使其年龄多出 1个龄期。

我们于1990年 9月 5日 和6日 ,在青海湖裸鲤主要产卵场的布哈河捕到59尾稚鱼,其

全长最小的为25毫米,最大的为姓9毫米,多数在27-37毫米之间。又于1991年 4月 份捕

到5尾稚鱼,其全长在28一狃毫米之间。由此推算,1991年在月份所捕的稚鱼应是1990年

8-9月 产卵末期少数亲鱼所产的卵孵化后有少部分留在河中越冬的小鱼群。而1990年 9

月所捕的稚鱼应是1990年 5-6月产卵盛期所府的鱼群,这批鱼在 8月份洪水季节时,大

部分随水入湖,少部分留在河中。入湖鱼群由于湖中饵料丰富,水面积巨大,在越冬时

已可达到生长曹饼的体长规格,其年轮情况应与人工饲养的相同。而每年8-g月份所孵

的仔鱼,由于第 1次越冬时,未达到特定的体长,而无屠鳞,必须在第 2次越冬时才有

可能在吞鳞上留下痕迹。由此可知,青海湖裸鲤吞鳞上的第 1个年轮,少数是在缲口 次

越冬后形成的,其中包括 1个幼轮,而大多数是在当年越冬后形成的,其 中也包括 1个

幼轮。所以在对青海湖裸鲤进行年龄鉴定时,应注意上述情况,否则会出现1-2龄期的

误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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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is paper observed∞)ntinuously the growth process and the forma-

tion of scale of young Cy,`‘ PB0‘ 9丿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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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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刀s乃万0 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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叨刀s乃JJ in artifichl

in.cubation.and raising. In the growth an.d deVe1opment process, fin ￡old

keeps a lon.ger time.The formation of rump scale was determined by· the

body length. When the body length  is about 58t】 In, the scale can be

observed. 1t is the first tiil△e to deter:nin.e that there is a ly· oung annua1-

ring on rump scale o】 young C”卿ヵ刀 夕
`js 

夕彻 刃磁切 夕`砌
曲”.The

anoua1-ring on rump scale is composed of·b″
.o kinds oi close and 【°ose

circulii.The for:】.ation o1 an,lual-ring is i‘ll呕ay-June every year in you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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