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淡水养殖鱼类体长的测量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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鱼类体长是重要的生物学特征
.

它不仅是分类的依据
,

而且是评价生长性能
,

进行遗传评估的重要指标
。

但是
,

关于鱼类体长的定义各家众说不一
,

学术界至少有三种定义
,

即吻端至侧线鳞 (或纵列鳞 )最后一个鳞片

末端
、

吻端至脊椎骨末端和吻端至尾鳍基部
。

对同一尾鱼来说
,

依据不同的定义所测定的体长显然不同
,

而学

者们在描述鱼类体长时多不交代测定方法
,

这就给分类
、

生长等研究带来人为的混乱
,

使许多资料失去可比

性
。

本文以雌
、

编
、

草鱼
、

青鱼
、

团头妨
、

兴国红鲤
、

散鳞镜鲤
、

方正卿
、

尼罗罗非鱼和奥利亚罗非鱼为对象
,

就这

一在研究工作中使用最为频繁而又被忽视的问题进行比较和讨论
。

1 材料与方法

1
.

1 样本来源与数 t

雌
、

编
、

草鱼
、

青鱼采自湖北省石首市天鹅洲长江故道
。

团头纺
、

兴国红鲤
、

散鳞镜鲤
、

方正卿采于上海市南

汇县下沙上海水产大学育种试验站 (下称试验站 )
。

尼罗罗非鱼
、

奥利亚罗非鱼取 自试验站和上海市嘉定县马

陆特种养殖场
。

十种鱼样本共 1 1 8 3尾
。

1
.

2 样本测定

用量鱼板和两脚规测量三种体长 (图 1 )
,

精确至 l m m
。

1 9 9 4一 1 2一2 6收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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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一吻端至侧线鳞 (或纵列鳞 )最后一个鳞片末端

L : ~ 吻端至脊椎骨末端

L
3一吻端至尾鳍基部

侧线鳞 (或纵列鳞 )最后一个鳞片末端的部位在有

鳞鱼类较为清楚
。

判断脊椎骨末端的最准确方法是用

X 光透视
,

野外无法实现
,

故采用轻折尾部
,

把出现凹

级处定为脊椎骨末端 ;对尾柄肌肉较厚
、

凹组不明显的

鱼则结合解剖来确定
。

1
.

2 数据处理

在 BI M 一 cP 计算机上计算 10 种鱼的三种体长的

回归方程
、

相关系数
,

绘制图和表
.

三种体长的相互关

系式为
:

图 l 三种体长示意图

F ig
.

1 A s k e t e h o f t h r e e s t a n
d

a r d b o d y l e n g t h s

L
: = a l

+ b 1 X L
I ; L 3 = a Z+ b : X L

l ; L
3 = a 3 + b 3 X L

:

结果

+ 种主要淡水养殖鱼类三种体长的实测范围

十种主要淡水养殖鱼类三种体长的实测范围如表 1所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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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中每种样品都大大超过了小样本 (n ~ 30) 需要量
,

符合数理统计的要求
。

除罗非鱼外
,

其它鱼类的

测试体长范围都较为宽广
。

2
.

2 + 种鱼三种体长的相关关系

十种鱼三种体长的相关关系公式和相关系数如表 2所示
,

相关曲线如图 2所示
。

三种体长之间的相关系数均较高 (表 2 )
,

表明据其进行相互换算的结果应是可靠的
。

为此
,

我们制订了 10

种鱼三种体长的换算表 (表 3 )
,

由一种方法测定的体长可查到其他两种体长
,

可供分类和生长等研究参考核

查
。

由于表 3的篇幅较长
,

本文从略
。

读者也可按三种体长的相关式推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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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讨论

3
.

1 关于体长的定义

体长的起始部位为吻端
,

这点基本上无疑义
。

沈世莱 [ 1 98 4 ]将体长分为渔业用体长和分类用体长
,

前者始

自最长领前端
,

后者始 自上领吻端
。

不过使用者寥寥
,

故不予考虑
。

对体长末端的确定
,

有较大分歧
。

朱元鼎等【1 9 8 4〕主张至尾部最后一椎骨为止
。

伍献文等 [ 1 9 6 4〕
、

褚新洛

等 [ 1 9 8 9〕主张至尾鳍基部
。

孟庆闻等 [ 1 9 8 9 ]主张至最后一脊椎骨或尾鳍基部
。

沈世莱主张将体长定义为吻端

至尾部鳍基部末端之距离
。

湖北省水生生物研究所鱼类研究室【1 9 7 6〕主张体长为吻端至尾柄的最后一个鳞片

的距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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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专著中关于体长的示 范图也有差异
。

例如
,

朱元鼎等【1 9 8 4二在花妒模式图中定义体长为吻端至最 后一

鳞片末端
,

在鲤的模式图中定义为吻端至最后一脊椎骨末端
。

孟庆闻等 [ 1 9 8 9 ]标注的体长末端为尾鳍基部
。

不同学者使用何种体长是各有所好
,

难以强求一致
。

但十分明显的是
,

对于同一尾 鱼来说
,

依据不同的定

义所测定的体长是不一样的
,

有时相差还十分显著
。

这就给读者的阅读和引用
,

以及进一步研究带来了许多不

便
。

我们认为
,

无论在分类学上还是在生物学上都必需有一个统一的标准
。

3
.

2 鱼类体长测 t 方法选用问题

综合鱼类学家的意见
,

他们大多倾向于以吻端至脊椎骨末端为体长定义
。

以脊椎骨末端作为体长的终点
,

在分类上无疑是十分科学的
。

但在渔业实践中
,

鱼类脊椎骨末端的准确位置较难确定
。

在野外不可能采用 X

射线照射的方法
,

只能采用将尾鳍向上弯曲找折级的办法
,

但尾柄处肌肉常常较厚
,

如草鱼和青鱼
,

将尾鳍向

上弯时很难看出折组
,

难以准确定位
。

野外测定的多是鲜活样品且数量较大
,

这就要求有快速准确的方法
.

我

们通过一千多尾鱼三种体长的测定和比较
,

认为把吻端至侧线鳞 (或纵列鳞 )最后一个鳞片末端作为体长来测

量
,

是比较方便而准确的方法
。

.3 3 三种体长的换算表

在一般研究工作中进行体长测定时
,

不可能也没必要测量三种体长
。

我们依据三种体长的相关关系制定

了三种体长的相关表
。

知道了一种体长
,

就可以在表上查到另两种体长
,

这无论对分类学者还是渔业生物学者

都十分方便
。

在引用时应该注意
,

三种体长的相关关系是通过对一定体长范围内的样本统计分析回归得来的
。

在该范

围以外能否适用
,

须慎重行事
,

不宜任意引用
。

本文 来
“
八五

”
国家攻关项 目一《十种主要淡水养殖鱼类种 质标准研究 》的基拙研 究内容之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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