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补偿生长（Compensatory growth）是动物生长中的一种特殊现象、过程或能力，指由于受恶劣环境条件

限制而经过一段时期生长停滞或负生长的动物当环境条件重新恢复正常后所表现出的超常生长。鱼类

补偿生长问题在 20 世纪 70 年代开始受到关注，迄今为止已研究了鲑科（Salmonidae）、鲤科（Cyprinidae）、

鳕科（Gadidae）、鲽科（Pleuronetidae）、丽鱼科（CiChlidae）、鮰科（ICtaluridae）、鳎科（Soleidae）、鲆科（Bothidae）、

刺鱼科（Gasterosteidae）等近三十种鱼的补偿生长。有关鱼类补偿生长的研究进展国内已有综述发

表［1，2］，但有些问题尚未被涉及或未被深入讨论，本文仅对此进行讨论。

1 判断鱼类补偿生长的标准和方法

判断鱼类是否具有补偿生长能力首先必须确定合适的评价标准。通常以恢复阶段鱼生长率

（SpeCifiC growth rate，简称 SGR）和体重的变化作为判断是否出现生长补偿的指标，认为补偿生长是“受到

一段时间的营养限制而失重的鱼在食物条件恢复正常后所表现出的一段时间的快速生长，该期间内曾

遭受营养限制的鱼生长率高于一直正常摄食的对照鱼”［3，4］；结果表现为“鱼个体增重的增加”［5］；以至

“达到正常体重”［6］。根据恢复生长期间鱼生长率和体重的变化，可将补偿生长分为完全补偿（Complete
Compensation）和部分补偿（Partial Compensation）［7］。完全补偿指通过补偿生长受限制鱼的体重可追上甚

至超过对照鱼，虹鳟（Oncorhynuhus mykiss 和 Salmo gairdneri）［3，4］和红大麻哈鱼（Oncorhynchus nerka）［8］等

可表现出完全补偿；部分补偿指受限制鱼在恢复生长期间生长率（SGR）高于对照鱼，但补偿生长结束时

体重仍未赶上对照鱼，这种现象在鱼类中较普遍，如大西洋鳕（9adus morhua）［7］、北极红点鲑（ Salvelinus
alpinus）［9］、杂交罗非鱼（Oreochromis mossambicus × O . niloticus）［10］和虹鳟（ Salmo gairdneri）［11］等都表现出

部分补偿。有的研究者进一步将受限制鱼的体重超过对照鱼的现象称为超补偿［1］。

对于只有部分补偿能力的鱼类，只能通过比较恢复阶段受限制鱼和对照鱼生长率来判断是否出现



补偿生长。鱼类生长率与体重相关，二者间关系式为 LnG = a + bLnW（G 为 SGR，W 为鱼体重，a、b 为常

数）［12］。多数鱼类种类生长率 - 体重回归方程中的 b 值往往稳定在 - 0. 40 左右［13］。经过营养限制后

的鱼体重往往明显减轻，如果在恢复阶段开始时受限制鱼和对照鱼体重差异较大，直接比较二者的 SGR
则很难分辨受限制鱼在恢复阶段所表现出的高 SGR 是因其补偿生长所致，还是由于其个体较小本身

SGR 较高所致。这时应首先校正体重差异对生长率的影响。早期发表的有关鱼类补偿生长的研究中，

只有少数研究者考虑到经过营养限制后鱼体重变化对恢复阶段 SGR 的影响并校正了体重差异，如

Russell 等［6］和 Hayward 等［14］以恢复阶段开始时的鱼体重为协变量，通过协方差分析来消除营养限制后

体重差异对恢复期间 SGR 的影响，Wang 等［10］利用对照鱼的生长率 - 体重回归方程求出生长率预报值，

再计算出预报值与实测生长率间的差值，在此基础上进行方差分析以消除限制阶段结束时杂交罗非鱼

体重差异对恢复阶段生长率的影响。近年部分研究者［15 - 17］以鱼体长为协变量来校正鱼个体差异对恢

复期间摄食率和生长率等的影响。

经过停喂（deprived of feed）或限量投喂（restriCted feeding）后的鱼不仅体重下降，鱼体的生化组成也相

应发生变化，表现为鱼体内水分和灰分百分含量增加，脂肪和能量含量降低［4，5，10，11，18 - 20］。经过补偿生

长后饥饿鱼体内的脂肪和能量百分含量通常与对照鱼不再存在显著差异［4，5，10］。王岩［21］发现根据全鱼

能量评价杂交罗非鱼的补偿生长与用体重为指标得出的结果会存在一定的差异，但是否该用能量作为

评价鱼类补偿生长的指标尚待进一步探讨。

2 鱼类补偿生长的原因和机制

食物限制，包括停喂和限量投喂，是诱导鱼类补偿生长的常用手段。Bilton 和 Robins［8］将体重 8g 的

红大麻哈鱼先停喂 1 - 7 周，再按饱食量投喂 8 周，结果饥饿 1 - 3 周的幼鱼出现完全补偿。虹鳟［3，4，11］、

（ Phoxinus phoxinus）［6］、大 西 洋 鳕［7］、杂 交 罗 非 鱼［10］、杂 交 太 阳 鱼（ Lepomis cyanellus × L .
macrochirus）［14］、鲫 鱼（ Carassius auratus）［17，24］、鲈 鱼（ Dicentrarchus labrax）［18］、圆 鳍 雅 罗 鱼（ Leuciscus
cephalus）、油 白 鱼（ Chalcalburnus chalcoides）、红 眼 鱼（ Scardinius erythrophthalmus）［22］、大 西 洋 鲑（ Salmo
salar）［23］、北极红点鲑（Salvelinus alpinus）［25］等停喂一段时间后再恢复正常投喂都表现出补偿生长。将

斑点叉尾鮰（ 4ctalurus punctatus）［5］、 （ Phoxinus phoxinus）［6］、北 极 红 点 鲑（ Salvelinus alpinus）［9］、虹

鳟［11，26］、棕 鳟（ Salmo trutta）［27］、大 菱 鲆（ Scophthalmus maximus ）［28］、莫 桑 比 克 罗 非 鱼（ Oreochromis
mossambicus）［29］、杂交罗非鱼［30］等在低于正常食物水平下投喂一段时间后再恢复正常投喂也会出现补

偿生长。研究表明，因停喂或限量投喂所致的补偿生长的强度往往与停喂时间或前期投喂水平有

关［3，4，6，7，9，11，22，23，31］。

SChwarz 等［32］用低能量和低蛋白饲料饲养鲤鱼（Cyprinus carpio）一段时间后改喂高能量和高蛋白饲

料，未发现曾摄食低能量和低蛋白饲料的鲤鱼表现出补偿生长。

Mortensen 等［33］发现在 2℃低温下饲养过的大西洋鲑和北极红点鲑转入 11℃环境中后表现出补偿

生长，随后对大西洋鲑的研究得出了类似的结论［34］。罗非鱼在较低温度下生活一段时间后转到较高温

度下饲养也会出现补偿生长［35，36］。NiCieza 等［37］指出大西洋鲑经过低温限制后至补偿生长出现之前具

有一段时间的时滞。

在淡水中性成熟的雄性大西洋鲑较入海后性成熟的雄鲑个体小，Skilbrei 等［38］将两类雄鲑养在海水

网箱中，发现前者生长率明显高于后者，经过 6 个月后二者体长达到同样规格，认为这种现象是因为前

者出现了补偿生长。但 Jobling 和 J!rgensen［25］发现经过同样的停喂 - 恢复投喂处理后北极红点鲑雌鲑、

性成熟的雄鲑和未成熟的雄鲑均表现出补偿生长，并且未成熟的雄鲑的补偿生长强度明显大于性成熟

的雄鲑。

综上所述，食物条件恶化、低温限制引起的阶段性生长滞缓均有可能成为诱发补偿生长的原因，因

此可以认为补偿生长是鱼类对其生活史中不同阶段环境条件变化的一种综合反应，其能否出现取决于

内因（鱼本身的发育、生长规律）和外因（温度、食物等外界环境条件）的两个方面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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鱼类补偿生长的机制还不很清楚。通常认为经过饥饿后由于鱼体内贮存的脂肪和能量含量显著降

低而形成的营养胁迫状态是其补偿生长发生的起因，但经过低温限制后鱼体内贮存能未异常降低［34］，

这意味着饥饿诱导的补偿生长与低温诱导的补偿生长可能存在不同的机制。经过一段时间的停喂或限

量投喂后鱼的食欲（appetite）增强，在恢复阶段其摄食率明显高于一直正常投喂的鱼［4 - 6，9，14，25］，表明增

加摄食是鱼类实现生长补偿的重要途径之一。经过营养限制后鱼类行为的变化可能是其增加摄食的原

因之一，如饥饿后细鳞大麻哈鱼（Oncorhynchus gorbuscha）的摄食频率和摄食量明显增加［39］，限量投喂后

的杂交罗非鱼在恢复阶段摄食速度也明显加快①。Damsgaard 等［40］认为经过食物限制后银大麻哈鱼

（Oncorhynchus kisutch）摄食量增加的原因是其捕食冒险行为（predation risk-taking behavior）增加。Skilbrei
等［38］推测入海前性成熟的大西洋幼鲑死亡率高于入海后性成熟的幼鲑是因为前者由于专注于摄食而

降低了对捕食者的躲避。但饥饿后的鲫鱼在恢复生长阶段的游泳行为无明显变化［24］。

部分研究发现停喂或限量投喂过的鱼在恢复期间对食物的利用效率高于对照鱼［3，6，8，24］，另外一部

分研究则表明经过营养限制的鱼在恢复阶段的食物利用效率未得到明显改善［5，10，14，17］，因此，改善对食

物的利用效率是否是鱼类实现其生长补偿的机制还有待进一步的研究来确定。部分研究者推测鱼类补

偿生长与其在饥饿和恢复阶段代谢率的变化有关［9］。但停喂和限量投喂过的海水养殖杂交罗非鱼在恢

复期间的能量分配模式与对照鱼无显著差别［21］，这表明杂交罗非鱼补偿生长与饥饿前后能量代谢模式

变化无关。

恢复阶段环境条件变化对鱼类补偿生长的影响尚缺乏系统的研究。Quinton 和 Blake［4］发现恢复阶

段水质恶化削弱了鱼类补偿生长的强度；Gaylord 和 Gatlin［41］发现恢复期间饲料中能量和蛋白含量影响

斑点叉尾鮰补偿生长的强度。

① Wang Y，Cui Y，Yang Y. EvidenCe for laCk of Compensatory growth in hybrid tilapia，Oreochromis mossambicus × O . niloticus .待发表

3 补偿生长在鱼类养殖生产中的应用

尽管现有的研究表明有可能利用补偿生长原理来改善鱼类养殖技术，如采用交替饥饿与恢复投喂

的策略使杂交太阳鱼的体重增长增加 2 倍［14］，利用阶段性食物限制处理方法可控制大西洋鲑的性成熟

度且对其生长无不良影响［42］，等等，但在养殖生产中根据补偿生长原理加快鱼类生长速度并降低养殖

成本的实例还未见诸报道。本文作者认为补偿生长原理作为鱼类养殖管理手段应满足以下前提：（1）养

殖的鱼类具有完全补偿能力；或者（2）鱼类实现补偿生长的机制不仅限于增加摄食量，同时包括改善食

物效率；或者（3）经过补偿生长处理的鱼品质改变，具有较好的肉质和风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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