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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数。当天测定未完的样本用 5 福尔马林 固 

定，第二天继续检查。 

食性分析 ，我们采用勃鲁茨基等 (1965) 的 

方法 。根据分析结果，计算食物的出现率、概念 

生物量 、肠饱满度指数和 日摄食率。出现频率为 

各饵料成分在食物中出现的比例 ( )；概念生 

物量分 “步⋯ 中等”“多”3级 ，用 “+” + 

+”“+++”表示；肠饱满度指数为食物团总 

重与鱼体重之 比 (‰。)，即 K： ×10000， 

wf一 一食物团总重 (克)，wb一 鱼体重 (克)日 

摄食率采用修正的巴伊科夫公式 (用于拟鲤的) 

D--4·a ．a一 日平均饱满度指数，n——饵 

料消化速度 (以小时计)0]。食物的重量采用更正 

重量法 ]。 

人工耳料为豆饼、糠麸 、玉米脐子饼的混合 

物 ，经粉碎发酵后投喂，其 比例为豆饼 20 、康 

麸 70 、玉米脐子饼 1O 。 

毫 l 束方奠食牺组成 

H惜 7川 8月 9月 

年龄 2—3龄鱼 2 3 龟 当年 捕 2 3龄 鱼 当年鱼 

尾 数 n=42 n一7 n=40 

出现率 概念 食物组成 出现章 概念 出现率 概念 出现率 概念 出现率 概念 食物种娄 

( ) 牛物最 分比 (重量) ( ) 生物量 ( ) 生物量 ( ) 生物量 ( ) 牛物鼍 

蓝藻 类 3 5．7l + 23 53 8 6 + 33．3O 

绿藻 类 29．40 4 35 2．38 + 20．00 

硅藻类 35 71 + 14．70 + 1 6 67 + 22．5c + 

车苦虫 47．62 + + 2O 59 + 28．99 + + 

枝角类卵 42．86 ++ 26．47 +} 43 48 + 】9．05 

枉角娄 30．95 +++ 0．16 l1．65 ++ 24 64 ++ 38 10 - — ++ 

挠足 类 78 57 ++ + 2仉 5g ++ 23．2O l6 67 + 

摇 毁蚰虫 1_ 42 28 9．2O + 17．39 ++ 21．43 ++ + + 

人T。饲料 73．8l 57．1O 44 12 +++ 52 1 7 +++ 52．t9 35 00 ++ 

原生动 物 11 90 ++ + S o0 

昆 虫 + △ 4 35 一 

注 ：+：表求有而数鼍极少 I +：表示数量较多；+++：表示数量很多 

： 表示有 此物 便计教 而没计 ^量 ( )；一 ：偶 览 

结果与讨论 

(一)食物组成 从表 1可见，东方真鳊在池 

塘的食物组成 ，从 7月至 9月，幼鱼和 2、3龄鱼 

基本相似 ，其食物成分是 ：以蓝、绿藻、硅藻为主 

的浮游植物，以轮虫、枝角类、挠足类为主的浮游 

动物，摇蚊幼虫和人工饲料。这些成份在各月中 

都大量出现，但出现率 7月与8、9月明显不同。7 

月，2、3龄鱼的浮游植物出现率在 35 左右，浮 

游动物、摇蚊幼虫和人工饲料的出现率在 73 

左右，而 8月和 9月，幼鱼和 2、3龄鱼的食物组 

成除人工饲料在 32 52 外，其他 3类成份的 

出现率仅在 12—44 之间 ，几乎比 7月减少了 
一 倍多。我们分析，可能与池塘水质和温度条件 

有关，8月由于池水过肥，引起水中溶氧缺乏(据 

多年资料，该月早晨 4时池水氧量都在 1 2毫 

克／升，1o时后溶氧才升至 5毫克／升以上)和浮 

游动物、摇蚊幼虫的明显减少 ；9月以后由于水 

温下降(在 1 5℃左右)，导致 东方真鳊在这两个 

月中摄食强度的减弱 。据资料报道 ，东方真鳊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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伏尔加河、伊耳缅湖、沃耳霍夫河、巴尔喀什湖、 

雷宾斯克水库和齐姆良水库的食物是摇蚊科、昆 

虫幼虫、浮游甲壳类、寡毛纲动物、软体动物和水 

生植物事 。 ]。可见与我们在池塘观察结果基本 

相似 。 

特别应提出的是，东方真鳊的幼鱼和 2、3龄 

鱼对人工饲料具有明显的喜爱性 ，这对池塘养殖 

该鱼十分重要。图 1，是 7月测定的 2、3龄鱼食 

物中浮游动物 、摇蚊幼虫和人工饲料相对重量的 

比例 。 

薅 
粤 
镩 
翘 

图 1 东方真蝙食物组成 百分比 

摇蚊幼虫 ^工饲料 枝角类挠足粪 

图 2 东 方真鳊撮 食强 度昼伎 娈化 

— — 幼 鱼 ⋯ 2、3龄鱼 

(--)摄食节律 东方真鳊的摄食有明显的 

昼夜节律。从图 2可以看出，幼鱼一昼夜 出现 2 

次摄食高峰，一次在上午 9：00 l0：oo时 ．另一 

次在下午 1 7：00 l8：00时、但第 2次摄食高峰 

比前一次稍低 。2、3龄鱼的摄食⋯昼夜 只出现 一 

次高峰 ，在下午 I5：O0～1 6：O0时 ．以后逐渐降 

低．至 3：O0时达到最低，而 3：O0至 9：O0时几乎 

处于停食状态。由上可见，东方真鳊的摄食主要 

在白天，且幼 鱼与 2、3龄 鱼的摄食节律不 同 

KoraH口 曾报道，齐姆良水库 5 龄东方真鳊的昼 

夜摄食节律有两个高峰：上午 8：00—12：00时和 

下午 20：o0 24：00时，第 2个高峰比第一个稍 

低，与我们观察的幼鱼摄食节律相似。因此 ．我们 

分析 2、3龄鱼的摄食高峰只有一一个 ，可能与池塘 

饵料比较丰富有关，这可能是该鱼在池塘条件下 

的摄食特点。 

(三)肠饱满度指数和 日摄食率 从表 2可 

见，东方真鳊幼鱼和 2、3龄鱼的饱满指数和 日摄 

食 率 不 同。8月，幼 鱼 的 平 均 饱 满 指 数 为 

163．17‰ ，日摄食率为 13．05 ；而 2、3龄鱼的 

平均饱满指数为 45．08‰ ，日摄食率为 3．43 ， 

幼鱼的两个数值几乎比 2、3龄鱼增加了 3倍 

表 2 东方簟不同季节 日平均饱满指数 

和 日摄食率 ‘ 

平 均饱 日摄食 瘴 
年静 月 日 尾 数 变动 范 日 

满度 ( ) 

铀 鱼 

盘l【鱼 

2 3龄 

2 3昏辛 8．18 l9 45．o3 

2 -3昏辛 42 6．5O-99 3o 42．1 6 3．21 

9月，幼鱼的平均饱满指数为 76．5‰ ，日摄食率 

为 6．12 ；而 2、3龄 鱼 平 均 饱 满 指 数 为 

42．16‰ ，日摄食率为 3．21 ；幼鱼的两个数值 

比2、3龄鱼增加了约一倍 幼鱼与 2、3龄鱼上 

述摄食率的差异在其他鱼类也存在 。鱼的摄食率 

是随鱼的个体增大而降低 。对东方真鳊 日摄食率 

的研究报道较多。mea~mt,-iyk (1 975)在科列明 

楚克水库的研究结果是 ：体重 为 0．302克的幼 

鱼，每尾每小时消耗的浮游动物从 1．4毫克到 

5．7毫克，是随水中的浮游动物生物量的增加而 

增加，由此看出幼鱼的摄食量很大。 lI(】p rHH 

(1946)等在研究北里海鱼类食性时提出了东方 

真鳊的年食饵量为体重的 11．5倍，并求得平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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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f粮为体重的 3．2 。1980年 ：'v|tlTeHel~n。 报道 ． 

雷宾斯克水库 l977 1 978年东方真鳊的肠饱满 

指数在 10．9 22．4‰，其中 7月为 8 22‰ ，8 

月为 5．7 24．4‰ ，9月为 2．5— 1 4．4‰。1 963年 ， 

K allIt]报遭齐姆 良水库．1960年 5月5 龄鱼的 

饱满指数为2‰，日粮为 1_9 ，1959和 i 960年 

7月日粮分别为 3．0Volt 2．55 。前苏联学者还 

提出东方真鳊 日粮计算公式为 C一0．22W0．70 

=0．0i，c一 日粮，w 鱼重量 (克)。与上 

述报道 比较 ，我们所观察的池塘东方真鳊的日摄 

食率与欧洲水域相似．而肠饱满指数则稍高。 

从表 2还可看出．东方真鳊在池塘的饱满指 

数和 日摄食率以 7月最高．这个时期，池塘浮游 

动物和摇蚊幼虫生物量很大 (摇蚊幼虫生物量为 

0．909克／米 )，且池塘水质、溶氧、天气等状况 

较好，因此东方真鳊大量摄食和生长 ，到 7月中 

旬 3龄鱼平均体重为 1 59．7克，已接近该年度生 

长的最大值(9月平均体重为 167．3克)；8月以 

后，由于池塘水质条件恶化．水中氨氮增加，溶氧 

昼夜变化很大，清晨常缺氧浮头，同时摇蚊幼虫 

大量羽化，浮游动物减步，饵料基础贫乏 ，导致摄 

食量下降。9月则由于气温、水温下降，摄食量也 

随之下降。这是，2、3龄鱼 8、9月摄食量比 7月 

几乎减少一倍的主要原困。 

／／ 新开发实验动物 

f 

通过对东方鳊食性的初步观察 ．了解该鱼在 

池塘养殖条件下，幼鱼和成鱼仍以浮游动物、底 

栖生物为主．因此必须提高池塘天然饵料生物量 

米调节控制该鱼的放养量 ，达到提高产量的 目 

的。同时 ，观察到该鱼对人工饲料的喜爱性 ，为强 

化养殖(完全用人工配合饲料)该鱼提供了依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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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原鼠兔 

樊乃吕 盥  
(中N科学院西北高原生物研宄所，西宁 8l0001) {中N科学院遗传研究所) 

实验动物科学是生命科学的基础和条件。随 

着医学科学和其它生命科学的飞速发展，对实验 

动物品种的需求也越来越多。发达国家非常重视 

实验动物新品种的开发。我国有丰富的动物资 

源 ，现有各种兽类 427种，约占世界兽类总种数 

的 10 。但将野生动物培育和开发为实验动物 

疗面尚属空白 鉴于国内医学科学和其它生命科 

Q 荡 

学对实验动物新品种的需求，我们于 1986年开 

始进行野生高原 鼠兔 (Ochotona curzonia~)实验 

动物化的研究工作 。截止 1 991年 2月已在实验 

室条件下成功地繁殖了五代数百只，并建立起一 

围家 自然 科学 基金 资助 项 日，本 史承量 乃f1、周 芟扬 位 

先生指导 ，谨表谢意 

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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