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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对珠江黑脊倒刺鱼巴食性进行了分析 , 结果表明 ,黑脊倒刺鱼巴主要以藻类、底栖动物、浮游动物等为食 , 其出现率分别为97 .03 % 、
33 .09 % 和35 .32 % , 浮游植物个体数百分比(88 .93 %) 最大 ,底栖动物的重量百分比( 86 .38 %) 最大。其食物类群的季节变化不明显 , 春季
的摄食强度较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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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黑脊倒刺鱼巴[ Spinibarbus caldwelli ( Nichols) ] , 广泛分布于

元江、珠江、九龙江、闽江、钱塘江、长江等水系, 栖息于清水

石底的河段, 为中下层鱼类。因其体厚肉肥, 味道鲜美, 是我

国重要的经济鱼类之一。有学者研究了黑脊倒刺鱼巴的分

类[ 1 - 4] , 精子和卵的发生[ 5 - 6] , 胚胎发育[ 7] , 仔、稚、幼鱼的生

长发育[ 8] , 仔稚鱼摄食的习性与生长[ 9] , 以及黑脊倒刺鱼巴人

工驯化[ 10] 、培育[ 11] 和养殖[ 12] , 分析了肌肉营养成分[ 13] , 但对

其食性未见报道。笔者根据2003 ～2006 年在华南从事鱼类

多样性调查获得的样本, 对黑脊倒刺鱼巴的食性进行了研究 ,

旨在为开发利用和资源保护提供一些理论依据。

1  材料与方法

1 .1  采集与处理 2003 年5 月～2006 年7 月, 在珠江水系的

广东( 南岭、鼎湖山、车八岭、观音山、百涌、大雾岭、石门台)

和广西( 大瑶山、木论、大明山、元宝山、大平山、九万山、青狮

潭、西大明山) 自然保护区的河流中, 用电捕鱼器和刺网采

集, 测量体长和体重 , 解剖样本, 取出肠道测量长度, 观察充

塞度, 称量去内脏重 , 编号,5 % 福尔马林固定, 带回实验室

分析。

1 .2 食性分析 食性分析样本共计144 尾。分析肠含物时 ,

先用吸水纸吸去食物团表面水分, 然后称量食物团的湿重

( 充塞度为0 者除外) 。将称重后的肠内含物稀释于2 ml 5 %

的福尔马林溶液中, 用镊子捣散肠含物后, 用滴管吸取0 .1

ml , 置于显微镜下进行定性、定量分析。

1 .3 数据处理 用以下公式计算各指标:

出现率 F = ( 某种食物在被解剖的肠管中出现的次数/

解剖肠管数) ×100 % 。

摄食率= ( 实肠数/ 总检查肠数) ×100 %

个体数百分比 N% = ( 某成分的个体数/ 成分的总个体

数) ×100 %

重量百分比 W% = ( 某成分的重量/ 食物的总重量) ×

100 %

肠饱满指数 K= ( 某种食物重量/ 去内脏体重) ×104

肠充塞度 : 参照文献[ 14] 的方法, 肠内含物的多少分为6

个等级( 0 ～5 级) 。

2  结果与分析

2 .1 食物种类组成和出现频率 分析了144 尾黑脊倒刺鱼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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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消化道, 其中131 尾胃肠道有食物 , 13 尾没有食物, 总摄食

率为90 .97 % 。黑脊倒刺鱼巴的胃肠道中食物种类有 : 甲壳类、

昆虫类、虾类、浮游植物及原生动物等( 表1) 。

  表1 黑脊倒刺鱼巴食物组成和出现率

食物组成
出现率∥%

縊江 柳江 西江 北江 东江

硅藻  11 .11  9 .52  14 .28  25 .36   22 .90

颤藻 5 .55 9 .52 11 .43 11 .54 19 .35

水网藻 11 .11 14 .28 8 .57 0 0

黄丝藻 36 .67 23 .25 27 .14 37 .69 36 .74

间生藻 62 .22 59 .04 54 .35 54 .01 42 .58

苦草 11 .11 23 .81 0 7 .69 3 .22

轮叶黑藻 5 .55 0 0 0 0

水绵 76 .67 82 .86 90 80 .76 95 .81

马来眼子菜 11 .11 0 17 .14 0 0

螺蛳 54 .44 67 .81 72 .86 76 .92 79 .35

淡水壳菜 27 .78 4 .76 5 .71 11 .54 3 .22

虾 11 .11 4 .76 0 7 .69 3 .22

龙虱 0 0 5 .71 0 3 .22

摇蚊幼虫 15 .55 19 .52 0 21 .54 26 .45

蜻蜓幼虫 0 0 8 .57 11 .54 0

蜉蝣稚虫 16 .67 4 .76 5 .71 7 .69 9 .67

鳞翅目幼虫 11 .11 0 0 0 3 .22

鞘翅目幼虫 0 9 .52 0 7 .69 6 .45

标本尾数 18 21 35 26 31

  黑脊倒刺鱼巴的食物中黄丝藻、间生藻、水绵和螺蛳在珠

江水系各江段中出现率较高, 硅藻、颤藻、淡水壳菜和蜉蝣稚

虫出现率次之, 而水网藻、苦草、轮叶黑藻、马来眼子菜、虾、

龙虱、摇蚊幼虫、蜻蜓幼虫、鳞翅目幼虫和鞘翅目幼虫在部分

江段出现。其中轮叶黑藻仅在縊江出现, 藻类中水绵的出现

率最高 , 黄丝藻和间生藻次之。从其食物组成、出现率和饵

料生物的生态类群来看 , 黑脊倒刺鱼巴是以摄食底栖动物和

浮游植物为主, 兼食一些浮游动物。

  食物出现率表示食物的种类及对某种食物的摄食频率 ,

尚无法全面反映生物量不同的食物在食物团中的作用。对

个体数百分比 N % 和重量百分比 W% 进行计算。从表2 可

见, 浮游植物的个体数百分比远大于浮游动物和底栖动物 ,

三者依次为88 .93 % 、1 .79 % 、1 .42 % ; 但重量百分比又是浮游

动物 < 浮游 植 物 < 底栖 动 物, 分 别 为 0 .62 % 、1 .01 % 、

86 .38 % 。由此可见 , 黑脊倒刺鱼巴是以底栖动物为主要食物 ,

浮游植物的出现率很高, 重量比很小, 浮游动物所占比例

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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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2 黑脊倒刺鱼巴肠道中饵料生物的各指标 %

指标
縊江

PH MA ZO

柳江

PH MA ZO

西江

PH MA ZO

北江

PH MA ZO

东江

PH MA ZO
Fo  98 .26  34.71  21 .36  95 .73  37 .48  44 .73  97 .47  34 .85  26 .66  93 .71  33 .57  12 .57  100 .00  24 .85 35 .63
N 87 .15 2.23 2 .35 90 .23 0 .74 1 .62 90 .42 1 .25 1 .36 87 .35 1 .76 1 .13 91 .48 1 .12 2 .55
W 0 .56 85.35 0 .09 1 .11 86 .31 0 .02 1 .51 78 .64 0 .12 0 .93 89 .31 0 .27 0 .94 92 .31 0 .12

 注 :PH 表示浮游植物 ;ZO 表示浮游动物 ; MA 表示底栖动物。

2 .2 食性的季节变化

2 .2 .1 食物组成的季节变化。表3 显示, 春季: 螺蛳居第1

位, 出现率为73 .08 % ; 水绵、黄丝藻和间生藻的出现率分别

为53 .85 % 、38 .46 % 和34 .61 % ; 颤藻、硅藻、水网藻、苦草、马

来眼子菜、虾、龙虱、摇蚊幼虫、蜻蜓幼虫和蜉蝣稚虫出现率

较低。夏季: 与春季情况相似 , 以螺蛳和水绵的出现率最高 ,

分别为78 .95 % 和52 .63 % , 黄丝藻和间生藻次之, 颤藻、硅

藻、水网藻、马来眼子菜、虾、龙虱、摇蚊幼虫、蜻蜓幼虫和蜉

蝣稚虫等出现率较低。秋季: 以水绵居第1 位, 在10 、11 月的

出现率分别为70 .58 % 和68 .42 % , 螺蛳、黄丝藻和间生藻次

之, 颤藻、硅藻、水网藻、马来眼子菜、苦草、虾、龙虱、摇蚊幼

虫、蜻蜓幼虫和蜉蝣稚虫相对较低。冬季与秋季相似, 仍以

水绵和螺蛳出现率最高, 黄丝藻和间生藻次之, 颤藻、硅藻、

水网藻、马来眼子菜、苦草、虾、龙虱、摇蚊幼虫、蜻蜓幼虫和

蜉蝣稚虫较低。由此可见, 黑脊倒刺鱼巴食物类群的季节变

化不明显。

  表3 黑脊倒刺鱼巴食物出现率的季节变化 %

食物组成
秋

10 月 11 月

冬

12 月 1 月

春

(4 月)

夏

(7 月)
硅藻 17 .64 10 .52 10 .34 28 .57  7 .69   10 .52
颤藻 5 .88 10 .52 13 .79 14 .29 11 .54 5 .26
水网藻 11 .76 26 .31 3 .44 89 .52 7 .69 15 .79
黄丝藻 41 .18 42 .10 48 .27 47 .61 38 .46 31 .57
间生藻 58 .82 42 .10 34 .48 28 .57 34 .61 42 .11
苦草 11 .76 10 .52 6 .89 4 .76 3 .84 0
轮叶黑藻 5 .58 0 0 4 .76 0 5 .26
水绵 70 .58 68 .42 72 .41 66 .67 53 .85 52 .63
马来眼子菜 0 5 .26 3 .44 0 0 5 .26
螺蛳 52 .84 42 .11 39 .83 52 .38 73 .08 78 .95
淡水壳菜 11 .76 0 3 .48 9 .52 0 5 .26
虾 5 .88 5 .26 0 9 .52 11 .54 10 .52
龙虱 0 5 .26 0 4 .76 7 .69 5 .26
摇蚊幼虫 17 .64 10 .52 0 14 .28 11 .54 15 .79
蜻蜓幼虫 11 .76 5 .26 6 .89 19 .04 11 .54 10 .52
蜉蝣稚虫 17 .76 5 .26 10 .34 4 .76 3 .84 10 .52
鳞翅目幼虫 5 .88 0 0 4 .76 0 5 .26
鞘翅目幼虫 5 .88 0 3 .48 4 .76 0 10 .52
标本尾数 17 19 29 21 26 19

2 .2 .2 摄食强度。从表4 可见 , 黑脊倒刺鱼巴终年摄食 , 年均

摄食率为90 .97 % , 空肠率为9 .03 % , 说明它持续摄食性很

强, 没有明显的停食现象。11 月摄食率最低, 为82 .60 % ,4

月的摄食率最高为100 % ; 在其他月份, 摄食率由高到低的排

列顺序为1 、7 、10、12 月, 摄食高峰在1 ～7 月 , 低谷在10 月。

黑脊倒刺鱼巴的充塞度在12 月最大,11 和12 月次之,4 月最

小, 充塞度和肠饱满指数的变化趋势与摄食率的变化趋势不

一致;4 月摄食率较高, 充塞度和肠饱满指数都比较低, 这可

能与饵料丰度有关。

  表4 黑脊倒刺鱼巴的摄食强度

月份 尾数
摄食率

%

肠饱满

指数

充塞度出现率∥尾

0 级 1 级 2 级 3 级 4 级 5 级

10 19  89 .47 60 .25 2  10 7 1 1 0
11 23 82 .60 40 .12 4 12 5 1 1 0
12 34 85 .29 39 .71 5 21 7 1 0 0
1 22 95 .46 40 .33 1 15 3 3 0 0
4 26 100 .00 70 .25 0 14 7 3 2 0
7 20 95 .00 51 .11 1 9 7 2 1 0

3  结论

黑脊倒刺鱼巴的食物组成随栖息水域的不同而变化 , 与

水域环境中饵料生物有关, 随地域的变化, 黑脊倒刺鱼巴的食

物组成也有明显的变化。对黑脊倒刺鱼巴食物组成的季节变

化研究表明 , 鱼类的摄食强度与水域温度、饵料丰度密切相

关。春夏季黑脊倒刺鱼巴为满足繁殖需求, 鱼类的摄食强度

较大, 冬季 , 由于饵料生物较少 , 通过增加摄食强度来满足生

存需求 ; 秋季饵料生物丰富, 摄食强度较小。

黑脊倒刺鱼巴近年来在池塘养殖越来越广泛, 但资源状

况不容乐观 , 生态环境的日趋恶化和捕捞强度的不断加大 ,

使天然倒刺鱼巴的种群数量急剧下降, 应对黑脊倒刺鱼巴的生

物学特性进行深入调查与研究, 加强其资源的保护与合理

利用。   鱼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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