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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龙江华安段罗非鱼类的初步调查
方民杰

福建省水产研究所ꎬ福建 厦门 ３６１０１３

摘要: 【背景】罗非鱼类对自然环境具有很强的适应能力ꎬ在我国南方水域已经成为常见种ꎬ但至今九龙江罗非鱼类的种类

与分布情况尚未见报导ꎮ 【方法】２０１３ 年 １１ 月和 ２０１４ 年 ４ 月ꎬ在九龙江华安段设置 ６ 个站位ꎬ采用流刺网对罗非鱼类的种

类组成、数量和分布进行 ２ 次调查ꎮ 【结果】调查水域罗非鱼种类有齐氏罗非鱼、尼罗罗非鱼和加利亚罗非鱼 ３ 种ꎮ 罗非鱼

类分别占本次调查渔获总数量和总重量的 ３５.９６％和 ３０.６３％ꎬ以潭口河段罗非鱼类所占比例最高ꎬ分别占该站位渔获总数

量和总重量的 ７２.９７％和 ６１.５５％ꎮ 调查采集的罗非鱼类样品中以齐氏罗非鱼占比最高ꎬ占罗非鱼类数量和重量的 ６２.５０％
和 ５４.５３％ꎮ 罗非鱼类均为小型个体ꎬ以尼罗罗非鱼个体为最大ꎬ平均体长和体重分别为 １３.４ ｃｍ 和 １０７.３ ｇꎻ其次为加利亚

罗非鱼ꎬ分别为 １２.９ ｃｍ 和 ９６.９ ｇꎻ最小为齐氏罗非鱼ꎬ分别为 １２.０ ｃｍ 和 ７４.１ ｇꎮ 【结论与意义】罗非鱼类个体数量和种类数

量从九龙江上游(北)到下游(南)呈现从无到有、从少到多的趋势ꎬ在部分水域罗非鱼类已经成为主要类群ꎮ 外来物种罗

非鱼类对本土鱼类具有竞争优势ꎬ其对九龙江水域的入侵可能导致生物多样性的下降和渔业资源的衰退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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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国的罗非鱼养殖开始于 ２０ 世纪 ５０ 年代ꎬ至
今已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罗非鱼养殖、消费和贸易国

家(朱华平等ꎬ２００８ａ)ꎮ 罗非鱼类对自然环境具有

很强的适应能力ꎬ在我国南方水域已野化成常见

种ꎬ目前在中国广东、广西、云南和福建等地自然水

域ꎬ均发现有自然种群存在(顾党恩等ꎬ２０１２ꎻ 何美

峰等ꎬ２０１１ꎻ 徐海根等ꎬ２００４)ꎬ其中尼罗罗非鱼 Ｏｒｅ￣
ｏｃｈｒｏｍｉｓ ｎｉｌｏｔｉｃａ Ｌ.于 ２０１４ 年 ８ 月被列入«中国外来

入侵物种名单(第三批)»(环境保护部和中国科学

院ꎬ２０１４)ꎮ 福建省是我国罗非鱼类育种和养殖大

省ꎬ从 ２０ 世纪 ５０ 年代起先后从广东、台湾等地引

进莫桑比克罗非鱼 Ｏ.ｍｏｓｓａｍｂｉｃａ Ｐｅｔｅｒｓ、尼罗罗非

生物安全学报 ２０１５ꎬ ２４(３): ２０１－２０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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鱼、奥利亚罗非鱼 Ｏ.ａｕｒｅｕｓ Ｓｔｅｉｎｄａｃｈｎｅｒꎬ并培育和

推广了福寿鱼、红罗非鱼等杂交种ꎬ掌握了单雄性

罗非鱼的制种技术ꎬ建立高标准的苗种生产基地ꎬ
２０００ 年全省罗非鱼养殖产量超过 １０ 万 ｔ(钟传明和

罗志涛ꎬ２００４)ꎮ 福建省内陆淡水水域自然条件适

合罗非鱼类的生长繁殖ꎬ由于养殖逃逸及其他原

因ꎬ已广泛分布在闽江(何美峰等ꎬ２０１１)、九龙江等

主要江河水域ꎮ
九龙江位于福建省南部ꎬ是省内的第二大河

流ꎬ由北溪、西溪、南溪 ３ 条主要河流组成ꎬ其中北

溪是主流ꎬ流域面积约占全流域的 ２ / ３ꎮ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以后ꎬ九龙江北溪干流华安段开发多个水电

站ꎬ将河流截断形成西陂、绵良、城关、天宫、利水等

５ 处“湖库化”水域及下游潭口河段ꎬ改变了河流生

态系统的整体性(高洪生和张玉珍ꎬ２０１１)ꎮ 福建南

部的漳州、厦门成为罗非鱼苗种生产和养殖基地ꎬ
而漳州市所辖的大部分县市区位于九龙江流域范

围内ꎬ２０００ 年芗城区、龙海市、南靖县的罗非鱼养殖

产量均超过 ３０００ ｔ(钟传明和罗志涛ꎬ２００４)ꎮ 至今

九龙江罗非鱼类的种类与分布情况尚未见报导ꎬ为
了解九龙江水域罗非鱼类的种类组成、数量与分布

现状ꎬ于 ２０１３ 年 １１ 月和 ２０１４ 年 ４ 月在北溪干流华

安段进行 ２ 次外业调查ꎬ以期为九龙江流域生态系

统与渔业资源的保护和外来物种的防控工作提供

参考ꎮ

１　 材料与方法

１.１　 调查站位与时间

在九龙江北溪干流华安段的西陂、绵良、城关、
天宫、利水等 ５ 个库区水域及下游潭口河段各布设

１ 个调查站位ꎬ共计 ６ 个站位ꎬ站位编号依次为 ＸＰ、
ＭＬ、ＣＧ、ＴＧ、ＬＳ、ＴＫꎬ调查站位见图 １ꎮ 调查时间为

２０１３ 年 １１ 月(秋季)和 ２０１４ 年 ４ 月(春季)ꎮ ２０１３
年 １１ 月适逢西陂库区排干维修ꎬＸＰ 站位未能采集

到样品ꎮ

图 １　 九龙江华安段调查站位示意图
Ｆｉｇ.１　 Ｌｏ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ｓａｍｐｌｉｎｇ ｓｔａｔｉｏｎｓ ｉｎ Ｈｕａ′ａｎ ｒｅａｃｈｅｓ ｏｆ Ｊｉｕｌｏｎｇ Ｒｉｖｅｒ

１.２　 采样方法

采用现场捕捞采集渔获物样品的方式ꎮ 调查渔

具为三层流刺网ꎬ网长 ８０ ｍꎬ网高 １.５ ｍꎬ网目 ６ ｃｍꎮ

每个站位使用 ５ 张网ꎬ捕捞 ２ ｈꎮ 各站位的渔获物

分别装入样品袋ꎬ并贴上标签ꎬ做好记录ꎮ 调查期

间租用小型机动渔船ꎬ捕捞采样作业由专业渔民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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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完成ꎬ在采样的同时ꎬ向捕捞渔民了解渔业生产

情况ꎮ

１.３　 样品的处理和鉴定

调查采集到的罗非鱼类及其他渔获物ꎬ采用保

温箱冷藏保存ꎬ全部带回实验室ꎬ进行后续鉴定、计
数及生物学测定ꎮ

罗非鱼类及其他渔获物的种类鉴定主要参考

«我国引进的罗非鱼类的初步研究» (陈素芝和卫

叶ꎬ１９９４)和«福建鱼类志» (福建鱼类志编写组ꎬ
１９８４)ꎮ

２　 结果与分析

２.１　 渔获物种类组成

２ 次调查共采集鱼类 ２０ 种ꎬ罗非鱼类 ３ 种ꎬ占

渔获物种类数的 １５％ꎮ ２ 次调查采集鱼类分别为

１７ 和 １０ 种ꎬ而罗非鱼类均为 ３ 种:齐氏罗非鱼 Ｔｉｌａ￣
ｐｉａ ｚｉｌｌｉｉ Ｇｅｒｖａｉｓ、 尼罗罗非鱼和加利亚罗非鱼

Ｏ.ｇａｌｉｌａｅａ Ａｒｔｅｄｉꎮ 渔获物主要种有齐氏罗非鱼、厚
唇 鱼 Ａｃｒｏｓｓｏｃｈｅｉｌｕｓ ｌａｂｉａｔｕｓ Ｒｅｇａｎ、 黄 颡 鱼 Ｐｅｌ￣
ｔｅｏｂａｇｒｕｓ ｆｕｌｖｉｄｒａｃｏ Ｒｉｃｈａｒｄｓｏｎ 等ꎮ 渔获物中个体最小

的为小鳈 Ｓａｒｃｏｃｈｅｉｌｉｃｈｔｈｙｓ ｐａｒｖｕｓ Ｎｉｃｈｏｌｓꎬ体长 ７.５ ｃｍꎬ
体重 ７.７ ｇꎻ最大的为鲤鱼 Ｃｙｐｒｉｎｕｓ ｃａｒｐｉｏ Ｌ.ꎬ体长

２５.５ ｃｍꎬ体重 ６４１.５ ｇꎮ ２ 次调查各站位的渔获物种

类见表 １ꎮ
下游潭口河段 ＴＫ 站位的罗非鱼种类最多ꎬ计

３ 种ꎬ而利水库区 ＬＳ 站位和城关库区 ＣＧ 站位均为

齐氏罗非鱼 １ 种ꎬ其他站位未采集到罗非鱼ꎮ

表 １　 调查水域渔获物种类组成
Ｔａｂｌｅ １　 Ｓｐｅｃｉｅｓ ｃａｕｇｈｔ ｉｎ ｔｈｅ ｓａｍｐｌｉｎｇ ｓｔａｔｉｏｎｓ ｉｎ Ｈｕａ′ａｎ ｒｅａｃｈｅｓ ｏｆ Ｊｉｕｌｏｎｇ Ｒｉｖｅｒ ｉｎ ｂｏｔｈ ｓａｍｐｌｉｎｇ ｄａｔｅｓ

渔获物种类
Ｓｐｅｃｉｅｓ ｏｆ ｃａｔｃｈ

采集时间与站位
Ｓａｍｐｌｉｎｇ ｔｉｍｅ ａｎｄ ｓｔａｔｉｏｎｓ

２０１３.１１ ２０１４.０４

鲤形目 Ｃｙｐｒｉｎｉｆｏｒｍｅｓ 鲤科 Ｃｙｐｒｉｎｉｄａｅ 细磷斜颌鲴 Ｐｌａｇｉｏｇｎａｔｈｏｐｓ ｍｉｃｒｏｌｅｐｉｓ ＬＳ
银鲴 Ｘｅｎｏｃｙｐｒｉｓ ａｒｇｅｎｔｅａ ＴＧꎬＣＧ
圆吻鲴 Ｄｉｓｔｏｅｃｈｏｄｏｎ ｔｕｍｉｒｏｓｔｒｉｓ ＴＧ
南方拟 Ｐｓｅｕｄｏｈｅｍｉｃｕｌｔｅｒ ｄｉｓｐａｒ ＭＬ ＬＳ
寡鳞飘鱼 Ｐｓｅｕｄｏｌａｕｂｕｃａ ｅｎｇｒａｕｌｉｓ ＴＧ
小鳈 Ｓａｒｃｏｃｈｅｉｌｉｃｈｔｈｙｓ ｐａｒｖｕｓ ＴＫ ＬＳ
蛇鮈 Ｓａｕｒｏｇｏｂｉｏ ｄａｂｒｙｉｒ ＴＫ
纹唇鱼 Ｏｓｔｅｏｃｈｉｌｕｓ ｖｉｔｔａｔｕｓ ＴＫ
厚唇鱼 Ａｃｒｏｓｓｏｃｈｅｉｌｕｓ ｌａｂｉａｔｕｓ ＬＳꎬ ＣＧꎬ ＭＬ ＬＳꎬ ＴＧꎬ ＣＧ
鲤鱼 Ｃｙｐｒｉｎｕｓ ｃａｒｐｉｏ ＴＫ
鲫鱼 Ｃａｒａｓｓｉｕｓ ａｕｒａｔｕｓ ＴＫꎬ ＭＬ

鲶形目 Ｓｉｌｕｒｉｆｏｒｍｅｓ 鲶科 Ｓｉｌｕｒｉｄａｅ 鲶鱼 Ｓｉｌｕｒｕｓ ａｓｏｔｕｓ ＴＧ
鮠科 Ｂａｇｒｉｄａｅ 黄颡鱼 Ｐｅｌｔｅｏｂａｇｒｕｓ ｆｕｌｖｉｄｒａｃｏ ＴＫꎬ ＣＧꎬ ＭＬ ꎬＸＰ

光泽黄颡鱼 Ｐｓｅｕｄｏｂａｇｒｕｓ ｎｉｔｉｄｕｓ ＴＫ
江黄颡鱼 Ｐｓｅｕｄｏｂａｇｒｕｓ ｖａｃｈｅｌｌｉ ＭＬ
斑点鳠 Ｈｅｍｉｂａｇｒｕｓ ｇｕｔｔａｔｕｓ ＴＧ

鲈形目 Ｐｅｒｃｉｆｏｒｍｅｓ 鮨科 Ｓｅｒｒａｎｉｄａｅ 斑鳜 Ｓｉｎｉｐｅｒｃａ ｓｃｈｅｒｚｅｒｉ ＴＧꎬ ＣＧ ＴＫ
丽鲷科 Ｃｉｃｈｌｉｄａｅ 齐氏罗非鱼 Ｔｉｌａｐｉａ ｚｉｌｌｉｉ ＴＫꎬ ＬＳꎬ ＣＧ ＴＫꎬ ＣＧ

尼罗罗非鱼 Ｏｒｅｏｃｈｒｏｍｉｓ ｎｉｌｏｔｉｃａ ＴＫ ＴＫ
加利亚罗非鱼 Ｏｒｅｏｃｈｒｏｍｉｓ ｇａｌｉｌａｅａ ＴＫ ＴＫ

　 　 ＬＳ: 利水 Ｌｉｓｈｕｉꎻ ＴＧ: 天宫 Ｔｉａｎｇｏｎｇꎻ ＣＧ: 城关 Ｃｈｅｎｇｇｕａｎꎻ ＭＬ: 绵良 Ｍｉａｎｌｉａｎｇꎻ ＴＫ: 潭口 Ｔａｎｋｏｕꎻ ＸＰ: 西陂 Ｘｉｐｉꎮ

２.２　 罗非鱼类在渔获物中的比例

２ 次调查共采集渔获物 ８９ 尾ꎬ其中罗非鱼类

３２ 尾ꎬ占 ３５.９６％ꎮ ＴＫ 站位罗非鱼类采集最多ꎬ有
２７ 尾ꎬ占该站渔获物数量比例达 ７２.９７％ꎮ ＣＧ 站位

次之ꎬ有 ４ 尾ꎬ占该站渔获物数量的 ３６.３６％ꎮ ＬＳ 站

位仅采集 １ 尾ꎬ占该站渔获物数量的 ７.６９％ꎮ ２０１３
年 １１ 月采集罗非鱼类 ２３ 尾ꎬ占该次调查渔获物总

数量的 ５１.１１％ꎻ２０１４ 年 ４ 月采集罗非鱼类 ９ 尾ꎬ占
该次调查渔获物总数量的 ２０.４５％(表 ２)ꎮ 可见ꎬ秋
季罗非鱼类数量占渔获物总数量的比例明显高于

春季ꎮ
２ 次调查共采集渔获物 ８８７２. １ ｇꎬ其中罗非鱼类

２７１７.８ ｇꎬ占 ３０.６３％ꎮ ＴＫ 站位罗非鱼类采集最多ꎬ
有 ２４０３.６ ｇꎬ占该站渔获物重量比例达 ６１.５５％ꎻＣＧ
站位 次 之ꎬ 有 ２４５. ４ ｇꎬ 占 该 站 渔 获 物 重 量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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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８.３２％ꎻＬＳ 站位仅采集 ６８.８ ｇꎬ占该站渔获物重量

的 ８.０７％ꎮ ２０１３ 年 １１ 月采集罗非鱼类 １９２５.２ ｇꎬ占
该次调查渔获物总重量的 ３８.８６％ꎻ２０１４ 年 ４ 月采

集罗非鱼类 ７９２.６ ｇꎬ占该次调查渔获物总重量的

２０.２３％(表 ３)ꎮ 由此可见ꎬ秋季罗非鱼类重量占渔

获物总重量的比例明显高于春季ꎮ

表 ２　 渔获物中罗非鱼类个体数量及占比
Ｔａｂｌｅ ２　 Ｎｕｍｂｅｒ ａｎｄ ｒａｔｉｏ ｏｆ ｔｉｌａｐｉａ ｖｅｒｓｕｓ ａｌｌ ｃａｔｃｈｅｓ ａｔ ｅａｃｈ ｓａｍｐｌｉｎｇ ｓｔａｔｉｏｎ ｏｎ ｂｏｔｈ ｄａｔｅｓ ａｎｄ ｉｎ ｔｏｔａｌ

站位
Ｓａｍｐｌｉｎｇ
ｓｔａｔｉｏｎｓ

２０１３.１１

总数量(尾)
Ｔｏｔａｌ

ｑｕａｎｔｉｔｙ
( ｉｎｄ.)

罗非鱼 Ｔｉｌａｐｉａ

数量(尾)
Ｑｕａｎｔｉｔｙ
( ｉｎｄ.)

占比
Ｒａｔｉｏ
(％)

２０１４.０４

总数量(尾)
Ｔｏｔａｌ

ｑｕａｎｔｉｔｙ
( ｉｎｄ.)

罗非鱼 Ｔｉｌａｐｉａ

数量(尾)
Ｑｕａｎｔｉｔｙ
( ｉｎｄ.)

占比
Ｒａｔｉｏ
(％)

合计 Ｔｏｔａｌ

总数量(尾)
Ｔｏｔａｌ

ｑｕａｎｔｉｔｙ
( ｉｎｄ.)

罗非鱼 Ｔｉｌａｐｉａ

数量(尾)
Ｑｕａｎｔｉｔｙ
( ｉｎｄ.)

占比
Ｒａｔｉｏ
(％)

ＴＫ ２７ ２０ ７４.０７ １０ ７ ７０.００ ３７ ２７ ７２.９７
ＬＳ ３ １ ３３.３３ １０ ０ ０.００ １３ １ ７.６９
ＴＧ ６ ０ ０.００ ７ ０ ０.００ １３ ０ ０.００
ＣＧ ５ ２ ４０.００ ６ ２ ３３.３３ １１ ４ ３６.３６
ＭＬ ４ ０ ０.００ １ ０ ０.００ ５ ０ ０.００
ＸＰ － － － １０ ０ ０.００ １０ ０ ０.００

合计 Ｔｏｔａｌ ４５ ２３ ５１.１１ ４４ ９ ２０.４５ ８９ ３２ ３５.９６
　 　 ＴＫ: 潭口 Ｔａｎｋｏｕꎻ ＬＳ: 利水 Ｌｉｓｈｕｉꎻ ＴＧ: 天宫 Ｔｉａｎｇｏｎｇꎻ ＣＧ: 城关 Ｃｈｅｎｇｇｕａｎꎻ ＭＬ: 绵良 Ｍｉａｎｌｉａｎｇꎻ ＸＰ: 西陂 Ｘｉｐｉꎮ

表 ３　 渔获物中罗非鱼类重量及占比
Ｔａｂｌｅ ３　 Ｗｅｉｇｈｔ ａｎｄ ｒａｔｉｏ ｏｆ ｔｉｌａｐｉａ ｖｅｒｓｕｓ ａｌｌ ｃａｔｃｈｅｓ ａｔ ｅａｃｈ ｓａｍｐｌｉｎｇ ｓｔａｔｉｏｎ ｏｎ ｂｏｔｈ ｄａｔｅｓ ａｎｄ ｉｎ ｔｏｔａｌ

站位
Ｓａｍｐｌｉｎｇ
ｓｔａｔｉｏｎｓ

２０１３.１１

总重量
Ｔｏｔａｌ

ｑｕａｎｔｉｔｙ
(ｇ)

罗非鱼 Ｔｉｌａｐｉａ

重量
Ｗｅｉｇｈｔ
(ｇ)

占比
Ｒａｔｉｏ
(％)

２０１４.０４

总重量
Ｔｏｔａｌ
ｗｅｉｇｈｔ
(ｇ)

罗非鱼 Ｔｉｌａｐｉａ

重量
Ｗｅｉｇｈｔ
(ｇ)

占比
Ｒａｔｉｏ
(％)

合计 Ｔｏｔａｌ

总重量
Ｔｏｔａｌ
ｗｅｉｇｈｔ
(ｇ)

罗非鱼 Ｔｉｌａｐｉａ

重量
Ｗｅｉｇｈｔ
(ｇ)

占比
Ｒａｔｉｏ
(％)

ＴＫ ２６０４.０ １７４４.４ ６６.９９ １３０１.４ ６５９.２ ５０.６５ ３９０５.４ ２４０３.６ ６１.５５
ＬＳ ２４０.５ ６８.８ ２８.６１ ６１２.０ ０.０ ０.００ ８５２.５ ６８.８ ８.０７
ＴＫ ９１７.５ ０.０ ０.００ ５０５.９ ０.０ ０.００ １４２３.４ ０.０ ０.００
ＣＧ ８７４.３ １１２.０ １２.８１ ３９６.１ １３３.４ ３３.６８ １２７０.４ ２４５.４ １９.３２
ＭＬ ３１７.７ ０.０ ０.００ ９３.５ ０.０ ０.００ ４１１.２ ０.０ ０.００
ＸＰ － － － １００９.２ ０.０ ０.００ １００９.２ ０.０ ０.００

合计 Ｔｏｔａｌ ４９５４.０ １９２５.２ ３８.８６ ３９１８.１ ７９２.６ ２０.２３ ８８７２.１ ２７１７.８ ３０.６３

　 　 ＴＫ: 潭口 Ｔａｎｋｏｕꎻ ＬＳ: 利水 Ｌｉｓｈｕｉꎻ ＴＧ: 天宫 Ｔｉａｎｇｏｎｇꎻ ＣＧ: 城关 Ｃｈｅｎｇｇｕａｎꎻ ＭＬ: 绵良 Ｍｉａｎｌｉａｎｇꎻ ＸＰ: 西陂 Ｘｉｐｉꎮ

２.３　 ３ 种罗非鱼在罗非鱼类渔获物中的比例

２ 次调查采集的罗非鱼类中ꎬ齐氏罗非鱼、尼罗

罗非鱼、加利亚罗非鱼的渔获数量分别为 ２０、７ 和 ５
尾ꎬ分别占罗非鱼渔获数量的 ６２. ５０％、２１. ８８％和

１５.６３％ꎮ 渔获重量分别为 １４８２.１、７５１.２ 和４８４.５ ｇꎬ分

别占罗非鱼渔获重量的 ５４.５３％、２７.６４％和 １７.８３％ꎮ
从春秋 ２ 次调查采集的罗非鱼类数量和重量来看ꎬ
调查水域的罗非鱼类以齐氏罗非鱼占明显优势ꎬ而
尼罗罗非鱼于秋季居第二ꎬ加利亚罗非鱼于春季居

第二(图 ２)ꎮ

图 ２　 调查采集的 ３ 种罗非鱼数量和重量
Ｆｉｇ.２　 Ｎｕｍｂｅｒ ａｎｄ ｗｅｉｇｈｔ ｏｆ ｔｈｅ ｔｈｒｅｅ ｓｐｅｃｉｅｓ ｏｆ ｔｉｌａｐｉ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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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４　 罗非鱼类生物学测定结果

罗非鱼类样品的生物学测定结果可见ꎬ齐氏罗

非鱼体长为 ９.０~１５.０ ｃｍꎬ平均 １２.０ ｃｍꎬ体重 ３４.５ ~
１３２.５ ｇꎬ平均 ７４.１ ｇꎻ尼罗罗非鱼体长为 １０.５~１５.５ ｃｍꎬ
平均 １３.４ ｃｍꎬ体重 ５８.５ ~ １８８.５ ｇꎬ平均 １０７.３ ｇꎻ加
利亚罗非鱼体长为 ９.５ ~ １９.０ ｃｍꎬ平均 １２.９ ｃｍꎬ体

重 ３５.５ ~ ２５１.８ ｇꎬ平均 ９６.９ ｇꎮ 从罗非鱼类样品的

体长、体重平均值来看ꎬ均以尼罗罗非鱼为最大ꎬ加
利亚罗非鱼居第二ꎬ齐氏罗非鱼最小ꎻ而从最大个

体看ꎬ以加利亚罗非鱼居第一ꎬ尼罗罗非鱼居第二ꎬ
齐氏罗非鱼最小(表 ４)ꎮ

表 ４　 ３ 种罗非鱼的体长、体重
Ｔａｂｌｅ ４　 Ｂｏｄｙ ｌｅｎｇｔｈ ａｎｄ ｗｅｉｇｈｔ ｏｆ ｔｈｅ ｔｈｒｅｅ ｓｐｅｃｉｅｓ ｏｆ ｔｉｌａｐｉａ

调查时间
Ｓａｍｐｌｉｎｇ

ｔｉｍｅ

齐氏罗非鱼 Ｔｉｌａｐｉａ ｚｉｌｌｉｉ

体长
Ｂｏｄｙ ｌｅｎｇｔｈ

(ｃｍ)

体重
Ｗｅｉｇｈｔ
(ｇ)

尼罗罗非鱼 Ｏｒｅｏｃｈｒｏｍｉｓ ｎｉｌｏｔｉｃａ

体长
Ｂｏｄｙ ｌｅｎｇｔｈ

(ｃｍ)

体重
Ｗｅｉｇｈｔ
(ｇ)

加利亚罗非鱼 Ｏ.ｇａｌｉｌａｅａ

体长
Ｂｏｄｙ ｌｅｎｇｔｈ

(ｃｍ)

体重
Ｗｅｉｇｈｔ
(ｇ)

２０１３.１１ １１.５
(９.５~１４.５)

６５.３
(３４.５~１１２.２)

１３.４
(１０.５~１５.５)

１１２.４
(５８.５~１８８.５)

１３.０
(９.５~１９.０)

１１２.１
(３５.５~２５１.８)

２０１４.０４ １３.０
(９.０~１５.０)

９４.７
(３４.８~１３２.５)

１３.５
－

７６.６
－

１２.８
(１２.０~１３.５)

７４.１
(６６.６~８１.５)

合计 Ｔｏｔａｌ １２.０
(９.０~１５.０)

７４.１
(３４.５~１３２.５)

１３.４
(１０.５~１５.５)

１０７.３
(５８.５~１８８.５)

１２.９
(９.５~１９.０)

９６.９
(３５.５~２５１.８)

　 　 括号内的数据表示体长或体重的范围ꎮ
Ｔｈｅ ｄａｔａ ｉｎ ｐａｒｅｎｔｈｅｓｅｓ ｉｎｄｉｃａｔｅｓ ｔｈｅ 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 ｒａｎｇｅ ｏｆ ｂｏｄｙ ｌｅｎｇｔｈ ｏｒ ｗｅｉｇｈｔ.

３　 讨论

３.１　 罗非鱼类成为九龙江华安段鱼类的主要类群

本调查发现ꎬ九龙江北溪干流华安段的外来物

种罗非鱼类有 ３ 种ꎬ占调查采集鱼类种类数量的

１５％ꎬ罗非鱼类个体数量和重量分别占渔获物的

３５.９６％和 ３０.６３％ꎮ 潭口河段 ＴＫ 站位的罗非鱼类

个体数量和重量占比分别高达 ７２.９７％和 ６１.５５％ꎮ
罗非鱼类个体均较小ꎬ体重大多不足 １００ ｇꎮ 调查

结果表明ꎬ罗非鱼类成为九龙江华安段鱼类的主要

类群ꎬ而且以个体最小的齐氏罗非鱼为主ꎮ 调查水

域的罗非鱼类个体小ꎬ经济价值不大ꎮ 同样的情况

也出现在广东ꎬ鉴江水域的罗非鱼占渔获物总重量

的 ６０％(顾党恩等ꎬ２０１２)ꎬ漠阳江的罗非鱼所占比

例更高ꎬ渔获物以低值的小型罗非鱼为主(吕华当ꎬ
２０１３)ꎮ 秋季罗非鱼类在渔获物数量和重量的占比

明显高于春季ꎬ可能是由于冬季部分罗非鱼受到低

温的影响而往深水区迁移甚至死亡ꎬ而罗非鱼类在

水温较高的春夏季大量繁殖ꎬ秋季其种群数量得到

补充ꎮ 本调查在库区站位少量或未采集到罗非鱼

类ꎬ可能与库区水较深、采用流刺网白天作业、调查

次数少有关ꎮ 潭口河段站位采集的罗非鱼类占比

较高ꎬ可能与该站位水浅、礁石多有关ꎮ

３.２　 九龙江华安段罗非鱼类的种类与分布

２ 次调查发现ꎬＣＧ、ＬＳ、ＴＫ 这 ３ 个站位可采集到

罗非鱼类样品ꎬ而 ＸＰ、ＭＬ、ＴＧ 这 ３ 个站位未采集到

样品ꎮ ＣＧ、ＬＳ 站位采集到少量的罗非鱼类样品ꎬ仅
有齐氏罗非鱼 １ 个种ꎬＴＫ 站位采集到相当数量的罗

非鱼类样品ꎬ有齐氏罗非鱼、尼罗罗非鱼和加利亚罗

非鱼 ３ 个种ꎮ 罗非鱼类个体数量和种类数量从上游

(北)到下游(南)呈现从无到有、从少到多的趋势ꎮ
同时进行的渔业生产情况调研结果表明ꎬ专业渔民

一般在傍晚和夜间进行捕捞ꎬ采用渔具类型多样ꎬ且
基本上全年作业ꎮ 渔民反映上游西陂库区很少捕获

罗非鱼类ꎬ而下游库区及河段的罗非鱼类捕捞量明

显增加ꎬ这与本调查结果基本一致ꎮ
本调查中ꎬ仅在下游潭口河段采集到尼罗罗非

鱼和加利亚罗非鱼样品ꎬ而齐氏罗非鱼可在相对上

游的城关库区生长ꎬ可能与其能耐受较低的水温有

关(陈素芝和卫叶ꎬ１９９４)ꎬ也可能与水电站建设阻

断鱼类上溯通道有关ꎮ
我国于 ２０ 世纪 ５０ 年代至 ９０ 年代ꎬ先后引进

齐氏罗非鱼、尼罗罗非鱼、莫桑比克罗非鱼、黄边黑

罗非鱼 Ｏ.ａｎｄｅｒｓｏｎｉｉ Ｄｅ Ｃａｓｔｅｌｎａｕ、奥利亚罗非鱼、加
利亚罗非鱼和美丽罗非鱼 Ｃｉｃｈｌａｓｏｍａ ｍａｎａｇｕｅｎｓｉｓ
Ｇｕｎｔｈｅｒ 等 ７ 种罗非鱼ꎬ红罗非鱼、奥尼罗非鱼和福

寿鱼等 ３ 种杂交种(陈素芝和卫叶ꎬ１９９４)ꎬ吉富罗

非鱼 １ 种选育种(刘峰等ꎬ２００６)ꎬ２０００ 和 ２００２ 年又

分别引进了荷那龙罗非鱼 Ｏ.ｈｏｒｎｏｒｕｍ Ｔｒｅｗａｖａｓ、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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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莫桑比克罗非鱼(朱华平等ꎬ２００８ｂ)和萨罗罗非

鱼 Ｓａｒｏｔｈｅｒｏｄｏｎ ｍｅｌａｎｏｔｈｅｒｏｎ Ｒｕｐｐｅｌｌ (李学军等ꎬ
２００８)ꎮ 在此基础上ꎬ开发了全雄、超雄、吉奥、新吉

富等罗非鱼养殖新品种ꎬ促进罗非鱼产业的发展ꎮ
但随之而来的是罗非鱼类扩散进入自然水域ꎬ并形

成野化种群ꎮ 目前莫桑比克罗非鱼已遍布华南各

水体(潘勇等ꎬ２００６)ꎬ而广东省主要水系的罗非鱼

类为尼罗罗非鱼、莫桑比克罗非鱼和奥利亚罗非鱼

(顾党恩等ꎬ２０１２)ꎮ
本调查并未采集到莫桑比克罗非鱼、奥利亚罗

非鱼、黄边黑罗非鱼和美丽罗非鱼样品ꎬ这与九龙

江冬季水温较低ꎬ自然条件不适宜以上鱼类的生长

繁殖有关(陈素芝和卫叶ꎬ１９９４)ꎮ 而奥利亚罗非鱼

虽能耐受较低水温(陈素芝和卫叶ꎬ１９９４)ꎬ但在福

建省内主要作为亲本ꎬ在苗种生产单位少量养殖保

种ꎮ 荷那龙罗非鱼和萨罗罗非鱼引进时间短ꎬ尚未

见扩散到自然水域的报道ꎮ 尼罗罗非鱼在省内养

殖已有 ３０ 多年(钟传明和罗志涛ꎬ２００４)ꎬ适应九龙

江水域自然条件ꎬ形成野化种群ꎮ 福建省内未见齐

氏罗非鱼和加利亚罗非鱼的正式引种记录ꎬ这 ２ 种

罗非鱼可能是混杂在从省外购入的鱼苗中ꎬ无意间

引入ꎬ并扩散到自然水域ꎮ

３.３　 罗非鱼类对本土渔业资源的影响分析

罗非鱼类具有广盐性、耐温性、食性杂、适应性

强、成熟早、产卵周期短、繁殖力强的特性ꎮ 在人工

养殖条件下幼鱼自孵出后 ４ ~ ５ 月便可达性成熟ꎮ
在南方 ５~１０ 月间亲鱼能自然产卵 ４~６ 次ꎬ受精卵

的孵化方式可分为巢内孵化(如齐氏罗非鱼)和口

腔孵化 (如尼罗罗非鱼) ２ 种 (陈素芝和卫叶ꎬ
１９９４)ꎮ 在广东省东江ꎬ性腺发育达到Ⅳ期的齐氏

罗非鱼性成熟个体中ꎬ最小雌鱼个体体长 ９７ ｍｍꎬ
体重 ４３.６ ｇ(何耀升等ꎬ２０１３)ꎻ尼罗罗非鱼当年雌

鱼的卵巢有的已发育到Ⅳ、Ⅴ期(张鹏飞等ꎬ２０１２)ꎮ
可见在我国南方河流的自然条件下ꎬ齐氏罗非鱼、
尼罗罗非鱼在当年就可达到性成熟并进行繁殖活

动ꎮ 其繁殖力强、食性杂、适应性广的特性对本地

鱼类构成明显的竞争优势ꎬ罗非鱼已经在广东漠阳

江成为优势种ꎬ近几年数量越来越多ꎬ而本土鱼类

品种和数量却越来越少(吕华当ꎬ２０１３)ꎮ
鱼类入侵是指某种鱼类进入到历史上没有分

布的水域生态系统ꎬ鱼类入侵对生物多样性有明显

的影响ꎬ许多鱼类的濒危甚至灭绝与外来鱼类的入

侵有关(潘勇等ꎬ２００６)ꎮ 根据 １９７５ ~ １９７９ 年的鱼

类资源调查ꎬ九龙江水系(包括河口)的土著鱼类有

１２ 目 ２８ 科 １２４ 种和亚种ꎬ其中中游水域(包括北溪

的华安至漳州、西溪的南靖至漳州)鱼类有 ６６ 种ꎬ
多为产粘性卵的鱼类(连珍水ꎬ１９８８)ꎮ 本调查采集

鱼类共 ２０ 种ꎬ而罗非鱼类占 ３ 种ꎮ 从罗非鱼类种

类数、个体数量和重量在渔获物中的比例可见ꎬ九
龙江部分水域的罗非鱼类已成为主要种ꎬ甚至优势

种ꎮ 本调查渔获物种类数较少ꎬ与调查次数少有一

定关系ꎮ 但罗非鱼类相对于本土鱼类具有竞争优

势ꎬ其在九龙江水域的扩散和入侵ꎬ也可能会导致

生物多样性的下降和渔业资源的衰退ꎮ

３.４　 罗非鱼类的防控措施探讨

渔业生产情况调研发现ꎬ九龙江部分水域如潭

口河段除罗非鱼外ꎬ还存在相当数量的外来物种下

口鲶 (俗称:清道夫) Ｈｙｐｏｓｔｏｍｕｓ ｐｌｅｃｏｓｔｏｍｕｓ Ｗａｌ￣
ｂａｕｍ 和革胡子鲶(俗称:埃及塘虱) Ｃｌａｒｉａｓ ｌｅａｔｈｅｒ
Ｖａｌｅｎｅｉｅｎｎｅｓꎬ周边池塘也养殖一些引进水生动物ꎮ
外来物种对九龙江水域的入侵已经对本土生态系

统构成威胁ꎬ必须尽快采取措施进行防控ꎮ
齐氏罗非鱼、尼罗罗非鱼和加利亚罗非鱼等 ３

种罗非鱼类已经基本适应九龙江水域的生态环境ꎬ
并能正常生长繁殖ꎬ以现有的技术手段已经难以将

其从自然水域中完全清除(胡隐昌等ꎬ２０１２)ꎮ 相关

部门有必要在支持罗非鱼产业发展的同时ꎬ着手制

定和落实有效的管理措施ꎬ加强相关基础研究ꎬ防
控罗非鱼类在自然水域的扩散和入侵ꎮ 目前条件

下ꎬ可优先采用适当的鼓励措施ꎬ引导专业渔民加

大对罗非鱼类及其他外来鱼类的捕捞力度ꎬ以期通

过捕捞利用的方式来控制外来物种的种群数量ꎬ减
少其对本地水域生态系统和渔业资源的危害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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