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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 马 和 鳗 鲡

张世义 伍 玉明
.

(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 北京 1001 01

1 海马

海马为硬骨鱼纲刺鱼 目海龙科海马属鱼类的总称
,

体侧扁
,

腹部突出
,

躯干部骨环呈七棱形
,

尾部骨环呈 四

棱形
,

尾部卷曲 ;头呈马头状
,

弯曲与躯干部成直角 ;吻细

长
,

管状 ; 雄鱼尾部腹面有育儿囊 ; 体浅灰色或浅黄色
。

海马通常个体不大
,

为近海暖水性鱼类
。

其食用价值

不大
,

但其观赏性
、

药用性较大
,

故受到人们重视
。

由于人

们过度开发和环境的改变
,

致使海马已成为濒危物种
。

1
.

1 海马的生物多样性 现知世界海马属鱼类有 35

种 以上
,

我 国有 6 种
。

它们的体大小
、

分 布范围
、

体色

拟态
、

游姿方式及生殖方式多种 多样
。

1
.

1
.

, 个体 大小
:海 马成体通常个体较小

,

为 5
.

5 C m -

14 .6 C m
,

最 大者为栖息 在坦 桑尼 亚
、

巴 基斯坦
、

菲律

宾
、

中国
、

日本
、

澳大利亚 的大海马 (月币p o c a m p us kel
-

1吧汐 )( 图 1 )
,

成体最大可达 3 2
.

9 c m
,

最小者为栖息在

印度尼西 亚
、

澳大利亚
、

巴布新 几内亚的澳洲海 马 (H.

ba 匆6日n ti)(图 2 )
,

成体最大不到 2
.

0 C m
。

,
.

1
.

2 分布范 围
: 海 马多布分布在印度

一
太 平洋 的热

带
、

亚 热带浅海 区
,

但也有些 分布很广
,

如线 海马 (H.

ere ct u s )( 图 3 )分 布北起 加拿大
、

百慕 大
,

南至 巴 西 的

浅海 中 ; 又 如长 吻海 马 (H
.

邵r ,u la ru , )(图 4 )
,

分 布北

起荷兰
、

南至塞浦路斯
。

我 国的 6 种海马 中
,

以冠海 马

(H
.

e

o
n a tu s )(图 5 )分布靠北 的黄 海

、

渤 海
,

其余 5

种均分布东
、

南海
,

产量也 以东海南部及南海为多
。

,
.

,
.

3 体色和拟态
: 海 马对环境有一定的适 应能力

,

在环境变化时
,

不仅体色变化
,

还会有拟态
。

生 活在近

海藻类中的海马
,

在移入人工养殖的环境中
,

常 随环境

变化而改变体色
。

有些海马在骨节上呈 现树枝状突起
,

类似海藻
,

有极强的拟态
,

用来迷惑敌害保护自己
。

,
.

1
.

4 游姿方 式
:
海马 的游姿方式在 鱼类 中极 为特

别
,

有尾部伸直的平游和尾部卷曲的直立游两 种
,

休息

时用 弯曲的尾缠绕 在水草或其 它物体上
,

用鳍摆动保

持固定 的姿态
,

用 以弥补体小
、

游泳能力差的不足
。

1
.

1
.

5 生殖方式
: 海马具有独特 的生殖繁殖方式

,

在

雄 鱼肛 门后部有个育儿囊 (图 7 )
。

在繁殖季节
,

成熟 的

雌鱼将卵产于雄鱼 张开 的育儿囊中
,

卵在育儿囊中授

精孵化
,

直至苗孵 出为止
。

1
.

2 海马与人类 海马 的体型
、

游姿
,

深得人们的喜

爱
,

将它视做吉祥鱼
,

摆放在居室或展品中 ;有的做为胸

前配戴物 ;海马优雅美丽的游姿
,

独特的生殖方式
,

已成

为水族馆饲养的宠物
,

为参观者所喜爱
。

养殖种类以常

见种为多
,

如我 国饲养的斑海马 (H. 更万用ac ul at us )(图

* 通 讯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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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
、

美洲饲养的线海马
、

欧洲饲养的长吻海马等
。

海 马为

我国传统 的名贵中药材
,

药材名
“

海 马
” ,

干品可泡酒饮

用
,

或捣碎研成粉状用水冲服
,

还可 以海马为主配成 中

成药
。

我国是海马 的主要消费国和海马制品的出 口 国
。

1
.

3 海马资源保护

1
.

3. 1 资源状况 海马无食用价值
,

也无专门的捕捞

作业
,

故资源量变动情况无法统计
。

2 0 世纪 5 0 一6 0 年

代
,

我国各地 中药店常有海马药材 出售
,

现已稀少
,

特别

是大海马 (也 叫克 氏海马 )更是难见
。

19 89 年经 国务院

批 准
、

林业部和农业部联合发布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

动物名 录》中将大海马列为我 国 n 级保护野生动物物

种
。

如今
,

海马物种的资源濒危已扩展到全世界
,

据世界

野生动物基金会 l9 9 6’年 7 月 的报告
,

全球每年海马的

交易总重量只有 4. 5 t 上下
,

数量高达 2 0 0 0 万条左右
,

而且需求还在 日益高涨
。

为此
,

该组织呼吁各国政府控

制海马的捕捞和交易
,

以防止海马在不久的将来灭绝
。

1
.

3. 2 保护措施 首 先是海草床的保护
: 近海海草集

中的地 区
,

俗称
“

海 草床
” 。

海 草床不仅为海 马在内的

多种海 洋生物提供 了栖息处
,

还为多种 海洋生物提供

了生活环境
。

海草床与红树林
、

珊瑚礁 并列为世界上

生产力最 高的三大生态系统
。

近 10 年来
,

由于近海沉

积 物淤 积
、

污 染和 有害 渔业 作业
,

使得海 草床遭 到破

坏
,

其 海草 床 面积减 少 了 10 % 以 上
,

直接 影 响了海 马

在 内的多种海洋 生物的生存
。

为此
,

在近海面积较大 的

海草床建立生态林
、

严禁 砍伐造 田
,

有 害渔业作业
,

防

止水体污染
,

实行生物保护
。

其次 是人工放 流
:
人工放 流是增殖 天然水域生物

种群 的一种 好措施
。

19 58 年起我 国广 东
、

福建等地开

始养殖 海 马
,

至 今已近 50 年
,

虽然取 得一 定的成绩
,

但还远远不 能满足 医药部门的需求
。

近 些年一些水族

馆 也引进海马做为观赏 鱼养殖
,

如北 京海洋馆 2(X) 4 年

饲 养的海马 已繁殖成功
。

在总结多年饲养海马经验的

同时
,

应抓好养殖场 的建设
,

疾病 的防治
、

饵料的配备

等措施
,

早 日大量 繁殖苗种
,

满足 市场需要
,

同时 向天

然水域人 工放流
,

以增 加天然水域海 马的资源
。

2 级鲡

鳗鲡 (A n
gt, ,’I1a jan on ic 。 )( 图 8 )

,

又名
: 日本鳗鲡

、

白鳝
、

白鳗
、

鳗鱼
、

青 鳝
,

为硬 骨鱼 纲鳗鲡 目鳗鲡科鳗

鲡属鱼类
。

体细长
,

前部近圆筒形
,

后部侧扁 ; 背
、

臀鳍

后部与尾鳍相连 ;鳞小
,

为席状排 列 ; 无腹鳍 ;体上部

灰黑绿色
,

体下部 白色
。

分布于中国东部及 日本
。

2
.

, 鳗鲡的生物 多 样性 鳗鲡为溯河徊 游性鱼类
,

雄鱼 3 一 4 年
,

雌鱼 4 一 5 年性 成熟
,

接近性成 熟有婚姻

色 :
体成苍黑

,

体侧 色浅具有金黄 色光泽
,

腹部有 时呈

浅红色
。

亲鱼于秋末冬初 由淡水 向海水 移动
,

作降河产

卵徊游
,

性腺在徊游过程 中逐渐成 熟
。

经 过对产卵场的

长期调查
,

我 国科研工 作者 19 97 年确认
,

鳗鲡产 卵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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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 置在马里亚纳群 岛两侧
、

北 赤道北侧边缘的海域
,

其

表 面盐 度 3 4
.

8%。一 3 4
.

9 %。 ,

水 深 400
一SO0 m

,

水 温 2 6 -

26
.

43 ℃
。

体重 0. 5 kg 雌鳗怀 卵量为 70 余万粒
。

受精卵

半浮性
,

在水温 2 2 ~ 2 7℃时需 3 6 h 时幼 体孵化 出膜
。

孵化 后至成鱼要 经过变态
。

初 出膜 时为透 明的叶状幼

体
,

自产 卵场 随潮流 接近 大陆 沿岸
,

漂流 中 以海 洋 浮

游生物为食
。

后经过伸长期
、

收缩期
、

锥 鱼期
,

最后 成

为棍状鳗 线
,

于 1一6 月份 成群 进人 我 国江河
,

形成一

年一 度的苗汛期
。

苗讯期 南方早
、

北 方晚
,

我国 自南向

北
,

由温度的梯度差异 而有不 同
,

台粤闽南 区
,

为我 国

鳗鲡溯河期 最早和最 长的地 区
,

1 2 一2 月 为溯河盛 期 ;

而冀辽 区
,

4 一6 月才 为溯河期
。

由叶状幼体至鳗线需

l 伸 长期 2
.

收缩 期 3
.

稚 鱼期 4
.

成年 鳗

鳗苗溯 河时期及数 量与水 温
,

暖流
、

潮汐
、

满 潮时

刻
、

日落 时刻
、

潮高和天气等有关
,

我 国大陆架结 构优

良
,

浅海 区宽阔
、

海岸线漫长
、

港湾密 布
。

沿海江河 繁

多
,

气候适宜等都为鳗鲡在 内的一些海 洋鱼类提供 了

良好 的徊游条件
。

从而形成溯河时间长
、

分布广
、

数量

多
,

为发展我国养鳗业创造 了优越 的条件
。

2. 2 鳗鲡 的 人 工 养 殖 鳗鲡养 殖最 早 始 于 日 本
,

1 8 9 4 年开 始养鳗
,

但未 形成规模
,

19 2 6 年服 部仓次郎

创 始 了鳗 的养殖业
,

后 经 20 年 饲养技 术的改进
,

并发

展 到静冈
、

爱知
、

九州和 四 国等地
。

我 国台湾养鳗业始

于 19 5 6 年
,

由于地 理条件 优势
,

发展很快
,

产量高
,

现

已成 为仅 次于斑节对 虾以外的外销重要水产品
。

我 国

大 陆养鳗业始 于 19 73 年
,

至今 已 有 30 多年的历史
。

我

国养 鳗业具有 资源
、

品种
、

成 本 以及人 才优 势
,

发 展迅

速
,

是其他 国家不可 比拟 的
,

1 999 年产鳗鱼 13 万 t
,

占

世界产量 的 2 / 3
,

19 99 年出 口 9
.

5 万 t
,

创汇 6
.

8 6 亿美

元
,

占世界鳗鱼 贸易额 的 80 %
。

至 2 0 0 4 年
,

鳗 鱼已成为

中 国出 口 四 大宗水产品之首 (鳗鱼
、

对虾
、

罗非鱼
、

大黄

鱼)
,

出 口 量 7
.

7 万 t
,

出 口额 占四大宗品种额的 42
.

5%
。

由于人工繁殖鳗苗至 今未大面 积成功
,

因此鳗苗

主要靠从江河人海处 捕捞
。

鳗 鱼经 网箱 暂养后
,

再进

行成鳗养殖
。

成鳗养殖经鳗种 (每 尾 0
.

2 9 一 20 9 )及商

品鳗 (每尾 巧0 9 一 200 9 )养殖两 个 阶段
,

通 常 2 一3 年

可养成
。

鳗鲡通常是单养
,

也可以 与维
、

缩
、

鲤
、

娜鱼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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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 物 辨 别 亲 属 的 机 制

黄克 坚 刘定震 (北 京师 范大学 生态 学研究所 北京 100 87 5)

摘要 亲缘识别在动物界 中是很普遍 的现 象
。

不 同的动物 有不 同的手段识别亲属
。

亲缘辫别的机

制主要有空 间识 别机制
,

熟悉机制
,

表形 匹 配和识别等位基 因 4 种机制
,

有的动物 只 有一种机制起 作

用
,

有的则是两 种机 制 同时共存或不 同 时期不 同机制
。

此外
,

还概述 了 亲缘辫别 的 一 些 功 能
。

关键词 亲缘辫别 机制 功 能

亲缘识别在动物界 中非常普遍
。

不同类群 的动物

能够依靠 自己特殊的手段识别亲属 和非亲属
,

甚至近

亲 和远 亲
,

并表现出行 为上的差异
,

如亲属善待
,

近交

回避等等
。

动物界中广泛存在利他行为 (al tru ist iC beh -

av io r )
,

但 一直无法用达尔 文的 自然选择理论解 释
。

此

外
,

利他行 为与 D aw ki ns 的 自私基 因理论 (se m sh 一 gen
e

the o叮 )也是相 冲突的
。

广 义适合 度 (in e lu sive fi tn e s s )是指一 个个体在后

代中传播 自身基 因 (或 与 自身相 同的基 因 )的能力 大

小
。

能够最大 限度地把 自身基 因传递 给后代 的个体
,

则具有最 大的广义适合度
,

但不一定 是通 过 自身繁殖

的形式
。

H am ilto n
(196 4 )提 出的亲缘选择理论 (kin s e le -

ct in n th eo ry )把 基因也作为 自然选 择 的基 本单位
,

在种

群 中有利于该基因的成功传播的
,

动物可能就产生利

他行为
。

且受益对象经常是 自己的亲属个体
,

如双亲
、

兄弟姐妹等
,

遗传上与该生物有 亲属关系的个体只要

成功繁殖
,

那 么它也就得到繁殖上的成功 了
。

亲缘关 系

越远
,

尤其是 非亲属个 体
,

彼此 之间含有 共 同基因 的

概率很小
,

就很难发展这种利他行 为
。

亲缘识别 (ki n rec o
gn iti on )是 内部神经过 程

,

能使

动物区分不 同亲缘程度个体
,

但这个神经过程无法直

接察觉 到
。

亲缘辨别 (kin d ise d m in a tio n )指动物根据同

类的一些与亲缘关系有关 的信号
,

而对亲属和非亲属

个体产生行为上的差别
。

笔者对动物识别亲属的讨论是

混 养
。

养殖方 法有温水养鳗
、

隧道式养鳗
、

海水养鳗
、

网箱养鳗 等
,

其 中以海水养鳗最好
。

由于鳗鲡为 肉食性

为主的鱼类
,

能适应 高密度养殖
。

目前通常采用调节水

温
、

流水增 氧
、

投喂配合饲料等工厂化方式进行养殖
,

单位面积和劳动生产效 率都很高
,

如 日本一 家养鳗厂

4 个人
,

养殖 面积 5 8(X) m Z ,

l 年产鳗 80 t
,

平均 6 6 6
.

6 m Z

(l 亩 )年产近 10 t
,

1 人全年生产鳗鱼 2 0 t
。

鳗鲡 为鳗 鲡属 4 种养殖鳗 鱼(鳗 鲡
、

欧洲鳗鲡
、

美

洲鳗鲡
、

奥克兰鳗鲡 )中最重要 的养殖 鳗鱼
,

其 产量 占

当年的 80 % 以上
,

而且 随年还在增加
。

鳗鲡 自古 以来
,

就为人类重要 的食用鱼 其可食部

分 占鱼体的 7 0 %
。

营养价值高
,

其蛋 白质 含量 比牛肉
、

猪 肉
、

黄油
、

鸡肉高 ; 脂 肪含量 低于黄 油居第 2 位
,

且

易 消化 ; 维他命含量
,

鳗 鲡 比猪 牛 肉
、

牛奶
、

鸡 肉含量

高
,

并且 比蜻
、

秋刀 鱼
、

沙 丁鱼还高
。

我 国是食用鳗鲡最 早而且最广泛 的国家之一
,

东

汉许 慎 著 的《说 文解 字》一 书 中
, “

鳗
,

鱼 名
,

从 鱼 曼

声
” 。

以 后《坤雅》
。

《正字通》
、

《本草纲 目》等古籍中
,

都

有许多鳗鲡的形态
、

生态
、

药用等文图的记载
。

2. 3 鳗鲡 的保护

2. 3
.

, 防止水域污染
:
当前

,

我 国天 然水域污 染状况

虽然有 些改善
,

但还未彻 底遏制
,

在 全国监测 的 12 00

多条河 流 中
,

85 0 多条河受到 污染
,

符合国家一
、

二级

水质标准的河流仅 占 32
.

2 %
。

水域污 染
,

不仅影响 鱼类

洞游和产量
,

还对人类生存构成威胁
。

为此
,

我们要严

格执行环保的有关规定
,

保护和改善渔业 生态环境
,

在

保证人类食用鱼安全 的前提 下
,

定期监测水域污染 和

鱼类体 内有害物残 留量
,

促进我 国养鳗业更好地发展
。

2
.

3. 2 合理 利用鳗苗资源
:
鳗苗资源是制约鳗业生 产

的关键
,

进人 20 世纪 以来
,

由于过渡捕捞及水域环 境

恶化
,

资源衰减 日益严重
。

为此
,

我们呼吁合理利用鳗

苗资源
,

控制鳗苗 出口
,

防止鳗苗价格 的波动
,

保护好

我 国的鳗苗资源
,

开展 以养鳗为 主其他水产品养殖为

辅 的养鳗 经营方式
,

防止 因苗种缺乏
、

资金不足
、

疾病

干扰等的养鳗失 控
,

提 高鳗鱼 品质
,

使我 国养鳗业 取

得 更大的经济效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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