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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然光照周期下,青海湖裸鲤表现为

白昼摄食类型且具有明显的摄食节律，在

全暗环境下该摄食节律减弱或消失，表明

光照周期的改变可能影响青海湖裸鲤的内

源性节律。经过63d生长实验，青海湖裸

鲤在湖水环境和淡水环境的生长情况差距

明显，在高盐度和高碱度的双重胁迫下，

湖水组青海湖裸鲤的体长增长率、体重增

长率、特定生长率、摄食率和肥满度均显

著低于淡水组，表明湖水环境对于青海湖

裸鲤的摄食和生长存在明显抑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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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与方法（Material  and Methods）

        我国盐碱水资源丰富，约有4.6×107 

hm2的低洼盐碱水资源。青海湖是我国最大

的 内 陆 高 原 盐 碱 湖 ， 青 海 湖 裸 鲤

(Gymnocypris przewalskii)为青海湖特有

的经济鱼种。测定青海湖裸鲤自主摄食节

律可确定该鱼种最佳投喂时间，通过设计

与自然模式相匹配的投喂策略来提高饲料

转化率并促进生长。由于光照对于养殖鱼

存在生理、生长等方面的影响，本研究通

过自然光照组和全黑暗组对比实验，确定

光照周期是否对青海湖裸鲤日摄食规律产

生影响，并判断其摄食节律类型。此外，

研究测定了湖水和淡水环境下青海湖裸鲤

的各项生长指标，揭示水环境对青海湖裸

鲤生长特性的影响，为提高青海湖裸鲤人

工增殖效率，青海湖渔业资源保护以及盐

碱生境下鱼类的摄食习性研究提供数据支

撑。

青海湖裸鲤自主摄食节律与生长特性研究
Self feeding Rhythm and Growth Characteristics of Gymnocypris przewalskii

实验用鱼与暂养管理

实验开始前，青海湖裸鲤需进行自主摄
食训练，经驯化学习，可通过特定的自动投
喂系统进行自主摄食。

图1 青海湖裸鲤自主摄食示意图
1：鱼缸；2：投饵机；3：光电传感器；

4：光学发射端；5：光学接收端；
6：喂食圈；7：保护装置。

实验设计

自主摄食日节律实验设自然光照淡水组
(14L:10D)、自然光照湖水组(14L:10D)和
全黑暗湖水组(0L:24D)，每组设3个重复，
每个重复放置15尾青海湖裸鲤。

自然光照组各时段表层水下光照强度实
测值见表1，全黑暗组各时段光照强度均为
0lx。

实验设计

根据摄食节律实验结果设置自然光照周
期(14L∶10D)进行青海湖裸鲤生长实验，设
湖水组和淡水组2个组别，每组共3个重复，
每个重复放置15尾青海湖裸鲤，采用自动投
饵装置进行饲料投喂。养殖63d后进行麻醉
并测量体长和体重。

数据分析

计算摄食量、体长增长率、体重增长
率、特定生长率、肥满度，并绘制体长体
重关系曲线，计算公式如下：

式中，TF为摄食总量(g)，Wn为体重总和(g)，th为摄
食时段(h)，L为体长(cm)，W为体重(g)，L0为初始平
均体长(cm)，L1为终末平均体长(cm)，W0为初始平均
体重(g)，W1为终末平均体重(g)，td为养殖时间(d)。

图2 不同处理对青海湖裸鲤日摄食节律的影响(平均
值±标准误, n=3)

FW为淡水，L15为盐度为15的湖水；不同字母表示差
异显著(P<0.05)。

1. 青海湖裸鲤自主摄食日节律

2. 不同水环境下青海湖裸鲤的生长指标

3. 青海湖裸鲤肥满度与体长体重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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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经63d的生长实验湖水及淡水中的青海湖裸鲤

湖水组

淡水组

图4 青海湖裸鲤体长-体重关系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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