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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为了给星斑川鲽的分类和种质鉴定提供基础资料，采用传统的形态学和解剖学方法，对人工

养殖星斑川鲽的外部形态性状及内部组织器官系统地进行了观测和描述，采用生物统计法对星斑

川鲽可量性状进行回归分析。星斑川鲽可量长度性状之间为线性关系，全长与体长回归方程为

犾ｔ＝１．３８６４犾ｂ－０．３０３５；体重与可量长度性状之间为乘幂函数关系，体重与体长回归方程为犿＝

０．０３３９犾ｂ
３．０６０６。结果表明不同地方种群间存在明显的形态差异。星斑川鲽的头颅骨骼特征具有

鲽形目鱼类的共同特征，在筛骨区和眼区骨骼向有眼侧偏移，尾舌骨呈弓形。左右下咽骨前半部分

愈合在一起，下咽齿小；具一对较薄的耳石，有５～６个乳状突。星斑川鲽属“Ｉ”型胃，幽门垂有２～４

个；解剖的左眼型星斑川鲽肝脏全部在有眼侧，而右眼型星斑川鲽肝脏多在无眼侧，部分在有眼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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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引言

星斑川鲽（犘犾犪狋犻犮犺狋犺狔狊狊狋犲犾犾犪狋狌狊，Ｐａｌｌａｓ１７８８）

隶属鲽形目（Ｐｌｅｕｒｏｎｅｃｔｉｆｏｒｍｅｓ）、鲽科（Ｐｌｅｕｒｏｎｅｃｔｉ

ｄａｅ）、川鲽属（犘犾犪狋犻犮犺狋犺狔狊）。又称星突江鲽，俗称珍

珠鲽、鹰斑鲽、江鲽、沼鲽、棘鲽等。日文为ヌマガレ

イ；在朝鲜半岛称 ；英文名为ｓｔａｒｒｙｆｌｏｕｎ

ｄｅｒ；川鲽属仅有２种，另外一种为欧川鲽（犘犾犪狋犻犮犺

狋犺狔狊犳犾犲狊狌狊，Ｌｉｎｎａｅｕｓ１７５８），都是极具商业开发价

值的底栖鲽类［１－２］。

２１世纪以来我国海水鱼类养殖业的发展呈现

出国外经济鱼类的引进和我国地方性特有经济鱼类

的开发同时并举的趋势。近几年星斑川鲽以其诸多

的开发优势引起了水产界的极大关注，但我国对该

鱼的生物学了解甚少，故笔者等从２００４年开始对星

斑川鲽进行了多学科的研究，２００６年全人工育苗技

术获得生产性突破，为该鱼养殖和资源恢复奠定了

基础，并发表了部分研究成果［３－７］。本文报道了对

养殖星斑川鲽外部与内部形态性状及有关参数的观

测结果。

２　材料与方法

实验材料取自山东省日照市海洋水产资源增殖

站工厂化养殖的星斑川鲽。采集２龄的雌雄鱼１０

尾（４♂，６♀），对实验鱼背鳍、臀鳍、胸鳍、腹鳍、尾鳍

鳍条、鳃耙及侧线鳞等可数性状进行计数，然后进行

解剖，观察肝脏、胆囊、消化管、性腺等的内部形态特

征，并测量消化管各部分的长度。观测４尾成鱼骨

骼，用常规的方法剔除肌肉、结缔组织和内脏，待骨

骼干燥后绘图描述并进行比较分析。取耳石进行观

察拍照和描绘。

形态可量参数的测定参照李思忠等［１］对鲽形目

鱼类外部形态的测定方法（见图１），对全长３．２～

４０．０ｃｍ，体重０．２～１８５０．０ｇ的１２５尾标本逐一



进行了生物学观测、对比；对实验鱼的全长、体长、体

高（犺ｂ）、头长（犾ｈ）、吻长（犾ｓｎ）、眼径（犱ｅ）、眼间距（狊ｆｉ）、

尾柄长（犾ｃ）、尾柄高（犺ｃ）进行测定，鱼体长度测定采

用精度１ｍｍ的直尺（前期用游标卡尺）度量。对实

验鱼进行体重测定，前期采用天平称量精确到

０．１ｇ，后期采用电子台称称重，精确到１ｇ。对可量

数据采用Ｅｘｃｅｌ等进行回归处理及作图。

图１　星斑川鲽外部形态的可量性状测定

３　结果与分析

３１　可见性状

星斑川鲽标志性特征为鱼体呈长圆形，体较高；

口小，上下颌具齿；侧线发达，至胸鳍上部弯曲；在体

两侧与头部散布许多非常粗砺星状骨质突起的鳞；

背
!

腹鳍基底部各有一纵行较大瘤状突起物。有眼

侧为暗黄绿色，无眼侧为白色，在黄色或菊黄色的奇

鳍（背鳍、臀鳍、尾鳍）上有黑色条斑。

星斑川鲽的头部较短小。鳃盖膜狭窄而厚。口

裂前上位，斜裂较大。吻短。上下颌发达，下颌长于

上颌。上颌具两排细钙化齿，其外侧的一排为细小

而尖的犬状齿，稀疏排列，其内侧的一排则为向斜下

方倾斜的短棒状锥形小齿，下颌齿为一排犬齿。

两眼突出，似高眼鲽上下两眼的前端起点不在

同一垂直线上，上眼位置靠近背缘，起始点位于背鳍

的第３根鳍条下方，或者下眼径１／３处的上方。下

眼的起始点前于上眼的起点。我们养殖的星斑川鲽

两眼位于体左侧的占９５％～９７％，位于体右侧的占

３％～５％。该鱼的眼间距大小在个体间存在较大的

差异。在前鳃盖骨的上方有一列横向而细长的骨状

脊，向头前延伸于眼间隔近下眼的一侧时，骨脊隆起

变大，异常明显，可称之为“眼间隔骨脊”；宽不及眼

径的１／２；该骨脊止于鳃盖部上方，口前位。

星斑川鲽的背、臀鳍非常发达。背鳍的起点始于

上眼的前端稍前，无硬棘，均为柔韧的软鳍条，其中以

第３０～３６根鳍条相对较长，除第４１～４７根鳍条具分

支外，其余鳍条均不分支。各鳍条间由厚而柔韧的鳍

膜相连接。背鳍条和鳍膜呈杏黄色，在背鳍中央及体

后的鳍条１／３处边缘呈黄绿色。背鳍上分布有７～９

个黑褐色的“条斑”，似条斑星鲽的鳍态。条斑数目和

分布位置在个体间也有差异。有的出现半条斑痕。

各条斑位置分别出现在：Ⅰ．１５～１６；Ⅱ．２０～２１；Ⅲ．２６～

２８；Ⅳ．３１～３３；Ⅴ．３９～４０；Ⅵ．４９～４５；Ⅶ．４８～４９鳍条

的位置上。在背鳍、臀鳍基部有一行排列整齐的骨质

突起。臀鳍无棘，起点始于肛门后的体前１／３处。臀

鳍颜色深于背鳍，为橙红色，以第９～１４根鳍条较长，

除第２８～３０根鳍条分支外，其余鳍条皆不分支。臀

鳍上也分布有５～７个条斑，分布位置分别在Ⅰ．３；Ⅱ．

６～７；Ⅲ．１１～１２；Ⅳ．１６～１７；Ⅴ．２１～２３；Ⅵ．２６～２７；

Ⅶ．３４～３５的鳍条膜上。尾鳍发达，雌鱼的尾一般呈

圆扇形，雄鱼多为截形；尾鳍上黑褐色条斑或者有３～

５个，或者有半条斑２～３个，或有无条斑，很不规律。

鱼体侧线，除胸鳍的上前方有一小弧形弯曲外，

其后为一水平直线。侧线鳞变异为骨质棱鳞。体表

具不规则分布的淡蓝（有眼侧）、银白色（无眼侧）粗

砺星状的骨质突起鳞，有眼侧为栉鳞，无眼侧为圆

鳞，埋入皮下。在每片鳞上又有似滕壶状１０～２０个

左右的骨质突起，触摸时显得极为粗糙，而无鳞分布

的皮肤则十分光滑。在鱼体的颅顶部、颊部、前后鳃

盖及尾柄的末端密集分布着细小的骨质突起鳞。鳞

片上的骨质突起在光的照射下可反射出红、兰、绿及

银色的彩虹色彩，鲜艳而美丽，恰似镶嵌在鳞片上的

“珍珠”，故俗称之为“珍珠鱼”。

３２　可数性状

背鳍鳍条５２～６５根，臀鳍３８～４７根，胸鳍１０～

１２根，腹鳍６根，尾鳍１６～１８根。在有眼侧侧线鳞为

６３～７５片，在无眼侧为６７～８０片；在有眼侧上颌齿有

１６～１８颗，在无眼侧有２２～２４颗；在有眼侧下颌齿有

１８～２２颗，在无眼侧有２４～２５颗。外侧上颌齿１３

颗，内侧上颌齿１９～２０颗，下颌齿１８颗。背鳍基缘

骨质突起５３～６０个，臀鳍基缘骨质突起３７～４２个；

背鳍条斑数７～９条，臀鳍５～７条，尾鳍２～４条；鳃

耙８～１２；脊椎骨３４～３７根；幽门垂２～４个。

３３　可量可比性状

初次性成熟的亲鱼全长为体长的１．１４～１．２０

倍，为体高的１．８３～２．０３倍；全长为头长的４．１５～

４．４０倍，为头高的５．０７～５．６４倍；体长为头长的

３．４７～３．８６倍，为头高的４．２６～４．８８倍，为体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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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５３～１．７８倍；头长为头高的１．１８～１．３６倍，为吻

长的５．０６～６．６２倍；为上颌长的３．４９～３．７９倍，为

下颌长的２．７３～３．０３倍，为眼径的６．８３～７．５８倍，

为眼间距的９．５６～１３．２３倍；头高为眼间距的

７．５６～１０．６２倍。

表１为对１２５尾全长３．２～４０ｃｍ，体重０．２～

１８５０ｇ的星斑川鲽实际测量结果。

表１　星斑川鲽的可比性状

项目 最小 最大 平均 平均

全长与体长之比 １．２６９ １．４３８ １．３５０±０．０４３ １．１６±０．０２

全长与体高之比 １．８４１ ２．５００ ２．０６４±０．１１７ ２．０４±０

体长与体高之比 １．３８６ １．８６１ １．５３０±０．０９０ １．７６±０．０８

体长与头长之比 ２．５５６ ３．７１４ ３．００１±０．２４３ ３．５２±０．２２

体长与尾柄长之比 ４．９４７ ７．５００ ６．１３２±０．５６５ ８．０８±０．８８

体长与尾柄高之比 ６．０００ ９．５７１ ７．５９３±０．７２３ ８．６５±０

头长与吻长之比 ２．４２９ ５．１４３ ５．８３７±０．７０６ ７．４０±１．１１

头长与眼径之比 ６．２５０ ２２．１２２ １１．０１３±５．３０３ ６．８７±０．７３

头长与眼间距之比 ３．０９１ ５．１４３ ３．７４０±０．４１４ ３．７３±０．４３

尾柄长与尾柄高之比 １．０００ １．５７１ １．２４６±０．１４５ １．０７±０．１１

备注 土著养殖品种 韩国品系

资料来源 本研究　　　 文献［８］

３４　形态可量性状之间的相互关系

对１２５尾星斑川鲽可量性状的测量结果经综合

回归分析，结果表明，全长与各可量长度性状呈线性

函数关系，全（体）长与体重呈乘幂函数关系（表２，

图２和３），经过检验，表２中所有分析结果的显著

性差异值均小于０．０００１。

表２　星斑川鲽形态可量长度性状与全长的关系

形态性状 回归方程式 相关系数狉 形态性状 回归方程式 相关系数狉

犾ｂ 犾ｔ＝１．３８５９犾ｂ－０．２９３２ ０．９９４０ 狊ｆｉ 犾ｔ＝１３．７９４狊ｆｉ＋１．０７０１ ０．９７１７

犺ｂ 犾ｔ＝２．０１７８犺ｂ＋０．４４１８ ０．９８２９ 犾ｃ 犾ｔ＝７．８７２９犾ｃ＋０．５０７５ ０．９６５５

犾ｈ 犾ｔ＝４．０１１７犾ｈ＋０．１４６９ ０．９８２３ 犺ｃ 犾ｔ＝１０．２３２犺ｃ－０．０９１ ０．９７１７

犾ｍ 犾ｔ＝１０．５９６犾ｍ＋３．４４７９ ０．９１９０ 犿／犾ｂ 犿＝０．０３３９犾ｂ３．０６０６ ０．９９１１

犱ｅ 犾ｔ＝５４．６７０犱ｅ＋５．３７１４ ０．９２１８ 犿／犾ｔ 犿＝０．００７７犾ｔ３．２６５ ０．９８６７

图２　全长与体重的关系 图３　全长与体长的关系

１４１２期　王波等：星斑川鲽形态特征及相关参数的观测



３５　内部特征

３５１　呼吸与消化器官

解剖鱼体的腹腔后，可明显看到其内脏团较

小，各组织排列非常紧密。内脏团（除性腺外）仅

占体重的４．７５％。在繁殖盛期体腔的大部空间为

生殖腺所占据。消化道可区分为食道、胃、肠和直

肠四个部分。食道粗短，呈喇叭形，后端具一狭

缢。胃前端的贲门部与胃衔接，胃短，不甚发达，

胃壁相对不厚，为直筒形 “Ｉ”型胃（图４）。

图４　星斑川鲽的消化系统

胃的末端具一收缩的狭隘即幽门，幽门盲囊

不明显，从肠部向幽门处轻轻挤压，可以清楚看

到２～４个粗短豆瓣状的幽门垂。胃的幽门后端

为肠，肠在体腹腔内的排列有２个回旋盘曲，肠

的长度为胃长的５．０６倍。直肠较粗短，肠的长

度为直肠的５．３６倍。消化道的总长度为体长的

１．３０～１．４５倍，为全长的１．２８倍。直肠的末端

开口为肛门。消化道的这些特征和养殖实验表

明，该鱼类具有摄食频率高、消化率与转换率高

的鲜明特点。

在体腔的前部有一黄色或米黄色肥厚的肝脏。

肝脏可分为左右两叶。左叶肝大而肥厚，右叶肝呈

小叶片状，体积仅为左叶肝的１／３左右（图５）。肝

脏覆盖着１／２的胃和肠回旋的大部分。在左叶肝的

腹前面埋藏一绿色的胆囊，胆囊的胆管开口于肠的

前部，肝与肠的前端之间为一椭圆形的肾脏，呈紫血

红色。

从解剖的左眼型星斑川鲽发现其肝脏均在有眼

侧，而右眼型星斑川鲽肝脏大约２／３在无眼侧，１／３

在有眼侧（见图６）。

星斑川鲽无鳔，以鳃为主要呼吸器官，鳃位于头

部鳃盖下，呈粉红色，由鳃弓、鳃耙、鳃片和鳃丝组

图５　星斑川鲽的肝脏

成，有４叶鳃片，各叶鳃片上鳃耙数分别为：Ⅰ．３～

４＋７～８枚；Ⅱ．２＋８～１０枚；Ⅲ．１＋８枚；Ⅳ．０＋

６～８枚（内侧４～５枚）。

３５２　生殖系统

星斑川鲽为雌雄异体，解剖性成熟（Ⅳ～Ⅴ）

的雌性个体后清晰地看到１对肥硕的卵巢，它占

据体腹腔大部分位置。左右卵巢为基本对称型，

分别在脊椎骨刺的两侧。有眼侧的卵巢前端呈榔

头状，后端尖细而长。无眼侧的卵巢前端丰满圆

钝，前端被肝脏覆盖。两卵巢的被膜薄而韧性差，

极易破裂。卵巢的背膜上有大量的血管和微血管

（见图７）。成熟的卵粒清晰透明，卵巢怀卵量多在

１４０万～１５０万粒。在两卵巢前端的腹面下方各

有一短的输卵管，末端汇集为一共同的排卵腔，开

口于生殖孔。两卵巢与腹腔壁之间由许多韧带与

系膜相连接。雄鱼精巢１对（见图７），位于腹腔

内，呈布袋状，输精管与肾小管相连，由排尿孔开

口于体外。

３５３　脑颅骨骼

脑颅（ｎｅｕｒｏｃｒａｎｉｕｍ）按照孟庆闻等
［９］的分区

标准分为筛骨区、眼区、耳区、枕区４个区进行

描述。

在筛骨区有鼻骨、中筛骨、侧筛骨、犁骨４种

骨块。

星斑川鲽的有眼侧鼻骨呈卷曲弧形，无眼侧鼻

骨较短略呈弧形。中筛骨不对称，达眼窝，中筛骨不

连眶间骨突，前端中部微凹，具突起。侧筛骨不对

称，有眼侧前端突起较无眼侧明显，无眼侧较发达。

犁骨无齿，呈犁状，腹面平滑微凸，无眼侧侧突大于

有眼侧的（见图８－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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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６　星斑川鲽肝脏的位置

ａ．左眼型星斑川鲽肝脏均在有眼侧，ｂ．右眼型星斑川鲽肝脏在无眼侧，ｃ．右眼型星斑川鲽肝脏在有眼侧

图７　星斑川鲽的性腺

　　眼区骨骼包括额骨、翼蝶骨、副蝶骨、围眼眶骨

４种骨块。

星斑川鲽两额骨背面极不光滑，由于眼睛的偏

转使左右额骨形状差异较大，在无眼侧相对较宽，伸

及眼眶中部，与有眼侧额骨相接处形成较发达眶间

突，额枕骨嵴较低，在有眼侧额骨较细长，前端达眼

眶前部，在眼眶中部处极度弯曲（见图１０）。翼蝶骨

左右相接，腹面与副蝶骨相接，无眼侧大于有眼侧，

达眼窝后缘。副蝶骨是脑颅中最长的骨片，前端与

犁骨相接，腹缘部呈突嵴状，后段较平，达基枕骨基

后端附近，腹面平滑微凸，在无眼侧薄片状突起比有

眼侧发达（见图１１）。在有眼侧有较大三角形眶前

骨（又名泪骨），无眶下骨（见图８）。

耳区位于眼区之后，骨片较多，形状也较复杂，

主要包括顶骨、蝶耳骨、翼耳骨、上耳骨、前耳骨、后

耳骨、鳞片骨６种骨块。

星斑川鲽两侧顶骨被上枕骨分开，有顶骨嵴，有

眼侧顶骨嵴比无眼侧发达（见图１０）。蝶耳骨位高，

前端接额骨，不达眼窝，骨突不明显（见图１１）。翼

耳骨背面不光滑，较宽，位高，不连额骨，是耳区最长

的骨块（见图８）；上耳骨位于脑颅最后端，具钝短

嵴，呈斗笠状（见图１０）。前耳骨较发达，背面覆有

较大的耳石；后耳骨较小，不足以将前耳骨和侧枕骨

分开（见图１１）。鳞片骨１对，位于上耳骨和翼耳骨

之间。

在星斑川鲽鱼的颅骨听囊的内耳腔有１对较

薄的耳石（即“矢耳石”），其形态似长圆形的轮虫

兜甲（ｌｏｒｉｃａ），在耳石的背缘有钝齿状的凹纹，两耳

石左右对称，前部略钝尖，后部平直，有５～６个乳

状突；外侧呈弧形，腹缘相对平直（见图１２）。对于

２龄全长３１ｃｍ 的个体，其耳石大小为全长 的

２．０６４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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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８　星斑川鲽有眼侧头骨

Ｎ．鼻骨，ＭＥ．中筛骨，ＬＥ．侧筛骨，Ｆ．额骨，ＳＰ．蝶耳骨，ＰＴＥ．

翼耳骨，ＥＰＩ． 上耳骨，ＥＸＯ． 侧枕骨，ＢＯ． 基枕骨，ＰＡＳ． 副蝶

骨，ＡＬＩ．翼蝶骨，ＯＰＯ．后耳骨，Ｐ．顶骨，ＰＡＬ．腭骨，ＰＲＭ．前

颌骨，ＭＡ．上颌骨，ＡＯ．眶前骨，ＰＲＴ．前翼，ＭＥＳＴ．中翼骨，

ＭＥＴ．后翼骨，ＨＭ．舌颌骨，ＳＹＭ．续骨，Ｑ．方骨，ＡＮ．隅骨，

ＡＲ．关节骨，Ｄ．齿骨，ＰＯ．前鳃盖骨，ＯＰ．主鳃盖骨，ＩＯＰ．间鳃

盖骨，ＳＯＰ．下鳃盖骨

图９　星斑川鲽无眼侧头骨

ＳＯ．上枕骨

图１０　星斑川鲽脑颅骨背视图

ＯＲＰ．眶间突

图１１　星斑川鲽脑颅骨腹视图

Ｖ．犁骨，ＰＲＯ．前耳骨

　　枕区位于脑箱的最后部，包括上枕骨、侧枕骨和

基枕骨３种骨块（图１０）。

在星斑川鲽上枕骨上有上枕骨嵴连无眼侧额骨

嵴，上枕骨连侧枕骨，侧枕骨上端膨大呈扇形。基枕

骨前端宽，两侧耳泡微突，后段窄，侧无长突起，后端

呈圆盘状。

３５４　咽颅

咽颅骨骼相当复杂，骨块分化较多，分为４个区

进行描述。

颌弓区位于咽颅的最前端，是组成口缘和支

撑口咽腔前部的骨骼。由前颌骨、上颌骨、齿骨、

关节骨、隅骨、腭骨、前翼骨、中翼骨、后翼骨、方骨

组成。

在星斑川鲽颌弓区骨骼表面光滑无明显的

嵴，星斑川鲽前颌齿具两行细密的锥状齿，腭骨无

齿。前翼骨呈弧形，中翼骨和后翼骨呈透明薄片

状。方骨较厚，形成关节面与关节骨的相关节（图

８）。

舌弓区由基舌骨、下舌骨、尾舌骨、角舌骨、上舌

骨、间舌骨、续骨和舌颌骨组成。

基舌骨位于舌弓区最前端，下舌骨２对，形状不

规则。尾舌骨呈弓形，与肩带匙骨相接。角舌骨近

长方形。上舌骨呈三角形，后端形成关节窝与间舌

骨相关节。间舌骨呈两端粗中间细的棒状结构，与

舌颌骨相接。续骨条状，一端接舌颌骨，一端插入方

骨。舌颌骨较大而宽短（图８）。

鳃弓区由基鳃骨、下鳃骨、角鳃骨、上鳃骨、咽鳃

骨和下咽骨组成。

星斑川鲽基鳃骨位于鳃弓区的腹面中央，由前

向后排成１列，共３块。下鳃骨为３对梯形骨，由前

向后依次变短。角鳃骨为４对长条弧形骨；上鳃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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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４对长条形骨；咽鳃骨３对，具上咽齿；下咽骨１

对，具下咽齿；上咽齿和下咽骨形状与颌齿相似；星

斑川鲽的左右下咽骨前部３５％～５０％左右愈合在

一起，后端叉状呈“Ｙ”型（图１３），而石鲽左右下咽骨

愈合成三角形。下咽骨与下咽齿是鲽鱼分类的重要

特征之一。

图１２　星斑川鲽的耳石

图１３　星斑川鲽的下咽骨

　　鳃盖骨系由主鳃盖骨、间鳃盖骨、下鳃盖骨、前

鳃盖骨、鳃条骨组成（见图８）。

主鳃盖骨、间鳃盖骨和下鳃盖骨都呈透明薄片

状，表面光滑无嵴。前鳃盖骨为弧形，星斑川鲽前鳃

盖骨表面比较粗糙，较宽。鳃条骨均７对，为长条

形骨。

３５５　脊椎骨

星斑川鲽的脊椎骨系统如图１４所示，椎骨为双

凹椎体，有３４～３７节；从第５腹椎开始有肾脉突，无

肾脉弓，第１脉弓和第１脉棘位于同一脊椎骨上，第

１脉棘与第２脉棘毗临。腹椎骨１２～１３节，尾椎骨

２２～２４节。

４　讨论

４１　星斑川鲽与其他鲽鱼形态的比较

几种鲽鱼主要形态可数性状的比较见表３。川

鲽属的背鳍和臀鳍平均鳍条数比其他鲽少，星斑川

鲽与欧川鲽奇鳍基部都有１行骨质突起，欧川鲽背

鳍和臀鳍２鳍鳍条全部不分支，而我们的星斑川鲽

样本背鳍和臀鳍部分鳍条有分支，与韩国的川鲽不

同［９］。星斑川鲽与石鲽为“Ｉ”型胃，而圆斑星鲽为

“Ｙ”型胃，条斑星鲽和半滑舌鳎为“Ｕ”型胃，黄盖鲽

是“Ｖ”型胃
［１０－１１］。

对自然生长星斑川鲽的体重与全长、体长间关

系回归结果见表４。从回归结果看，星斑川鲽在工

厂化养殖条件下仍基本保持体长、体重均匀生长，属

等速生长型，其幂函数指数犫值接近３。在自然界

星斑川鲽雌雄生长是有差异的［２，９］，雌鱼比雄鱼长

得大，本文未对雌雄鱼生长分别进行分析，有待今后

探讨。

图１４　星斑川鲽的脊椎骨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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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３　几种鲽鱼主要形态可数性状的比较

品种 背鳍 臀鳍 胸鳍 腹鳍 尾鳍 侧线鳞 鳃耙 幽门盲囊 脊椎骨 资料来源

星斑川鲽
５２～６５

５３～６３

３８～４７

３５～４２

６

８～１１

１０～１２

６～７

１６～１８

１３～１７

６３～７５

３２～６９

１０～１２

９～１２

２～４

１～２

３４～３７

３０～３５

本研究

文献［８］

欧川鲽 ５２～６７ ３６～４６ ９～１１ — — ８０ ７～１３ — ４０ 文献［１２］

石鲽 ６８～７２ ５１～５２ １１ ６ ３８ 无 — ２ ３５～４４ 文献［１０］

圆斑星鲽 ８０～８９ ６０～６５ １１ ６ １７～２０ ９４ ７ ４ ４０～６２ 文献［１０］

条斑星鲽 ７５～８０ ５３～５６ １２ ６ １９ ８８～８９ — ４ — 文献［１１］

黄盖鲽 ６９～７２ ５０～５３ １１ ６ — — — ９ — 文献［１０］

注：—表示未有结果。

表４　星斑川鲽全长（犮犿）、体长（犮犿）与体重（犵）的关系

全长、体长与体重

之间的关系
资料来源 备注

犿＝０．０１０７犾ｂ３．２６８ 文献［１３］ 狀＝２５，犾ｂ＝８．２～３７．８ｃｍ

犿＝０．００８２犾ｂ３．１３±０．０４ 文献［１４］ 狀＝７２，犾ｂ＝２．２～１５．３ｃｍ

犿♂＝０．０２９５犾ｂ２．９６

犿♀＝０．０３２８犾ｂ２．９５

犿＝０．０１４７犾ｔ２．９７３

文献［２］ 狀＝５９－８０，犾ｔ＝１０～５２ｃｍ

犿＝０．０１５３犾ｔ２．９９９３

犿＝０．００３５９犾ｔ３．３４３３

文献［１５］ 狀＝２９７，犾ｔ＝２２～５１ｃｍ

狀＝２６３，犾ｔ２７～６４ｃｍ

犿＝０．０３１犾ｂ２．９５ 文献［１６］ —

犿＝０．０１６８犾ｂ３．１９９ 文献［８］ 狀＝１２０，犾ｔ＝１１～４３ｃｍ

犿＝０．０３３９犾ｂ３．０６０６

犿＝０．００７７犾ｔ３．２６５

本研究 狀＝１２５，犾ｔ＝３．２～４０ｃｍ

４２　地理种群的差异

仅就本研究的标本分析，以全长与体长、体长与

体高、尾柄长与尾柄高等的比值（见表１）可以发现：

该鱼体较韩国品种体宽且肉厚，尾柄短，侧线鳞和幽

门盲囊的数目多［９］。由于星斑川鲽在世界各海域的

分布和栖息环境的不同，故在形态上表现出明显的

地理差异（见表１，３）；雌雄个体间外部形态差异不

甚明显，自然界中的星斑川鲽无眼侧呈白色，养殖鱼

其无眼侧的背、臀鳍的边缘、尾鳍内侧缘有部分黑化

现象或呈现双色。

４３　头颅骨骼形态特征

星斑川鲽具有鲽形目的共同特征［１７－２０］：眼睛的

偏移使头骨左右不对称性，尤其是筛骨区和眼区骨

骼向有眼侧偏移；尾舌骨呈弯弓形。无伪头中骨、眶

蝶骨、基蝶骨、腭骨齿；翼蝶骨无眼侧大于有眼侧；副

蝶骨延及基枕骨腹侧后端，顶骨位于上枕骨两侧等。

上枕骨和额骨相接，由前颌骨构成的口缘、上颌骨不

参与口裂构成，而位于前颌骨的背面且无齿是高等

性状。

星斑川鲽头颅骨骼与其他鲽鱼主要区别在

于骨块的形状、大小、嵴的发达程度、颌齿的排列

以及骨骼的位置［１７－２０］。星斑川鲽中筛骨不连眶

间骨突，而高眼鲽、圆斑星鲽、石鲽及角木叶鲽的

中筛骨达眼窝且连眶间骨突［２０］；星斑川鲽副蝶骨

腹面圆突，与石鲽相似，而其他鲽副蝶骨腹面微

凹；星斑川鲽梨骨腹面微凹，而其他鲽梨骨腹面

微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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