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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按照 GB/T１１—２０２０«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１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

起草.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专利的责任.
本文件由农业农村部渔业渔政管理局提出.
本文件由全国水产标准化技术委员会渔业资源分技术委员会(SAC/TC１５６/SC１０)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中国科学院水生生物研究所、国家淡水渔业工程技术研究中心(武汉)有限公司、水

利部中国科学院水工程生态研究所.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叶少文、张堂林、刘家寿、李为、李钟杰、王齐东、郭传波、廖传松、苑晶、王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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淡水渔业资源调查规范　湖泊

１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湖泊淡水渔业资源调查方案设计、渔业资源调查、渔业资源评估和调查报告编写的技术

要求,描述了相应的证实方法.
本文件适用于湖泊淡水渔业资源的调查与评估.

２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

文件.

GB/T５１４７　渔具分类、命名及代号

GB/T６９６４　渔网网目尺寸测量方法

GB/T８５８８　渔业资源基本术语

GB/T１８６５４４　养殖鱼类种质检验　第４部分:年龄与生长的测定

GB/T１８６５４５　养殖鱼类种质检验　第５部分:食性分析

GB/T１８６５４６　养殖鱼类种质检验　第６部分:繁殖性能的测定

SC/T９１０２３　渔业生态环境监测规范　第３部分:淡水

SC/T９４０３—２０１２　海洋渔业资源调查规范

SC/T９４２９—２０１９　淡水渔业资源调查规范　河流

３　术语和定义

GB/T８５８８界定的以及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３１
渔业资源　fisheryresources
天然水域中具有渔业开发利用价值的生物资源.
[来源:GB/T８５８８—２００１,３３９]

３２
湖泊渔业资源调查　lakefisheryresourcessurvey
获取湖泊渔业资源的组成、分布、生物学特征、种群动态和资源量等要素资料和样品,并进行样品处理

和数据分析的过程.

３３
目标强度　targetstrength,TS
用于定量描述探测目标对声波的反射能力的一个物理量.
注:单位为分贝(dB).

３４
资源量评估　stockassessment
根据渔业资源调查资料,使用适当的方法或模型确定特定时间内栖息于某一水域的渔业生物种群的

重量或数量.

３５
单位捕捞努力量渔获量　catchperuniteffort,CPUE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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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规定的时期内,一个单位捕捞努力量渔获的平均重量或数量.
[来源:GB/T８５８８—２００１,３３２３５]

４　调查方案设计

４１　设计原则

根据调查任务和目的编制调查方案,包括调查内容、方式、时间、地点、人员组织、设备器材和预期成

果等.

４２　调查内容与方式

通过渔业监测、网具采样、声学调查和饵料生物调查等方式,开展湖泊渔业资源调查,主要内容包括:

a)　鱼类、虾类、蟹类和贝类等渔业生物种类组成、数量和生物量分布;

b) 渔业生物的群落结构和多样性特征;

c) 主要渔业生物种类的种群结构、生长、食性和繁殖等特征;

d) 主要渔业生物种类的资源量;

e) 浮游植物、浮游动物、底栖动物等饵料生物资源状况.

４３　调查时间与频次

湖泊渔业资源调查时间与频次设置应根据调查目的按以下方式进行:

a)　对于一般性资源评估,项目期间至少进行１次调查,宜在春季;

b) 对于季节性资源动态分析,项目期间调查应不少于２次,宜在春季和秋季;

c) 对于周年性资源动态分析,项目期间调查应按春、夏、秋、冬４季进行;

d) 湖泊季节性冰封的情况下,根据调查目的和渔业生物生活史周期确定调查频次;

e) 在禁渔期开展渔具采样调查应经渔业主管部门批准.

４４　调查站点与样点

调查站点与样点设置应综合考虑湖泊生态特性,覆盖湖泊渔业资源:

a)　渔业监测选择在渔船停靠集中的码头和渔获物集散地,保持历史站点数据的连续性;

b) 网具采样涵盖湖泊的主要生境类型,根据湖泊面积和形态划分不同的采样区,并在各区内按水

深、底质、水生植被等生境条件设置代表性采样点;

c) 声学调查的走航路线选择“Z”字形或平行断面形;

d) 饵料生物调查应涵盖湖泊的主要生境类型、关键生态区和人类活动密集区等区域.

４５　调查设备与器材

４５１　采样工具

使用禁用网具采样应向行业主管部门预先申请许可,根据调查对象可选用的常规采样工具如下:

a)　鱼类的主要采样工具包括刺网、地笼、网簖、围网、拖网和钓具等;

b) 虾类的主要采样工具包括虾笼、抄网和拖网等;

c) 蟹类的主要采样工具包括蟹笼和蟹簖等;

d) 龟类和鳖类的主要采样工具包括网簖和钓具等;

e) 双壳类和腹足类的主要采样工具包括耙具等.

４５２　器具

标本箱、解剖器具、解剖盘、电子天平、卷尺、量鱼板、放大镜、鳞片袋、纱布、广口瓶、标签、记号笔、记录

本等.

４５３　试剂

体积分数５％~１０％甲醛溶液、体积分数７０％~７５％乙醇溶液等固定液.

４６　渔获样品的处理和分析

渔获样品的处理和分析按以下步骤操作:

a)　渔获样品的收集:采集的渔获物应分别收集,并放入标记采集时间、地点和渔具类型的标签;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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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样品保存:不具备现场分析条件的情况下,应及时冷冻保存;特殊样品宜用纱布包裹,放入标记采

样信息的标签,置于盛有浓度５％~１０％的甲醛溶液或７０％~７５％的乙醇溶液的容器内保存,并
向较大的个体体腔内注入固定液,以体腔鼓胀为宜;容器中固定液的体积应为样品体积的１０倍

以上,应在２d~３d后更换一次固定液;

c) 样品分类和测量:每网次渔获物均应鉴定至种或其他最低分类阶元,按种或其他最低分类阶元计

数和称重,按照附录 A的规定对渔业生物个体测量长度和体重,记录表见附录B中表B１~表

B６;

d) 生物学分析样品的收集:进行生物学特征分析的物种,每个物种随机取样５０尾(个)以上,不足

５０尾(个)的全部取样;样品应涵盖主要长度组,放入标记采集时间、地点和渔具类型的标签;现
场进行样品测量和处理,或者冷冻保存后带回实验室进行测量和处理.

５　渔业资源调查

５１　渔获物调查

５１１　渔业监测调查

５１１１　捕捞作业状况

通过对目标水域进行调查和调访,掌握捕捞作业状况:

a)　记录渔具类型、数量、网目尺寸、全年作业天数,以及捕捞渔业人口、渔船功率和数量、往年捕捞产

量和增殖放流等信息;

b) 按照 GB/T５１４７规定的方法确定渔具的类型;

c) 按照 GB/T６９６４规定的方法测量渔具的网目尺寸.

５１１２　抽样方式

渔获物调查的抽样方式如下:

a)　当渔获物被分为若干单元(如不同渔具或分批起网的渔获物),而这些单元的渔业生物组成或个

体大小有明显的差别时,应以单元为层次进行分层随机抽样;

b) 对于集中捕捞的调查站点,如果一次起网的渔获物较多,而且过秤前或过秤后分装在某一种容器

(如塑料筐)内,可采用拈阉法或借助于随机数表抽样.

５１１３　现场调查

按照４３和４４的规定,确定捕捞渔获物的调查时间和站点,开展现场调查和数据采集:

a)　记录调查站点位置、经纬度、调查日期、天气、渔船、渔具等信息,对渔具的分类应符合GB/T５１４７
的规定,对网目尺寸的测量应符合 GB/T６９６４的规定.

b) 当渔获量少,条件允许时宜将所有渔获物取作样品;当渔获量多,无法全部取样时,按５１１２所

述方式对渔获物抽样.

c) 按４６所述步骤对捕捞渔获样品进行处理和分析,计算并记录各种类的数量百分比、重量百分

比、长度范围和体重范围.

５１２　网具采样调查

５１２１　采样工具选用

根据调查目的和湖泊生境特征,选用４５１所述的采样工具.为确保采样渔获的完整性和可比性,宜
使用多种类型和规格的采样工具,并保持不同采样点之间所用网具类型和规格的一致性.

５１２２　现场采样

按照４３和４４的规定,确定网具采样的时间和采样点,开展现场采样和数据采集:

a)　在所选的采样点开展采样,一般于第一天的下午或傍晚布设采样网具,第二天早晨或上午将采样

网具收起并采集渔获样品;每个采样点设宜布３套以上采样网具;

b) 记录采样点位置、经纬度、环境因子、网具和数量、采样时长等信息;

c) 按４６所述步骤对采样渔获样品进行处理和分析,计算并记录各种类的数量百分比、重量百分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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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长度范围和体重范围.

５２　渔业声学调查

５２１　调查航线

根据湖泊形态对调查水域进行分区,按４４所述方法为各分区设计调查航线,有效航程应不小于调查

水域面积平方根的６倍.

５２２　工作要求

使用回声探鱼仪和配套的导航定位仪开展走航式探测调查,设置换能器在调查船上的安装方式:

a)　垂直安装:对于水深超过５m 的水域,将回声探鱼仪的换能器垂直固定在距船首１/３船体长度的

调查船船舷处,换能器入水深度至少０５m 且应超过船底;

b) 水平安装:对于水深不超过５m 的水域,将换能器水平置于目的水深,保证较大的探测水深范

围,发射波束方向与水面平行.

５２３　现场调查

在调查开始前,按照SC/T９４２９—２０１９中５２３的规定对回声探鱼仪进行校准.在调查过程中,按
照SC/T９４２９—２０１９中５２４的规定,通过回声探鱼仪采集声学数据.调查船的航速以５km/h~
１０km/h为宜.

５３　饵料生物调查

根据调查任务需要,按照SC/T９１０２３规定的方法,开展目标水域内浮游植物、浮游动物和底栖动物

等饵料生物调查.

６　渔业资源评估

６１　渔获物数据分析

６１１　优势种组成

６１１１　相对重要性指数

按公式(１)计算渔业生物群落中各种类的相对重要性指数.

IRI＝F×(N＋W) (１)
式中:

IRI———某种类的相对重要性指数;

F ———该种类的出现次数占总调查次数比的数值,单位为百分号(％);

N ———该种类的数量占总数量比的数值,单位为百分号(％);

W ———该种类的重量占总重量比的数值,单位为百分号(％).

６１１２　优势种确定

对所有种类的值排序,根据值确定渔业生物群落的优势种组成.

６１２　群落多样性指数

按公式(２)~公式(４)计算渔业生物群落的多样性指数,主要包括 Margalef种类丰富度指数、ShannonＧ
Wiener多样性指数、Pielou种类均匀度指数.

D＝(S－１)/ln(N) (２)
式中:

D ———Margalef种类丰富度指数;

S ———种类数;

N ———群落总个体数.

H′＝－∑
S

i＝１
[Pi×ln(Pi)] (３)

式中:

H′———ShannonＧWiener多样性指数;

S ———种类数;
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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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i ———第i种的个体数占群落总个体数的比例.

J′＝H′/ln(S) (４)
式中:

J′ ———Pielou种类均匀度指数;

H′———ShannonＧWiener多样性指数;

S ———种类数.

６２　生物学特征分析

６２１　年龄与生长特征

按４６所述方法收集样品,采集和处理年龄分析材料:

a)　鱼类年龄鉴定所用的材料包括鳞片、耳石、鳍条、脊椎骨、鳃盖骨、匙骨等,有鳞鱼类的年龄材料一

般以鳞片为主,无鳞或鳞片细小的鱼类则采用特定骨质材料.

b) 鳞片一般取自样品鱼的背鳍下方、侧线上方的体侧部位,取５枚~１０枚;不可用再生鳞作为年龄

鉴定材料;将鳞片置于鳞片袋内,并在鳞片袋上记录被取鳞鱼的体长、体重、性别,以及日期和地

点.

c) 取下的骨质材料用纸或纱布包裹,置于小型样品袋内,并在样品袋上记录体长、体重、性别以及日

期和地点.

d) 按 GB/T１８６５４４规定的方法,对鱼类年龄进行测定,计算肥满度、体长与体重关系、生长方程等

生长参数.

６２２　食性特征

按４６所述方法收集样品,采集和处理食性分析材料:

a)　将样品鱼测长和称重后,剖开腹部,取出完整的胃肠消化道;

b) 目测胃肠的食物充塞状况,按附录C中C１的规定将消化道充塞度划分为６个等级;

c) 将取出的胃肠消化道拉直,测量和记录长度;

d) 将胃肠消化道的两端用线扎紧,系上编号标签,再用纱布包好放入标本瓶中,加入浓度５％~
１０％的甲醛溶液固定;

e) 按 GB/T１８６５４５规定的方法检测胃肠消化道内含物,定性和定量地分析所摄食物的组成;

f) 对虾类和蟹类的食性分析按SC/T９４０３—２０１２中５２５３的规定执行.

６２３　繁殖生物学特征

按４６所述方法收集样品,采集和处理繁殖生物学分析材料:

a)　将样品鱼测长和称重后,剖开腹部,按性腺鉴别雌性、雄性,不能分辨的记为雌雄不明.

b) 按C２的规定采用目测法确定性腺成熟度,根据性腺不同发育阶段的外观形态特征,将性腺成

熟度划分为６期.

c) 将完整的性腺取出、称重,收集Ⅳ期和Ⅴ期卵巢样品,根据卵巢大小,取双侧或单侧卵巢作为样

品;若卵巢过大,可在其上取若干小部分混合作为一个样品,使用精度为００１g或０００１g的电

子天平称量样品的总重.

d) 将卵巢样品放入装有浓度５％~１０％甲醛溶液的样品管中保存,按种名、编号、采样时间和地点

做好标记,供计数怀卵量;

e) 按 GB/T１８６５４６规定的方法,测定卵巢样品的怀卵量,计算绝对繁殖力和相对繁殖力;

f) 对虾类和蟹类的繁殖生物学分析按SC/T９４０３—２０１２中５２５３的规定执行.

６３　渔业资源量评估

６３１　CPUE法估算

６３１１　估算原则

对CPUE和累计渔获量之间的关系进行线性回归分析,通过回归得到的参数估算特定渔业种类的种

群数量和生物量.
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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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３１２　CPUE计算

统计特定期间(t)的渔获量和捕捞努力量,按公式(５)计算该期间的单位捕捞努力量渔获量(CPUE).

CPUEt＝Ct/ft (５)
式中:

CPUEt ———t期间的单位捕捞努力量渔获量的数值,单位为千克每捕捞努力单元(kg/effortunit);

Ct ———t期间的渔获量的数值,单位为千克(kg);

ft ———t期间的捕捞努力量的数值,单位为捕捞努力单元(effortunit);应根据实际情况,由捕

捞渔具的类型、数量和捕捞时间来具体定义捕捞努力单元.

６３１３　回归方程分析

以单位捕捞努力量渔获量(CPUEt)为应变量,以累计渔获量(Kt)为自变量,对二者关系按公式(６)进
行线性回归分析,得到回归方程的截距a 和斜率b,其中a 等于qB０,b等于－q.

CPUEt＝qB０－qKt (６)
式中:

Kt ———累计渔获量的数值,单位为千克(kg);

B０———原始种群生物量的数值,单位为千克(kg);

q ———捕捞能率的数值,单位为每捕捞努力单元(/effortunit).

６３１４　种群生物量和数量

原始种群生物量(B０)和数量(N０)分别按公式(７)和公式(８)计算.

B０＝a/(－b) (７)
式中:

B０———原始种群生物量的数值,单位为千克(kg);

a ———６１２a)得到的线性回归方程的截距;

b ———６１２a)得到的线性回归方程的斜率.

N０＝
B０

W×１０００
(８)

式中:

N０———原始种群数量的数值,单位为尾或个(ind);

B０ ———原始种群生物量的数值,单位为千克(kg);
W ———个体平均重量的数值,单位为克每尾或克每个(g/ind).

６３２　样方法估算

通过围网或围隔在湖泊不同生境中设置一定面积(如１００m２)的样方,通过采样确定样方中渔业生物

的数量和重量,再分别按公式(９)和公式(１０)计算种群密度(D)和生物量(B).

D＝∑(Di×Ai) (９)

式中:

D ———特定种类的种群密度的数值,单位为尾每平方米(ind/m２);
Di ———该种类在生境类型i中的平均密度的数值,单位为尾每平方米(ind/m２);

Ai ———生境类型i占湖泊面积的权重.

B＝D×W (１０)
式中:

B———该种类的种群生物量的数值,单位为克每平方米(g/m２).

６３３　声学法估算

６３３１　声学数据分析

按５３所述的方法开展声学探测调查,通过声学处理软件和地理信息系统软件对采集的声学数据进

行分析:
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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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按调查区域大小和探测航线长度设置水平积分单元距离,按水深对水体进行分层;

b) 根据回声映像中信号目标强度的分布,确定不同水层的鱼体目标强度值,使用回波计数法或回波

积分法计算各航程单元的鱼类密度,将鱼类目标强度值转化为全长分布数据;

c) 分析鱼类密度和个体大小组成沿水深梯度的分布状况,以及在水平方向上的变化,即在不同生境

条件下的分布状况;

d) 将各航程单元的经纬度和鱼类密度数据导入地理信息系统软件中,绘制不同调查时间湖泊不同

区域的鱼类数量分布图.

６３３２　渔业总资源量估算

以断面观测值代表断面两侧各半个断面间水域内的平均值.各断面所代表水域资源量之和为调查范

围内的鱼类总资源量.给定断面所代表水域内鱼类的总数量和生物量分别按公式(１１)和公式(１２)计算.

N̂＝SA
———

×d×s/σ－ (１１)
式中:

N̂ ———鱼类的总尾数的数值,单位为尾(ind);

SA
——— ———断面内鱼类的平均积分值的数值,单位为平方米每平方千米(m２/km２);

σ－ ———断面内鱼类的平均声学后向散射截面的数值,单位为平方米(m２/ind);

d ———断面长度的数值,单位为千米(km);

s ———断面间距的数值,单位为千米(km).

B̂＝N̂×
W

１０００
(１２)

式中:

B̂———鱼类的总生物量,单位为千克(kg).

６３３３　分种类资源量估算

根据获得的总资源量,结合渔获物中各种类所占百分比,推算各种类的资源量.

７　调查报告编写

湖泊渔业资源调查报告内容宜涵盖以下方面:

a)　前言:调查目的、湖泊概况、调查人员组成、任务完成概况等;

b) 调查方法:调查时间、调查站点和采样点分布、仪器设备、现场调查和采样方法、样品采集和处理

方法、数据分析方法等;

c) 调查结果:渔业资源组成、分布、种群结构、群落多样性、生物学特征、资源量等;

d) 主要结论:概述调查水域渔业资源状况,分析影响渔业资源的相关因素等;

e) 存在的问题和建议:总结调查发现的问题并提出相关建议;

f) 附件:调查相关的照片、附图和附表等.

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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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A
(规范性)

渔业生物个体长度和重量指标测量方法

　

A１　测量工具

长度以cm 或 mm 为单位,宜使用量鱼板或游标卡尺来测量.重量以g为单位,宜使用精度为１g或

０１g的电子天平来称量.在称重过程中,样品应保持标准湿度,以免因失重而造成误差.经低温保存的

样品重量测定值,须按样品保存期间的失重率予以校正.

A２　鱼类

鱼类的长度和重量指标主要包括:

a)　体长:鱼体吻端至最后一枚脊椎骨末端(与头尾轴平行)的直线距离,又称标准长.

b) 全长:鱼体吻端至尾鳍末端(与头尾轴平行)的直线距离.对于尾鳍分叉的鱼类,在测量其全长

时,可将尾鳍的两叶握紧,按其中较长的一叶来测量,或者把尾鳍摆成自然状态进行测量.为了

减少测量误差,测量过程中应注意操作上的一致性.

c) 体重:鱼体总重量.

d) 纯体重:除去内脏的鱼体重量.

A３　虾类

虾类的长度和重量指标主要包括:

a)　体长:眼窝后缘至尾节末端的距离;

b) 头胸甲长:眼窝后缘至头胸甲后缘的距离;

cl) 体重:虾体总重量.

A４　蟹类

蟹类的长度和重量指标主要包括:

a)　头胸甲宽:头胸甲两侧刺之间的距离;

b) 头胸甲长:从头胸甲的中央刺前端至头胸甲后缘的垂直距离;

c) 体重:蟹体总重量.

A５　龟类

龟类的长度和重量指标主要包括:

a)　背甲长:背甲(沿龟体中轴线)前缘至背甲后缘的最大垂直距离;

b) 背甲宽:与龟体中轴线垂直的背甲左右外缘之间最大的垂直距离;

c) 体重:龟体总重量.

A６　鳖类

鳖类的长度和重量指标主要包括:

a)　背甲长:背甲(中线)前缘至背甲后缘的直线距离;

b) 背甲宽:背甲中部左右两侧韧带之间的直线距离;
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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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体重:鳖体总重量.

A７　双壳类

双壳类的长度和重量指标主要包括:

a)　壳高:壳顶至腹缘的最大距离;

b) 壳长:前后两端之间的距离,壳顶尖端所向的一端通常为前端,反向之端为后端;

c) 壳宽:左右两壳间的最大距离;

d) 体重:外壳及内部结构的总重.

A８　腹足类

腹足类的长度和重量指标主要包括:

a)　壳高:壳口底部到壳顶的距离;

b) 壳宽:壳口左右两侧的最大距离;

c) 体重:贝壳和身体的总重.

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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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B
(资料性)

湖泊渔业生物基本指标测量记录表格式

　
表B１~表B６给出了湖泊渔业生物基本指标测量记录表格式.

表B１　鱼类基本指标测量记录表

湖泊名称: 　调查地点: 　调查日期: 　渔具类型: 　第 页　共 页

种名 序号
体长

cm

全长

cm

体重

g
性别 年龄 备注



　　记录日期: 记录人: 校对人:

表B２　虾类基本指标测量记录表

湖泊名称: 　调查地点: 　调查日期: 　渔具类型: 　第 页　共 页

种名 序号
体长

cm

头胸甲长

cm

体重

g
性别 备注



　　记录日期: 记录人: 校对人:

表B３　蟹类基本指标测量记录表

湖泊名称: 　调查地点: 　调查日期: 　渔具类型: 　第 页　共 页

种名 序号
头胸甲宽

cm

头胸甲长

cm

体重

g
性别 备注



　　记录日期: 记录人: 校对人:

表B４　龟鳖类基本指标测量记录表

湖泊名称: 　调查地点: 　调查日期: 　渔具类型: 　第 页　共 页

种名 序号
背甲长

cm

背甲宽

cm

体重

g
性别 备注



　　记录日期: 记录人: 校对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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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B５　双壳类基本指标测量记录表

湖泊名称: 　调查地点: 　调查日期: 　渔具类型: 　第 页　共 页

种名 序号
壳高

cm

壳长

cm

壳宽

cm

体重

g
性别 备注



　　记录日期: 记录人: 校对人:

表B６　腹足类基本指标测量记录表

湖泊名称: 　调查地点: 　调查日期: 　渔具类型: 　第 页　共 页

种名 序号
壳高

cm

壳宽

cm

体重

g
性别 备注



　　记录日期: 记录人: 校对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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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C
(规范性)

鱼类消化道充塞度和性腺成熟度划分方法

　

C１　消化道充塞度等级

表示鱼体消化道内食物多少,共分６级:

a)　０级:消化道中没有食物或有极少量食物;

b) １级:部分消化道中有少量食物或食物占消化道的１/４;

c) ２级:全部消化道中有少量食物或食物占消化道的２/４;

d) ３级:食物较多或食物占消化道的３/４;

e) ４级:食物多,整个消化道充满食物;

f) ５级:食物极多,消化道具膨胀感.

C２　性腺成熟度分期

依据鱼类性腺的体积、色泽、性细胞成熟与否等特征,对性腺发育成熟度进行分期.

C２１　卵巢成熟度分期

鱼类卵巢成熟度分６期,遵循以下规定:

a)　I期卵巢:性腺紧贴在鳔下两侧的体腔膜上,呈透明细线状,肉眼不能分辨雌雄,看不到卵粒,表
面无血管或甚细弱.这是鱼类第一次性成熟过程中才有的阶段.

b) II期卵巢:扁带状,有不少毛细血管分布于组织中,卵母细胞处于小生长期,不含卵黄,卵粒相互

紧依,肉眼不易看清卵粒,但可区分性别.若是经过成熟之后退化到II期的卵巢,其上血管较

发达.

c) III期卵巢:体积增大,肉眼可见卵粒,但卵粒不能从卵巢隔膜上分离下来.卵母细胞开始沉积卵

黄,但卵质中未完全充塞卵黄.卵巢表面有血管,分支多.

d) IV期卵巢:体积很大,占据腹腔的大部分,卵巢多呈淡黄色或深黄色,结缔组织和血管十分发达,
卵巢膜有弹性.卵粒大而饱满,卵质充满卵黄颗粒.到IV 期末,核向动物极偏位,出现极化

现象.

e) V期卵巢:完全成熟,卵巢松软,卵排出滤泡之外,成熟卵在卵巢囊内呈流动状态,提起亲鱼时,卵
从生殖孔自动流出,或轻压腹部即有成熟卵流出.成熟卵透明,圆形.

f) VI期卵巢:刚产完卵的卵巢,它可以分为一次产卵和分批产卵两种类型.一次产卵类型的卵巢,
体积大大缩小,组织松软,表面血管充血,卵巢内剩留一些未产出的II期卵母细胞及空滤泡膜,
未产出的卵母细胞很快就退化吸收,卵巢退化到II期再重新发育.分批产卵类型的 VI期卵巢

内有不同时期的III期、IV期卵母细胞,卵巢退化到III期,再向IV期发育.

C２２　精巢成熟度分期

鱼类精巢成熟度分６期,遵循以下规定:

a)　I期精巢:呈细线状,紧贴在鳔下两侧的体腔膜上,肉眼无法区分雌雄;

b) II期精巢:细带状,半透明或不透明,表面血管不显著;

c) III期精巢:圆杆状,质较硬,表面多毛细血管,呈现淡红色,挤压腹部或剪开精巢都没有精液

流出;

d) IV期精巢:呈乳白色,表面有血管分布,早期阶段挤压腹部无精液流出,晚则能挤出白色精液;

e) V期精巢:各精细管中充满精子,提起头部或轻压腹部时,大量较稠的乳白色精液就从泄殖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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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出;

f) VI期精巢:排精以后的精巢体积大大缩小,呈细带状,淡红或粉红色,精巢一般退回到III期,然
后再向前发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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