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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持人语：“七大水系” “五大淡水湖泊”、青藏高原河流与湖泊等水体孕育了丰富的渔业资源，规

模化的池塘养殖大幅度提高了水产品产量，这为我国国民提供了丰富而健康的水产动物蛋白。

然而，由于过度捕捞、环境污染、水利工程建设、城市化、粗放式养殖等人类活动的影响，水生生

物的栖息地与水生生态环境遭到破坏，大水面渔业资源衰退，池塘养殖面临环境保护和健康养

殖等挑战。习近平总书记提出“长江大保护”“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等生态文明建设理念和

“大食物观”，倡导向江河湖海要热量、要蛋白，这不仅要求我们渔业科技工作者服务新的产业需

求，同时要迎接生态环境保护的挑战。鉴于此，本期专栏以“渔业资源与生态环境保护”为题，面

向我国渔业资源与生态环境领域的科技工作者征稿，共采纳研究论文 8篇，内容涵盖大水面生态

渔业、长江“十年禁渔”、池塘健康养殖模式、河湖生态环境保护等方面，以期为大水面渔业资源

与生态环境保护、池塘健康高效养殖提供理论与技术支撑，推动我国渔业资源与水生态环境保

护的发展。

珠江中下游广东鲂种群结构及生长的空间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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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鱼类种群结构和个体生长受水文、水环境和渔业捕捞等因素影响存在空间上差异，为了解珠江中下

游广东鲂（Megalobrama terminalis）在不同水域（河口、坝上和坝下）种群结构和生长现状，2020年 7-8月在珠

江中下游共采集228尾广东鲂样本，测量体长、体质量，利用鳞片测定年龄，应用 von Bertalanffy生长方程、Bever‐
ton-Holt模型和Pauly经验公式估算生长、死亡参数。比较分析结果显示，河口、坝下和坝上广东鲂优势体长分

别为 17.0~27.2、18.9~28.7 和 28.6~40.0 cm；优势体质量分别为 93.0~447.9、148.8~480.0、39.5~1 420.8 g；年
龄组成分别主要为 3+（32.14%）、2+（24.11%），3+（32.14%）、2+（24.11%）和 4+（31.58%）、5+（26.32%）。河口、

坝下和坝上广东鲂年龄生长方程分别为 L=47.2（1-e-0.177（t+0.387））、L=42.9（1-e-0.199（t+0.377））和 L=53.7（1-
e-0.155（t+0.401））。河口、坝下和坝上开发率E分别为 0.410、0.373和 0.248；临界体长Lc分别为 25.1、23.0和 28.4 cm。

以上结果表明，广东鲂体长、体质量和年龄频率分布以及生长方程均存在空间上的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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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鲂（Megalobrama terminalis）是珠江中下游

重要经济鱼类之一，具有产卵洄游习性，在郁南罗旁

和封开青皮塘分布有 2个重要的广东鲂产卵场［1］，每

年有大量广东鲂产卵群体洄游至产卵场进行产卵繁

殖［2］。20世纪 60年代，仅广东封开江段广东鲂年捕

捞量约 20 t，但至 80 年代初广东鲂年捕捞量已降至

5 t左右［3］。近年来，随着闸坝建设、航道清礁、疏浚、

水体污染、过度捕捞等人类活动影响进一步加剧，广

东鲂野生资源持续衰退［4］。目前，珠江干流已基本完

成水利梯级开发规划，平均每约 120 km 分布有 1 个

收稿日期： 2022 ‐ 06 ‐ 27
基金项目：广东省基础与应用基础研究基金区域联合基金重点项目（2019B1515120064）；珠江渔业资源调查与评估创新团队项目

（9020220020）；国家渔业资源广州观测实验站观测任务数据采集项目（2022SJ-JC1）
朱书礼， E-mail： zshuli2009@126.com
通信作者： 李捷，E-mail： lijie1561@163.com

朱书礼，李新辉，李跃飞，等 .珠江中下游广东鲂种群结构及生长的空间差异［J］.华中农业大学学报，2023，42（1）：75‐81.
DOI：10.13300/j.cnki.hnlkxb.2023.01.010



第 42 卷  华 中 农 业 大 学 学 报

梯级，最下游的长洲水利枢纽于 2007年实施截流蓄

水［5］，阻隔了广东鲂的洄游通道，尽管建设了鱼道来

缓解对鱼类洄游阻隔的影响，但对于广东鲂的洄游

并未起到作用［6］，导致长洲水利枢纽上游江段广东鲂

资源量急剧下降［7］。为了保护广东鲂资源，渔业主管

部门采取了多项资源养护措施，在封开青皮塘和郁

南罗旁江段分别建立了西江珍稀鱼类省级自然保护

区和广东鲂国家级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2011 年起

在珠江流域实施禁渔期制度，并开展增殖放流活动，

使得广东鲂资源有所恢复［8］。

目前对广东鲂生物学、种群资源利用和遗传结

构等方面已有大量研究［8-10］，但关于长洲水利枢纽建

成后广东鲂种群的年龄与生长的空间差异鲜有报

道。鱼类种群年龄结构和生长受环境条件影响，不

同环境下鱼类的生长规律可能存在差异［11］。鱼类年

龄和生长研究是渔业资源评估、管理和可持续利用

的基础［12］。2019 年 11 月位于珠江中游的桂平江段

的大藤峡水利枢纽截流蓄水，这不可避免地进一步

改变中下游河流的连通性和水文节律，进而对广东

鲂的生长造成影响。因此，笔者对珠江不同江段的

广东鲂年龄与生长特征进行比较，以期为广东鲂的

种质资源保护和管理提供更丰富的数据资料。

1　材料与方法

1.1　样本采集

长洲水利枢纽位于珠江干流梧州江段，为干流

梯级开发的最后一级水坝。2020 年 7-8 月在长洲

水利枢纽坝上的桂平（E110°5′7.63″，N23°24′2.45″）
江段、坝下的封开（E111°31′8.14″，N23°25′48.40″）、

肇庆（E112°28′17.50″，N23°3′13.31″）江段和珠江

口 的 九 江（E113° 2′34.09″，N22° 49′8.41″）、斗门

（E113°18′30.41″，N22°12′55.42″）水域采集广东鲂

样本。广东鲂样本从各采样点渔民捕捞的渔获物中

随机抽取，捕捞网具为流刺网（网长 150 m，网宽 6 m，

网目尺寸为 2 cm×4 cm×6 cm）、抛网（网高 12 m，网

目尺寸为 6 cm）和张网（长 100 m，宽 30 m，网目

尺寸为 6 cm），每个采样点每种网具均选择 1条渔船

进行捕捞，每种网具作业时间约 4 h。将采集的样本

进行记录编号，在新鲜状态下测量体长和体质量，体

长精确到1 mm，体质量精确到0.1 g。
1.2　年龄鉴定

采集样本时，在鱼体的背鳍起点下方至侧线鳞

区域取 5~8 枚鳞片，保存并做好标记，用于年龄鉴

定。将鳞片置于 4% KOH 溶液浸泡 5~10 min 后用

清水洗去表面胶质及污物，置于载玻片，使用奥林巴

斯（SZX16）体视镜进行年龄的鉴定和鳞径（R）、轮径

（r）的测量（精确到 0.01 mm）。鳞片还未形成第 1个

年轮，用 0+表示；已形成第 1个年轮，用 1+表示；依此

类推，如2+，3+，……［11］。

1.3　生长特征分析

参照文献［11］的方法，体长与体质量关系采用

幂函数方程进行拟合；体长与鳞径关系采用 Rasa 
Lee线性方程进行拟合；广东鲂的个体生长规律利用

von Bertalanffy 方程（VBGF）进行拟合，并对样本体

长进行推算。

1.4　死亡参数估算

总死亡系数（Z）根据Beverton-Holt模型，用平均

体长进行估算［13］；自然死亡系数（M）采用Pauly经验

公式计算［14］，其中水温取 2020年实测平均值，河口、

坝下和坝上水温分别为 23.89、23.89 和 23.43 ℃。捕

捞死亡系数（F）和开发率（E）根据 F=Z-M 和 E=
F/Z计算。

1.5　临界年龄和拐点年龄

临界年龄（Tc）
［15］是鱼类的一个世代群体在没有

捕捞的理想状态下生物量达到最大时的年龄，根据

公式 Tc=（k×t0-lnM+ln（3×k+M））÷k 计算；临

界体长（Lc）通过 von Bertalanffy 生长方程和 Tc值进

行计算。

生长拐点年龄（ti）
［11］是指体质量达到最大或体

质量生长加速度为 0 时对应的年龄，根据公式 ti=
lnb÷k+t0计算。

1.6　数据处理

数据的整理、统计分析和图形制作使用 Excel 
2010和R 4.0.0软件完成。

2　结果与分析

2.1　体长、体质量及年龄分布

2020 年在长洲水利枢纽坝上、坝下和珠江河口

水域共采集广东鲂样本 228尾，其中河口、坝下和坝

上分别为 112、97 和 19 尾。河口广东鲂体长范围为

12~33 cm，优势体长为 17.0~27.2 cm，占比 64.3%；

坝下样本体长范围为 10.8~34 cm，优势体长为

18.9~28.7 cm，占比 70.1%；坝上样本体长范围为

27.8~47 cm，优 势 体 长 为 28.6~40.0 cm，占 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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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9%。 不 同 水 域 广 东 鲂 体 长 累 积 频 率 分 布

见图 1。

河口广东鲂体质量范围为 35.4~829.9 g，优势体

质量为93.0~447.9 g，占比67.9%；坝下广东鲂体质量

范围为 23~786.6 g，优势体质量为 148.8~480.0 g，占
比 69.1%；坝上广东鲂体质量范围为 397.6~2 088.8 
g，优势体质量为439.5~1 420.8 g，占比73.7%。不同

水域广东鲂体质量累积频率分布见图2。
河口采集的广东鲂年龄为 1+~6+，各年龄个体

数量占比从大到小依次为 3+、2+、1+、4+、5+、6+；坝

下广东鲂年龄为 1+~7+，各年龄个体数量占比从大

到小依次为 3+、2+、4+、5+、1+、6+和 7+；坝上采集 19
尾，年龄为 4+~12+，各年龄个体数量占比从大到小

依次为 4+、5+、9+、6+、8+、10+和 12+，见表 1。不同

水域广东鲂年龄累积频率分布见图3。
不同水域广东鲂体长、体质量和年龄频率分布

用 Kolmogorov-Smirnov （K-S）双样本检验进行比

较，K-S检验常用于确定累积频率分布在两组之间是

否相同，并可以检测到位置（如中位数）、离散度（如

图1 不同水域广东鲂体长累积频率分布

Fig. 1 Cumulative frequency distribution of the body 
length for M. terminalis in different waters

表1　不同水域广东鲂各年龄组体长和体质量

Table 1　Body length and weight from different age groups of M. terminalis in different waters

水域

Water area

河口 Estuary

坝下

Dam downstream

坝上

Dam upstream

年龄/a
Age
1+

2+

3+

4+

5+

6+

1+

2+

3+

4+

5+

6+

7+

4+

5+

6+

8+

9+

10+

12+

体长/cm
Body length
14.4±1.5
19.9±1.9
22.9±1.8
27.1±1.0
30.6±1.0
32.4±0.4

14.4±2.4
20.6±2.1
23.9±1.2
26.1±0.9
28.9±1.3
32.0±1.2

34.0

29.2±1.3
31.5±1.9
34.1±0.1

40.3
40.3±0.7

42.7
47.0

体长范围/cm
Range

12.0~18.2
16.3~22.5
18.8~26.0
25.0~29.0
29.3~32.0
32.0~33.0

10.8~17.5
17.7~24.5
21.5~26.5
25.0~28.0
27.0~31.5
30.5~33.5

34.0

27.8~31.5
29.2~33.5
34.0~34.2

40.3
39.5~40.8

42.7
47.0

体质量/g
Body weight
62.1±19.2

175.5±50.5
266.3±69.6
434.8±59.2

659.0±122.4
682.9±112.1

62.8±29.9
181.5±57.4
301.9±63.3
367.6±43.7
494.3±95.1
649.7±25.9

786.6

530.6±138.7
671.1±134.8
873.5±149.8

1 512.1
1 369.0±102.7

1 680.0
2 088.8

体质量范围/g
Range

35.4~112.2
101.7~269.6
135.9~397.5
334.2~534.7
509.0~829.9
555.8~827.3

23.0~103.9
102.8~287.1
202.8~418.3
294.4~454.0
386.3~717.3
616.7~680.0

786.6

397.6~799.8
516.7~860.8
767.5~979.4

1 512.1
1 252.4~1 445.9

1 680.0
2 088.8

数量百分比/%
Quantity number

17.86
24.11
32.14
17.86
4.46
3.57

12.37
16.49
32.99
16.49
16.49
4.12
1.03

31.58
26.32
10.53
5.26

15.79
5.26
5.26

图2 不同水域广东鲂体质量累积频率分布

Fig. 2 Cumulative frequency distribution of the body 
weight for M. terminalis in different wat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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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差）和分布形状的差异。分析结果显示，不同水域

广东鲂体长、体质量频率分布差异显著（P<0.01）；

坝上广东鲂年龄显著大于坝下和河口（P<0.01），河

口广东鲂和坝下广东鲂年龄结构无显著差异

（P>0.05）。

2.2　体长与体质量关系

根据幂函数W=aLb对体长与体质量关系进行拟

合。河口、坝下和坝上广东鲂体长-体质量关系式分

别 为 W=0.0186L3.05（R2=0.98，P<0.01）、W=
0.0155L3.09（R2=0.98，P<0.01）和W=0.0187L3.04（R2=
0.95，P<0.01）（图 4）。方差分析显示体长-体质量关

系的幂函数系数b在河口、坝下和坝上均无显著差异，

且幂函数系数b与3.0无显著差异（t=1.676，df=226，
P=0.095），说明3个水域广东鲂均为匀速生长。生长

条件因子 a在河口和坝下之间有显著差异，表明河口

和坝下的栖息地环境状况存在一定的差异。

2.3　体长与鳞径关系

广东鲂体长（L，cm）与鳞径（R，cm）关系采用

线性方程进行拟合，协方差分析显示不同水域（河

口、坝下和坝上）广东鲂体长与鳞径关系无显著差

异（P>0.05）。广东鲂体长-鳞径关系拟合线性方程

为：L=39.03R+3.78。
2.4　体长与体质量生长方程

根据广东鲂体长-鳞径关系方程式和轮径长度

计算各年龄退算体长，然后利用 von Bertalanffy生长

方程拟合生长规律，获得生长方程参数。河口、坝下

和坝上广东鲂渐近体长 L∞分别为 47.2、42.9 和 53.7 
cm，生长系数 k分别为 0.177、0.199和 0.155，t0分别为

-0.387、-0.377 和-0.401。对不同水域广东鲂生

长方程参数进行方差分析，结果显示坝上与坝下之

间存在显著差异（P<0.05），坝上和河口存在极显

著差异（P<0.001），坝下和河口之间无显著差异（P
=1）。将各参数代入公式中，分别得到体长生长方

程：河口 L=47.2（1-e-0.177（t+0.387））；坝下 L=42.9
（1-e-0.199（t+0.377））；坝上L=53.7（1-e-00.155（t+0.401）），

绘制体长生长曲线如图5所示。

2.5　死亡参数估算

根据平均体长估算总死亡系数 Z，河口、坝下和

坝上广东鲂 Z 值分别为 0.798、0.832 和 0.549。根据

Pauly 经验公式估算自然死亡系数 M，河口、坝下和

坝上广东鲂的M值分别为0.467、0.518和0.413；捕捞

死亡系数F分别为 0.331、0.314和 0.136；开发率E分

图3 不同水域广东鲂年龄累积频率分布

Fig.3 Cumulative frequency distribution of the age
 for M. terminalis in different waters

图4 不同水域广东鲂体长-体质量关系

Fig. 4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body length and 
weight for M. terminalis in different waters

A.坝上 The dam upstream； B.坝下 The dam downstream； C.河口 The estuary.
图5 不同水域广东鲂体长生长曲线

Fig. 5 Growth curve of the body length for M. terminalis in different wat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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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为0.415、0.377和0.248。
2.6　临界年龄和拐点年龄

根据 k、t0和M值计算临界年龄Tc，河口、坝下和

坝上广东鲂 Tc分别为 3.90、3.48 和 4.46 龄。根据体

长生长方程计算临界体长 Lc，河口、坝下和坝上分

别为 25.1、23.0 和 28.4 cm。根据 b、k 和 t0 值计算拐

点年龄 ti，河口、坝下和坝上广东鲂 ti 分别为 5.91、
5.29 和 6.77龄；对应的拐点体长分别为 31.7、29.1和

36.0 cm。

3　讨 论

3.1　广东鲂种群结构特征

不同水域广东鲂体长频率分布存在显著差异，

坝上广东鲂体长范围和优势体长均大于坝下和河

口，坝上缺乏广东鲂幼鱼群体。长洲水利枢纽于

2007年实施截流蓄水后，坝上形成水域宽阔的库区，

有利于广东鲂的个体生长。坝下广东鲂优势体长大

于河口，这可能与广东鲂的洄游习性有关，每年河口

有大量性成熟的广东鲂洄游至位于坝下的产卵场进

行产卵繁殖。广东鲂初次性成熟年龄为 2~3 龄，初

次性成熟体长 21.5~25.4 cm［3］。坝下广东鲂优势体

长较 2009-2015年（24~32 cm）［8］有所减小，补充群

体比例有所增加，表明珠江禁渔期制度和渔业资源

养护对广东鲂幼鱼补充产生了有益的效果。坝下和

河口广东鲂年龄组成与 1981-1983 年（1~8 龄）［3］、

2006 年（1~7 龄）［16］ 基本一致，均以低龄鱼为主；坝

上广东鲂则以高龄鱼为主，并且缺少 3龄以下个体，

补充群体占数量百分比小，表明坝上广东鲂渔业生

产量小，这与长洲水利枢纽的修建有一定关系。谭

细畅等［7］对长洲水利枢纽鱼道过鱼效果的研究结果

表明，长洲水利枢纽的鱼道对广东鲂洄游过坝没有

作用。长洲水利枢纽阻隔了广东鲂的洄游通道，导

致坝下广东鲂无法洄游至坝上水域产卵繁殖。Liu
等［2］对西江广东鲂繁殖生物学研究发现，长洲水利枢

纽改变了干流水文节律，导致坝下广东鲂产卵时间

滞后，产卵次数减少。有资料记载，位于长洲水利枢

纽上游的郁江和浔江江段也有广东鲂产卵场分

布［17］。广东鲂生殖洄游需要特定的水文条件刺激，

长洲水利枢纽坝上形成库区，水流缓慢，对广东鲂产

卵繁殖造成负面影响，因此缺少低龄补充群体。

3.2　广东鲂生长、死亡参数

在鱼类体长-体质量幂函数关系中，幂指数 b=3
时为匀速生长，b≠3时为异速生长［13］，河口、坝下和

坝上广东鲂的 b值与 3之间无显著差异，表明各水域

广东鲂均为匀速生长。本研究中广东鲂的 b 值与

2009-2015年（3.051）［8］一致，但小于 1981-1983年

（3.334）［3］，这与不同时期广东鲂获得的营养条件差

异有关。鱼类生长方程中 k值一般用来反映种群生

长速度的快慢，本研究中广东鲂均为中等速度生长

类型（0.1~0.2）［18］，坝下广东鲂群体生长最快，坝上

群体最慢，这可能由于不同水域的生存环境状况如

饵料资源、捕捞压力等因素的差异造成的［19-20］。渐

近体长是鱼类按照生长方程生长的极限体长，坝上

广东鲂渐近体长明显大于坝下和河口；坝上广东鲂

的生长拐点年龄（6.77）也大于河口（5.91）和坝下

（5.29），这可能与采集的样本数量和个体规格有关，

具体原因有待进一步研究。

鱼类的死亡是影响资源群体数量变动的主要因

素，对有关死亡参数的测算是渔业资源评估的重要

内容之一［21-22］。本研究中坝下广东鲂的自然死亡系

数（0.518）和总死亡系数（0.832）均为最高，坝上广东

鲂的自然死亡系数（0.413）、总死亡系数（0.549）和捕

捞死亡系数（0.136）均为最低，这可能与坝上广东鲂

群体个体数量总量少有关，并且坝上广东鲂低龄个

体数量占比小。基于耿平等［21］发现已有文献在使用

Pauly经验公式评估M时存在单位错误问题，将李跃

飞等［8］评估的 2009-2015年广东鲂的M值（0.29）修

正为 0.56，相应的捕捞死亡系数和开发率也进行修

正。本研究河口和坝下广东鲂的总死亡系数和自然

死亡系数与 1981-1983 年［3］（Z=0.87，M=0.46）比

较接近，捕捞死亡系数则略小于1981-1983年［3］（F=
0.41）；河口和坝下广东鲂相应的死亡系数均小于

2009-2015 年［8］（Z=1.56，M=0.56，F=1.0），说明

目前广东鲂的生存环境和捕捞压力有所缓解。

Gulland［23］指出开发率 E 在 0~0.5，渔业处于轻度开

发状态，0.5为鱼类的一般最适开发率，若高于 0.5则

表征为过度开发。目前河口、坝下和坝上广东鲂群

体的开发率分别为 0.410、0.373和 0.248，均小于 0.5，
为轻度开发状态，而相较于 2009-2015年（0.641）［8］

为过度开发状态，说明西江禁渔期制度和广东鲂资

源养护工作取得了积极的成效。

3.3　广东鲂资源保护策略

鱼类个体生物学和种群结构研究是渔业资源评

估的重要内容，可为渔业管理和可持续利用提供参

考依据［24］。临界年龄是渔业资源评估和渔业可持续

利用的一个重要参数，本研究中获得的河口、坝下和

坝上广东鲂临界年龄分别为 3.90、3.48 和 4.46 a；对
应的临界体长分别为 25.1、23.0 和 28.4 cm。制定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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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的开捕体长在渔业资源养护中易于操作且效果良

好，综合考虑广东鲂生长和渔业管理需要，建议河

口、坝下和坝上广东鲂开捕体长统一设定为 25 cm。

虽然坝上广东鲂开发率较低，但坝上广东鲂总体资

源量小，且低龄鱼个体占数量百分比小，种群生产量

小。建议在坝上实施广东鲂增殖放流，改善种群结

构，提高渔业资源利用效率。此外，需进一步加强坝

上广东鲂个体生物学和种群结构监测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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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pulation structure and growth differences of 
Megalobrama terminalis from different water areas

 in middle and lower reaches of Pearl River

ZHU Shuli,LI Xinhui,LI Yuefei,LIU Yaqiu,WU Zhi,XIA Yuguo,LI Jie
Pearl River Fisheries Research Institute， Chinese Academy of Fishery Science/

Guangzhou Scientific Observing and Experimental Station of National Fisheries Resources and 
Environment/Scientific Observing and Experimental Station of Fishery Resources and Environment 

in the Middle and Lower Reaches of Pearl River， Ministry of Agriculture and Rural Affairs/
Key Laboratory of Aquatic Animal Immune Technology of Guangdong Province， Guangzhou 510380，China

Abstract There are spatial differences in fish population structure and individual growth， which are 
affected by hydrology， water environment， and fishing. In order to study the population structure and 
growth differences of Megalobrama terminalis in the estuary， dam downstream， and dam upstream in the 
middle and lower reaches of the Pearl River， a total of 228 fish samples were collected in the middle and 
lower reaches of Pearl River from July to August in 2020. The body length and weight of the samples were 
measured， and the scales were used to determine the age. The von Bertalanffy growth equation， Beverton-
holt model， and Pauly empirical formula were applied to estimate the growth and death parameters of M. 
terminalis. The results of comparative analysis showed that the dominant body length of M. terminalis was 
17.0-27.2 cm in the Pearl River estuary， 18.9-28.7 cm in the dam downstream， and 28.6-40.0 cm in the 
dam upstream. The dominant body weight was 93.0-447.9 g in the Pearl River estuary， 148.8-480.0 g in 
the dam downstream， and 39.5-1 420.8 g in the dam upstream. The dominant ages were 3+ （32.14%） 
and 2+ （24.11%） in the Pearl River estuary， 3+ （32.14%） and 2+ （24.11%） in the dam downstream， 
and 4+ （31.58%） and 5+ （26.32%） in the dam upstream. The von Bertalanffy equation of M. termina⁃
lis was L=47.2 （1-e-0.177（t+0.387）） in the Pearl River estuary， L=42.9 （1-e-0.199（t+0.377）） in the dam down‐
stream， and L=53.7 （1-e-0.155（t+0.401）） in the dam upstream. The exploitation ratio （E） of M. terminalis 
was 0.410 in the Pearl River estuary， 0.373 in the dam downstream， and 0.248 in the dam upstream. The 
critical length （Lc） was 25.1 cm in the Pearl River estuary， 23.0 cm in the dam downstream， and 28.4 cm 
in the dam upstream. The results of comparative analysis showed that the frequency distribution of body 
length， body weight， age， and the growth equation of M. terminalis had spatial differences.

Keywords Megalobrama terminalis；growth characteristics；population structure；spatial difference；
Pearl River；10-year Yangtze Fishing Ban；conservation of germplasm resources； fisheries stock assess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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