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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工养殖大鲵全长与体重关系的回归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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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大鲵(Andrias davidianus)隶属两栖纲，有尾目，隐鳃鲵科，大鲵属，为我国特有的珍稀濒危两栖动物。
目前在我国一些主要历史分布区掀起了一股大鲵养殖高潮，但是对当前养殖效果缺乏成熟的评价手段，因此

本研究通过对陕西省汉中市和安康市两大鲵养殖场养殖的 1 530 尾大鲵的体重和全长进行实际测量，利用

SPSS 分析软件对数据进行了回归分析。结果表明，体重与全长之间存在极显著的相关关系，体重与全长之间

的关系主要表现为幂函数关系，其关系式为：Y=0.010X2.867。本研究的顺利完成，为今后评价大鲵的人工养殖

效果提供了科学的方法。
关键词 大鲵, 全长, 体重, 回归分析

Regression Analysis of Whole Length and Body Weight of Giant Salaman-
ders (Andrias davidianus) under the Condition of the Artificial Breeding
Wang Qijun 1,2 Zhao Hu 1 Zhang Hongxing 1* Ji Hong 2

1 Shaanxi Institute of Zoology, Xi'an, 710032; 2 Northwest A&F University, Yangling, 712100
* Corresponding author, 837164197@qq.com
DOI: 10.3969/gab.031.000381

Abstract Giant salamanders (Andrias davidianus), which is Amphibia, Caudata, salamander Cryptobranchus
Branch, Megalobatrachus, is a unique endemic amphibious in China. Recently, breeding giant salamanders in
historical distribution areas is a hot spot, however, the assessment methods of breeding effects are still rare. This
essay analyzed the whole length as well as the weight of 1 530 giant salamanders using regression analysis in SPSS
analysis software. The results indicated that there was a significant correlative relation between the weight and the
whole length of giant salamanders. The formula was Y=0.010X2.867. In conclusion, this article provided a scientific
method to assess the status of giant salamander via artificial breed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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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鲵(Andrias davidianus)隶属于两栖纲，有尾目，

隐鳃鲵科，为我国特有的珍稀濒危两栖动物(叶昌媛

等, 1993)。国内先后有多位学者已进行了大鲵形态解

剖(吴翠蘅, 1982, 动物学杂志, 1: 11-16)、生态(陶峰涌

等, 2004)、种群调查(郑和勋和王小明, 2004)、人工繁

育(阳爱生等, 1983)及保护遗传(章克家等, 2002; 刘

诗峰等, 1991, 动物学杂志, 26(6): 35-40)等方面的研

究工作。
在水产养殖中通常根据体长和体重来进行质量

优劣的判别，达到一定体长规格的苗种也应达到相应

的体重，才能成为优质苗种(黄灏然和刘文生, 2006,

河北渔业, 10: 8-9; 陈友明等, 2010)，作为两栖类动物

的大鲵亦如此。从现已发表的研究成果论文看，目前

仅见葛荫榕等(1995)对大鲵年龄与生长发育关系进

行过分析研究；王文林等(1999, 淡水渔业 , 29(4):
20-22)对 46 尾不同年龄的池养大鲵生长发育情况进

行过报道；黄松和黄锋(2000, 四川动物, 19(3): 181)报
道了 105 条大鲵活体的身体测量；左智力等(2005,
2005 年 学 术 研 讨 会 暨 会 员 代 表 大 会 论 文 集 , 10:
40-46)对大鲵形态进行过测量报道。很少有大鲵体重

与全长关系的研究报道。传统养殖过程对养殖效果

的评定都需要经过捕捉、称量过程实现，由于大鲵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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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胆小，这种做法非常容易引起大鲵的应激反应，再

加上多数养殖工人对大鲵体长和全长概念的模糊，

易造成人为误差。因此，本研究旨在通过对 1 530 尾

大鲵全长与体重进行实际测量分析，构建回归方

程式，筛选最佳数学函数关系式，为养殖效果评定

提供安全、快速、准确的衡量方法。同时也可以根

据养殖效果，合理地调整养殖方案，指导大鲵的科

学养殖生产。

1 结果与分析

通过对 1 530 尾大鲵的测量记录数据进行软件

分析，得到全长与体重的 Pearson 相关系数为 0.869；

sigf 值均为 0 (即 p=0)，差异极显著(p<0.01)；因此从

本次样本数据的分析结果看，全长与体重二者之间

具有极强的正相关性；将体重和全长分别设定为因

变量和自变量，经过回归分析后，得到如下的回归分

析结果(表 1)。
由上表的检验结果不难看出，函数模型的 p 值

均为 0.000，因此所构建的方程都具有极显著的相关

性。所构建的拟合方程如下：

线性：y=17.718X-18.364 (R2=0.757)
二次曲线：y=95.666-14.43X+0.577X2 (R2=0.927)
乘幂：y=0.010X2.867 (R2=0.980)
三次曲线：y=-42.218+10.062X-0.53X2+0.014X3

(R2=0.940)
S 曲线：y=e6.291-36.547/X (R2=0.874)
分析拟合程度的结果，幂函数曲线的拟合决定

系数 R2 最大，值为 0.980，其次为三次曲线和二次曲

线，R2 值分别为 0.940 和 0.927，而 S 曲线和线性的

值较小，分别为 0.874 和 0.757，全长与体重关系的拟

合程度优劣可以通过 R2 值来衡量，值最接近 1 优度

越好，因此本研究采用幂函数曲线作为大鲵体重与

全长关系的最佳曲线。大鲵全长与体重关系的幂函

数拟合模型在二维空间的分布情况和所构建的回归

方程式如图 1 所示。

表 1 曲线回归模型的检验结果与参数估计

Table 1 The inspection result and parameter estimation of curve regression model

函数模型

Equation
Linear
Quadratic
Power
Cubic
S

决定系数 R2

R Square
0.757
0.927
0.980
0.940
0.874

F

4 750.531
9 704.965
7 929.804
76 233.472
10 557.365

Sigf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Constant

-281.554
95.666
0.010

-42.218
6.291

B1

17.718
-14.430
2.867
10.062

-36.547

B2

0.577

-0.530

B3

0.014

2 讨论

目前在水产养殖中描述体长与体重关系时应用

最多的是幂函数关系(W=bxa) (黄真理和常剑波 ,
1999; 林学群, 1999; 董婧等, 2004; 张灵侠等, 2006;
盛东峰和郭翠红, 2009)，本文的研究结果与王文林等

(1999, 淡水渔业, 29(4): 20-22)和葛荫榕等(1995)研
究论述的观点一致，均呈幂函数关系。但与王文林等

(1999, 淡水渔业, 29(4): 20-22)报道的幂函数关系式

(y=0.00684X3.0257)和葛荫榕等(1995)报道的幂函数关

系式(y=0.0057X3.044)略有不同，我们认为存在差异的

原因有如下三点：

首先，研究的目标不同。王文林等(1999, 淡水渔

业, 29(4): 20-22)和葛荫榕等(1995)的报道结果显示，

他们均是研究的大鲵体长和体重关系，而本文研究

的是大鲵的全长与体重关系。以二者作为研究对象

主要是因为我们在日常的研究中发现，在一些规模

化养殖场中，根据以往报道的相关研究方法进行养

殖效果评定时，由于对全长和体长概念的不清，不同

人员操作，测量结果也不同，这大大影响了结果。为

此，我们在研究中发现，对于全长的测量，相对来说

比较容易，不仅提高了准确度，也缩短测量时间，提

高了测量效率。
其次，研究样本的来源背景不同。我们在试验

中研究的样本均来自陕西省大鲵养殖场人工养殖的

图 1 大鲵体重与全长关系曲线

Figure 1 The relation curve of salamanderweight andwhole leng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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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鲵，而王文林等和葛荫榕等研究的大鲵样本均为

河南卢氏县的野生大鲵。王文林等人是将野外捕获

的 1龄幼苗进行人工养殖并做相关研究分析，葛荫榕

等人是对在野外捕获的 300 尾野生大鲵进行瞬时的

测量分析研究。
最后，养殖条件的影响。前述两位学者研究的是

上世纪末大鲵的体长体重之间的关系，随着驯养繁

殖技术的不断进步，我们在进行本研究内容时，由于

对养殖状态下大鲵的生境条件和饵料供给等更加合

理、科学，致使研究结果存在差异。
综上所述，无论是在野生状态下还是在人工养

殖状态下，大鲵的生长趋势都是符合幂函数的生长

规律，尤其是本研究的顺利完成，可以非常容易地在

水池中进行全长测量，代入公式，迅速计算出体重，

避免了以往的传统捕捉、称量过程所造成的应激反

应和应激性疾病的发生，为今后大鲵养殖效果评定

提供了一个安全、快速、准确的方法。

3 材料与方法

3.1 材料

试验样本为陕西省汉中天成生物工程有限公司

和陕西龙泉大鲵驯养繁殖有限公司自繁个体，总数

量为 1 530 尾。

3.2 全 / 体长的概念及相关指标的测量方法

全长，指自大鲵嘴部最前端至尾末端长度；体长

指自大鲵嘴前端至尾根部的长度(即除去大鲵尾长的

长度)。用数显式电子秤(精确度为 0.1 g)称量大鲵体

重，直尺(精确度 0.1 cm)测量大鲵的全长。

3.3 数据处理

用 SPSS 18.0 数据分析软件对体重和全长的原

始数据进行回归分析处理，并进行显著性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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