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鱼，作为一种古老的物种，早在

距今约5亿年前就已经出现在地球
上。它们经历了漫长的演化过程，从
最早的无颌鱼类逐渐发展出了颌
骨，进而分化出各式各样的种类。鱼
类是脊椎动物中最早出现的一支，
也是最为繁盛的群体之一。如今，全
世界已知的鱼类有两万多种，占脊
椎动物总数的近一半。而宁波作为
东海之滨的城市，拥有丰富的海洋
生物资源，其中包括多种珍贵的鱼
类。

鱼类不仅是生态系统的重要组
成部分，更是人类生活的重要资源。
在宁波，渔业是重要经济支柱之一。
渔民们依靠捕鱼为生，而鱼类也成了
宁波人餐桌上的美味佳肴。 探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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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日常生活中，鱼类与我们紧密相
关。无论是作为食物来源，还是作为观
赏对象，鱼类都在不断地丰富着我们的
生活。在宁波，人们对于海鲜有着特别
的情感，其中就包括了各种各样的鱼
类。比如，大黄鱼、带鱼、鲳鱼等都是宁
波人餐桌上的常客，它们不仅味道鲜
美，而且营养丰富，深受市民喜爱。

大黄鱼，作为宁波海域的标志性鱼
类之一，承载着悠久的历史和丰富的文
化内涵。它们隶属于石首鱼科，体型较大，
肉质鲜嫩，味道鲜美无比。在宁波的美食
文化中，大黄鱼占据着不可或缺的地位。
它们不仅是宁波人餐桌上的美食，更是

宁波人心中的自豪与象征。在宁波的渔
业文化中，大黄鱼的地位也尤为特殊。

宁波海域还孕育着一种珍贵的鱼
类——带鱼。它们体态修长，肉质细腻，
是宁波人餐桌上的美味佳肴。每年入冬
时节，带鱼迁徙越冬，渔民们便开始忙
碌起来，捕捉这些美味的海味。

除了大黄鱼和东海带鱼，宁波海域
还蕴藏着其他丰富的鱼类资源。例如，
鲳鱼因其银白色的身体和扁平的外形
而著称，常被昵称为“狗瞌睡鱼”。这个
别称源于其肉质的细腻和味道的鲜美，
以至于连那些等待鱼骨残渣的狗儿，都
因迟迟未得食物而昏昏欲睡。

会走路的鱼——弹涂鱼可算是鱼中
的运动达人。这家伙擅长在泥滩上爬行、
跳跃。弹涂鱼是虾虎鱼科的一员，对氧气
的需求量特别大，缺氧的话很容易死掉。
为了在陆地上呼吸，它们会把水存放在
两颊，把鳃包裹住。时不时含一口水，因为
它们不是直接吸空气，而是让吸进去的
空气和鳃周围的水混合后才呼吸。

有一类鱼会变性。例如黄鳝，在出
生之初均为雌性。随着成长，它们在完
成繁殖任务后，会逐渐转变为雄性。因
此，黄鳝先是扮演母亲的角色，随后转
变为父亲。

小丑鱼也挺神奇，刚孵化出来时全
是雄性。但在一个族群里，最大的那只
小丑鱼会不可逆转地转变为雌性，就像
电影《海底总动员》里的Nemo妈妈。当
雌性小丑鱼因意外死亡或消失的时候，
群体中体型最大、最为强健的雄性将自
发地改变性别，接手当妈妈。也就是说，
如果Nemo一直找不到妈妈，说不定哪
天，爸爸就变成妈妈啦。

还有会发电的鱼，像电鳐、电鳗等。
它们放电有两个目的：一是为了捕捉食
物，填饱肚子；二是为了防御敌人，保护
自己。

鱼类能够在水里生活得如此自在，
全靠它们身上那些特别的“装备”。

首先说鳃吧，这个相当于鱼类的
“肺”，通过鳃里的细丝和水里的氧气做
交换，让鱼儿们在水下也能呼吸到“空
气”。

鱼鳍就像是它们的手脚，尾鳍负责
推水前进，其他的鳍则帮助它们转弯、
保持平衡甚至是停下来。鱼身上的鳞片
不仅是保护甲，还能减小水中的阻力，
让它们游得更快。

鱼的眼睛长在头两侧，虽然不能闭
眼，但对光线很敏感，帮助它们在水里
找吃的和认路。

鱼的鼻孔可不是用来呼吸的，而是

用来闻味道的，通过嗅觉找到食物或者
感知周围的环境变化。

鱼还有个叫做鳔的气囊，能帮助它
们调整在水中的浮沉，这样它们就可以
轻松地上升或下沉，不用花太多力气。

鱼的消化系统也很有意思，不同的
鱼吃的东西不一样，它们的胃肠道也长
得不同，有的专门吃肉，有的吃植物，还
有的啥都吃。

最后，鱼的体型大多数都是流线型
的，就像个小船一样，这样可以减少水的
阻力，让它们游得更快更省力。

所有这些“装备”加起来，就是鱼类
能够在水里生活得那么好的秘诀，让它
们可以在不同的水域里游刃有余。

鱼类的繁殖方式多种多样，但
大多数鱼类都采用卵生繁殖。在宁
波海域，许多鱼类会选择在春季进
行繁殖，因为此时水温适宜，食物丰
富，有利于鱼卵的孵化和幼鱼的成
长。

鱼类的成长过程同样充满奥
秘。从鱼卵孵化成幼鱼，再到成年
鱼，每一步都充满了挑战。幼鱼在成
长过程中需要不断地适应环境变
化，学会觅食和躲避天敌。

位于浙江东部沿海的舟山渔
场，凭借得天独厚的自然环境，荣登
我国近海最大渔场之一的宝座。这
个渔场坐落在东海大陆架上，水深
适宜，阳光充足，长江和钱塘江带来
的淡水与海水交融，带来了大量的
有机质和营养盐，更为特别的是，这
里还是台湾暖流与沿岸寒流的交汇
处，洋流的碰撞使得水体上下交融，
把深海的营养物质带到表层，为浮
游生物的繁衍提供了最佳条件，也
丰富了鱼类的食物来源。

此外，舟山群岛星罗棋布的岛
屿和复杂的海底地形成了鱼类理想
的产卵地和繁殖场，有利于鱼类和
其他海洋生物繁衍生息。这个渔场
全年鱼汛不断，鱼种丰富，包括大黄
鱼、小黄鱼、带鱼等经济鱼类都在这
里繁衍栖息。

然而，过度捕捞和环境污染成
了舟山渔场资源衰退的“罪魁祸
首”，为了保护这片海洋资源，我们
已经采取了诸如设立休渔期、建立
保护区等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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