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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鳜(Siniperca chuatsi)具有独特的捕食习性。为研究鳜捕食行为相关主要感觉——视觉和侧线感觉调控的捕食

行为特征, 利用高速摄像与感官抑制技术对鳜的独特捕食行为进行了分析, 将实验鳜分为 4 组: GC (对照组, 视觉

与侧线感觉均具备), GV (只有视觉), GL (只有侧线感觉)和 GDS (视觉、侧线感觉均不具备) 4 组。对各组鳜投喂饵料

鱼, 并利用高速摄像技术对单位时间内鳜的捕食行为进行动态观察与分析。结果表明, 鳜在捕食行为中表现出 5

种捕食模式: 直接攻击型、跟踪-弹射型、跟踪-偏移型、弹射型、偏移型, 其中, 直接攻击型、跟踪-弹射型、弹

射型捕食模式主要由视觉控制, 跟踪-偏移型、偏移型主要由侧线感觉控制。在视觉、侧线感觉均具备时优先利用

视觉捕食, 捕食行为趋于简化, 相反, 鳜仅利用侧线感觉捕食时, 捕食行为变得复杂而多样; 鳜在捕食时所表现出的各

种捕食行为模式是其具有独特摄食习性的重要原因。上述研究为解读鳜特殊捕食行为的形成机制提供了重要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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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觉系统在鱼类捕食行为中起到了至关重要

的作用[1-5]。目前有学者开展行为学研究发现, 特
定感觉系统调控的捕食行为中常出现一些特征明

显的捕食动作。如基于高速摄像技术与电生理验

证对斑马鱼(Danio rerio)捕食行为进行研究 , 证
明其典型的 J-turn 动作主要由视觉调控[6-8]; 基于

高速摄像技术与特定感官抑制对洞穴鱼(Astyanax 
mexicanus)的捕食行为进行分析 , 并发现其具有

C-bend 捕食动作, 主要由侧线感觉引起[9-10]; 对
鲇(Silurus glanis)捕食行为的三维动态分析发现, 
鲇在逐渐接近目标时常出现对捕食目标的慢速跟

踪, 形成了复杂的曲线捕食运动, 这种跟踪动作

主要由侧线感觉所引导[11]。对鱼类捕食行为的动

态分析是解读各种感觉器官在其捕食行为中具体

作用的有力手段。 

鳜(Siniperca chuatsi)是中国重要的淡水经济

鱼类。鳜属于凶猛肉食鱼类, 野生环境下, 鳜只食

活饵, 主要以小型鱼类为食, 偶尔摄食虾类。由于

鳜具有独特的食性, 因此在其苗种生产与成鱼养

殖中需要消耗大量饵料鱼资源, 外带病原多, 养
殖成本大[12-15]。鳜捕食行为一般包括反应、注视、

跟进、袭击、咬住、吞咽 6 个捕食动作[16]; 在捕

食猎物时, 鳜通常是长时间锁定目标, 慢速接近

目标, 最终爆发式袭击[12-15]。鳜既具有伏击型捕

食特征, 也具有主动攻击的捕食特征, 这种独特

的捕食行为暗示鳜捕食模式的多样化与复杂化。

目前, 鳜的食性驯化技术可明显降低其养殖成本, 
即通过活饵料鱼→过渡饵料→人工饵料等阶段驯

化鳜鱼摄食人工饲料。但鳜独特的摄食习性造成

其在锁定目标时往往不是直接攻击, 而是慢速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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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目标, 多数情况下, 从投饵至沉底的动态过程

中鳜已出现对饲料的锁定 , 但由于其行动缓慢 , 
在饲料沉底时又难以摄食静止的饲料。这种独特的

捕食行为明显降低了鳜食性驯化的成功率, 也是饲

料养鳜目前难以大面积推广的主要原因之一[12-15]。 
对鳜捕食行为的深入研究可以为鳜养殖模式

的改进提供重要的理论依据, 目前已有部分学者

针对鳜感觉器官结构与捕食行为进行研究, 如对

鳜视觉器官的研究中发现, 其视网膜中含有大量

视杆细胞 , 且结构特化 , 适于暗光下捕食 [17-19]; 
对鳜侧线结构与功能的研究中发现, 其颅部侧线管

道系统为简易分支型, 属于侧线系统的主要结构, 
与捕食行为紧密联系, 后部侧线只起警戒作用[20]; 
鳜嗅觉器官属于简易且退化的结构[21]; 鳜味蕾结

构简易、分布零星[22]。同时, 行为学实验已证明

鳜主要依靠视觉与侧线感觉进行捕食, 嗅觉、味觉

只在近距离识别、吞咽食物时发挥识别作用[15]。 
目前对鳜独特捕食行为的理解仍有待完善 , 

有关鳜捕食行为的研究局限于测算捕食量、捕食

成功率等基础捕食行为指标, 对其捕食行为动态

分析的研究仍未见报道, 鳜的捕食行为具体有哪

些特点, 鳜特殊捕食行为与其他凶猛肉食鱼类有

何不同, 主要感觉——视觉与侧线感觉在各种捕

食行为中又发挥了何种作用等问题仍有待了解。

为解读鳜视觉、侧线感觉调控的捕食行为, 本研

究利用高速摄像技术与特定感官抑制方法, 观察

养殖在实验室水族箱中的鳜的捕食行为, 分析鳜

捕食模式类型, 以及各捕食模式类型与视觉、侧

线感觉的内在联系, 以期为解读鳜复杂捕食行为

中感受器官的调控机制提供重要研究资料。  

1  材料与方法 

1.1  实验材料 
本实验用鳜取自上海市浦东新区孙农水产养

殖场。体长 80~90 mm (55~60 dpf)的鳜幼鱼在实

验室循环水族箱暂养两周, 待其完全适应环境后

开展实验, 暂养期间投喂鲫鱼苗, 每天下午 1:00
喂食 1 次。确保养殖水质稳定, 温度(26±1) ℃; pH 
7.2~7.8; 溶氧 6~8 mg/L。保持全天光周期为 L : D= 
1 : 1。在暂养与行为学实验中使用特定光源, 均控

制光照强度为 1000~1500 lx 以模仿室外光照。 
1.2  感官抑制 

视神经阻断: 鳜浸于 0.1%的 MS-222 溶液中

麻醉后, 参照 New 等[23]的方法对双侧视神经进行

外科手术阻断, 伤口处使用氰基丙烯酸酯材料封

闭防止感染。将手术处理后的盲鳜暂养 1 周, 待
完全适应后进行正式实验。 

侧线神经丘消融: 参照侧线感觉抑制的主要

方法 [10, 24-28], 设 置 3 个庆大霉 素处理浓 度

(2 mg/mL, 5 mg/mL, 15 mg/mL)对鳜侧线系统进

行抑制。庆大霉素处理时间为 3~6 h, 处理后将鳜

放入 0.15% DASPEI (AAT Bioquest Inc) 溶液中

处理 1 h, 再将鳜浸于 0.1% 的 MS-222 溶液中麻

醉后在 Nikon SMZ-25 荧光体视镜下观察, NIS- 
Elements 成像系统进行拍照。基于庆大霉素对于

神经丘毛细胞的消融效果与实验鱼的身体状态 , 
本实验选用 5 mg/mL 庆大霉素溶液处理 6 h 作为

侧线抑制的实验方案。 
1.3  捕食行为记录 

将实验鳜分为 4 组, 分别为 GC、GV、GL 和

GDS 4 组; GC 为对照组, 代表视觉与侧线感觉均具

备, GV 代表只有视觉, GL 代表只有机械感觉; 另
外 GDS 代表视觉、侧线感觉均不具备。 

使用 Grasshoppers (GS3-U3-23S6M FLIR 
system)拍摄系统对鳜捕食动作进行捕捉, 捕食动

作记录使用 Flycapture2 软件完成, 高速摄像系统

设置为 100 帧每秒。实验开始时, 将鳜放入观察

槽中(50 cm×40 cm×10 cm)进行行为学记录, 上方

LED灯带正常照明(白光, 光照强度 1000~ 1500 lx, 
波长 380~780 nm)。在捕食行为观察中, 各处理组

均以单条实验鳜喂食 3 条饵料鱼进行 3 min 记录。

鳜的捕食动作由 ImageJ 软件进行分析, 其中攻击

角度、攻击距离的测量方法同 Borla 等[8]和 Lloyd
等[10](图 1), 以背鳍起始处作为鳜身体中点, 以此

为焦点到捕食目标中心的连线与鳜身体中线的夹

角即为攻击角度; 攻击距离定为鳜头部距离捕食

目标的最小距离; 因鳜在感受到猎物时头部会马

上与目标相对 ,  同时胸鳍摆动明显增加 ,  参照

Lloyd 等[10]对捕食行为的测量方法, 本实验以上

述动作作为判断鳜捕食行为开始的标准, 基于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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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鳜的攻击角度与攻击距离测量示意图 
以背鳍起始处作为鳜身体中点, 以此为焦点到捕食目标中心的连线与鳜身体中线的夹角即为攻击角度;  

攻击距离定为鳜身体距离捕食目标的最小距离. 
Fig. 1  Measurement diagram of mandarin fish attack angle and attack distance 

The attack angle is defined as the angle between a line extending down the fish’s midline, terminating  
parallel with the pectoral fins, and a line extending from the start point of the pectoral fin to the center of the prey,  

measurements of each strike were averaged to calculate the mean attack distance and angle for that individual.  
The attack distance is defined as the shortest distance between the edge of the fish body and the prey. 

 
出现捕食行为时高速摄像第一帧的情况为统计

依据。 
1.4  数据处理 

实验数据以平均值±标准差( x ±SD)表示。两

组比较使用独立样本 T 检验分析, 多组数据使用

单因素方差分析, 数据间差异显著性使用 SPSS 
22 (IBM)软件进行分析。显著性标准为 P<0.05。 

2  结果与分析 

2.1  鳜捕食动作与捕食模式 
分析鳜的捕食行为, 发现鳜具有 4 种特征明

显的捕食动作, 第一种为直线冲刺, 常发生于鳜

距离目标较远时, 此时鳜高速游向目标, 同时身

体较为舒展; 第二种为跟踪运动, 鳜慢速跟踪并

接近目标; 另外两种捕食动作发生于鳜距离目标

较近时, 同时均出现明显的身体弯曲, 根据弯曲

特征的不同可分为尾柄弯曲和全身弯曲(图 2)。基

于鳜捕食动作中出现的上述特征, 将鳜的捕食行

为分成明显不同的 5 类模式(图 3, 表 1), 利用延

时图像系列对上述捕食行为模式进行说明如下:  
(1) 模式 A (直接攻击型)。整个捕食过程中未

出现明显停顿, 一经发现, 则以直线冲刺的方式

高速接近目标并直接咬住目标。攻击距离在 6~ 

15 cm, 整个捕食过程在 1~3 s 内完成(图 3)。 
(2) 模式 B (跟踪–弹射型)。模式 B 可以分为

两个阶段(跟踪与弹射), 在第一个阶段 , 距离目

标 6~8 cm 时, 跟踪并接近目标, 整个过程需要

2~5 s; 第二个阶段, 在距离目标 1~2 cm 时, 尾柄

开始弯曲, 整个过程需 35~40 ms, 随后鳜的尾柄

瞬间伸展, 身体弹射向前咬住目标, 此弹射过程

需 10~15 ms (图 3)。 
(3) 模式 C (跟踪–偏移型)。模式 C 可以分为

两个阶段(跟踪与偏移), 跟踪阶段与模式 B 相似, 
但用时较长(2~8 s) (图 3), 偏移阶段鳜在 1~2 cm
的距离上, 全身弯曲, 咬住目标, 耗时 10~15 ms, 
整个身体弯曲如大写字母 C, 攻击角度不超过 30°, 
第二个阶段耗时 80~90 ms。 

(4) 模式 D (弹射型)和模式 E (偏移型)是上述

模式 B (跟踪–弹射型)和模式 C (跟踪–偏移型)的
简化(图 3)。在模式 D 中鳜的运动路径、捕食过

程与模式 B 的第二阶段相似, 持续时间为 70~ 
80 ms (图 3)。 

(5) 模式 E(偏移型)中鳜的运动路径、捕食过

程与模式 C 的第二阶段相似, 具有模式 C 中所  
出现的身体偏移动作 , 持续时间为 80~90 ms  
(图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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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鳜捕食行为中的特定动作 
照片为延时摄像的特定帧图像. 方框内区域为捕食动作特写, 蓝色箭标方向表示尾柄弯曲处,  

特写于蓝色方框中; 图中为 55~60 dpf 鳜幼鱼(SL: 80~90 mm). 
Fig. 2  The stereotypic movements in mandarin fish predatory behavior 

The panel is specific frame image in time-lapse pictures. The box area means the zoom in of predatory movement, the blue arrow 
shows caudal peduncle bend, which is enlarged in the blue box. The mandarin fish is 55–60 dpf (SL: 80–90 mm). 

 

 
 

图 3  鳜捕食行为中的 5 种捕食模式 
模式 A: 直接攻击型; 模式 B: 跟踪–弹射型; 模式 C: 跟踪–偏移型; 模式 D: 弹射型; 模式 E: 偏移型.  

照片为延时摄像的特定帧图像. 实验鳜为 55–60 dpf (受精后天数)幼鳜(SL: 80–90 mm). 
Fig. 3  The stereotypic movements in mandarin fish predatory behavior 

Pattern A: direct attack type. Pattern B: track–catapult type. Pattern C: track–deviate type. Pattern D: catapult type. Pattern E: deviate 
type. The panel is specific frame image in time-lapse pictures. The mandarin fish is 55–60 dpf (days post fertilization) (SL: 80–90 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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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基于鳜特定捕食动作的 5 种 
捕食行为模式的分类方法 

Tab. 1  Classification method of five predatory behavior 
patterns based on specific predatory movements 

捕食模式 
predatory pattern 

直线冲刺 
direct strike 

跟踪 
tracking 

尾柄弯曲 
caudal 

peduncle 
bend 

全身弯曲
whole body 

bend 

模式 A pattern A + – – – 

模式 B pattern B – + + – 

模式 C pattern C – ＋ – + 

模式 D pattern D – – + – 

模式 E pattern E – – – + 

注: “+”代表出现, “–”代表未出现. 
Note: “+” means observed. “–” means not observed. 

 

2.2  捕食行为模式的量化分析 
相同捕食模式在各实验组中所具有的攻击角

度没有显著区别(P>0.05), 同时, 相同捕食模式

在各实验组中所具有的攻击距离也不具有显著区

别(P>0.05)(图 4)。各实验组中模式 C、E 与模式 
 

 
 

图 4  鳜捕食行为中的特定动作数据分析 
图中只包括 GC, GV 和 GL; GDS 因未发现捕食行为未标出.  

不同的字母上标表示组间差异显著(P<0.05).  
GC 表示对照组, 视觉和侧线觉均具备; GV 表示只有视觉组, 

GL 表示只有侧线觉组, GDS 表示视觉和侧线觉均抑制组. 
ND 表示未观察到捕食行为. 

Fig. 4  Data analysis of the stereotypic movements  
in mandarin fish predatory behavior 

GDS is not marked because no predatory behaviors were  
observed. Different letters indicate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among groups (P<0.05). GC denotes control group with vision 
and lateral line sensation, Gv denotes only vision sensation 

group, GL denotes only lateral line sensation group and  
GDS denotes no vision or lateral sensation group. 
ND means no predatory behavior was observed. 

A、B、D 可通过捕食行为中的攻击角度进行区分

(P<0.05)(图 4), 另外, 各实验组中模式C与模式 E
可通过攻击距离进行区分(P<0.05)(图 4); 而各实

验组中模式 A、B 与模式 D 可通过攻击距离进行

区分(P<0.05)(图 4)。上述分析说明 5 种捕食行为

模式可以较为明显地相互区分。 
2.3  视觉与侧线感觉在不同捕食模式中的作用 
2.3.1  模式 A  仅在实验组 GC 和 GV 中出现, 实
验组 GL 和 GDS 中未出现(图 5)。实验组 GC 和 GV

的攻击成功率无显著差异(P>0.05, 表 2), 表明模

式 A 主要由视觉主导。 
 

 
 

图 5  鳜的各类捕食模式在不同实验组 
捕食行为中所占比例 

GC 表示对照组, 视觉和侧线觉均具备; GV 表示只有视觉组, 
GL 表示只有侧线觉组, GDS 表示视觉和侧线觉均抑制组. 

ND 表示未观察到捕食行为. 
Fig. 5  Proportion of predatory patterns in mandarinfish 

predatory behavior of different groups 
GC denotes control group with vision and lateral line  
sensation, Gv denotes only vision sensation group,  
GL denotes only lateral line sensation group and  
GDS denotes no vision or lateral sensation group. 
ND means no predatory behavior was observed. 

 
2.3.2  模式 B  在实验组 GC 和 GV 中具有较高的

发生率, 在处理组 GL 中极少出现(图 5)。同时, 实
验组 GC 和 GV 在模式 B 中的攻击成功率无显著差

异(P>0.05, 表 2), 但处理组 GC 和 GL 在模式 B 中

的攻击成功率具有显著差异(P<0.05) (表 2), 同时

模式 B 在处理组 GV 中的捕食成功率高于 GL 

(P<0.05) (表 2)。因此, 模式 B 与模式 A 不同之处

在于以视觉为主导, 同时侧线感觉起辅助作用。 
2.3.3  模式C  在 GL组中有较高的发生率(图 5)。
攻击成功率在 GC 和 GV 中具有显著差异(P<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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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投喂饵料鱼时特定捕食模式在 
不同实验组中鳜的捕食成功率 

Tab. 2  Strike success rate of specific predatory pattern in 
different mandarin fish groups fed with bait fish 

n=25; x±SE; % 

组别 
group 

模式 A 
pattern A 

模式 B 
pattern B

模式 C 
pattern C 

模式 D 
pattern D

模式 E
pattern E

对照组 GC 98 94.8±1.2a 82.3±1.1a 81.4±1.3a 78.8±1.4a

视觉组 GV 96.3±0.2 93.6±1.4a 66±2.4b 68±2.3b 60.1±3.1b

侧线组 GL N.D. 78.2±2.9b 64±2.4c 66±2.5b 78.3±1.7a

双抑制组 GDS ND ND ND ND ND 

注: GC 表示对照组, 视觉和侧线觉均具备; GV 表示只有视觉

组, GL 表示只有侧线觉组, GDS 表示视觉和侧线觉均抑制组. 
ND 表示未观察到捕食行为; 同列上标字母不同表示差异显著

(P<0.05). 
Note: GC denotes control group with vision and lateral line sen-
sation, Gv denotes only vision sensation group, GL denotes only 
lateral line sensation group and GDS denotes no vision or lateral 
sensation group. ND means no predatory behavior was observed. 
Different superscript letters in the same column indicate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among groups (P<0.05). 
 

(表 2), 同时, 模式 C 的攻击成功率在 GC 和 GL 中

也具有显著差异(P<0.05, 表 2)。因此, 模式 C 中

侧线感觉的作用较模式 B 显著增强。 
2.3.4  模式 D  捕食成功率在 GC 和 GV 中具有显

著差异(P<0.05, 表 2), 在 GC 和 GL 中也具有显著

差异(P<0.05)(表 2)。模式 D 的捕食成功率在 GC

和 GL 中不具有显著差异(P>0.05, 表 2)。模式 D
在 GC、GV 和 GL 中均有出现, 但只占到很小比例

(图 5)。结果说明视觉与侧线感觉均在模式 D 中

发挥了作用(图 5)。 
2.3.5  模式 E  在处理组 GC 和 GL 中有所出现, 
而 GV 中未观察到(图 5)。同时模式 E 发生于鳜距

离目标较近时。模式 E 在 GC 和 GV 中的捕食成功

率具有显著差异(P<0.05, 表 2); 但模式 E 在 GC

和 GL 中的捕食成功率不具有显著差异(P>0.05, 
表 2)。结果表明侧线感觉在模式 E 中发挥了重要

作用。 

3  讨论 

3.1  鳜不同捕食行为模式的特点 
鳜捕食模式 A 与凶猛肉食鱼类黑鲷(Acan-

thopagrus schlegelii) 、 暗 纹 东 方 鲀 (Takifugu 
obscurus)类似, 在捕食过程中常出现对捕食目标

的直接追击[29]。模式 B 与模式 C 均具有跟踪与捕

食两个阶段, 模式 B 主要由视觉控制, 而模式 C
主要由侧线感觉控制, 这也说明模式 B 与 C 虽具

有相似的跟踪阶段, 但应由不同区域中枢神经系

统控制。鳜捕食模式 B 和 C 与采取主动捕食策略

的美洲狗鱼(Esox masquinongy)、大口黑鲈(Mic-
ropterus salmoides)类似, 在捕食时常出现在距离

捕食目标较远点与距离捕食目标较近点, 整个捕

食过程由跟踪(较远点到较近点距离)和捕食(较近

点到捕食目标距离)两个阶段构成, 其中捕食阶段

身体常出现 C 形或 S 形弯曲, 鳜具有典型凶猛肉

食鱼类所具有的捕食模式[30]。而鳜具有捕食模式

D 和 E 中出现的近距离弹射动作、全身弯曲动作

更类似于以伏击捕食为主的漠斑牙鲆(Paralichthys 
lethostigma)[29]。 

鲇以侧线感觉为主进行捕食, 在感受到捕食

目标时常出现跟踪行为, 其较慢的跟踪速度使其

在捕食时随着捕食目标的移动在水体中出现较长

的复杂曲线[11], 本实验中未见鳜具有对饵料鱼长

时间的跟踪行为。综上, 鳜在捕食时多种捕食模

式共存, 保证了捕食时较高的成功率。 
3.2  视觉与机械感觉在鳜捕食行为中的作用 

处理组 GV 中鳜捕食行为主要由模式 A、B 组

成, 同时, 处理组 GC 中捕食行为的模式组成与处

理组 GV 高度一致, 而模式 A、B 均由视觉主导(图
4); 另一方面, 处理组 GL 在捕食行为中主要以模

式 C、D、E 组成(图 4), 而模式 C、E 均由侧线感

觉主导, 模式 D 中视觉与侧线感觉均发挥作用。

综合以上结果认为 , 鳜以视觉为主导进行捕食 , 
特别是在视觉与侧线感觉均存在时, 鳜优先选择

以视觉进行捕食。而 GV 组中捕食模式由 A、B、

D 组成(图 4), 视觉在 GV 组中的所有捕食模式中

均具有关键作用, 而 GC 组中部分出现了捕食模

式 E, 由侧线感觉主导(图 4), 这说明在视觉、侧

线感觉均具备的情况下, 侧线感觉在捕食行为中

也发挥了少部分作用。上述结果与之前鳜优先选

择视觉完成捕食的研究结论相一致[13, 15]。 
鳜常在暗光条件下 (晨昏 , 傍晚 )进行捕食 , 

具有出色的暗视觉[13], 而本研究中鳜出现的捕食

模式 C、E 均以侧线感觉为主导, 捕食模式 B、D
中侧线感觉均发挥了部分作用, 说明在暗光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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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鳜的捕食行为可能是视觉与侧线感觉共同作用

的结果。 
GDS 组未出现任何捕食行为, 说明鳜以视觉、

侧线感觉为主导进行捕食, 同时 GV 与 GL 组出现

了各种捕食模式, 各模式较高的捕食成功率也保

证了鳜单独依靠视觉与侧线感觉即可完成捕食。 
鳜属于凶猛食肉鱼类, 捕食行为中常出现伏

击、突击、跟踪等多种捕食动作, 捕食猎物时常

长时间锁定目标, 同时慢速接近目标最终爆发式

捕食, 与很多肉食性鱼类捕食行为相比较, 鳜的

捕食行为独特而复杂[13, 15]。本实验中, 视觉在鳜

捕食行为中起主导作用, 在视觉、侧线感觉均具

备时优先利用视觉捕食, 捕食行为趋于简化并具

有较高的捕食成功率, 当仅利用侧线感觉捕食时, 
捕食行为变得复杂而多样(图 4)。 

综上所述, 鳜在视觉与侧线感觉的调控下出

现 5 种捕食模式, 分别是直接攻击型, 跟踪–弹射

型, 跟踪–偏移型, 弹射型, 偏移型。其中直接攻

击型、跟踪–弹射型、弹射型捕食行为模式主要由

视觉控制 , 跟踪–偏移型、偏移型主要由侧线控

制。视觉与侧线感觉均存在时, 鳜首先选择以视

觉进行捕食, 但侧线感觉在捕食行为中也发挥了

少部分作用, 另外, 鳜单独依靠视觉与侧线感觉

即可完成捕食。鳜在视觉、侧线感觉均具备时优

先利用视觉捕食, 捕食行为趋于简化并具有较高

的捕食成功率。相反, 鳜仅利用侧线感觉捕食时, 
捕食行为变得复杂而多样。鳜在捕食时所表现出

的各种捕食行为模式是其具有独特摄食习性的重

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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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Mandarin fish (Siniperca chuatsi), which are economically important in China, have a unique predatory 
habit. They feed on live bait and are only sensitive to moving targets, but have diverse and complex predatory 
behavior. This study aims to understand the unique predatory behavior of mandarin fish via the visual and lateral 
line sensory systems. Predatory behavior was studied using a high-speed camera and sensory inhibition techniques. 
Four experimental groups (vision only, lateral line sensation only, no vision or lateral line sensation, and control 
group) were created, and the predatory behavior was analyzed. Compared to other predatory fishes, the predatory 
behavior of mandarin fish is unique and complex. Four main movements were observed during predation: direct 
strike, tracking, caudal peduncle bend, and whole-body bend. The different predatory movements formed five 
patterns: direct-attack, track-catapult, track-deviate, catapult, and deviate types. The direct-attack, track-catapult, 
and catapult types were regulated by vision, while the track-deviate and deviate types were regulated by lateral 
line sensation. When both vision and lateral line sensation were available, the predation behavior was simplified 
but became complex and diverse when only lateral line sensation was available. Various mandarin fish predatory 
behaviors may account for its unique feeding habits and ensure a high success rate. These results allow a better 
understanding of the special predatory behavior of mandarin fish and provide a theoretical basis for improving the 
production proc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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