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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果摘要： 

1.任务来源：该省冷水资源丰富，类型多样，非常适合养殖虹鳟鱼，自1977年首次引进虹鳟养殖以来，发展很快。到

2001年，全省养殖面积达到230亩，产量1200多吨，均居于国内的领先地位。但是出现虹鳟鱼品质返化，病害增多，

生长变慢，急需引进新品种。因此，该所自立项目，把该省自行选育的虹鳟的变异品种--甘肃金鳟，作为虹鳟的更新换

代品种，从2000年起，在临夏的甘肃省冷水鱼良种繁育场和永登的甘肃省虹鳟鱼良种场，进行培育、选育繁殖，并在

全省推广养殖。2、应用领域和技术原理：该项目应用于虹鳟鱼养殖业。采用的技术原理是；金鳟鱼种→→选育培育亲

鱼→→人工繁殖→→育苗→→推广应用于生产。3、性能指标：该项目自2000年10月开始，分别在该所的临夏的省冷水

鱼良种繁育场和永登的省虹鳟鱼良种场进行繁育。到2003年8月，共培育亲鱼1300尾，其中雌鱼1000尾，雄鱼300

尾，平均规格3.5公斤。共采卵500万粒，获得受精卵450万粒，受精率90％，孵化获得发眼400万粒，发眼率88％，出

售150万粒，另外250万粒自己孵化获得，获得上浮鱼苗175万尾，上浮率70％，培育到15克的苗种96万尾，成活率

55％。现已向社会提供150万粒发眼卵和80万粒菌种，可形成250吨的产量。4、与国内外同类技术比较：在国内，养

殖的金鳟有2个品系，即甘肃品系和日本品系，二者是彼此独立的研究成果。在黑龙江、北京、河北、辽宁等地区，养

殖的是日本品系的金鳟，该省和陕西、青海、宁夏等地区，养殖的是甘肃品系金鳟。但是北京、黑龙江的日本金鳟主要

是从国外引迸发眼卵，自己繁殖的不多。因此，该项技术在国内具有创新性。5、成果的创新性先进性：(1)金鳟亲鱼培

育技术和饲料配方、投喂技术等，培育了优质的卵。(2)稚鱼的培育、饲料加工和病害防治技术，(3)金鳟的其他病害防

治。(4)金鳟与虹鳟生长的比较，证明了金鳟的生长优势。6、作用意义。直接经济效益；该项目实施3年来，在两个基

地共生产发眼卵400万粒其中150万粒销往该省永昌、永登、临夏、甘南及陕西等地，其余的培育苗种96万尾，供应该

省永昌、永登及刘家峡水库。直接产值80万元，生产成本(科研费)60万元，利税20万元，投入产出比为1：1.33。社会

意义：金鳟是中国近几年开始推广养殖的虹鳟鱼优良品种之一，市场前景广阔。该项目成果的推广应用，将全面带动该

省虹鳟鱼的品种结构调整，以优良的金鳟，代替单一的虹鳟，提高该省虹鳟鱼的品质；金鳟的推广养殖，将大幅度增加

虹鳟鱼养殖的经济效益和渔农的收入，增加了虹鳟鱼产业扩大再生产的后劲；金鳟的推广养殖，将进一步彰现该省渔业

的特色，提升该省渔业在全省大农业和在全国渔业中的地位。7、推广范围、条件和前景以及存在的问题和改进意见：

该项目成果可在该省及周边的陕西、宁夏、青海推广，凡是可以养殖地方都可以养殖金鳟。因为金鳟养殖条件及生产成

本等与虹鳟鱼基本相同，但是金鳟的价格比虹鳟高出51-100％，因此具有较为广阔的推广前景。目前的问题是良种场

池塘面积有限，影响生产规模的扩大。现已经通过向农业部申请立项，正在进行改扩建甘肃省虹鳟鱼引种育种中心，在

3年以后，生产规模将有大幅度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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