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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介绍了山区土池生态养鳗的关键技术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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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鳗鱼又名河鳗、白鳗、鳗鲡, 属于鳗鲡目、鳗鲡亚目, 是我

国传统养殖的主要经济鱼类之一。近年来, 土池生态养鳗已

成为深受养殖户欢迎的养殖模式 , 它与水泥精养池养鳗相比

具有造价低 , 耗电量少, 管理简单, 不易产生“老头苗”, 且养

殖技术易掌握等优点。但土池养殖也有不利方面, 如池水不

易排干 , 不能选别, 防病治病难, 一旦发病, 难以根治, 土池面

积大, 越冬保温难度大等。

霍山县土池生态养鳗开始于2001 年, 目前已发展到26 .7

hm2 , 土池生态养鳗 , 前景看好。现将其关键技术介绍如下。

1  放苗前的准备

1 .1 清池修整 投苗前1 个月排干池水, 深挖淤泥, 排除污

物, 加高加固池埂 , 使之不渗不漏水, 常年水深保持1 .5 ～

2 m。为能很好地进行排污, 池底应保持一定的倾斜度。

1 .2 消毒  水深平均保持10～15 c m, 用生石灰1 .5t/ hm2 溶

解后, 鱼池均匀泼洒, 或用20 ～25 mg/ L 漂白粉, 鱼池泼洒, 一

般消毒7 ～10 d 将水排干, 注入新水。

1 .3 水质培养  注入新水后, 鱼池泼洒高效消毒灵, 用量为

0 .4 g/ m3 , 并用光合细菌调节水质, 使池水中各种理化因子均适

应鳗鱼生长要求。水深保持1 .5～2 m,pH 值为7 .5 左右, 透明

度保持在40～50 c m, 溶解氧保持在5～7 mg/ L , 便可投放鳗苗。

2  苗种投放

鳗鱼种事先在水泥精养池控温下培养3～4 个月, 规格达

到30～50 尾/ kg , 于4 月底5 月初, 水温在15 ℃以上, 选择体格

健壮,无病无伤, 游动活泼, 肌肤丰润, 溯水能力强, 规格相当的

苗种投放, 投放量为75000 尾/ hm2 左右。投放前用20 mg/ kg 高

锰酸钾溶液或3 % ～4 % 食盐溶液消毒10～15 min。

3  饲养管理

3 .1  投饵 遵循“四定”和“八成饱”的投饵原则。定质, 即

采用优质配合饲料, 在投喂时调制好饲料, 使其弹性、粘性

和伸展性良好; 定量 , 即根据水温高低, 鳗鱼大小 , 饲料种

类, 水质好坏和摄食情况而定, 一般以20 ～30 min 吃完为

宜。投饵量: 黑仔期为存池总量的3 % ～4 % , 幼鳗期为2 %

～3 % , 成鳗期为1 % ～2 % 。投饲率随温度变化而变化( 表

1) 。定时, 即每天投喂2 次, 分别为6 :00 ～7 :00 ,17 :00 ～18 :00 ,

时间根据季节变化进行调整。定位, 即食台一般固定在一个位

置, 其数量、大小, 应根据土池面积、鳗鱼数量而定。

  “八成饱”即喂到鳗鱼饱食量的八成, 或八成鱼能吃饱,

二成鱼不很饱 , 这可以保持鳗鱼旺盛的食欲 , 同时减少投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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损失。鳗鱼吃食后 , 要及时进行剩饵处理, 清洗食台。

  表1 不同水温的投饲率

水温∥℃ 投饲率∥%
15 ～16        1 .0
17 ～18 1 .5
19 ～21 2 .0
22 ～25 2 .5
26 ～28 3 ～4

3 .2  水质管理  鳗鱼养殖主要是投喂配合饲料。摄食量

大, 排泻物多 , 水质容易变坏, 影响鳗鱼生长 , 因此对水质的

管理尤为重要。水体的透明度要求在30 ～40 c m, 可以通过

换水、泼洒生石灰或培育浮游生物来调节; 溶解氧一般要求

在5 ～6 mg/ L , 且昼夜变化不大 , 可以通过加注新水, 适时开

增氧机或投入鱼用“浮头灵”来调节 ; 一般要求水体中性偏

碱,pH 值在7 ～8 最好 , 可以通过换水 , 泼洒生石灰等措施

来调节; 池内氨氮含量应控制在0 .02 mg/ L 以下, 可以通过

投放光合细菌等方法来降低氨氮。

3 .3  保持良好的生态环境  通过适时换水, 施用生石灰, 或

直接洒入10 ml/ L 的光合细菌等措施, 来保持良好的池水生态

环境。一般情况下日换水量为总水体的20 % ～30 % , 每半月泼

洒1 次生石灰消毒, 调节水质。

3 .4  日常管理 ①勤巡池, 观察鳗鱼活动情况, 了解鳗鱼

的摄食情况。②及时捞除杂草、死鳗等, 注意观察水质情况

和增氧机的运转情况。③注意观察有无病害情况。④记录

好每天的巡池日志 , 以便总结出好的经验做法。

4  鳗鱼疾病防治

4 .1  预防 坚持“预防为主, 防重于治”的方针。为了防止

和减少鳗鱼的发病, 应加强饲料管理, 改善水质 , 定期施用

药物消毒。①定期对鳗鱼池进行消毒, 消毒以生石灰或漂

白粉为好 ; ②把好投苗关 , 选择健壮鳗苗 , 并且投苗前要消

毒; ③把好投喂关 , 即“四定”和“八成饱”原则 ; ④要及时排

污和加换新水 ; ⑤定期施药 ; ⑥投喂药饵预防。

4 .2  防治 ①选准药物, 不能滥用抗生素、消毒剂。应根

据鳗鱼不同生长阶段及生态环境而定。②要准确测量水

体, 正确估算用药量, 浓度小达不到防治目的 , 浓度大容易

导致鳗鱼中毒死亡, 避免长时间使用同一种药物。③用药

时应掌握“三效”( 高效、长效、速效) ,“三小”( 毒性小、副作

用小、用药量小) 的原则 , 高温季节注意控制鳗鱼脱粘病的

发生。使用“三黄”、五倍子、大青叶、甘草、板蓝根等中药复

合剂 , 在饲料中添加抗菌药物及复合维生素内服 , 连用5 ～

7 d 。④同一池鳗鱼有几种病时, 要先对较重的病用药, 若有

寄生虫发生要先治虫后治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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