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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鳜鱼( Si ni perca chuatsi ) 又名桂花鱼、季花鱼等, 属鲈形目

鳜鱼属[ 1] 。其肉质细嫩、厚实、少刺, 营养丰富( 每100 g 鳜鱼

肉中含蛋白质18 .5 g 、脂肪3 .5 g , 此外还含有较丰富的钙、

磷、铁、维生素B 及烟酸等) , 味道鲜美, 是深受人们喜爱的名

贵鱼类。目前, 野生鳜鱼已远远不能满足市场需求, 而鳜鱼

的售价为鲢、鳙鱼的5～10 倍, 因此人工养殖鳜鱼, 发展前景

良好。笔者拟对鳜鱼的生物学特性及主要养殖技术进行探

讨, 旨在为农民养殖致富和扩大鱼种规模提供参考。

1  生物学特性

1 .1  形态特征 鳜鱼体肥肉厚, 高而侧扁, 口大, 端位, 口裂

略倾斜, 上颌骨延伸至眼后缘, 下颌稍突出, 上、下颌前部的

小齿扩大成犬齿状, 眼上侧位 , 前鳃盖骨后缘具4 ～5 枚棘 ,

鳃盖骨后部有2 个平扁的棘 , 圆鳞细小 , 背鳍长 , 前部为棘 ,

后部为分枝软条, 体背黄绿色, 腹部黄白色, 体两侧有大小不

规则的褐色条纹和斑块( 图1) 。

图1 鳜鱼形态

1 .2  生活习性  鳜鱼原生长在江河、湖泊水域中 , 喜清水 ,

近底层生活 , 特别喜欢藏于水底的石块或繁茂的草丛之中。

鳜鱼对温度有较强的适应性, 在我国南北方均有分布, 秋冬

水温低的季节, 潜于深水处越冬 , 到春天水温回升后 , 逐渐游

到食物丰富的沿岸水草丛中觅食。鳜鱼的活动、觅食以夜间

为主, 白天一般卧于石缝、树根、底坑中, 活动较少。

鳜鱼为典型的肉食性鱼类 , 喜食活饵料, 常吞食超过自

身长度的青、草、鲢、鳙、鲮、团头鲂、鳊、细鳞斜颌鲴等活鱼

苗。在生长的不同阶段 , 鳜鱼的摄食对象有所不同。全长15

c m 以下的鳜鱼喜食虾类及小型的鱼类等,25 c m 以上则喜食

较大型的鳊 、鲤等鱼类 , 也喜食扁而细长的餐条鱼。在饥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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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其他饵料时, 它们甚至相互吞食以维持生命。

鳜鱼生长速度较快, 当年可达到50 ～100 g , 第2 年可达

0 .5 kg , 第3 年可长至1 .0～1 .5 kg 。从4 冬龄开始, 鳜鱼体重

和体长增长减缓。

1 .3 繁殖习性 鳜鱼的繁殖水温在21 ℃以上 , 最适水温为

26 ～30 ℃。我国南北的不同地区 , 繁殖月份有所不同, 南方

为3～8 月, 长江流域为5 ～8 月( 其中6 ～7 月为繁殖盛期) 。

河道及湖泊入口处为鳜鱼的理想产卵场所, 产卵通常在夜间

进行。2 龄鳜鱼可达性成熟, 一般怀卵量为3 万～20 万粒, 随

个体的增大而增加。其卵径为1 .2 ～1 .4 mm。受精卵孵化温

度为20～32 ℃, 最适温度为25 ～30 ℃。通常幼鱼孵出48 ～

60 h 后开始摄食 , 此时鱼苗长仅0 .46 c m。当幼鱼体长达1 .65

c m 时 , 已具成鱼外形, 但尚未长出鳞片。

2  人工养殖技术

2 .1 人工繁殖

2 .1 .1 亲鱼培育。性成熟的亲鱼须经过强化培育, 时间一

般为半年左右 , 主要在秋季和春季进行。在进行亲鱼培育

前, 一定要确定好养殖对象。目前鳜鱼的养殖品种主要有大

眼鳜、翘嘴鳜、斑鳜等, 其中以翘嘴鳜最为普遍, 养殖效果最

好。强化培育的过程中要注意两点: 一是要有充足的饵料

鱼; 二是要保证良好的水质, 最好定期冲水 , 创造微流水的

环境。

2 .1 .2 亲鱼选择。人工强化培育后 , 选择无病无伤的健壮

个体作为人工繁殖用的亲鱼, 雄鱼体重为1 ～2 kg , 雌鱼体重

为2～3 kg 。性腺发育良好的雌鱼腹部柔软 , 卵巢轮廓明显 ,

生殖孔突出红肿, 卵透明呈黄绿色; 性腺发育良好的雄鱼, 轻

压腹部 , 有乳白色精液流出, 精液入水即散开。选择雌雄亲

鱼的比例一般为1∶1 .5 。

2 .1 .3  人工催产。人工催产季节为5 ～8 月。注射药物有

HCG、LRH- A 和鱼脑垂体, 混合或单独注射均可, 雄鱼剂量减

半, 均采用胸鳍基部一次注射法。郑闽泉研究发现, 在生产

性育苗中, 单用 HCG 或混用 HCG+ LRH- A2 的催产效果很稳

定( 催产率均在85 % 以上) , 也便于操作[ 2] 。在水温为25 ℃

时, 雌鱼注射催产药物后约24 h 即可发情产卵, 如产卵池中

有一定的流水刺激其产卵效果更好。

2 .1 .4 人工孵化。鳜鱼的受精卵为无粘性的半浮性卵 , 卵

膜较厚, 体积小 , 比重大, 容易沉入水底造成窒息。另外 , 其

受精卵脱膜时油污、杂质较多, 容易造成水体污染。为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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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上述问题, 所以鳜鱼的人工孵化方式大多采用环道流水孵

化。鱼卵孵化出膜时间与水温密切相关。在环道流水孵化

中, 水温为24～28 ℃时, 约需28 h ; 水温为30 ℃时, 约需24 h 。

2 .2 鱼苗培育  鳜鱼苗的培育方式主要有环道育苗、网箱

育苗和池塘育苗等。

2 .2 .1 环道育苗。由于环道( 图2) 的水体是一个特殊的流

动水体, 它模拟天然生态条件, 为鳜鱼苗提供了保持清新水

质的生活环境, 是培育鳜鱼苗的主要方式之一。在环道育苗

中, 一般采取三级鱼苗培育法。第一阶段从开口培育到体长

1 c m 左右。培育时间为6 ～7 d 。放苗密度为3 万尾/ m3 左

右。该阶段鱼苗体幼嫩、抵抗不良环境能力差, 对饵料规格

要求严格, 要适时提供适口饵料。第二阶段从体长1 .0 cm 到

体长1 .8 c m 左右。培育时间也为6 ～7 d 。培育时放苗密度

为2 万尾/ m3 左右。这一阶段的苗种对水温和水质的变化敏

感, 水流要缓, 因此要随时清除环道内的污物 , 特别要重视水

质控制工作和换水的操作。第三阶段从体长1 .8 c m 到体长

3 .3 c m 左右。培育时间为5 ～7 d。培育时放苗密度为1 .5 万

尾/ m3 左右。该阶段的苗种喜底部活动, 鳞片长成, 所投饵料

鱼需经过1 % ～2 % 的食盐水浸洗消毒。

图2 环道育苗池

在环道育苗过程中, 应注意防止环道内沉积淤泥和腐殖

质。培育期间每隔3 ～4 d 交替用硫酸铜、硫酸亚铁合剂和强

氯精消毒环道水体[ 3] 。

2 .2 .2 网箱育苗。网箱是培育鳜鱼苗的理想场所, 它既可

以保证有充足、易得的饵料 , 又保持有较清新的水体不断交

换。不足之处是, 不能投喂脱膜不久的饲料鱼, 以及需经常

洗箱、定期更换网箱, 且该种育苗方式下鱼苗管理较繁琐, 操

作难度较大。采用网箱培育鳜鱼苗, 必须根据其体长选择合

适的网目, 网箱规格因地制宜 , 但一般要长、宽、高1 m 左右 ,

可以制成不同级别、不同网目的网箱, 达到各级网箱配套使

用。既要保障充足的饵料鱼, 又要有清新的水体进行不断交

换。鳜鱼苗体长1 c m 时, 选择放养密度为1 万尾/ m3 左右 ,

提前放入5 ～10 倍的饵料鱼, 放养后每隔一段时间就要补充

饵料。在日常管理中需要经常洗箱, 适时分箱 , 减少密度, 保

持良好的水质。

2 .2 .3 池塘育苗。这是比较传统的育苗方式, 优点是便于

养殖户因地制宜, 充分利用各种水面, 不足之处是难以保持

清新的水质。池塘育苗的首要任务是彻底清理育苗池 , 可用

2 250 kg/ hm2 生石灰消灭敌害生物及病原体。清塘后, 放入

1 m深的新水, 鳜鱼苗放养密度为200 尾/ m2 。在卵黄囊消失

后, 鳜鱼苗即开始主动摄食 , 因此必须及时投喂适口的脱膜

不久的其他活鱼苗作为饵料鱼。根据鳜鱼苗的不同生长阶

段投喂适口的饲料, 是提高鱼苗成活率的关键。对于刚孵化

出膜3 ～5 d 的鳜鱼苗, 适宜吃同日龄的鳊、鲂鱼苗;6～8 日龄

的鳜鱼苗, 适宜吃3 ～5 日龄的四大家鱼苗;9 ～15 日龄的鳜

鱼苗, 适宜吃1 c m 长的饵料鱼。根据生产经验, 培育1 尾3

c m 长的鳜鱼苗( 夏花鱼种) , 平均每天需摄食略小于自身规

格的饵料鱼苗30 尾。若饵料鱼数量不足, 则会导致鳜鱼苗

自相残杀。在实际管理中, 可灵活掌握投喂数量和种类 , 以

满足鳜鱼苗的摄食为宜。

2 .3 成鱼养殖

2 .3 .1 池塘养殖。

2 .3 .1 .1 鱼池条件。鳜鱼适宜用小池塘养殖, 鱼池面积一般

为667～3 335 m2 , 池水深1 .5 m 左右。鳜鱼苗种入池前, 要彻

底清塘 , 常用药物为生石灰( 用量为2 250 kg/ hm2) 、漂白粉( 用

量为20 mg/ L) 。一般在清塘10 d 后药性消失, 可先在小桶中

盛池水后放进几尾鱼 , 如24 h 无异常, 则可进行放养。

2 .3 .1 .2 放养密度。主要依据养殖条件和技术水平而定。

一般3 c m 左右的鳜鱼夏花种的放养密度为1 .5 万～2 .25

万尾/ hm2 。

2 .3 .1 .3 饵料鱼。鳜鱼的天然食性是摄食活鱼 , 饵料鱼的来

源一般有3 种途径 : ①购买适当大小的家鱼密养, 随时投喂 ;

②培育和收集野杂鱼苗。每个鳜鱼池应搭配3 个左右的饵

料鱼培育池, 可放入鲤鱼、鲫鱼或一些繁殖时间较早、繁殖量

较大的野杂鱼类, 繁殖大批鱼苗供鳜鱼摄食; ③直接放养饵

料鱼。为了节省鱼池, 可直接在鳜鱼池中投放一些麦穗鱼、

餐条鱼等繁殖次数较多的小型鱼类, 以满足鳜鱼的需求。

2 .3 .1 .4 投饲。把体重0 .5 g( 体长约3 c m) 的鳜鱼苗养成

0 .5 kg 的商品鱼, 需消耗饵料鱼约5 000 尾( 3 kg 左右) 。要根

据鱼的生长情况及天气情况及时投放饵料鱼, 最好是3 ～5 d

投放1 次 , 使池塘中的饵料鱼保持一定的密度, 在饵料来源

充足的情况下, 应尽量投足。

2 .3 .1 .5 管理。主要是早晚巡塘 , 观察鳜鱼的摄食情况、生

长情况及水质变化情况。要保持良好的水质, 使水中溶氧保

持在5 mg/ L 以上, 一般每2 周换水1 次 , 同时在水质变浓时

及时冲水。夏季天气炎热时, 需使用增氧机增氧。为了避免

水质过肥, 可在水中培育一定的水生植物, 以净化水质, 利于

鳜鱼生长。此外, 还要注意防止鱼苗逃出池塘, 可用筛绢网

布包牢进出水口。

2 .3 .2 网箱养殖。网箱养殖鳜鱼可以充分利用江湖[ 4] 、水

库[ 5 - 6] 、港湾、河口[ 7 - 8] 等优良水域条件 , 具有生产机动灵

活、投资少、设施简单、易于操作等特点, 加上网箱体积小, 鳜

鱼在人为控制的网箱内 , 排泄物可以随时顺利地排出箱外 ,

使箱体内水质始终保持清新流畅。同时, 网箱养殖既有利于

大批量进行人工饲料驯饲, 又可进行高密度集约化养殖, 降

低饵料成本。因此 , 网箱养殖鳜鱼是一条开发水域资源 , 发

展优质渔业, 向产业化迈进的有效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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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殖鳜鱼的网箱面积一般以20 m2 左右为宜, 网目大小

为2 .5～3 c m。网箱应设置在具有微流水的环境中, 以水库

的水质最好。放养的鳜鱼种一般在体长10 c m 左右, 放养的

规格要整齐一致 , 不然会发生大吃小现象。一般在4 月放

养, 放养密度为15 尾/ m2 左右, 到11 月起捕, 可获得每尾重

0 .5 kg 以上的鳜鱼。

网箱养殖鳜鱼最重要的是解决好饵料鱼的问题。可因

地制宜地投喂四大家鱼及鳊、鲮、鲫、罗非鱼的鱼苗等, 也可

掺入少量活蚯蚓。高银爱等研究发现, 以麦鲮作为鳜鱼饵料

鱼与鳜鱼进行配套养殖效果最好, 成活率在70 % 以上, 且具

有成本较低、群体产量高、发病率低及易捕捞等特点[ 9] 。网

箱养殖鳜鱼应注意, 饵料鱼的投放宜采取少吃多餐法, 一般

每天早、中、晚各投喂1 次。张宏远等观察发现 , 鳜鱼喜欢吞

食的饵料鱼一般体长为鳜鱼的1/ 2 左右[ 5 ,7] 。张宏远等试验

发现, 网箱中设置隐蔽物能够提高鳜鱼的成活率和降低饵料

系数( 未设隐蔽物的网箱, 鳜鱼的成活率和饵料系数分别为

92 % 和4 .5 ; 而网箱中设置隐蔽物, 鳜鱼的成活率和饵料系数

分别为99 % 和4 .1) , 增加养殖效益[ 5] 。

由于网箱养殖鳜鱼的密度大, 故一定要加强管理, 并勤

洗箱( 至少每周洗刷1 次) 、勤消毒( 每月用生石灰消毒1 次) 。

洗箱时, 先将鳜鱼转至备用网箱, 彻底清除网箱中的杂物及

剩余饵料 , 刷掉网箱上的青苔, 以防其堵塞网眼。此外, 还应

随时检查网片有无破洞, 如有应及时缝补。

2 .4 疾病防治  鳜鱼的疾病防治主要以预防为主, 其工作

重心是要有优良的水质、合理的养殖方式以及科学的日常管

理。鳜鱼的常见病有以下几种, 其发病症状及防治方法

如下。

2 .4 .1 水霉病。在鳜鱼繁殖过程中 , 如果受精卵的孵化用

水混有污物, 会使鱼卵受损, 从而感染水霉菌。感染了霉菌

的鱼卵, 同“四大家鱼”卵的水霉病相似 , 肉眼观察卵膜外长

有毛绒状物, 严重时会造成大批死亡。在鳜鱼的鱼苗、鱼种

和成鱼养殖过程中, 因操作、运输不当使鱼体受伤, 也易发生

该病, 肉眼观察病鱼体表和擦伤处 , 有白色絮状物。一旦患

有该病 , 病鱼游动缓慢, 食欲减退, 最后消瘦而死。防治方

法: ①过滤鳜鱼的孵化用水。用60 目尼龙纱绢网过滤鳜鱼

的孵化用水, 以防杂物进入; ②勿选受伤的鱼作亲鱼 ; ③浸洗

鱼体。在鱼苗、鱼种及成鱼阶段可用3 % 的食盐水浸洗鱼体

5 ～10 min , 或者用1 % 食盐水加数滴食醋浸洗病鱼5 min ; ④

在捕捞及运输过程中 , 防止鱼体擦伤。

2 .4 .2 纤毛虫病。这是鳜鱼夏花培育过程中的主要疾病之

一, 主要是由于车轮虫等寄生于鳜鱼体表、鳍部和头部所引

起。该病蔓延迅速, 寄生虫数量少时 , 对鱼体活动影响不大 ;

数量多时, 鱼不肯进食。肉眼可见鱼体上有白色点状物 , 鱼

口不能合上, 游动失去平衡, 继而死亡。该病危害性极大。

防治方法 : ①消毒。每天用3 % 食盐水对流水池全池泼1 次 ,

停水3 ～5 min , 可起到预防和治疗作用; ②鱼体浸洗。夏花鱼

下塘时 , 用2 % 食盐水浸洗鱼体2 min 。

2 .4 .3 锚头鳋和中华鳋病。锚头鳋主要寄生于鳜鱼体表 ,

使鱼体消瘦, 失去游泳及捕食能力。中华鳋主要寄生在鳜鱼

鳃部, 破坏鳃组织 , 影响呼吸能力。若1 尾5 c m 的幼鱼体上

寄生2 个锚头鳋, 即可导致幼鱼死亡, 因此在养殖过程中应

及早预防。防治方法: ①用生石灰清塘。放鱼苗种前, 对池

塘进行生石灰带水清塘 , 可杀灭水中鳋体, 同时要随时注意

水源和 饲料的清洁工作 , 减少传染源 ; ②鱼体浸 洗。用

15 mg/ L的高锰酸钾浸洗鳜鱼的饵料鱼2 h , 可消灭鱼体上的

鳋类。

2 .4 .4 烂鳃病。该病多发生在高温季节, 鳃丝腐烂有白色

斑点, 并有污物和粘液附着。防治方法: 使用2 mg/ L 的硝酸

亚汞溶液浸洗鱼体10 min , 可缓解病情。

2 .4 .5 肠炎病。主要症状是直肠至肛门段充血红肿, 粪便

为淡黄色, 严重时整个肠道肿胀, 呈紫红色 , 排泄物为浓液

状。该病主要是带菌饵料鱼被鳜鱼吞食所致。防治方法: 使

用北京同治水产科技有限公司生产的肠鳃灵效果较好。如

用于预防 , 可将其按0 .15 % 的比例配料, 与饲料混合投喂, 每

月2 次; 如用于治疗, 可将其按0 .25 % 的比例配料, 与饲料混

合投喂 , 每天2 次, 连续3 d[ 1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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