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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采用单养模式，连续 2年进行室外池塘岩原鲤鱼苗培育生产试验，取得了良好的养殖效果。试验结果表

明，鱼苗培育以每 667 m2放养水花 2万～4万尾效果较好，30 d左右可养成 3～4 cm规格，其成活率可达 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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岩原鲤（ ）俗称岩鲤、黑鲤、岩

鲃鲤 ，属鲤科，原鲤属，是长江中上游特有名贵经

济鱼类。主要分布于长江上游和中上游的干支流

内，在《中国濒危动物红皮书》中被列为我国易危

鱼类 [1]。它具有体腔小，味鲜美、营养价值高等优

点，是人们所喜爱的经济鱼类，重庆、四川等省市

均相继开展其养殖技术研究[2-3]。本试验紧密结合

实践生产，通过室外土池单养模式，连续 2年进行

了岩原鲤鱼苗培育的相关技术研究，现将试验成

果总结如下。

试验研究1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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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材料与方法

1）材料。本试验中岩原鲤水花鱼苗来源为重庆

市合川区三江水生生物研究所自繁，试验养殖池塘

为该研究所 1、2号室外土池，面积分别为 1 005 m2

和 667 m2，池形齐整，排灌方便。

2）方法。①放养。放养前生石灰清塘、施基肥培

肥水质。施基肥 7 d后，轮虫高峰期水花鱼苗下塘。

2年期间采用单养模式，分别按每 667 m2放养水花

鱼苗 2万～6.7万尾进行试验，培育至全长 3～4 cm

规格（夏花鱼种），具体放养数据见表 1。

②饵料投喂。饵料类型为浮游生物、鸡蛋黄、

粉状配合饲料和颗粒配合饲料。投饵方式为食台

堆放和泼洒投喂相结合的方法。鱼体全长在 2 cm

以前主要以鸡蛋黄和人工培育的浮游生物为主，

全长达 2 cm以上时诱导集群摄食配合饲料，每天

固定投喂 4～6次，投饵率控制在 8%～12%，饲料

粗蛋白质含量 42%～45%。鱼体全长 3.0 cm以后

采用粒径为 0.5～1.0 mm以上的颗粒饲料，投食

频率为 3～5 次 /d，投饵率控制在 5%～10%，饲料

粗蛋白质含量 40%～42%。

③日常管理。每天做好巡塘记录，记录水温变

化，定期测定池中溶氧和 pH值；适时开启增氧机，

并分期注水改善水质；每 10～15 d各池泼洒生石

灰水以调节水质；经常清洗食台。在养殖过程及收

获时，记录并计算放养密度、收获量、养殖周期、成

活率等数据，同时进行鱼病防治工作。

2 结果与分析

1，2号池在第 1年分别收获 2.6万尾、2.7万尾

夏花鱼种，第 2年分别收获 3.4万尾、7.1万尾夏花

鱼种（表 2）。

3 讨 论

1）养殖周期。表 2数据显示，放养密度为 2万～4

万尾 /667 m2时，由水花培育至夏花鱼种（规格 3～

4 cm）需要 27～30 d，差别较小，但当放养密度为

6.7 万尾 /667 m2时，养殖周期明显延长，为 35 d。

说明水花放养密度应控制在 2万～4万尾 /667 m2

较好。

2）成活率。表 2数据显示，放养密度为 2万～4

万尾 /667 m2时，由水花培育至夏花鱼种（规格 3～

4 cm）的成活率为 86 %以上，但当放养密度为 6.7

万尾 /667 m2时，成活率明显下降，为 71%。表明水

花放养密度应控制在 2万～4万尾 /667 m2为好。

3）摄食。经解剖观察，岩原鲤鱼苗的开口饵料为

轮虫，在全长 3 cm前以摄食浮游生物为主；3～4

cm为食性转化阶段，转为摄食底栖动物和有机腐

屑，对人工配合饲料也具有较高的喜食性。本试验所

用配合饲料为课题组根据多年岩原鲤养殖经验而选

用，但其营养需求与饲料喜好还需进一步研究。

4）鱼病。岩原鲤抗病力较强，由于加强池塘养

殖的管理，在几年的鱼苗培育过程中未出现大的病

害，但要做好预防工作，每 10～15 d用生石灰 10～

20 kg/667 m2，全池泼洒，并定期使用微生态制剂[4]。

培育过程中要预防车轮虫、斜管虫病，可用硫酸铜

和硫酸亚铁合剂按 0.7 g/m3（5∶2比例），全池泼洒。

5）生长水温。本地岩原鲤鱼苗培育阶段水温 18～

30 ℃，其他地区进行岩原鲤苗种培育时，其生长速

度及养殖周期会因水温不同而有所增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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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放养数据

养殖池塘 放养时间 池塘面积 /m2 放养规格 /cm 总放养量 /万尾

第 1年 667 0.8 3

第 2年 667 0.8 4

第 1年 1 005 0.8 3

第 2年 1 005 0.8 10

1号

2号

表 2 养殖收获数据

成活

率 /%

88

86

89

71

养殖

池塘

放养

时间

放养密度 /（万

尾 /667 m2）

养殖周

期 /d

收获规

格 /cm

收获数

量 /万尾

1号
第 1年 3 28 3～4 2.6

第 2年 4 30 3～4 3.4

2号
第 1年 2 27 3～4 2.7

第 2年 6.7 35 3～4 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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