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Ξ  本文介绍利用深井海水越冬并利用室内水泥池和

室外土池两种养成情况∀

 人工越冬试验

本试验利用深井海水进行假晴东方 越冬获得成

功∀ 越冬于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全

部过渡到自然海水温度为止 历时 左右∀ 入

池 幼鱼 尾 越冬结束成活 尾 成活率

∀

 条件
越冬场址在莱州湾 利用闲置的对虾育苗室∀越冬

池为长方形水泥池 面积分 三种

规格 池深 ∗ ∀ 越冬用水全部取自地下深井

海水 井水温度长年稳定在 ∗ ε 盐度 左

右∀ 提水设备为两台 • 潜水泵 最大流量为

∀

 管理
越冬期根据气温变化 以换水量多少来调节池水

温度 使日温差小于 ε 越冬期水温保持在 ∗

ε 其变化情况及其与体重增长关系见图 ∀

图  假晴东方 越冬期水温变动及体重增减

  越冬期一般每天上午换水 次 每次换水 左

右∀ 但在气温较低的 月份 为保持水温改为每日早!

晚各换水 量程∀每天排水时彻底吸污 次 投饵后

有残饵随时吸出∀由于室内水泥池自净能力差 一般每

半月倒池 次∀ 倒池后 将越冬池清刷干净 并用

≅ 漂白粉彻底消毒∀ 越冬期间断充气 溶解氧在

∗ 之间 盐度 ∗ ∀

 饵料

越冬期间所投饵料种类有冰冻玉筋鱼!鲐鱼!小杂

虾及活体沙蚕!竹蛏等 月份以前以玉筋鱼为主 月

份以鲐鱼为主 月中旬至越冬结束全部投喂活体沙

蚕∀

根据鱼类冬季新陈代谢速度减缓!摄食强度不大

的特点 每天早!晚各投饵 次∀投喂时控制好节奏 保

证所有鱼都有充分摄食机会 尽量避免剩饵落底∀越冬

期日摄食率为 ∗ ∀

 结果

东方 幼鱼 月 日入池越冬 当时平均体重

∗ 平均体长 ∗

入池数量 尾∀ 月 日以前放于总水体

的 个池中 入池密度分别为 尾 前期

越冬历时近 出池 尾 成活率为

后期越冬于 月 日∗ 月 日 共计 越冬鱼

种稀疏到 个池子中 总水体 ∀ 由于经常倒池

各池水体又大小不一 密度经常发生变化 其范围在

∗ 尾 之间∀后期越冬共出池鱼种 尾

成活率为 ∀这样越冬总成活率为 越冬

前后期情况见表 ∀

 讨论

本试验证明 利用深井海水进行假晴东方 人工

越冬是可行的∀越冬水温在 ∗ ε 之间 东方 幼

鱼仍能摄食 并在大部分时间内缓慢生长 日增长量小

于 ∀ 但在 月上旬∗ 翌年 月上旬 水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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ε 越冬幼鱼虽仍摄食 但体重出现负增长 这说

明在这样的水温及饵料条件下 幼鱼为维持生命所耗

热量大于吸收热量∀ 此水温界限在其他条件下是否也

会出现上述负的代谢 还有待于进一步研究∀以东方

越冬变化曲线可以看出 ε 以上幼鱼体重呈现出缓

慢增长趋势 进入 月下旬以后 水温达 ∗ ε 生

长相对加快∀ 由表 中看到 在后期越冬 天内 月

日∗ 月 日 幼鱼日增重量为 ∗ 水温

在 ∗ ε 之间∀

表 1 假晴东方 人工越冬情况

池号 水体 入池 出池

数量 密度 重量 成活数 成活率 重量

尾 尾 尾

注 月 日∗ 月 日前期培育∀

池号 入池 出池 日均增长量

数量 重量 数量 成活率 重量

尾 尾 尾

注 月 日∗ 月 日后期培育∀

本试验还显示 在上述水温 ∗ ε 日摄食率

∗ 的条件下 越冬前期密度在 尾

尾 尾 等不同梯度下 后期密度在 ∗

尾 之间 均能获得较高成活率 且其差别不

大∀

由于越冬地处莱州湾畔 据以往越冬经验 易发生

原生动物寄生病 因此 越冬期间坚持以防病为主 结

合倒池定期对鱼进行短时药浴 避免了较大病害的发

生∀ 这是越冬成活率较高的重要原因∀

 人工养成试验

 条件与管理
年 月 利用越冬苗 分别放养在室内

≅ ≅ 的水泥对虾育苗池 个和室外

个 亩对虾养成池∀ 室内投苗 尾 室外投苗

尾∀

养成期间室内育苗池每天换水 连续充气 水

深保持 ∀室外对虾养成池水深 ∗ 因闸

门漏水 水位不稳定 每天换水 左右 月 日

∗ 月 日连续充气∀每隔 ∗ 抽样 尾左右测

量体长!体重 以观察其生长情况∀每天两次记录气温!

水温和投饵种类!数量及摄食情况∀并不定期地测定水

质理化参数∀ 选择高温的一天 月 日 连续测定

室外池水质理化参数 观察周天变化 见表 ∀

表 2  养成水质理化因子测定值

时间 ⁄ 2 ≥

时Β 分 Λ Λ

Β

Β

Β 2

Β

Β 2

Β

Β 2

注 月 日室外养成水质情况 / 20为未检出∀

时间 室外 室内

月 日 ⁄ 2 ⁄ 2

Λ Λ

注 早 Β 测定值∀

 饵料
以小杂鱼为主 约占 甲壳类及双壳类

梭子蟹!日本  !竹蛏等 约占 沙蚕约占

∀ 投喂饵料顺序 月 日∗ 月 日以沙蚕

为主 月 日∗ 月 日沙蚕!大颚针鱼 月 日

∗ 月 日玉筋鱼 月 日∗ 月 日大颚针鱼!

甲壳类 月 日∗ 月 日日本  鱼为主 月

日∗ 月 日以远东沙 鱼为主 月 日以后鲐鱼

为主∀为了比较不同阶段的生长 分别计算了瞬时体长

生长率 瞬时体重生长率 以及体重日增长率和平均日

增长量见表 并作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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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假晴东方 不同养成阶段生长情况

室外

时间 天数 瞬时体长 瞬时体重 体重日 平均日

生长率 生长率 增长率 增长量

月 日 ≅ ≅

室内

图  年假晴东方 养成期室内!室外体重!

体长生长情况

 结果
室内鱼 月 日∗ 月 日 体重从

增至 养成 增重 日增重率

平均日增重量 室外鱼 月 日∗ 月

日 体重以 增至 养成 增重

日增重率 日增重量 ∀ 室内鱼比

室外鱼生长快 主要原因 刚移出室外的一段时间

月 日∗ 月 日 由于水体增大 相对密度减

小 投饵尚未形成规律 鱼的摄食量大大减少 出现体

重负生长 平均体重由 降至 影响了

以后的生长 室内 月中旬水温接近 ε 后 加入

ε 的低温深井海水调节 从图 可以看出 调节水

温的结果 使较快生长期由 月中旬提前到 月底∀

从表 !图 可以看到 室外鱼体重生长除去 月

日前一段时间不正常外 大体分为三个阶段 水

温为 ∗ ε 时为生长较快阶段 月

日∗ 月 日 内日增重率 日增重量

水温超过 ε 以后到降至 ε 的生

长 缓慢期 月 日 ∗ 月 日 内日增重率

日增重量 水温从 ε 继续降至

ε 为又一较快生长期 月 日∗ 月 日

内日增重率 日增重量 从表 可以看

到后 比前 生长更快∀

室内育苗池 月中旬以前自然升温阶段与室外相

似 也是水温 ∗ ε 期间 月 日∗ 月

日 生长较快 日增重率 日增重量 ∀ 同

样 超过 ε 以后生长缓慢 一直到水温调降至

ε 月 日∗ 月 日 期间 日增重率

日增重量 ∀

室内池东方 月中旬加低温深井海水调温 迄

后始终保持生长较适宜水温 这期间鱼体生长主要依

饵料种类不同而有差别∀ 月 日∗ 月 日投喂

玉筋鱼 内出现了日增重率 日增重量

的极快生长速度 其间水温 ∗ ε ∀但从

月 日至 月 日 虽然水温在 ∗ ε 之间 却

出现生长缓慢现象 内日增重率为 日增重

量只有 ∀ 其原因是从玉筋鱼改为白姑!叫姑及斑

 的幼鱼为饵料 开始 ∗ 出现拒食现象 后来摄

食量也极少∀改投远东沙 鱼及日本 鱼后逐渐好转

但日摄食量只有投喂玉筋鱼的一半左右∀从 月 日

投喂鲐鱼一直到 月 日 其间水温为 ∗

ε 内日增重率 日增重量 这段时

间恢复自然水温 因而生长与室外相似 都处在较快生

长状态∀

需要指出的是室内鱼体达 以后 与室外土

池养成的鱼相比 体长生长显著变慢 肥满度增加∀ 这

可能与养殖环境差异有关 室内养殖水体小 相对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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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少所致∀

养成期间病害 室外养成池 月中旬水温升至

ε 以上 大量绿藻繁殖 溶氧降至 月

∗ 日 连续死鱼 多尾 经人工清除藻类后好

转∀ 月 日水温升至 ε 由于临近的 号池不能

排水 出现泛池 大量臭水通过闸门漏入养成池 致使

池边小蟹全部离开水 伏在岸边∀ 经测定溶氧降至

总氨 Λ 加充气石充气后方见好转∀ 一

直到 月 日水温降至 ε 以下停止充气∀ 室内

水泥池养成期间主要是原生动物外寄生致病∀ 月

∗ 日 水温升至 ε 发生隐核虫大量繁殖寄生鱼

体表∀ 月 日水温 ε 发生大型车轮虫 Λ 大

量寄生鱼体∀ 月 日出现淀粉卵甲藻大量繁殖寄生

鱼体∀ 月 日发生小型纤毛虫 Λ ≅ Λ 大量

繁殖寄生鱼体∀ 其共同特征是寄生生物主要分布在鱼

体表和鳃部 使病鱼呼吸困难 不摄食 游动缓慢 甚至

卧底不动∀水表层分泌粘液增多 镜检为鱼体表分泌粘

液∀由于大量分泌粘液脱落 鱼体表颜色变浅∀用不同

药物综合治疗 得到有效控制≈ ∀

 讨论
从 年代初 黄海水产研究所开始作假晴东方

育苗试验 并进行少量养殖试验 之后青岛几个单位相

继进行研究∀ 而用对虾育苗池和虾池进行较多数量的

养成试验 尚未见报道∀在本试验中 由于条件所限 养

殖环境不好 从表 可以看出 室外养成池早晨溶解氧

大部处于较低值 有时在 以下 在这种水质环

境中仍有较快的生长速度 甚至短时在 溶

氧下仍能成活∀试验证明 利用对虾育苗池和虾池在水

深 ∗ 条件下 养成越冬后种苗至 月上旬

可以达到 以上商品规格鱼 但在高温季节 每天

的换水量是不够的∀如果水深在 左右 每天换

水量在 ∗ 有足够的适口饵料 养至 月下旬

达到 ∗ 是可能的∀

依上述生长情况可以得出以下几点 假晴东方

最适生长温度 在升温期为 ∗ ε 这段时间大

约半月左右 在降温期为 ∗ ε 这段时间大

约半月左右 在降温期为 ∗ ε 大约从 月中

旬到 月中旬 与日本人的结果基本一致 日本人认

为 ∗ 月间 ∗ ε 最好 本试验截止 月中旬

尚未降至 ε ∀其最适水温并不在同一范围 前者高

于后者 表示出水温变化后 似乎要有一个足够长的适

应过程∀ 在两个最适生长期内 前者日生长率大于

后者 由于后者基数大于前者 日生长量出现相反结

果 因而 ∗ 月份生长量最大∀ 室外池 的生长

量 月 日∗ 月 日 是总量的 室内为

∀ 依适口性及增长量判断在小杂鱼中 以玉

筋鱼最好 依次为鲐鱼!  鱼!远东沙  鱼!大颚针鱼!

斑 !白姑鱼!叫姑鱼∀ 同样投喂玉筋鱼 在 ∗

ε 时 日增重率及增重量分别达 和

而在 ε 时 分别只有 和 相差 倍多∀

同样在 ε 时 投喂大颚针及沙蚕 月 日∗

月 日 日增重率及增重量分别只有 和

表 !图 与投喂玉筋鱼相差 倍以上∀

可以看出 适口饵料对东方 生长具有重要意义∀

作者在 年东方 养殖中 使用自己研制的东方

人工配合饵料 获得了很好的效果 利用 亩废弃的养

虾土池 养成商品鱼 为今后发展东方 土池养

成奠定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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