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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要  报道了 ∗ 年鲈鱼土池人工育苗的研究结果∀ 捕自天然海区!
围垦内湾和网箱培育的亲鱼注射 2 与 ≤ 诱导能顺利排卵 产卵率

∗ 受精卵卵径 ∗ 浮性卵 受精率 ∗ 在水

温 ∗ ε !盐度 ∗ 的条件下 一般经 孵出仔鱼 孵化率

∗ ∀ 人工育苗在室外土池进行 最高成活率 ∀ 初孵仔鱼全

长 ∗ 经培育 左右变态为幼鱼∀ 年 年 年

年和 年分别育出幼鱼 及 尾 全

长为 ∗ ∀

关键词  鲈鱼 土池 育苗

Ξ  作者于 ∗ 年在本所试验场进行了鲈鱼

Λατεολαβραξ ϕαπονιχυσ ≤∏√ ετ √ 室内

水池和室外土池人工育苗研究 本文着重介绍室外土

池人工育苗研究结果∀

 材料与方法

1 1 亲鱼来源
亲鱼系繁殖季节捕自天然海区!围垦内湾和海水

网箱∀

1 2 催产
亲鱼选择 雌鱼以 ∗ 龄!卵径在 以

上为佳 雄鱼 龄以上 轻压腹部有乳白色精液流出为

准 以 2 及 ≤ 单独或混合催产∀注射后雌!雄

亲鱼以 Β 的比例蓄养于 ≅ ≅ 水

泥池中∀

1 3 受精与孵化
催产后 采用人工授精或自然产卵受精 受精卵移

入 ≅ ≅ 及直径 !水深

的孵化池 卵密度 ∗ 粒 行静水微充

气孵化 孵化期间水温 ∗ ε !盐度 ∗

∀

1 4 土池育苗
室外土池育苗采用肥水繁殖饵料生物与投饵相结

合 育苗池面积为 及 水

深 ∗ 待池中生物饵料逐趋繁殖高峰 即移

入孵后第 ∗ 天仔鱼 放养密度为 ∗ 尾

当全长达 以上 视池中生物饵料多寡适当投喂

鱼肉糜等∀

 结果

2 1 亲鱼性腺发育情况
年 网箱培育 龄鲈鱼 尾 其中雌鱼

尾!雄鱼 尾 月 日检查 尾雄鱼轻压腹部后流

出精液 成熟率达 尾雌鱼中有 尾卵径达

以上 其中 尾雌鱼卵径达 以上

月 日再次检查 共有 尾雌鱼卵径达

以上 成熟率为 至翌年 月 日 有些亲鱼性腺

已有明显退化之迹象∀

2 2 催产结果

∗ 年度亲鱼主要捕自垦区 卵巢 ∗

期 卵径 ∗ ∀ 选择卵径 以上的

雌鱼催产 获产率 ∗ 年主要利用

网箱培育之亲鱼 获产率 并达到自然产卵受精

之目的∀ 历年催产结果详见表 ∀ 催产结果表明 卵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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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 采用单一或混合激素催产均可诱导排

卵∀

2 3 受精与孵化
受精结果表明 受精率高低主要取决于性产物的

质量 但与受精时的温度!盐度等理化因子以及采卵授

精时间宜否密切相关 历年的受精结果见表 ∀

鲈鱼受精卵浮性 卵径 ∗ 在水温

∗ ε !盐度 ∗ ! 值 ∗

的条件下 受精卵一般经 发育 仔鱼破膜而

出 历年孵化结果见表 ∀ 孵化结果表明 繁殖季节水

温 ε 以上时 胚胎正常发育 而不同的盐度 孵化效

果差异较大 见表 ∀

当海水盐度低于 时 静水条件下受精卵沉底

淡水中 受精卵发育至多细胞停止发育 盐度为 时

受精卵发育至心脏博动期后完全停止发育 盐度为

时 受精卵发育至临孵化前停止发育 部分受精卵虽孵

出仔鱼 但不久即死亡∀ 由表 可以看出 鲈鱼受精卵

的发育需要较高盐度 在低盐度的海水中孵化 不但孵

化率低 时间长 且仔鱼形态及体质也受影响∀

  ∗ 年度分别孵出仔鱼

尾∀

2 4 土池育苗结果

 室外土池育苗结果  历年土池育苗结果

详见表 试验结果表明 在水温较低的冬季 福建

沿海采用肥水与投饵相结合的室外土池育苗方法培育

鲈鱼苗种在技术上是可行的 冬季水温低 室外土

池浮游生物繁殖较慢!生物饵料密度小 初步认为仔鱼

放养密度以投放 ∗ 尾 较为适合 本研

究过程中 仔鱼放养密度超过 尾 的试验 成

活率均不理想 仔鱼下塘时间以孵后 ∗ 为

宜 孵化 后的仔鱼 在移苗过程中容易死亡 下塘

后成活率也不佳 除个别土池因病!敌害或饵料缺

乏等因素影响而致使仔鱼成活率下降外 室外土池培

苗成活率稳定在 ∗ 之间 推广过程最高

成活率达 ∀

 仔!稚鱼生长发育  初孵仔鱼全长

∗ 头部紧贴在卵黄囊上方 吻端略突出 卵

黄囊椭圆形 长径 ∗ 短径 ∗

油球位于卵黄囊前端 表面分布有树枝状黑色素

和黄色颗粒 消化道细而平直 较短 胸鳍小 呈牙状

各奇鳍呈膜状 连在一起 鱼体中部两侧有树枝状黑色

素斑∀ 静止时 仔鱼卵黄囊朝上平躺于各水层 偶尔作

间隙性的上下或前后窜动∀

仔鱼全长 ∗ 卵黄囊收缩

油球略缩小 鱼体两侧黄色素明显 静止时 仔鱼头部

朝下悬挂于各水层中∀

仔鱼全条 ∗ 卵黄囊缩小 ∗

油球缩小 仔鱼活力增强∀

∗ 仔鱼全长 ∗ 口开启 下颌

裂 ∗ 卵黄囊缩小 眼出现黑色素

消化道变粗∀

∗ 仔鱼全长 ∗ 卵黄囊仅留残

骸 消化道开始盘旋 能蠕动 体侧黑色素明显 仔鱼已

能平游∀

表 1 1989∗ 1993 年鲈鱼人工催产结果

Ταβ 1 Τηε ρεσυλτσ οφ ινδυχεδ σπαωνινγ οφ Λατεολαβραξ ϕαπονιχυσ φροµ 1989 το 1993

年份 催产日期 催产鲈鱼 获产鲈鱼 催产期间理化因子 获产率 受精方式 授精率 孵化率

月 日 尾数 尾数 水温 ε 盐度

∗ 人工授精

∗ ∗ ∗ 人工授精 ∗ ∗
∗ ∗ ∗ 人工授精 ∗ ∗
∗ ∗ ∗ 人工授精 ∗ ∗

∗
∗

∗ ∗
人工授精 ∗
自然受精 ∗

∗

表 2 海水盐度对鲈鱼胚胎发育的影响 水温 ∗ ε

Ταβ 2 Τηε εφφεχτ οφ σαλινιτψ ον τηε εµ βρψονιχ δεϖελοπµ εντ οφ Λ ϕαπονιχυσ − ε

盐度 放受精卵数 卵化时间 孵化仔鱼数 尾 初孵仔鱼规格 孵化率

粒 正常 畸形 全长 体高

∗
∗
∗

注 当盐度在 ∗ 时不孵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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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历年土池育苗结果

Ταβ 3 Τηε ρεσυλτσ οφ λαρϖαλρεαρινγ ιν ουτδοορ πονδσ φροµ 1989 το 1993

年 池 面积 下塘 下塘 下塘 理化因子 出塘时间 培育期 出塘规格 出塘 成活

时间 规格 苗数 水温 盐度 平均全 平均体 苗数 率

份 号 年 月 日 日龄 尾 ε 年 月 日 长 重 尾

∗ ∗

∗ ∗

∗ ∗ ∗

∗ ∗ ∗

∗ ∗ ∗

∗ ∗ ∗

∗ ∗

∗ ∗ ∗

外 ∗ ∗

∗ ∗ ∗

∗ ∗ ∗

∗ ∗ ∗

∗ ∗ ∗

三

角 ∗ ∗ ∗ ∗ ∗ ∗

池

因浒苔繁生引起仔!稚鱼大量死亡∀

  ∗ 仔鱼全长 ∗ 油球吸收殆

尽 体侧黄色素颗粒减少 仔鱼主动摄食能力增强∀

∗ 仔鱼全长 ∗ 鳔形成 脊索

平直 体侧黑色素颗粒增多 避强光∀

∗ 仔鱼全长 ∗ 鳃耙出现

上!下颌具细齿∀

∗ 仔鱼全长 ∗ 脊索末端向

上弯曲 尾鳍鳍条分化 数量 ∗ 个 背!臀鳍鳍膜

与尾鳍鳍膜分离 背鳍鳍条原基出现 短杆状 数量

个 鳃盖后缘具小齿∀

∗ 仔!稚鱼全长 ∗ 背鳍膜

分化成第一和第二两背鳍 第二背鳍出现 个鳍条

臀鳍出现 个鳍条 尾鳍鳍条 ∗ 个 已分节 胸鳍

条隐约可见 腹鳍已具刍形∀

∗ 稚!幼鱼全长 ∗ 腹鳍完

全形成 各鳍式与成鱼特征相似 鳞片开始出现直至全

身披鳞 各部特征与成鱼相同∀

 讨论

鲈鱼繁殖季节水温低 仔!稚鱼生长速度慢!育苗

周期较长∀ 室内水泥池育苗 生物饵料需求量大 低温

条件下大面积!高密度培养生物饵料存在诸多困难 且

成本高 而一旦培养失败或提供饵料量不足 便危及仔

稚鱼生存 再者畸型率!鱼苗互相残杀!消化道内气泡

病发生率较高 尚难于控制 室外土池育苗 通过施肥

以繁生多种生物饵料 可以做到适时提供各阶段仔!稚

鱼适量的适口饵料 不但鱼苗可根据不同生长发育阶

段自由选择饵料 而且在 内只要水质调节好 即

使没有投喂工人饵料也可依靠天然饵料为生 且土池

水质稳定 溶氧充足 育苗生长快 管理方便 只要放养

密度合理及有效的肥水繁殖饵料生物 既可保证仔!稚

鱼有足够的适口饵料 也可避免育苗间的互相残杀 减

少气泡病发生率 是理想的育苗方式之一 尤其是土池

育苗投入成本低 易于操作管理 有利于育苗技术迅速

推广 也为虾池综合开发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发展方向∀

根据冬季水温低 池塘浮游生物繁殖慢!密度低的

特点 初步认为土池育苗仔鱼放养密度以 ∗ 尾

为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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ΣΤΥ∆ΙΕΣ ΟΝ ΤΗΕ ΛΑΡ ς ΑΛ Ρ ΕΑΡ ΙΝΓ ΟΦ ϑΑΠΑΝΕΣΕ ΣΕΑ

ΒΑΣΣ Λατεολαβραξ ϕαπανιχυσ ΙΝ ΟΥΤ∆ΟΟΡ ΠΟΝ∆Σ

≤ ∏ ≠ ÷ • °

Φισηεριεσ Ρ εσεαρχη Ινστιτυτε οφ Φυϕιαν Προϖινχε Ξ ιαµ εν

Ρ εχειϖεδ ∏

Κεψ Ω ορδσ Λατεολαβραξ ϕαπονιχυσ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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