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经过 左右的培育 幼体 以上变仔虾 此

时可进行淡化处理 先停止加温 用淡水换水

后再用淡水换水 ∗ 后再用淡水换水 ∀ 至

水温降至同室外水温接近时 即可出售∀

表 列出了 ∗ 年罗氏沼虾的工厂化育

苗情况∀

表 2 1994∗ 1996 年罗氏沼虾工厂化育苗情况

时间 育苗水体 雌虾数量 采苗数 每尾抱卵虾出幼体数 出仔虾数

总数 每尾抱卵虾

年 尾 ≅ 尾 ≅ 尾 ≅ 尾 ≅ 尾 ≅ 尾

中华乌塘鳢的池养生物学与养成技术研究
ΣΤΥ∆ΙΕΣ ΟΝ ΠΟΝ∆ ΧΥΛΤΥΡ Ε ΒΙΟΛΟΓΨ ΑΝ∆ Γ Ρ ΟΩ ΟΥΤ ΤΕΧΗ −
ΝΙΘΥΕ ΟΦ ΧΗΙΝΕΣΕ ΟΧΧΕΛΑΤΕ∆ Γ Υ∆Γ ΕΟΝ Βοστριχητηψσ

σινενσισ

张邦杰   毛大宁   张邦豪   梁仁杰

东莞市水产养殖技术推广中心站

东莞市长安镇东合成养殖场

α  作者于 年 月∗ 年 月对中华乌塘

鳢 Βοστριχητηψσσινενσισ 进行养殖试验 并在

有关池养生物学!生态学方面作了初步的研究∀

 材料与方法

 苗种来源

中华乌塘鳢的苗种从两广的阳江!钦州!北海市等

有关培苗室购进 均为野生亲本 经人工培育!催产 人

工孵化!育苗而成 一般规格 均重 ∀

 实验场地

试验池设在东莞市长安镇东合成养殖场 该场地

处珠江河口 年池水表面温度变幅 ε ∗ ε 年均

水温 ε 盐度低 年变幅 ∗ 值变幅

∗ ∀ 实验池 口 面积分别为

中试池一般面积为 ∗ 均为土池 池

水深 ∗ 堤基坚实无渗漏 坡比 Β 有提

灌设施和排水闸门∀ 鱼苗进池前 先排干池水 放置好

供乌塘鳢栖息用的竹筒或塑料管∀ 中间培苗池用管长

口径 总放置量为 ∗ 养成

池用管长 口径 总放置量为 ∗

放置方向与进排水连线尽量保持平行∀ 在中间

培苗池中预先安置好用 ∗ 目的力土网片做成的

面积 ∗ 的网围 构设投料桥 定置食台多

个∀ 完成栖息物的设置后开始注水

带水用茶粕!生石灰清塘除野 一般施药量为茶粕

生石灰 ∀清毒塘时间控制在放苗前

∗ 一俟醒塘即投苗∀

 投苗!中间培养和养成
中华乌塘鳢的养成期分两个阶段 第一阶段为苗

种中间培育阶段 即在面积为 的池塘中把规

格 的幼苗培育成 苗种 时间 ∗ ∀考虑

本试验的中间培育池面积稍大 因而增加设置好 个

网围 先以放养密度 个 在网围内养殖 然

后再拆除 改为 ∗ 个 的放养密度∀ 第二阶段

为养成阶段 把经中间培育 平均规格 的苗种转

入养成池 再经 个月时间养成规格 ∗ 的商

品鱼 此时的放养密度改为 ∗ 个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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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池养中华乌塘鳢的月特定生长率和生长指标

时间 月龄 均体长 特定生长率 生长指标 均体重 特定生长率 生长指标

年 月

∗ ∗

表 2 池养中华乌塘鳢的相对增长率与水温的关系

时间 平均水温 月均体长 相对增 月均体重 相对增

年 月 ε 长率 重率

 投饵和管理

投喂饲料以低值杂虾!蟹!鱼为主∀ 放养初期主要

投喂冰冻的杂虾!蟹糜 适当添加少量的鳗配合饲料∀

投喂量 湿重 为鱼体重的 拆除网围后 适当增

加投喂量至 并逐步过渡至投喂冻鲜鱼糜为主

养殖中后期投喂量减低为鱼体总重 ∗ 的适

口小鱼块∀ 投喂分早晚各一次 早上在日出之前 占日

投喂量的 晚上在天刚黑 占日投喂量的

具体视天气!水温!水质及摄食强度等情况及时调整∀

中华乌塘鳢养成时间较长 一段时间后 池塘的底

部以及栖息掩体就会被残饵!排泄物以及进水时带进

的有机杂质等污染 需要定期将池水排干 把乌塘鳢捕

起暂养 然后尽快把池中的污泥 特别是栖息掩体洗刷

干净 注水放鱼∀平时 要视水质的变化而适当换水!添

水!定期消毒 以防病害发生∀

表 3  池养中华乌塘鳢的 Φυλτον 系数周年变化及与水

温的关系

月份 平均水温 ε ƒ∏ 系数

注 ƒ∏ 系数表示周年内各月龄的肥满度 其值为 ≅ 体

重 体长 ∀

海洋科学



 结果

 养殖周期的生长节率
结果见表 ∀

 生长与温度!盐度的关系
结果见表 ∀

 池养中华乌塘鳢的 ƒ∏ 系数周年变化

及其与水温的关系
结果见表 ∀

 体长与体重!生长与时间的关系

图  池养中华乌塘鳢体长与体重的相关曲线

根据图 将求得的有关参数代入 √

生长方程 求出

Λτ ≈ τ

Ω τ ≈ τ ∀

按此方程求得的理论值 表 表明 各月龄组平

均体长和体重的理论值 接近于相应月龄的实测值

表 表明中华乌塘鳢的生长规律能用 √ 2
生长方程表示∀

对中华乌塘鳢的 √ 方程求导 得体

重拐点月龄为 拐点体重 其拐点位置和性

成熟月龄相一致≈ 属性成熟拐点∀

 生长速度
池养中华乌塘鳢的体长生长速度随年龄的增长而

减低 并逐渐近于零 体重生长速度的减低则明显滞

后 只是到了性成熟期及产后期才使其增重速度降至

零 并出现负生长∀

中华乌塘鳢属小型鱼类 生长速度比其他中!大型

鱼类慢∀池养条件下 月均增重仅 月均增长

月均增重率 • 月均增长率

详见表 ∀中华乌塘鳢生长最快的期

间是早期体重 前!体长 前∀ 雌!雄生长

差异较大 特别是性成熟后 同一生长日龄的群体 雄

性个体均重比雌性个体大 ∀

 负载量
池养鱼类的负载量一般与水中溶氧量相关 ∀ 中华

乌塘鳢具有较长时间离水 靠鳃上器!湿润的体表皮肤

进行气体交换的能力 对池水中的低溶氧量忍耐度极

高∀ 试验表明 中华乌塘鳢的个体生长慢 但单位水体

的群体负载量却相当大 在 ∗ 之间 适

宜于高密度池养∀ 影响中华乌塘鳢单位养殖水体负载

量的因素同样是水中的溶氧量 因而 勤换水 保持良

好的养殖生态 定期清理池底和人工栖息掩体是提高

养殖负载量的关键∀

 生产量
从表 中可知 中华乌塘鳢养成过程中 养殖初期

的成活率是影响整个养殖单产量的关键 以规格

初放苗量计 养成商品规格时间需 个月龄以上 总

成活率为 ∀中试养殖面积总计 平均

单产 最高产的池塘面积 放苗

个 规格 平均单产 ∀

 饵料量
池塘养殖结果 放苗量 收获量

∀投放饵料主要为杂蟹 ! 杂虾

!杂鱼 饵料系数 ∀ 中华乌塘鳢

喜欢掠食小蟹 其次是虾和鱼∀混合饲料中有蟹的掺入

是提高饵料诱食力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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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池养中华乌塘鳢的增长

月份 体长 理论体长 体重 理论体长 月均增长 月增长率 月均增重 月增重率

∗

表 5 试验池养殖中华乌塘鳢的放苗与收获

面积 放苗量 放苗规格 转塘数 转塘上市规格 成活率 总成活率

个 上市量

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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