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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斑东方　人工育苗技术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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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负责双斑东方 规模育苗及养成技术研究项目 ∀通讯地

址 厦门市东渡海山路 号福建省水产研究所 ∀

收稿日期 2 2 修回日期 2 2

双斑东方 Φυγ υ βι µ αχυλατυσ 隶属 形目

× ! 科 × !东方

属 Φυγ υ 为近海暖温性底层鱼类 仅分布于我国南

海 !东海和黄海南部 每年 ∗ 月份产卵期具生殖洄

游特性 ∀双斑东方 肉鲜嫩可口 被誉为/ 鱼中之王0

市场价格高 且可出口创汇 肝脏 !生殖腺和血液中的

毒素具有极高农用和医用价值 国际市场售价每克

万美元 ∀有关东方 属品种养殖研究 日本开始较早

世纪 年代中期开始试养 年代末期达一定规

模 年代迅速发展 ∀我国 年代开始育苗研究 黄

海水产研究所 年铅点东方 人工育苗获成功

∗ 年假晴东方 工厂化育苗成功 并开始

网箱养殖研究 江苏省 年暗纹东方 育苗成功

浙江宁波市水产研究所和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黄海

水产研究所合作于 年利用收捕的 尾双斑东

方 亲鱼 培育出 以上鱼苗 万尾 育成率

∀作者于 ∗ 年连续两年进行双斑东

方 人工育苗技术研究 年 月 日通过专家

组验收 本年度培育出 以上双斑东方 鱼苗

万尾 总育苗成活率 取得较好的经济

效益和社会效益 ∀

材料与方法

材料

育苗地点和设施 两年试验皆在福建

省海水鱼类苗种繁育科研中试基地进行 ∀其中亲鱼暂

养与催产在 号育苗室进行 人工孵化在 号育苗池

进行 仔鱼前期培育和后期室内培育在新育苗室进行

土池生态培育在 号土池进行 ∀

催产池 !孵化桶 !育苗池 !土池 催产池

为圆形水泥池 个 每个容积 ∀孵化桶 个 圆

桶形 底部漏斗状并设有一排水口 容积 ∀育

苗池长方形水泥池 个 其中容积 ≅

≅ 个 容积为 ≅ ≅

个 ∀ 池配有充气石 个 池配有

充气石 个 ∀土池使用 号池 其中 号池

号池 ∀

饵料池 藻类 小球藻 池使用室外水

泥池 个 每个水体为 ≅ ≅ ∀

轮虫培养使用室外水泥池 个 实用水体 ∀枝

角类 蒙古裸腹 培养池使用室内水泥池 个 实用

水体 ∀

亲鱼 亲鱼来源于厦门渔船近海网捕

外海鱼 ∀ 年挑选亲鱼 尾 α Β ⎯ Β

年挑选亲鱼 尾 α Β ⎯ Β

人工催产

收购的双斑东方 亲鱼及时运回育苗场 经消毒

后放于暂养池 暂养密度 ∗ ∀投喂新鲜牡蛎

摄食正常后即可进行人工催产 ∀双斑东方 无明显

副性特征 达性成熟后才能初步判定亲鱼雌雄 ∀催产

药物采用地欧酮 ⁄ !促排卵素 号 2 !

绒毛膜促性腺激素 ≤ ∀胸腔注射 ∀雌鱼注射剂量

为 ⁄ ≅ 2 ∗ ≅ 2 2 ≅
2 ∗ ≅ 2

≤ ∗ 雄鱼剂量

灵活掌握 减半 ! 略少 ! 不注射 ∀催产药物可单

独使用 也可混和使用 ∀根据亲鱼成熟度情况选择

一次性注射或分次注射 ∀催产期间水温控制 ε 以

上 ∀催产后的双斑东方 亲鱼部分可自行产卵 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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胚胎发育及仔 ! 稚 ! 幼鱼发育特征

双斑东方 卵膜厚 ! 不透明 连续观察其胚胎

发育较困难 ∀初步观察其胚胎发育及仔 ! 稚 ! 幼鱼

发育特征见图 ∀受精后第二天 高囊胚期 可隐

约看到卵黄区及囊体区 ∀受精后第三天 低囊胚

期 胚体下包 ∀受精后第四天 发眼期 胚体

下包 胚体在受精卵内有抽动现象 ∀受精后第

五天 胚体下包 胚体与卵黄一起在卵子内翻

滚 活动频繁 ∀受精后第六天 仔鱼孵出 全长

∗ ∀孵出后第四天 仔鱼全长

能自行产卵亲鱼须及时做人工授精 授精时采用干

法授精 ∀

人工孵化

卵收集计数后 放于孵化桶中孵化 放卵密度

为 ∗ 个 水温 ∗ ε 海水比重

∗ ∀双斑东方 卵沉性 孵化时进行大充

气 必要时每个孵化桶放充气石 ∗ 个 以能使卵粒

上浮翻滚为准 保持正常孵化 ∀

人工育苗

前期培育

育苗池经清洗消毒后 加水至 水深 即可放

入仔鱼 放养密度为 ∗ 万尾 ∀仔鱼开口后

投喂轮虫和添加藻水 每天加水 ∗ 或换水

换水在投饵前进行 ∀水体轮虫密度 ∗ 个 ∀

培育期间水温 ∗ ε 海水比重 ∗

∀前期培育时间为 ∗ ∀

后期培育

室内培育 室内培育使用 规

格水泥池 放养经前期培育仔鱼 万尾 ∀即每立方水

体放养 万尾 ∀培育期间水温 ∗ ε 海

水比重 ∗ ∀孵出后至第 天 继续投喂

轮虫 每天投喂 ∗ 次 水体轮虫密度保持 ∗ 个

第 ∗ 天 轮虫投喂量慢慢减少至停喂 第

∗ 天投喂枝角类和桡足类 第 天开始投喂鱼

肉糜 团 每天投喂 ∗ 次 至鱼苗出池为止 ∀此阶

段管理主要为注意投饵次数和投饵量 !勤换水 !及时

分选鱼苗等 以防水质污染和鱼苗相互残杀 ∀

土池生态培育 放苗前彻底干塘清

理 然后进水 后 每 用漂白粉 均

匀消毒 确认池中杂鱼虾及有害生物全部死亡后 通

过有效过滤网进水至 水深 进行放苗前水质

调节和生物饵料培养 肥水 一般经 ∗ 后 池中

浮游生物达一定密度 其大小适口 可考虑放苗 ∀放苗

时须注意天气变化及水温差大小 ∀放养密度为 ∗

尾 ∀每口池塘安装 • 增氧机一台 ∀放苗

初期每天加 水至池满为止 ∀后期则须根据水质

变化大量换水 保持水质清新 ∀投饵前阶段主要为继

续培养生物饵料 维持一定密度 保持鱼苗有足够量

生物饵料摄取 后阶段主要投喂鱼肉糜 团 直接供

鱼苗摄食 ∀土池培育期间水温 ∗ ε 海水比

重 ∗ ∀

结果

产卵 !孵化

双斑东方 亲鱼在水温 ∗ ε 条件下

效应时间为 ∗ ∀ 年双斑东方 亲鱼自行

产卵 卵粒粘结成块 ∀ 年双斑东方 亲鱼

自行产卵 卵粒无粘性 人工授精得卵

卵具粘性 ∀每公斤卵粒大约为 万粒卵量 ∀两年得

卵数 万粒 其中 年 万粒 年

万粒 ∀受精卵乳白色 卵膜厚不透明 卵径为 ∗

∀亲鱼产卵率 体重雌鱼可产卵

∀ 年采用原池孵化 孵化效果差 共孵

出苗 万尾 年采用孵化桶孵化 孵化效果

好 共孵出苗 万尾 见表 ∀刚孵出仔鱼

∗ 卵黄囊大 体圆而粗短 尾部细

长 匍匐于底部 随着仔鱼发育 鱼苗慢慢向中上

层游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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卵黄囊尚存 全部出现口裂 开始有摄食行

为 ∀孵出后第二十天 仔鱼全长 胸鳍 !

臀鳍 ! 背鳍形成 颌齿出现 进入稚鱼期 ∀孵出后

第三十天 鱼苗全长 ∀孵出后第四十五天

进入幼鱼期 鱼苗全长 上下颌门齿发达

各鳍发育完整 外形 ! 体色与成鱼相同 ∀

图 双斑东方 胚胎发育及仔 ! 稚 ! 幼鱼发育特征图
2 孵化第二天受精卵 2 孵化第三天受精卵 2 孵化第四天受精卵 2 孵化第五天受精卵 2 孵化第六天受精卵 2 刚孵出仔鱼

2 孵出第四天仔鱼 2 孵出第 天稚鱼 2 孵出第 天稚鱼 2 孵出第 天幼鱼 ∀

前期培育
年前期培育出鱼苗 万尾 成活率

∀ 年两批共培育出鱼苗 万尾 成活率

详见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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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期培育

室内培育 月 日放养 万尾仔

鱼 月 日验收 经过 室内培育 鱼苗平

均全长 平均体重为 数量为 万

尾 成活率 ∀各阶段全长及成活率见表 ∀

土池生态培育 年土池培育出鱼

苗 万尾 成活率 ∀ 年培育出鱼苗

万尾 成活率 详见表 ∀

双斑东方　两种后期培育方式比较

试验结果表明 后期培育时 土池生态培育的

鱼苗比室内培育生长得快 成活率高 且管理方便

成本低 ∀两种培育方式的仔 ! 稚 ! 幼鱼生长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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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图 ∀

讨论

亲鱼性腺发育不同步与催产

两年的试验表明 双斑东方 亲鱼雌雄性腺发

育不同步 同一批亲鱼 雌鱼先熟且成熟期短 易

过熟 雄鱼后熟且成熟期较长 ∀为提高受精率可采

取以下措施 分批催产 用前批的雄鱼与后

批催产雌鱼交配 同批催产时 对雄鱼提前

注射激素 适当加大雄鱼注射剂量 ∀

受精卵粘性问题

图 双斑东方 两种后期培育方式生长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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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双斑东方 自行产卵的卵粒粘性强 ∀

年自行产卵的卵粒无粘性 人工授精卵粒具粘性∀因

此受精卵粘性与否受什么因素影响 有待进一步研究∀

病害防治

病害防治主要包括亲鱼腐皮病 !烂鳍病 鱼苗的

气泡病 !肠类病 ∀亲鱼腐皮病 !烂鳍病大多为受伤感染

引起 可用 ≅ 2 ∗ ≅ 2 聚维酮碘浸泡或用

高锰酸钾液涂于患处 也可用 ≅ 2 呋喃唑酮洗

浴 ∀鱼苗气泡病主要通过控制单胞藻繁殖和加大换水

量解决 ∀鱼苗肠类病防治要求投喂新鲜饵料 也可在每

千克饵料中拌入 呋喃唑酮或土霉素 连喂 ∗ ∀

残杀

双斑东方 鱼苗从 后就有大吃小现象 ∀

鱼苗规格参差不齐 饥饿 密度过大 运输震动 操作

不慎和环境因素剧变等都会引起鱼苗相互残杀 ∀残杀

时以咬尾鳍为主 被残杀鱼尾鳍受伤或部分被残食 ∀

因此鱼苗培育过程中必须注意放苗整齐 及时分选

投饵优质 !充足 !及时 避免鱼苗密度过大 ∀

耐盐度范围

本试验对两种规格苗进行盐度耐受试验 ∗

鱼苗对盐度适应范围广 在比重 ∗

范围内 经 饲养 成活率在 ∗ 之

间 ∀ ∗ 鱼苗对盐度适应范围更广 在全淡

水至比重 海水范围内 成活率 ∗

全淡水为 比重 海水为 比重

海水为 ∀初步认为 双斑东方 鱼苗 后可

以在全淡水和低盐度水域存活 !生长 !养殖 而高盐度则影

响较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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