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珠江口池塘幼时养成亲鱼的生理生态研究

王汉平 魏开金 林加敬‘ 麦家柏‘ 钟鸣远
(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长江水产研究所

,

荆州 43 闷以X) ) (东莞市水产良种试验场
,

5 n 768 )’

摘 要 通过对操作前后纷鱼血清中AP
、

LDH
、 sG p T

、 sG OT 和 Cq 含量的测定分析
,

初步 阐明
“

缺氧
”

是导致细鱼离水
、

操作易死和紧张反应强烈的主要原因
。

进而采用外源药理学和生态学调控

方法
,

克服了纷鱼在驯养
、

操作
、

运输过程中的
“

紧张综合症
” 。

在池塘条件下首次将纷鱼从幼鱼驯化

养成 6 龄亲体
。

关键词 细鱼
,

驯化
,

池塘养殖
,

生理生态学

细鱼 (几川坦如
a re
~ ii) 是我国名贵溯河徊游性鱼类

,

其肉质鲜美
,

营养 丰富
,

历来被奉为

席上珍品
。

但近 30 年来
,

由于人类的生产活动和环境因子的变化
,

我国细鱼资源 日趋枯竭
,

目

前长江
、

西江和钱塘江鳅鱼 已濒临灭绝
。

因此
,

突破细的驯化养殖和人工繁殖技术
,

开发和挽

救这一珍稀物种
,

具有重要的环境效益
、

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

自5 0 年代以来
,

国内外对纷类的驯化养殖进行过多次尝试
,

试图在 内陆水域将其驯化养

成亲体而进行全人工繁殖
,

但终因其紧张反应强烈
、

死亡率高而未能突破
。

美国 自 1952 年开

始
,

进行了多次美洲鳅 (A如
a

呷似山~ )的驯化养 殖试验〔R 汾巧皿 1952
,

M比d e 197 6
,

Ho w ey

198 5〕
。

美国鱼类和野生动物保护局 自 197 6 年至今进行了连续 20 余年的美洲鳅的繁殖
、

养殖

和保护研究工作
,

曾在池塘条件下将美洲细饲养至 16 月龄【R ee tw 以劝 等 197 8 ]
。

印度细(几
几-

ua 如
a
瀚ha )的养殖早在 1939 年就由 MOj山叮山叮 提出

。

19 58 年
,

巧11ay 和 Ro sa 驯养印度细幼鱼

获得成功
,

联合国计划开发署 (U ND P )自 1983 年起资助孟加拉湾发展印度鳃
,

曾在池塘条件下

将其饲养至 28 月龄【Raj
a 1985」

。

在我国
,

1959 年谷庆义等进行过细的驯化养殖尝试 ; 1%3 年

陆桂将仔细在池塘条件下饲养至 2 月龄 ; 19 81 年长江水产研究所曾将天然幼细驯养 卯 天
,

将

孵化的仔纷饲养 100 天 ; 1979 一 1982 年
,

贾长春等进行 了缈池塘驯化养成试验
,

曾获得 2 尾 3

龄鱼 (贾长春等 19 8 3)
。

作者在综合了国内外大量研究报告的基础上
,

提出一条新的研究技术

路线
,

即从研究纷极易死亡的生理机制人手
,

采用外源药理学和生态学的方法来改变机体的代

谢水平和 q 的含量
,

从而克服鳅
“

紧张综合症
” ,

将鳅从幼鱼驯化养成 6 龄亲体
。

1 材料与方法

1
.

1 试验条件

试验在位于珠江 口 的东莞市水产良种试验场进行
。

这里水源丰富
,

池塘每月可依珠江 口

海区潮水涨落换水两次
,

换水量约 40 %
。

套养池面积为 1
.

m lu ll只
、

水深 1
.

0 一 1
.

5 m
。

主养或

收稿 日期
: 1夕天i一 以

一 17

(l) 贾 长春
,

王谋齐
,

郑生顺等
.

1983
.

细鱼池塘驯养技术
.

农业获奖科技成果汇编
.

25 3 一 25 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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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养试验池每个面积为 6 6 6
.

7 时
,

水深为 1
.

0 一 1
.

2 m
。

越冬池为砖砌水泥结构
,

上为钢筋蓬

架
,

覆盖塑料薄膜保温
,

面积为 143 时
。

试验期间池塘有关生态因子见表 l
。

T 目比e l

表 1 试验期间池塘水温
、

盐度
、

溶解叙和姆值
节厄te r te 喇讲均Lto 此

,
, 吐苗妙

,

】X )
.

扭目 PH 七 训团 for d叨。趁ca 油吧 由目 d洲吨
e月珍d m en tal pe ri od

期间

驯养期

越冬期

水温 (℃ ) 盐度

28
.

72 土 4
.

64

19
.

1 1 土 1
.

8 1

4
.

刀 士 1
.

男

8
.

53 士 1
.

肠

溶氧(m 岁L )

5
.

72 土 1
.

3 1

3
.

85 土 2
.

1 5

7
.

犯 土 0
.

65

7
.

3 1 士 1
.

3 1

1
.

2 材料来源

鳅苗种采 自珠江 口纷幼鱼索饵场
,

人池时幼鱼全长为 17
.

5 一
36

.

5
~

,

体重为 182
.

0 -

加5
.

0 m g
。

1
.

3 饲养方法

幼鱼阶段主要采用培育浮游生物的方法驯养
,

浮游动物保持在 1 《XX) 一 1 3 X )个/ L 左右
,

后期逐步驯化其摄食人工饲料
。

n 一 VI 龄阶段投喂人工饲料
,

蛋白质含量为 44 % 左右
,

加海

产杂鱼鱼糜
。

投饲量为 8 一 4 %
。

1
.

4 血样的采集与分析

从池塘捕起 5 尾 3 龄纷
,

置于 3 m x 3 m x l
.

Z m 的网箱中暂养 1 周
,

使其体能恢复
。

然后

轻收网箱
,

将鱼托起
,

用尾动脉取血清法采取血样后
,

将被测鱼放 回网箱 ;模拟拉网将网箱操作

5 分钟
,

再采用同法采集血样
。

将两次样品在 4℃条件下凝集并透出血清后
,

用 3 峨X旧 r/ n 五n 离

心机离心 5 ~
。

吸出血清
,

用美国产 CO侧阳[N G- 5酬)血液化学分析仪分析血液生化指标
。

1
.

5 生长测定与计算

定期从池塘随机抽样 10 一
20 尾鳃

,

麻醉后进行生物学测定
,

测毕部分鱼回归池塘
。

用公

式 {(堪玩 一 堪L
I
)/ 【0

.

《以 3( 处一 tl )」}
x L l 和 跳

= (姚
一
Wl )/ 〔Wl (龟一 t,

)〕
、

玩 = (场 一 Ll )/[ Ll

(处一 tl)」求得生长指标和生长率
。

2 结果与讨论

2
.

1 血清中酶指标和 CO Z 含量变化与绷
“

紧张综合症
”

的生理机制

鱼类对外界不利环境的适应是一种全身性反应
,

即适应综合症
,

这种综合症可影响鱼体的

代谢水平
、

行为
、

繁殖活动甚至危及生命
。

树类性情娇燥
,

活动性高
,

对环境的敏感性强
,

因此
,

在运输
、

操作
、

离水状态下紧张反应强烈
,

表现为剧烈游动
、

撞壁
、

鳞片脱落
、

吻端甚至全身充

血
、

翻肚
、

甚至死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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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生理上
,

这 种
“

紧张综合症
”

导致体能

耗尽
、

超营养代谢以及某些重要器官的损坏
。

通过对操 作前后纷血液 中反映肝 功能
、

肾功

能
、

电解 质及相关离子的 12 种生化指标的对

比分析
,

结果表明
,

操作后血清中反映肝功能

的碱性磷酸酶 (AP )
、

乳酸脱氢酶 (1刀H )
、

谷氨

酸丙酮酸转氨酶 (sG PT )和谷氨酸草酞乙 酸转

氨酶(sGC印)比操作前增加近一倍
。

这一结果

显示
,

操作后肝 功能受 到严重损坏
。

与此 同

时
,

操作后血清 Cq 的含量也比操作前增加约

一倍(图 1 )
。

在生理上这种 Cq 的升高是 由

于血中缺氧引起血中酸转化造成的
,

缺氧效应

和 PH 的变化均导致肝功能损坏
。

M ay 和 K oc h〔1 99 1」也曾对进人大坝过鱼

升降机时 (AS A 对照组 )
、

暂养 24 h 后 (AS B )
、

图 1 操作前后细血清中

几种酶指标和 C q 含量的变化

R g
.

1 C ha n罗 of sen l刃。 enZ yr 皿 田日

仁q leV el s of R 比v e s s址心

比化比 出记 时让r 址口场ng

暂养和运输 24 h 后 (AS C) 和暂养 24 h后再运输 (AS D )美洲纷血液中酶
、

组分
、

激素含量变化进

行了分析
,

共检测反映电解质及相关离子
、

肾功能
、

肝功能
、

营养状态及繁殖水平的 18 种生理

生化指标
。

结果也表明
,

运输前后
,

反映肝功能妙
,

LD H
,
sGI 叮

,
sGO丁以及 Cq 含量发生 了显

著的变化
,

处理 间相差近两倍(表 2 )
。

表 2 美洲姻不同处理操作运输后血清中几种酶指标和 Cq 含t 的变化

T创国e 2 0 皿 I罗 of se n . 〕l e几叮. 犯 田日 C仇 】e视Is of An le d 。田 由目 址触r 山月触n ”t 加m dl in 矛 班日 扮班均阅比心此
妙(U几 ) U ) 1(价L ) ‘PT (U / L )

sG O I
,

(口L ) Cq 恤岁L )
2、SB 创) 2 3 2 6 12

.

5 9
.

46 5 48
.

79 15
.

8 7

AS C I肠
.

8 3 2 6 23 6
.

肠 印1
.

36 26
.

38

AS D 123
.

38 41 份 1
.

81 18
.

10 1 别巧
.

哭 咫
.

69

越边立笙照组上

~
」

_

_
_ _

19 汐民)
.

25
. _

⋯寻
.

皿习 二 U
、

叩

试验观察表明
,

在池塘条件下绷始终保持快速游动
,

平均速度为 57
.

8 c

叮
s
。

巧na y和 Ro sa

【19 77 」的标志试验表 明
,

在天然江河中印度纷平均每天游泳 70
.

8 km
,

相当于 81
.

94 c n扩 s。

美

洲树也是游泳速度较快的鱼类【May 和 K 笑h 199 1」;试验还表明
,

在细的运输
、

操作过程 中
,

大

型容器优于小型容器
,

园形容器优于方形容器
。

这说明细类也许不能有效地利用鳃进行呼吸
,

需通过增加游泳速度来扩大鳃小片表面的气体交换量
。

而操作
、

运输过程的小水体
、

网片以及

离水或静止状态限制其游动
,

降低了鳃小片的氧气摄人量
,

而导致紧张反应强烈
。

综上所述
,

缺氧是导致纷紧张综合症的主要原因
。

2
.

2 纷亲体驯化养成的生理生态调控

根据对纷容易死亡和
“

紧张综合症
”

的生理机制的研究
,

在纷亲体驯化养成过程 中通过驯

化和调节营养方式改变其浮游生物食性
,

从而改善池塘环境条件
,

防止浮游生物大量耗氧而造

成纷死亡
,

使亲鱼驯养成活率达 oo % 以上
。

在操作运输过程 中
,

采用外 源药物和生态学的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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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
,

克服其
“

紧张综合症
” ,

成活率达 oo %
。

在越 冬期
,

采用
“

控温
、

控氧
、

控饵
”

的生态调控措

施
,

提高越冬成活率
。

除不可抗拒的 自然因素 (如持续异常低温等 )外
,

亲鱼与后备亲鱼的越冬

成活率达 89 % 一
95 % (表 3 )

。

通过这些系统生理和生态调控
,

终于在 内陆池塘条件下将纷从

幼鱼驯化养成 6 龄亲体
。

T 目比e 3

表 3 19即
一 1卯5 年断亲体驯化养成情况

P以xl 山月祀币“山on of 滋. d jU 傀灿le to b刊权听由 (19 89
一 1卯5 )

�

一一
年龄 年份

数量 (尾 ) 成活率 ( % ) 数量 (尾 ) 密度 (尾/ 澎 ) 成活率( % )

的 6

吕1
.

2

9 1
.

5

叭
.

3

18767861
,
‘

222

1
.

29

(天然越冬 )

50
.

0

冻死

2
.

28
2

.

4 7

0
.

妈

28 6

冻死

叨
.

5

�387期365211100320黝
42l塑

1 望jl

方式

混养

单养

主养

主养
单养

竺
·

”

毖
.

4

1性迷洲)

l诀犯

l卯l

1性巡)3

l塑犯

1性珍毛

1匹为3

1卯5

19多毛

l望巧

9 1
.

8

兜
.

0

男
.

7

,�q妇QJ八111廿
曰月244
,J

,�

单养 95
.

6

混养

单养

单养

单养

单养

单养

单养

9 l

38

侧〕
.

8

52
.

6

田

2O

1
.

29
0

,

14

35
.

9

听
.

0

终
18

7 1
.

4

.

知共 4

2O
8

卯
.

0

l8

13

77

毖

l4

5

95
.

0

( l) 皿
一 VI 龄鱼部分用于催熟催产试验和性腺发育观察

,

若不计这一部分鱼
,

成活率在 见% 以上 ; ( 2 ) 19吠) 和 1望妈年

vVI一注

冬季越冬期间
,

温度极度低下且持续时间长
,

故部分细冻死

2
.

3 幼鱼养成亲体的生长模式

产休滋茹

70印加

翎洲

�冰�哥平州髯�昌�事长
池养细以 O 一 m 龄阶段生长较快

,

平均

生长 指标为 65
.

47
。

工 一 n 龄阶段 生长最

快
,

生长指标为 82
.

52
。

N 一 VI 龄阶段生长

减慢 (图 2 )
。

本试验表 明
,

树在内陆小生态环境中完

全能够养成亲体
,

只要有一定数量的苗种来

源和越冬条件 (包括加温设施 )
,

在池塘条件

下建立纷的繁殖种群 和人工种质生态库是

可能的
。

同时
,

池养细有着 良好 的生长潜力

〔王汉平等 1卯2
,

1卯5
,

l卯7 ]
,

两年可达商品

规格
,

因此发展纷的商品化养殖是可行的
。

1 11 111

年龄组

N V VI

图 2 养殖细幼鱼至亲体的生长模式

R g
.

2 G m 场吐l m “允1 of cul 奴爪刃

sha d fr 以11 juve ni le to P欲
nt fi sh

本文为国家
“

八
·

五
”

科技攻关项 目的部分成果
,

编号 :
85 一 15 一能

一能 一份
。

钟鸣远同志现在广西防城水产局工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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