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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 要

本文报道了湖北省黄冈地区白莲河水库
,

利用天然浮游生物为饵料
,

在网箱 中培育鳝鱼

种放养密度的研究结果
。

试验用网箱共 1在只
,

按每立方米水体中平均放养 2 43
,

3 .3 64
.

9涯84
.

3
、

6肠
,

久72 7
.

6
、

9 70
.

8 和 1 2 11
,

9 尾七种不同的密度进行试验
。

结果表明
,

在所试养的密度范围

内
,

密度与成活率之间呈弱的负相关关系 (
, ~ 一 。

;

20 54 ) ; 密度与每只网箱的总产量之间呈正相

关关系 (
` 二 。

.

9 02 3)
,

而与出箱个体重最之间呈负相关关系 (
: ~ 一 。

.

76 3 9 )
。

作者据此对成活

率
、

规格频率分配
、

个体增长及群体产量进行综合分析
,

认为在白莲河水库中
,

网箱培育鳞鱼种

的最佳密度为 4 54 尾 /米
3 。

在白莲河水库利用天然浮游生物在网箱中培育大规格链鳍鱼种
,

1 9 76 年初步试验成

功 〔幻 ,
1 9 7 7 年作进一步试验并初步探讨了 网箱养鱼生物学原理〔“

,

们 , 1 9 7 8 年又作链墉搭配

比例的研究和链鱼种放养密度试验
,

以深入探讨网箱培育缝缩鱼种规律
。

试验目的主要在于研究不同放养密度对成活率的影响 ; 密度与个体增重和群体产量

之间的关系 ,体长与体重之间的关系
,

企图得出网箱培育链鱼种的标准规格
,

最后找出白

莲河水库水域的网箱培育链鱼种的适宜密度
。

材 料 和 方 法

试验从 1 9 7 8 年 6 月 18 日开始
,

同年 8 月 28 日结束
。

网箱用 3 x l 聚乙烯网线编结
,

网眼直径为 1 厘米
,

网箱体积为 7 X 3
.

5 “ 2 米
,

容纳水体 40
.

38 米
. 。

试验用夏花 由鱼种池培育
,

进箱时个体平均重为 。
.

48 克
、

全长 3
.

95 厘米
。

试验放养

密度按 2 4 3
.

3 、 3 6 4
.

9
、

4 5 4
.

3
、
6 0 5

,

。
、

7 2 7
.

G
、

。7 0
.

8 和 1 2 1 1
.

。 尾 /米
.

分成七组
,

其中除密度

为 4 8 4
.

3 尾 /米
吕

的设置 4 只网箱外
,

其他 6 组每组都是二只网箱
,

共 16 只试验网箱
,

按密

度顺序编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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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网箱敷设区每天测量气温
、

水温和透明度
,

按月进行水化学和浮游生物测定
。

试验箱原设置于白莲河水库程贩库叉
,

7 月下旬因水位逐渐下降
,

为防止网箱搁底
,

随水位把网箱逐步往下游移动
,

环境因子的测定也随着网箱移动保持在网箱区采集水样
。

测量鱼种全长和体重
。

进箱夏花共测量 10 0 尾
。

l
、
5

、

11
、

13 和 15 号箱每隔 10 天测

量一次
,

每只网箱每次随机抽测 20 尾
,

比较不同密度网箱中的鱼种成长速度
。

出箱时 16

只网箱各测量 10 0 尾
,

统计规格频数分配
。

试验过程中共测量 3
.

59 一 1 6
.

9 9 厘米各种规

格鱼种 2 3 。。 尾
。

按 夕=
娜

“ 公式计算网箱培育链鱼种体长与体重相关关系
。

环 境 因 子

试验期间气温
、

水温和水体透明度的变动幅度见图 l
。

水体理化性质列于表 1
。

浮游

动植物数量变动及其种类组成列于表 2
。

试验期间最高水温达到 3 7
.

5
O

C
,

最低 2 4℃
。

溶氧量处于过饱和状态
。

水质偏碱性
。

表 飞 网箱区水体理化性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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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19花 年 6月 招 日一 8 月 2 8 口网箱区水温
、

气温和透明度变动曲线

6
、

7
、

8三个月浮游植物月平均数为 3
, 9 1 9 ,

1 00 个 /升
,

其中链鳍易消化者占 3 9
.

3%
。

优势种

群为飞燕角甲藻 ( C e r : t i u 。 五i r u n d i二 。 l l a )
、

鱼腥藻 (如
。
b二

、 即 p
.

)和微囊藻 ( M至e r o e y o t i ,

即 p
甲

)等继鳍能摄食并可消化利用的种群
,

其中鱼腥藻作为白莲河水库链缭饵料基础
,

其

作用更为显著叫
。

表 2 网箱敷设区浮游生物数量及其种类百分组成

采采 集 日 期期 六月廿八 日日 七月廿八日日 八月甘七日日 平 均 数数

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盯 42 〔X )))))))))))))))))))))))))浮浮 游 植 物物 数 量〔个 /升 ))) 2 7 7 7石卿卿 2 4 666 6 0 05 8 0 000 3 9 ] 9」0 000

易易易 消 化 占%%% 6 9
,

999 7 6
甲

666 3 3
甲

999 3 9
甲

333

不不不易 i肖化占万万 3 0
甲

11111 6 6
.

111 6 0
.

777

各各门藻类占男男 甲 藻藻 2
.

6良良 0
,

6 1 111 6
,

7 9 666 3
,

7 1 999

硅硅硅 藻藻 2 1
。

1能能 1 5
甲

2 8 555 1 5
,

巧3 333 1 6
,

7 7 666

裸裸裸 藻藻 0
,

8 7 555 0
甲

6 1 111 0
.

4 8 555 0
.

6 2 000

绿绿绿 藻藻 2
甲

62 666 7
.

0 6 111 8
`

2石444 6
.

5 J 444

蓝蓝蓝 藻藻 72
.

72 333 7 6
.

4 3 333 6 8
.

9 3 222 7 2
`

3 7 111

浮浮 游 动 物 (个 z升 ))) 6 6 8 666 1 5 3感感 7 6 888 2 9 9 666

原原 生 动 物物 然
。

2 3000 2 0
,

6 3石石 1
甲

6 9 333

轮轮 虫 类类 7 2
.

酩000 7 6
,

2 7 111 5
.

4 6 888

枝枝 角 类类 0
.

7 1 888 0
甲

3 5 222 1 6
.

2 7 555

挠挠 足 类类 O
甲

2 0 666 0
.

7 0 444 2 5
,

3 9 222

无无 节 幼 体体 2
.

26 666 2
.

13 888 6 1
.

1 7 222

注
: 3 次采集均为 2 个点平均数

。

试 验 结 果

(一 ) 产 量

1 6 只网箱的总体积为 6 4 6
.

0 8 米
s ,

共生产 1 2
.

2 3一 1 6
.

9 5 厘米链鱼种 2 4 3 ,
7 5 9 尾

,

总

重量为 7
, 5 29

,

824
,

7 克
,

平均为 37 7 尾 /米
. 、

1 1 6 5 5 克 /米
昌 ;个体净增重 1 7

.

8一 5 1
.

9 克
,

平

均为 3 0
、
1克

,

日净增重 0
.

2 6一 0
.

7 5 克
,

总平均每尾 日净增 。
。

5 克 ; 网 箱群体 净增重

2 9 9
,

9 0 4
,

4一 8 6 1
,
7 1 4

.

8 克
,

平均 4 5 8
,
2 7 4

.

5 克
,

日净增重 4
,
3 4 6

.

4 4一 1 2 , 3 1 0
.

2 1 克
,

平均

6
,
6 8 4

.

8 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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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 密度与成活率关系

经 韶一 70 天试养
,

16 只网箱中鱼种总成活率为 59
.

26 %
。

从单个网箱看
,

最高成活

率 80
.

47 %
,

是密度为 2 43 尾 /米
.

的 1 号箱
,

最低成活率 3 8
.

浙%
,

是 9 71 尾 /米
,

的 13 号

箱
。

由表 3 大体可 以看出随放养密度提高而成活率下降的趋势
。

通过相关系数计算
, r =

一 o
·

2 0 5 4
,

可见放养密度与成活率之间呈弱的负相关关系
。

(三 ) 密度与个体增重及群体产量之间关系

从图 2
、
3 明显可以看出

,

在培育试验过程中
,

随着放养密度的提高
,

平均个体生长速

度逐渐缓慢
,

出箱鱼种规格依次下降
。

夏花进箱密度与出箱鱼种个体重量之间呈负相关

关系仕二 一 0
.

7 6 3 9 )
。

从相关系数检验表中查得
, 。 二 1G

,

建立方程式的 犷 起码值为 0
.

4 79
,

故得密度和个体重的方程
:

1716场14拐姆1110

98

ǎ架国à平创

号号号1511

一一一
二

澎岁

—
军一

, 13 号

一
, ~ 一 巧号

口
.

18

` 护

一
`` `

J 一 ,

C
`

2分 7
,

习 7
.

1 9 7
.

29 8
.

8 .8 1 8

日期

图 2 19 78 年缝鱼鱼种密度试验全长增长曲线

8
.

2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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扬

_
,

_ 一 5 号

—
。

一
。
1 1号

一
` 1 3号

1 6号

6
.

1母 6
.

2分

图 3

7
.

9 7
.

1 9 乞四 8
.

8 8
一

1 8 8 2 5

日期

19 78 年鳞鱼鱼种密度试验体重增长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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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鱼种进出箱
、

成

网网网 迸 箱箱

箱箱箱箱箱箱箱箱箱箱箱箱箱箱箱箱箱箱箱箱箱箱箱箱箱箱箱箱箱箱箱箱箱箱箱箱箱箱箱箱箱箱箱箱箱箱箱箱箱箱箱箱箱箱箱箱箱箱箱箱箱编编编 日 期期 规 格格 密 度度 总尾数数 总 重 量量 日 期期 规 格格
··

号号号号号号号号号号号号号号号号号号号号号号号号号号号号号号号号号号号号
全全全全

一

长长 尾重重 尾尹米
,,
克厂米

333333333
全 长长 尾 重重

11111 1 97 8
.

6
.

1 888 3
.

邻邻 0
甲

4 888 2 4 3
。

333 1 16
.

888 9 82 333 4 7 1 5
`

0 444 1 9饱
,

8
,

2 666 1 6
.

6 222 5 1
.

拐拐

22222 1 9 7 8
,

6
.

1888 3
、

弱弱 0
,

4 888 2 4 3
。

333 1 1 6
`

888 98 2 333 4 7 1 5
,

0 444 1 0阳
.

8
.

即即 1 6
.

9 999 5 2
`

3444

33333 1济8
.

6
,

1 888 3
,

弱弱 0
.

4 888 3 6番
.

999 1 7 5
`

111 1 4 7 3头头 7 0 7 2
.

3 222 1 9 7 8
.

8
.

2 777 1 4
.

8 999 4 1
`

吐〕222

44444 1卿8
`

6
.

1 888 3
。

9555 0 4 888 3 6盛
.

999 1 7与
`

王王 1 4 7 3 444 7 0 7 2
甲

咫咫 工9 7 8
.

8
甲

2888 1 6
.

}刃刃 4 5
,

8 333

55555 1 9 7 8
。

6
.

1 888 3
.

肠肠 0
.

4 888 4 8 4
.

333 2 3 2
,

555 1 9石石777 9 3 8 7
.

3 666 1 9 7 8
.

8
.

2仔仔 1 5
,

5 333 4 1
.

6 222

66666 1 97 8
,

6
.

1 888 3
.

弱弱 0
.

4 888 往名4
.

333 2 3 2
,

666 1 9 5舀777 9 3 8 7
甲

3 666 工9 7 8
.

8
.

2 666 1 4
.

J石石 3 8
`

2 999

77777 1盯 8
,

6
,

1 888 3
`

肪肪 0
.

拐拐 4 8 4
.

333 2 3 2
。

666 1 0 5石666 9 3 8 6
甲

8提弓弓 工9 7 8
.

8
.

牙777 生4
.

4 333 3 1
.

7 999

88888 1 97 8
,

6
.

1 888 3
.

DSSS 0
.

拐拐 4 8 4
.

333 2 3 2
.

555 1 9 5朽666 9 3 8 6
甲

8888 19 7 8
.

8
`

2 888 1 6
.

0 222 性1
`

6 777

99999 1 9 78
`

6
.

1 888 3
.

浙浙 O
,

4888 6 0 5
.

999 卫习O
,

999 2妞韶韶 1 1 7 4生
,

6 444 注9 7 8 8 2 777 12
。

2 333 1 8
.

3 000

111 000 1盯8
甲

6
,

1 888 3
.

弱弱 0
,

4 888 仪15
`

999 2 9 0
,

000 244 6 888 1 1 7似
.

6生生 土9 7 8
.

8
甲

2 888 1 3
.

1 666 2 4
`

2 000

111 111 1 97 8
.

6
甲

1 888 3
`

D SSS 0
,

4 888 7 2与
r .

666 3 4 9
.

222 2娜8 000 1 4 1 1〕2
甲

4 000 于 I济8
甲

8
,

2 666 1 4
`

1 111 3 1
.

6 666

111 222 」97 8
`

6
.

1 888 3
.

0 555 0
,

4 888 7 2 7
.

666 3 4 9
,

222 2 9 3 8 000 1 4 1 0 2
甲

4 000 1 9 7 8
甲

8
,

2 666 1 4
,

1 999 3 1
.

3 333

111 333 1 97 8
,

6
.

1 888 8
,

9 555 0
。

4 888 9 7 0
.

888 4 6 6
.

000 3驼0000 1 8 8 1 6
.

仪 }}} 1 9花
甲

8
,

2 666 1 3
.

8 222 3 1
.

5 111

111 444 19 78
,

6
。

1 888 3
,

9 555 0
.

4 888 9 7〔1
.

888 4 6右
.

000 3驼 0000 ] 8 8泣6
.

阳阳 19 7 8
.

8 2 666 1 3
,

1777 2 5
`

6 555

111 555 19 78
,

6
.

1 888 3
`

9 555 0
.

邻邻 1 2 1 1
.

999 5 8 1
.

777 4 8哪666 艺3铭9
.

2 888 王9龙
`

8 2 888 1 2
.

7决决 2 3
`

0 333

111 666 1卿8
.

6
,

1 888 3
。

那那 0
.

4888 1 2 1 1
、

999 〔18 1
.

777 48 9 3 666 2 3生8 9
,

2 888 1 9 7 8
。

8
.

盯盯 1 2
.

召心心 2 0
`

8 333

总总计计计计计计计 4 1 1 3 0888 1盯4盯
,

8丢丢丢丢丢

W = 2 8
.

3 5 6 一 0
,

0 0 4 3 7 3 5

式中
:

矿 = 出箱鱼种个体重 (克》

S = 进箱密度 ( 尾 /米
冬 )

经显著性检验 尸< 。
.

0 5 。

由表 3 可看出
,

各试验箱鱼种总产量随着放养密度的提高
,

而呈现上升趋势 , 密度和

群体产量之间呈正相关关系 (犷 = 0
.

9 023 )
。

其方程式为
:

P 二 3 8 4 2 3 6
.

1 2 + 1 3 5
.

6 8尽

式中
:

P = 网箱群体产量 (克 )

对 1 3 5
.

68 进行显著性检验
,
P < 0

.

0 5
。

密度与个体增重和群体产量之间的上述关系一直可以保持到网箱最适放养密 度 〔 ,1
。

在最适密度范围 内
,

增加夏花放养量能相应提高出箱鱼种总重量
,

但鱼种个体规格相应下

降
。

1一 8 号网箱平均个体全长 14
.

43 一 16
.

95 厘米
,

即进箱密度 2 43 一 4 84 尾 /米
. ,

经 68 一

7 0天培育平均个体都超过 13
。

3 厘米 (4 寸 )
,

放养密度超过 60 5 尾 /米
,

的 g一 16 号网 箱
,

出箱个体平均规格就不一定能达到 1 3
.

3 厘米 (表 3 )
。

除 g
、

10 号箱外
,

各个网箱链个体净增重及其平均日增重数值也随密度增加而相应下

降 ;群体净增重及其平均 日增重数值随密度增加而相应地上升 (表 3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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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 出箱鱼种全长频数分配

从出箱鱼种全长频数分配直方图看 (图 4 )
,

16 只网箱均出现一个高峰
,

基本符合正态

分布规律
。

高峰出现在 13
.

3厘米左右
。

1一6 号网箱 出现在 13
.

3一 1 5
.

。 或 15
.

0一 16
.

7

厘米之间
,

超过 13
.

3 厘米的个体所占比例较大
。

7一 16 号箱高峰出现在 1 3
,

3 厘米左右
,

但 13
.

3 厘米以下个体所占比例较大
,

平均规格较小
,
9

、

14
、

15
、

16 号箱平均不到 13
.

3厘

米
。

(五 ) 全长和体重相关关系

网箱培育的链鱼种
,

其全长与体重关系 (图 5 )
,

根据试验测得 2 3 0 0 尾数据
,

所得到的

方程为
:

砰 = 0
.

0 0 7 6 0 5 L 二
工。 a .

式中
: 附 二体重 (克 )

L = 全长 (厘米 )

根据经验公式
,

计算出网箱培育链鱼种标准规格如表 4 所列
。

与池塘优良链鱼种 比

较
,

网箱培育的 3 寸以上鱼种个体较重
,

肥满系数较高 (表 4 )
。

网箱培育的 4 寸鱼种超过

池塘个体重量的 3 2
.

6环
,

肥满系数高 3 2
.

61 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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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1 97 5 年链鱼鱼种密度试验全长频数分配图

表 4 网箱培育链鱼种与池塘培育优良春花鱼种质公比较

规规 格格 网 箱 培 育育 鱼 池 培
’

爵爵 网箱个体比池池
(((全长 ))))))) 墉相应全长个个

体体体体体体体体体体体体体体体体体体体体体体体体体体体体体体体体体体体体体体体体体体尾重增加烙烙寸寸寸 厦 米米 克 z尾尾 尾 /斤斤 月巴满系数数 克厂尾尾 尼
.

`
斤斤 肥满系数数数

222
.

000 6
.

6 777 3
.

2 888 1觉觉 1
.

1能 333 4
.

1 6 666 」2 000 〕
.

叨3 999 一 2 1
.

邪邪

222
甲

666 8
.

3 333 6
`

7 000 7 555 1
.

1 59 222 6
.

6 7 000 7 555 1
.

1石4OOO 0
.

4 555

333
`

OOO 1 0
,

硬汉〕〕 1 2
。

2了了 4 111 1
.

2 27 000 9
,

6 2 000 6 222 0
.

9 6 2 000 2 7
。

5 555

333
,

555 1 1
.

的的 1 9
.

6 666 菊菊 1
`

2 3 7 000 1 4
.

2臼〕〕 3 555 0
.

8 9匀111 3 7
`

6名名

444
.

000 1 3
.

3 333 3 0
。

1 444 ] 777 又
.

2夕2压压 2 2
.

7 3000 册册 Q
.

9 5 9 666 3 2
.

6 000

444
.

乃乃 1 6
.

〔X〕〕 4 3
.

9 222 1 111 2
。

3 0 1 333 3 1
,

2仪 111 1 666 0
。

9 2 6 999 魂习
甲

6 444

555
.

000 1 6
.

6 777 6 1
、

石222 888 1
,

3 2 8 000 4石
,

4石000 1 111 0
.

9 8 1 111 3舀
.

3 666

注
:
他塘优良春花嫉鱼种规格根据

《
中国淡水鱼类养殖学

,

(第二版 )第 2 7感页资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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仅)训软

金长 (厘米 )

图 6 鳞鱼全长与体重的相关曲线

结 论

1
.

用网箱培育链鱼种
,

放养密度和出箱个体重量之间呈负相关关系 <,
二 一 。

·

76 39 )
,

确立回归方程
:

W 二 2 8
.

3 5 6 一 0
.

0 0 4 3 7 3尽 ( l )

密度与群体产量之间呈正相关关系 ( r = 。
.

9 023 )
,

确立回归方程
:

P 二 3 8 4 2 3 6
,

1 2 + 1 3 5
.

6 8 5 ( 2 )

因此
,

在最适密度范围以内
,

放养密度增加可以提高鱼种群体生产量
,

但出箱鱼种个

体规格较小 ,适当降低密度
,

可相应提高鱼种出箱规格
。

2
.

确立网箱培育链鱼鱼种全长与体重相关关系
,

得经验公式
:

VI = 0
.

0 0 7 6 0 5 L
3
·

1 0 8 `
( 3 )

从全长与体重 的相关关系数据以及肥满系数分析
,

网箱培育的鳝鱼种 比池塘培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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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量好
,

尽管网箱的密度还大大地超过池塘川
。

3
.

从出箱鱼种成活率
、

规格频数分配以及个体增重和群体产量结果综合 分析
,

以

48 4 尾 /米
恶

的养殖效果较佳
。

如果以 70 天作为一个培育周期
,

白莲河水库 可 按 500 尾 /

米
.

密度利用网箱培育 4 寸维鱼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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