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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产鱼类人工育苗技术的初步探讨
’

O N T H E A R T I F I C I A L C U L T U R E O F M A R I N E F I S H E R I E S

F I N G E R L I N G

张 寿 山

(福建省水产厅 )

艺五良n g s五卯日五汕

(万诫即幼
,
eD 脚对州翩 叮 刀创夕f

口邓
rP 的伽摺 )

提 要

据不完全统计
,

截至 29 8 1年底
,

日本已对 2 5科犯 种海产鱼类 (不包括降海和溯河鱼类 )进行了人工育

苗研究
。

真绸 尸叼洲: 仍 口J付
, 书 、

黑绸皿叨匆 . a叮oc 。泌川讹林
冲
等 6 种已建立年产苗种达 1 00 万尾以上的

生产技术 ; 年产达几万至几十万尾的种类有褐曹细 月比
。威钻“ : 饥 , 饥。 r“ 加 。

等 1 0
一一即 种

。

育苗方式以室

内水槽高密度育苗为主
。

日本人工育苗技术开发的要点 : 1
.

开发了与多数海产鱼分批产卵型的繁殖特性相

适应的自然产卵的采卵技术 ; 2
.

开发了适口优质的生物饵料和人工配合饵料并建立饵料系列 ; 8
.

建立生物

饵料大量培养技术
。

文中着重探讨和讨论了我国和日本海产鱼类人工育苗生产和科研几个方面的异同点
,

并就我国海产鱼人工育苗工作提出了几 点探讨性的看法
。

本文拟在概述 日本海产鱼人工育苗研究和生产情况的基础上
,

讨论一下日本在这方面的技术开发

要点
,

当前存在的问题
,

以及我国和日本在这方面科研和生产上的异同点
。

并对我国海产鱼人工育苗工

作提几点探讨性的意见
。

(一 ) 日本海产鱼人工育苗的历史和现状

日本海产鱼人工育苗的研究
,

最早是为了研究某些鱼类的早期生活史开始的
。

因为在天然海域中不

易采集到海产鱼早期胚胎发育的标本
,

也不易鉴别各种海产鱼的早期仔鱼
。

所以开始进行人工繁殖海

产鱼的工作
,

其目的是为了得到生物学研究的材料
「“ ’ 。 因此这阶段是一个基础研究阶段

,

然而尽管这阶

段的目的是为了生物学的研究
,

但客观上为人工苗种生产积累了经验
。

再进一步
,

由于生产上的需要
,

这项研究逐步转为以人工育苗生产的应用研究为主了
,

不过它仍然继续作为资源和分类学等基础研究

的一种手段
汇. ,

· ’ . , 。

此阶段始于本世纪五十年代末期
。

至于海产鱼人工育苗生产
,

那是在突破海产 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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仔鱼的 “饵料关冲 之后
,

也就是在用海水培养的轮虫和夭然采集的浮游生物结合起来培育真明仔鱼取得

成功的 1 9 65 年开始的
。

1弱 5 年
,

日本人工育苗对象只有 6 种
〔 , 1 】 ,

至 1 98 1年底为止据不完全统计 (不包

括香鱼等降海和蛙缚等溯河鱼类 )人工育苗生产和研究对象已发展到 25 科 52 种 (表 1)
。

现己建立大量

生产技术全国年产苗种 100 万尾以上的海洋经济鱼类有真绸
、

黑鳃
、

红鳍东方纯
、

大头鳍
、

黄盖碟
、

牙鲜 ;

表 1 日本海产鱼苗种生产
、

研究现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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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科科 名名 序序 种 名名 采卵卵 仔稚鱼培育育 生产和科研研 近期主要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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降海和溯河鱼类及在现阶段旨在提供资源研究素材的人工育苗研究种类不列于此表
。

参阅本文第二部份亲鱼和采卵一节
。

笔者把生产和科研水平划分为大里生产
,

批量生产和试验性生产或试验阶段
,

各指单种类全国 (日本 )年产

加O 万尾以上 书1 0 一 100 万尾 ; 10 万尾以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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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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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到一定生产水平 (批最生产和接近批量生产) 的鱼类有揭茜细
、

蜘鱼
、

妒鱼
、

平绸
、

褐蓝子鱼
、

石镯
、

条纹

续等 “ ,
二

,一 t0 , 。

此外
,

最近通过人工杂交
,

进行品种改良试验
,

培养了如真绸 (早)
x 黑绸 (矛 )等新的杂交

种
。

(二 ) 日本海产鱼人工育苗生产工艺

在日本海产鱼类中真绸的人工育苗工作开展得较早
,

1 978 年北岛开发 了百万尾大最 生产技 术
,

19 79 年全国苗种产量达 2 190 万尾
,

居海水鱼人工苗种生产之冠
,

其育苗技术较为完善
,

也搞了不少基础

研究
,

其他鱼类育苗技术系在它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
匕̀ ,

·` , ’ 。 福冈栽培渔业中心为 日本大型的栽培渔业

卿乙之一
,

建成于 1盯9 年
,

年产真绸苗种 3 0 万尾
。

现拟以福冈栽培渔业中心真绸人工育苗的生产工艺

和技术措施为主
,

来介绍 日本海产鱼人工育苗生产工艺模式傲
· “ 里 , ` . 】。

按其先后次序
,

分别叙述如下
:

1
.

亲鱼和采卵

获得大量成熟卵是种苗生产的先决条件
。

户户擎一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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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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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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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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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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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邓邓

采卵用的亲鱼有刚捕获的野生成熟鱼和人工养成亲鱼
。

采卵方法有 : 1
.

用刚捕获的野生亲鱼进行人工授精 ;

2
.

用捕获亲鱼进行激素刺激产卵 ; 3
.

用养成亲鱼在池中

自然产卵胜
.

用养成亲鱼进行激素刺激产卵 ; 5
.

采集天

然卵
。

前三种方法于采卵后行人工授精
。

198 1年福 冈栽培渔业中心采用的亲 鱼平 均体 长

邸
.

6 厘米
,

体重 3
.

0 公斤的 6 龄雌鱼 如 尾
,

雄鱼 35 尾
。

将鱼饲养于 5 、 6 x s米水泥的亲鱼饲养槽中
。

流水饲

养
。

亲鱼放养密度为 。
,

6一 1 公斤 /米
. ; 性比为 1 : 1

。

自

然产出的卵随流动的水溢出槽外
,

用安装于水槽外 的

采卵网 (9 o x 加 x 90 厘米的化纤网 ) 收集卵粒
,

水槽的

结构原理和我国的家鱼产卵池相同
,

惟其水槽为 立方

形
,

溢水口外附有一采卵的水池
,

内敷采卵网
。

ǎ梦à辑关

ǎ娜白xù粼盈礼

2
,

孵化

用网 目 2 毫米的网除去鱼卵中的杂物并把俘 沉卵

分开
,

用重量法或容量法计算浮卵
,

以 3一5 万粒 /米
3

的

密度置于网箱或直接置于仔鱼培育槽中
,

边通气
,

边孵

化
。

真胡的孵化率达 8 0一90 男
。

图 1 产卵期间水温和采卵数的变化

(摘自参考文献〔筋」〕 3
.

仔稚鱼的培育

孵出的仔鱼最初培育于陆上水泥槽中称 为 “一 次

培育气 在仔鱼长成体长 10 毫米左右的稚鱼时
,

通常移到海上网箱内培育
,

称为
“
二次培育气

( 1) 一次培育 孵出仔鱼的放养密度
,

在 10 一 30 吨的水槽中
,

每吨水放养 1一 6 万尾 ; 1 50 一 2 00

吨水槽则放养 。
.

4一 1
.

0 万尾
。

培育仔鱼的海水在都经过过滤或仅于初期过滤
。

采用流水培育以防止水

质恶化
,

但鉴于早期仔鱼的游泳力
,

且活饵料易流出
,

故在培育最初几天中以静止培育为主
。

静水培育

时间的长短各单位不全相同
,

一般为 6一 10 夭
。

为使作为仔鱼饵料的轮虫不呈饥饿状态而降低营养价

值
,

宜在培育槽中经常添加小球藻 ; 通常应使水中小球藻的密度保持在 10
` 10’ 一 1 00 x 1 .0 个细胞 /毫升

之间
,

饵料系列在各生产和试验单位略有不同
。

表 2 为长崎县渔业公社供给的几种仔稚鱼的饵料系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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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几种鱼类苗种培育所储的仔鱼和饵料 t
水

种种 类类 全 长 (毫米))) 生产 1o 万尾种苗所需仔鱼和饵料量量

招招招 巧 20 4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
仔仔仔仔 鱼鱼 轮 虫

今今
丰年虫无节幼体体

(((((((万尾 ))) (父 1沪个 ))) (
xI J个 )))

真真 绸绸 才虹止纠
一

} } }}}}}}}}}}}}}}}}
3 0001 0 000不 需 要要

黑黑 绷绷绷

十贵
`

卫

子 ~针
’’

(1 0)))))

石石 绸绸绸绸绸绸绸绸

香香 鱼鱼

今熬斗群钊
))) 场场 3 0 000不 需 要要

卜卜卜
一

哥携些生千千千
( 6)))))

红红鳍东方纯纯

儿擎…… ……
OOO 1 45 000777

琴琴琴鱼
兰些里至鲤里共共共 (拐 )))))

牙牙 纤纤纤纤 555 2I oooo 部部

((((((((((( 8)))))

括号内的数字是 1 日所需投放轮虫的最高量
。

据耕田隆彦 (1朋又)
汇盛 3』。

与一般海产鱼的饵料系列
` ” 有一些差别

,

同时
,

有的没有投喂丰年虫的幼虫
。

福冈栽培渔业中心于孵化

3天后投喂轮虫
。

培育水中轮虫密度分午前
、

午后 2 次计数
。

初期应保持在 3 个 /毫米公 以上随着仔鱼

的成长增加给饵量
,

同时
,

于 10 日龄前后投喂真绸仔稚鱼用的配合饵料
,

全长达 7 毫米左右 ( 16 一 17 日

龄 )
,

开始投喂丰年虫幼虫等
,

在 100 吨水槽培育 80 天左右出苗规格 1 2 毫米左右时
,

单位水体出苗率

一般为 0
.

5一1
.

6 万尾 /米
. ,

成活率为 30 一60 港
。

( 2) 二次培育 仔鱼成长至 7一12 毫米时
,

开始投喂鱼
、

贝
、

甲壳类肉糜以取代生物饵料
。

在此

阶段为防止“ 同类相残
”
和培育槽水质恶化

,

多数单位把仔鱼移入海上网箱或分槽于陆上继续饲养
。

移养

和分养时仔鱼体长以在 1 0 毫米左右为宜
。

虹吸或用提桶带水搬移
。

海水网箱大小为 2 减 2 x Z米或 3 、

3 、 3 米
,

网目随生长而由 2 毫米增至 3 和 6 毫米
。

饵料系列为玉筋鱼
、

鳗鱼肉糜
。

育成 90 一印毫米的

稚鱼需 3。一 4。 天
,

若以育成 3 0 毫米稚鱼计
,

则从仔鱼至稚鱼的成活率为 30一 70 络 ; 单位水体出苗率一

般为 2 00 0 尾 /米
名

左右
。

从孵出的仔鱼至 的 毫米的稚鱼最终成活率为 10 一却形
,

一般为 20 一邪形
。

其他鱼类的仔
、

稚鱼培育方法与真细大致相同
。

黑纲仔鱼按 1一1
.

5粒 /米
忍

浮性卵的放养密度
,

在

陆上水槽培育 3生
.

5 天
,

体长达 12
.

8 毫米时一般成活率为 51
.

2芳 ;稚鱼于海上网箱培育 4生
.

2 天
,

出苗规

格 50 毫米以上时一般成活率为铃
.

0弓
「
sB]

。

长崎栽培渔业中心 19 80 年生产 44 万余尾 30 毫 米的黑明

稚鱼
,

从卵算起 (孵化率为 86
.

0芳 )经培育 6 5一 81 天的最终成活率为 7劣左右“ . , 。

牙鲜自孵出的仔鱼至

变态时体长达 1 2
.

5一 16
.

0毫米
,

为时 拟一红天
,

于 10 吨水槽中培育
,

单位水体出苗率为 3 600 一8 00 0

尾 /米
. ,

成活率 38 万
。

稚鱼期在陆上水槽中的网箱内培育
,

历时 2 6 天
,

育成平均全长 30
.

在毫米的稚鱼

时
,

单位水体出苗率 6 00 0 尾 /米之 ,

从孵出算起
,

最终成活率为妊
.

5男左右
。

(I ) 一般海产鱼种生产上通用的饵料系列 : 双壳贝幼休 (牡砺幼体等 ) 〔孵出后 2一 3 日 ) , 轮虫 (解出后 4至加
日 ) , 甲壳类浮游生物 (挠足类

、

丰年虫幼虫等 ) (孵出后 18一 18 日至 so 日 )、 鱼肉糜 (孵出工苍一幼 日以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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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胡及其他鱼类仔稚鱼的培育的技术关键
,

是优选适当的饵料系列并适时适量投饵
,

注意水质管理

和病害防治
。

水中溶氧盘应保持于 4 毫升 Z升以上
。

故一般在 连。一 1 0 0米 “ 水槽中要安装 10 一 5 个气

石
,

即按底面积每 3 平方米安装 1一 2个
。

平时保持池水清净
,

当仔稚鱼由投喂生物饵料
,

转为投喂鱼
、

贝和甲壳类肉糜时
,

尤应注意清扫池底
,

及时清除残饵和粪便
,

以抑制 N瓦
一N 的含量

。

4
.

病害和畸形

人工培育的海产鱼苗畸形率相当高
,

尤以真绸
、

鲡为甚
。

疾病也常出现
。

由于人工苗常有畸形等症

状
,

故多数养殖者宁愿采捕夭然苗养殖
。

真明仔稚鱼的主要疾病已报道的有 8一9 种
。

福冈县栽培渔业

中必在真嵋仔鱼期发现弧菌病
,

其病症为鳍
、

体赤糜烂
,

用千分之一吠喃尼斯全池泼施或药浴 30 分
,

予

以治愈
。

(三 ) 结 语 和 讨 论

1
.

日本育苗技术开发和存在问题的探讨

日本海产鱼苗种生产的研究始于五十年代
,

六十年代中期突破了 ` 饵料关气 促进了育苗技术的开

发
,

七十年代中开发了真绸等大量生产技术
,

加速了海产鱼苗种生产和科研工作的发展
。

人工育苗种类

由 1 9 6 5 年的 6 种至 1 9 8 1 年达 26 科 6 2 种
,

如包括降海和溯河鱼类及一些正在试验中的鱼类
,

估计可达

6 0 种以上
。

其中真绸
、

黑绸等 6 种已达年产百万尾的水平 ; 年产万尾至几十万尾苗种的鱼类有 10 一2。

种
。

由于真绸等的生产技术一般也适用于其他鱼类
,

故预测不久的将来其会有更快发展
。

由上述 日本现行生产工艺来看
,

日本海产鱼育苗技术开发主要包括这样几个方面 : ① 在对某些海

产鱼繁殖生物学研究的基础上
,

掌握了在亲鱼饲育池中使其自然产卵的技术
,

同真绸
、

黑绸等分批产卵

类型的繁殖习性相适应
,

能在产卵盛期优选大量成熟卵
,

来进行苗种生产 ; ②在进行海产鱼类各发育阶

段的口径和开口大小 (开口率 )
、

饵料选择性
、

日摄食量等仔稚鱼摄食生态和营养生理研究
t . 。 ,

的基 础

上
,

开发了几种海产鱼仔稚鱼的优质饵料和饵料系列
,

使苗种的窒内水槽高密度培育成为可能 ; ③在进

行饵料生物生态研究川 ’ 的基础上
,

开发了饵料生物大量培育技术
,

从而把育苗生产推向批量和大量生

产阶段
。

生产 10 万尾真绸
,

约需 10 0 亿个轮虫
,

日最高投饵量为 10 亿个
。

因此
,

饵料生物大量培育是

室内水槽高密度人工苗种大量生产的关键
。

日本现在能大量培养的饵料有小球藻
、

轮虫 (么 B 。碗艺洲哪

娜。 ,漏。 为主 ) ;挠足类中的虎斑猛水蚤 望云夕“ 。尸做 夕叩 , 伽
, 也能相当大大量生产

。

七十年代以来由于

出现了面包酵母和石油酵母与小球藻并用及小球藻二次强化培养技术川一
’ “ , ,

轮虫生产密度由 40 一60

个 /毫升
,

提高到 6 00 一 10 00 个 /毫升
。

现用间疏法生产
,

在 50 米
,

水槽中每天可采收 20 亿个轮虫
,

而用

接种法 1米
协

水每次 (培养后 7一 10 日)可采收 2一6 亿个
。

日本在海产鱼人工育苗生产上尚存在不少问题
。

主要有 : ① 存在着海产鱼苗种生产向工业化发展

同仔稚鱼饵料供应不足的矛盾
,

如虎斑猛水蚤
,

克氏纺锤蚤 A 。
酬协 阴姗德尚不能大量生产

,

有的单位

依靠在海上点灯捞取 ;②存在着成活率不高及劳动生产率和养殖设施利用率低的问题 ; ③许多鱼类还处

于试验开发阶段
,

尚未进入生产阶段
,

因而 当前日本海水养殖鱼苗主要来源仍依靠捞取天然鱼苗如蜘鱼

等 ,④疾病防治和苗种畸变问题尚未解决
,

畸变率约为 10一 40彤
,

是海水鱼人工育苗中普遍存在的问题

之一
。

针对这些问题 日木正在对下列问题进行研究 : ①鉴别卵质优劣的研究
,

以期解决早期仔鱼成活率不

(封 单独投与面包酵母培育的轮虫 (称面包醉母轮虫 )引起真魄
、

石拥仔稚鱼天量死亡
,

据研究表明真抓等多数

海产鱼类必需脂肪酸 (习夕 A 〕与淡水鱼和 日本对虾 尸撒郎钊活 夕d 刃。祝己姗 不同
,

为 助 :反。 , 和 20
:

彻
:
等高度不饱和脂肪

酸 ( H U F人 〕
,

但酵母轮虫的含 t 很少
。

他们于投喂前用高浓度小球藻掖 ( 1。以 } 一么1犯个体 /毫升 )对轮虫再培育6一豁

小时
,

使面包酵母轮虫吸收和富集小球藻中的 即
:

,
:
和 20 :伽

习
只 U E人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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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的问题 I t.
’ ; ②亲鱼性腺发育

、

成熟规律
、

繁殖生理生态和排卵机制
〔 .“ ,’ , ` ,

,

” ’ ; ⑧ 仔稚鱼人工饵料的开

发
。

此外
,

还致力于亲鱼饲料的开发
,

病害防治
、

畸形
,

同类相残等问题对策的研究
.

2
.

我国和 日本在海水鱼人工苗种生产和科研诸方面的异同点

我国海产鱼人工育苗工作始于五十年代末期
,

至 1盯 7 年
,

已能培育到种苗阶段的鱼类计有 27 种
「, ’ ,

分别隶属于 2。个科
,

19 79 年
,

台湾省人工诱导遮 目鱼成功
「幻

。

近年来开展了太平洋啡鱼
「括“ ,

刺蝎
〔̀ , ,

绿

鳍马面纯 “ ’ ,

弓斑东方纯
笙. ’ ,

暗色东方纯
「, ’ ,

红鳍东方纯比 ’ ,

铅点东方纯
「, ’
等人工育苗和胚胎

、

仔稚
、

幼鱼的形态和生态的研究
。

我国开展海水鱼人工育苗的目的是为养殖生产提供苗种 ; 以食物链级次低的

种类如鳍鱼
、

梭鱼为主要生产和研究对象
,

近年来也对真绸
、

黑绸等食物链级次高的鱼类开展以建立大

量生产技术为 目的的研究
。

日本以中高档肉食性鱼和地方优势种 (沿岸鱼类 )为主要研究对象
,

生产的苗

种供养殖和放流
。

日本现在已有 6 种鱼类达到百万尾以上生产水平
, 6一 10 种达万尾以上批 最生产 水

平
。

而我国尚无百万尾以上生产水平的种类
。

达批量生产水平的有梭鱼 ; 维
、

黑绸接近批量生产水平
。

现就我国和 日本在海产鱼类人工育苗方面的情况作一些比较探讨
。

( 1) 科研的重点问题 日本注重于基础和应用基础研究
,

而我国则着重子应用研究
。

例如 日本

强调首先在海水鱼内分泌学
、

繁殖生理和激紫对性腺的催熟促产机制等基础方面的研究工作
,

而我国在

研究上主要是拟把家鱼人工繁殖的一套技术用到海水鱼上应用试验
。

近年来虽搞 了一些 基础 研究 工

作
「,一川

` ” ,

但与日本相比
,

尚有一定差距
。

又如对仔稚鱼的生态和生理研究
,

日本进行得较为深人
,

而

我国在这方面做的工作不多
。

近几年我国在梭鱼的食性和饵料系列虽然已开始进行了一系列研究
t ’ 吕

·
, ` , ,

为梭鱼进入批量生产提供科学依据
,

但是对梭鱼仔稚鱼的营养生理
、

消化生理
、

以及生长发育方面研究

工作尚未真正开展走互来
。

基础研究工作的进展情况是反映科研工作深度
、

广度和水平的标志
。

这 一点

值得我国科研管理部门和各科研单位重视
。

( 2) 科研周期 科研周期也就是科研成果转化为现实生产力的速度问题
。

日本于五十年代末期

正式开展真绸人工育苗生产研究
,

至 1邺 8 年建立大量生产技术
,

并迅速应用于增殖渔业生产
。

我国开展

绍科鱼类人工繁殖工作较早
〔
川

,

梭鱼的研究始于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
〔“ ’ ,

至 19 8 1年
,

梭鱼的人工

育苗研究取得成功
。

这同日本研究真绸的时间大致相同
。

但是 日本现在真绸人工苗已大量 用 于 生产
,

而我国梭鱼人工繁殖研究在取得成功之后
,

就停顿下来
,

至今这项技术很少有在生产上加以应用的
。

这

说明我国在这方面的研究能力是有的
,

但是存在詹科研和生产脱节的问题
。

虽然着重于应用研究
,

但是

不重视研究成果的应用
。

这是又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
。

( 3) 育苗方式和生产效果 日本海产鱼仔稚鱼的人工培育从一开始就走高密度集约式的工厂

化育苗道路
,

一些工业化国家也多数采用这种方式
。

这种育苗方式具能高密度生产苗种
,

可循环利用水

源
、

适于水源短缺的国家和地区
,

便于采用先进技术进行人工或半人工管养等优点 ; 而我国则大多采用

传统培养家鱼夏花和鱼种的方式
。

日本的育苗方式同我国鲤科鱼类传统的培育方式对 比
,

我以为 总 的

效率并不高
,

具体的说有如下一些弱点 :

第一
、

附属设施庞大
,

实际出苗率不高
。

如福冈栽培渔业中心 1 98 1 年以培育槽的面积计算单 位 水

体出苗率 2。。 o 尾 (3。 毫米的稚鱼 ) /米. ,

但该处仔稚鱼培育槽与轮虫
、

小球藻培养槽面积之比为 1
,

2 :
邻

10
,

即培育槽与饵料培养槽之比为 1 忿11
.

9 ,

若把饵料槽面积统计入内则实际单位水体出苗率应为 160

尾 /米
3 `含, ,

折合亩产 10
.

67 万尾
,

我国用土塘培育梭鱼仔稚鱼每亩出塘夏花鱼种达 6
.

7 万尾
,

最高亩产

( 1) 福建省水产研究所
, 1留4

。

港养细鱼 (卫峪“ “ 灿成“ ) 人工繁殖研究的初步报告
。

2 :
14 一3 1

0

( 2 ) 生物饵料一般仅于仔鱼期投与
,

在统计实际水面出苗率时应扣除稚鱼期饵料培养池
,

于稚鱼前期也投与生物饵料
,

且滤过系统等面积未统计入内
,

故未予扣除
。

(福建 )渔业科技情报
,

但考虑到一贯培育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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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 0 1
.

8万尾 ;于小土塘培育黑绸仔稚鱼折每亩出塘夏花〔平均体长 `
.

1厘米 ) 5
.

3万尾
。

由此可见
,

水泥槽

高密度育苗单位水体出苗率虽比我国土塘育苗高
,

但相差不大
。

第二
、

技术性强
,

生产较不稳定
。

高密度

育苗是建立在对培育对象和饵料生物的生理生态等基础研究上
,

技术性很强 ;供仔稚鱼摄食的饵料生物

靠人工大量培养
,

常因饵料培养中途失败而危及鱼苗
.

又据报道 “ . 】 ,

畸形等症状与于高密度培育时大里

通气有关
,

面同类相残也因高密度而加剧
。

第三
,

设备费用大
,

管理人员多
。

一个大型栽培渔业中心投资

达二亿五千万日元
,

其中为保证育苗而附属的成套设备费用占很大部份
。

管理人员多
,

如福冈栽培渔业

中心 6 个 2 1 米
.

鱼苗培育槽及其附属饵料培养池的管理人员计 3一性人
,

管理 18链 米
3

水面
,

折 2
.

8 亩
,

培养饵料所需劳力占总劳力的 s0 男左右 ;我国土塘育苗一人管理水面约为 2 亩左右
.

第四
、

全人工投饵
,

生产成本高
。

水泥槽高密度育苗需投喂大量人工培养的生物饵料及鱼
、

贝
、

甲壳类肉糜等
,

故生产成本
产

高
。

而土塘育苗是以撇巴培育饵料生物生态系为主
,

辅之于人工投喂生物和非生物饵料
,

是人工生产力

和自然生产力相结合的方法
,

故生产成本低
。

而且土塘由于底泥
,

大水体等条件
,

有利于不同发育阶段

的仔稚鱼摄食
。

而水泥槽中的饵料生物靠人工投喂
,

种类单一
,

故培育期间发育较慢的仔稚鱼因得 不到

适口饵料而拉大生长发育差距
,

造成鱼苗大小相差悬殊
,

加剧同类相残
。

同时
,

有些鱼类仔稚鱼可能不

适于水泥槽培育
,

如鳍鱼于仔稚鱼期栖息于海底
,

摄食泥土中的有机碎屑等
,

水泥槽的生态环境可能与

鳍鱼的生态要求不适
,

故国外与台湾省用水泥槽培育鳍鱼
,

成活率很少超过 2。男
,

可能与此有关
。

这个

问题有待今后在实践中进一步探讨
。

第五
、

成活率低
。

水泥池育苗成活率 (至 30 毫米的稚鱼 )很少超过

40 澎
,

一般在 10一叨侣左右
,

有的低于 10 男
,

而土塘育苗以梭鱼为例大面积的平均成活率 (至夏花鱼种 )

高达 7 6
,

9劣
。

以上分析表明
,

现阶段室内水槽高密度育苗是一种高能耗
、

高投资
、

设备利用率和劳动生产

率都较低的育苗方式
,

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
,

并不是一种理想的生产方式
。

日本有些学者也认为象真绸

之类肉食性鱼类在生态学上属于三级生产
,

即使利用配合饵料代替生物饵料进行工厂化生产
,

在经济上

也不合算
,

故正在探讨其他育苗方式
。

如渐户内海栽培渔业中心 1 97 6 年曾搞过土塘培育真绸仔稚 鱼 试

验
,

在深 1 米
、

面积 6 000 米
,

的盐田改建的池中
,

从 3
.

5 毫米的仔鱼育成 5 厘米稚鱼 50 万尾
,

成活率为

10 落
,

成本为水泥槽的十分之一
「,拐玉。

据此
,

有的学者认为利用濒户内海沿岸的废盐田进行土塘育苗育成

全长 6 厘米稚鱼
,

若管养得好
,

出苗率至少可达 王00 尾 /米
愈
哪

’ ,

即亩产 6
,

67 万尾左右
,

是今后可供选择

的育苗方式
。

由此可见
,

我国鲤科鱼类传统的育苗方式有室内水泥槽高密度育苗难于比拟的优点
。

( 4) 操作技术 海水鱼耗氧大
,

易脱鳞
,

不耐密集
、

挤碰
,

故在仔鱼阶段分养出塘时
,

日本都采用

带水捕取和虹吸等方法
,

耗时费力
。

或许我国淡水鱼苗种生产过程中的密集锻炼技术可用于海水鱼苗

来提高出塘分养的工效
。

并在仔鱼长至 10 一 15 毫米阶段时可用过筛分离大小
,

以减少同类相残
,

从而

提高成活率
。

3
.

关于海产鱼人工育苗生产和科研工作的探讨性意见

关于这个问题
,

国内已有专家
〔 , “ ,

, , ’
提供过宝贵意见

,

现亦提出一些看法
,

以求指正
。

( l) 增养泣对 象的优选问题 在加强养殖对象的人工育苗生产和技术研究的同时
,

应积极开

展增殖对象人工育苗生产和科研工作
,

为今后发展增殖渔业打下基础
,

积累经验
。

养殖对象应以食物链

级次低或杂食性鱼类为主
,

除鳍梭鱼类外
,

尚应积极开发罗非鱼类的尼罗罗非鱼等
,

遮 目鱼
,

蓝子鱼
、

斑综 : 而增殖放流对象应特别优先考虑降海和溯河鱼类及食物链级次低的鱼类
,

如大黄鱼
、

小黄鱼
、

真

绸
、

黑绸
、

黄鳍绸等曾经是某一海区地方优势种的中
、

高档鱼类
。

(2 ) 加强 墓础研 究特别是应用基础研 究 人工繁殖的历史经验表明
,

产卵多
,

得苗少
,

其基

本原因在于在基础研究上尚存在薄弱环节
,

我们认为当前应着重研究养殖对象亲鱼的繁殖生物学 包括

卵质等问题
,

仔稚鱼的生态和营养生理以及各种主要生物和非生物饵料的营养价值
,

为探讨适宜的采卵

方式和开发相应的育苗技术提供科学依据爹研究饵料生物生态以促进开发仔稚鱼饵料生物的大健培 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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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
,

研制仔稚鱼用的人工配合饵料 ; 根据海水鱼养殖特点和今后增殖放流
,

增殖渔业发展的需要
,

应

从病理学和病原学等基础研究着手
,

以期探讨免疫学的防治病害技术
。

(3 ) 加强 苗种大童生产技术的研 究 当前海产鱼苗种生产上的突出问题是如何解决大量 生

产技术
,

而育苗方式则是苗种生产能否进入大量生产水平的关键措施之一
。

如果采用我国传统的土塘

育苗方式可能克服国外采用室内水槽高密度育苗存在的诸如成活率低
,

成本高
,

在生产上难于推广等问

题
。

但我国土塘育苗技术尚存在经验性成份较多等弱点
,

为此
,

应从培育水体的生态系统的基础研究着

手
,

进一步探讨海水土塘育苗中理化因子与生物 (培育对象和饵料生物 )之间的关系
,

探讨土塘的育苗生

产机制
,

使我国传统的育苗方法能建立在科学依据的基础上
,

从而进一步发挖其生产潜力
。

与此同时
,

进行室内水槽高密度育苗技术研究
,

尤其在育苗生产处于小规模试验阶段时有必要采用这种方式 以便

取得精确的资料和数据
。

随着今后科学技术的发展
,

这种育苗方式很可能会克服上述一些弱点而 成为

理想的育苗方式
。

(4 ) 努力缩短科研周期 科研领导部门和科研单位应加强科研成果的推广工作 ; 生产单位要

加强科技信息工作
,

及时采用新的科研成果
,

致力于技术改造
,

使海水鱼人工育苗成果
,

及时转化为生产

力
,

使我国的海水养殖业尽早开创一个新的局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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