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池养白卿的食性和生长

及其养殖的研究
’

丁 瑞 华

(四川省自然资源研究所
,

成都 )

提 要 本文对池养条件下白螂 C “ “ “暮“ c“ 二$ ￡泌 “ 。 ￡ ( eT m ln i n e k 眺 S Oh l e

娜 )

食性和生长及其 饲养进行了研究
。

体长与年龄呈直线关系
,

体重与年龄呈指数关系
。

白娜食性

随着生
一

民发育进程而有一定的阶段性
,

摄食强度呈现出随体长和体重的增长而变弱的趋势
。

生

长亦有差异
,

幼鱼生长过程因发育阶段而异
,

前期较后期快
;

性成熟后生长缓慢
,

雄鱼更甚
。

其

体
一

瞬与体重关系为
:

幼鱼 w 二 。
·

。。o O1 3 14 L
” ·

’ 那 “ ; 成 鱼 w
二 。

·

。。。。 22 32L
分

·
, .盯

。

在渔业生产上

对鱼苗 和鱼种的饲养过程分为三个阶段似较合理
。

成鱼饲养中作为搭养鱼类
,

投放 春 片鱼种

具有显著的增产效果和较高的经济价值
。

主题词 白细
,

生长
,

食性
,

饲养

白螂是 1 9 7 6 年从日本引进我国的
,

具有体大
,

生长较快
,

易繁殖
,

病害少
,

起水率高和

食性杂等优点
,

在生产实践中显示出良好的增产效果
〔` , . 〕。

为增加养殖鱼类
,

提高鱼产量
,

从 1 9 77 年起开始引入四川地区并进行养殖
,

获得 良好效果
,

普遍受到群众欢迎
。

有关白螂的生物学特性曾有人做过部分研究〔卜
人 ,已 , ,

铸 但较零星
,

未见有系统的研究

报道
。

我们从 1 9 7 9 年起对池养条件下 白螂的生物学特性及其养殖技术进行了比较系统的

研究
,

为制订生产措施提供参考
。

材 料 和 方 法

1
,

材扦及 来源 材料鱼来自 7 口试验池
,

每 口池面积拐 6
.

7~ 8弱
.

7平方米
,

水深 1 0~ 1
.

2米
。

鱼苗

阶段每平方米放 2 2 5
、

3 7议 5 2 5尾
,

鱼种每平方米放 2 2
.

6
、

1 5
、

12 尾
。

另一部分取白成都市渔场和百公堵渔

场的成鱼沈
。

观测了体长为了
.

0~ 2阶
.

0毫米的自螂食性和生长情况
。

鱼苗阶段 (体长 2。 毫米以下 ) 每隔10 天取

样一次
,

鱼种阶段每隔 1 5天一次
,

成鱼阶段每月一次
,

每次 80 ~ 10 0 尾
,

捕起后立即用 5多或 10 男甲醛溶

液固定
,

共取样加余批
,

4 600 多尾
。

2
.

浏量方法 鱼苗阶段鱼体小
,

用 目测微尺在解剖镜下测量
,

稍成长的个体用分规测量 (精确到

二 6 毫米 )
。

3
.

食性分析 孵出后一个月内
,

每隔 3~ 6天取样一次
,

以后每隔场~ 3 0天取一次
,

每次取样 4 0~ so

木文承上海水产大学陆性教授审阅并提出宝贵意见 苏成都市水产站
、

金牛区和龙泉区水产技术 推 广 站的

支持
,

谨此一并致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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尾
,

标本总共 3 400 余尾
。

鱼苗阶段依体长分组混合定蛋
.

以后为单独分析
。

定性材料取自固定标本的前肠
,

稀释后

在显微镜下观察
。

肠管充塞度分为 6 级 ( C y 印p o 3 ,

1 , 4幼
,

O 级— 肠管中无食物或有少且食物 ; 1 级

— 食物 占肠

管的 1 /氏 2级— 食物占肠管的2 / 5 ; 3级

—
食物占肠管

的 3/ 成 4 级

— 食物占肠管的 4 25 ; 5 级

—
肠管中充满

食物
。

肠 内食物包括未消化的
,

正在消化和已消化后的残

留物
。

另外还抽样解剖了 21 6 尾标本
,

对肠含物和肠管进

行称重
,

求出肠管充塞指数
〔 , ,

气

F . 。

即 100 150 2 00凡

图 1 白卿肠管充塞指数 F
:

和 F
,
的关系

F馆
甲

I T七e r e坛1昆o n be t w ee n

g u t if l工i n g i n d e x F
一& P

:

上式中
,

肠内含物盒 二 肠管总重 一肠管壁重
。

肠内含物重

体重
父 10 0 00 和 F

: = 肠管总重

体重
x

1 0 0 0 0

F
:

和 F :
的相关系数为 + O

,

97 3 0
,

呈显著正相关
,

其回归

方程式为
:

.

F
: 二 O

.

987 3 F , 一 24
,

14
。

根据 F :

和 F
:

的根

关关系 ( 图 1 )
,

故可以用 F
:

来表示白卿的肠管充塞指数
。

研 究 结 果

一
、

食性分析

1
.

食物组成 白螂在个体发育过程中
,

随着年龄的增长和身体的发育
,

其食物组

成也相应发生变化 (图 2)
。

体长 26 毫米以下个体的肠管中
,

以动物性饵料为主
,

如轮虫

( R 口砂
a 犷苦h犷 a 、

了
。二时。邵。 ,

介似“ h二 a 、

D印入姗。 :

。
a

、

B 、 硫初邢 :
、

P 时邺州 h。 )
,

搔类

(刃叩际亿
、

万口俪 a 、

方。
娜认

。 、

川 口、 )
,

原生动物如钟形虫 ( V , `落。 l乙的
、

侠盗虫 (万。耘。石 a)
、

矛刺虫 (万
“ s才时。不乙a)

,

剑蚤 (即时叩
: )和无节幼体

,

摇蚁科 ( C州 r o n o n 五d胡》幼虫等
,

而且

频度相当大
。

随着鱼体的增长 (体长 26 毫米以上 )
,

其食物逐渐转化为有机碎屑和浮游植

睑睑二二习胜胜胜胜
奋奋二罗 告咨妞几几几几几几几

手手至丢习 }iiiiiiiiiii

7
一

1 5 15
一

2 5 3 0
一
石O

体长 L ` m m )

图 2 白螂幼鱼阶段的食物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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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
,

其频度也随体长的增长而增大
。

这时其食物中主要有空球藻 (锄己口犷台协 )
、

栅藻 (泞。̀ .

、 凌
~

: )
、

裸藻 (肠川
召” 超 )

、

新月藻 (戊 os et 犷撇。 )
、

颤藻 (口名。以协 ot , 亿 )
、

硅藻 (万
。沁蕊二

,

九
。初心比 、

从才:

硫仇
、

八、 阮材。
、

口尹娜 be l协渭夕
倪 ` 忆

、

的。 isg 。 )
、

微囊藻 (万落, 叩
对耘 )及

有机碎屑等
。

在食物中浮游动物仍占有较大的比例
。

成鱼阶段的食物成分与鱼种基本上

是一致的
,

其所不同的是有机碎屑和泥砂占有很大的比例
。

根据食物组成的差异
,

幼鱼的摄食习性大体可分为两个阶段
。

第一阶段是体长 7
.

0一

2 6
.

5毫米
,

在这一阶段的初期 (体长 7
.

。~ 14
.

0毫米的个体 )主要摄取浮游动物
,

其次是小

型底栖动物
。

消化道由直管状逐渐发生弯曲
,

稍成长的个体 (体长 10 ~ 1 5 毫米 )肠管出现

2 ~ 3 次盘曲 (图 3 ,

A )
,

肠长为体长 1
.

7~ 2
,

1倍
。

体长 14 ~ 26 毫米时
,

食物中挠足类和

枝角类较多
,

其次是底栖动物
,

这时 已出现较多的有机碎屑和一定数量的浮游植物
。

肠管

盘曲次数为 4 ~ 10 (图 3
,
C一 F )

,

肠长为体长 2
.

1~ 2
。

5倍
。

可见时值食性转化阶段
。

第二

阶段体长 3D
.

0一 98
.

4 毫米
,

髓着鱼体的进一步成长
,

肠长与体长之间增大到 3
.

5 ~ 6
.

0

倍
,

肠管的盘曲次数从 10 次增加到 拓 次 (图 3 ,
G )

。

食物中动物性食料逐渐减少
,

有机碎

屑和浮游植物逐渐增多
,

并且占有相当大的比例 (图 2)
。

』

成鱼阶段的食物组成大体上与鱼种相似
,

其所不同的是有机碎屑和泥砂占有相当大

的比例
,

其次为浮游植物
,

商品饲料的比例亦大
。

肠管亦随之而生长发育
,

盘曲次数在 18

次以上 (图 3
,

且 )
。

综上可见
,

白螂肠管的生长发育与鱼体不同发育阶段食物的组成有密切关系
,

而食

料又与池塘的饵料基础大体上是相一致的
,

与人工投喂饲料的种类和数量有直接关系
。

2
.

摄食强度 白娜肠管充塞度和充塞指数之间的关系见表 1
。

摄食强度与体长和体

重关系的变化与生长发育有着密切的关系
。

一般说来
,

随着体长和体重的增长其摄食强

度渐趋减弱 (图 助
。

通过计算求得白螂的摄食强度与体长生长成直线负相关
,

其 回归方

程式为 ,’ 鱼种
: I

, 二 25 6
.

3 0 1 一 1
.

0 1 9 s L ;成鱼
:

I
: 二 2 6 1

.

3 0 2 一 o
.

9 8 o L
。

从图 4 可以看出
,

鱼种和成鱼 阶段的摄食强度虽然呈现出不同的规津
,

但其变化的总

趋势则较为相似
。

摄食强度与体重生长的关系也呈现出不同的阶段性
,

其变化的趋势与体长的关系有

相似之处
,

但不成指数函数关系
。

另外
,

通过白娜在不同温度条件下的摄食强度 (图 5) 表明
,

在一定的水温变化范围

内
,

随着温度的升高摄食强度逐渐增强
。

当低于 so C时摄食强度显著减弱
,

高于 28
0

0时
,

也随水温的升高而减弱
。

幼鱼与成鱼的情况大致相似
。

摄食强度与溶氧量的关系亦颇为密切
。

溶氧量在 。
.

88 ~ 2
。

O 毫克 /升时
,

摄食强度 随

溶氧量的增加而增大 ; 如缺氧浮头时
,

由于缺氧而停止摄食
,

其强度则显著下降
。

3
.

肠 长与体长的关 系 根据 4 01 尾标本的观察
,

其肠管长度与体长之比有一定的变

化
。

幼鱼阶段肠长随休长的增长而增长
,

如体长 7
.

0一 2 6
.

1毫米的个体
,

肠管长与体长之

比从最初的 1
.

10 : 1 上升到 2
.

5 : 1 。

体长 30 一 50 毫米
,

其肠长与体长之比则从 2
.

7 : 1 上升

到 4
.

8 : l
,

以后大致波动在一定的范围内 (图 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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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不同阶段白螂幼鱼和成鱼的消化道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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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体长 ( L ) 8
.

1
~

,

肠长 ( A C) 9
.

七力 m
,

盘曲次数 ( C )
`” 2 ;

B 体长 ( L ) 10
.

2
~

,

肠长 (人 C ) 19
,

s
mm

,

盘曲次数 ( C ) 4 ;

C 体长 ( L ) 16
,

。。 m
,

肠长 ( A C )的
,

1
~

,

盘曲次数 ( C ) 4 ;

D 体长 (乙) 1 5
.

0

~
,

肠长 ( CA ) 4 8
.

2
~

,

盘曲次数 ( C ) 6 ;

E 体长 ( L ) 2 0
,

。班n l ,

肠长 ( CA ) 6 2
、

s m。 ,

盘曲次数 ( C ) 6 ;

r 体长 ( L ) 3 1
,

6m 功
,

肠长 ( A C ) 1 3 1
,

1刀习刀
,

盘曲次数 ( C ) 1七
G 体长 ( L ) 50

,

l o m
,

肠长 (人 C ) 2 1 9
.

5 m m
,

盘曲次数 ( C ) 13 ;

H 体长 ( L )飞50
甲

o m二
,

肠长 (叨 ) 7 63
.

0

~
,

盘曲次数 ( C ) 19
。

表 1 肠管充塞度和充塞指数的关系

T a b l e 1 R e l at ot n ,
加 t , ee

n

妙 t f U l in g r at e ( F R ) a n d f ll l in g 玩 d e x (扔

充充塞度 F RRR 111 222 333 444 555

充充塞指数 FFF 盯
。

888 n 4
。

111 1 7 3
,

444 幼5
,

111 邵 7
,

333

( i ) Cu 坪
。 n n o b e 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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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摄食强度与体长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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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摄食强度与水温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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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 a et 丈

et 巴 Pe份 t吐e
(均 蕊

砚斌 en
名劝了。 f f哈 l知 g ( I )

A
.

幼鱼 ( a d o ]。印 e

助 ) B
`

成鱼 (初
u l七)

二
、

生长
C日 L

助。爪
1

.

体长生长 从水花下池以后其 体 长

生长随 日龄的增加而有一定的变化
。

在最初

20 天内
,

体长增长相当迅速
,

呈直线增长
,

以

后速度逐渐变慢
。

但其绝对增长值是随日龄

的增长而增长
,

只是增长率随不同的生长阶

段和季节而有差异
。

其苗种阶段的生长比速
、

生长常数和生长指标也呈现出不同的阶段性

变化 (表 2)
。

如 20 天 以前平均生长指标为

2
.

31 49
,

以后虽然生长速度仍较快
,

但由于

鱼体受到池塘条件的限制
,

其增长率亦有局

限
。

此时应及时分 塘何养
,

促使鱼苗继续迅

速地生长
。

2
.

体重生长 随着龄期的增长
,

体重也

在江渐增加
,

据观察认为系按指数规律增长

的
。

但其增长率则同样由于生长阶段不同而

呈砚出一定的差异
,

一般可分为两个阶段
。

图 6 肠管长与体长之比的变化

r 坛
.

6 r 阮 er 风 i二 1犯无w 的 n b喊y

玩 g比 ( L ) a
砚 司山的 e n协灯 c右卫 a l

骊妙h ( CL ) ( i n
10 拍 o刀 1工。 L )



幼6 水 产
一

学
一

报 1公券

表 2 白脚各龄组的生长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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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初期阶段
,

体长约在 5 0 毫 米以下时
,

体重增重速度稍慢
,

以后则逐渐加快
。

其体

重增长与日龄的关系可用 W 二 a

吵 公式来表示
。

经计算求出前一阶段为W
。 = 。

·

。 14 9 7 T
。

,
·

4 a ` ’ , 后一阶段为 W
: = 0

.

0 0 0 0 1 9 3 9 T
: ’ ·

尽, 冬, 。

W为体重 (克 )
,

T 为日龄
, a 为常数

,

b 为指

数
。

从上述两个阶段相比较
,

其差异是显著的
,

仅就其指数相比可以看出
,

后一阶段体重

增重比前阶段快
,

而且从体长一体重关系曲线也可看出这 种关系
。

3
.

体长与体重关 系 将测得的 3 6 97 尾标本的体长和体重数据进行计算
,

其不 同生

长阶段的体长与体重关系可用 W 二 a L “
公式来表示

。

为使二者的关系更符合实际
,

将幼

鱼 (体长 13 一 1 20 毫米 ) 和成鱼 (体长 1 25 ~ 工90 毫米 ) 以及生殖季节的雌雄鱼 <雌鱼体长

1 4 1~ 2 57 毫米 ;雄 1 10 一 1 80 毫米 )分别计算
,

其结果是
。

幼鱼W = 0
.

0 0 0 0 13 1 4 L
3

·
, 民2 . ; 成鱼 W 二 o

,

0 0 0 0 2 2 3 2 L
忍

·
, 旧“ T ,

雄鱼W = o
·

o o 0 0 2 8 5 5 L
要

·
’ 仑 ” ;

雌鱼 W 二 0
.

00 0 0 0 5 3 5 o L
吕

·

” ’ 7 。

W为体重 (克 )
,
L 为体长 (毫米 )

, a 为常数
,

b 为指数
。

根据上述计算结果
,

将体长与体

重关系绘成相关曲线图 (图 7
、

8 )
。

由此可见白娜在各个生长阶段中体长和体重生长之间

存在着极为密切的依存关系
,

同时还可 以看出不同阶段的体长与体重关系存在着一定的

差异
。

4
.

池 塘中见到 的最大个体 成都地区已有 10 多年的白螂养殖历史
,

目前 已普遍养

殖
,

成为市场上的重要种类之一
,
我们曾见到的最大个体长 3 40

.

2 毫米
,

体重 8 9 1
.

2 克
,

3冬 龄
。

5
.

饲 养效果 在饲养过程中分别对鱼苗
、

鱼种和成鱼进行了饲养试验
。

( l) 鱼苗培育 鱼苗培育效果与鱼池条件
、

放养密度和饲养管理水平等因素有很大

的关系
,

在鱼池条件基本相似的情况下
,

按每平方米放 2 2 5
、

3 7 5
、

5 2 5 尾的密度进行饲养试

验
,

结果列于表 3
。

由表 3 可以看出
,

在适宜的条件下每平方米放水花 2 25 一 3 75 尾
,

其生

长趋势大体相似
,

约 3。一 35 天可生长到 20 一 30 毫米
,

5 2 5 尾以上则生长较慢
,

出池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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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鱼苗饲养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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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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饲 养 期
Cu 』七u

跳 ]

pe ir de
( d习 y s

)

成 活 率
吕 u r V IV a l

(万 )

8O
。

1

7 8
.

2

60
.

0

即能拐

间延长
,

而且规格亦不整齐
。

( 2) 鱼种培育 根据白卿幼鱼时期的食性和生长特点
,

认为无论单养或混养以及套

养均可获得 良好效果
。

通过对比试验认为单养的效果虽然很好
,

但不经济
,

而以套养较为

经济适用
,

特别是在广大农村更受欢迎
。

现将试验结果列于表 4
。

从表 4 可以看 出
,

在

不影响成鱼生产的前提下
,

在成鱼池中套养鱼种的方法
,

可培育出较多的大规格鱼种
。

这

对当前农村专业养鱼户鱼种池不足的情况下
,

采用这种方法是有一定现实意义的
。

从我

们推广的 20 多个区乡
,

一万多亩的结果可 以说明这一点
。

( 3) 成鱼饲养 根据广大农村养鱼条件
,

对不同鱼池条件
、

密度和规格进行了试验
,

面积为 11
.

妞 公顷
。

现将其中两个试验组的结果列于表 5
。

由表 5可以看出
,

无论是减少

链鱼放养数
,

增放白娜或在放足链鱼的情况下
,

加放白卿 (成都地区农村的雌
、

鳍鱼放养量

一般每平方米放 。
.

7 5 ~ 1
.

2 尾 )
,

均可获得良好效果
。

当搭养春片鱼种 每 平 方 米 放 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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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成鱼池套养鱼种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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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
“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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哪
`。“

0
.

7 5~ 1
.

2 尾
,

有显著的增产效果
。

但规格稍小
,

个体重通常为 10 0~ 15 0 克
。

如果每平

方米放春片 。
.

09 ~ 0
.

15 尾
,

年底可生长到 0
.

2~ 0
.

3 公斤
,

但总增产幅度不甚显著
,

显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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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不能充分发挥鱼池的生产潜力
。

讨 论

1
.

食物与环境条件的关系
。

在池养条件下
,

白卿食物组成与池塘条件有着密切的关

系
。

除早期以动物食料为主
,

其关系不十分明显外
,

稍成长后其对食物的选择性较差
,

几

乎随着池塘环境的变化而改变
。

表现在不同池墉饲养的鱼
,

其肠含物中各类食物的出现

率与投饵和水中食料的种类组成和数量的多寡几乎趋于一致
。

如体长 30 毫米 以上个 体

生活在腐泥多而水较肥的池塘中
,

鱼的肠含物成分主要是有机碎屑
,

次为浮游植物和动

物 ,水较瘦
,

腐泥少的环境中
,

其食物组成成分多为泥沙和浮游动物
,

次为碎屑和植物性饵

料 ;当池塘中饵料生物缺乏
,

而投喂大量商品饲料时
,

肠内则出现较多的商品饲料
。

这与

作者对银卿吮怕招佃 : 。 幼拟才姗 g动。 Z向 和娜鱼 Oa
犷。 邓店哪 。 。

娜云绷 的食性分析结 果有 粗
似之处 [ 1 〕 。

2
.

食性与生长发育的关系
。

白娜与其他许多鱼类相似
,

在不同发育阶段其生长速度

是不均衡的
。

究其原因
,

据初步分析可能与白螂在不同发育阶段中形态构造和生理上发

生一系列变化有关
,

主要与食性的转变和食物成分有着密切的关系
。

早期鱼苗以动物性

食料为主
,

营养丰富
、

充足
,

因此生长和发育均甚为迅速
。

以后其食物由动物转化为植物的

混合食性阶段
,

随之器官结构亦相应发坐变化
。

这种发育阶段的更替对其生长亦将带来

一定的影响
,

表现在生长速度减慢
,

甚至因此会引起死亡
。

以后由于食性转化逐渐完成且

渐趋稳定
,

摄食弧度的增加
,

发育速度加快
,

体重增长有所提高
。

作者曾试用 B or 即 ( 1 9 5 4 )

的瞬时生长率公式来计算其不同阶段的生长情况
,

结果也与上述分析颇相一致
。

此外
,

从营养生理学来看
,

白纫的生长状况与食物的质量有着密切关系
。

众所周知
,

动

物食料比植物性食物的热值高
,

热值较高的饲料能促使个体生长快速
。

白娜幼鱼在早期表

现出较高的生长率
,

以后其生长速度则逐渐下降
。

同时
,

白螂在鱼苗和鱼种阶段的体长和

体重生长也出现不同的生长逸率的原进
,

不仅与其发省生理有关
,

还与所摄取食料的营养

价值不 同有很大的关系
.

3
.

对白螂鱼苗
、

鱼种饲养的初步意见
。

根据对 白卿鱼苗和鱼种食性与生长特性的观
察

,

在今后饲养时可分为三个阶段
,

并采取相应的技术措施
,

以满足其生长发育的要求
,

从

而提高其生长率和成活率
。

“
P 阶段

,

从水花下池起到体长 20 毫米左右止
。

每平方米放养 2 30 ~ 3 7 5 尾
,

下池前

应施足肥料
,

但不宜太肥
,

以后适施追肥
,

培育大量的适 口饵料生物
,

保证其生长发育的需

要
。

这一阶段虽然摄食强度大
,

但鱼体小
,

摄取量较少
,

且水中饵料生物较多
,

一般不会产

生缺食现象
,

所以在水质较好的条件下
,

可适当密放不会有很大的影响
,

且可提高经济效

益
,

但过密则可能影响其成活率
。

“

11
”

阶段
,

体长 20 ~ 35 毫米
。

放养密度为每平方米 75 ~ 10 5 尾
。

以施肥为主
,

注 意

调节水质
,

水比前阶段肥
,

适当投饵
。

这时全靠天然饵料已经不能满足其生长发育的需

要
,

时值食性转化期
,

因而除保证有充足的饵料生物外
,

还需投喂足够的适 口商品饲料
,

香

则会影响其成活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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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 P 阶段

,

体长 35 毫米以上
。

每平方米放 15 ~ 30 尾
,

并可配养适量的草鱼 种
。

这

时除勤施追肥外
,

增喂商品饲料
,

同时还应投喂一定量的青料 (芜萍或浮萍 )对其生长发育

是十分有益的
。

此外
,

根据我们较长时期推广饲养白螂的经验
,

在当前农村养鱼户鱼种池不足
,

又

缺乏大规格鱼种的情况下
,

采取在成鱼池中套养鱼种的方式可以获得良好的效果
,

每平方

米套养 4
.

5 尾
,

经 5 个月的饲养
,

体长可达到 86 毫米左右
,

体重约 25 克
,

成活率达 60 ~

7 0%
,

这对成鱼生产无疑能获得显著的增产效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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