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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链饲 青鱼
,

缩短
,

养殖周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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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鱼是我国主要养殖鱼类
,

产最高
、

经济效益较好
。

但 目前采用的养殖方式
,

由于放养密度过大
,

生

态条件较差
,

抑制了青鱼的正常生长
,

致使饲养周期过长
。

一般从鱼苗养成食用鱼多数要四 年
,

前 三

年是鱼种养殖阶段
,

第四 年才是食用鱼养殖阶段
。

由于青鱼长期生活在密集的环境中
,

又经过多次起

捕
、

放养等操作的折腾
,

易受伤
、

发病
,

所以总成活率较低
,

影响了青鱼养殖的发展
。

为了改变传统的青

鱼养殖方式
,

我们 自 1 9的年开始
,

从简化养殖工艺
、

减少鱼种生产环节和改善生态条件着手
,

采取了适

当稀养的方式
,

进行了二年养成食用青鱼的研究
。

即
,

第一年为鱼种养殖
,

将当年夏花直接养成 3伪 克

左右的大规格鱼种
,

这在传统养殖中需要二年才能完成 ; 第二年为食用鱼养殖
,

将大规格鱼种直接养成

食用鱼
。

这就缩短 ( hs or ot n 还 g) 了养殖周期 (
。以加 ri n g 叮d 的

。

由此
,

鱼种和食用鱼产最均达到了传统

养殖二龄青鱼和食用成鱼的高产水平
。

现将结果报道如下
。

材 料 和 方 法

试验在本所二口试验池 I工一 5和 I
一
5中进行

,

池面积为 7
.

3 公亩和 10
.

9 公亩
,

分别为一龄鱼养殖池和

食用鱼养殖他
。

采用混养方式
。

放养的时间
、

品种
、

密度等详情见表 1
。

刚放养的青鱼开始时用商品饵

料喂养
,

当全长达到 犯 厘米时投喂轧碎的螺蜘
。

在整个食用鱼饲养期间
,

除 7一 8 月投放了 2 9 00 公斤

芜萍 (W成了了命 盯殊名绍 )以外
.

全部投喂螺蜘
。

试验期间每半月进行一次有机物耗氧量
、

按氮
、

稍酸氮
、

亚硝酸氮
、

溶解性磷酸盐的侧定
。

每星期进

.

本文承我所陈乃德研究员审阅
,

顾月兰同志协助水化学分析
,

在此一并致谢
。

收稿年月
: 1粥9年 8 月 ; 同年招月修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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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二口试验池塘的放养悄况
T 肠 b l eT 1h .山 h sto o k如 p 纽 t , , . 丈脚幻血场吐 al OP

. 如

池池 塘 号号 面积积 放荞时间间 放葬品种种 放养规格 (平均 )))
』

逮养密度度 实际敛养量量
(((((公亩 ))) (年

、

月
、

日 ))))) (克 ))) (尾 /公亩 ))) (尾 )))

111 1一 555 7
甲

333 19 8 3
.

7
.

111 青鱼鱼 0
.

2 777 1 1 111 8 1 555

111 1一 555 7
.

333 1 9 8 3
.

7
.

盯 ~ 8
。

666 白卿 /继 /端端 1
.

3抽
.

7 / 1 0
.

777 29 / 4 1 / 777 书 4 /习00 /团团

III
一 555 1 0

.

999 1习8 4
.

2
.

1 7一 3
.

1 999

… , 鱼鱼 2 6 8
.

111 2 999 3灯灯

III
一
555 10

甲

今今 同上上 缝 /境 了团头纺纺 1 06
.

5 /7 0
.

8 / 1石石 湘 /12 /的的 8场 /拐 i闷犯犯

III
一
666 10

.

999 19 8 4 6
.

6一 6
甲

999 鳗 /端 /团头妨妨 0
.

4 /0
.

9 /0
.

444 4 2 /邓 /拐拐 4石9趣劝径即即

III七七 10
.

999 同上上 草鱼厂鲤 /鲡鲡 1
.

3阳
甲

引 111 4 9 / 2又/邓邓 朋石 /2出〕 /3幻666

行一次浮游植物的采样和分析
。

试验鱼在放养和收获时随机取样加 尾
,

测定全长
、

体长和体重
。

其中

一醉青鱼和养成的食用青鱼
,

在饲养结束时全部进行了测定
。

结 果 与 讨 论

(一 )青鱼的生长

在上述稀养的条件下
,

一龄青鱼可长到 270 克以上
,

达到传统养殖二龄青鱼的规格
,

每公顷净产

19 印
,

。 公斤
,

也达到了传统养殖二龄青鱼的高产水平
。

第二年养成的青鱼可以达到 2 公斤左右的食用

规格
。

每公顷总净产 9 4 03
.

6 公斤
,

其中青鱼净产 3 607
.

6 公斤
,

占总产 3 8
.

4万
,

其它草
、

握
、

娜鱼和团头

舫的产量
,

占总产量的 63 男
.

青鱼单产和池塘鱼总产均达到了 目前成鱼养殖的高产水平
。

这表明二年

养成食用青鱼是现实可行的
。

图 1 是一龄青鱼的体重增长频度分布
,

圈 2 是食用青鱼的体里增长频度

分布
。

从频度分布可知
,

一龄青鱼体重达到 2加 克以上的占69
.

7 男
,

其中 3 00 克以上的占20
.

3 绍
, 3 60 竟

似上的占 8粥 ;食用青鱼达到 2 公斤以上的占7了
.

6男
,

其中 2
.

2 5 公斤以上的占2 0
.

6芳
、
2

.

6 公斤以上的占

1沥

尾数2ooool

尾数

0 1 60 2X() 2 5 0 3叨 韵 0 4 0 0

体重 (克》

图1 一龄青鱼的体重增长频度分布

F i g
.

1 F r 分q u e 。叮 d i就 r i bu t i o n o f 饭记 y

w e ig ht o f b坛。 k 饱 r p o f l y呢 r

0 125 0 16 00 175 0 2仪幻 2公刃 烈贸旧

体重 (淘

图2 食用青鱼的体重增长频度分布

F ig
,

2 F r e q u e n o y d姗
r bi u仁i o n o f 伙泣 y

w e l g h t o f t h e 叭u l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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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甲

4苏
.

根据测定结果
,

试验青鱼的体长生长速度 ; 一龄青鱼平均为 29
.

9 厘米
,

食用青鱼为 45
甲

8 厘米
。

依 此

计算出了一龄青鱼和食用青鱼的生长比速
、

生长常数
、

生长指标
。

同时将它们与传统饲养方法和长江关

然条件下青鱼的生长进行比较
t , ’
(表2 )

表2 青鱼在三种不同环境中的体长生长情况

T a b l e 2 T h e g or 叭 h o f b l a o k ca 斗 纽 b o d y l e n砂 h ni t h er
e d l f f e er nt e n , i or

n

娜 nt

项 目 试验一龄鱼

体长 (
c
m )

年增长 (
c m )

生长比 速

生长常 数

生 长指标

赞
·

。

器
。

9

0
。

6反〕

O
。

9 7 5

1 5
.

5 3 5

试试验食用鱼鱼 传统一龄鱼鱼 传统二龄鱼鱼 长江一龄鱼鱼

444 5
.

888 1 1
.

000 2 6
,

222 8 3
.

111

222 1
.

999 1 1
.

000 14
,

222 3 3
.

111

OOO
。

3 4 222 0
.

8 2 999 0
。

6朋朋 0
.

6 6 444

000
.

8 6 666 1
.

汉333 1
。

4 9 444 0
.

8 4右右

111 5
.

弱444 胎
.

67 777 巧
。

0 7 000 1 8
.

6 6888

自然
,

为了正确评价一种鱼类在不同水休或不同饲养条件下生长的情况
,

仅依据体长增长或体章增

长还是不全面的
。

还应该将体长和体重增长结合起来
,

用年增积量来判断
。

从表 3 可以看出
,

长江自然

条件下的青鱼生长最快
,

试验青鱼的生长比传统方式饲养的青鱼生长要快得多
。

一龄试验青鱼达到的

年平均体长
,

用传统方式饲养要二年才能达到
。

青鱼在长江 自然条件下的生长速度则表明
,

试验青鱼的

生长速度仍有增加的潜力
。

表 3 三种环境中的青鱼年增积 ,

T a b l e 3 T如 幼 un
a l g or w t h l助

r. . . I n切 of 悦助 k 0 . 印 认 七h r
ee d i ff e

er
n t e n v i or

n m e ut

兰竺兰竺贬丝卜丝{竺主…竺丝…年增 长 ( em ) { 器
·

仑
}

2 1
·

9
}

1 1
·

0
}

1 4
·

2
}

年增重〔 k g ) }
“

·

邪 }
1

·

73 }
“

·

0 2
{

“
·

3 5
}

年增积量 ( k g ) { 6
·

4 53 { 8 7
·

887 { o
·

触 9 } 4
·

例 }

长江
一
龄鱼

朋
。

1

0
.

4 6

1 5
.

2 2 6

鱼类生长期的长短和饵料的保证
,

是决定鱼类饲养生长速度的二个重要因素
。

如果试验青鱼能提

早夏花的放养时间
,

那就有可能进一步加快一龄青鱼的生长
,

从而进一步提高食用鱼的规格
。

本试验青

鱼夏花放养时间为 7 月 1 日
,

采用的是正常季节人工繁殖的鱼苗
。

如能采用 目前行之有效的暖房早繁

早育技术
,

则青鱼的繁殖时间可以提早到 5 月上中旬
,

那么夏花的出塘时间至少也可以提早到 6 月上中

旬
。

此外
,

在饲养一龄试验青鱼时
,

开食螺狮的时间为 8 月 17 日
,

这时青鱼全长已达到 12 厘米
。

实际

上青鱼在 7一8 厘米时已能吃轧碎的螺狮
,

如能将青鱼开食螺蜘的时闻提早 20 一 2 5 夭
,

这样就有可能将

大部分的一龄青鱼提高到 3 6。 克的规格
,

从而使第二年的青鱼规格多数提高到 2
.

5公斤以上
。

(二 )试验青鱼体长与体重的关系

长江中青鱼体长和体重增长的关系
,

以及传统方式饲养的一龄青鱼的全长
、

体长和体重之间的关

系
,

已有人作过论述
〔 , ’ 。

同种鱼类在不同的生长阶段和不同的生活环境中呈现出不同的生长特点
。

本试

验测定的一龄青鱼体长为 20
.

8一 90
.

6 厘米
、

体重为 2 00 一 4万 克
,

食用青鱼的体长为 43
.

。一 49
.

9 厘米
、

体重为 1肠。一 26 00 克
。

体重与体长的相关关系为 :

W o o
,

0 103 9 L
.

,
. a , o

据上述关系式
,

试验青鱼的体重与体长关系由图 3 表示
。

从上式指数值可以看出
,

试验青鱼属匀速

生长
,

而且二个阶段的生长均正常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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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青鱼体长和体重的关系

F i g
.

3釉 lat io 。 :
b ip b et w, n t ha b o

勿 玩 n郎 h a n d w e ig ht o f b l肠。 k e盯 p

传统养殖的平均体长为 4 1
.

1厘米的青鱼
,

肥满度系数值为 1
.

8连
,

而平均体长为 41 匣米的试验青鱼
,

肥满度系数则为2
.

1 0
。

由此可知
,

试验青鱼生长属于偏优的
。

(三 )池塘中氮磷营养元素和有机物耗氧量

无锡市河将口高产池塘的水化学研究表明
,

在 6
.

阶 公亩产鱼 6 66
.

5一 1 1肚
.

5 公斤的池塘中
,

三种

无机氮总量的平均值 1
,

S3 毫克 ,升
,

其中钱氮为 0
.

84 毫克 /升
,

硝酸氮为 0
.

34毫克 /升
,

亚硝酸氮为 0
.

加

毫克 /升
【. , .

本试验池塘
,

从表 4 中可以看出
,

三种无机氮含量都高于无锡河坪 口高产鱼池
,

其中一龄青鱼池的

硝酸氮含最高出 4 倍
,

食用青鱼池高出 17 倍
。

硝酸氮在氮总量中的比例
,

一龄青鱼池为71
.

9另
,

食用青

鱼池为 72
.

2 粥
。

此外
,

试验池磷的含量也较高
,

比一般鱼池高出 1~ 3 倍
,

其中一龄青鱼他磷含量又比食

用青鱼池高出 1 倍多
。

三种无机氮总和同溶解磷酸盐磷的比值也较大
,

一龄青鱼池为 14
,

食用青鱼池为

%
。

试验池氮含量偏高可能是池塘淤泥过多
,

也可能是因为投喂了大量的富有动物性蛋白的螺狮之缘

表 4 试验池塘氮磷营养物含 t 和有机物的耗氧 t

T a b el 蚕 T 加 t or 吵 i c l .v e l , of
n i t r o沙 n a n d 户

。 ,
Ph

o

恤 叨 d 叮 y拳 n

oc 心
u m Pt i o n s of o r g a n i. m in t he 认” 饭月 脚血

s

池 号

1 1~ 6

I七

按 抓
(尔 g / )l

亚硝酸氮
(m g / 1)

硝酸氮
(m g / l )

磷酸盐
(扭 g / l )

物耗
m g /飞
俱
又卫 笋量

。
·

00 1

豁
。

.

叱

豁

·

08

)
,

20

熬
“

卜
·

O6
,

卜8唁币11 8
·

必 .I0

咙
恶

。
·

o8

喘
0

.

28

6
.

。
聂

18
.

.18 1 6

蒜
习。

·

注
:
表内的十个数值群中

,

横线的两端表示数据变动范围
,

横线之下为算术平均值
,

上面方括号内的是数据个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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魄
水中耗氧量间接地指示出水中有机物质的含最

,

而有机物质含量是鱼池水质肥瘦的标志
。

普通鱼

池适宣的耗氧量为 10 一 20 毫克广升
,

一般高产鱼池的耗氧量为 3 0户
~

4。 毫克 ,升
,

甚至可高达 4 5一5 5 毫

克 /升
。

表 4 展示了青鱼试验池的耗氧量
,

一龄鱼池的耗氧量为普通鱼池的下限水平
,

食用青鱼池接近

高产鱼池的水平
。

(四 )浮游植物量

一龄青鱼池 9 个水样的浮游植物里平均值为 2 9
.

92 土 5
.

2 8 毫克 /升
,

出现的频度有 “
.

4落水样的浮

游植物量为 7一 15 毫克 ,升
,

肠
.

6落水样为 3 5一 70 毫克 /升
。

食用青鱼池 il 个水样的平均值为 47
甲

2 2 士

5
.

43 毫克 /升
,

出现的频度有18 %水样的浮游植物量为 25 毫克 /升
,

82 笼水样为 40 一60 毫克 ,升 (详见表

6 )
.

何志辉等 ( 19 83 )认为
,

2 。 毫克 /升以上的浮游植物量完全能满足维缩的要求
,

并确定高产肥水鱼池

浮游植物t 下限为 勿 毫克Z升〔` , 。 据此
,

本试验的卜6池属肥水池
,

11
一
6池基本上也属肥水池

。

表 5 试验池塘中的浮游植物生物 t ( m g Z)I

T . b加 S T如 M姻as s of 吵
。切 p l a n 匆ot n of . x Pe ri 扣。 . n

at l 钾 n d , (。 g厂幻

他他号号 观测日期期 样品数数 总 盘盘 裸藻门门 隐藻门门 绿藻门门 硅藻门门 甲藻门门 蓝藻门门
(((((月 /日 )))))))))))))))))))

III卜 555 6
.

2 6一 10
一

2777 999 幼
.

泥 士 5
.

2888 6
。

阳阳 1石
。

6 999 6
。

4444 1
.

1555 0

少少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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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 日摄食率

据群众经验
,

在传统养殖方式中青鱼生长在适温范围内
,

对螺狮的 日摄食率一般为 40 男
,

食欲很好

时可达60 一70 男
。

根据我们在 1985 年 8 月 2 6一2 7 日和 10 月 26 一2了日对体重 33
.

2一 144 克重的青鱼采

用投喂螺蜘肉测定的结果 :

明的 日摄食率为 11
.

1 %
,

10 月为 6
,

1 男
。

螺蜘的出肉率为33 男
,

依此换算成青

鱼的 日摄食率
,

前者为的 形
,

后者为18
.

3 男
,

同传统养殖经验较接诉
。

后者的日摄食率偏低
,

主要是因为

该阶段水温渐低
,

摄食明显减少的缘故
。

(六 )本养殖方式生态与经济指标的评价

以往用以评布 r池塘养鱼方式的优劣的指标
,

都以单位面积鱼产量的高低为依据的
。

事实
_

巨
,

单一的

产量指标不能全面反映出某养殖方式的合理性
,

因为有些高产鱼池的产量是用经济上的高投入取得的
。

为此
,

应该用统一的生态与经济指标才能较完整地反映出一种养鱼方式的合理结构
、

生产效率和总体功

能
。

生态指标是以能量为统一折算单位
,

把所有的投入和产出物质按标准能量折算成麦加焦耳
。

经济

指标是以货币元为统一折算单位
,

结算出单位面积池塘的投入产出比例
,

同时还将它们综合为统一计量

指标 (焦耳
·

元 )
,

作为养鱼方式的评价指标
。

生态与经济评书 r指标的计算公式参见文献
〔习, 。

根据上述
,

得到了本试验池塘的投入产出情况以及

生态与经济评价指标
,

并同其他三地的池塘进行同类比较 (表 6 和表 7 )
。

从表 6 可以看出
,

虽然试验鱼池的每公亩成本比传统养殖方式略低
,

但利润率却高得多
。

表 7 则表

明
,

试验鱼池的能量转换效率为 。
.

0昭 4 ,

即每投入一百个能量单位可以转换成 9
.

3生 个能量单位的鱼产

品
,

其转换效率级低于传统养殖方式的南海水产研究所鱼池
,

但远高于无锡河婚口的北长池
,

大致上符

合 L i n d e m a 。 关于 自然界中各级营养水平约 以十分之一比例的转换规律
。

食用青鱼池的商品率指标
,

虽然略低于传统养殖方式的南海水产研究所和无锡北长池
,

但高于郭河渔场试验池
,

达到了 80 笼左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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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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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创铝铝

本试验鱼池经济投入产出比例为1
,

4 8的
,

成本利润率为拐
.

6不
,

略高于传统养殖方式
,

综合性生态与经

济指标也高于传统养殖方丸

结 束 语

1
.

本试验研究证实了青鱼可以从传统的四到五年饲养周期缩短到二年
,

同时鱼种和 食用 鱼 的养

殖产量均可达到目前池塘养鱼的高产水平
。

2
.

由于本养殖方式采用了合理稀养和投喂螺蜘的方法
,

鱼池的各种生态指标都比传统养殖方式优

慈
3

.

采用传统方式饲养青鱼
,

从夏花养到食用鱼规格
,

由于二龄鱼种阶段鱼病严重
,

死亡率高
,

所以

总成活率一般只有2 。瘩左权 而采用本养殖方式
,

由于鱼池生态条件较好
,

所以总成活率较高
,

一般可

达67 9
,

比传统养殖方式提高3
.

4倍
。

4
.

由于本养殖方式的鱼种放养且大为减少
,

成本下降
,

所 !找鱼池的经济效益比一般传统的高产鱼

池提高了 6。男左右
。

总之
,

本试验的养殖方式值得提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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