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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preliminary study on the growth of Hucho taimen 

under artificial rearing conditions 

JIANG Zuo—fa，YIN Jia—sheng，XU W ei，KUANG You—yi，LI Yong—fa，JIA Zhong—he 

(Heilon~iang River Fishery Research，mmu ，Chinese Academy of Fishery Sciences，Harbin 150070，China) 

Abstract：The growth characteristics of juvenile Hucho taimen(approximately 19 months old)were studied in 

flowing water ponds in the period from M ay 1st 2001 to November 30th 2002．The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instantaneous growth rate is affected by the change of water tempe rature，its peal(of 1．65 appears in the growth 

stage of 4 months old fish when water temperature is 16．83℃ ：Th e instantaneous growth rate decreases to 0．15 

when water temperature is 4．75℃ ．Body weight increase and relative growth rate are also influenced by the 

chan ge of water tempe rature，an d the growth rate speeds up as the age increases in this stage．Th e growt h index 

and growth constant show fluctuan t an d irregular chan ges under the rearing condition．Growth model of Hucho 

taimen juvenile indicates all exponential growth．its equation is Wgc：1．8141 e。·29 ，r=0．9808．The linear 

relation model be tween body weight and age is L：29．419+0．4944x．r=0．9808．Th e curve relation model 

betwee n body length an d bod y weight is W =0．0005 L2· 9o6
， r=0．9823，b <3．Th e artificial fee d Can  be  used 

to rear the fish as the main food，but the condition factor of fish fed  on formulated feed is much lower than that 

of fish fed on Limnodrilus and Copepod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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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 罗鱼 [Hucho taimen(Pallas)]又 称太 门哲 罗鱼 ，属 鲑 形 目，鲑科 ，哲 罗 鱼属 ，是我 国 大型 的 土著 名 贵冷 水性 鱼类 。 由 

于生态环境遭到破坏 ，资源量下降 ，目前仅分布于新疆哈纳斯湖和乌苏里江上游 及黑龙江呼玛河段⋯ ，并被列人《中国濒 

危动物红皮书》【2_2。哲罗鱼具有生长速度快 、易驯养等优 良特性 ，是较好的冷水性鱼类养殖品种 ，因此 ，开展人工养殖具 

有重要意义。关于哲罗鱼的研究 ，国内在 20世纪 50年代哈尔滨水产试验场冷水性鱼类调查中就有记载 ，近年来董崇 

智等[ 。]在对濒危名贵哲罗鱼保护生物学的研究时，对哲罗鱼的分布 、性状 、生态学 、濒危原因及保护对策进行 了研究 ； 

黄权等[8I研究了鸭绿江花羔红点鲑 、细鳞鱼和长白哲罗鱼的繁殖策略比较 ；白桂芝等 进行 了哲罗鱼移植池塘与虹鳟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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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试验研究 ；马建强等⋯ 进行 了野 生哲罗鱼的运输研究 ；吴万荣⋯ 对 布氏哲 罗鲑年龄与生 长进 行 了初步研究 ；徐 伟 

等 ‘ 开展了哲罗鱼的人工繁殖方面的研究。国外学者对多瑙河哲罗鱼的资源 、生态及人工饲养条件下的饵料 、生长和 

繁殖以及哲罗鱼与其它鲑科鱼类 的系统演化等进行了研究⋯一‘ 。本研究 旨在通过对人工养殖条件下哲 罗鱼生长的研 

究 ，为哲罗鱼的人工增养殖提供科学依据 ，也可为我国的冷水性鱼类养殖业提供优 良的新鱼种。 

1 材料与方法 

1．1 试验用鱼 

供试验的哲罗鱼取 自1997年 4月从乌苏里江虎头江段采捕的野生哲罗鱼(年龄在 2 ～4 ，体重 0．5 2kg)，经 黑 龙 

江 水 产 研 究 所 渤 海 冷 水 鱼 试 验 站 4年 的 饲 养 ，2001年 4月 进 行 人 工 繁 殖 获 得 的 鱼 苗 ，经 过 驯 化 获 得 稚 鱼 500 

尾 ，体长18．44 4-3．72mm，体重0．53 4-0．045g。 

1．2 试验时 间 

2001年 5月 1日至 2002年 11月 30日，共计 l9个月 ，568d。 

1．3 试养 鱼池 

鱼苗在体长 l8．44～254．0mm，体重 0．53～126．70g阶段试验鱼池为 6m×1 nl×0．8 nl水泥池，每 20 mill换水 1次 ，交 

换水量为 3．0 m3，鱼苗在体长 282．47—326．67mm，体重 223．30～275．00g阶段试验鱼池为 12．7m×4．7m×1．50 nl水泥池， 

每 30 mill换水 1次 ，换水量为 29．8 nl 流水饲养 ，水源为地下涌泉。 

1．4 测试 管理 

试验期间每月测量 1次鱼的体长和体重 ，测量尾数 30尾 ，每天测 1次水体的温度和溶氧 ，每天饲料的投喂量为鱼体 

重的 3％ ～5％，每 日投喂 3—4次，饵料为丹麦爱乐 SGP493开 口、苗种饲料。 

1．5 数据处理及参数计算 

记录和测定的数据通过微机统计软件 STATISTICA 5．0进行分析处理 ，参数计算依据及公式为： 

(1)体长与体重的关 系(1ength-weight relationship ) = 

(2)瞬时生长率 (instantaneous growth rate，IGR) IGR = (1oge —logeYI)／(t2一tI) 

(3)生 长指 标 (growth target，GT) GT = loge￡2一 logeLI 

(4)生 长 常数 (grow th constant，GC) GC =(1oge L2一 loge￡1) ×t2一ti／2 

(5)体重生长曲线(weight growth c ， ) = 

(6)体长生长曲线(1ength growth equation，￡) ￡= a + bx 

(7)增 长 量 (increasing amount，／,4) 1,4 = 一 WI 

(8)相对增长率 (relative increasing rote，RIR) RIR = 一Wl／Wl×100 

(9)条件系数 (Fulton’S condition factor，K) K = W／L1×100 

2 结果与讨论 

2．1 水温 与生长 

试验期间水温变化在 4．72—16．83℃．19月龄的鱼平均体重 275g，变幅在 246．0～304．0g，平均体长 326．67mm，变幅 

在 290．0—345mm。 

图 l是 l9月龄的哲罗鱼体重瞬时增长率与水温变化的关系曲线。几乎所有 的鱼类在幼鱼时期都显示 出在一定的 

温度范围内随着温度的上升而生长速率加快 ，而随着高温 的来临 ，生长速率明显下降。4月龄前哲罗鱼稚鱼生长，随着 

水温的升高其生长速率加快，高峰出现在 4月龄 ，所对应的温度值为 l6．83℃，体重瞬时增长率为 1．65，这与庄平等【17,18] 

报道的史氏鲟稚鱼生长特征相一致。随着水温的降低瞬时增 长率也降低 ，当水温降到 4．75℃时，体重瞬时增长率仅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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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5。4月龄 虽然 是哲 罗 鱼幼 鱼生 长高 峰 ，温 度值 为 l6．83℃ ，但这 一温 度 不能 视为 哲 罗鱼最 适 生长 温 度 ，因为 ，试 验 期 间 

温度是 自然常温，不是控制温度 ，未进行高温阈值的试验。 

生活在人工养殖条件下的 l9月龄哲罗鱼体重增长量 、增长率的生长变化和体重瞬时增长率与水温变化基本相一致 

(图 2)。 

从 图 2可见 ，l9月龄 哲 罗鱼体 重增 长 量 、增 长率 增 长 曲线 变 化基 本 是 同 步 的 ，4月 龄 (9月 份 )幼 鱼 ，水 温为 16．83℃ 

时 ，其 月增 长率 最 高 64．1，增 长 量 29．49g；16月龄 时 ，虽 然 温度 达到 16．14~(2，但增 长 量仅 为 21．6g，增长 率 为 10．4％ ；19月 

龄温度为8．72~(2时 ，月增长率仅为 15．6％，但增长量却达到44．2g，这显现出幼鱼阶段体重随着时间的推移其体重生长速 

率加 快 的特性 。 

+ 瞬时增 长率 instantaneous grd叽h rare 

图 l 哲 罗鱼 瞬 时增 长率 与水 温 变化 的关 系 

Fig．1 The correlation between water temperature 

and the instantaneous growth rate of Huch0 taimen 

2．2 生长特性 

§ {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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鱼类 不 同生 长 阶段 的生 长常 数通 常 不 一 ，而 同 一生 长 阶 

段 的生 长常 数 则往往 比较接 近 ，生 长指 标 不仅 可 以 用来 划 分 

生长 阶 段 ，也 可 以 用 来 比较 鱼 类 的 生 长 速 率 1 。 哲 罗 鱼 幼 

鱼生长阶段 ，体 现 了 这 个 生 长 特 性 ，哲 罗 鱼 幼 鱼 生 长 常 

数 2～5月 龄 平 均 为 7．375，6— 17月 龄 为 1．178，18～19 

月龄 为 2．648，生 长指标 2～3月 龄平 均 为 l0．88，4—7月龄 平 

均为 21．568，8～14月 龄 平 均 为 8．655，15～19月 龄 平 均 为 

25．361，哲 罗鱼幼 鱼 各 生 长 阶 段 的 生 长 指 标 生 长 常 数 是 不 

一 致的，其各阶段的生长速率也是不同的，这可能与人工养 

殖条 件下 投喂 配 合 饲 料 及 环 境 因 素 有 关 。吴 万 荣 _1 I研 究 1 

～ 4龄 布 氏哲 罗鲑 生长 时指 出 ，生 长指标 、生 长常 数随 着年 龄 

增大 而增 大 。这 与我 们研 究哲 罗 鱼幼 鱼 的生 长 指 标 、生 长 常 

数 的结 果不 相一 致 ，波动较 大 ，在 人工 养 殖 条 件下 的哲 罗 鱼 

幼 鱼生 长 阶段显 现不 出这个 规律 (图 3)。 

2．3 生长式 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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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哲 罗鱼 的增 长量 、增 长率 曲线 

Fig．2 The increasing amount and relative 

increasing rate of Hu~：ho taimen 

帕 

芒 

丽 

亳 
帕 

图 3 哲罗鱼生长指标 、生长常数曲线 

Fig．3 Th e cu~es of growth target an d 

growth constant of Hucho taimen 

粘 

试验期间哲 罗幼鱼的体重生长呈指数生长 ，体重生长方程为 liege= 1．8141 e ，r=0．9466，体长与时间的生长呈 

直 线关 系 ，其 体 长与 时间 的 回归方 程 为 L= 29．419 + 0．4944 ，r： 0．9808(图 4和 图 5)。 

以 = aL 拟合 19月龄哲罗幼鱼的体长与体重的关系式为： 

： 0．0005 L ‘9o6(r= 0．9823) 

其 中 6<3，即此 生 长阶 段的 哲罗 幼 鱼生 长为 异速 生 长 ，这个 结 果与庄 平 等所 作 的史 氏鲟 幼鱼 生长 研究 相 似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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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哲 罗 鱼体 重 生长 曲线 

时间 time／d 

图 5 哲 罗 鱼体 长 生长 曲线 

Fig，4 The growth culNe of body weight in Hucho taimen Fig．5 The growth curve of body length in Hucho m／men 

2．4 人工养殖条件下的条件 系数 

条件系数常用 衡量鱼体丰满程度 、营养状况和环境 条 

件的指标【19．。哲罗鱼是肉食性凶猛的掠食性鱼类，大个体 零丢 

鱼的食性几乎全是鱼类，哲罗稚鱼以捕食无脊椎动物为 <： 

主¨·2o]。人工配制的颗粒 饲料 ，在其 营养需求 上 ，不能满足 

生长发育对营养需求，因此，投喂人工饲料的哲罗鱼稚鱼的 暮 

条件系数 ，远低于以无脊椎动物为 主要食物的条件系数 (图 

6)。 

从 图 6中可 以 看 出 ，2月 龄 前投 喂 水 蚤 、水 丝蚓 的哲 罗 

稚鱼，条件系数达 到最 高 8．45％，3月龄增加人工饲料减少 

水丝 蚓 的投 喂 量 人 工 驯 化 ，采 取 水 丝 蚓 与 人 工 饲 料 交 替 投 

喂 ，其 条件 系数 开始 下 降 (0．3％)，5月 龄 时 全 部 投 喂 人 工饲 

料 ，条件 系数 降 到 最 低 0．73％ ，相 差 l1．6倍 ，在 后 一段 的 生 

图6 人工养殖条件下哲罗鱼条件系数的变化 

Fig、6 Change of condition factor of Hacho taimen 

under artificial rearing conditions 

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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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始终保持在 O．6％ ～0．9％之间。Jungwirth[⋯发现用人工蛋白质颗粒饲料喂养多瑙河哲罗鱼鱼苗时 ，鱼苗几 乎不增 长， 

1个月内全部死亡。Skalin[ 也发现用混合的人工饲料喂养鱼苗时，其生长速度明显低于用天然饵料或动物性饵料。徐 

伟等 用人工饲料驯化哲罗鱼苗 ，长势 良好 ，还没发现有生长停滞现象。以上的研究表明人工饲料可以作为哲罗鱼稚鱼 

的主要食物 ，并能消化利用。但其饲料的营养配 比还满足不了哲罗鱼的营养需求 ，这可能是由于人工饲料的配方或其它 

环境因素造成的，哲罗鱼不同阶段的营养需求及全价人工饲料有待进一步的研究。 

3 结论 

在人工养殖条件下的 19月龄哲罗鱼幼鱼体重增长量 、增长率 的变化和体重瞬时增长率与水温变化相一致 ，生长较 

快 ；哲罗鱼幼鱼生长阶段 ，生长指标 、生长常数波动较大 ，显现不出规律性 ；体长与体重的关系式为 ： =0．0005 L ·’9。6 

(r=0、9823)，b<3，即此生长阶段的哲罗鱼幼鱼生长为异速生长 ；人工饲料可 以作为哲罗鱼稚 鱼的主要食物 ，并能消 

化 ，但其条件系数低于以无脊椎动物为主要食物的条件系数，这可能是 由于人工饲料的配方或其 它环境因素造成 的，哲 

罗鱼不 同 阶段 的 营养需 求 及全 价 人工 饲料 有待 进 一步 的研 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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