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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黄颡鱼（ＰｅｌｔｅｏｂａｇｒｕｓｖａｃｈｅｌｌｉＲｉｃｈａｒｄｓｏｎ）亦
称瓦氏黄颡鱼，分类上隶属于鲇形目、鎨科、黄颡

鱼属，是分布于我国长江、珠江、淮河等淡水水系

的一种中小型经济鱼类。该鱼肉质细嫩、味道鲜

美、营养丰富、少肌间刺，因而备受广大消费者的

青睐〔１〕。近年来江黄颡鱼的天然资源日益减少，

不能满足市场需求。因此，其人工养殖的前景看

好，对江黄颡鱼的人工繁殖及饲养技术开展研究

显得十分必要。

　　一、人工繁殖技术

１．亲鱼选择
一般选择个体较大、体质健壮、完好无损、活

动能力强、体色呈黄褐色的３龄成鱼作亲鱼。雌
鱼体重在１００ｇ以上，雄鱼体重在２５０ｇ以上，雌雄
之比为１∶１。
２．亲鱼培育
对亲鱼进行专池培育。亲鱼培育池应临近水

源、排灌方便、面积 ６６７～２０００ｍ２、水深 １．５～２
ｍ，以东西向的长方形池为好。池内必须种植沉
水植物，以保持水质清新。与此同时，每６６７ｍ２

放养青虾５ｋｇ，以繁育青虾苗，届时作黄颡鱼鱼苗
的饵料。每千平方米放养亲鱼１５０～２００ｋｇ，雌雄
放养比例为１∶１。为调节水体肥度，池中可少量
搭配鲢鳙鱼。日常适当投喂一些动物性饲料，如

畜禽内脏、新鲜小杂鱼、虾类、螺蛳以及其他一些

精料。注意换水，保持水质清新。

３．雌雄亲鱼鉴别
一般成熟个体，雄鱼大于雌鱼。雄鱼腹部细

瘦，圆锥状的生殖突明显，呈白色或乳白色；雌鱼

腹部膨胀柔软且富有弹性，无生殖突，仅见泄殖

孔，位于肛门之后〔５〕。

４．人工催产
挑选性腺发育良好、成熟度一致的亲鱼进行

人工催产。成熟度良好的雌鱼腹部膨大柔软，卵

巢轮廓明显，生殖孔红肿扩张。雄鱼个体大，因精

巢结构呈树枝状，不易挤出精液，生殖突变长变

硬，泄殖孔发红。雌雄配比有两种：自然产卵受精

的雌雄比例为１∶１．２；人工授精，雌雄比例为５～７
∶１。催产剂以多种催产激素混合使用效果较好，
采取两次注射法，使用剂量为第一针０．５ｍｇＤＯＭ
＋０．５μｇＬＨＲＨ－Ａ３＋０．２ｍｇＰＧ；第二针２ｍｇ
ＤＯＭ＋３μｇＬＨＲＨ－Ａ２＋０．８ｍｇＰＧ＋８００ＩＵ
ＨＣＧ，两针之间的时距１２ｈ，雌雄剂量相同。水温
２４～２８℃时，效应时间为第二针注射后的２０～２２
ｈ。

采用自然产卵方法，产卵池底部应先铺设消

毒过的棕片等作鱼巢，并加大流水，刺激亲鱼发情

产卵。受精卵粘附于鱼巢上，产卵完毕后将鱼巢

放入孵化筒或孵化环道进行流水孵化。

采用人工授精方法，到效应时间后，杀雄鱼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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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巢，然后剪碎置于干燥研钵中研磨，加入少量

０．５６７％的任氏液。卵挤于干燥洁净的白瓷盘中，
迅速将精卵混合，同时加入少许任氏液并用羽毛

轻轻搅拌１～３ｍｉｎ，再将受精卵均匀地粘附于网
片上，放入流水中孵化。孵化期间保持水质清新，

溶氧充足，水温维持在２４～２８℃，一般经过３８～
４２ｈ孵出鱼苗。

　　二、苗种培育

１．鱼苗培育
仔鱼孵出４～５ｄ后开始摄食，此时是下塘的

最佳时机。鱼苗的开口饵料以小型枝角类、轮虫

为主，故应确保鱼苗在水蟤繁殖高峰期下塘。下

塘３ｄ后，随着鱼苗的长大，可投喂中型和大型的
枝角类和桡足类；１２日龄后，可投喂摇蚊幼虫、水
蚯蚓、寡毛类等底栖动物或者绞碎的鱼浆；１５日
龄后可投喂破碎的颗粒饲料，鱼苗均能顺利转食，

生长良好。

江黄颡鱼苗的开口饵料是水蟤，下塘７ｄ后
从摄食浮游动物转到摄食底栖动物（摇蚊幼虫、

水蚯蚓等），此阶段正是关系到鱼苗成活率高低

的关键时刻。以往在江黄颡鱼鱼苗培育中，套用

家鱼发塘技术，只注重浮游动物的培养，忽视底栖

动物的培养，然后又直接投喂人工精饲料，由于池

中底栖动物少，造成稚鱼阶段适口饵料严重缺乏，

这是夏花成活率低的主要原因。如今在生产上采

取了以青虾苗代替底栖动物的方法，在发塘池每

６６７ｍ２设１ｍ２的网箱，箱内放养抱卵虾１．０ｋｇ（
抱卵虾必须是同一天捕获的活虾，网箱内投放水

草，每２天投喂一次螺（鱼）肉等饲料，并清除残
饵，清洗网箱，以保持箱内外池水通畅）。待虾苗

孵出后，取出网箱和青虾，让虾苗入池，随即泼洒

豆浆，供虾苗摄食。每亩池泼洒豆浆１５～１７ｋｇ，
上午、下午各泼１次。

采用上述育苗方法，一般经过２１ｄ左右，鱼
苗可长到３ｃｍ左右，转入鱼种培育阶段。
２．鱼种培育
鱼种培育池可采用普通的养鱼池塘，面积

６６７～２６６７ｍ２，水深１．２～１．５ｍ，水源清新，注排
水方便。放养前１０ｄ，按常规方法用生石灰彻底
清塘消毒，施基肥，透明度控制在２５～５０ｃｍ。待
池中轮虫、枝角类和桡足类等浮游动物大量繁殖

时，即可将体长２～３ｃｍ的夏花放养入池。下塘

２ｄ后，可投喂水蚯蚓、鱼浆或颗粒人工配合饲
料，每天投喂 ２～４次，投喂量约为鱼体总重的
６％～８％。江黄颡鱼鱼种有集群摄食的习性，很
容易驯食。日常管理中坚持每日巡塘，注意观察

和记录天气、水质、鱼的摄食和生长情况，并做好

消毒等鱼病防治工作。

一般经过２０～２５ｄ，鱼种可长到５～６ｃｍ，此
时可分池进行成鱼饲养。

　　三、池塘成鱼饲养

（一）池塘条件

靠近水源，水质清新，面积 ２７００～６７００ｍ２，
水深１．５～２．０ｍ，池底淤泥不宜过厚。在鱼种放
养前１５ｄ彻底清塘消毒，每千平方米用１５０ｋｇ生
石灰化浆全池泼洒，主要杀灭潜在的病原体及其

它敌害生物，然后每千平方米施用 ３００～４００ｋｇ
的有机肥，培肥水质后再放养鱼种。

（二）鱼种放养

１．单养
根据鱼种规格确定放养量，一般５～６ｃｍ的

鱼种，按４０００～５０００尾／１０００ｍ２放养；８～１０ｃｍ
的大规格鱼种，按３０００～４０００尾／１０００ｍ２放养。
每千平方米的池塘可套养１０ｃｍ的鲢鳙鱼种１００
～１５０尾，以控制水质，提高池塘的生产力和经济
效益。鱼种下塘前用 ３％的食盐水浸洗 ５～１０
ｍｉｎ。
２．混养
成蟹塘混养江黄颡鱼，池中应栽种伊乐藻、轮

叶黑藻、苦草、喜旱莲子草（水花生）等植物，水草

覆盖率要达到６０％以上。２至３月份放养规格为
５～１０ｇ的蟹种，其放养量为１０００只／１０００ｍ２，河
蟹当年长至１５０ｇ左右；６至７月份放养规格６ｃｍ
以上的江黄颡鱼种，其放养量为 １５００尾／１０００
ｍ２，当年长成２０～５０ｇ的大规格鱼种。为了消耗
水中的浮游生物，净化水质，每千平方米可套养

１０ｃｍ的鲢鳙鱼种１００～１５０尾。
（三）饲料和饲养管理

饲料以动物性饲料为主，分两类：一类为冰鲜

鱼虾等动物性饵料；另一类为颗粒人工配合饲料。

王　武等〔６〕介绍的一个饲料配方为：鱼粉３５％，
肉骨粉１０％，玉米粉１９％，小麦粉１９％，甜菜碱
０．５％，鱼油２％，粘合剂１％，多维０．５％，混合矿
物质０．８％，氯化胆碱０．２％，微晶纤维素３％，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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蛋白 ９％。每口池塘应设 ２～４个食台，定点投
喂，这样便于集群摄食，也便于检查吃食情况，确

定投饵量。根据气候、水温的变化确定投饲率。

一般水温在 １５～２０℃时，投饲率约为 ２％ ～
２．５％；２０～２８℃时，投饲率约为３％ ～６％。生长
旺季每天投喂两次，上午傍晚各一次。投饲量上

午占１／３，傍晚占２／３。日常管理要掌握天气、水
质、鱼群活动、生长等情况，经常灌注新水，保持池

水清新，透明度在２５～５０ｃｍ，并定期用生石灰等
对池塘和饲料台消毒，预防鱼病。

　　四、病害防治

病害防治的首要原则是贯彻健康养殖，科学

管理，预防为主，综合防治。清塘一定要彻底，鱼

苗、鱼种下塘前须用３％的食盐水进行鱼体消毒；
做到“四定”投饲；定期换水，在高温季节应大量

加注新水，改善池塘水质条件，每２０天每千平方
米水面用生石灰２５～３０ｋｇ全池泼洒；注意掌握
合理的放养密度和搭配比例；定期投喂药饵等。

一旦发生疾病就要及时准确诊断、精确用药。几

种常见疾病的防治方法如下：

１．肠炎病
病原　　点状产气单胞杆菌。
症状　　病鱼腹部膨大，肛门红肿，鳍部充

血，有时体表可见到充血斑点。解剖鱼体，可见到

腹腔内充满腹水，肠道充满黄色脓液。此病可引

起严重死亡。

防治方法　　内服“复方呋喃唑酮”，每１００
ｋｇ饲料添加１００ｇ，５～７ｄ为一个疗程；外用“溴
氯海因”，每千平方米水深１ｍ用３００ｇ，３ｄ后再
用一次。

２．小瓜虫病
病原　　小瓜虫
病症　　肉眼可见病鱼体表和鳃上有许多白

色点状胞囊，鱼体明显消瘦，刮取病鱼胞囊粘液镜

检，可见大量小瓜虫缓缓运动。该病可引起鱼种

大量死亡。

防治方法　　每千平方米水深１ｍ可用辣椒
４００ｇ、生姜１５０ｇ煮成４ｋｇ水全池泼洒，连续２～
３ｄ，或６０～８０ｇ／ｍ３甲醛溶液浸泡鱼种 １０～２０
ｍｉｎ，隔天再用一次；同时用甲醛溶液１５～２０ｇ／ｍ３

全池泼洒，隔天使用，连用２～３ｄ。

３．水霉病
病原　　水霉菌
病症　　受感染的鱼体和鱼卵上可见一层白

色棉絮状的菌丝。可使亲鱼受伤部位肌肉腐烂，

病鱼瘦弱而死。鱼卵感染后，若不及时处理，菌丝

迅速蔓延，也会造成大批死亡。

防治方法　　亲鱼下池前用４００ｇ／ｍ３的食
盐和４００ｇ／ｍ３的小苏打合剂浸洗１０ｍｉｎ；在鱼卵
孵化期间，要确保良好的孵化用水，控制适量水体

交换，每天用３ｇ／ｍ３高锰酸钾消毒鱼卵１０～１５
ｓｅｃ．。
４．斜管虫病和车轮虫病
病原　　斜管虫和车轮虫
病症　　虫体寄生在鱼的体表、鳃、鳍等部

位，刺激鱼体分泌大量粘液。病鱼离群，常沿池边

狂游，最终死亡。

防治方法　　硫酸铜与硫酸亚铁（５∶２）合剂
０．７ｇ／ｍ３全池泼洒。

５．锚头鳋病
病原　　锚头鳋
病症　　病鱼焦躁不安，游动缓慢，寄生部位

充血发炎，肿胀，出现红斑。肉眼可见锚头鳋寄

生。

防治方法　　每立方米水体用马尾松叶２５ｇ
捣汁，全池泼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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