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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以６个水丝蚓投喂水平培育６日龄南方鲇稚鱼，测定了不同投喂率下稚鱼的摄食水平、生长、存活率和残
食率。结果表明，鱼苗体长小于５ｃｍ时，投喂鱼苗体重６０％的饵料鱼苗生长最快，特定生长率高达１９．１％；体长
大于５ｃｍ时，体长增长和体重特定生长率以５０％投喂率组较高，但与６０％投喂率组的差异不显著。Ａ、Ｂ、Ｃ、Ｄ、Ｅ
和Ｆ组（分别投喂３０％、４０％、５０％、６０％、７０％和８０％稚鱼体重的饵料）的存活率分别为５６％、７５％、８７％、８９％、
９１％和９０％。Ａ、Ｂ组的残食率较高，分别是３０％和１９％；Ｅ、Ｆ组最小，分别是４％和４．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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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方鲇（ＳｉｌｕｒｕｓｍｅｒｉｄｉｏｎａｌｉｓＣｈｅｎ）为中国特有
种，主要分布于长江流域及其以南的江河中，具有生

长快、抗病力强、肉质好等特点，养殖范围遍及全国

各地，养殖模式主要有池塘套养、池塘精养、湖泊和

水库网箱精养等。但在苗种的培育阶段由于饵料的

适口性、培育环境等因素，南方鲇育苗特别是稚鱼培

育阶段死亡率和残食率比较高。许国焕（１９９６）研
究了不同饵料对大口鲇生长和成活率的影响，但未

涉及到不同的饵料投喂率对稚鱼摄食、生长和存活

的影响。为此，作者以水丝蚓为饵料，对不同投喂率

培育大口鲇稚鱼的结果进行比较，以便了解不同投

喂率对大口鲇稚鱼摄食、生长和存活的影响，探讨怎

样提高鱼苗培育的生长率和存活率，为大口鲇的种

苗生产提供理论参考。

１　材料与方法

１．１　材料
南方鲇稚鱼取自华中农业大学水产学院实习基

地，６日龄，平均体长为１．５ｃｍ，随机分入１２个规格
为５６ｃｍ×４５ｃｍ×３３．５ｃｍ的水族箱中，每个水族
箱放３００尾，即养殖密度为２４００尾／ｍ３。水族箱预
先以漂白粉消毒，冲洗干净后，加入曝气水，水温

（２３±１）℃。溶氧（ＤＯ）控制在３．５～６．０ｍｇ／Ｌ，于
２００６年４月９日开始按实验设计投喂饵料。饵料
为水丝蚓，从湖北省武汉市白沙洲水产批发市场购

进，主要为霍普水丝蚓、克拉泊水丝蚓和少量奥特开

水丝蚓，经实验室测定水分、粗蛋白、粗脂肪和粗灰

分的含量分别为８３％ ～８８％、６．６％ ～７．８％、３．１％
～６．２％和１．８％～２．０％。
１．２　方法

实验设Ａ、Ｂ、Ｃ、Ｄ、Ｅ和Ｆ６个投喂率，每个投喂
率设２个重复。分别投喂 ３０％、４０％、５０％、６０％、
７０％和 ８０％稚鱼体重的水丝蚓，投喂前水丝蚓用
２％～４％食盐水消毒。投喂频率为３次／ｄ，投喂时
间分别是６时、１８时和２１时，投喂１ｈ后捞起缠绕
成团的水丝蚓，打散再投喂。下次投喂前先收集残

饵并称重，饵料实际投喂量为投饵量减去残饵量。

每天换水１／２，换水时间为投饵后２ｈ。取样时每组
捞出３０尾，饥饿１ｄ肠内容物排空后测体长体重，
测体重时用毛巾吸去鱼体表的水分。实验持续２１ｄ
后记录存活率。随时观察鱼苗动态，发现死亡鱼苗

及时捞出，区分自然死亡和相残死亡，区分方法参考

邹桂伟（２００１）的方法，并记数。每２ｄ随机捞取１０
尾鱼称量体重，根据体重及投喂率确定饵料投喂量。

体重增长计算公式：ＳＧＲ＝（ｌｎＷｔ－ｌｎＷ０） ×
１００％／ｔ，式中ＳＧＲ为特定生长率，Ｗｔ为取样时的体
重，Ｗ０为实验前的体重，ｔ为实验时间（ＣｌｉｃｈｅｎｎｅｒＲ
Ｓｅｔａｌ，２００７）。

所有数据用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６．０软件进行处理，Ｐ＜
００５为差异显著。

２　结果与分析

２．１　投喂率对生长的影响
Ａ、Ｂ、Ｃ组无饵料剩余，摄食水平与投喂率相

同，其余各组的摄食水平均未达到实验设计水平，分

别是５９％、６８％和 ７６％（湿重）。投喂率对体长增



长的影响如图１，１周后Ａ、Ｂ组生长与Ｃ、Ｄ、Ｅ组都
存在显著差异（Ｐ＜００５），其余各组之间没有显著
性差异；２周后，Ｃ、Ｄ组与Ｅ、Ｆ组差异显著；３周后，
除Ｃ、Ｄ组之外其余各组间均表现出显著性差异，Ｃ
组生长最快，最长个体达８．２５ｃｍ。

体重增长如表１，Ａ、Ｂ组体重增长趋势与体长
相似，生长缓慢。第１周，Ａ和 Ｂ没有显著性差异，
Ａ、Ｂ组与 Ｃ、Ｄ、Ｅ、Ｆ组之间有显著性差异，Ｃ、Ｄ、Ｅ
组之间也存在显著性差异，Ｃ、Ｄ、Ｅ组与 Ｆ组存在差

异，但差异不显著（Ｐ＞００５），Ｄ组的体重特定生长
率最高，高达１９．１％；第２周，Ｃ、Ｄ组间没有差异，Ｃ
组与Ｅ、Ｆ组有显著性差异，Ｄ、Ｅ、Ｆ组间差异不显
著，体重特定生长率仍然以Ｄ组最高，达１２．６％；第
３周结束时，Ａ、Ｂ组间出现显著性差异，Ｃ组体重增
长最快，平均体重达１．６２ｇ／尾，Ｃ组与Ｄ组、Ｅ组与
Ｆ组差异不显著，Ｄ组与 Ｅ组也没有表现出显著性
差异，体重特定生长率以Ｃ组最高。

表１　不同投喂率对南方鲇特定生长率的影响 ％

Ｔａｂ．１　Ｔｈｅ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ｏｆ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ｆｅｅｄｉｎｇｑｕｏｔｉｅｔｙｏｎＳＧＲｏｆＳｉｌｕｒｍｅｒｉｄｉｏｎａｌｉｓ

实　　验　　组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ｇｒｏｕｐｓ
Ａ Ｂ Ｃ Ｄ Ｅ Ｆ

第１周　１ｓｔｗｅｅｋ １３．０±０．３３ａ １４．６±０．２９ａ １７．９±０．２０ｂ １９．１±０．１５ｃ １８．２±０．１１ｃｄ １７．１±０．１５ｂｃｄ

第２周　２ｎｄｗｅｅｋ １０．０±０．３８ａ １０．４±０．３１ａ １２．０±０．２６ｃ １２．６±０．１２ｃ １１．７±０．１４ｃ １１．３±０．１４ｃ

第３周　３ｒｄｗｅｅｋ ５．４２±０．２６ａ ７．５７±０．２１ｂ ９．１４±０．１９ｃ ８．５０±０．１６ｃ ８．２０±０．１７ｃｄ ７．８０±０．１４ｄ

　　注：肩注字母不同表示有显著差异（Ｐ＜０．０５）。

图１　不同投喂率对南方鲇稚鱼生长的影响

Ｆｉｇ．１　Ｔｈｅ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ｏｆ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ｆｅｅｄｉｎｇｑｕｏｔｉｅｔｙ

ｏｎｂｏｄｙｌｅｎｇｔｈｇｒｏｗｔｈｏｆＳｉｌｕｒｍｅｒｉｄｉｏｎａｌｉｓ

２．２　投喂率对存活率和残食率的影响
第３周实验结束时，Ａ、Ｂ、Ｃ、Ｄ、Ｅ和Ｆ组的存活

率分别为５６％、７５％、８７％、８９％、９１％和９０％。Ａ、
Ｂ组的残食率较高，分别是３０％和１９％，Ｅ、Ｆ组最
小，分别是４％和４．５％，Ｃ、Ｄ组残食率分别是１０％
和８％，表明投喂率对残食有较明显影响。另外得
出第１周内残食现象比较严重，第２周残食现象逐
渐减少，第３周除 Ａ、Ｂ组外，其余各组基本没有残
食现象发生。表明随着个体的增长，残食现象逐渐

减少。除残食死亡外，Ａ、Ｂ、Ｃ、Ｄ、Ｅ、Ｆ组死亡率为
１４％、６％、３％、３％、５％、５．５％，Ａ、Ｂ组的鱼体消瘦，
活动力减弱，死亡鱼苗解剖观察为腹部水肿，诊断为

营养缺乏，发病而死；Ｃ、Ｄ组死亡鱼苗体表无明显
症状；Ｅ、Ｆ死亡鱼苗常见鱼体表完整、无被咬伤痕
迹、腹部膨大、肛门红肿，初步断定为疾病死亡。

３　讨论

本实验所购进的水丝蚓主要为霍普水丝蚓、克

拉泊水丝蚓和少量奥特开水丝蚓，其中霍普水丝蚓

所占７５％以上，经实验室测定水分、粗蛋白、粗脂肪
和粗灰分的含量分别为 ８３％ ～８８％、６．６％ ～
７８％、３．１％ ～６．２％和 １．８％ ～２．０％，与张琳
（１９９７）测定结果相似。霍普水丝蚓蛋白含量较高，
必需氨基酸含量占总氨基酸的４０％，且其必需脂肪
酸比任何一种淡水浮游动物高出 １７．２４％ ～
２９２１％（１９９７）。吴江等（１９９６）在生产上的实践表
明，用水丝蚓培育南方鲇鱼种的效果最为理想。许

国焕（１９９６）用不同饵料培育南方鲇鱼种，也发现水
丝蚓的培育效果最佳。１．５ｃｍ左右的南方鲇稚鱼，
口裂宽１．５～２ｍｍ，已能摄食水丝蚓，以水丝蚓作为
鱼苗的培育饵料，生长较快，经过２１ｄ培育，个体最
长体长达８．２ｃｍ。实验１周后，６０％投喂率组的体
长生长最快，个体最长体长达４．１ｃｍ，平均体重达
０．４６ｇ／尾；２周后，体长生长和体重特定生长率仍然
以６０％投喂率组最高；３周后，５０％投喂率组体长生
长较快，最长个体体长８．２ｃｍ，平均体长和体重仍
然以６０％投喂率组最高，体重特定生长率以５０％投
喂率组最高，达９．１４％，但５０％投喂率组与６０％投
喂率组的体长增长和体重增长没有表现出显著性差

异，说明后期投喂率以５０％较为适宜，表明随着个
体的增长，南方鲇幼鱼最佳摄食水平有所下降。

有关最适投喂频率和投喂率，何利君等（２００３）
研究得出当投喂３次／ｄ，南方鲇特定生长率最高，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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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２次／ｄ的差异不显著，本文投喂频率采用３次／
ｄ。赵吉伟等（２００４）研究得出史氏鲟幼鱼的最佳投
饵率为２０％，孙耀（２０００）得到真鲷、黑鲷、黑

!

的

最佳摄食水平分别为４６０％、２．６２％和４．１０％（王
文彬）（２００５提出５～１０ｃｍ的南方鲇稚鱼饲料投喂
率在８％～１０％。本实验结果表明，南方鲇稚鱼的
最佳活饵料投喂率为５０％ ～６０％。如按水丝蚓水
分含量为８５％，南方鲇对水丝蚓干重的佳摄食率在
７．５％～１０％。表明南方鲇食量较大，当投喂率在
３０％～４０％时，南方鲇处于饥饿状态，生长缓慢，由
于营养缺乏，稚鱼容易受到病原的侵袭，存活率低。

到实验结束时，３０％投喂率组的平均体长只有６．８
ｃｍ，存活率只有５６％。而投喂率为７０％和８０％时，
虽然残食率较低，但鱼苗长期摄食过饱，反而不利于

生长，到实验结束是平均体长为７．７ｃｍ。与最佳投
喂率组的平均体长相差０．３ｃｍ。且有研究表明，摄
食过饱，食物在肠道停留的时间相对减少，食物中的

营养成分不能被充分吸收。鱼苗长期过量摄食水丝

蚓容易引起肛门红肿、肚胀而死。剩余水丝蚓在池

底聚缩成团，聚在中央的水丝蚓常因缺氧而死，尸体

在水中溶解容易引起水质变坏。第１周，６０％投喂
率组的体长增长和体重特定生长率最高，但与５０％
投喂率组无明显差异；２周后，特定生长率仍以Ｄ组
较高，但与Ｃ组无明显差异；３周后Ｃ组体重特定生
长率最高，最长个体达８．２ｃｍ，表明当体长小于５
ｃｍ时，南方鲇稚鱼的最佳投喂率为６０％，而当体长
高于５ｃｍ时，稚鱼的最佳投喂率有所下降。

南方鲇具有相互残食的习性，饵料不足是导致

南方鲇苗种相残的主要原因（邹桂伟等，２００１），本
实验表明投喂鱼苗体重的３０％和４０％都在半饥饿
状态，投喂率在３０％时，体长在１．５～２．５ｃｍ的稚
鱼残食率高达３６％，这和邹桂伟等（２００１）研究的结
果相似；投喂率在７０％时残食率最低，仅４％。但饵
料的充足度不是残食的唯一原因，在实验过程中饱

食状态下南方鲇幼鱼也存在残食现象。本实验开始

时，饲养密度较大，高达３４００尾／ｍ３，高密度可能是
在完全饱食下还存在残食现象的原因之一。本研究

得出，即使是在饱食状态下，２～３ｃｍ南方鲇稚鱼残
食也比较严重，但随着体长的增长，残食相对减少，

当体长达到６～８ｃｍ时，基本没有相互残食的现象
发生。

综上所述，水温在２２℃时，以水丝蚓培育１．５～
４ｃｍ南方鲇稚鱼，投喂率控制在６０％左右较为适
宜，随着体长的增长，投喂率可以逐渐降低，当幼鱼

体长在８ｃｍ左右时，投喂率为５０％时体长生长和
特定生长率最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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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５．

吴江，张泽芸．１９９６．大口鲶的养殖（三）［Ｊ］．科学养鱼，
（２）：１４－１５．

王文彬．２００５．南方大口鲶四个养殖阶段的饲料投喂管理
［Ｊ］．中国水产，（５）：７４－７５．

许国焕．１９９６．不同饵料对大口鲶鱼种生长的影响［Ｊ］．水利
渔业，（６）：１０－１３．

邹桂伟，罗相忠，潘光碧．２００１．大口鲇苗种相残的研究［Ｊ］．
中国水产，８（２）：５５－５９．

张琳．１９９７．水丝蚓原液的提取及营养成分分析［Ｊ］．四川畜
牧兽医，（２）：１４－１５．

赵吉伟，邱岭泉，杨雨辉，等．２００４．不同投饵率对施氏鲟幼鱼
生长及体成分的影响［Ｊ］．中国水产科学，１１（４）：３７５－
３７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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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　杨春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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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　读　者

尊敬的读者：

您好！

《水生态学杂志》（《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Ｈｙｄｒｏｅｃｏｌｏｇｙ》）原名《水利渔业》，系中文核心期刊，是水利
部主管、水利部中国科学院水工程生态研究所主办、科学出版社出版的学术期刊，主要报道与

天然和人工水体生态系统及其生态过程相关的各学科的原创性研究成果，特别关注水工程设

施建设生态学效应及其对策和措施的理论与应用技术研究，是水域生物多样性、水资源、水环

境和水生态保护领域的信息平台和学术论坛。

《水生态学杂志》主要发表水工程建设对生态环境影响分析评价、水工程生态影响补偿对

策、供水水库富营养化防治、水库消落区生态保护、水库退化湿地生态恢复、珍稀濒危水生动物

保护、生物多样性保护、生态渔业等方面的原创性科研论文、技术报告，为更好地研究协调水工

程建设与水生态环境之间的关系提供科技支撑，为以水资源可持续利用支持国家社会经济建

设的可持续发展作出较大的贡献。

《水生态学杂志》真诚期待您的关注和支持，欢迎您投稿，欢迎您提出宝贵意见和建议。

《水生态学杂志》编辑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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