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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颡鱼人工饲养的初步研究 

林仕 梅 罗 莉 叶元土 许忠 能 全 文伟 

(西南农业大学水产系．重庆 40071 6) 

提 要 用 6种饲料，在室 内有循环水装置的水旗缸 内饲养黄颡 鱼 60天 ，结 果表 明：①6种饲 

料在黄颖鱼消化道中的出现率依次为：配台饲料 1、白鲢 肉>田螺 肉、猪肉>泥辩 肉、配台饲料 

I；各试骑组饲料的增重效果 与它 在消化道 中出现率百分 比相一致 @投喂』、工饲料后，黄颠 

鱼胃肠中的蛋白酶和淀粉酶活性明显增强 ．表明所投的 凡 【 饲料能被消化吸收。⑧在水温 21 c 

下．黄颡鱼的耗氧星为 144 mg／h．kg．比束作人工喂养前增高1 3．8 ；窒息点为0．309 mg 0⋯／i 

与人j二饲养前差 异不显著(P>0 05)。N此 ，用配音饲料对黄颡鱼进行人 】：饲养是 町行的 。 

关键词 黄颞 鱼 凡1二养殖 

黄 颡 鱼 Pseudobagrus ^ t*．'idraco 

(Richardson)又名黄腊丁、黄 丫头、盎丝等． 

分类上隶属于鲶形 目．鲢科，黄颡鱼届 它是 

我国江河湖泊中常见的底栖肉食性 鱼类 ， 

其肉质细嫩、味鲜美、少刺．有较高的食用价 

值 近年来 ．由于捕捞过度，天然资源明显 

下降。有关黄颡鱼的生物学研究 ，国内已有一 

些报道 。 ；叶元土等对嘉陵江黄颡鱼的消化 

能力及营养价值进行了研究 。本 史对黄颢 

鱼 人 饲 养的可行性作 了探索，以期为发展 

黄颡鱼增养殖提供参考。 

材料和方 法 

1．材料 

试验鱼购于嘉陵江北碚水土镇 渔船 ，尾 

重 l6．6～20 g，平均 尾重 l8．3 g．共 计 150 

尾 。 

2 饲 养管理 

黄颡鱼饲养于室 内有循环水装置的锥形 

水族 缸 内(50 cm×50 cm×80 cm)。试 验前 两 

周为预备期 ，使之适应环境 。试验开始时选择 

健康状况良好的鱼分成 6组，每组 20尾。试 

验期间每天光照 l 2 h，水温 17~21c，pH值 

6．6～7．2，溶 氧6．8～ 7．4 mg／I 。 

3．试验 处理方 法 

(1)饲料与生长效果 用猪肉(I组)、 

白 鲢 晦(Ⅱ组 )、田螺 肉(Ⅲ组)、泥鳅 肉(IV 

组)、配台饲料 I(V组 )、配合饲料 I( 组) 

等 6种不同饲料饲喂黄颡鱼 60天，观察其摄 

食行为及 胃肠中的食物组成 。试验结束时称 

重 ，得 出生长率 

(2)消 化能 力的测定 参照叶元 土 

等 的方法测定人工饲养前后黄颡鱼胃、肠 

中蛋 白酶和淀粉酶的活力变化。 

(3)耗氧率 、窒 息点的测定 采用流水 

呼 吸 实验 装 置．按 Winker氏法测 定耗氧 

率 。 

结果 与讨论 

1．摄食特性 

投饲初期(大约 5天)，黄颡鱼不摄食人 

工饲料，解剖刚死去的鱼，其胃肠 中仅有气泡 

及粘液 。投饲 6天后 ，开始摄食配台饲料，但 

吞入后又吐出；9天后，对配台饲料的这种反 

应消失，并出现抢食现象 。在整个饲养期间， 

黄颡鱼均有避光现象，喜栖息在水族缸中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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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最暗的角落 ，这可能与该 鱼长期生活在底 

栖环境有关 。试验中还观察到黄颡鱼对配合 

饲料(I、I)、白鲢 肉、猪 肉与 田螺 肉有试探 

性摄食行为，如 ，未接触即 回避 ；吞入又吐出； 

用触须接触后即 回避 。这可能是那些饲料的 

气味不适台它们的需要 ，或者投饲初期不适 

应这些饲料的形状 、质地等。至于其中何种因 

素占主导地位还有待于深入研究 。 

在黄颡鱼进食后 30 min，每组随机抽取 

6尾(共计 36尾 )，解剖观察其 胃、肠中饲料 

的出现率。从表 l可以看出，消化道内以自鲢 

肉、配合饲料 I的出现率最高，田螺 肉、猪肉 

次之 ，配台饲料 Ⅱ、泥鳅肉的出现率最低。由 

此可知，黄颡鱼对人工投喂的不同饲料是有 

选择性的。 

2．生长效 果 

由表 2可知，经过 60天的人工饲养，各 

试验组的黄颡鱼均有增重。其中以白鲢肉、配 

台饲料 l组增重效 果晟好 猪肉 田螺肉组次 

之 }泥鳅 肉、配合饲料 I组晟差。它们之间的 

增重差异显著(P<0．05)。从评价生长效果 

的指标来看，用瞬间生长率能更好地反映黄 

颡鱼人工饲养的生长情况，因为瞬间生长率 

表达了生长的复利式特点一J。另外，除了 Ⅱ、 

Ⅳ试验组外，各组成活率均在 78 以上。对 

死鱼立即解剖 ，发现肠道中有一些寄生虫，这 

可能是使成活率降低的主要原因。从饲养试 

验的生长效果看，对黄颡鱼进 行人工饲养是 

可行的。 

3．胃肠中蛋白酶和淀粉酶活力测定 

表 1 投饲 30 rain后黄赖鱼消化道 中不同饲料的出现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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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1．尾增 重 率 一2(Wt～w。)／(W一十w。) 2 绝 对生 长率 (w．一w )／t 3 相对 生 率 <w W。>／w。 

4．瞬问生长率 =(1nW一 [nW。)／t w。 投放尾均重 w 一捕获尾均重 t=饲养天数 

表 3 黄 板鱼 胃、肠蛋白酶 、淀粉酶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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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表 3可知，黄颡鱼胃、肠中的蛋白酶和 

淀粉酶活力均较强。进食后 ，其消化道 中蛋白 

酶和淀粉酶 的活力 明显增强 (P<0．01)，并 

显示出这些酶对食物有较强的消化能力，从 

而使生长速度提高 即酶的活力越强 ，鱼体增 

重也越快。消化酶活力变化的大小与食物组 

成有一定的相关性，这也是生物的一种适应 

性 。在 6O天的人工饲养过程 中．不同的饲 

料组成 ，引起黄颡鱼胃肠道 出现不同的酶活 

力 。这说明营养条件的改变 ，能使鱼体通过 内 

分 泌等调节机制促进或减缓酶的合成与分 

泌，形成新的代谢水平。从人工饲养的角度来 

说 ．如何提高人工配合饲料的利用率 ，促进生 

长，降低成本是令人关注的问题，这就须进一 

步研究黄颡鱼摄食后消化酶质和量的变化 

4 耗氧率、窒息点的测定 

经 60天 人工 饲 养 ，水 温 2l℃时 ．黄 颡鱼 

的平 均耗 氧率 为 l44 mg／h．kg．窒 息 为 

0．309 mg O ／L。这一耗氧率比人工饲养试 

验前增高 l3．8 ，而窒息点的差异不明显 

(P>0．0 )。黄颡鱼的窒息点比鲢、鳙、鲩 、鲤 

为低 。表明它可以作为池塘养殖的对象。耗 

氧率是鱼体新陈代谢机能的表现 ，人工饲养 

的黄颡鱼耗氧率较高，反映 了其机体代谢活 

(上接第 129页) 

30‰ ．pH值 为7．8～8．2，溶 解氧不低 于6．0 

m g／'1 。 

(4)病 害防治 育苗期问经常会出现 
一

些病害。常见的疾病主要有传染性皮下和 

造血组织坏死病毒病 、弧菌病等。为防止疾病 

的发生，育苗期间应经常投喂一些广谱性抗 

生素 、如氯霉素(1 mg／L)、土霉素(0．5～l 0 

mg／I )、痢特灵 (0．3～0．5 mg／I )等 。 

动加强，表明所摄取的营养物质正在用于机 

体 生长 。 

结 论 

黄颡鱼作为营养价值较高的优质鱼类 ． 

可单 养或搭 配混养 ；它生长迅速，适应性 

强，具有开发价值 本试验结果表明，用配合 

饲料饲养黄颡鱼是可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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