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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２０１０年４月１４日至６月１日在湖北宜昌进行了匙吻鲟苗种的规模化培育试验示范。鱼苗培育在室内水槽
内进行，放养密度８００～１０００尾／ｍ２，改善水温、溶氧、流速等养殖条件，适时投喂适口饵料生物，经过１５ｄ养殖，
获４ｃｍ左右的鱼种４７．１２万尾，成活率９５％；鱼种培育在水库坝下池塘进行，放养密度３０万 ～４０万尾／ｈｍ２，以
水温相对稳定、水质优良的水库为养殖水源，及时驯食，转食后日投喂鱼种体重３％ ～５％的浮性鲟鱼饲料，加强
饲养管理，经过３０ｄ养殖，获１０～１２ｃｍ鱼种４０．４７万尾，成活率８５．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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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匙吻鲟（Ｐｏｌｙｏｄｏｎｓｐａｔｈｕｌａ）隶属于鲟形目（Ａｃｉ
ｐｅｎｓｅｒｉｆｏｒｍｅｓ）、匙吻鲟科（Ｐｏｌｙｏｄｏｎｔｉｄａｅ），广泛分布
于美国中部和北部地区的大型河流及附近的海湾沿

岸地带。我国于１９８８年首次从美国引进匙吻鲟，因
其适应性强、生长速度快、经济价值高，很快推广到

全国２０多个省市养殖。早期的养殖主要依赖于从
美国进口匙吻鲟受精卵（也有部分从俄罗斯引进），

苗种短缺为匙吻鲟养殖业发展的主要制约因素。我

国于２００１年人工繁殖匙吻鲟获得成功，随后繁殖技
术水平逐年提高，进口匙吻鲟受精卵的数量逐渐减

少。无论进口或自行繁殖获得的鱼苗，苗种培育均

为匙吻鲟养殖的重要技术环节。多年来，在匙吻鲟

的苗种培育方面进行大量探索，其成活率从最初的

不到１０％提高到８０％以上（万成炎和戴泽贵，１９９６；
何裕康，１９９９；陈金生和田玲，２００３；董宏伟等，２００６；
王剑峰，２００８；吉红等，２００９），但相关苗种培育的规
模总体偏小。作者于２００８～２０１０年在湖北宜昌扩
大养殖规模，完善相关技术环节，建立了规模化苗种

培育基地。现将２０１０年匙吻鲟苗种培育情况总结
如下。

１　材料和方法

１．１　鱼苗培育
１．１．１　养殖条件及准备　鱼苗培育在室内水槽中

进行，水槽共 ６２口，每口面积 ８．４ｍ２，总面积
５２０．８ｍ２。鱼苗放养前用高锰酸钾对水槽进行浸泡
消毒处理。养殖用水经过水槽上方的蓄水池，入水

口用密眼筛绢布过滤，通过 ＰＶ笛式管上的小孔喷
射入池，流量０．５ｍ３／ｈ，水槽水深控制在０．５ｍ左
右。按每万尾鱼苗配套饵料培育池０．０６７ｈｍ２，鱼
苗放养前１０～１５ｄ，按一定时间间隔分批进水发塘，
在饵料培养池中施用畜禽粪、青草等有机肥作底肥，

用量控制在３０００ｋｇ／ｈｍ２左右，后期随肥力的减退
逐次翻动底肥或追加粪肥调节肥力，以培养足够数

量的饵料生物。

１．１．２　鱼苗放养　试验鱼苗为本试验示范人工繁
殖的鱼苗，放养时间为４月１４日，放养密度８００～
１０００尾／ｍ２，水温１７℃左右。
１．１．３　饵料投喂　匙吻鲟鱼苗的开口饵料为小型
枝角类，鱼苗入池５ｄ后即可少量投喂。用８０目的
密网在饵料培育池中捞取饵料生物，再用６０目网过
滤投喂。随鱼苗个体的长大，可用４０目网过滤投
喂。为满足其生长需要，保持水槽中枝角类密度不

少于１００个／Ｌ。
１．１．４　日常管理　鱼苗培育期的管理主要包括控
制好入池水量，保证水温相对稳定和溶氧充足，及时

清除水槽底部的残饵、死苗等污染物，保障饵料的适

口性和及时供给，并根据天气变化情况适当增减饵

料投喂量。

１．２　鱼种培育
１．２．１　养殖条件及准备　鱼种培育在善溪冲水库
坝下池塘进行。池塘共 １６口，面积 ０．０６～
０．１２ｈｍ２，总面积１．３５ｈｍ２。水源为水库表层水，利



用阀门控制进水流量，排水口位于池中央底部，通过

池外的排水管高度控制池水水位，通常情况下保持

水深 １．２ｍ。鱼种放养前用生石灰消毒，用量
２２５０ｋｇ／ｈｍ２。
１．２．２　放养及投喂　鱼种放养时间为４月３０日和
５月１日，放养密度为３０万～４０万尾／ｈｍ２。鱼种放
养后，用粒径０．８ｍｍ、粗蛋白４２％的浮性微囊饲料
及时驯食，转食后按鱼种体重的３％ ～５％投喂浮性
鲟鱼饲料。

１．２．３　日常管理　通过注排水改善池塘水质，池水
每７～１０ｄ交换１次，并用密眼筛绢布过滤，以防有
害生物进入池塘。每天早晚巡塘观察水质及鱼种的

摄食、活动情况，测量水温、溶氧等常规参数和鱼种

全长、体长、体重等生物学指标。

２　结果与分析

２．１　鱼种收获
经 １５ｄ的鱼苗培育，获 ４ｃｍ左右的鱼种

４７．１２万尾，成活率 ９５％；经 ３０ｄ的鱼种培育，获
１０～１２ｃｍ鱼种４０．４７万尾，平均尾重９．４３ｇ，成活
率８５９％。
２．２　苗种生长特点
２．２．１　全长与培育时间的关系　苗种培育期间，匙
吻鲟生长迅速，日增长１．８２ｍｍ，４０日龄后每３ｄ可
增加１ｃｍ。全长（Ｌ，ｃｍ）与培育时间（ｔ，ｄ）呈指数相
关：Ｌ＝１．１７７３ｅ０．０４３ｔ，Ｒ２＝０．９７５９。匙吻鲟全长与培
育时间的关系见图１。

图１　匙吻鲟全长与培育时间的关系

Ｆｉｇ．１　Ｔｈｅ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ｂｅｔｗｅｅｎｔｈｅｔｏｔａｌｌｅｎｇｔｈａｎｄ

ｒｅａｒｉｎｇｔｉｍｅｏｆＰａｄｄｌｅｆｉｓｈ

２．２．２　体重与培育时间的关系　匙吻鲟体重（Ｗ，
ｇ）与培育时间（ｔ，ｄ）呈指数相关：Ｗ＝０．０１９９ｅ０．１０４７ｔ，
Ｒ２＝０．９５２５，见图２。匙吻鲟转食人工饲料后，体重
增长明显加快。

２．２．３　全长与体重的关系　以 Ｗ＝ａＬｂ拟合６０日
龄匙吻鲟体重（Ｗ，ｇ）与全长（Ｌ，ｃｍ）的关系式为：

Ｗ＝０．００８１Ｌ２．６８７８，Ｒ２＝０．９９０１。体重增长拐点未出
现，推测匙吻鲟鱼种的最高体重增长率在６０日龄以
后。图３为６０日龄匙吻鲟全长与体重的关系。

图２　匙吻鲟体重与培育时间的关系
Ｆｉｇ．２　Ｔｈｅ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ｂｅｔｗｅｅｎｔｈｅｂｏｄｙｗｅｉｇｈｔ

ａｎｄｒｅａｒｉｎｇｔｉｍｅｏｆＰａｄｄｌｅｆｉｓｈ

图３　匙吻鲟全长与体重的关系
Ｆｉｇ．３　Ｔｈｅ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ｂｅｔｗｅｅｎｔｈｅｔｏｔａｌｌｅｎｇｔｈ

ａｎｄｂｏｄｙｗｅｉｇｈｔｏｆＰａｄｄｌｅｆｉｓｈ

３　讨论

３．１　鱼苗培育
本试验示范鱼苗培育在室内水槽进行，将能平

游的卵黄囊鱼苗培育至４ｃｍ左右。期间，创造适宜
其存活和生长的条件，如水温、光照、溶氧、流速等，

适时投喂适口饵料生物，是提高鱼苗规模化培育存

活率的关键。

３．１．１　强趋光性　强光使匙吻鲟鱼苗活动加强、体
能消耗太，且影响摄食；均匀的弱光可使鱼苗处在安

静状态，不均匀的弱光可起诱食作用，增加其获得饵

料的几率（万成炎和戴泽贵，１９９６）。本试验示范采
用控制室内光照强弱满足鱼苗的生理需求，以提高

成活率。

３．１．２　耐氧能力　匙吻鲟鱼苗不耐低氧，１９～２０℃
时鱼苗的窒息点为 ２．９５ｍｇ／Ｌ（徐连伟等，２００９）。
本试验示范鱼苗培育通过 ＰＶ笛式管上的小孔喷水
入池，保证池水溶氧在５ｍｇ／Ｌ以上。
３．１．３　开口饵料　匙吻鲟鱼苗以小型枝角类为开
口饵料，鱼苗放养５ｄ后开始投喂，不同时期用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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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目的筛绢布过滤，保证水槽中枝角类的密度不少

于１００个／Ｌ，满足其摄食要求。按每１００００尾鱼苗
配套饵料培育池０．０６７ｈｍ２，通过堆肥、适时施肥，
强化饵料生物培育，保障活饵的及时、充足、持续供

应。

３．２　鱼种培育
本试验示范鱼种培育在水库坝下池塘进行，将

４ｃｍ的鱼种培育至１０ｃｍ以上。扩大培育设施规
模，将不同规格的鱼种分开培育，合理控制养殖密

度，及时驯食人工饲料，保障饵料或饲料的供给，减

少鱼种之间“咬尾”现象的发生，加强水质调控管

理，是提高鱼种培育成活率和生长速度的关键。

３．２．１　分级饲养，及时驯食　将不同规格的鱼种分
池投放，及时驯食，使其转食人工配合饲料，规避因

饵料生物不足带来的养殖风险。匙吻鲟鱼种个体生

长差异明显，生长快的个体摄食凶猛，常发生“咬

尾”现象（万成炎和戴泽贵，１９９６）。本试验示范合
理控制放养密度，及时稀疏，并保障饲料的及时供

给，以减少或避免“咬尾”现象的发生。

３．２．２　通过注排水增氧，改善养殖环境　本试验示
范养殖水源为水库表层水，水质较好，通过阀门控制

并经聚乙烯纱网过滤，持续进排水，午间开启增氧机

增加池水溶氧，满足匙吻鲟存活和快速生长的需要。

期间，最容易发生小瓜虫病，主要通过改善水质、定

期泼洒福尔马林等措施进行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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