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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鲟鱼苗种培育转食阶段,多采用先喂活饵, 再逐渐驯食投喂人工配合饲料的方法进行转食。利用地下河

水进行杂交鲟鱼苗种流水养殖, 直接采用微粒饲料进行鲟鱼苗开口, 苗种成活率为 74. 0% ,饵料系数为 1. 31, 平

均单产为 23. 64 kg /m2,投入产出比 1B 2. 12,养殖成本为 17. 9元 /kg,取得较好养殖效果, 证明利用微粒饲料直接

开口饲养是可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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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鲟鱼鱼苗培育中,一般是先投喂活饵,再进行转

食,过渡到投喂人工饲料, 而直接采用人工饲料进行

开口养殖的较少 (李正友等, 2001)。 2007年遵义嘉

渔水产有限公司在桐梓县小水乡梯级冷水鱼场,利

用地下河水拦坝进行了杂交鲟鱼苗种养殖试验,鱼

苗阶段直接投喂微粒饲料进行开口驯化养殖, 后期

采用一般鲟鱼料投喂, 试验结果苗种成活率为

7410%, 平均单产为 23. 64 kg /m
2
, 饵料系数为

1131,投入产出比为 1B 2. 12, 养殖成本为 17. 9元 /

kg。养殖试验结果表明, 直接采用微粒饲料对鲟鱼

鱼苗进行开口,能取得较好养殖效果,对开展规模化

养殖具有较好的应用意义。

1 材料和方法

1. 1 试验材料
1. 1. 1 试验鱼  试验用杂交鲟鱼苗, 2007年 5月

底分 2批从大连购进,数量 10万尾。

1. 1. 2 饲料  2007年 5 ~ 6月采用山东升索渔业

饲料研究中心生产的鲟鱼仔稚鱼微粒子饲料, 粗蛋

白 54. 0% ,粗脂肪 10. 0%,粗灰分 2. 0% ,钙 1. 5% ,

总磷 1. 5%。2007年 7~ 12月采用成都凤凰饲料有

限公司生产的鲟鱼料, 粗蛋白 \ 40. 0% , 粗纤维 [

610% ,粗灰分 [ 1715% , 总磷 \ 1. 3%, 赖氨酸 \
119% ,水分 [ 12. 5%。

1. 1. 3 鱼池  育苗盆 100只, 总面积 50 m
2
。鱼种

培育池规格 12. 5 m @ 4 m @ 1 m, 共计 31口, 总面积

1 550 m
2
,苗种池的池顶设置了遮阳网。

1. 1. 4 水源  水源为地下河水,地下河出水口距养

殖场 2. 5 km,在河中筑坝,经渠道流入各水泥鱼池。

养殖期间溶氧 5. 76~ 8. 95 m g /L,水温 11. 0~ 25e 。
1. 2 试验方法

1. 2. 1 水泥池浸泡消毒  放鱼前, 新建鱼池在流水

条件下浸泡 15 d以上, 清洗后再放养鲟鱼, 用 2 @

10
- 6
的二氧化氯溶液对培育池及工具进行消毒。

1. 2. 2 苗种放养  鲟鱼苗种用 4%食盐水溶液洗

浴 10 m in后放入水泥池进行养殖。

1. 2. 3 饲料投喂  鱼苗下盆后, 暂养 1 d后, 用粒

径 50~ 250 Lm的微粒饲料进行投喂, 将饲料均匀

洒在鱼苗培育盆内, 2 h投喂 1次。随着鲟鱼苗的生

长,逐渐增加饲料粒径, 分别是 250~ 480 Lm、480~

750 Lm、750~ 1 000 Lm, 直至粒径 1 mm。鲟鱼苗生

长到 4~ 5 cm时,转入鱼种培育池养殖。

鱼种入池后第 2天开始投喂饲料, 其饲料粒径、

投饵率及投喂次数根据鱼种规格、水温、鱼的活动及

吃食情况进行调整。水温在 15e 以上时, 日投饵率

为鱼体重的 2% ~ 4%, 日投饵 6次,每间隔 4 h投喂

1次。水温在 15e 以下时, 日投饵率为鱼体重的

1%左右, 日投饵 4次,每间隔 6 h投喂 1次。

1. 2. 4 管理  进水:鱼池进水量在每 1 h交换 3~ 5

次, 池水水位控制在 65~ 80 cm。

鱼种分池:养殖前期,把规格一致的杂交鲟放入

同一池中进行养殖,保证同一池中杂交鲟个体大小

差异不大,吃食均匀。



鱼病防治:鱼苗入池前用 2% ~ 3%的食盐浸泡

5~ 10 m in, 每隔 3~ 5 d用 2% ~ 3%食盐浸洗鱼苗 5

~ 10 m in。

保持清洁:鱼苗培育阶段每天至少要排污 1次,

每次喂食前排污,清除池中污物及残渣剩饵,在稚鱼

期用细胶管虹吸法排污或清洗育苗盆, 在幼鱼期可

用流水自动排污。鱼种培育及成鱼养殖阶段, 定期

排污一般 3 ~ 5 d进行 1次, 在浑水期间每天排 1

次, 清除池中污物及残渣剩饵。

2 结果与分析

2. 1 养殖结果

通过 203 d的苗种养殖试验, 杂交鲟苗种养殖

成活率为 74. 0%, 饵料系数为 1. 31, 平均单产为

23. 64 kg /m
2
。具体养殖情况见表 1。

表 1 养殖情况

Tab. 1 The results of cu lture exper im en t

放养时间
放养量 /

104 尾

收获量

数量 /104尾 重量 /104 kg

投饲量 /

104 kg

饵料

系数

成活率 /

%

单产 /

kg# m - 2

2007- 05- 20 10 7. 4 3. 66 4. 80 1. 31 74. 0 23. 64

2. 2 效益分析

共投入 65. 6万元, 试验结束池内存有杂交鲟鱼

3. 66 @ 10
4

kg, 按市场成鱼价折算,总收入 139. 2万

元,毛利为 73. 6万元,投入产出比 1B 2. 12,养殖成

本为 17. 9元 /kg。经济效益分析见表 2。

表 2 经济效益分析

Tab. 2 The analysis of cost-effectiveness

总投入 /万元

苗种 饲料 药品 工资 水电 其它 小计

总收入 /

万元

毛利 /

万元

投入

产出比

成本 /

元# kg- 1

10. 5 39. 5 0. 2 8. 4 0. 3 6. 7 65. 6 139. 2 73. 6 1B 2. 12 17. 9

  注:投入按实际发生计,杂交鲟鱼销售价按市场价 38元 /kg计。

Notes: Inpu ts accord ing to the actual occu rren ce, the p rice of sturgeon Fingerlings is 38 yuan /kg.

3 讨论

3. 1 鲟鱼苗微粒饲料开口养殖效果
鲟鱼苗微粒饲料开口养殖效果良好。直接用微

粒饲料对鲟鱼苗进行开口养殖,可以减少用活饵投

喂后, 再进行转食这一环节, 简化养殖过程, 解决了

有些地方采购活饵不便的问题,同时对于大规模集

约化养殖,具有较好的现实意义。从本试验的情况

看,鱼苗培育成活率为 70. 3%, 单产为 23. 64 kg /

m
2
,饵料系数为 1. 31, 投入产出比为 1B 2. 12, 成本

17. 9元 /kg,达到了较好的效果。

3. 2 影响鲟鱼苗成活率的关键因素

微粒饲料质量是影响鲟鱼苗成活率的关键因素

之一。养殖试验中采用的微粒饲料, 是山东升索渔

业饲料研究中心生产的鲟鱼仔稚鱼微粒子饲料,营

养丰富适合鲟鱼仔稚鱼培育。饲料粒径最小 50~

250 Lm,直到粒径 1 mm, 适合鲟鱼苗开口, 在鲟鱼

苗种生长过程中逐渐加大粒径, 有利于鲟鱼苗种的

摄食和生长。

3. 3 鲟鱼快速生长的条件
良好的水质环境是鲟鱼快速生长的重要条件。

试验表明,水源的 pH 6. 8~ 7. 5,溶解氧 5. 76~ 8. 95

m g /L,其理化因子基本符合养殖鲟鱼的要求。水温

11. 0~ 25. 0e ,多数时间在 18. 0e 以上。鲟鱼的最

适温度为 18. 0e ~ 26. 0e , 在适温范围内, 随着温

度的升高,食欲增强, 生长速度相应提高 (杨兴等,

2003)。
参考文献:

李正友,杨兴, 田晓琴, 等. 2001. 史氏鲟苗种转食驯化培育

[ J]. 科学养鱼, ( 6): 39.

杨兴,李正友, 田晓琴, 等. 2003. 贵州山区鲟鱼养殖技术研

究 [ J]. 贵州农业科学, 31( 3): 17- 19.

(责任编辑  杨春艳 )

1372009年第 3期              骆忠明等, 鲟鱼苗种微粒饲料开口养殖试验



M icro-dietW eaning Culture Experim ent of Sturgeon F ingerlings

LUO Zhong-m ing
1
, L I zheng-you

2
, ZHAO Pu-yuan

1
, ZHOU Lu

2
, YANG X ing

2

( 1. F isheries Adm instration o f Zuny,i Zuny i 563000, China;

2. Gu izhou Province specia l aquat ic eng ineer ing technology center, Gu iyang 550025, China)

Abstract: On the stage o f changing food, sturgeon f ingerlingsw as fed of live ba i,t and then g radually fed art ific ia l

feed. Sturgeon fingerlings w ere cu ltured by underg round w ater, directly fed w ith m icrod ie.t The surv ival rate w as

74. 0 %, feed coe ff icientw as 1. 31, the average yie ld w as 23. 64 kg /m
2
, inpu-t output ratio w as 1B 2. 12 and farm-

ing costs w as 17. 9 yuan /kg. It was proved that the d irecte feeding o fm icrodietw as successfu l in the w eaning cu-l

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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