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赤眼鳟池塘养殖试验

郭水荣,冯晓宇, 谢  楠,刘新轶,王宇希

(杭州市农业科学研究院 , 浙江 杭州  310020)

摘要:投喂人工配合饲料, 进行赤眼鳟 ( Squaliobarbus curriculus)池塘养殖试验。结果表明,利用普通养鱼池塘, 放

养平均规格 35 g /尾的 1冬龄赤眼鳟鱼种, 放养密度 15 000尾 /hm2,混养部分鲢、鳙、黄颡鱼鱼种和青虾 ,投喂粗

蛋白含量 30% ~ 32%的人工配合饲料,经 240 d养殖, 赤眼鳟平均规格达 0. 41 kg /尾, 平均单产 5 839 kg /hm2, 平

均养殖净利润 34 586元 / hm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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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赤眼鳟 ( Squaliobarbus curriculus)属鲤形目、鲤

科、雅罗鱼亚科、赤眼鳟属, 俗称 /红眼鱼 0、/火草

鱼 0等; 原广泛分布于浙江省的钱塘江、苕溪和运河

等水系,该鱼主要栖息于河流、湖泊的中下层水体,

是传统的天然捕捞种类, 也是江河水域优质土著经

济鱼类之一;其体型似草鱼,呈长筒形,体色银白,背

部略呈深灰, 因眼的上缘有 1个明显红斑而得名。

该鱼肉鲜味美、营养丰富,深受消费者喜爱, 同时兼

具适应性强、杂食性、生长快等特性, 是优良的养殖

品种 (杨华莲和林勇, 2005)。人工养殖条件下, 经

驯化喜食人工配合饲料, 生长速度较自然生长要快

(钱华和张建, 2005)。近年来, 赤眼鳟的人工养殖

正在兴起 (李敦岳等, 2006) , 本文对池塘养殖赤眼

鳟模式进行了探讨。

1 材料和方法

1. 1 池塘条件

试验点设在浙江省杭州市农业科学研究院的示

范基地。试验池共 2口, 1号池塘面积 0. 30 hm
2
, 2

号池塘面积 0. 27 hm
2
; 鱼池长方形, 进排水方便,底

部平坦,淤泥较少,能保证水深 1. 6 m;水源充足、无

污染,水质清新良好, 符合 / GB- 11607渔业水质标
准 0。每池配备 3. 0 kW的叶轮式增氧机 1台。

1. 2 准备工作

在投放鱼种前 20 d,对各试验池进行清整消毒。

采用干法清塘,用生石灰 1 125 kg /hm
2
化浆全池泼

洒,杀灭有害病原及野杂鱼等, 同时有利改良和稳定

池塘底质。清塘后 10 d, 注新水 80 cm, 进水口用 60

目筛绢过滤,以防野杂鱼和敌害生物进入,注水后施

腐熟有机肥 1 500 kg /hm
2
, 培育水质及天然饵料。

1. 3 鱼种放养
鱼种系人繁培育的冬片鱼种,为提高池塘综合

养殖效益, 试验池混养了鲢、鳙、黄颡鱼和青虾苗。

放养鱼 (虾 )种要求规格整齐、体格健壮、无病灶。

具体放养情况见表 1。

表 1 鱼种放养情况

Tab. 1 S ituation of stock ing juven iles

放养时间 种类
尾均重 /

g

放养数 /尾

1号池 2号池

放养密度 /

尾# hm- 2

2007- 02- 25 赤眼鳟 35 4 500 4 000 15 000

2007- 02- 08 鲢 100 360 320 1 200

2007- 02- 08 鳙 75 180 160 600

2007- 02- 10 黄颡鱼 25 540 480 1 680

2007- 06- 10 青虾 2 cm 135 000 120 000 450 000

1. 4 饲料投喂
所用配合饲料粗蛋白含量 30% ~ 32% (陈兴超

和林岗, 2007)。每个试验池设 1台自动投饲机。 3

月下旬,当池塘水温升至 12e 以上时, 开始人工驯
化投饲。每天下午 2点时投饲 1次, 每次投饲前先

泼水 2~ 3 m in, 略停片刻后, 把少量饲料洒入水中,

如此反复,每次驯化时间为 20 ~ 30m in, 经过 10 ~

15d的驯食, 即可使赤眼鳟定点上浮水面抢食。 4月

初,池塘水温升至 20e 以上时,改用投饲机定时、定

点投喂, 日投饲改为 2次。一般在每天上午 8~ 9

点、下午 4~ 6点, 投喂量以每次投至赤眼鳟基本不

来抢食为止 (投喂量一般为鱼体重的 2% ~ 4% ), 并

视鱼的生长、吃食情况、水质及天气变化等灵活掌

握。

1. 5 水质调整

放养鱼种时,池塘水深控制在 80 cm左右,以后



逐渐加深,至 6月份, 池水保持在 1. 6 m。整个养殖

过程, 池水透明度保持在 30 cm左右。高温季节,鱼

摄食旺盛,投饲量及鱼体排泄量大,养殖池每隔 3~

5 d天加注 1次新水, 每次 15~ 20 cm, 以保持池塘

水质 /新、活、爽 0。 6月底开始, 晴天坚持凌晨开增

氧机, 同时下午开机 1~ 2 h;如遇天气闷热或突变、

阴雨天,及时开启增氧机以补充水体溶氧,池水溶氧

量保持在 4mg /L以上。

1. 6 病害防治

养殖全程着重管理好水质。 7~ 9月, 每 15 ~

20d用 20 g /m
3
的生石灰全塘泼洒 1次,同时每月施

用微生物制剂 1次,以保持水质稳定良好。

1. 7 日常管理

坚持每天早、晚和夜间巡塘, 观察鱼群活动情

况、水色与天气变化以及鱼是否有浮头迹象等,发现

问题及时采取措施。

2 结果

2. 1 养殖效果
根据年底起捕鱼获物统计,具体情况如下。

2. 1. 1 1号试验池  共起捕赤眼鳟 1 769 kg, 平均

0. 42 g /尾,成活率 93. 5%, 单产 5 895. 0 kg /hm
2
;起

捕鲢、鳙商品鱼 641 kg,平均规格 1. 25 kg /尾, 成活

率 95%,单产 2137. 5 kg /hm
2
; 起捕黄颡鱼 130 kg,

平均规格 0. 26 kg /尾, 成活率 92. 5% , 单产 433. 5

kg /hm
2
;起捕青虾 71. 6 kg, 单产 238. 5 kg /hm

2
。养

殖期间共用人工配合饲料 3 485 kg, 饲料系数 1. 97。

2. 1. 2 2号试验池  共起捕赤眼鳟 1 542 kg, 平均

0. 41 kg /尾,成活率 94. 0% , 单产 5 782. 5 kg /hm
2
;

起捕鲢、鳙商品鱼 593 kg, 平均规格 1. 30 kg /尾,成

活率 95. 0% , 单产 148. 3 kg /hm
2
; 起捕黄颡鱼 112

kg, 平均规格 0. 25 kg /尾, 成活率 93. 3% , 单产 420

kg /hm
2
;起捕青虾 72. 4 kg, 单产 271. 5 kg /hm

2
;养殖

期间共用人工配合饲料 3 177kg,饲料系数 2. 06。

2. 2 养殖效益

2. 2. 1 养殖总支出  赤眼鳟、鲢、鳙、黄颡鱼鱼种和

青虾苗平均分别按 15元 /kg、8. 0元 /kg、4元 /kg、34

元 /kg和 70元 /万尾计,配合饲料单价按 2. 5元 /kg

计,塘租按 12 000元 /hm
2
计, 2口试验塘的生产支

出见表 2。

2. 2. 2 养殖总收入  赤眼鳟、鲢、鳙、黄颡鱼和青虾
商品平均价分别按 12元 /kg、7. 2元 /kg、3. 8元 /kg、

34元 /kg和 30元 / /kg计, 1号、2号试验塘的总产

值分别为 31 001元和 27 449元。
表 2 赤眼鳟养殖试验池成本和支出情况 元

Tab. 2 Costs of the cu ltur ing exper im en t

on Squaliobarbus curricu lus

试验塘 苗种 饲料 塘租 人工 水电及其它 合计

1号 4 108 8 713 3 600 2 500 1 500 20 421

2号 3 652 7 943 3 200 2 200 1 300 18 295

2. 2. 3 养殖效益  1号、2号试验塘的净利润分别

为 10 580元和 9 154元;单位净利润分别为 35 267

元 /hm
2
和 33 904元 /hm

2
, 2池平均为 34 586元 /

hm
2
;投入产出比分别为 1B 1152和 1B 1150。

3 小结

试验结果表明,利用普通养鱼池塘主养赤眼鳟,

适当套养其它中上层浮游食性和底层摄食性鱼

(虾 )类,可取得较好的养殖效果。本试验于年初放

养规格为 35g /尾的赤眼鳟冬片鱼种, 放养密度

15 000尾 /hm
2
, 投喂粗蛋白 30% ~ 32% 的配合饲

料, 至当年底, 赤眼鳟平均规格 0. 41 kg /尾,平均单

产 5 839 kg /hm
2
,平均养殖单位净利润 34 586元 /

hm
2
,经济效益良好。

赤眼鳟食性杂,人工养殖时主要摄食配合饲料,

同时也觅食部分水生植物如芜萍、水草嫩叶等,是一

种较为理想的主养和混养品种,适宜推广养殖。赤

眼鳟原是钱塘江水系的一种主要天然渔获物, 尤其

从桐庐至富阳江段,但近几年由于水环境的改变及

水草等天然饵料资源不断减少, 该鱼的捕获量日渐

减少,沿江消费者已很少能购买到这一土著品种。

而进行该鱼的开发和养殖, 既是保护了渔业的种质

资源,也为调整养殖品种结构和养殖者致富提供了

新的途径,并且丰富水产品的日常供应;同时通过人

工繁殖和苗种培育,可为天然鱼类资源的增殖放流

提供物质基础,利于渔业资源和生态恢复,可谓一举

多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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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ulturing Experim ent of Squaliobarbus curr icu lus in Ponds

GUO Shu-i rong, FENG X iao-yu, X IE Nan, LIU X in-y ,i WANG Yu-x i

(HangzhouA cademy o fAgricu ltura l Sc iences, Hangzhou Zhejiang 310024, China)

Abstract: A trial on Squaliobarbus curriculus Cu ltuer in pond w ere conducted. Juven iles o fSqualiobarbus curriculus

were cultured in ponds w ith Stock ing density o f 15 000 f ish per hectare, m ixed w ith a few juven iles of spo tted silver

carp, silver carp, P seudobagrus fulvidraco and freshw ater shrimp, feeding w ith artif icial formu lated d iets o f prote in

conta in ing about 30% ~ 32%. The resu lt show ed that the juveniles reach amean w e ight o f410 gram after 240 days

rearing from a mean w e ight of 35 g ram. Themean outpu t reach 5 839 kg per hectare, w ith a mean profits 34 586

yuan.

Key words: Squaliobarbus curriculus ( R ichardson) ; Pond; Cu l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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