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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２０１０年６月２４日至１０月８日，以采自金沙江的３４尾圆口铜鱼（Ｃｏｒｅｉｕｓｇｕｉｃｈｅｎｏｔｉ）仔鱼（出膜３～４ｄ）为驯
养试验对象，仔鱼阶段分别以蛋黄和水蚯蚓碎浆作开口饵料，稚鱼、幼鱼阶段投喂人工配合饲料，圆口铜鱼仔鱼、

稚鱼、幼鱼均能主动摄食。经１０７ｄ驯化培育，总体成活率６４．７１％，幼鱼平均体长（７０．５±４．６）ｍｍ，平均体重
（５．９±１．３）ｇ，表明圆口铜鱼仔幼鱼易于驯养。
关键词：圆口铜鱼；驯养；仔幼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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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圆口铜鱼（Ｃｏｒｅｉｕｓｇｕｉｃｈｅｎｏｔｉ）属鲤形目（Ｃｙｐｒｉ
ｎｉｆｏｒｍｅｓ）、鲤科（Ｃｙｐｒｉｎｉｄａｅ）、?亚科（Ｇｏｂｉｏｎｉｎａｅ）、
铜鱼属（Ｃｏｒｅｉｕｓ），是广泛分布于长江中、上游的特有
鱼类和重要经济鱼类之一；圆口铜鱼为河流洄游型

鱼类，整个生活史均在河道内完成；受水利水电工程

建设和过度捕捞等因素的影响，长江上游圆口铜鱼

资源呈下降趋势（柯福恩等，１９９４；张志英和袁野，
２００１；曹文宣等，２００７）。在长江中上游，渔民常将捕
捞到的圆口铜鱼置于流水中暂养，但由于鱼体受伤、

寄生虫病害等原因，驯化成活率一般不高，有关圆口

铜鱼仔鱼驯化尚未见报道。本试验以尚未开口的圆

口铜鱼仔鱼为驯化对象，以期为其增殖保护和人工

繁殖培育提供参考。

１　材料与方法

１．１　试验鱼
圆口铜鱼早期资源采集及仔鱼、稚鱼和幼鱼分

期参照余志堂等（１９８４）和曹文宣等（２００７）的方法。
试验仔鱼３４尾，于２０１０年６月２４日采自金沙江下
游宜宾江段，为雏形鳔期，出膜３～４ｄ，可主动游泳。
经镜检观察，鳔雏形，肠壁出现褶皱，卵黄囊吸收变

窄，呈长棒状，肠道内未见明显食物或粪便。仔鱼经

１４ｄ培养，全长１５ｍｍ即为稚鱼；再经２８ｄ培育，全
长４８ｍｍ即为幼鱼，幼鱼培育期６５ｄ。
１．２　试验装置

仔鱼、稚鱼驯化阶段用水族箱（０．５ｍ×０．４ｍ

×０．２ｍ）盛水约３０Ｌ，外接空气泵增氧，虹吸管吸
除沉底污物。幼鱼驯化阶段用水族箱（１．２ｍ×
０．５ｍ×０．６ｍ）盛水２００～２５０Ｌ，内置小型壁挂式
气液增氧泵，生物棉滤网过滤粪便和残饵，定期用自

来水清洗滤网。养殖用水为充分曝气除氯的自来

水。试验水温仔鱼期１９．５～２２．５℃，稚鱼期２１．０～
２３．５℃，幼鱼期２２．５～２６．５℃。
１．３　饵料投喂
１．３．１　仔鱼期　仔鱼分为２组，每组１７尾，分别用
煮熟的鸡蛋黄和水蚯蚓碎浆作开口饵料，持续７ｄ。
仔鱼经开口驯食后，均投喂剪成小段的活体水蚯蚓，

持续７ｄ。观察记录仔鱼成活、摄食与排粪情况，及
时清理残饵和粪便，换注新水。

１．３．２　稚鱼期　稚鱼人工驯食选用沉性微粒配合
饲料，主要原料为鱼粉、虾粉、角鲨卵粉、蟹黄粉、凝

胶蛋白、多种维生素及矿物质等（表１）。每次取饲
料１～２ｇ，滴入少许水调和成团投喂，每天投喂３次
（８∶００、１６∶００和２２∶００），持续２８ｄ。观察记录稚
鱼成活、摄食与排粪情况。

表１　鱼苗用沉性微粒饲料成分
Ｔａｂ．１　Ｉｎｇｒｅｄｉｅｎｔｓｏｆｓｉｎｋｉｎｇｐａｒｔｉｃｌ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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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例 ≥５０．０≥８．０≤３．０≤１６．５≤５．０≥１．０≤１２．０ ≥２．０

１．３．３　幼鱼期　幼鱼人工驯食选用沉性颗粒饲料
（粗蛋白含量≥４５％、粗脂肪含量≥５％），每天投喂
２次（８∶００、１８∶００），日投喂量 ５～１０ｇ，上午占
１／３，下午占２／３，持续６５ｄ，至试验结束。



２　结果

圆口铜鱼仔幼鱼驯养从２０１０年６月２４日至１０
月８日结束，历时 １０７ｄ，试验鱼的总体成活率为
６４．７１％，幼鱼已能主动摄食人工颗粒饲料（表２）。
试验结束时，测定２２尾成功驯化的圆口铜鱼幼鱼，
体长６３～８２ｍｍ，平均体长（７０．５±４．６）ｍｍ；体重
４．２～９．５ｇ，平均体重（５．９±１．３）ｇ（表３）。

表２　圆口铜鱼仔幼鱼驯食与成活率
Ｔａｂ．２　Ｓｕｒｖｉｖａｌｒａｔｅａｎｄｆｅｅｄｉｎｇｄｏｍｅｓｔｉｃａｔｉｏｎｏｆｌａｒｖａ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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仔鱼期
１７ 熟蛋黄和水蚯蚓小段 １４ ５ ７０．５９
１７ 水蚯蚓碎浆和小段 １４ ３ ８２．３５

稚鱼期 ２６ 沉性微粒饲料 ２８ ４ ８４．６２
幼鱼期 ２２ 沉性颗粒饲料 ６５ ０ １００

表３　圆口铜鱼幼鱼的生长测定
Ｔａｂ．３　ＧｒｏｗｔｈｏｆｊｕｖｅｎｉｌｅＣｏｒｅｉｕｓｇｕｉｃｈｅｎｏｔ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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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７８ ６４ ３．９ １２ ８８ ７０ ５．６
２ ８１ ６３ ４．２ １３ ９０ ７２ ５．６
３ ８２ ６５ ４．２ １４ ９０ ７０ ６．４
４ ８２ ６５ ４．７ １５ ９０ ７２ ６．１
５ ８２ ６６ ５．１ １６ ９０ ７２ ６．４
６ ８６ ６７ ４．８ １７ ９３ ７４ ６．２
７ ８６ ７０ ６．１ １８ ９５ ７５ ５．８
８ ８７ ７２ ５．３ １９ ９５ ７５ ７．２
９ ８８ ７０ ６．１ ２０ ９６ ７５ ８．１
１０ ８８ ６８ ５．０ ２１ ９７ ７７ ７．３
１１ ８８ ６８ ５．４ ２２ １０５ ８２ ９．５

３　讨论

３．１　驯化环境
本试验从圆口铜鱼仔鱼开始，经１０７ｄ驯养，试

验总体成活率为６４．７１％，幼鱼个体与同期在金沙
江下游向家坝库区采集的当年幼鱼大小相当，说明

圆口铜鱼仔幼鱼较易驯化，人工驯化可作为圆口铜

鱼保护手段之一。圆口铜鱼喜流水生活、耗氧率高

（郑曙明和吴青，１９９８）；试验中增设氧气泵后，仔幼

鱼能较好地适应人为创造的微流水和高溶氧环境。

３．２　死因分析
试验期间，圆口铜鱼死亡现象主要发生在仔鱼

开口驯化阶段，经对死亡个体显微观察，其体表并无

创伤和寄生虫，胃肠道食物饱满，死亡原因不明，有

待深入研究。有报道指出，病害是造成圆口铜鱼养

殖死亡的主要原因（陈春娜和黄颖颖，２００９）；因此，
在圆口铜鱼养殖期间应当尽量避免病原体的带入。

３．３　食性观察
有关圆口铜鱼的食性，黄和邓中麟（１９９０）对

采自宜昌葛洲坝下江段圆口铜鱼幼鱼和成鱼（体长

９．９～３６．７ｃｍ）研究后认为，其以动物食性为主，植
物碎屑只是容易得到才被大量吞食的；而对于圆口

铜鱼仔稚鱼（全长１．０～４．８ｃｍ）的食性目前尚无报
道。本试验以煮熟的鸡蛋黄和水蚯蚓碎浆作仔鱼的

开口饵料，圆口铜鱼仔鱼均能主动摄食，体外观察仔

鱼胃内充满淡黄色的蛋黄和暗红色的水蚯蚓，说明

仔鱼较为喜食。以沉性配合饲料投喂圆口铜鱼稚鱼

和幼鱼，其均能主动摄食，但据观察，稚幼鱼有避让

硬颗粒饲料的行为，而只摄食经水浸泡软化的配合

饲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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