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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 序

《鳜鱼养殖实用新技术》的出版是一件十分可喜的事。
鳜鱼隶属于 科( Serranidae) ，鳜亚科( Sinipercinae) ，鳜

属( Siniperca) 。我国常见的鳜［Siniperca chuatsi ( Basilewsky) ］、
大眼鳜( Siniperca KneriGarman) 、斑鳜( Siniperca scherzeri Stein-
dachner) 分布范围广，个体较大，种群数量也较多，是鳜类中
主要经济鱼类。因其经济和观赏价值高、摄食习性独特，近年
在养殖生产和科学研究中备受关注。

随着我国水产养殖生产结构的不断调整，以优质高产高
效为目标，以市场需求为导向，积极发展名特优水产动物养殖
的热潮已经兴起。特别是群众性养鳜、人工繁殖技术、池塘和
集约化养殖的突破，极大地促进了我国淡水养鳜业的发展，并
有形成新的产业之势。
《鳜鱼养殖实用新技术》总结了 20 世纪 80 年代末期以

来鳜鱼养殖及相关新技术研究方面的科研成果。虽有部分已
先后在学报、杂志上发表，但迄今未系统整理成册。多年来广
大渔民、农民和科技工作者一直盼望着有一本能较系统地反
映当前鳜鱼养殖新技术方面的参考书籍。本书的问世，填补
了这一空白，同时也满足了当前水产行业发展的需要。

水库渔业研究所的科技人员应用所取得的科研成果和多
年从事鳜鱼养殖的实践经验，从鳜鱼的生物学特性、生态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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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摄食感觉机制、人工繁殖、苗种培育、成鱼养殖、营养饲料
及病害防治等技术方面，较完整地编著了这本《鳜鱼养殖实
用新技术》。该书重点突出了人工养殖新技术，并将养殖新
技术与各地养鳜新经验与生态管理技术串于全书，使书中内
容融科学性、实用性、可操作性为一体，是一本很有参考价值
的著作。广大渔民、农民不但可以提高科学养鱼的技术素质，
还可找出本地区养鳜的技术关键、主攻方向，因地制宜应用和
借鉴相关新技术。本书的出版将对培养名、特、优水产养殖人
才，指导开展鳜鱼规模化养殖，推进我国养鳜业产业化及持续
发展起到积极作用。

胡传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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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鳜鱼［Sinipercoca chuatsi ( Basilewsky) ］是一种淡水名贵
鱼，以肉嫩、味美而驰名中外。近十年来，人工养殖以及湖泊
放养鳜鱼迅速发展，特别在我国经济发达、水产养殖水平较高
的珠江三角洲地区，鳜鱼已成为名贵水产品养殖的主要种类。
同时，各地正进行各种形式的鳜鱼养殖。值得一提的是:以前
将鳜鱼作为大水面养殖的危害鱼类而清除，近十年来，却通过
放养鳜鱼，改善湖泊中鱼类种群结构并取得了显著效果。

水利部中国科学院水库渔业研究所开展鳜鱼的养殖生物
学及养殖技术的研究近十五年，在鳜鱼人工繁殖、苗种培育和
成鱼养殖等方面总结出了一整套技术，并整理发表过许多有
关鳜鱼养殖的研究报告论文。尔后，梁旭方又对鳜鱼的摄食
机制、驯食人工饲料和网箱养殖等方面进行了系统研究，获得
了可喜的成绩。与此同时，其他有关单位的同仁在鳜鱼的养
殖生态、生理及养殖技术等方面也进行多方面的探索，总结提
供了大量有科学价值的资料。我们在以上工作的基础上编写
了《鳜鱼养殖实用新技术》一书。

本书以介绍最新养殖技术和实际操作技术为主，同时介
绍必要的基础理论知识，可满足渔、农业养殖生产者需要。同
时对从事水产科研和教学工作者也有一定参考价值。

由于对鳜鱼研究工作的不断深入，养殖技术不断提高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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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进，加上编著者的知识水平有限，书中难免有错漏与不足之
处，诚望广大读者提出宝贵意见。

本书在编著过程中，得到陈文祥副编审、吴炯珞副研究员
的有力支持和帮助。胡传林研究员在十分繁忙的工作中审改
文稿并为此书撰写了序。另外，在书稿中采用了有关同行撰
写的文献，在此编者一并表示衷心的感谢。

编 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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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述

鳜类是鲈形目中的一群淡水底栖凶猛鱼类，分布于
中国、俄国( 阿穆尔河) 、朝鲜、韩国、日本、越南( 红河)
等六国。鳜类摄食习性十分奇特，自开食起终生以活鱼
虾为食，这种现象在鱼类中十分罕见。另外，鳜类还具
有很高的经济价值，不仅是久享盛誉的名贵食用鱼，而
且近年来作为观赏鱼亦日益受到人们的青睐。

1．鳜鱼的营养价值
鳜鱼，又称胖鳜、桂鱼、季花鱼、花鲫鱼、鳌鱼、淡水

石斑等，是一种淡水名贵鱼类，以肉嫩、味美、少刺而驰
名中外。据分析，鳜鱼中各营养成分含量分别为: 蛋白
质 19． 0%，脂肪1． 5%，碳水化合物 0． 05%，钙 0． 05%，
钾 0． 037%。其蛋白质中，人体必需的 8 种氨基酸含量
高达 6． 52%，呈鲜味的氨基酸含量也高达5． 44%，因而
鳜鱼肉味特别鲜美，素有“席上有了鳜鱼，熊掌也可舍
之”之佳句。

我国唐代诗人张志和曾经在诗中写道: “西塞山前
白鹭飞，桃花流水鳜鱼肥。青箬笠，绿蓑衣，斜风细雨不
须归。”可见鳜鱼早为人们所喜爱。现在港澳及经济发
达地区鳜鱼的价格高达 150 元 /千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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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人工养殖鳜鱼的意义
近年来，人工养殖鳜鱼迅猛发展，特别在我国经济发达、

水产养殖水平较高的珠江三角洲，鳜鱼已成为该地区名贵水
产品养殖的主导鱼类。

( 1) 养殖鳜鱼是致富的有效途径。同一地区鳜鱼单位面积
产量虽较养殖“家鱼”低，但池塘单养产量一般可达亩产 200 ～
400千克，有的高达 500 ～ 700 千克。鳜鱼市场价格高( 目前鲜
活鱼价一般为 50 ～ 80 元 /千克) ，因此它的产值较养殖“家鱼”
约高 10倍，利润高 4 ～13倍，养殖鳜鱼已成为广大农户迅速致
富的一条有效途径。

( 2) 鳜鱼养殖刺激了其他鱼类的养殖生产。鳜鱼终生以
活鱼、虾为饵，这给鱼苗繁殖、鱼种培育过剩的地区和单位找
到了一条就地转化的出路。例如，广东省南海市以往鲢、鳙、
鲮鱼苗大量过剩，千方百计争夺北方市场。自从鳜鱼养殖业
在该地区兴起后，这些鱼类鱼苗的需求量成倍上升，投放量增
加 10 倍以上。另外，过去投放鱼苗为 20 万尾 /亩，现在却投
放 100 万 ～ 200 万尾 /亩。目的是给鳜鱼提供饵料。

( 3) 鳜鱼的养殖改变了原有的池塘养殖模式和生产
方式。

①鱼种培育方面:改过去预留空塘、等待鱼种分塘投放为
利用鳜鱼套养，进行生物稀释; 改过去适当稀放、集中前期分
塘为大幅度增加放养密度和不断地进行分塘，以投喂单养池
里的鳜鱼。

②成鱼养殖方面:改过去合理放养、直接养成商品鱼为适
当增加放养量，以对混养的鳜鱼捕小留大，通过生物本身去劣
存优。可以说鳜鱼的养殖已给水产养殖水平较高的地区带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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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一场革命。
( 4) 人工养殖鳜鱼是满足市场需求的一条有效途径。鳜

鱼的自然捕捞产量有限，无法形成规模产量，更不可能有鲜活
鱼大量供应出口。加之鳜鱼食性独特，鱼种培育生态条件要
求严格，能掌握苗种培育技术的不多，在较长时间内不会出现
鳜鱼商品过剩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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鳜鱼的生物学特性

( 一) 鳜( 翘嘴鳜) 与大眼鳜的区别
鳜鱼种类较多，共 3 属 11 种。常见的为鳜和大眼

鳜两种。在生产活动中，渔民由于刚接触鳜的养殖，易
出现不加选择地进行养殖的情况，结果亏本。因此，有
必要介绍一下它们的区别( 图 1) 。

图 1 大眼鳜和鳜

①眼的大小不同: 鳜的眼睛较小，而大眼鳜的眼
较大。

②上颌骨延伸的位置不同:鳜的上颌骨延伸达眼后
缘之后的下方，而大眼鳜的上颌骨仅伸达眼后缘之前的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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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方。
③生长速度不同:在同等条件下鳜的生长速度比大眼鳜

快 4 倍多。但需注意的是: 两种鱼在苗种阶段内的生长速度
相差无几。

图 2 鳜形态特征示意图

在生产中，最有养殖价值的是鳜，而一般不养殖大眼鳜。
鳜的形态特征: 体高侧扁，头后背部隆起。口裂大，下颌

稍突出。前鳃盖骨后缘呈锯齿状，后鳃盖骨后缘有 2 个刺。
背鳍前部为棘，多数为 7 根; 臀鳍棘 3 根。鳞细小。体色黄
绿，腹部黄白，自吻端穿过眼眶至背鳍起点处有一狭长的褐色
条纹，在背鳍棘的第六七根棘的下方有一较宽的褐色垂直带
纹，体侧具不规则的褐色斑点及斑块( 图 2) 。

( 二) 鳜鱼的生物学特性
1．生活习性
鳜鱼属底层鱼类，广泛分布于江河、湖泊和水库，通常生

活在静水或微流水等较洁净的水体中，以水草茂盛的湖泊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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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量较多。冬季( 12 月 ～次年 2 月) 3 个月的月平均水温分
别为 6． 82℃、5． 39℃和 4． 78℃时，栖息在湖水深处，不大活
动，在近岸草丛中则常可捕到幼小的鳜鱼，鳜鱼冬季不完全停
止摄食。春季( 3 ～ 5 月) 气候转暖就回游到沿岸浅水区觅食。
这时鳜鱼都有钻卧洞穴的习性，故渔民可用“踩鳜鱼”或用鳜
鱼夹等方法捕捉。鳜鱼夜晚常到湖边草丛中觅食鱼、虾，故可
用三角网捞捕，用这种方法捕到的雄鳜鱼占大多数。在夏季
和秋季，鳜鱼没有钻卧洞穴的习性，游动活跃，摄食旺盛。

池塘养殖中，夏、秋季鳜鱼常隐藏在池边水草下面，可用
手直接捕捉到;早春和晚秋鳜鱼在池塘边挖去浮泥形成较浅
的洞穴，隐藏其中;冬季则栖息于池塘深处。鳜鱼喜沙砾底质
或硬底泥区，常用尾鳍将淤泥搅拨掉，形成沙质或硬泥底基的
窝穴，然后卧藏其中。因此在池塘拉网捕捞中以拉一次为宜，
待池水平静后鱼钻出淤泥时再进行捕捞。

网箱养殖中，除拂晓和傍晚摄食高峰时期外，鳜鱼一般栖
息在箱底四角，并有奋力往底部钻越逃跑之势，捕捞、洗箱提
网时，鳜鱼头部均朝下用力挣扎，故应选择新网箱或双层网箱
饲养鳜鱼，否则鳜鱼会挣破网箱逃跑。

2．食性
鳜鱼是典型的肉食性凶猛鱼类，一生主要以活鱼为食，鳜

鱼苗从混合营养期，即转入主动( 即开口) 摄食阶段，就开始
吞食其他鱼类的幼鱼。个体稍大的，除食活鱼外，还兼食虾类
以及极少量的蝌蚪和小虾。表 1、表 2 为蒋一珪对梁子湖鳜
鱼食性调查的结果( 表中的出现率和食物的数量无关，不管
一尾鳜鱼胃内有多少虾，只算出现一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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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鳜鱼食物种类的出现率

食物种类
出现率
( % )

食物种类
出现率
( % )

食物种类
出现率
( % )

虾 36． 8 鲤 3． 0 短尾鲌 4． 9
鲫 26． 3 乌鳢 1． 2 红鳍鲌 5． 5
鳑鲏 13． 5 黄颡鱼 3． 7 棒花鱼 0． 6
银 12． 2 似 0． 6 蒙古鲌 2． 4
白杨鱼 4． 3 0． 6 未知名鱼类 13． 5
逆鱼 4． 9 细鳞斜颌鲴 1． 8 螺蛳 2． 4
白鲦 3． 0 黑鳍鲌 2． 4 蚬 1． 2
戴氏鲌 2． 4 麦穗鱼 0． 6 昆虫 1． 2
鲶 0． 6 密鲴 0． 6 高等植物 4． 3
刺鳅 0． 6 鳜 1． 2

毫无疑问，鳜鱼主动摄入的只有活鱼、虾，表中其他食物
的出现可能是饵料鱼胃内的食物出现在鳜鱼胃中而造成，或
在摄食过程中因随意吞下所致。表 2 反映了随鳜鱼的生长其
对食物的选择性改变，但根据近期深入研究表明:鳜鱼各食物
的出现率与环境中存在的多寡以及其易得性尤为相关。鳜鱼
往往摄食环境中存在数量较多、而又容易得到的鱼类或虾类。
表中 9． 5 ～ 16 厘米鳜鱼喜食虾，说明在这个鳜鱼生活时期的
环境中，虾类较多，而又易为这种规格的鳜鱼所得到。

表 2 鳜鱼的体长和其食性的关系( 以出现率表示)

鳜 全 长( 厘米) 9． 5 ～ 16 16． 1 ～ 23 23． 1 ～ 70
检查鱼数( 尾) 18 20 124

食
物
种
类

虾 83． 3 45 29
鲫 — 10 33． 1
鳑鲏 — 20 14． 5
银 11． 1 35 8． 8
其他鱼类 5． 5 10 57．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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鳜鱼的摄食方式，在其不同的生长阶段是不同的。在鱼
苗阶段，鳜鱼主动追逐食物鱼，先咬住其尾部，然后慢慢吞入;
在大鱼种或成鱼阶段，鳜鱼通常是在水中隐蔽起来，当发现猎
物时，以一侧眼睛紧盯着猎物，并随时调整自身方位和姿态，
一旦猎物靠近，便猛然出击，当头咬住，随后吞进，当它发现吞
进的是并不新鲜的死鱼或死虾时，就会用力从咽部吐出。鳜
鱼( 包括鱼苗) 吞食食物的个体大小，并不取决于食物鱼的体
长，而是其体高，只要食物鱼的体高小于鳜鱼口裂的高度①，
一般都能吞入，即使食物的长度等于它自身体长，也能整条吞
入。若食物鱼较长，无法一次吞进时，它则能将已进入胃中的
部分卷曲在一起，继而纳入剩余部分。

3．生长
表 3、表 4 是鳜鱼在湖泊中生长的情况统计结果，结果表

明:雌性鳜鱼生长较雄性快，在 1 ～ 4 龄期间体长增长逐渐缓
慢，而体重增加且加快。

鳜鱼在人工养殖下发挥了肉食性凶猛鱼类的生长优势，
网箱中饲养 294 日龄的鳜鱼平均体重 887． 95 克，其体长与天
然条件下 3 冬龄鱼相当，体重是湖泊、水库中同龄鳜鱼的
5． 97 ～ 7． 79 倍。池塘养鳜当年一般可达 100 ～ 200 克，最大
个体可达 600 克以上。2 龄前的鳜比高龄鳜生长快，而 1 龄
鱼又快于 2 龄鳜，在相同条件下，前者体长和体重的增长分别
为 1． 33 和 2． 39 倍，后者仅为 1． 16 和 1． 47 倍。鳜冬季并不
完全停食，仍持续生长，只是摄食强度和生长速度减缓。从 4
冬龄开始体重和体长增长减慢，第三年开始雌性生长速度超

①鳜鱼口裂的高度:是指鳜鱼张口后上下颌的距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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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雄性。
表 3 梁子湖雌性鳜鱼的生长情况( 单位:厘米)

鱼数
( 尾)

L1
* L2 L3 L4 L5 L6 L7

第二年鱼＊＊ 49 12． 9

第三年鱼 20 15． 1 28． 0

第四年鱼 28 14． 8 27． 1 34． 8

第五年鱼 2 12． 7 27． 3 37． 0 44． 3

第六年鱼 1 18． 1 27． 5 43． 6 44． 6 48． 0

第七年鱼 1 17． 7 30． 3 42． 5 51． 4 57． 0 59． 2

第八年鱼 1 12． 1 21． 2 42． 5 43． 4 46． 2 49． 2 50． 5

平 均 13． 9 27． 4 35． 6 45． 6 50． 4 54． 2 50． 5

* : L1 为根据年轮推算而得到的 1 冬龄鱼的体长; L2 为 2 冬龄鱼的体长，

……余下类推。

＊＊:第二年鱼即 1 冬龄鱼或称 1 龄鱼，第三年鱼即 2 冬龄鱼……，余下

类推。

表 4 梁子湖雄性鳜鱼的生长情况( 单位:厘米)

鱼数
( 尾)

L1 L2 L3 L4 L5

第二年鱼 55 12． 5

第三年鱼 17 12． 8 21． 4

第四年鱼 13 13． 9 24． 0 28． 9

第五年鱼 4 11． 7 22． 5 27． 9 31． 4

第六年鱼 1 14． 4 26． 7 32． 1 36． 0 38． 3

平 均 12． 8 22． 7 28． 9 32． 3 38． 3



鳜鱼养殖实用新技术

10

此外，饲养条件好坏，管理技术的高低也影响鱼的生长。
近年，由于近亲繁殖现象严重，生长速度较前几年明显减慢。

4．繁殖
鳜鱼性成熟较早，雄性通常 1 龄即可成熟，其性成熟最小

型个体体长 15． 6 厘米，重 78 克。雌性性成熟年龄为 2 龄。
人工养殖的鳜鱼生长发育更快，两性均能在 1 冬龄达性成熟
( 广东地区) 。鳜鱼能在江河、湖泊和水库中自然产卵繁殖。
长江流域的繁殖季节是在每年的 5 月中旬至 7 月底，以 6 月
为盛期。产卵时的水温必须在 21℃以上。鳜鱼喜在流水环
境内产卵，汛期发水时，便集群溯水游向有水流的浅滩、草滩
产卵。产卵前雌鱼、雄鱼在水面游来游去。产卵活动多在晚
间进行，产出的卵为半漂流性卵，能随水流呈半漂浮状态，在
漂流中完成孵化。鳜鱼产出的卵有时粘附在湖泊、水库上游
的水草上，只要水质条件好，有一定的微流水经过，粘附的卵
同样可孵化出苗。

( 1) 性腺周期。按照卵粒的发育情况以及卵巢的成熟系
数①将鳜鱼的卵巢分成 6 个发育时期。

Ⅰ期:卵巢宽度在 0． 1 厘米以下。
Ⅱ期:未产过卵的Ⅱ期卵巢———卵巢透明，淡紫红色，宽

0． 1 ～ 1． 0 厘米。卵细胞直径 0． 025 ～ 0． 2 毫米。成熟系数
0． 3% ～ 0． 7%。已产过卵的Ⅱ期卵巢———卵巢松瘪，淡紫红
色，宽 1 ～ 2 厘米，膜厚( 厚度将近 1 毫米) ，较坚韧。卵细胞
分布在卵巢的内周，直径 0． 1 ～ 0． 2 毫米。卵巢中间杂有退化
卵粒，其直径约 0． 3 毫米左右，并有分散的油球，油球直径

①成熟系数 = ( 性腺重 ÷空壳重) ×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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