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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黄鱼Pseudosciaena α-ocea( Rich缸d四川，系副i首鱼科黄负屑， 俗称黄花馅， 为我国特有的地}i性种
类，是 我国传统四大经济鱼类之 。 近年米，太黄鱼自然资源日趋衰退，在海 洲湾渔场颜临绝迹 。 为保
护繁衍大黄鱼资惊，发展大黄伍增弄殖业，1998年4月，我局革扫了江苏省海 样渔业开发项目 大黄

鱼人工育苗技术研究。 本立果该项育苗 技术的生产性试验结果， 旨在为石首鱼科鱼类的人工育苗提 供
星参考。

1 材料与方法

1.1 材料

(1)育苗室设施 。育苗 室屋顶为玻璃框架结构， 顶部且四周备有遮光黑塑料衔。
(2)育苗池。 为 7.2mx4.0mxl.2m长方形水泥池，池内装街加热钢管。 约5m'放置1个 克气石c
(3 )育苗闸北 。经室外池沉淀、二级勘滤池过滤， 再经暗沉淀、顶热恒温后每用c

1.2 受精卵的来源与运输

1998年4月22日，从福建厦门购买查精卵 2.25kg(约8.0 x lO-�粒/kg)， 采用18个 3刷d薄膜袋各
加10由l海 水充氧，外加泡沫箱包装.由福建*乐空运至连云港， 再用汽车运至育茵场， 历时17ho

1.3 受精卵孵化和幼体培育技术

(1)受精即孵化。 孵化器 采用4个以60日筛绢制成直径80cm，高90cm 的困柱形网箱，悬挂在水泥
池中， 革深1m，箱底部 加 散气石克氧，使卵粒保持悬浮缓慢滚动状态，不致于下沉堆积。 膊化革温 21
8 -22.0吧，pH8.1-8.6.盐度22.1 - 23.4，在弱光(1000- 15oo1x)条件下孵化。 待仔鱼牌出后，停气， 虹
吸去除死卵， 倾斜孵化箱， 让仔鱼自然进入池中o

(2)仔鱼前期。 孵化出膜至阳黄囊和油球完全吸收，为仔鱼的营养过搜期 。此期 仔俗的活动能力和
对不良环境的耐受力极弱，体长小于 5mm，宜静水 培育 。 初孵仔钝培育密度为 6x 1(1'尾1m'左右， 培育
池中砂滤海 在深度回cm;开始一周内不换 水， 只需每日清早加高浓度未老化的小球噩， 保持水中浓度为
30 x 1时-40x时个/mL， 保持做冲气， 水温保持21.8 - 23.8'1': ，pH 8.1 -8.6 ;避免光辑直射C 孵化后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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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龄体li:4.8mm 左右，卵黄囊 和油球消失，进入仔鱼后期阶段。
(3)仔鱼后期 。 卵黄囊和油球吸收至各鳝鳝是发育完整;体长小于 lOnnn，营养类型由内外源棍音型

转为纯外源型。 水环境同仔鱼前期，可适当加大克气量，日换水 113左右，每1 - 2d吸污4次 。 17晶后
期有很强的趋光性，应避免光线直射和夜晚灯光照射。19日龄仔鱼体长达1O.0mm左右，各鳝己完全成
形 ，发育进入稚鱼阶段。 仔鱼期适 度密养，以减轻劳动强 度井节约 生物饵料，提高饵料利用 率 。

(4)稚鱼期 。 各鳝鳝聋发育完整主鳞被形成;体长 10.0-却Omm。 每日换水 113 - 1 /2左右，充气
量逐渐增大 ，温度24.0-24.5'\: ，pH 8.1 - 8.6，盐度22.1 - 23.4;每天早晨吸污一次ω 稚鱼阶段不宜阳
光直射和夜晚灯光照射，以免集群缺氧或相 互攻击。 为防互残，此阶段应适时分池。 32日龄体长达

2O.0mm左右时，完整的鳞形成，这也是稚鱼期结束井进入幼鱼阶段的标志。
(5)幼鱼期 。鱼苗圭身披鳞，外部形态似成鱼。 换在量每天 保持 1 -2个全量，并加大克气量3每王

吸扫→次 。 分池培育，降低培育密度，促进生长， 减少残食 和疾病发生。 当幼鱼体长达25.0 - 3D.Omm
时，经降温培育使之适应外界 养殖环境后，即可作为商品苗出售、放 养。

1.4 饵料系列

初 膊仔鱼以自身卵黄为营养，不需投饵 ;仔量 表1 大黄鱼育苗的饵料系列

挥出后第三天，口、虹形成井开口 摄食， 轮虫经 I油1抽回回臼d田由田地of p. croc，四

(15∞-2000) x 10'个lnú"的小球藻和轮虫专用 种 类 轮虫 卤虫幼体 槐足笑 配合饵料

营#强 化剂强 化 12h后，以8 - 10个ImL的密度 孵出后日龄 3-17 14_22 17…50 43-到

投喂 ， 4句5日龄后维持 3-5个ImL的密度; 14日
龄开始，增投营养强化的卤虫幼体 0.5 -1个ImL; 17 日龄开始投喂经曲目筛绢过滤的梳足类，每天每
万尾仔鱼投饵 30句5Og，一天 5-6次投喂;43日龄后，投喂用幌且类与鲤鱼饵料1: 1.5的比例加I调制
成的粉末状饵料，投喂量视鱼苗摄食情况，以少量多次、饱食不留残饵为原则。饵料系列见表10

1.5 生物饵料的DHA营养强化

(1)轮虫的营养强化('Ire咱也eID咱nutrition)。 根据仔鱼所需 轮虫的投饵量，选择大小适宜的容器，加
入 (1500-2000) x 10'个ImL的'1球藻液，被强 化轮虫的浓度控制在细 - 500个/EZIL[l]，水温22.0-24
O'\:，适量充气 。 每立方来水体加 轮虫专用营养强化剂50DE微囊15mL，于烧杯中以5自由倍海水搅匀
加入强化 容器内，强化培 养 12h后投喂 。

(2)卤虫幼体的营养强化。 睿器中加入砂滤海水，卤虫幼体放入密度控制在 100四2朋个ImL 左右，
每立方米事体加卤虫专用营养强化剂50DE微囊30mL，克气、强 化 6 h 左右投喂。

1.6 疾病防治
每3 - 5d交替施1 X 10-6氯霉素或土霉素 1次，以预防疾病的发生，井时生物饵料进行严格消毒。

2 结果

2.1 孵化

大黄鱼受精即为圆球形浮性卵，无色透明，单油球 [2]，在水温21.8-22.0'\:、pH8.1-8.6、盐度22. 1
-23.4的条件下，受精后 24h左右，仔鱼陆续破膜而出，共计脾出仔鱼 1 .59xlo'尾，孵化率 94.6 %。

2.2 菌种培育

在水温21卜25.0'\:、pH8.1 - 8 .6、盐度22
1-23.4的条件下，经50d培育，共出 池圭桂28.0

-32.0mm的大黄鱼苗 5.35x10'尾，育苗成活率
33.5%。 各阶段 培育成活率 见表2，

表2 大黄鱼仔、稚、幼鱼培育成活率
Tab.2 Bn:时k唱""".明aI raIe of larvaI，如田曲

""" ，...吨P. croc回 马

阶 段

成精率(%)

仔鱼期

87 .3 

稚鱼纲

63.7 

幼鱼翔
ω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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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仔、稚鱼主要形态特征和生态习性

仔包出膜后，外部形态不断发生变化[剖，至
32日龄已具成鱼特征 (表3)。

3 问题与讨论

3.1 分池与鱼苗成活率

中后期鱼苗相残，是影响成活 率的重要因素。
除投饵不足外，鱼苗 培育密度大、个体差异悬睛，
也是 个重要原因 。 据观察，残咬现象出现于稚
鱼期以后， 15.0nnn以上个体 尤 为明显 。 残咬时大
个体鱼苗因吞不下去小鱼苗而同归于尽 。 本项研
究因分池不及 时，鱼苗相残损失较大，生长速度变
慢 。 至 3 9日龄发现 部分鱼苗体 弱，游动能力差，
分 散仰游于水面下，死亡 率增 高。 后果取分池稀

养、加大换本量等舟、法，鱼苗体质恢复较快，分出

袋3 大黄鱼仔、稚鱼的主要陆态特征和生态习性
Tab.3 回到， �，回回咂'"曲....... 智能. "'" "'"句如al

曲"""加"..趾咽， 如回Ie P. cr院?回

H龄(d) 全长(皿"' 主要形态特征和生态习性

口末开，体色透明!尾部有 包东斑g
初孵仔但 2.9-3.1 卵黄囊近椭阳彤，内有一个油球，仔负倒

挂或悬于水中，偶尔抖动尾部，斜乎iI挣动J

3 

5 

7 

14 

17 

19 

32 

开11.卵黄囊残余少许，胸鳝出现，螺
3.5-3.7 形成，应与外界开通开始摄食轮虫仔鱼

游泳活泼，易结群，趋光。
3.9-4.0 卵黄囊逐渐消失!镖开始元气;平淤

汹球消失，选人仔鱼后期，逆水游泳4.8…5.0 
集群援食。

各鳝条均已出现摄食卤豆豆元怖幼7.0 -7.3 
体，生长迅速!开始定向集群绕池环游。

7.8 -8.4 开始摄食校足类。

各鳝已完全形成，鳝条发育完罄，居
10.0-11.3柄前瑞出现鳞片，进入稚鱼期3开始相互

残杀。

鱼体全身披鳞!具成鱼形态特征，稚
20.0-22.0 鱼期结束进入幼鱼阶段，相互残杀1与酵

体桶连者极易遭受攻击。

的鱼苗生长速度、活力明显优于原池，死亡 率降低。 因此，鱼苗发育至稚鱼期后，体长在12.0 - 15.0mm 
应适 时分池 培育，将密度降到1 x 1(1'尾/旷以下 。 卦池可于夜间用光诱，带水操作，是件允许的话，还应
移 池 (倒池 ) 培育 。

3.2 生物饵料的营养强化

轮虫和卤虫是海水育苗过程中重要的生物饵抖 。 通常悔之1<10.苗需要从饵料中在得 高级不饱租脂肪
酸(n-3凹'FA) ，其主要有两种廿碳五烯酸(20，5n-3，简称EPA)租甘工碳六烯酸 (22，6n-3，简称 DHA)，这
两种脂肪酸是海水鱼苗维持正常生任所必需的物质.轮虫 和卤虫中EPA 和 DHA吉量很低，必须进行营

养强化提高其吉量 。 本项目研究，我们果用山东省海洋水产研究所生产的 轮虫、卤虫专用营养强化剂
50DE微囊，强化生物饵料，使仔、稚鱼期鱼苗生长健壮，摄食能力强，靠群坪游，鱼苗抗病能力强，未发生
营养缺王导致的 仔鱼镖异常膨大症 。

3.3 仔、稚鱼期发育的三个主要危险期

仔鱼前期的开口饵料关
是苗种培育的三个主要危险期o

仔鱼 2日龄稍开口，5-7日龄阳黄囊和 油球先后吸收，处于从内源性 转向外 源性的混合营养阶段，
是仔鱼的主要危险期 。 此时仔鱼从生理生态上发生与摄食、运动相关的器宫发育的急剧变化[叫，完成从
师黄营养 转入外界摄食的机能 转变，这期间，饵料的大小、密度和质量与仔鱼器宫发育的不协调会导致
仔鱼大量死亡 。 因此，除满足适宜的环境条件外，及 时投喂适口、营养、易得的饵 科，尤 为重要 。 榴皱臂
尾 轮虫大小适合仔鱼混合营养期吞食，适宜作为仔鱼的开口饵料 。 II- 14 日龄仔负摄食与运动器官仍
在继续发育， 轮虫已不能满足仔鱼的生长和营养的需求，是仔鱼 存活的卫一 危险期。 应及时 转换、加投
相应的系列饵科生物卤虫 。 在饵料 种类改变后的 2甩到中，应继续兼投 定数量的原束饵料。

鱼苗盎育主稚鱼期，体长达12.0- 15 .Onnn时正是生长鳞片阶段，且死亡 。 通过阳强水质管理、投
喂 DHA吉 量较为丰富的槐足类，井定期施药预防病原酋滋生， 降低了稚鱼期死亡 率。 本项研究若能在
稚鱼期适时分池及 转 池 培育，则能进 步提高其生长 和存活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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