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攀西地区鳍鱼池塘高产养殖技术的研究与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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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主要探讨 了在四 川攀西地 区进行 以缩鱼为主养鱼的池塘 精养技术
,

结果表

明 : 以缩鱼为主的养殖模式
,

加强投饵结合施肥进行精养
,

同时坚持
“
三 看

” 、 “
五定

”

投饵技术和加

强水质控制等
,

可使缩鱼的净产量达到 733
.

7 k扩 6 6 6 .7 m
2 ,

全池鱼的总净产量达到 166I k g / 666 .7 m 2 ,

从而 大幅度提高鱼产量和经济效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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缩鱼喜欢在肥沃的水体中上层生活
,

这正好适

合攀西地区水环境的特点 ;同时
,

它抗病力强
,

自然

情况下缩鱼以浮游动物为主要食物
,

兼食少许大型

浮游植物及水环境 中的其它悬浮物质 ; 在人工饲养

条件下
,

也喜吃人工配合饵料
。

在攀西地区对缩鱼进

行人工投饵精养尚未见报道
,

我们在该地区进行这

方面的试验
,

以期对攀西地区渔业生产有所指导
。

1 试验方法

1
.

1 鱼苗和饲料
鱼苗选 自西昌邓海鱼类繁殖场的水花鱼苗 ;投

喂饲料为干粉料
、

配合颗粒饵料
。

1
.

2 试验地点

试验在西昌学院动物科学研究所校外
“

产学研
”

实践基地进行
。

1
.

3 夏花鱼种养殖

1
.

3
.

1 发塘池

面积为 6 6 6
.

7m
2 ,

水深 1
.

5m 左右 (饲养前期为

5 0 e m 一 7Oe m
,

后期 12 Oe m 一 15 O e m )
,

池底保持 s e m -

sc m 厚的淤泥
。

对发塘池在放养鱼前用生石灰 2 0( ) -

2 50/ 6 6.6 7 m
2

(带水清塘 )进行清塘消毒
。

1
.

.3 2 放养密度

放养密度为 13 万尾 / 66 .6 7耐
。

1
.

.3 3 鱼苗下塘及饲喂

水花鱼苗下塘前第 7 d( 水温 21 ℃ )用发酵的粪肥

Zoo k g6/ 66
.

7 m
2

施基肥
,

在轮虫高峰期时鱼苗 下塘
。

水花下塘后第 d2 开始用豆浆饲养法进行培育
。

每天

6 6 6
.

7耐投喂 Zk g黄豆磨成的浆
,

一周后增加到 3 k g ;

饲喂 10 d后
,

666 .7 m 2每天另投喂粉状精料 .2 s k g
,

根据

天气
、

水色以及鱼苗吃食情况灵活掌握用量
。

1
.

3
.

4 日常管理

在鱼苗饲养过程中
,

分期向鱼池中注水
,

鱼苗人

池时水深为 5 c0 m
,

以后每隔 d3 注水一次
,

每次注水

深度为 or c m左右
。

注水时应用密网过滤野杂鱼和敌

害生物
,

流速应缓慢
。

每天早晚各巡塘 1次
,

观察池鱼

活动
、

吃食情况和水色
、

水质变化情况
,

捞出蛙卵 ; 及

时清除池边杂草 ; 注意培养和调节水质
,

使池水的

p H保持在 .7 5一 .8 0
,

溶解氧保持在 s m g / L以上
,

透明度

在 3 c0 m左右
。

1
.

.3 5 鱼体锻炼和出塘

鱼苗下塘饲养 1d8 时进行第一次拉 网锻炼
,

间隔

dl 后进行第二次拉网锻炼
,

然后计数
,

将夏花转人一

龄鱼种培育池
。

1
.

4 一龄鱼种培育

1
.

4
.

1 放养前的准备工作

鱼种池的面积一般为 20( 刃一 3 2 3 5时
,

水深 1
.

5 -

2 .0 m
。

放养前 10 d左右对池塘进行清塘消毒 (用药量

同发塘池 )和施粪肥 4 5 0 k岁66 .6 7m
2

作基肥 以培肥水

质
,

夏花控制在小型枝角类高峰期时下塘
。

1
.

.4 2 夏花放养

放养时间一般为4月底至 5月初
,

以缩鱼种为主
,

混养草鱼
、

鲤鱼种
。

放养模式见表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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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夏花放养数里与出塘规格

种 类 放养量

单位
:
尾/ 667 6 .耐

出池规格 (
c m) 放养总数

主养鱼

配养鱼

17 ~ 1 9

18 ~2 0

18 ~ 2 0

8 3 00

鱼鱼鱼缩鲤草

1
.

4 .3饲养管理

池塘除去放养前施基肥外
,

夏花放养后隔天施

腐熟的粪肥全池遍洒 1次
,

用量 2 5Ok岁 6 6 .6 7m
2 ;在水

温上升到 25 ℃以上时
,

以投饵为主
,

每隔巧d全池泼

洒生石灰 1次
,

每次用量为 15 ~ 2 0 k g / 6 6 .6 7m
2 。

饲养时

人工投饲粉状饲料
,

饲料总用量为 80 k g
,

坚持
“

五

定
” 、 “

三看
”

投饵原则
, “

五定
”

即定时
、

定位
、

定质
、

定

量
、

定人
, “

三看
”

即看天
、

看水
、

看鱼的活动情况
。

管

理与鱼苗阶段类似
。

1..4 4 转池

秋末冬初
,

水温下降至 or ℃以下时
,

选晴朗的天

气拉 网将鱼种计数后转人食用鱼池
。

1
.

5 食用鱼饲养

1
.

5
.

1 池塘条件

池塘面 积 在 5 3 3 3
.

6 一 6 6 6 7m 2
左 右

,

水深 2
.

5 -

.3 0 m
,

在鱼种放养前根据池塘浮游生物情况酌情施

化肥
。

1
.

5
.

2 鱼种放养

在鱼种放养前
,

对草鱼种和青鱼种分别进行免

疫注射
,

同时对所有鱼种均进行浸泡消毒处理
。

放养

模式见表 2
。

表2 以编鱼为主的食用鱼养殖放养模式

鱼 种

放 养 收 获

规格 (kg )

0
.

35~0
.

4 5

0
.

12 ~ 0
.

15

0
.

05 ~ 0
.

1

0
.

5 ~ 0
.

7 5

0
.

2~ 0
.

4 5

0
.

0 5 、 0
.

15

0
.

02 5~ 0
.

05

.0 02 以下

0
.

5
, 0

.

7 5

.0 02 5~ O j

0
.

峨X )5

0
.

1、 0
.

1 5

0
.

025

数量 (尾 ) 重量 ( k g )

成活率

(% ) 毛产量 (kg ) 净产量 ( kg )

编 鱼

草 鱼

鲤 鱼

l4l40

95%9092909588859592908580

青 鱼

罗非鱼

团头纺

3 oo

4oo

350

60

65

80

4 oo

6X()

8 0

1oo
1 (洲洲)

2 5 0

350

总 计

12 0

5 4

2 6
.

3

3 7
.

5

2 1

16
.

5

l 5

l 0

50

26
.

3

5

3 1
.

2

7
.

5

420
.

3

规格 ( kg )

1
.

3~ 1
.

5

1
.

0 ~ 1
.

2

0
.

3 5~ 0
.

4 5

2
.

5

0
.

7 5一 1
.

0

0
.

4 5 ~ 0
.

7

0
.

5 ~ 0
.

7 5

0
.

2 5~ 0
.

5

1
.

7 5~ 2
.

5

0
.

4 5~ 0
.

75

0
.

0 5

0
.

4 ~ 0
.

5

0
.

2~ 0
.

25

40 3

405

12 6

14 2
.

5

52

40
.

5

2 37
.

5

19 1

162

5 5
.

3

45

95
.

5

126

2 08 1
.

3

7 33
.

7

4 03 .5

182
.

8

1 66 1

1
.

.5 3 清塘消毒和施肥

在放鱼 1d0 前用生石灰清塘消毒 (用药量同发塘

池 ) 和施基肥
,

基肥施用量粪肥用量为45 0一600 k岁

6 6.6 7m 2 。 追肥仅在水温较低的春季和秋季施用
,

每

次施用发酵腐熟的粪肥
,

用量为 100
一 12 5 k留666 .7时

,

以使池水保持
“

肥
、

活
、

爽
、

嫩
” ,

透明度在 3 c0 m左右

为宜
。

1
.

5 .4 投饵

鱼种放养后
,

坚持
“

三看
” 、 “

五定
”

饲养原则 (即

看天气情况
、

看水质好坏
、

看鱼的活动
,

以及定时
、

定

量
、

定质
、

定位
、

定人决定投饵 )进行饲喂
,

每天投喂 3

次配合颗粒饵料
,

投喂量每次为池鱼重量 的 .2 5 -

5%
,

饵料按月分配情况见表 3
。

1
.

.5 5 池塘管理

应做到经常巡视池塘
,

在鱼生长旺季每 1d0 左右

施光合细菌 1次
。

坚持在鱼的生长旺季的每个晴天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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午开动增氧机 l一
2h增氧 ;保持适当的水深

,

定期检

查鱼体
,

做好池塘 日志
。

1
.

.5 6 鱼病预防

在养殖过程 中
,

我们对鱼病的防治 以预防为主
,

在用药上坚持以中草药为主
。

一般每 or
一 1d5 应全池

泼洒 生石灰 1次
,

用量 为 15 一 Z o k群 6 6 6 7m
2 ; 在 4 一 9月

份坚持在食场周围挂漂白粉
、

硫酸铜和硫酸亚铁合

剂的药袋预防鱼病 ;每 10 一 15 d投放药饵 (以大蒜
、

大

黄
、

五倍子等混于饲料中 )
。

表3 以编鱼为主养鱼投喂配合饲料按月分配表 单位
: %

月 份 2 3 4 5 6 7 8 9 10 1 1 12

百分 比 0
.

5 1
.

5 4
.

0 8
.

0 1 6 0 2 0
.

0 2 4
.

0 1 7
.

0 4
.

5 3 0 1
.

5

1
.

.5 7 捕鱼

我们采用一次放足 (罗非鱼5月中旬放养 )
,

分批

捕鱼的方式
。

从 6月初开始将达到上市规格的鱼捕捞

上市
,

以后每隔 2d0 捕鱼一次
。

罗非鱼在 11 月初将剩

下的全部捕捞尽
。

3 小结

2 试验结果

由表 2可知
,

以缩鱼为主的养殖模式
,

墉鱼的净

产 量 达 到 733
.

k7 扩66 .6 7时
,

全 池 鱼 总 产 量 达 到

2 0 8 1
.

3 k酬666
.

7m
2 ,

总净产量为 16 6 I k g / 6 6 6
.

7 m2
。

经

济效益显著
,

且本试验饲养的鱼体质好
,

健康活泼
,

成活率高
,

耐长途运输
。

通过试验表明
,

在编鱼采取传统的施肥养鱼的

基础上加强投饵进行精养
,

可以使以墉鱼为主养鱼

的池塘大幅度提高鱼产量
,

从而取得较好的经济效

益
,

该种养殖模式比较适合四川攀西地区的渔业生

产实际
。

同时
,

在试验中我们发现
,

在 以滤食性鱼类

为主养鱼的池塘
,

水质的控制和鱼病的预防工作对

鱼的生长至关重要
,

如在饲养中
,

我们采用的定期水

质改 良
、

光合细菌的应用
、

鱼病药物预防等等
,

使水

中浮游动物生产力显著提高
,

对墉鱼及其它鱼类的

生长及产量提高有促进作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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