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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口鲇 （+,-./.+ 01/,2,345-,+）俗称河鲶，鲇巴郎

等，属鲇形目、鲇科；肉细嫩、鲜美、刺少。广泛分布

于长江及支流金沙江、岷江、嘉陵江等，是经济价

值较高的食用经济鱼类，倍受水产养殖界的青睐
6 & 7。对大口鲇的生物学、生态、养殖等方面已有相

关报道 6 # % 8 7，但对大口鲇池塘养殖及其水质理化特

性研究还未见报道。为此，本文于 #$$9 年 ) 月 :
&# 月对大口鲇池塘养殖及其养殖水体的水质理化

特性情况进行了初步分析测定。希望能为水产养殖

者及水产科研者在养殖和鱼类资源生态工作中提供

理论参考。

& 材料与方法

&; & 试验池及鱼苗放养

试验池是选用四川省水产研究所鱼池，面积为

(!80#，池四周石砌，池底淤泥 &$<0 左右，水深

&; 90= 试验鱼来源四川省水产研究所人工繁殖培育

的经驯化已习惯摄食自制人工配合饲料的健康苗

种；放养及规格见（表 &）

规格 放养池
号 面积（0#）

表 & 鱼种及其放养情况

水深（0）
长度（<0） 尾重（>） 总重（?>） 月 日 尾数 密度（尾 @ 0#）

& (!8 &; 9 &! : &9 &&; 9 &&; 9 ) 月 & 日 &#$$ &; !
# (!8 &; 9 ( : &# "; 9 &9; $ ) 月 & 日 #8$$ #; )
! (!8 &; 9 9 : A 8; 9 &!; 9 ) 月 & 日 !$$$ !; #

&; # 饵料与投喂

从 #$$9 年 ) 月 & 日 :&# 月 !& 日，参考张泽芸等
697用粗蛋白为 89B的自制人工颗粒配合饲料。每天投

喂 # 次（上午 A：$$、下午 &"：$$）= 上午投一天总投饵量

的 8$B，下午投 )$B。&& 月和 &# 月投喂饵量非常少。

&; ! 水质理化特性测定方法

各试验池于每月 & 日、&$ 日、#$ 日定期多点取

样，取各点的平均值。CD 值、水温现场测定，其它项

目将水样现场固定，参照《渔业水质标准》和《淡水养

殖水化学》中推荐方法 6 9 % " 7进行分析测定。分析项目

主要包括 CD 值、溶解氧、氨氮、亚硝酸氮、硝酸氮、

磷酸盐、硬度等 " 项水质指标。

# 结果

#; & 大口鲇的放养及收获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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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本实验总结了大口鲇池塘养殖情况并对其水质理化特性进行了分析与评价，结果表明：大口鲇

池塘高产养殖理想投放规格为 ( : &#<0，密度为 #; ) 尾 @ 0#。人工饲料养殖大口鲇的池塘水体水质良好，其水

质理化特性：平均水温为 #$; )O，溶解氧平均为 8; (80> @ P；CD 值平均为 "; 8"；总硬度平均为 "; 8 度；水中主

要生物营养元素氮含量较高，QJ 含量平均为 $; A(0> @ P；磷酸盐含量也高，磷酸盐含量平均为 $; (90> @ P；氮

磷比为 &：&; $"。养殖水体始终保持富营养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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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口试验池通过 , 月 - 日 :-( 月 !- 日的投放、 饲养，捕后统计池塘放养及收获情况见表 -、表 (。

表 ! 大口鲇试养池水质情况表

-、(、! 号试验池分别投放了不同规格和不同密

度的大口鲇，进行 . 个月的人工饲养。( 号池的鱼产

量 "(";4 最高，- 号池的鱼产量 )"+* ";4 次之，! 号

池鱼产量 )));4 最低。- 号池成活率 ""< 最高，( 号

池成活率 ",* ()< 次之，! 号池成活率 ,-* .< 最

低。( 号池饵料系数 (* -. 最低，- 号池饵料系数

(* /) 次之，! 号池 (* ,/ 最高。- 号池放养大口鲇平

均重 --* )4，试验结束时达平均 ))+4= 净增 )!"* )4，

增重倍数为 /.* " 倍，最大个体达 "+"4；( 号池放养

平均重为 .* )4，试验结束时达平均 /++4= ，净增

!0(* )4，增重倍数为 )!* ! 倍，最大个体 ,"+4；! 号池

放养平均重为 /* )4= 试验结束时为 !++4，净增重

(0)* )4，增重倍数为 ,,* . 倍，最大个体达 ,+"4。由表

- 和表 ( 综合分析可看出 ( 号池的放养规格和放养

密度是理想的。

(* ( 养殖池塘水质理化特性

, 月 - 日 : -( 月 !- 日三口试验池中采取水样

分析统计结果 >见表 ! ?。

放养 收获

池号 时间 尾重 总尾数 数量（尾） 尾重（4） 总重 > ;4 ? 成活率 >< ? 平均亩产 > ;4 ? 饵料系数

-
(
!

, 月 - 日

, 月 - 日

, 月 -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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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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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 大口鲇放养收获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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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水温 由表 ! 可见三口试验池的水温变化在

%& ’ #() 之间，三口试验池水温变化趋势 （如图

%）。

#$ #$ # 溶解氧 由表 ! 可知三口试验池的溶氧变化

范 围 是 ：% 号 池 *$ * ’ +$ #(,- . /0 ! 号 池 !$ !+ ’
*$ (,- . / 各试验池溶解氧变化 1如图 # 2。
#$ #$ ! 34*

5 —3 与 36#—3、36!—3 由表 ! 可知

这三项指标在 各池变化情况是：34*
5—3：% 号池

&$ &# ’&$ &*,- . /，# 号 池 &$ &* ’&$ &7#,- . /，! 号 池

&$ &! ’&$ &+,- . /；36#—3：% 号池 &$ &&! ’&$ &&&+,- .
/，# 号 池 &$ &&#+ ’&$ &&(,- . /，! 号 池 &$ &&* ’
&$ &%,- . /；36!—3：% 号池 &$ 7! ’ %$ &(,- . /，# 号池

&$ *( ’%$ &#,- . /，! 号池 &$ 7& ’%$ &#,- . /。各池各指

标变化情况（如图 !、图 *、图 7）。

#$ #$ * 磷酸盐 由表 ! 可知磷酸盐在各池中的含量

都 较 高 ， % 号 池 &$ ( ’ %$ !,- . /， # 号 池 &$ ( ’
%$ #,- . /，! 号池 &$ 8+ ’ %,- . /。各池磷酸盐变化趋

势（如图 +）。

#$ #$ 7 94 值与总硬度 由表 ! 可知各池中 94 值与

硬度变化较稳定，94 值范围 % 号池 8$ # ’ ($ *，# 号

池 8$ # ’ 8$ (，! 号池 8$ # ’ 8$ (；总硬度为 % 号池

+$ 8! ’ ($ * 度，# 号池 8$ #" ’ 8$ (7 度，! 号池 +$ 8! ’
8$ 7+ 度。各池 94 值与硬度变化情况（如图 8、图 (）。

! 讨论

!$ % 大口鲇池养放养规格及密度

根据表 %、表 # 可知，在投喂饵料质量相同条件

下，投放大口鲇的规格 " ’ %#:,，密度为 #$ + 尾 . ,#

时损失率较小，成活率达 (+$ #7; ，饵料利用率高，

饵料系数 #$ %8。主要是投放此规格适宜，转食驯化

彻底，摄食充分，浪费少，固 # 号池获得高产。% 号池

虽然成活率最高，但是由于投放密度过小和饵料系

数过高（#$ *7），导致产量过低。! 号池由于投放规格

过小，成活率较低只达到 +%$ 8; ，饵料利用率低，饵

料系数 #$ +* 为最高。主要是因为投放规格较小，转

食不彻底，浪费多，一定程度上影响养殖水体，导致

产量也低。综合表 %、表 # 和表 ! 分析可知，池养大

口鲇的适合规格为 " ’ %#:,，密度为 #$ + 尾 . ,#，而

且水质环境经分析是良好的。

!$ # 水质理化特点

大口鲇养殖池是人工投喂饵料0 水源是由金沙

江抽提注入。因此0 其理化特性主要是由投放饲料

和水生生物、淤泥等池塘条件决定。水温变化范围

%& ’ #()之间0 平均温度为 #&$ +)。最高温度 #()，

出现在 8 月0 大口鲇的生存温度为 & ’ !() 0 最适生

长温度为 #& ’ !&) 0 最佳生长水温 #7 ’ #() 0 低于

#&)其生长缓慢。本实验中 +、8、(、" 月是大口鲇最

适饲养时间，应抓住此时间加强饲养和管理以获得

高产。94 值平均为 8$ *8，变化范围 8$ # ’ ($ *；各池

中水质均显中性，最适鱼类生长。# 号池溶解氧平均

为 7$ #*,- . /，变化范围 !$ !+ ’ +$ #(,- . /，由表 #
可知要获高产应保持水中溶解氧在 7$ #*,- . / 以

上；总硬度在从试验期间都略偏高，主要与在试验期

间泼洒了石灰水调节水质有关。

!$ ! 水体营养类型

大口鲇各养殖池中 <3 平均含量较高，且变化

范围大。% 号池平均为 &$ "%8,- . /，变化在 &$ 77! ’
%$ %%7,- . /；<3 季节变化较大，夏季高为 %$ %%7,- .
/，冬季低为 &$ 77!，冬夏相差 #$ &# 倍。# 号池平均为

&$ ("!%,- . /，变化在 &$ 7%" ’ %$ %&(,- . /；<3 季节

变 化 较 大 ， 夏 季 高 为 %$ %&(,- . /， 冬 季 低 为

&$ 7%",- . /， 冬 夏 相 差 #$ %! 倍 。 ! 号 池 平 均 为

&$ ((+*,- . /，变化在 &$ 7!7 ’ %$ &#+,- . /，<3 季节

变 化 较 大 ， 夏 季 高 为 %$ &#+,- . /， 冬 季 低 为

&$ 7!7,- . /，冬夏相差 %$ "% 倍。

34*
5 —3 含量平均为：% 号池 &$ &#8,- . /，# 号

池 &$ &*8,- . /，! 号池 &$ &*!,- . /；36#—3 含量平

均为：% 号池 &$ &&*!,- . /，# 号池 &$ &&*++,- . /，!
号池 &$ &&+*,- . /；34*

5 —3、36#—3 在 #、! 号池中

( 月均出现了一个高值：# 号 &$ &(,- . /，! 号池

&$ &+,- . /，可能是由于 +、8 月投喂的饲料没有彻底

摄食彻底，在水中腐烂导致的。但经分解利用到 " 月

开始下降。36!—3 在三个实验池的变化较小，含量

平均为：% 号池 &$ ((+,- . /，# 号池 &$ (!(,- . /，! 号

池 &$ (!8,- . /；磷酸盐含量较高，平均为：% 号池

&$ "78,- . /，磷酸盐在试验期间几乎没有变化，只是

在 " 月略有下降，这可能与 % 号池的摄食彻底有

关。# 号池 %$ &%*,- . /，磷酸盐呈高低起伏状变化，

可 能 与 淤 泥 和 水 生 物 的 分 解 利 用 有 关 。 ! 号 池

&$ ((8,- . /，磷酸盐基本显下降趋势，只是在 8 月份

含量为 %$ %,- . /，主要是由于投放规格过小，在 + 月

浪费的饲料被分解但还未被利用。整个养殖水体中

氮磷比为 %：%$ &8。根据水化学评价标准 = + > （富营养

水体 3：&$ ! ’ %$ &,- . /，?：&$ &%! ’ &$ &7,- . /；中营

养水体 3：&$ % ’ &$ !,-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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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养殖池 # $ %" 月均属于富营养性。但是到 %% 月和

%& 月时 ’( 含量接近富营养下限，接近中营养性上

限，此时的水体应归为中营养性。富营养性的 & 号池

能获得高产不仅与大口鲇的放养规格和密度限制因

素有密切关系还与养殖水体的水温、)* 值、溶解氧、

营养性等限制因素有密切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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