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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为比较全雄黄颡鱼和普通黄颡鱼的养殖产量和养殖效益，设计了１５．００、１８．７５、２２．５０万尾·ｈｍ－２

３个放养密度，在６口面积均为０．７３３ｈｍ２的池塘中进行养殖对比试验。结果显示，随着放养密度的提高，
黄颡鱼的养殖产量、饲料系数、养殖成本和利润相应增加，而出塘规格、产出投入比相应下降。在同一养殖

密度下，全雄黄颡鱼的养殖产量、平均规格和养殖效益均大幅高于普通黄颡鱼，养殖成本和饲料系数较普

通黄颡鱼略低；而在养成的商品鱼中，规格小于５０ｇ的个体，普通黄颡鱼占７．９２％ ～１３．５３％，全雄黄颡
鱼占０．９７％～２．１４％。
关键词：全雄黄颡鱼；普通黄颡鱼；放养密度；产量；效益

　　黄颡鱼（ＰｅｌｔｅｏｂａｇｒｕｓｆｕｌｖｉｄｒａｃｏＲｉｃｈ．）隶属于
鲇形目、

!

科、黄颡鱼属，是广泛分布于我国江河、

湖泊、水库等自然水域的小型底栖经济鱼类。因

其肉质鲜美、肌间刺少，营养价值高而深受消费者

和市场的青睐。２０１２年我国黄颡鱼的养殖产量
达到了２５．６７万ｔ［１］。在相同的养殖条件下，黄颡
鱼雄鱼的生长速度显著快于雌鱼［２］，因此，单性

养殖对于提高养殖黄颡鱼的商品规格、产量和效

益具有重要的意义。有关普通黄颡鱼的养殖模式

和放养密度已有较多的报道［３－８］。为示范推广全

雄黄颡鱼新品种、新技术，推动扬州市黄颡鱼产业

发展，２０１１～２０１３年，笔者承担了江苏省水产三
新工程重点项目《黄颡鱼苗种繁育及高效养殖技

术研究与示范》，在实现全雄黄颡鱼苗种规模化

繁育的同时，探索全雄黄颡鱼的高效养殖技术。

项目组开展了不同放养密度条件下全雄黄颡鱼与

普通黄颡鱼养殖产量和效益的对比试验，以期为

黄颡鱼的养殖生产提供实践依据。

１　材料和方法

１．１　试验池塘及准备
试验塘为６口土池，养殖条件基本一致，编号

Ａ０４～Ａ０９，位于江苏高邮横泾的扬州市董氏特种
水产有限公司养殖基地。面积均为 ０．７３３ｈｍ２，
水深１．８ｍ，淤泥深度不超过１５ｃｍ。每口池塘各
安装１台３ｋＷ和２台１．５ｋＷ的叶轮式增氧机。
放养前池塘曝晒１０ｄ，注水０．３ｍ后，用７５０ｋｇ·
ｈｍ－２的生石灰清塘消毒。３ｄ后注水至１ｍ，并施
放７５０ｋｇ·ｈｍ－２经ＥＭ菌和芽孢杆菌发酵的鹌鹑
粪进行肥水。

１．２　苗种来源及放养
本试验中放养的鱼种，规格约 ６ｇ。使用

２０１２年６月２日扬州市董氏特种水产有限公司
同批次人工繁殖的卵黄苗（父本超雄黄颡鱼购自

佛山市南海百容水产良种有限公司，母本黄颡鱼

选购于鄱阳湖），在池塘内培育６８ｄ。鱼种放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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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５ｄ用阿维菌素杀虫，放养时分筛整齐并用１００
ｍｇ·Ｌ－１的食盐加 １ｍｇ·Ｌ－１的高锰酸钾浸浴 １０
ｍｉｎ消毒。
１．３　试验设计

试验采用一次放养、分两次捕捞的养殖模式。

全雄黄颡鱼与普通黄颡鱼各设置３个放养密度，
分别为１５．００、１８．７５、２２．５０万尾·ｈｍ－２。每口试
验池塘套养规格约 １５ｃｍ的鲢鱼种 １５００尾·
ｈｍ－２，以调节水质。试验于２０１２年 ８月 ７日开
始，２０１３年 ９月 １９日结束。具体放养情况见
表１。

表１　试验池塘黄颡鱼鱼种的放养情况

池塘编号
普通黄颡鱼

Ａ０４ Ａ０６ Ａ０８

全雄黄颡鱼

Ａ０５ Ａ０７ Ａ０９

池塘面积／ｈｍ２ ０．７３３ ０．７３３ ０．７３３ ０．７３３ ０．７３３ ０．７３３
放养时间／年－月－日 ２０１２－０８－０７ ２０１２－０８－０７ ２０１２－０８－０７ ２０１２－０８－０８ ２０１２－０８－０８ ２０１２－０８－０８
放养数量／万尾 １１．００ １３．７５ １６．５０ １１．００ １３．７５ １６．５０

放养密度／（万尾·ｈｍ－２） １５．００ １８．７５ ２２．５０ １５．００ １８．７５ ２２．５０
放养规格／（ｇ·尾 －１） ６．１０ ６．１０ ６．１０ ５．８１ ５．８１ ５．８１
放养质量／ｋｇ ６７０．７ ８３８．４ １００６．１ ６３９．５ ７９９．４ ９５９．３

１．４　饲养管理
１．４．１　饲料投喂

饲料选择黄颡鱼专用膨化料，其中０号料和
１号料粗蛋白含量为４０％，粗脂肪１０％；２号料
和３号料粗蛋白含量为３９％，粗脂肪９％。日投
喂２次，时间为５：００和１９：００，投喂于固定的饵
料框内。饵料框用１８目聚乙烯网片制成，规格为
３０ｍ×２０ｍ×０．６ｍ。投喂量以投后４５ｍｉｎ内吃
完为准，并根据水质、水温、天气和吃食情况作适

当调整。水温低于１３℃时停止投喂。
１．４．２　水质管理

饲养期间每月加注新水一次，每次加水１０～
１５ｃｍ。水温超过３２℃时，每周加注一次新水。
加注新水后发现浮游动物大量繁殖时，用４５０ｍＬ
·ｈｍ－２的“蛛虫杀星”及时杀灭，以免影响池塘溶
氧量和黄颡鱼摄食。间隔３０ｄ全池泼洒一次７５
ｋｇ·ｈｍ－２的生石灰，间隔１５ｄ泼洒一次４．５ｋｇ·
ｈｍ－２的芽孢杆菌和１５ｋｇ·ｈｍ－２的 ＥＭ菌。每１５
天用试剂盒测定 ｐＨ值、ＮＨ＋４ －Ｎ、ＮＯ

－
２ －Ｎ和

ＮＯ－３ －Ｎ。
１．４．３　病害预防

在饲料中拌入０．２％的“贝瑞康”３号肠道保

健预混料和０．１％的“肝泰乐”，每个月连续投喂
７ｄ。在越冬停料前和越冬后用阿维菌素各杀虫
一次。

１．４．４　日常管理
早晚各巡塘一次，观察天气、水质变化和池鱼

的活动情况，发现问题及时解决。保持水质清新，

透明度在３０～５０ｃｍ，溶氧量４ｍｇ·Ｌ－１以上。增
氧机的使用坚持“三开两不开”的原则，做好防浮

头、防汛、防逃、防盗、防敌害和防污染工作。

１．４．５　越冬管理
越冬期间水位加至１．８ｍ以上，并适当提高

池水肥度。发现水体变清时，及时施放少量发酵

有机肥和磷肥。每月泼洒７．５ｋｇ·ｈｍ－２的颗粒状
底质改良剂“池底安”和７．５ｋｇ·ｈｍ－２的颗粒状增
氧剂“粒粒氧”各一次。

２　结果和分析

２．１　收获
不同放养密度下黄颡鱼的收获情况见表２。

结果表明，随着放养密度的提高，两种鱼的养殖产

量均大幅提高；在相同密度的情况下，全雄黄颡鱼

的养殖产量比普通黄颡鱼分别提高了２４．１９％、
１１．９８％和２８．３６％。随着放养密度的提高，商
品鱼的规格呈下降趋势。第一次捕捞收获的全雄

黄颡鱼中，３个试验塘规格超过１１０ｇ·尾 －１的商

品鱼的出塘比例分别为 ４４．６８％、４２．３６％和
３９．２４％，而普通黄颡鱼为３２．６５％、３１．２７％和
３３．７５％，全雄黄颡鱼比普通黄颡鱼高 ５％ ～
１２％；第二次捕捞收获，全雄黄颡鱼的规格虽略
小于第一次捕捞收获的规格，但平均规格仍超过

１１０ｇ·尾 －１，而普通黄颡鱼的出塘规格仅为８１．３９
～８６．８４ｇ·尾 －１。随着放养密度的提高，商品鱼

中规格小于５０ｇ的个体比例增加，普通黄颡鱼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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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试验池分别为７．９２％、１１．３８％和１３．５３％，而
全雄黄颡鱼为０．９７％、１．２７％和２．１４％，远低
于普通黄颡鱼。

表２　黄颡鱼不同放养密度的收获结果

池塘编号
普通黄颡鱼

Ａ０４ Ａ０６ Ａ０８

全雄黄颡鱼

Ａ０５ Ａ０７ Ａ０９

时间／年－月－日 ２０１３－０７－１２ ２０１３－０７－１４ ２０１３－０７－１６ ２０１３－０７－１３ ２０１３－０７－１５ ２０１３－０７－１７
数量／万尾 ３．３１ ３．９５ ５．１１ ４．４９ ４．７９ ６．００

占总收获比例／％ ３２．６５ ３１．２７ ３３．７５ ４４．６８ ４２．３６ ３９．２４
第一次收获 规格／（ｇ·尾 －１） １３３．６２ １２４．３２ １１３．９３ １２９．７３ １２７．６２ １１８．５８

体质量／ｋｇ ４４２１．５５ ４９０４．７２ ５８２６．３５ ５８２８．５４ ６１１５．６５ ７１１０．８７
单价／（元·ｋｇ－１） ２５．６０ ２５．６０ ２５．６０ ２５．６０ ２５．６０ ２５．６０
产值／元 １１３１９１．８０ １２５５６０．９４ １４９１５４．６１ １４９２１０．６１ １５６５６０．７０ １８２０３８．３０

时间／年－月－日 ２０１３－０９－０４ ２０１３－０９－０９ ２０１３－０９－１６ ２０１３－０９－０６ ２０１３－０９－１１ ２０１３－０９－１９
数量／万尾 ６．８３ ８．６７ １０．０４ ５．５６ ６．５２ ９．２８

占总收获比例／％ ６７．３５ ６８．７３ ６６．２５ ５５．３２ ５７．６４ ６０．７６
第二次收获 规格／（ｇ·尾 －１） ８６．８４ ８３．２３ ８１．３９ １２６．２５ １１４．３９ １１６．９４

体质量／ｋｇ ５９２６．７７ ７２１７．２７ ８１７１．５２ ７０２２．６７ ７４５８．４５ １０８５６．８８
单价／（元·ｋｇ－１） １９．２０ １９．００ １８．８０ ２４．６０ ２４．６０ ２４．６０
产值／元 １１３７９４．０４ １３７１２８．１５ １５３６２４．６６ １７２７５７．７５ １８３４７７．９４ ２６７０７９．２０

数量／万尾 １０．１３ １２．６２ １５．１５ １０．０６ １１．３１ １５．２８
体质量／ｋｇ １０３４８．３３ １２１２２．００ １３９９７．８８ １２８５１．２１ １３５７４．１１ １７９６７．７５

总计收获 合计产值／元 ２２６９８５．８４ ２６２６８９．０９ ３０２７７９．２７ ３２１９６８．３６ ３４００３８．６４ ４４９１１７．４９
＜５０ｇ比例／％ ７．９２ １１．３８ １３．５３ ０．９７ １．２７ ２．１４
雄性率／％ ６６．２４ ６８．５３ ６５．８２ ９８．１７ ９７．６４ ９７．３９

表３　黄颡鱼不同放养密度的单产、平均规格和饲料系数

池塘编号
普通黄颡鱼

Ａ０４ Ａ０６ Ａ０８

全雄黄颡鱼

Ａ０５ Ａ０７ Ａ０９

单产／（ｋｇ·ｈｍ－２） １４１１１．３６ １６５２９．９９ １９０８８．０１ １７５２４．３８ １８５１０．１４ ２４５０１．４８
平均规格／（ｇ·尾 －１） １０２．１１ ９６．０８ ９２．３７ １２７．８１ １２０．００ １１７．５８

饲料系数 １．４２ １．４７ １．５６ １．３７ １．４６ １．４９

２．２　单产、平均规格和饲料系数
不同放养密度条件下，两种鱼的单产、平均规

格和饲料系数见表３。随着放养密度的提高，两
种鱼的平均单产均大幅提高。３种放养密度下，
全雄黄颡鱼的平均单产分别比普通黄颡鱼增加

２４．２％、１２．０％和２８．４％。平均规格则随着放
养密度的提高呈下降趋势，全雄黄颡鱼的平均规

格在１１７．５８～１２７．８１ｇ·尾 －１，高于普通黄颡鱼的

平均规格（９２．３７～１０２．１１ｇ·尾 －１）。饲料系数随

着放养密度的提高而增大，但全雄黄颡鱼的饲料

系数在１．３７～１．４９，略低于普通黄颡鱼的饲料系
数１．４２～１．５６。

２．３　经济效益
各塘口养殖成本及收益分析见表４。结果显

示，随着放养密度的提高，鱼种费、饲料费和药品

费等物化成本亦增加。养殖密度相同时，全雄黄

颡鱼的物化成本高于普通黄颡鱼，其中药品费的

增加主要是在饲料中定期添加 ０．２％的“贝瑞
康”３号肠道保健预混料，每吨饲料成本增加５００
元。随着养殖密度的提高，养殖每千克商品鱼的

总支出略有增加，全雄黄颡鱼３个试验塘分别为
１５．８８、１６．７２、１６．２９元·ｋｇ－１，略低于普通黄颡鱼
的１６．６３、１６．６６、１７．１３元·ｋｇ－１，其中Ａ０７池塘全
雄黄颡鱼养殖成本的增加主要是由于养殖过程中

鱼发病，造成了一些损失。随着放养密度的提高，

产出投入比下降，利润却大幅增加，且全雄黄颡鱼

３个放养密度下的利润分别高于普通黄颡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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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４　黄颡鱼不同放养密度下的养殖成本和收益（元·ｈｍ－２）

池塘编号
普通黄颡鱼

Ａ０４ Ａ０６ Ａ０８

全雄黄颡鱼

Ａ０５ Ａ０７ Ａ０９

总产值 ３０９６６６．９０ ３５８３７５．２９ ４１３０６８．５８ ４３９２４７．４２ ４６３８９９．９２ ６１２７１１．４５
鱼种费 ８８００．００ １１０００．００ １３２００．００ １６５００．００ ２０６２５．００ ２４７５０．００
饲料费 １７８３３９．３１ ２１６２６１．９０ ２６５０１７．９８ ２１３６７４．７７ ２４０５２０．８１ ３２４９１４．０７
药品费 ７９７７．４５ ８４７４．４９ ９１１３．５２ ８４４０．５８ ８７９２．４４ ９８９８．５６
水电费 １０４２４．７０ １０４２４．７０ １０４２４．７０ １０４２４．７０ １０４２４．７０ １０４２４．７０
人工费 １２６９０．００ １２６９０．００ １２６９０．００ １２６９０．００ １２６９０．００ １２６９０．００

物化成本小计 ２１８２３１．４６ ２５８８５１．０９ ３１０４４６．２０ ２６１７３０．０５ ２９３０５２．９５ ３８２６７７．３３
产出／投入 １．４２ １．３８ １．３３ １．６８ １．５８ １．６０
毛利润 ９１４３５．４４ ９９５２４．２０ １０２６２２．３８ １７７５１７．３７ １７０８４６．９７ ２３００３４．１２
池塘租金 １６５００．００ １６５００．００ １６５００．００ １６５００．００ １６５００．００ １６５００．００
净利润 ７４９３５．４４ ８３０２４．２０ ８６１２２．３８ １６１０１７．３７ １５４３４６．９７ ２１３５３４．１２

３　讨论

３．１　放养品种、放养密度与单产、规格的关系
本试验采用一次放养、分两批捕捞的模式，放

养密度越大，产量越高，而全雄黄颡鱼养殖产量增

加得比普通黄颡鱼的更加显著，这与黄颡鱼雌雄

鱼的生长差异有关。在同等养殖条件下，一龄黄

颡鱼雄鱼的生长速度比雌鱼快３０％，二龄雄鱼快
５０％以上［２］。雄性率不仅对养殖产量影响较大，

对出塘规格也产生较大的影响。第一次捕捞收获

时，因捕起的普通黄颡鱼基本为雄鱼，故平均出塘

规格略大于全雄黄颡鱼，但到第二次捕捞收获时，

普通黄颡鱼雌鱼的比例高，从而导致平均出塘规

格显著小于全雄黄颡鱼。由于放养品种、放养密

度与养殖产量及出塘规格密切相关［９－１０］，因此，

在放养品种和放养密度的选择上，除了应考虑鱼

类的生长特性和池塘配置条件等因素外［１０］，还须

综合考虑养殖者的经济条件、技术和管理能力等

自身资源，这样才能获得较好的养殖效果。

３．２　品种选择、放养密度对养殖成本及收益的影
响

商业性养殖的最终目标是追求养殖效益，而

养殖效益则取决于所选品种的养殖产量、商品价

格和养殖成本［９－１０］。本试验的结果表明，在同等

放养密度下，虽然全雄黄颡鱼的养殖成本只是比

普通黄颡鱼略低，但由于全雄黄颡鱼的出塘规格

大，销售价格较高，因而养殖效益比普通黄颡鱼更

加显著。

４　结论

综上所述，两种黄颡鱼的养殖产量和效益均

随着放养密度的增大而提高，但全雄黄颡鱼的养

殖产量、出塘规格和养殖效益显著高于普通黄颡

鱼。采用一次放养、分两批捕捞的养殖模式，通过

加大放养密度提高养殖产量，全雄黄颡鱼的优势

更加明显。当放养密度提高到２２．５万尾·ｈｍ－２

时，不仅能提高养殖产量和养殖效益，而且对出塘

规格无显著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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