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辽河地区鲇鱼(Silurus asotus) 

的人工繁殖技术研究‘ 

温海深 林浩然 李成永。 于中立 

(1．中山大学水生经济动物研究所，广州 510275 

2．辽 宁省 辽 阳县鱼种场 ，辽 阳 lll218) 

提 要 以辽河承系产的野生鲇鱼(Silurus asotus)作繁殖亲本．采用 LHRH—A (促排 2号)加 DOM(-5 

来酸地歇酮)药物组合(剂量为 6～ g+5 mg／kg)，一次注射，共催产 2926组，排卵效应时间为 8～21 h· 

获得受精卵337万粒t孵出鱼苗 207万尾，平均催产率为 7O 。本试验为我国北方地区开展鲇鱼人工繁殖 

提供了一些成功的经验和解决存在问题的方法。 

关键词 鲇鱼 产卵 人工繁殖 

鲇鱼(Siturus aSOlU~)广泛分布于我国的内 

陆水域中，是一种优良的淡水养殖鱼类。20世纪 

90年代以来 已被列为北方地区的重要养殖对 

象。关于其繁殖生物学和繁殖技术的研究报道较 

多_ ，但在生产上尚未形成规模他的苗种繁育基 

地。为了推进鲇鱼养殖业．探索～套高效、易操作 

的人工繁殖技术和苗种培育技术是 目前关注的热 

点。 

在我国北方，辽宁省的鲇鱼驯化养殖始于 

1992年，最初在丹东市、辽阳市、辽中县、灯塔县 

等地，近年来养殖区域逐渐扩大。本文是在该地区 

鲇鱼人工繁殖的基础上探讨人工繁殖过程中存在 

的问题，并提出了具体的解决办法。 

柯料与方法 

1．试验地点 辽宁省辽阳县鱼种场(沈阳 

禾丰牧业有限公司名优鱼类养殖试验场)，采用原 

来用于鲤鱼人工繁殖的产卵、孵化设施。 

2．试验时间与规模 2000年 j月21日至 

6月27日，共进行 2926组。催产剂用 LHRH A 

和DOM 药物组合。 

3．测定指标 催产率(产卵鱼的组数占试 

验鱼组数的百分比)．效应时间(最后一次注射到 

开始排卵所经历的时间) 

4．亲鱼培育 亲鱼主要从辽河、鸭绿江、松 

花江、黑龙江水系中收集。该场的亲鱼最早来自松 

花江水系(1997年) 后以鸭绿江鲇鱼为主 本试 

验开始前亲鱼储备量约为 5000 kg(5000多组)， 

多为 2～3冬龄。2龄雄鱼的最小体重为 300 g／ 

尾，雌鱼的最小体重为500 g／尾；3龄雄鱼的最小 

体重为 500 g／尾．雌鱼为 750 g／尾。亲鱼培育投喂 

海水杂鱼(其它地方也有用淡水杂鱼、畜禽下脚料 

等的)。先将这些杂鱼冷冻，用绞肉机绞成条状(如 

果饵料鱼小就直接投喂)，日投两次：5：O0～8： 

O0，18：00～21：00，晚间用灯光诱食。 

5．性成熟度鉴别 在生殖季节，雄性的生 

殖乳突尖长．雌性的生殖乳突圆短，且个体一般较 

同龄雄鱼为大；也可根据胸鳍硬棘上刺的长短、尾 

鳍叉的深浅区别雌雄。在临产阶段，一般雌鱼腹部 

大而圆，柔软，卵巢轮廓清楚，成熟好的可以挤出 

卵子(成熟卵子为绿色，未成熟的呈黄色) 雄鱼腹 

部狭小，成熟个体可以挤出精液，在水中扩散快。 

6．雌雄鱼搭配比例 雌雄鱼配组比例是 l 

：l～ 1．06 

7．催产药物及其剂量 使用 LHRH—A 和 

DOM 组合(由宁波激素厂生产)，剂量为 6～7 

+ mg／kg(体重)，均采取一次注射。 

8．产卵池与鱼巢 水泥产卵池的面积为 

568 m ，徽流水。以棕榈树皮做鱼巢，用竹杆或绳 

· 项目资助：内蒙古自治区自然基金资助项目(9610E45)的研究内容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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索成串挂在产卵池中。 

试验结果 

1_注射与效应时间 

注射部位在胸鳍基部，针头朝向头部、与身体 

成 45度角进针，进针深度为 1_5cm，缓缓将药物 

推进。效应时间与水温、亲鱼的成熟度、水流、催产 

药物种类和注射剂量有密切关系。水温与效应时 

间的关系如下： 

发情和产卵的适宜水温为 18℃～30 C，但以 

24℃～2j℃为最佳。从开始发情到产卵的时间较 

长，约为 2～5 h，但随着水温的升高而缩短。冲水 

对亲鱼的发情有一定的刺激作用，尤其对那些成 

熟度较差的亲鱼，适当加大冲水量，可获得明显的 

效果。通常从亲鱼入催产池起就一直保持微流水 

状态，在发情前 l～2 h加大水流量。 

2．孵化 

待产卵全部结束后．将鱼巢移放到孵化环道 

中孵化。环遭中保持微流水，底部铺上棕榈树皮 

片，使脱落的卵不致窒息死亡。鱼苗孵化破膜的时 

间与水温有关．在水温 l7℃～23℃下，破膜时间 

为 72～80 h；水温 24C～26 C下，破膜时间为 44 

～ 50 h；水温 27℃～30℃下．破膜时间为 24～40 

h。刚破膜的鱼苗呈乳白色，全长0 5～0．6 cm．腹 

部有一个硕大的卵黄囊，一般聚集在鱼巢的周围。 

以后鱼苗体表色素沉积，3～4 d后呈现灰黑色， 

此时卵黄囊基本消失，应适时下塘。 

3．结果 此次人工繁殖共催产 2926组，催 

产率为 7o ，平均每组产卵量为 1626粒；共获受 

精卵 337万粒．孵出鱼苗 207万尾。 

1．关于催产率问题 

本试验的催产率与已报道的资料相比显得较 

低 ，原因有以下几个方面： 

(1)营养 在亲鱼培育过程中，饲料的营养 

是否能满足性腺发育十分重要。本试验采用投喂 

死鱼的方法有许多缺点，部分食料不能被利用，腐 

烂之后污染水质，严重影响了池中亲鱼的正常生 

活。经常换水对亲鱼易产生应激反应，影响其生长 

和性腺发育。长期投喂单一饲料，缺乏必要的营养 

元素，易出现腐皮和脂肪肝等疾病。 

(2)雌雄鱼分养和适时配组 雌雄鱼应分 

池培养，尤其是水温上升到 1 5℃后，分池更有必 

要。在繁殖季节，配组应严格掌握亲鱼成熟度，而 

本试验采用了群体繁殖方式，部分尚未充分成熟 

的亲鱼也被催产，从而影响了总的产卵率。 

(3)雄亲鱼比例不足 本试验由于片面追 

求组数，在性比上雄鱼显得不足。 

2．关于产卵量问题 

据西辽河的鲇鱼调查资料0。．雌鱼的个体生 

殖力一般为4000~20000粒／尾，本试验共获得受 

精卵 337万粒，平均每组产卵 1626粒，大约只占 

怀卵量的 1／10～1／3。在自然条件下鲇鱼有多次 

产卵现象，南方大口鲇也如此‘ ，但在人工催产中 

不应有如此低的产卵量。在催产中发现小个体雌 

鱼产空的多，而大个体雌鱼产空的少，说明小个体 

雌鱼的成熟度好；其次，雌雄个体大小悬殊，雄鱼 

体小，追逐强度和缠挤雌鱼腹部的能力都较弱，影 

响雌鱼发情；再者，药物的注射剂量应根据亲鱼的 

体重准确掌握，如果注射剂量低，就会造成亲鱼排 

卵和排精不同步，出现受精率低的现象。另外，使 

用 LHRH—A ，应现用现配，并且要避光保存，以 

免失效。DOM的溶解性较差，要经过研磨才能较 

快溶解，或者使用专门的溶剂。 

3．关于亲鱼的选留问题 

试验所用的亲鱼大多数为 2～3冬龄(雌鱼体 

重为0．75～1_0 kg／尾，雄鱼为0．3～0．75 kg／ 

尾)。辽阳鱼种场以往选留亲鱼的做法是催产之后 

绝大数出售，次年人工繁殖再从成鱼中选留。这样 

大批量淘汰，年年采用新选留亲鱼，虽可避免长期 

培育造成的皮肤病和肝病，但因为亲鱼年龄过低， 

初产雌鱼产卵量一般较低。 

4．多次催产问题 

在 2000年度的催产中，除 5月 21日进行的 

第一次催产外，部分亲鱼于 6月 27日又进行了第 

二次催产．共注射 634组，催产率为 70 ，获受精 

卵60万粒，孵出鱼苗 50万尾。尽管催产率和产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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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都不太高，但经过 1个多月的培养，亲鱼能第二 

次产卵，说明鲇鱼卵巢中的卵是分批成熟的，在同 

一 繁殖期内可多次产卵。 

总 结 

1．为加强亲鱼培育，最好采用鲇鱼亲鱼专用 

颗粒配合饲料．其优点是营养全面，储藏和运输都 

比较方便。培育期间应注意对亲鱼成熟度的检查， 

以便及时调整培育方法。在批量亲鱼的贮备上，应 

按不同年龄、不同个体大小、新选留的或原有存塘 

的、初次待产的或曾参加过产卵的分别饲养，以便 

实旋不同的培育措施 在早春或产前 1个月左右 

将雌雄鱼严格分池培养．以免在繁殖季节遇到下 

雨等刺激发生零星自然产卵现象 

2．若催产后采取自然繁殖方式，应准确鉴定 

成熟度并且加大雄鱼的比例，雌雄性比可姒增加 

到 2：3或 3：5．特别是雌雄鱼个体大小差异时， 

更应该考虑到这一点 参加繁殖的雄鱼最小规格 

为0．5 kg／尾。建议使用 3龄以上的雌亲鱼，并用 

营养全面的饲料培育．这样不仅可以保证较高的 

怀卵量，也能提高催产率和产卵量。 

3．在确定催产药物的注射量时．尽可能对每 

尾鱼进行称量，以便准确计算药物剂量。 

4．对参加繁殖的亲鱼进行严格挑选，不要片 

面追求组数而将遗传性状差的个体留作亲本。 

5．如果每年要对同一批亲鱼进行两次或两次 

(上接第 81页) 

间、地 点有很强的记 h乙力，一旦形成条件反射，它 

会准时前往固定地点索饵 为充分利用这一习性， 

饲料投喂务必定时、定点。饲料品种，前期最好以 

鲜卤虫为主，附带 一些经过浸泡的干乌虾或碎鱼 

肉 中后期以新鲜小杂鱼为主，如杂鱼较大可切成 

小块。日投 3次，分别为傍晚、午夜及凌晨。日投 

饲率掌握在鱼体重的 l0 左右 要勤观察、投饲 

过多或不足时要及时调整。 

⑨病害防治 

近 、二年来，人工养殖的红鳍东方鲍时有疾 

病发生，主要是 ·些细菌性及寄生虫类疾病。细菌 

以上的人工催产，应安排好计划，避开低温和高 

温。必要时可进行室内控温孵化，以提高孵化率和 

鱼苗成活率。 

已有研究报告指明，用LHRH A和DOM 混 

合注射法(又称林一彼方法)，若鲇亲鱼的成熟度 

好，催产率可达到 8o 以上口]。这种方法与以前 

用 I HRH A加脑垂体或 HCG(绒毛膜促性腺激 

素)相比，具有明显优点：DOM 的来源比鱼类脑 

垂体方便：采取该法可以一次注射，效应时间准 

确．避免多次拉网带来意外损伤和惊扰，这对于无 

鳞片的鲇类尤为重要 这一技术应用在大鳍鲮和 

长吻虢催产中也得到了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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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疾病的原因是条件不适使鱼互斗造成体表外 

伤，导致细菌感染。而寄生虫类疾病主要是由于水 

质不佳，有机物过多，导致原生动物大量繁殖，寄 

生在鱼体表及鳃部，从而影响鱼的正常呼吸直至 

死亡。预防方法首先是加强水质调控．使池水保持 

清新 其次是加强预防工作，每 10天使用溴氯海 

因(0．5 mg／L)及敌鱼虫(1 mg／1 )各 1次。通过实 

践，我们认为药物预防行之有效。另外，动物性饵 

料，投喂前最好先用高锰酸钾消毒，以有效预防肠 

遭性疾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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