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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 口站幼鱼摄食
、

生长及驯化的初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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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长江水产研究所

,

湖北沙市

提要 年 月
,

对大 口 站幼鱼进行了不同饲料喂养和驯化试验
,

对其摄食
、

生长

进行了研究
。

试验表 明
,

大 口 结生 长迅速
,

尤其投喂适 口 的活鱼
,

其生长速度极快
,

天增重

倍
,

比投喂鱼 肉组的体重增长快 一 具有早晚摄食的习性
,

平均每克

体重 日摄食活鱼量为 。 ,

摄食鱼 肉量为 。 。
,

其饲料系数前者为 一
,

后者为 巧
。

试验还表明
,

大 口 结幼鱼亦摄食人工混合饲料
,

左右便可用人工词料进

行驯化
,

但驯化过程要逐渐过渡
,

驯化期间生长速度受到影响
,

饲料系数亦较高
。

关锐词 大 口 贴幼鱼 饲料 日摄食量 饲料系数 生长 驯化

大 口站 、 切亡 。 是长江流域名贵大型经济鱼类之一
。

一龄个体可达

以上
,

二龄达 一
,

三龄达 一 川
。

具有生长快
、

肉质细嫩
、

味鲜美
、

抗病 力

强
、

起捕率高
、

能 自然越冬
,

易于驯化等优点
,

目前 已成为名特优水产品重点开发对象之一
。

大 口姑人工繁殖技术与鲤
、

卿鱼类似
,

其技术现已基本过关
。

由于它是凶猛肉食性鱼类
,

对饲

料要求较高
,

因此
,

在人工饲养条件下
,

如何提高苗种培育的成活率
,

直接影响到今后大面积

的推广养殖
。

对大 口站幼鱼用不同饲料培育
、

驯化的生长试验及其摄食强度的研究尚未见报

道
。

为此
,

作者于 年对其幼鱼进行了活饵料与人工饲料喂养和驯化的观察研究
,

为大 口

贴苗种培育和合理地进行驯化养殖提供了依据和参考
。

材料和方法

材料

试验鱼取 自四川省水产研究所当年人工繁殖的苗种
,

规格为体长
,

体重
。

方法

摄食生长及驯化试验 试验前将幼鱼放于 只塑料箱 中
。

在室内静水驯养 天
。

箱中一角用红瓷砖搭一遮阴的小穴
。

以后的试验均在此箱中进行
。

试

验分两个阶段
,

年 月 日为第一阶段
,

将幼鱼按个体大小分为 组进行摄食
、

生

长观察
。

每组分别用两种不同的饲料喂养
,

一种喂以适 口 的草鱼鱼种
,

另一种为绞肉机绞烂

的新鲜泥鳅肉糜 简称鱼 肉
。

月 日一 月 日为第二阶段
,

将鱼按个体大小分 只箱

收稿 日期 年一 一 接受 日期 一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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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

。



湖 泊 科 学 卷

作驯养观察
。

分别喂以鱼肉
、

颗粒饲料和混合饲料
。

混合饲料是用 的泥鳅肉糜加

颗粒饲料 含粗蛋 白 另加 写面粉为粘 合剂
。

每 日
、 、 ,

共投喂

次
。

第二天上午将残饲捞出
,

沥干称重
,

计算实际摄食量
。

每日捞出残饲后换水一次
,

试验用

水均为曝气后的 自来水
。

定期进行生长测定
。

第一阶段试验期间水温为 一 ℃
,

平均水

温为 ℃ 第二阶段试验期间水温为 ℃
,

平均水温为 ℃
。

摄食行 为观 察 在一直径为 的玻璃培养缸中投放 左右大 口 贴幼鱼两尾
,

喂以 左右麦穗鱼等野鱼种和 一 草
、

鳞鱼种并观察其摄食行为
。

结果与分析

生长

第一阶段试验为 年 月 一 日
,

共 天
,

生长情况见表
。

表 不同饲料喂养大口 姑幼鱼生长情况
‘

川右月己顺 台 雌 以记

试 验 开 始 投 喂 试 验 结 束

体长 体重 数量

尾
饲料种类 数量 尾 重量

体长

℃

体重 体重增

长倍数

体长增

长倍数

饲料

系数

试验箱号试验组

士 士
活草
、

, 一 、 , 五 一 。 。 , 。 。 , , 。 , 。 。 。 。

鱼树 士 土

士
鱼肉

。

士 士

。

士
,

士
活草鱼种‘’

礁黔 士 士
。

。

士

。

士
鱼肉 士 士

。

。 。

士 士
活草鱼柑

·

。口

士 士

。

士 士
鱼肉

。

士 士

生长速度 大 口姑生长速度极快
。

体重 一 的幼鱼
,

无论喂活鱼或鱼肉
,

天增重 一
,

生长率为 一 。
。

黄忠志等川在草鱼的生长试验中
,

体重为

尾
,

条件与本试验相似
,

天只增重 左右
,

其生长率仅为 写
。

两种饲料喂养效果 大 口站幼鱼能摄食活鱼种和新鲜鱼肉
,

但喂活鱼组的生长速度

明显快于喂鱼肉组
。

喂活鱼组体重增长 倍
,

喂鱼肉组增长 倍
。

前者

体长增长 一 倍
,

后者增长 。 倍
。

三个试验组中
,

同组鱼的起始体重和体

长均相近
,

所食饲料量也基本相同
,

喂鱼肉组的还略多一些
,

但 天后
,

两种饲料喂养的效

果差异明显
。

喂活鱼组的
、 、

号箱分别 比喂鱼肉组的
、 、

号箱体重增长快
、

和
。

这可能是因鱼肉被绞成糜后
,

投入水中引起营养流失
,

降低了饲料利用

率
。

因此
,

在饲养大 口贴幼鱼的早期阶段
,

凡有条件的应投喂活饵料为好
。

日摄食

大 口站幼鱼的摄食情况见表
。

试验表明 体长在 一
,

体重 一 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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右的大 口 站幼鱼
,

每 日每克体重鱼的平均摄食活饵量为 。 一
,

平均 日摄食鱼 肉为

一
。

前者的饵料系数为 一
,

后者为 一
。

与同期草鱼相 比图
,

草鱼

的 日投饲量占体重的 左右
,

其饲料系数与活鱼组相近
,

可见大 口 姑幼鱼十分贪食
,

但其

饲料利用率却很高
。

根据其 日摄食量
,

大 口站幼鱼每 日的投饲量应分别为 喂活饵的
,

应占体

重的 一 左右
,

喂鱼肉的则应占幼鱼总体重的 一 左右
。

表 大口 站幼鱼摄食情况分析

胡叮边白抽对舀

箱号 试验 日期
鱼休总增重

平均尾重 试验鱼数

总摄食量 平均每克体重 日摄食
饵料系数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一
。

。 。

。

昼夜摄食强度

试验结果见表
。

大口站幼鱼摄食强度总的趋势是夜间 上午 下午
。

夜间占摄食总量

的 一
,

平均 为 上 午 占摄食 总量 的
,

平均 为

下午占摄食总量的
,

平均为
。

表 中 号箱的
、

两

日
,

号箱的 日
,

夜间摄食均为零
。

究其原因
,

这 天的 白天
,

摄食强度都较大
,

白天吃得

太饱
,

夜间就不摄食
。

过去曾观察到一尾大 口姑吞进一尾略小于 自己的活鱼种
,

整个鱼体胀

得斜卧于箱底
,

两天都不再摄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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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大 口 站幼鱼昼夜摄食情况
‘

用叮以 以

箱 箱 箱

试脸 日期 投鱼 剩余 摄食 上午 下午 夜间 投鱼 刹余 摄食 上午 下午 夜间 投鱼 利余 摄食 上午 下午 夜间

尾数 尾数 尾数 摄食 摄食 摄食 尾 效 尾数 尾数 摄食 摄食 摄食 尾数 尾数 尾数 摄食 摄食 摄食

一一
“

月 日

总计 天

摄食总 比 纬
, 。

· 因其它工作的影响
,

未作连续 观察

摄食行为与习性

在室内饲养条件下
,

喜栖于人工搭成的小穴或卵石堆的缝隙中
,

白夭对声响
、

晚上对灯

光反应敏感一有惊动立即躲避
。

在整个试验观察中
,

很少发现其追捕活鱼种的现象
。

一般

当鱼种游到其附近时
,

才突然出击
,

摄食行为为袭击式
。

从捕捉的成功率来看
,

当鱼种头部正

对其头部时
,

往往袭击成功
,

而当鱼种尾部对着它时
,

较易逃遁 当鱼种横游于前时
,

大 口贴

却很少出击捕捉
,

即使捕捉其成功率也很低
。

观察中还发现
,

体修长的野鱼种及小个体的家

鱼 种往往先被捕食
,

而个体稍大的家鱼种却不易捕食
。

这可能与野鱼种常在水的中下层活

动
,

体态又修长有关
,

而个体较大的家鱼种常在水的表层游动等因素有关
。

由此可见活饵的

种类
、

大小直接影响着大 口站的摄食
。

此外
,

经常摄食活饵的大 口站
,

一般都不吃死饵
,

无论

是刚死不久的小鱼种或剪碎的新鲜鱼肉
。

但是
,

如果将其饥饿一个星期后
,

再投喂块状鱼肉
,

却有 环的大 口 结都能抡食
。

驯化

第二阶段试验从 年 月 日 月 日
,

为期 天
。

本试验 旨在对大 口姑幼鱼

进行人工饲料驯化
。

号箱从 月 日一 月 日
,

号箱从 月 日 月 日分别投

喂鱼肉及混合饲料
,

试验鱼均能正常摄食
。

号箱 月 日以后喂颗粒饲料
,

开始两天中
,

幼

鱼将其吞进 但不久又吐出来
,

直至 月 日也未能摄食
。

号和 号箱
,

月 日前饲料与

号箱相同
,

其摄食情况也与 号箱一样
,

月 日 月 日改喂混合饲料后
,

又正常摄

食
。

经 夭试验
,

其生长情况见表
。

该组试验表明
,

天然条件下以活鱼为饵的大口结
,

在人

工饲养条件下也可食绞碎的鱼肉糜及配成的混合饲料
,

而不吃无鱼肉的全颗粒饲料
。

说明大

口站是可用人工饲料驯化的
,

但吞喂配合颗料饲料
,

必须添加引诱剂
。

驯化期间幼鱼的生长

速度慢且饲料系数高
。

这可能是驯化过程 中幼鱼需有一个适应过程
,

而生长速度与饲料中鱼

肉成分多少有显著差异
。

夭的试验中 号箱喂全鱼肉比
、

号箱喂混合饲料的生长率高

出 和 写
。

饲料 系数也明显低于
、

号箱
。

此外
,

表 和表 还表明
,

体长 左右的

幼鱼便可进行食性转化
,

而且只要养成了摄食人工饲料的习性后
,

即使不喜吃的食物也会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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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反射地去吞食
。

所以大 口贴幼鱼是可以用人工饲料进行驯化
,

但驯化过程不能操之过急
。

表 大口 贴幼鱼 人工饲料驯化

玩 阴忍 心如帕越。 飞 壬以泪

箱号 侧量 日期 体长 体重 数量 尾 饲料种类 摄食量
体重增

长倍数
饲料系数

肉肉肉鱼鱼鱼‘曰乙

·

士 士

挑 士
。

“

坑 士

士 士
混 合饲料

全顺粒饲料坑 士
。

士 一

。

士

士
。

士
混合饲料

。

士 士
。

喂顺粒饲料

。

士

·

又

士
混 合饲料

号同

号同
。

八八舀与与
·

士

·

又

士
。 一

几」

士

士

士

士
与 号同

参 考 文 献

吴 江 大 口给的生物学特性及人工养殖技术 中国水产
, ,

黄忠志等 饲料配方中纤维素含量对草鱼 生长及词料利用的影晌 淡水渔业
, ,

一



湖 泊 科 学 卷

乃工了

君 故 亡‘ “女
,

,’朗

以
,

, , ,

一 一
,

一 乡石

一
,

一 恻 一
,

,

一

,

以月

’ ’ , 《洲 , , 以 〕 ,

,

欢迎订阅 欢迎投稿

《应用与环境生物学报 》季刊

刊号
一

一
邮发代号 一巧

刊址 成都 中国科学院成都生物研究所内

《应用与环境生物学报 》是 由国家科委批准
,

中国科学院主管
,

中国科学院成都生物研究

所主办并 由科学出版社出版的全国性学术性科技期刊 学报级
。

主要报道我国应用生物学
、

环境生物学及相关科学领域的基础研究
、

应用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的成果
,

包括研究论文
、

研究简报和本刊特约的综述
。

《应用与环境生物学报 》是我国科学研究院
、

研究所
,

各大专院

校以及科技情报所
、

图书馆必备的科技刊物
,

是我国科学工作者
、

大专院校师生以 及有关科

技工作者进行科学交流的良好园地
。

《应用与环境生物学报 》为季刊
,

每期 页
,

每期定价
·

元
。

全国各地邮局 所 均可订阅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