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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主要以池水中浮游动物为饵料。据《长江鲟 

鱼类的研究)一书中介绍，一尾全长 50ram左右 

的中华鲟稚鱼一昼夜摄食量约为 50一i00个水 

蚤，一尾全长 60mm左右的稚鱼摄食量为 i00 
—

150个水蚤。中华鲟稚幼鱼在水温降至 l0℃ 

以下时仍能摄食，但生长较缓慢。水温 30℃以 

上时摄食量也下降，水温 32℃以上时则有死亡 

危险。该鱼喜欢清新的微流水环境，要求水中 

溶氧较高，一般水中溶氧保持在 5 mg／L以上 

为好。鲟鱼不集群，喜分散活动。它们的视觉 

很差，主要靠须来探索食物，而不是直接追捕食 

物。游泳速度比较缓慢，在受惊时才离开水底 

剧烈游动。 

2．2 鱼的生长情况 

2．2．1 稚鱼的生长 全长约 3 cm的小鱼苗放 

在室内小池饲养，经过 113d的培育，最大个体 

全长可达到 27 on2、体重 60g。一般个体全长约 

为21cm、体重约 27．5g。初期稚鱼培育在池中 

用电热器加热池水，使水温保持在 15—22℃。 

稚鱼吃食正常，生长较快，鱼体全长日增长量为 

0 3cm。待稚鱼平均全长到 15cm时就进行分 

池稀养。对池水停止加热，使水温保持在 9一 

l4℃。在这样的水温中，由于密度减小了，故生 

长也较快，鱼体平均全长日增长量为0 32cm。 

稚鱼的后一个阶段由于池水未加热，较长时间 

的低温，鱼吃食减步，生长缓慢，日增长量 为 

0．07cm(详见表 1)。 

裘 1 稚鱼的生长情况 

(时间 ：1993年 12月 10日一1994年 4月4日) 

2．2．2 幼鱼的生长 稚鱼阶段培育结束后，将 

鱼转入室外大池中饲养。鱼体生长较快，饲养 

7个月后幼鱼平均全长达到 74cm，平均体重达 

到 1．9kg。全长月增长 14．5cm，体重月增长 

0．58kg。最大个体全长 78cm、体重 2．1kg。2 

冬龄幼鱼由于放养密度减小，所以生长速度也 

较快，到 1995年 11月4日测定，鱼体平均全长 

97．5cm，体重 3 3kg。全长月增长 2．2cm、体重 

月增长 0．14kg。最大个体全长 1lOcm，体重超 

过 5kg。另外，从表中也可看出，一冬龄的中华 

鲟幼鱼其生长优势明显快于 2冬龄的幼鱼。这 

和葛洲坝中华鲟研究所 1994年的研究结果 

相一致。他们对中华鲟经过一周年饲养，幼鲟 

平均体重可达 2kg左右。而且作了比较，认为 

人工养殖条件下的幼鲟生长比野生幼鲟的生长 

更为迅速；与其它人工养殖的一龄鲟鱼比较中 

华鲟的生长优势也十分明显(见表 2)。 

裘 2 1—2冬龄幼鱼的生长情况 

(时间：1994年 4月5日一1995年 L1月4日) 

时间 

(年·月 

水温平均垒长平均体重 苎堡兰 
{℃) (cm) {kg) 垒长(廿n)体重(kg) 

2．2．3 饵料系数与体重变化的关系 我们饲 

养的中华鲟稚鱼阶段辅助饵料是水蚯蚓，幼鱼 

阶段的饵料主要是水蚯蚓。水蚯蚓营养丰富全 

面，鲜体含水分 84．87％、粗蛋白10．93、粗脂肪 

2．64，l8种氨基酸含量也较高。用作中华鲟的 

饵料、效率高、鱼体生长快、不易引起病患。 

饵料系数与体重变化、在相同饲养条件下， 

尽管饲养密度不同，但中华鲟幼鱼的饵料系数 

与体重变化基本上是一致的。稚鱼阶段体重在 

30g以下的鱼，其饵料系数小于 2。而体重达到 

3．3kg左右时的幼鱼，其饵料系数可达到 10．3。 

从养殖情况看，中华鲟的饵料系数随着鱼 

体增大而增大。本试验结果与我所活饵料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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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初步试验结果相一致。 

饲养期间中华鲟幼鱼期的日投喂量只占鱼 

体重的 5％左右。投喂水蚯蚓对水体柯染小， 

池水溶氧充足，pH值容易保持稳定，这时鱼的 

生长十分有利。 

2．3 鱼病防治 中华鲟鱼在苗种前期曾患过 

水霉病和小瓜虫病。由于鱼体弱小，我们没有 

使用药物治疗，而是用提高池水温度进行控制， 

效果很好。在发病时期将水温控制在 25"C以 

上，也就是 28—30℃为好。稚鱼后期及幼鱼阶 

段都未发生病害情况、也未发生死亡现象，成活 

率为 100％。由此可见，中华鲟的抗病力较强、 

成活率较高。通过饲养，初步认为中华鲟成为 

养殖新对象是很有必要的。 

3 讨 论 

中介 绍：一 冬 龄 野 生 中 华 鲟 鱼 的 体 长 为 

57．6crn，2冬龄鱼的体长为75．7em。而我们池 

塘养殖的一冬龄鲟鱼体长已达 78cm，2冬龄鲟 

鱼的体长 已达 97．5cm，最大个体长度 已超过 

1lOcm。 

因此，可以看出中华鲟在池塘养殖条件下 

有着明显的生长优势，完全可以作为商品鱼进 

行养殖开发。 

3．3 中华鲟的饵料以水蚯蚓为主，其次是水体 

中的水生动物。由于水蚯蚓数量有限，所以投 

喂的数量只能维持鱼体生存的基本需要。在这 

种情况下，鱼的生长优势仍较明显。据我所活 

饵料组 1981年进行的61d试验结果看，中华鲟 

幼鱼期的日投喂量以占体重的 15—25％为好。 

如能按鱼体需要足量投喂饵料，那鲟鱼的长势 

肯定会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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