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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进我国广东省进行饲养，当地称埃及胡子鲇， 

或埃及塘虱鱼。为大型鲇类之一 ，最大的个体 

在原产地可达 I O多公斤。体延长 ；头大平扁； 

吻宽而钝 ；口端 下位 ，两颌及犁骨具细密绒毛状 

小齿；眼小 ；须 4对．其中鼻须 i对、上颌须 i 

对、下颌须 2对；头背部有许多放射状排列的骨 

质突起。背部和体侧有不规则的暗灰色或黑色 

斑块，胸腹部白色。主要形态特征是：肛门位 

于腹鳍基与臀鳍基的正中间，胸鳍硬棘粗钝，外 

僦锯齿明显，鳃耙数在 65—7 5，背鳍条 65—76， 

臀鳍条 52—55，脊椎骨数约 60。 

革胡子鲇能相互残食，但跳跃和逃跑的能 

力低。系以动物性饵料为主的杂食性底栖鱼类， 

生长速度很快，产量高，当年鱼种养到年底通常 

可达 2000--3000克／尾。养殖周期短 在我国 

南方饲养 i0个月便成熟，一年可产卵 4—5次 ， 

亲鱼产卵数量与其个体大小成正比，卵为古铜 

色，具粘性。苗种繁殖简单，养殖技术易为群众 

所掌握，我国南方各省市以及北方的部分地区 

均把它作为淡水养殖的重要对象之一。它可进 

行高密度单养，或与其他鱼类混养均可，也适宜 

于山区或城镇居民家庭养殖，若水温和饲料适 

宜，一年可放养 2—3次，是一种很有养殖前途 

的鱼类。但耐寒性较弱，在水温低于 70C时，需 

要越冬措施。 

1．2 斑点胡子鲇 Clarias m口crocep̂ 口f删I 

(见图 2) 

原产于泰国。 i 982年从泰国引进我 国 饲 

养，又名太头胡子站，是泰国名贵的淡水鱼类。 

它的主要形态特征是：肛门位于腹鳍基与臀鳍 

基之间而靠近臀鳍；枕骨后缘隆起部低和宽 ，其 

基部宽约为长的 3—5倍 ；鳃耙数约 20；背鳍条 

70；臀鳍条 50。体深黑色。 

性温驯，互相残食力低 ；为杂食性底栖鱼 

类；但生长速度没有前者快，饲养一年体重可达 

750克／尾。 一年性成熟，繁殖能力强，年产卵 

3— 4捉。 其肉细嫩、古铜色，昧鲜美，深受南方 

地区消费者的欢迎。但抗寒力低，在水温低于 

I i oC时，便需要在养殖池中采取防寒防冻的措 

施。 

l_3 蟾胡子鲇 Clarlal batraellul(见图 3) 

分布于亚洲东南部到非洲的热带和疆温带 

地区，在我国见于云南西南部澜沧江出系。i978 

年由泰国引进种苗到我国饲养，又名两栖胡子 

鲇。主要形态特征：头宽而平扁，头顶骨板稍 

裸出，头长约为背鳍起点至后枕骨的 5倍 ；枕骨 

后缘隆起部高，基部宽约为长的 2倍。肛门位 

于蝮鳍与臀鳍之间而接近臀鳍。 鳃耙 数 I 8— 

23。背鳍条 60—76。 臀鳍条 45—55。体色棕 

黑，腹部淡灰，体侧有许多白色小点。 

为暖水性底层鱼类，喜生活于水草丛生的 

沟渠、池沼或稻田的暗处或漏内。适应性强，耐 

干旱，能在水外“爬行”，以辅呼吸器直接利用空 

气。当年鱼种饲养到年底 溶重可达 500克／尾 

年产卵 3—4次。但好斗，易逃跑，相互残食较 

强 ，严重影啊养殖成活率。 

胡子鲇科鱼类在我国有 3--4种，通常以养 

殖胡子鲇 Clarias， ，f j为主．因其个体小、生 

长慢 ，自 7O年代后，我国从国外陆续§I进以上 

三种胡子鲇到国内饲养，因它们适应能力强，生 

长速度快，很快便适应了我国的生活环境。尤 

其是革胡子鲇在我国许多地区，是很受生产者 

欢迎的种类。 

鲇科 $iluridae这类鱼在我国称为 土 鲇、 

鲇鱼、鲇拐子。头圆、吻平扁。眼小，埴常盖以 

皮膜。背鳍甚短小 ，只有 2—6根鳍条，无硬棘。 

无脂鳍。臀鳍很长 ，约有 90根鳍条，几乎与尾 

鳍相连。腹鳍小或无。胸鳍有硬棘。通常有须 

2对，只有六须鲇属的种类为 3对。两颌、犁骨 

和腭骨具绒毛状小齿。鳃膜与峡部不相连。§L 

进我国饲养的只有鲇属 silurus的 1种。 

1．4 欧洲六须鲇 5ilurus glanis(见图 4) 

原产于瑞典东部的湖泊里．广为分布在欧 

洲的东部和中部江河 、湖泊中，是当地淡水主要 

养殖对象之一。 i 991年从德国引进我国饲养。 

主要形态特征：体甚延长 ，头大，下颔略长于上 

颌，上颌须 i对．下颌须 2对．鼻孔与眼均很小， 

两颌具有多列细尖齿。鳃耙数在 I 1一 2之间。 

背侧黑灰色，具有轮廓模糊的暗纹，腹部色浅 

为生活在温带的大型经济鱼类，最大的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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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 长可达 2—3米 ．重 300公斤以上。具有夜行 

和底栖的特点，为凶猛性肉食性鱼类，在天然水 

体中以鱼、虾、幼硅和软体动物为食。具有广 

温、广盐、广食性的生活特性 ，对环境的适应能 

力较强 ；个体大、生长快、易繁殖、不易生病等优 

点。适宜生活在我国中部、北部地区的湖泊、水 

库和河道的支流中，饲养成鱼的池塘面积不宜 

太小，以 1 500--4000平方米为宜。 4龄、体重 

4公斤以上，达性成熟。每年 5—6月，当水温 

达 2O一25℃ 时，便开始产卵，卵为粘性，母鱼把 

卵产于树枝或水草做的鱼巢内，卵粒大，数量 

少，在水温 20—25℃ 何，经过 3天，便孵出小 

鱼。 

我国产的鲇科鱼类有 10多种，南北均有分 

布 ，具有较高的经济价值的种类， 有 大 口 鲇 

Silurus meriaionalis，和 鲇 鱼 Silurus口fo ，， 

大口鲇主要产于长江流域一带，具有生长快，养 

殖周期短 ，经济效益高等优点，现在我国许多地 

区均有饲养。 

鲢科 Psngasiidae为热带和亚热带地区的 

鱼类。一般个体大，腹部圆，或有棱，皮肤光滑 

而柔软。背鳍和胸鳍具硬棘 ；臀鳍较长，鳍条数 

28—40；腹鳍鳍条 6—8；猎鳍较小。无鼻须，有 

上颔须和下颌须。鳃孔宽 ，鳃膜与峡部不相莲。 

鳔大．鳔内具有气呼吸的功能，当池中溶氧很 

低，四大家鱼浮头至死时，它们仍能正常地生 

活。 该科鱼类jl进我国饲养的有鲑属 Panga． 

，和无齿鲢属 “o o 各一种o 

1．5 苏氏鲢鲇 Pangasius autchi(见图 5) 

原产于泰国以及东南亚各国的 江 河 湖 泊 

里。 1 9 7 8年从泰国引进我国饲养 ，又名暹罗河 

鲇。主要形态特征：体长形．侧扁 ，背部隆起。 

头部平扁，呈圆锥形。吻短，口亚下位。上下颌 

具板带状小齿。上颌须 1对．下颁缅 1对。眼 

率等火。背鳍具硬棘。臀鳍鳍条 3O～32；胸鳍 

硬棘内缴具锯齿。新鲜时体背灰黑色，腹部银 

白色，幼鱼体例有 3—4条纵向蓝色条纹。 

生活在水体的中下层 ，性活泼，喜在水面游 

泳．为植物性饵料为主的杂食性鱼类，生长速度 

快，个体大，对环境适应性强 ，当年自种养到年 

底可达 1 500克／尾，是东南亚国家的高产养殖 

鱼类。在我国南方地区可与四大家鱼、罗非鱼 

类混养或单养，均能收到较好生产效益。3—4 

龄，体重 3公斤左右可达性成熟，每年 6—9月 

为生殖季节，每年产卵一次。卵小，粘性．黄绿 

色，呈透明状。该鱼耐低氧的能力强，但不耐低 

温，当水温降至 1 4一l 6℃ 时 ，便需越冬措施。 

1．6 巨无齿喜芒P口ng口0f口no on gigas (见 

图 6) 

原产于东南亚湄公河水系。 1 986年从 泰 

国 l进我国饲养，又名巨鲇。背隆起，体侧扁 

尾叉形。头平扁，吻钝，口裂长，口内无齿。上 

颌须 1对。眼小，其高度比 口角低。背部暗灰 

色，腹部银白色，各鳍褐色。 

为鲇形 目大型鱼类之一 ，最大的个体长达 

2．5—3米 ，重 2OO一300公斤。生活于江河的底 

层，以水生植物和藻类为食，为杂食性鱼类，人 

工饲养 _口』投喂配合饵料。 6一B龄可达性成熟t 

卵大，数量少，一年产卵一次。只在我国小部分 

养殖场饲养。 

我国产的鲢科鱼类有 4—5种，大部分分布 

在云南省澜沧江流域的下游。 该鱼类多 为 热 

带、亚热带大型淡水鱼类，要求水温较高，适宜 

生活在水温 l 8—33℃ 之间，若低 于 1 4—15℃ 

时便停止进食。 

蛔科 Ictalurldae是温带和亚热带大 型 淡 

水经济鱼类，主要分布在北美洲和中美i}I1地区。 

在美国养殖此类鱼很普遍，池塘单产可 达 600 

公斤／千米 。身体裸露、光滑 ；侧扁j头大、略 

平；前后鼻孔相距宽；口亚下位，口裂较长，两颌 

具锐利小齿。背鳍中等大，前端硬棘具锯齿 ；臀 

鳍中等长；胸鳍位低，前端硬棘具锯齿 ；腹鳍鳍 

条 8—9；有脂鳍；尾鳍叉形、截形或圆形。须 4 

对。引进我国饲养的有鲴属 Ictalurut的 3种。 

1．7 斑点叉尾囊 letalarat Punctatus(见 

图 7) 

原产于美国密西西比河，70年代来和 8O年 

代初先后从 日本和美国引进我国饲养，又名沟 

鲇、阿鲇。主要形悉特征：体延长，头部乎扁， 

头顶骨与背鳍前缘具骨质隆起；吻稍尖，口亚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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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大、生长快，引进后多用与斑点叉尾鲴作杂交 

用，其后代具有生长速度快、规格一致等优点。 

鲴科鱼类约有 5属 25种，多分布在北美洲 

和由美洲 地区 ，在 我国尚无记录。 自从 引进 该 

科以上 3种鱼类到我国饲养后 ，很快便适应了 

我国的生活环境，产量不断提高，尤其是斑点叉 

尾鲴，现在我国许多地区进行饲养，收到很好的 

生产效益。 

2 养殖特性 。 

我国g1进的鲇形 目经济鱼类，大多数具有 

个体大、生长快、产量高、养殖周期短、病害少 、 

易于管理等优点。因此 很受生产者和消费者 

之欢迎。 70年代起在我国掀起饲养之高潮，首 

先是家庭式养殖胡子鲇，即利用房前屋后的空 

地筑土池或水泥池养殖，面积几平方米至几十 

平方米不等。随着引进品种的增加和养殖技术 

的提高，近年来养殖技术发展较快，养殖方式除 

池塘单养和混养外，还有流水密养、网箱养殖、 

家庭式小水体养殖和稻田养殖等。池塘养殖其 

放养密度，要视种类的不同和规格大小各有差 

异。如池塘中单养革胡子鲇，其养殖密度较大， 

每 1000平方米可放养 3—4厘米大 小 的 鱼 种 

3—4万尾，养殖周期为 5—6个月，平均 1000平 

方米产量可达 8000公斤 (详见表 1)。 又如池 

塘中混养斑点叉尾蛔．每 666平方米放养规格 

为 9．6克／尾的鱼种 650尾，与花、白鲢 250尾 

混养在一起，经 1年时间的饲养，666平方米产 

量可达 700公斤，其中斑点叉尾鲴 占 460公斤 

(详见表 2)。 饲料可采用动物性饲料或人工配 

合饲料。鲇形目鱼类对饲料的利用率较高，日投 

饲量约占鱼体重的 3—5％，要求饲料中蛋白质 

含量 30％，其中动物蛋白应占有一定的比例。 

鼬形 目鱼类为底栖生活的鱼类，在生产上常作 

为池塘中混养对象，以充分利用水体的空间和 

提高饵料资源的利用率。斑点叉尾蛔、革胡子 

鲇、苏氏鲢 经常可与我国的花、白鲢、鳊鱼混 

养在一起，其生长速度很快，可以在不增加饲料 

投喂量的情况下，一般每公顷可增产 200—300 

公斤。但是，由于鲤鱼、鲫鱼的食性与上述鱼类 

衰 I 池塘单葬革胡平鲇一实例 

鱼种放养 憧 获 
鱼塘面积 

1205平 方米 规格 数量 密度 养殖期 总产量 平均产量 
日期 (尾) (尾／ 日期 (公斤／ 饲料系数 (全长) (天) (公斤) 

千平方米) 千平方米) 

月 24日 
豫 2米 ／ 3—4厘米 33195 12月 10日 190 967B．4 8031 2． 7 

6月 10日 

注：饲料 lE要用直下脚料、蚕蛹、混台饲料、豆麸、生麸、鱼粉等。 

(引自 中国池塘养鱼学》中广东省瓶德县水产局高i盐泉资料，igs~) 

表 2 池塘混葬斑点叉尾墨的一实倒 (面积 666平方米) 

放茸情况 收获情况 

品种 斑 点夏 黾蛔 花 、白鲢 品种 斑 点 里尾 蛔 花、白鲢 

时间 I984．’．1． I 984．10．3 时 间 1985．9．2B I 98J．9．2l 

规格(克／尾) 数量(尾) 5B3 

数量(尾) 650 成话率(％) 99．3 

莺鼍(公斤) l2． 总产量(公斤) 460．75 

净产量(盛斤) 454． l 236．j 

总投饵量(公斤) 7B8．5 

饵料系数 1．73 

( l自《国内外最新鱼娄养殖'一书中期北省水产研究所养殖场研究资料，19s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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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食住相似，不宜与之混养，以免相互争食，影 

响正常生长。除了池塘单养、混养外，还可采 用 

网箱养殖的方法，效果也很好，_硐箱规格多为 3 

米 × 3米 ×2 5米 ，每箱放苗种 lO00一 l 500尾 ， 

养殖 l 0个月可达到 500克／尾以上 的 ± 市 规 

格。 

鲇形目鱼类虽然对环境的适应能力和对疾 

稿的抵抗力相对比其他鱼类要强，但是在饲养 

管理中仍需做到定时定量定位的投喂，做好水 

质管理和防逃、防病工作。为避免群体中相互 

残食，需在鱼种阶段分规格养殖 ，放养密度不宜 

过大。发现鱼病时，需及时隔离和治疗，才能保 

证有较高的成活率。 

3 讨 论 

3．1 5l进我国饲养的 4科 9种鲇形 目经 济 鱼 

类，在匡内经过许多养殖场的饲养和总结，认为 

革胡子鲒和斑点叉尾鲴两种鱼类在我国是有发 

展前途的养殖对象。它们具有生长快、产量高、 

容易养殖、市场销路好、经济效益高等优点，是 

受 消费者和生产者欢迎的种类，在我国淡水养 

殖业中占着一定的比重。今后仍需继续努力，研 

究、发现和培育适宜我国养殖的优质新品种。 

3．2 目前引进我国饲养的鲇形 目的经济鱼 类， 

经研究鉴定有 4科 9种，这不包括从国外引进 

我国用作观赏的多种鲇形 目鱼类．有关它们的 

分类和生物学方面的问题，有待今后继续研究。 

3．3 我国引进的鲇形目鱼类多为底栖 杂 食 性 

鱼类，为了充分利用池塘中饵料资源，建议在饲 

养花鲢、白鲢、鳊鱼的水体中搭养鲇形目鱼类． 

以 期 提 高 鱼 类单位产量。 有关搭养鱼 类 规 

格、数量、放养时间⋯⋯等问题，可通过生产实 

践总结好的经验。 

3．4 引进我国饲养的站形目经济鱼类，大部分 

种类在我国还不能自然越冬，给养鱼生产带来 

困难，今后在引进时可多选择耐寒的种类。 

致谢 李思忠先生核对鉴定鱼类标本 ；安荚姬 

同志绘图，特此致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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