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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前  言

本文件按照 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 1 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

起草。

本文件代替DB11/T 737—2010《北极红点鲑养殖技术规范》，与DB11/T 737—2010相比，除编辑性

改动外，主要技术变化如下：

a) 增加了术语和定义“仔鱼”、 “幼鱼”、“鱼种”、“成鱼（商品鱼）”、“亲鱼”（见 3.2、3.3、3.4、

3.5、3.6）；

b) 更改了环境条件中的场地要求（见 4.1，2013 年版的 4.1）；

c) 更改了亲鱼饲料的指标参照标准（见 5.4,1999、2004 年版的 5.4）；

d) 更改了人工授精的操作方法（见 6.1，2013 年版的 6.1）；

e) 增加了养殖尾水排放要求部分（见第 11 章）。

本文件由北京市农业农村局提出并归口。

本文件由北京市农业农村局组织实施。

本文件起草单位：北京市农林科学院。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

本文件的历次发布版本为：

——2010年首次发布为DB11/T 737—2010；

——本次为第一次修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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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极红点鲑养殖技术规范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北极红点鲑（Salvelinus alpinus）养殖的环境条件、亲鱼培育、人工繁殖、鱼苗培育、

鱼种培育、成鱼养殖、病害防治以及养殖污水排放等要求。

本文件适用于北京地区北极红点鲑的养殖，其他鲑鳟鱼类养殖可参照执行。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

文件。

GB 11607 渔业水质标准

NY/T 2798.13 无公害农产品 生产质量安全控制技术规范 第 13 部分：养殖水产品

SC/T 1030.3 虹鳟养殖技术规范 人工繁殖技术

SC/T 1030.7 虹鳟养殖技术规范 配合颗粒饲料

SC/T 1077 渔用配合饲料通用技术要求

SC/T 1132 渔药使用规范

SC/T 6102 淡水池塘养殖清洁生产技术规范

SC/T 9101 淡水池塘养殖水排放要求

DB11/T 196 常见鱼病防治技术操作规程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发眼卵 eyed egg

受精卵在胚胎发育过程中，胚体眼泡中形成有黑色素，肉眼可明显看到两个黑色眼点，即发眼。从

眼点出现到孵出前的卵叫发眼卵。

3.2

仔鱼 juvenile fish

从卵膜内孵化出至卵黄吸收完毕且具奇鳍褶的鱼苗。

3.3

幼鱼 larva fish

全身被鳞，侧线明显，胸鳍条末端分枝，体色、斑纹以及生活习性已与成鱼相似，性腺处于Ⅰ期的

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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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鱼种 young fish

摄食器官的形态和机能基本与成鱼相同，可以在增养殖水体中放养，供养成食用鱼的幼鱼。

3.5

成鱼（商品鱼） commercial fish

达到市场需要的规格，可以在市场上销售的鱼。

3.6

亲鱼 parent fish

发育到性成熟阶段，有繁殖能力的雄鱼或雌鱼，也称种鱼。

4 环境条件

4.1 场地要求

养殖场地的环境应符合NY/T 2798.13的要求。

4.2 鱼池水质

要求溶解氧不低于 9 mg/L、pH值 6.5～8.5、非离子氨不高于 0.02 mg/L、硝酸盐不高于 10 mg/L、
亚硝酸盐不高于 1 mg/L，其它鱼池水质应符合 GB 11607的要求。

5 亲鱼培育

5.1 亲鱼培育池

鱼池宜宽大，水流畅通，溶氧≧8 mg/L 亲鱼池宜建成长方形，面积 80 m2～200 m2，水深 0.8 m～

1.2 m，注水流量 50 L/s～100 L/s。

5.2 亲鱼选择

选择具有稳定遗传优良性状的原种亲鱼，亲鱼应体质健壮，无病无伤，3龄以上，体重≧1 kg；雌、

雄鱼配比一般为 2：1～3：1。

5.3 放养密度

应控制在 4 kg/m2～6 kg/m2范围内。

5.4 饲料

投喂亲鱼的人工配合饲料要求：蛋白质含量≧50%以上，粗脂肪约13%，其余营养参数标准符合SC/T

1030.7的要求,饲料质量及安全符合SC/T 1077的要求。

5.5 水温和水交换量

北极红点鲑性腺发育的适宜水温为 8 ℃～13 ℃，适宜的水交换量为 2 h/次。



DB11/T ××××—××××

3

5.6 亲鱼成熟度鉴别

性成熟的雌鱼腹部膨大、柔软，生殖孔红肿外突，轻压腹部有卵粒外流；性成熟雄鱼轻压腹部有乳

白色的精液流出。进入繁殖期应每隔 5 d～8 d 进行一次成熟度鉴别，对已成熟的雌鱼及时采卵。

6 人工繁殖

6.1 人工授精

操作方法按照 SC/T 1030.3的规定执行。

6.2 人工孵化

6.2.1 受精卵发眼前的孵化

6.2.1.1 孵化设备

孵化设备参照SC/T 1030.3的规定执行。

6.2.1.2 水温

受精卵孵化的适宜水温为 6 ℃～10 ℃。

6.2.1.3 溶解氧量

孵化用水的最低溶解氧量为 6mg/L。

6.2.1.4 光照

在整个受精卵孵化过程中，孵化场所及孵化器应采取遮光措施，将孵化场所用黑布遮住或直接

将孵化器遮住，避免强光直射。

6.2.1.5 流水量

每10万粒卵流水量为5 L/min～10 L/min。

6.2.1.6 日常管理

受精卵自受精后至发眼卵前不应搅动，应防震动；为预防水霉菌，每周用50 mL/m3碘酊流水消毒

10min ～20 min。

6.2.2 受精卵发眼后的孵化

6.2.2.1 发眼卵处理

发眼卵运输采用干法运输。将发眼卵装入纱布袋中，每袋装卵 10 000～15 000 粒，将卵袋装入保温

的硬泡沫箱内，泡沫箱箱底和四周铺装一层厚度约为 5cm 的潮湿的海绵，泡沫箱底层铺满冰冻的冰袋，

装入卵袋后，泡沫箱上方再填充满潮湿的海绵，以固定卵袋，捆扎后即可运输，发眼卵的运输水温和孵

化水温相差不宜超过 2 ℃。

发眼卵运输至孵化场后，取孵化用水以淋浴方式对装运发眼卵的器具及鱼卵进行温度调整，当发眼

卵的温度和孵化用水的水温接近后，用碘酊 50 mL/m3水体浸洗鱼卵 10 min 或用浓度为 2%～3%的食盐

水浸洗 10 min 的方式进行消毒，消毒完成后即可将发眼卵放入孵化器孵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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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2.2 发眼卵孵化

在专用的孵化盘或孵化水槽中进行，孵化盘中不应有死角，盘中的发眼卵以不叠压为宜；水源以泉

水、水库坝下水、湖水、机井水为宜；发眼卵孵化的适宜水温为 6 ℃～10 ℃；水体的溶解氧量应不低

于 8 mg/L；流水量以每万粒发眼卵不低于 2 L/min 为宜；发眼卵孵化期应采取避光措施，避免强光照射。

6.2.3 日常管理

发眼卵孵化期间停止消毒；每日拣除死卵 1 次，拣除死卵的操作避免孵化盘剧烈震动；定期清理孵

化池出水口，防止出水口堵塞；每日定期巡查孵化池 2 次，发现问题及时处理。

7 鱼苗培育

7.1 仔鱼培育

7.1.1 鱼池类型

应为流水养殖池，水泥池或玻璃钢水槽均可。

7.1.2 鱼池规格

以面积1 m2～3 m2，水深0.2 m～0.3 m的鱼池为宜。

7.1.3 投饲

7.1.3.1 开始投饲时间

孵化仔鱼卵黄囊吸收 80%时，应及时投饵。

7.1.3.2 投饲方法

直接投喂人工配合粉状饲料，饲料蛋白含量不低于50%，其余营养参数标准符合SC/T 1030.7的要求,

饲料质量及安全符合SC/T 1077的要求, 饲料粒径为0.1 mm～0.2 mm，每日投饵10次～12次，每日投饲量

为鱼体重的10%～20%。

7.1.4 流水量

每万尾仔鱼应保持流水量2 L/min。

7.1.5 水温

仔鱼培育适宜水温为8℃～10℃。

7.1.6 溶解氧量

仔鱼培育鱼池水体的溶解氧应不低于8 mg/L。

7.1.7 放养密度

以 8000 尾/m2～10 000 尾/m2为宜。

7.1.8 日常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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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控制水流和做好上浮仔鱼的防逃工作。

7.2 幼鱼培育

7.2.1 鱼池类型

应为流水养殖池，水泥池或玻璃钢材质均可。

7.2.2 鱼池规格

以面积 1 m2～15 m2，水深 0.3 m 的鱼池为宜。

7.2.3 投饲

7.2.3.1 投饲方法

以动物性蛋白为主，粗蛋白含量为50%以上，粗脂肪含量为15%。其余营养参数标准符合SC/T 1030.7

的要求,饲料质量及安全符合 SC/T 1077 的要求。投喂时饵料均匀散于水面，每日投喂 6～8 次，每日投

饲量为鱼体重的 5%～8%。

7.2.3.2 投饲粒径

根据鱼苗的体重来确定投喂饲料粒径，具体数据参照表 1。

表 1 投喂饲料粒径与鱼苗体重对照表

鱼苗的平均体重(g) 体长（cm） 粒 径(mm)

0.05～0.1 1～3 0.1～0.2

0.1～0.4 3～5 0.3～0.4

0.4～4.0 5～8 0.4～0.8

4.0～8.0 8～12 0.8～1.0

8.0～20 12～17 1.0～2.0

7.2.4 水温

幼鱼培育适宜水温为10 ℃～13 ℃。

7.2.5 溶解氧量

幼鱼培育水体的溶解氧应不低于8 mg/L。

7.2.6 放养密度

一般为1000 尾/m2～3000 尾/m2。

7.2.7 日常管理

每天对池底的残饵及粪便清除1～2次，保持水质稳定。

7.2.8 药物消毒

幼鱼放养前用碘酊50 g/m3水体浸洗10～20 min；或用浓度为2%～3%的食盐水浸洗10～20 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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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鱼种培育

8.1 鱼池类型

应为流水养殖，养殖池为水泥池或玻璃钢水槽均可。

8.2 鱼池规格

以面积为 5 m2～30 m2，水深 0.5 m～0.7 m 鱼池为宜。

8.3 投饲

每日投喂 2～4 次，每日投饲率按表 2 规定执行。

表 2 鱼苗体重、水温与投饲量关系表

8.4 水温

鱼种培育适宜水温为 13 ℃～16 ℃。

8.5 溶解氧量

鱼种培育水体的溶解氧应不低于6 mg/L。

8.6 放养密度

供水量为 10 L/s、不同水温条件下的放养密度按照表 3 的规定执行。

表 3 不同规格鱼种、水温与放养密度关系表

单位为尾/ m2

鱼的平均体重

(g)

放养密度

5℃ 7.5℃ 10℃ 15℃ 20℃
1 13000 8000 5500 3000 2000
2 5500 4250 3000 1750 1250
5 3000 1900 1300 760 560
10 1600 1100 700 400 290
25 720 480 340 180 120
50 420 280 200 100 64

鱼的平均体重

(g)

投饲量（占鱼体重的%）

2℃ 4℃ 6℃ 8℃ 10℃ 12℃ 14℃ 16℃

0.1～0.4 2.4 2.8 3.5 4.5 5.0 5.4 5.8 6.2

0.4～4.0 2.0 2.4 2.8 3.2 3.8 4.2 5.0 5.5

4.0～8.0 1.3 1.7 1.9 2.0 2.2 2.5 2.8 3.2

8.0～20 1.0 1.3 1.4 1.7 2.0 2.3 2.6 3.0

20～50 0.9 1.1 1.3 1.5 1.7 1.9 2.1 2.3

50～100 0.8 1.0 1.2 1.4 1.6 1.8 2.0 2.0



DB11/T ××××—××××

7

100 250 165 110 60 35
200 140 100 70 35 22

8.7 日常管理

8.7.1 流水养鱼池从进水口到排水口处要有 1‰～2‰的坡降，以利于清除污物，保持水质的清洁。

8.7.2 排水口和溢水口应根据鱼体的大小设置网闸，以防鱼的逃逸。

8.7.3 随鱼种生长，当个体差异超过 40%或密度超过表 3 时应及时分池或分级。

9 成鱼（商品鱼）养殖

9.1 鱼池类型

水泥池或以石块堆砌为主。

9.2 鱼池规格

池塘以面积为30 m2～100 m2，水深0.6 m～0.8 m为宜。

9.3 鱼种放养

9.3.1 鱼种质量

规格整齐、体色鲜亮、游动敏捷、体质健壮。

9.3.2 放养密度

在不同水量、水温及不同规格鱼种条件下可允许的放养密度按照表 4的规定执行。

表 4 商品鱼养殖阶段不同规格鱼种、不同水温及不同水量与放养密度关系表

单位为尾/m2

水量

（L/S）

水温

（℃）

放养时体重（g）

40 50 60 70 80 90 100 150 200 250 300

10
15 160 140 120 100 87 75 63 47 37 28 19

10 250 210 190 160 140 120 100 80 65 47 31

20
15 340 290 250 220 180 160 130 100 77 58 39

10 500 440 390 330 290 250 210 170 130 96 64

30
15 520 440 380 330 280 240 200 150 120 90 60

10 780 680 600 520 450 380 330 250 210 150 100

9.4 投饲

饲料蛋白含量不低于 40%，其余营养参数标准符合 SC/T 1030.7的要求,饲料质量及安全符合

SC/T 1077的要求。每日投喂 2～3次，每日投饲率按照表 5的规定执行。

表 5 鱼种体重、水温与投饲量的关系表

鱼的平均体重（g） 粒 径（mm） 投喂量（占鱼体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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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5 水温

成鱼养殖适宜水温为 6 ℃～16 ℃。

9.6 溶解氧量

成鱼养殖池水体的溶解氧应不低于 6 mg/L。

9.7 日常管理

在饲养过程中，要注意巡塘检查，观察鱼的活动和摄食情况以及有无逃鱼等问题，并及时调节水质

和水的流量，及时清除池内污物，保持水的清洁。

10 病害预防

10.1 环境卫生

环境卫生应符合SC/T 6102的相关规定。

10.2 消毒

10.2.1 人员进入车间、工具使用前应消毒。

10.2.2 外购鱼卵、鱼苗、鱼种、成鱼及其运载工具进入养殖区应消毒。

10.3 传染源控制

防止霉变饲料混入，防止老鼠、苍蝇、飞鸟等传染源进入仓库和养殖区。保持鱼池清洁、卫生，保

持水质清洁，防止杂物进入。

10.4 鱼病防治

北极红点鲑常见疾病有小瓜虫病、指环虫病、细菌性肠炎、烂鳃病、水霉病等，主要症状及防治方

法见附录 A，其余鱼病防治按照 SC/T 1132及 DB11/T 196的相关规定执行。

11 养殖尾水排放

养殖尾水排放应按 SC/T 9101的相关要求执行。

(g) (mm) 2℃ 4℃ 6℃ 8℃ 10℃ 12℃ 14℃ 16℃

100～150 2.0～2.5 0.7 0.8 1.1 1.3 1.5 1.7 1.9 1.9

150～250 2.5 0.6 0.8 1.0 1.2 1.4 1.6 1.8 1.8

250～500 3.5 0.5 0.7 0.8 1.1 1.3 1.5 1.7 1.7

500～750 5.0 0.4 0.6 0.7 1.0 1.2 1.4 1.6 1.6

750～1000 5.0 0.3 0.5 0.6 0.9 1.1 1.3 1.5 1.5

1000～2000 6.5 0.2 0.4 0.6 0.8 1.0 1.2 1.2 1.2

2000 以上 8.0 0.2 0.4 0.5 0.6 0.7 0.8 0.8 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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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A

（资料性）

北极红点鲑常见疾病治疗方法

表A.1给出了北极红点鲑常见疾病的治疗方法。

表 A.1 北极红点鲑常见疾病治疗方法

鱼病名称 主要症状 防治方法

小瓜虫病
病鱼体表布满白色的小点，同时伴有大量的粘

液，病情严重时表皮糜烂。

1%～2%氯化钠溶液浸泡 20 min～30 min，连续

3 次。

指环虫病
眼球凹陷，鳃丝粘液增多、肿胀，分布着大量虫

体密集而成的白色斑点。

水体用硫酸铜、硫酸亚铁合剂0.5 mg/L～0.8

mg/L全池泼洒，连用2 d～3 d。

细菌性肠炎病

病鱼腹部膨大，体色暗淡，游动无力，手摸鱼体

粗糙，肛门红肿有外突，解剖鱼体可见肠道不同

程度充血，伴有黄色腹腔积液。

用大蒜素粉（含大蒜素 10%）按鱼体重 200

mg/kg 进行口服，连续投喂 5 d～7 d。

烂鳃病

病鱼鳃丝腐烂带污泥，鳃丝末端有许多黏液；严

重时鳃盖骨内表中央被腐蚀成一个不规则的透

明小窗。

1%～2%氯化钠溶液浸泡 20 min～30 min，连续

3 次。

水霉病
菌丝侵入病鱼肌肉，体表菌丝大量繁殖呈灰白色

絮状。

预防办法是在孵化期间，注意挑拣并除去死卵；

拉网时，注意避免擦伤鱼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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