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赤眼鳟人工繁殖与养殖技术规范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赤眼鳟（Squaliobarbus curriculus）人工繁殖与养殖的环境条件、人工繁殖、夏花培

育、商品鱼养殖及捕捞出售等的技术要求。

本标准适用于赤眼鳟人工繁殖及养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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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必不可少的条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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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标准。

GB 11607 渔业水质标准

GB 13078 饲料卫生标准

GB/T 22213 水产养殖术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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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101 淡水池塘养殖水排放要求

3 术语和定义

GB/T 22213界定的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4 环境条件

4.1 场地

选择无污染源、进排水方便、交通便利、通讯畅通、电力供应有保障的区域建场。

4.2 水源

水量充足，水质执行GB/T 11607的要求。

5 人工繁殖

5.1 亲鱼选择

5.1.1 亲鱼要求

2冬龄以上，雄鱼0.5 kg/尾以上、雌鱼0.75 kg/尾以上为宜，体质健壮、无病无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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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2 强化培育

池塘面积2000 m2（3亩）～3333 m2（5亩），池深1.8 m～2.0 m为宜。放养量为100 kg/亩～200 kg/
亩。当年4月开始进行强化培育，投喂粗蛋白含量32 %的颗粒配合饲料，质量执行SC/T 1077的要求，卫

生指标执行GB 13078的要求。每日投喂2次，日投喂量为鱼体总重的1 %～2 %，以0.5 h～1 h内吃完为

宜，每日投喂浮萍等植物性辅助饵料，投喂量为鱼体总重的0.5 %～1 %。持续流水刺激性腺发育。

5.2 人工催产

5.2.1 繁殖时间

5月下旬至7月上旬，适宜水温22℃～28℃。

5.2.2 亲鱼挑选

水温22℃以上时，挑选成熟度好的亲鱼用于繁殖。要求雌鱼腹部膨大且柔软，生殖孔红润，轻压腹

部即有卵粒外流；雄鱼胸鳍有颗粒状棘突，轻压有精液流出。

5.2.3 催产

采用人工注射混合激素催产。每千克雌鱼用促黄体激素释放激素类似物（LRH-A2）8 μg～10 μg+
马来酸地欧酮（DOM）2 mg～3 mg，雄鱼剂量减半。胸鳍基部一次性注射。

5.2.4 效应时间

效应时间与水温密切相关，详见表1。

表1 水温与效应时间关系表

水温（℃） 效应时间（h）

22～24 9～12

24～26 7～9

26～28 5～7

5.3 自然产卵

5.3.1 产卵池准备

采用水泥圆池作为产卵池，圆池直径为8 m，池高2 m，池壁采用1 m左右的网片进行加高。池底为

圆锥形，方便集卵排水。圆池进排水独立，进水口斜向。人工催产前，使用生石灰彻底清池消毒。

5.3.2 产卵

采用自然产卵受精方式，按雌雄配比1:1，将亲鱼放入产卵池，放养密度150尾/池～250尾/池。亲鱼

放养后适当冲水，产卵受精后，收集受精卵放入孵化设施。

5.4 人工孵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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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1 孵化池准备

放卵前对孵化设施进行修整，并用30 mg/L高锰酸钾药液彻底消毒。

5.4.2 孵化设施

以孵化环道、锥形孵化桶为宜，单位水体放卵量为60万粒/m3～100万粒/m3。

5.4.3 孵化管理

调节水流速度，水流量以鱼卵不沉底、不堆积为宜，出膜时加大水流量。保持水体pH值7.5～8.0，
溶氧5 mg/L以上；做好遮阴，及时清除坏卵、死卵和体质较弱的鱼苗。

6 夏花培育

6.1 苗池准备

池塘面积2000 m2（3亩）～3333 m2（5亩），池深1.8 m～2.0 m为宜。放养前10 d~15 d，使用生石

灰化水全池泼洒，亩用生石灰80 kg～100 kg。清池消毒3 d后，注水60 cm～80 cm，注水口套用网目为

80目的绢袋。施饵培肥，调节水体透明度20 cm～30 cm。

6.2 鱼苗放养

鱼苗“腰点”形成，平游1 d～2 d后进行鱼苗放养，放养密度为40万尾/亩～50万尾/亩。

6.3 日常管理

6.3.1 投饲

放养后，亩用黄豆3 kg/d～4 kg/d，磨成豆浆，分2次～3次全池泼洒。15 d后，投喂粗蛋白含量32 %
的鱼苗配合饲料，每日2次～3次，饲料质量执行SC/T 1077的要求，饲料卫生执行GB 13078的要求。

6.3.2 巡塘

鱼苗放养后，应加强巡塘，观察水质、鱼类摄食、活动及病虫害情况，及时清除敌害生物并作好记

录。

6.3.3 注水

每3 d～5 d注水一次，保持水深120 cm～150 cm。

6.4 出池

全长达3 cm即可捕捞，进行分塘养殖或出售。

7 商品鱼养殖

7.1 放养前准备

池塘面积3333 m2（5亩）～13333 m2（20亩），池深1.8 m～2.0 m为宜。放养前10 d～15 d，亩用生

石灰80 kg～100 kg，进行清池消毒，注水120 cm～150 cm。

7.2 鱼种放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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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养规格整齐，体质健壮，无病无伤的个体，放养密度为2万尾/亩～3万尾/亩。

7.3 养殖管理

7.3.1 投饲管理

投喂粗蛋白含量28 %～30 %的颗粒饲料，饲料质量执行SC/T 1077的要求，饲料卫生执行GB 13078
的要求。饲料粒径根据鱼体生长情况适时调整。日投饲量为鱼体总量的1 %～3 %。日投饵2次～3次，

投饲量以0.5 h～1 h内吃完为宜，同时可适当投喂浮萍等植物性饵料。

7.3.2 水质管理

水质保持“肥、活、嫩、爽”，定期使用生石灰调控水质。

7.3.3 病害防治

遵循“以防为主，防治结合”的原则，用药执行SC/T 1132和《水产养殖用药明白纸》的要求。赤

眼鳟常见病害主要症状及治疗方法见附录A。

7.3.4 日常管理

坚持巡塘，每天不少于2次，做好日常防护，发现问题及时解决。养殖全程应做好水产养殖三项记

录并建档保存，留存至少2年。

8 捕捞出售

体重达20 g/尾，即可上市销售，起捕前停食1 d。捕捞遵循“捕大放小”原则。

9 养殖尾水排放

养殖尾水经处理后排放，排放尾水执行SC/T 9101的要求。

10 技术模式图

赤眼鳟人工繁殖与养殖技术标准化技术模式图见附录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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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A

（资料性）

赤眼鳟常见病害主要症状及治疗方法

表A.1给出了赤眼鳟常见病害主要症状及治疗方法。

表 A.1 赤眼鳟常见病害主要症状及治疗方法

病名 流行主要季节 病症 防治

水霉病
3月～4月，10月～12月，

水温在13℃～18℃流行。

疾病早期，肉眼看不出有什么异状，当肉眼

能看出时，菌丝不仅在伤口侵入，且已向外

长出外菌丝，似灰白色棉毛状，发病鱼摄食

减少，游动失常。

预防：①利用腐殖质、培育小球藻等措施肥水；

②清理池塘杂草，加强日常管理，减少鱼体受

伤。

治疗：全池泼洒戊二醛溶液0.2 g/m3～0.3 g/m3，

每日1次，连用2次。

烂鳃病
4月～10月，以夏季流行

为多。

发病鱼鳃溃烂，鳃小片坏死，口腔粘膜发炎

充血甚至糜烂，吻部发白，体色变暗。

预防：①鱼苗下塘前，用1 %～3 %食盐水溶液

药浴5 min～10 min。②在发病季节，每月全池

泼洒生石灰1次～2次，用量20 g/m3～30 g/m3.。

治疗：①全池泼洒漂白粉1 g/m3，连用2次～3
次；②内服恩诺沙星粉（休药期500度日）每日

1次，每次10 mg/kg～20 mg/kg（以恩诺沙星计），

连用5 d～7 d。

肠炎病
6月～10月，在吃食最旺

盛的季节。

发病鱼腹部胀大，肛门红肿；轻压鱼腹有淡

黄色液体从肛门流出；肠道内充满粘液状

物，肠粘膜上皮受损。

预防：①严格执行“四定”原则，不投喂变质

饲料。②使用生石灰定期消毒，20 kg/亩～30 kg/
亩。

治疗：①拌饲投喂三黄散、大黄五倍子散等中

草药治疗。②内服恩诺沙星粉（休药期500度日）

每日1次，每次10 mg/kg～20 mg/kg（以恩诺沙

星计），连用5 d～7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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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B

（资料性）

赤眼鳟人工繁殖与养殖技术标准化技术模式图

赤眼鳟人工繁殖与养殖技术标准化技术模式图见图B.1。

3月～4月 5月下旬～7月上旬

环境条件 亲鱼培育 催产受精

选择无污染源、进排水方便、交通便利、通讯畅通、

电力供应有保障的区域建场。水源水量充足，水质
执行 GB 11607的要求。

亲鱼 2足龄以上，雄鱼 0.5 kg/尾以上、雌鱼 0.75 kg/尾
以上为宜，体质健壮，无病无伤。放养量 100 kg/亩～
200 kg/亩，当年 4月开始进行强化培育，投喂粗蛋白含

量 32 ％的颗粒配合饲料，每日投喂 2次，以 0.5 h～1 h
内吃完为宜。日投喂量为鱼总重的 1 ％～3 ％，适时
投喂浮萍等植物性辅助饵料。

每千克雌鱼用 LRH-A2 8 μg～10 μg+DOM 2 mg～3
mg，雄鱼剂量减半，胸鳍基部一次性注射。将催产后

的亲鱼按雌雄配比 1:（1～1.2），放入圆形产卵池，
放养密度 150尾/池～250尾/池，流水刺激，收集受精
卵放入孵化设施。

5月下旬～7月上旬 6月上旬～9月上旬 7月～12月
人工孵化 夏花培育 商品鱼养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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孵化设施以孵化环道、锥形孵化桶为宜，放卵量为

60万粒/m3～100万粒/m3水体，流水以保证鱼卵不沉

底、不堆积，保持 pH 7.5～8.0，溶氧 5 mg/L以上，

做好遮阴设施，及时清除坏卵、死卵和体质较弱的

鱼苗。

平游 1 d～2 d 后，进行鱼苗放养，放养密度 40 万尾/
亩～50万尾/亩。放养后，亩用黄豆 3 kg/d～4 kg/d，磨

成豆浆，分 2次～3次全池泼洒。15 d后，投喂粗蛋白

含量 32 %的鱼苗配合饲料，每日 2次～3次。全长达 3
cm后即可捕捞。

放养前 10 d～15 d使用生石灰清池消毒，注水 1.2 m～

1.5 m。要求规格整齐，体质健壮，无病无伤，放养密

度 2万尾/亩。全长 10 cm前投喂粗蛋白含量 30 ％的

颗粒饲料，10 cm 后，28%的颗粒饲料，粒径根据鱼

体规格适时调整。日投饵 2 次～3次，投饲量以投喂

后 0.5 h～1 h 内吃完为宜，同时可适当投喂浮萍等。

定时、定点投喂。

4月～12月 4月～10月 12月
日常管理 病害防治 捕捞

水质保持“肥、活、嫩、爽”，定期使用生石灰调

控水质。养殖尾水经处理后排放，执行 SC/T 9101
的要求。坚持巡塘，每日不少于 2 次。养殖全程应
做好三项记录并建档保存，留存至少 2年。

遵循“以防为主，防治结合”的原则，在鱼病高发季节，

采用泼洒、内服等方法进行防控，发生病害时及时检查、
对症用药，用药执行 SC/T 1132和《水产养殖用药明白
纸》的要求。

全长达 15 cm，适时起捕上市，起捕前需停食 1 d。遵
循“捕大放小”原则。

图 B.1 赤眼鳟人工繁殖与养殖技术标准化模式图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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