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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棘黄姑鱼(N ibea diacant hus ( Lac�p�de) )属石首

鱼科、黄姑鱼属中的一种, 分布于印度、东南亚、朝鲜和日本

及中国沿海。具有生长迅速、病害少、适应性强、易于养殖、鳔

大等优点, 1年就能达到商品规格, 2年可达 2~ 2. 5kg,是海

水鱼网箱养殖或池塘养殖的理想品种之一,目前在福建和广

东沿海双棘黄姑鱼网箱养殖已较普及。

中国黄姑鱼属有 7种 [1], 相关的研究主要集中在黄姑鱼

(N ibea alb if lora)、日本黄姑鱼(N ibeajapom ica)和 状

黄姑鱼(Ni beamii chthioides)这3个品种中[2~ 6],而有关双

棘黄姑鱼的生物学研究、育苗和养殖等尚未见报道。为此作

者选择该种类作了催产孵化和苗种培育的生产研究,并从形

态学方面对其的近似种和易混种进行比较,以期为今后苗种

生产和推广提供参考。

1 材料与方法

1. 1 材料
亲鱼来源于广东柘林湾内网箱饲养 4 a以上的无伤

害、健康的养殖鱼,雌雄比例为2B1。

1. 2 方法
1. 2. 1 催产受精

催产和受精都在 80目的网箱中进行。先将亲鱼麻醉后

再注入催产剂。催产剂为宁波激素厂生产的促排卵素

( LRH- A2)和马来酸地欧酮(DOM),进行背部肌肉注射,剂

量为(LRH- A 2) 50~ 100Lg/ kg和DOM 5~ 10mg/ kg,雄

鱼减半。均为一次注射催产。

1. 2. 2 孵化

亲鱼在网箱中经催产后自然产卵。产卵后8~ 14h从网

箱中把受精卵捞出, 同时进行沉降分离, 除去沉到底部的死

卵后运回水泥池中继续孵化,孵化密度控制在4万~ 5万粒/

m2, 盐度调至 32, 自然水温22~ 29 e , 无直射光, pH 8. 0~

8. 6,微充气。

受精卵上浮后1~ 2h,在 500mL的容器中进行孵化条

件对胚胎发育影响的试验,每容器中放40~ 60粒受精卵。

1. 2. 3 培育条件

育苗水温为自然水温 27~ 29 e , 盐度 28~ 32, pH

8. 0~ 8. 6,无直射光,当鱼苗发育至幼鱼后,在池中用小型潜

水泵使池中保持一定的水流。

1. 2. 4 饵料种类和投饵量

饵料种类包括小球藻、褶皱臂尾轮虫、卤虫无节幼体、

蒙古裸腹蚤和鱼肉糜。池中小球藻的浓度 40 @ 104~

70 @ 104个/ m L。从仔鱼开口到初孵仔鱼 20 d内每天

都投; 轮虫密度在 10~ 15个/ m L,并用鱼油和小球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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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对双棘黄姑鱼 [ Nibea diacanthus ( Lac�p�de) ] 催产孵化和育苗技术进行了试验研究, 并从

形态学方面对其近似种和易混种进行了比较。结果显示, 双棘黄姑鱼性腺发育至Ô期经人工
催产都能产卵受精, 效应时间为 20~ 40 h。胚胎发育适宜水温为 22~ 26 e , 适宜盐度为 30~

35, 孵化率为 80%~ 90%。在育苗水温 27~ 29 e , 盐度 28~ 30, 150万初孵仔鱼经 20 d培育,

共育出全长 1. 4~ 2. 3 cm的稚鱼 95. 3万尾,育成率 62. 3% ; 其中 32. 2万稚鱼分池继续培育至

36天, 育出全长 3. 1~ 5. 2 cm的幼鱼 18. 4万尾。本试验说明对双棘黄姑鱼进行人工催产孵化

育苗,能够培育出达到商品规格的鱼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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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化。从仔鱼开口投到初孵仔鱼 20 d;卤虫的无节幼体

投喂量按每尾鱼苗 30~ 50个/ d计, 1~ 2次/ d。 从初

孵仔鱼 12 d投到初孵仔鱼 22 d; 蒙古裸腹蚤投喂量

按每尾鱼苗 10~ 30个 / d计, 隔天用鱼油和小球藻强

化后投喂, 1~ 2/ d。从初孵仔鱼 15 d投到初孵仔鱼 30

d; 鱼肉糜按鱼苗体质量的 50%~ 100%投喂, 5~ 6

次/ d。从初孵仔鱼 20 d到初孵仔鱼 30 d。

1. 2. 5 育苗管理

仔鱼期日换水量 10%~ 20% , 稚鱼期日换水量

30%~ 50% , 幼鱼期日换水量不少于 70%。 育苗前

期隔天吸污一次, 中后期每天吸污一次。20日龄起进

行大小分池培养。 水中加 5 @ 10 - 6EDT A- Na, 根

据情况不定期加呋喃西林、土霉素、呋喃唑酮等药品

进行消毒。

2 结果

2. 1 催产受精

3次催产的结果(表 1)有显著不同。5月 8日催

产的不仅效应时间长, 而且产卵尾数少, 受精率低, 除

了和亲鱼的个体大小、性腺成熟度有关外, 主要与 5

月 8日前数周连续下雨, 使海水的盐度突降至 25、海

水浑浊有关; 5月 23, 29日两次的催产所选亲鱼明显

大于前次的亲鱼, 盐度相对稳定, 产卵尾数和受精率

都较高。效应时间的长短与性腺成熟度和水温有关,

在适温范围内效应时间与水温呈反比。

双棘黄姑鱼在网箱中 4龄以上的鱼通过强化培

养性腺都能发育至Ô期, 一般注射催产剂后效应时间

为 20~ 40 h, 即可产卵受精。这种在网箱中催产受精

的方法, 既可避免人工挤卵对亲鱼的损伤, 又能提高

卵的受精率, 在福建和广东地区这种催产方法已较为

普及。

2. 2 孵化
孵化率的高低除了与受精卵的质量有关外, 还

与孵化的盐度和水温关系密切。表 2和表 3分别所示

双棘黄姑鱼受精卵在不同的盐度和水温条件下受精

卵的沉浮情况、孵化时间和孵化率。

表 2所示在不充气时, 当盐度低于 25, 受精卵不

上浮, 只有当盐度达到 32时受精卵才上浮。并且盐度

在 30~ 35时有较高的孵化率和较低的畸形率。表 3

所示当水温超过 28 e 时孵化率下降、畸形率升高。与

一般自然产卵的鱼类相比, 表 2, 3中的孵化率偏高、

畸形率偏低可能是由于所取的实验材料都是挑选过

的上浮卵所致。双棘黄姑鱼初孵仔鱼的畸形现象主要

表现在油球位于卵黄囊的中部或前部, 或油球多个,

也有尾部弯曲上翘的。这种初孵仔鱼一般在开口前就

会死亡, 与王涵生观察描述的赤点石斑鱼初孵仔鱼情

况相似 [ 7 ]。

以孵化率为准, 双棘黄姑鱼的胚胎发育适宜水温

应在 22~ 26 e ,适宜盐度在 30~ 35。

2. 3 育苗情况
放入育苗池中的初孵仔鱼数按在 500 mL 烧杯

中的孵化率推算。由表 4可见, 在 3个池子的饵料密

度、管理方法都相同的条件下, 当初孵仔鱼的培育密

度在 1. 9 万~ 2万尾 / m
3
时 , 20 d 的成活率仅

46. 0% , 而培育密度在 1. 00万~ 1. 56万尾/ m3时, 20

d的成活率达到 70%以上。从每天的观察记录看,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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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池仔鱼的密度下降主要在 15~ 16 d以后。这与投

喂量不足和投喂次数较少有关。3号池在 20日龄时及

时分池,并降低光照强度,明显地提高了稚鱼期的成活

率。

粤东地区 5, 6月份池中的自然水温 27~ 29 e , 盐

度28~ 30, 不用控温和调节盐度, 仔稚幼鱼都能正常生

长发育, 饵料充足的情况下可达到 60%以上的育成

率。

3 问题和讨论

3. 1 死亡现象的观察分析

双棘黄姑鱼和其他海水鱼类一样 , 孵化后的初

孵仔鱼可分成仔、稚、幼鱼 3个阶段, 从孵化出膜到鳍

膜消失、各鳍形成为仔鱼期, 再到鱼体鳞被形成为稚

鱼期,以后为幼鱼期。从每天的鱼体活动观察发现,死

亡高峰主要集中在初孵仔鱼开口期和仔鱼到稚鱼、稚

鱼到幼鱼的变态期。

双棘黄姑鱼与其他石首鱼类相似, 口裂相对较

大, 初孵仔鱼第三天开口后即能摄食轮虫, 在轮虫培

养时有意提高温度, 以便获得个体较小的轮虫。另根

椐闽东地区大黄鱼育苗的经验, 轮虫密度控制在 20

个/ m L 以上能保证较高的成活率, 此次育苗仔鱼阶

段也获得了较高的成活率。

鱼苗全长达到 1 cm 时,已达到稚鱼期,此时相互

残杀日趋加剧, 如不及时分池苗量则损失严重。 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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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paper described the study on artificial propagation of Nibea diacanthus( Lac�p�de) and rearing larvae,

and compared with Nibea diacanthus( Lac�p�de) with species of confusion in morphology. Results indicated that it could

spawn and fertilize at the Ôstage of gonad development by artificially induced spawning and the effective time was 20~ 40 h.

The suitable water temperature for embryonic development was 22~ 26 e . The hatching rate was 80% ~ 90% at the

suitable salinity of 30~ 35. Water temperature for rearing larvae was 27~ 29 e with salinity of 28~ 30. 953 000 larvae

with 1. 4~ 2. 3 cm in body length were produced after 20 d rearing with 1. 5million early- larvae and the survival rate was

62. 3% , of which 184 000 juveniles with 3. 1~ 5. 2 cm were produced after 36 d of rearing 322 000 larvae.

(本文编辑:刘珊珊)

棘黄姑鱼属凶猛鱼类, 如饵料密度不足, 光照较强聚

群严重时,就会发现鱼苗间互残的现象。尽管在 15日

龄开始投喂蒙古裸腹蚤, 但仍不能减少相互残杀的现

象。这可能与未能做到少量多餐、池中光照过强有关。

在稚鱼后期和幼鱼初期, 有部分鱼苗离群, 游动

缓慢, 漂浮在水面上, 体色深黑,基本不摄食。这种鱼

很容易被正常的稍大些的鱼苗吞食掉 , 约占总数的

5%~ 8%。这些鱼苗被淘汰,可能和其他海水鱼类一

样, 是由于在变态时营养不足所致
[ 8 ]
。

3. 2 双棘黄姑鱼与易混淆种的区分

黄姑鱼属中开展养殖和育苗的种类已见报道的

有: 黄姑鱼、 状黄姑鱼、日本黄姑鱼等, 这几种鱼和双

棘黄姑鱼从背鳍条数、尾鳍形状、侧线鳞、体色、耳石、鳔

的形状等形态学上即可进行区分(表 5)。从繁殖季节

也大致能区分出这几种鱼(表 6)。另外在闽南、粤东

地 区 常 有 人 把 双 棘 黄 姑 鱼 误 认 作 褐 毛

( Megal onibea f usca) , 这两种鱼从背鳍条数、胸鳍条

数、侧线鳞以及稚幼鱼的体色确实不易区分, 但从尾

鳍形状和解剖以后鳔的形状还是比较容易区分这两

种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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