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十、渔业。

联系电话: 022-69572770 

电子邮箱: tjhuanxin@ 163. com 

D. 福瑞鲤

自种来源: 亲本组合:建鲤 (Cyprinus carpio var. j ian) 和野生黄河鲤 ( Cyprinus 

〈 αrpio hae7ηatopterus T emmincÞ et SclilegeD 。

审定情况: 2010 年 12 月全国水产原种和良种审定委员会审定通过， 2011 年 4 月获得水

产新品种证书。

审定编号: CS-OI -003-2010 。

特征特性:

(1 ) 体型梭形，背较高， 体较宽， 头较小;口亚下位， 呈马蹄形， 上颁包着下烦，吻圆

饨，能伸缩;口须 2 对，领须长约为吻须长的 2 倍;全身覆盖较大的圆鳞;体色随栖息环境

不同而有所变化 ， 通常背部青灰色，腹部较淡，泛白;臀鳝和尾鳝下叶带有橙红色。

(2) 生长速度快，比普通鲤鱼提高 20%以上，比建鲤提高 13 . 4% 。

(3) 体型好，体长与体高比为 3.65 : 1 ，普通鲤鱼体长与体高比为 3 : 1 左右，长体型

在全国大部分地区更受老百姓欢迎。

(4) 饲料系数低，为1. 2 左右，可有效降低养殖成本。

(5) 适应能力强，能耐寒、耐碱、耐低氧，抗病性强，对水质要求不高，能在各种水体

11 1生活，只要水域没有被污染，就能生存，适宜在全国淡水水域中养殖。

产量表现:

1.区域试验中的中试情况 2008 年和 2009 年 ， 在江苏、 四川及山东等地对福瑞鲤和普

jffi鲤鱼进行了生产性养殖对比试验。

江苏宜兴， 采用单养模式 ， 放养夏花鱼苗 ， 放养密度 3 000 尾/商，平均增重 2. 75 克/

(尾 · 天) ， 生长速度比普通鲤鱼快 24.7% 。

四川辄县 ， 采用混养模式 ， 放养夏花鱼苗，放养密度 5 000 尾/商，平均增重 3.42 克/

(尾 · 天) ，生长速度比普通鲤鱼快 20.2% 。

山东东平县，采用单养模式， 培育大规格鱼种，放养密度 5 000 尾/亩 ， 平均增重 2. 67 

克/ (尾 · 天) ，生长速度比普通鲤鱼快 29. 9% 。

2. 生产试验的产量情况 2010 年和 2011 年，福瑞鲤在山东、 云南 、 贵州、四川、 吉

林、河南等地进行了示范推广。

山东省东平县，放养密度 1 500 尾/商，平均增重 4. 1 0 克/ (尾 · 天) ，当年养成商品

价，平均收获规格 925 克/尾，净产量 1 338 千克/亩，纯收入达 5 349 元/亩 ， 投入产出比

1 : 1. 40 。

云南省开远市，放养密度 2 500 尾/亩，平均增重 3. 78 克/ (尾 · 天) ， 当年养成商品

仇，平均收获规格 780 克/尾，净产量 1 720 千克/亩，纯收入达 4 81 2 元/亩，投入产出比

1 : 1. 38。

贵州省凯里市， 放养密度 3 000 尾/商 ， 平均增重 2. 16 克/ (尾 · 天) ，当年养成鱼种，

平均收获规格 246 克/尾 ， 净产量 669 千克/亩，纯收入达 3820.09 元/亩 ， 较饲养本地鲤

(R88 . 67 元/商)增收 2 931. 42 元/亩，投人产出 比 1 : 1. 5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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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省绵竹市，放养密度 2 750 尾/亩，平均增重 3 . 73 克/ (尾 · 天) ， 当年养成商品

鱼，平均收获规格 580 克/尾，净产i主[ 1 451 千克/商，纯收入达 3 725 元/商，投入产 n~ 比

1 : 1.30 。

河南省开封市，放养密度 2 000 尾/商 ， 平均增亘 2. 26 克/ (尾 · 天) ，第 2 年养成商品

鱼，平均收获规格 810 克/尾，净产量: 1 587 千克/亩 ， 纯收入达 6 950 . 8 元/亩，投入产:1\ 比

1 : 1. 46 ，养殖收益提高 50%以上 。

山东省东平县，放养密度 1 200 尾/亩，平均增重 4.96 克/ (尾 · 夭) ，第 2 年养成商品

鱼，平均收获规格 1 380 克/尾，净产盘 1 634 千克/亩，纯收入达 5 979 元/亩，投入产 :H 比

1 : 1. 49 。

目前，桶瑞鲤已在全国 16 个省份进行了示范推广，仅在山东、江苏、河南、吉林、四

川 、宁夏、陕西、 云南、贵州等地累计推广面积达 2. 2 万公顷， 新增产值 3. 5 亿元，用收节

支总额1. 3 亿元，已取得显著的经济和杜会效益。

养殖要点:

(1)亲鱼培育技术 : 亲鱼培育池面积 5~10 亩， 71<.深一般为1. 5~2. 5 米，每商放养

150-----200 千克。 水酒上升到 10
0

C 以上时开始投l喂，喝水温上升井稳定在 16
0

C 以上便可催

产。 催产方式有自然产卵和人工授精两种，鱼苗孵化可采用静水鱼巢充气孵化和l流水脱粘孵

化等方式。

(2) 苗种培育技术 : 鱼苗池面积 2~5 亩 ， 水深一般为 1 ----- 1. 5 米，用前 7~ 1 5 夭川也石

灰彻底清塘消毒，放养密度 1 5 万~20 万尾/亩。 鱼苗人塘后泼洒豆浆， 1 周后增暇豆饼糊 。

(3) 鱼种培育技术: 鱼种池而积 3~6 亩 ，71<.深一般为1. 5~2 米， HI前彻底消莓 ， 放养

密度 5 000~ 1 0 000 尾/商 。

(4 )成鱼培育技术 : 成鱼?也面积 5~10 亩，水深一般为 2-----2 . 5 米 ，放养密度为 600-----

800 尾/亩。

适宣区域: 适宜在全同淡水水域巾养殖。

选育单位:中罔71<.产科学研究院谈水渔业研究中心

联系地址: 江苏省无锡市山水东路 9 号

邮政编码 : 214081 

联系人: 董在杰

联系电话 : 0510 --85558831 , 13861734035 

电子邮箱: dongzj@ ff rc. cn 

E. 豫选黄河鲤

吕种来源: 由河南省水产科学研究院利用黄河故道野生黄河鲤鱼做亲水 ， 经过近 20 年 、

连续 8 代选育而形成黄河鲤鱼良种。

审定情况: 2004 年全国水产原种和良种审定委员会审定。

审定编号: GS-OI-001-2004 

特征特性: 体型纺锤状，体色鲜艳，金鳞赤尾，子代的红体色和不规则鳞表现率已|垛至

1 %以下，生长速度比选育前提高 36%以上。 该品种性状稳定 ， 生长速度快，成市率高，易

捕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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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量表现:用选育的黄河鲤鱼苗(体民 2~3 厘米)可当年 (养殖期 5~6 个月)育成亩

产 1 000 千克左右 、 750 克以上的商品鱼;网箱养殖商产达 3 万~6 万千克。

养殖要点:

(1 ) 池塘养殖:池塘养殖要按照中华人民共和罔水产行业标准 《黄河鲤养殖技术规范》

(SC/ T 1081 2006) 操作。

(2) 网箱养殖:选择水质好， 无污染 ， 背风向阳， 水流平缓，水深 3~5 米的库叉或

湖泊 。

(3) 商品鱼网箱养殖 : 放养规格 50~100 克/尾，密度 10~ 1 5 千克/米2 。

适宣区域:适宜在全罔各地养殖，特别是沿黄河地区。

选育单位: 河南省水产科学研究院

联系地址:河南省郑州市南阳路 1 70 号付 11 号

邮政编码 : 450044 

联系人:刘 京

联系电话 : 037 1-63981025 

良种供应单位:

1.河南黄河鲤鱼良种场

联系地址:河南省武陪县詹店镇

邮政编码 : 454900 

联系人 : 王军

联系电话 : 0391-7592777 

2. 河南省水产良种繁育场

联系地址:河南省郑州市金水区政七街 1 7 号院

邮政编码 : 450008 

联系人 : 王宇锋 ， 李红岗

联系电话 : 13503719369 

F. 长丰链

吕种来源: 原始亲本为长江野生链。

审定情况: 20]0 年全罔水产原种和良种审定委员会审定。

审定编号: GS-0 1-001-2010 。

特征特性:

(1)生长速度快， 产量高 : 长丰链 1+龄鱼体重增长平均比普通链快 13. 3 %~ 17. 9% , 

增产 14%~25% ; 2+龄鱼体重增长平均比普通链快 20.4 7 % 。

(2) 体型好 : 体型较高且整齐 ， 反映体型高低刮主要指标为 1 足龄鱼体长/体高为 3. 42

士0 . 1 3 ，而标准值长江水系链体长/体高为 4. 07土O. 18 。

(3) 遗传纯度高 : 微卫星 (SSR) 分析结果表明， 长丰链群体平均等位基因数 2 . 1， 普

通养殖链与长江链平均等位基因数分别为 3. 4 和 4 . 0 ; WJ望杂合度范围为 O. 0960~0. 5048 , 

平均值为 0. 2774，明显低于普通养殖链与长江链期望杂合度 (0. 6297 和 O. 7360) 。

产量表现: 2007一20 10 年 ， 主要在湖北省潜江市国有西大统农场水产公司和石首市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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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渔业集团公司进行长丰链的规模化养殖 ， 长丰链比当地繁育的白链平均商增产 17%以上，

成活率提高 7%以上。 2009 年陕西省水产研究所、安徽省农业科学院水产研究所等单位推

广，推广养殖面积达到 3000 多亩，结果长丰链比当地繁育的白链平均商增产 18. 3 %以上。

2011 年长丰链推广水花近 8 000 万尾，夏花近 700 万尾。覆盖全国东北、华中、华南、西

北、华南等 20 多个省份。

养殖要点:

1.养殖场地的选择 产地环境的好坏直接决定了水产品的安全水平。 环境污染不仅直

接影响生物的生存和生长，而且污染物直接进入鱼体内，导致鱼产品中有害有毒物质起标，

不可食用。 现行的国家标准 GB/T 184074 ((农产品安全质量 元公害水产品产地环境要求》

中对产地的通用要求规定了两条 : 一是"养殖地应是生态环境良好，元或不直接受工业‘三

废'及农业、城镇生活、医疗废弃物污染的(地)域"; 二是 "养殖地区域内及上风向、灌

溉水源上游，没有对产地环境构成威胁的(包括工业‘ 写废\农业废弃物 、 医疗机构污水

及废弃物、城市垃圾和生活污水等)污染源"。

2. 水源、水质要求 水源以无污染的河水或湖水为好。 这种水溶解氧较高，水质良好，

适宜于水生动物生长。 井水也可作为水源，但水温和溶解氧均较低。 使用时可先将井水抽至

一蓄水池中，让其自然充气和升温后再进入池塘;或使井水流经较长渠道，并在进水口下设

接水板，水落到接水板上溅起后再流入池塘，以增加溶解氧。若进入池塘的水水温过底，可

少加勤加，不至于使池水温度明显降低。

养殖用水水质要求 pH 6. 5~8. 5 ，溶解氧在连续的 24 小时中， 16 小时以上大于 5 毫克/

升，其余时间不得低于 4 毫克/升，总硬度以碳酸钙计为 89. 25~ 142. 8 毫克/升 ， 有机槌氧

量在 30 毫克/升以下，氨氮含量应低于 0.025 毫克/升，透明度应大于 30 厘米，硫化氢不允

许存在。

3. 池塘条件 池塘土质为壤土、蒙古土或沙壤土，保水性能好。养殖地的底质应无工业

废弃物和生活垃圾、无大型植物碎屑和动物尸体;底质无异色、异臭，自然结构。

长丰链养殖池宜为长方形，东西向，面积可以根据实际情况来确定， 一般为 3 OOO~ 

7000米2 ，水深 2. 0~2. 5 米，塘基坚固， 不渗漏。 池底的四周都统一设有坡度，以避免死

角，淤泥层的深度保持在 10~ 1 5 厘米比较合适 。 此外，还要在池内配备增氧设施，增年L设

施要根据鱼的密度酌情配备， 一般情况下，每 2 500~3 500 米z 水面配备1. 5 千瓦的增氧机

1 {=;-l寸。

4. 注水、施肥 池塘清整消毒后，要暴晒 2~3 天，再往池内注水，第 1 次往池内注水

1 米左右。 进水后要及时施基肥， 每亩水面用发酵过的有机肥 200~400 千克，堆在池四周

的浅滩处。另外，每亩水面还可以加施氨水 5~ 10 千克、过磷酸钙1. 0~ 1. 5 千克，均匀地

泼洒到水面上，培育饵料生物，使池水水色为油绿色或茶褐色，透明度 25~30 厘米，池水

中主要生物因子指标是浮游生物总量 60~ 100 毫克/升。

5. 鱼种来源 从品种选育单位或选育单位指定的苗种繁育基地引进经检疫过的鱼种;

或引进苗种培育成亲本再繁殖的苗种。放养鱼种应体质健壮，无伤病，鳞片、鳝条齐全， 规

格整齐，鱼种全长应在 12~ 18 厘米以上，以放养大规格的斤两①鱼种为直。

① I 斤 = 10 两=500 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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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放养时闹 池塘养殖长丰链鱼种放养有两个时间和季节。 第 1 个时间 、 季节是每年

的 11 月底至 12 月上中旬， 即秋末、冬初。 这个时间 、 季节水温在 5~ ] 5 0C披动，且在越冬

前，鱼体健壮，鳞片紧密，不易受伤，适合鱼种拉网、搬运和放养。 第 2 个时间是冬末春

初， 即每年的 2 月中下旬至 3 月 初 。 冬季，水温在 OOC左右，不适合鱼种投放，这是应该避

开的季节。

7. 放养密度与模式 放养密度与计划产量、轮捕次数、养殖模式、不同区域等相关。

每亩放养密度与计划产量见表 1 。 长丰链可作为主养品种， 也可作搭养品种。 滤食性鱼类与

吃食性鱼类搭养比例应根据各地鱼池条件、当地饲料肥料来源、鱼种来源、技术与管理水平

哼网素来灵活掌握 ， 适当调整。

表 1 每亩水面鱼类净产量 750 千克以上的放养与收获模式(长江流域)

1& Jí:. 1& 获

种炎 规格 敛址 蓝蓝 占总放m: 成活率 毛产位 f户产ÍIÌ 总厅，产比

(克/尼) 〈尾 ) ( 下 }'l.) 业比 (%) (%) n克/商) (下克/ fÌï) (%) 

250-300 200 60 26 95 130 70 9 

30- 100 400 90 224 198 25. 6 
l，=车链 3J 14 

10-20 300 85 65 61 7. 8 

合计 900 91 40 90 418 328 42. 4 

300-400 20 7 3 95 15 8 

鳞i 30-100 30 2 90 16 14 1. 8 

合~1啕 50 9 4 92 31 22 2. 8 

250- 750 150 75 33 80 300 225 28. 8 

r，~ili 50- 100 250 19 8 60 11 3 94 12 

合 i十 400 94 41 68 413 3 J9 40. 8 

50- 150 80 95 30 22 2. 8 
10 5 

1-1 1头勤 10- 15 150 80 12 10 1. 3 

合计 230 10 5 85 42 32 4. J 

100- 200 100 95 48 33 4. 2 
16 7 

费lli 10- 15 50 80 8 7 0. 9 

合~ 1- 150 16 7 90 56 40 5. 1 

银卿 10 500 5 2 80 40 35 4. 5 

j!f宜1 250-750 3 2 80 5 3 0. 4 

织 ì l 2233 227 100 85 1 006 780 100 

注 6-8 月轮捕达到上市规格的 l，=丰岛主、蝙 4-5 次 .

8. 肥料与饲料 以有机肥、 生物菌肥、 青饲料和配合饲料组成肥料 、 饲料系统。

(1)有机肥: 每亩水体产 700 千克食用鱼需有机肥 7 200 千克 ， 或生物菌肥 50~60 千

克，实际应用时可互对增减使用 。 各类有机肥质量要保持各自的自然含水量 ， 应经发酵腐熟

后兑水泼洒使用。绿肥要求鲜嫩。

(2) 青饲料:常用的鱼类青饲料有野生陆草和人工种植的黑麦革与苏丹草、各种嫩菜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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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每亩7)(体产 700 千克食用鱼市青饲料 8 OOO~ 9 000 千克。其质量要求鲜嫩、远口 、

无毒 。

(3) 配合饲料 : 长丰蜒的配合饲料粗蛋白质含量要求 25%~30% 。 饲料应无莓'变、未

腐烂变质，饲料安全卫生指标应符合 NY 5072 ((无公害食品 也用配合饲料安全限iL( )) 的规

定 。

9. 养殖技术要点

(1)施肥 : 施JJ巴有施基肥与追肥两种。 施基月巴时一次施足 。 总体施JI巴原则为做到看水

色、看鱼活动、健康与吃食情况、看天气变化、看水体肥度 (透明度大小)、看;j( rMI 、 1]-肥

料来源、看池塘条件等 ， 灵活草握。

(2) 水质观测与调控:良好的水质， 一般大多为绿褐色和茶褐色。 这种水. 一般春、

豆、秋季节每天都有变化，即早淡、|咙浓，并有轻度"7)(华" (7Jc表面下风头有一仰后|百!色

、rrll膜状物或色深、浅不同的云状团块) 。 这是池塘养鱼所追求和保持的水质。 凡不好的本质，

一般为蓝绿色、砖红色、谈灰色和l黑灰色或乳向色。 这些不好的水质，都发生在反禾1印刷季

节，而且无周日早、晚淡浓变化。

鱼池水质调控技术是建立在池塘生态学的基础上，通过鱼池水质周年和季节'性变化规

律，并在鱼类饲养过程中对水质变化的具体现测综合进行人工调控。池塘水质调控的H体方

法为 :

对于蓝绿色和砖红色水 ， 采取大量换水、搅动水体增氧气，必要时， 局部则硫酸制!.!X络

合腆等药杀、配合加水防泛塘，增施磷肥或微生态菌JI巴等综合方法进行调控。

对于1炎灰色和黑灰色水，采取补磷增施磷肥的方法调节。 对于乳向色水 ， 采凶杀血汗IJ药

杀浮游动物和增施化肥的方法进行调节。 如果凡施化JI巴方法，效果不佳，显示水质rl l .ìf缺乏

其他营养素，贝IJ采取施用适id;有机JI巴配合调节。 对I水调节 : 长丰链养殖池应定期)11.1点 。 ìl l 1 7.1<

次数 : 3~4 月，每月加水 1~ 2 次 ; 5~ 6 月 ， 每月 加水 2~3 次 ; 7~8 月，每月 )JII水 3~4

次，高温季节 5~7 天就要加注新7j( 1 次; 9~ 1 0 月 ， 每月 1m水 2---- 3 次 。 1m水量依池就li水位

高低，渗水情况灵活:革:掘 ， 一般每次)m水 20 厘米左右 ; 当池塘保水性能，水位高u，j" . IIJ 抽

提原池水冲回原池。 机械增氧调节 : 开动增氧机， fiE直接使池水平面流动、上下7j(层制功，

并有吸入水面上的空气溶于水巾增加氧气。 特别是刷烈天气变化之前和l之后进行池城附饵，

防止鱼类严重浮头和泛塘。

10. 病害防治 长丰链养殖过程巾常见的病害有打印病 、 细菌性烂腮病、白皮'病、仙头

蚤病、 7.1<霉病、细菌性败血症、

(1)预防措施 : 鱼病的发生，多数情况是养殖水体环境不良、饲养管理不善、行d水受

伤， 而使病原体的侵袭所致 。 因此，要从以下几个方面人手进行全面预防:

①养殖池塘的彻底清整、消毒。无论鱼苗、鱼种还是食用鱼的饲养，苗种下塘前均!但清

塘、消毒 。

②鱼苗、鱼种下塘半月后，每立方米水使用 1~2 克漂白粉 (28%有效氯)泼洒 1 7X 。

③加强巡塘， 经常清除池边杂草和残留饲料，做好池塘清洁卫生，发现死鱼应及川才捞

出，深埋。

④在拉网锻炼、分塘、起捕、筛选、运输等过程中，操作应细心，防止鱼体受伤。

⑤做好疫病处理工作。 饲养的鱼类一旦发生传染性疾病， 应将其隔离，其水体也不能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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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tlifll:放，以免疫病进一步传播。 应原池进行药物治疗或做好消毒处理。病鱼、死鱼不可随便

地弃，而进行无害化处理。

(2) 常见病害推荐治疗措施 :

①打印病:此病义叫蜒鱼腐皮病，是Ff:J细菌引起。 病鱼患病部位常在尾柄及腹部两侧，

!，tl处:I\ f~剧形或椭圆形的红斑，好像盖上了一个红色印章，故称打印病。 随着病情发展，表

J豆腐烂 . 严重时可见到骨锵或内脏。 病鱼瘦弱，游动缓慢。 主要危害蜒的成鱼和亲鱼。 流行

J -金作|各养鱼地区。 该病一年四季都有发生 ， 5~7 月最为严重。

防治方法 :

(a) 在jÎï.网、 运输时操作要细心，勿使鱼体受伤;在发病季节用漂白粉或三氯异佩尿酸

址'行全?也消毒预防。

( b) 发病时全池泼汹漂白粉，用盐1. 0~ 1. 5 毫克/升 。

(c) 全池泼洒-氯异fit尿酸，)H址 O. 2~0. 5 毫克/升 。

( <.1 )全池泼洒五千百子煎汁，)R业 2~4 毫克/刑 。

( c) 虫Il遇亲鱼生病，可)-H iJ，í向粉直接涂在患处上。

②白皮病 : 此病又叫向尾病， 一般因为投网操作不慎，擦伤了鱼体，细菌侵人而引起。

发病初期，病鱼背鳝基-部或尾柄:1\现向点，并迅速扩大，向前后蔓延，背鳝和臀鳝间的体表

以至j垂蜡处都现内色。 战后病鱼形成头朝下，尾蜡向上， 与水面垂直，不久就死去。

此病主要发生在民丰蜒的豆花阶段和鱼种阶段， 发病时间一般在夏秋季，以 5~6 月为

M帘'见。 流行地区较广 。

防治方法 :

(a) 最重要的是拉网操作时，勿擦伤鱼体。

( h ) 全池泼洒漂向粉，用量1. 0 毫克/升。

( c) 全池泼洒二氧化古玩， FH :W: o. 1 ~O. 2 毫克/升 。

( d ) 五千百·子煮汁全池泼洞，用量 2~4 毫克/升。

③flod头蚤病:此病又叫针虫病、铁锹虫病、 3主衣病， 是由锚头蚤侵入鱼体而引起的，在

病宜d本表肉"良可见虫体 。 虫体寄生四周组织常红JI中发炎，同时靠近伤口的鳞片被锚头蚤的分

泌物M俐，腐蚀成缺口 。 鱼体初被虫体侵入时，呈现不安、食欲不好，继而身体瘦弱，游动

缓悦 。

此虫可侵入长丰她:等鱼的体表，对幼鱼危害特别严重，可引起死亡(对大鱼主要是影响

生 l(:) 。 此病流行地区广 ， 全同各养鱼地区都有发现， 终年可见， 夏秋季能引起严重流行病。

防治方法 :

(a) 丹l生石灰带水清塘 ， 肘盘 200~250 毫克/升。

( b ) 鱼和11放养时用高锚酸钊l浸浴，用i二- 1O~20 毫克/升，时间 15~30 分钟 。

(c) 在该虫繁殖季节，全池泼洒敌百虫 (90% ) ，用量 O. 5 毫克/升。每 2 周 1 次，连用

2~3 次 。

( d ) 在水瘦条件下， 每商水面、水深 1 米时，施 400 千克腐熟猪粪或牛粪，改善生态环

境，达到防治该病。

④细菌性败血症:此病又叫暴发性传染病，由im菌引起。 病鱼头部、体表充血或出I缸，

有的月1门红肿，部分病鱼还伴有眼和眼眶突出并充血，肌肉亦有出血现象 。 剖开体腔有腹
• 40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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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肠空、微红，脂肪有出lfrL点 。 亦有症状不明显的病例。 据调查，此病有急性和慢性两种

类型 ， 急性型病情猛，呈暴发性， 有死亡高峰期;慢性型则死亡缓慢，无死亡高峰期 。

流行季节一般是 4~ 10 月， 高峰期是 6~8 月，水温为 25~350C。危害鱼的种类有链、

鳞等多种淡水鱼类。 从鱼种到成鱼都可发病 ， 但主要危害成鱼。

防治方法:

(a) 彻底清理鱼塘，清理淤泥，并用生石灰消毒。

(b) 做好鱼种消毒，鱼种放养密度和搭配比例要合理，不要过密。

( c ) 耍定期进行药物预防，每月全池泼洒生石灰 1 次，用量. 20~25 毫克/升。

(d) 发病治疗，全池泼洒生石灰 1 次，并以黄苓拌饵投喂，用量 2~4 克/千克体重，连

用 4~6 天 。 投喂时需与大黄、黄柏合用(三者比例为 2 : 5 : 3) 。

( e) 并发细菌性烂腮病时， 第 1 天全池泼洒三氯异佩尿酸，用量 O. 2~0. 5 毫克/升。 于

第 2 天起用黄苓拌饵投喂，方法同 (d) 。

适宣区域: 全同可控水体均适宜养殖。

选育单位: 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长江水产研究所

联系地址:湖北省武汉市东湖新技术开发区武大园一路 8 号

邮政编码: 430223 

联系人:邹桂伟

联系电话: 027-81780018 , 81780173 

G. 津鲍

白种来源 : 1957 年由长江原种白链 1 000 尾培育成亲本，然后以这批鱼为原代，逐代繁

殖和选育，历经 40 余年的选育，于 200 1 年选育到凡，定名为津链。

审定情况 : 20 10 年全国水产原种和良种审定委员会审定。

审定编号: GS-01-002-2010 

特征特性: 津链体较侧扁，较高，侧线完全，侧线鳞 96~ 107 枚，体银白色， 背灰色，

适应性强、 繁殖力 比长江白链高 30. 7% ~ 157. 2% ， 生长速度比长江白链快 10. 16% ~ 

13.15% ， 含肉率可达 51. 19%~65 . 38% ， 是池塘水域优良的养殖品种。

养殖要点:

(1)苗种培育:亩放鱼苗(水花) 200 万 ~300 万尾，经 15 ~20 天培育育成 15. O~ 

26. 4 毫米体质健壮、规格整齐的夏花 120 万~180 万尾。

(2) 鱼种培育:鲤鱼~鱼鱼种池(亩放养 10 000 尾) 亩套养夏花鱼和fl 1 200~ 1 500 尾 ，

注重水质调节，越冬前尾均重可达 200~300 克。

( 3 ) 成鱼饲养:池塘面积 10 亩为宜， 鲤鱼即鱼成鱼池(商放养 800~ 1 000 尾)亩套养春

片鱼种 250~300 尾 ， 注重水质调节，保持水质肥、活、嫩、爽，出池尾均重可达 1 200~ 

1 600克。

适宣区域: 适宜在我国北方地区淡水水域中养殖。

技术依托单位: 天津市换新水产良种场

联系地址: 天津市宁河县芦台火车站南

联系人: 金万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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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系电话: 022-69591668 

电子邮箱: ht emaliang@ 126. com 

(七)细鳝

A. I斑点叉尾细 "江丰 1 号"

面种来源:以斑点叉尾细 2001 密西西比选育系为母:本 ， 2003 阿肯色选育系为父本 ， 杂

交生产的杂交一代。 其巾， 2001 密两两比选育系是 2001 年从美罔密西西比州引进的群体，

经群体、 家系选育技术选育后构建的群体; 2003 阿肯色选育系是 2003 年从美罔阿肯色州引

进的群体，经群体、家系选育技术选育后构建的群体。

审定情况 : 201 3 年全同水产原种和良种审定委员会审定。

审定编号: CS-02-003-20 13 。

特征特性:

1.生物学特征 斑点叉尾姻"江丰 1 号"属姑形目、姻科、 姻亚科、斑点姻属 。 学名

为 Ictalures Punctalus ， 俗名美洲跪、沟她。斑点叉尾细"江丰 1 号" 是以斑点叉尾锢 200]

密两两比选育系为母本， 2003 阿肯色选育系为父本，杂交培育获得的杂交新品种。

2. 生理生态特性 体型粗而较长，背鳝起点处隆起，后背部斜平，腹部平直稍浑圆。

头部较小，吻!需稍尖，亚端位。 体表无鳞， 侧线孔较明显。 上下顿均有锐利向内稍弯的齿。

脂路肥厚，末端游离。 尾鳝分叉较深。 触、须 4 对，其中颁须 1 对，末端超过胸蜡基部，颐须

2 对，且须 1 对。 背部灰褐色，腹部乳向色。 体侧有不规则的灰黑色斑点 。

背蜡蜡式: D. 1 , 6 ~8，胸鳝鳝式 : P. 1 , 8~ 9 ， J白蜡鳝式 : V. 8 ~ 9 ; 臀蜡蜡式 :

A. 26~29 ; 蝇、祀数 2 ] ~ 23 。 蝶分 2 室，前室粗短，后室稍小于前室，瞟内有 T 形结缔组

织，将后室隔为左右 2 室 。 肋骨 ]0 对。 脊椎骨总数 93. J缸膜黑色。

斑点叉尾细 "江丰 1 号"体细胞染色体数 2η=58 。 核型公式 21'1= 1 0m+4sm+38st + 6， 。

肝脏组织中乳酸脱氢酶 (LDI-D 同下酶检测出 8 条谱带，共有 8 个基肉座位。

3. 品种优良特点 斑点叉尾锢"江丰 I 号"生民映，群体规格整齐， 生 LÇ速度 比双亲

平均水平快 22. 1 % 、比普通斑点叉尾姻快 25. 3% 。

产量表现 :

1.生长速度比较 2011 年，应择标准化培育规格一致的 "江丰 1 号"、 2 个亲本自交

组合以及当地普通非选育苗和11网箱独立培育至 12 月后 ， 注射电子标记 ， 再同塘饲养子安

徽巢湖富煌三珍食品集团有限公司水产良种场和南京禄口同家级斑点叉尾姻遗传育种中

心。经一年养殖， 2012 年 11 月在安徽巢湖富煌=珍食品集团有限公司水产良种场现场验

收，出验显示，"江丰 1 号"平均体重达 940 克，平均全长 46. 7 厘米，体重比对照组 I

(父母本自交组合〉均值提高了 22.1 % ， 比 对照组 u (安徽 当 地普通非选育苗种 )

25 . 3%. 20 1 2 年 12 月在南京禄口国家级斑点叉尾细边传育和11 中心现场验收，试验表明，

"江丰 1 号"平均体重达 1. 4 千克，平均全长 45 . 09 厘米，与双亲相比， 杂交种体重超亲

优势率为 35 . 27 % 。

2012 年，继续在湖北省洪湖市德炎水产食品股份有限公司养殖场开展"江丰 1 号"的

生长性能中试对比试验。 20 1 3 年 9 月 ， 对相同养殖条件下养殖 15 个月的"江丰 l 号"和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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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普通商品苗种投网捕捞 ， 测量生长状况 ， 结果"江丰 1 号"良种个体生长速度比i~J北省当

地普通商品苗种提高 20%以上。

2. 中试测产 2011 2013 年连续在安徽 、 湖南、湖北、江苏等主要斑点又尾班l主提养

殖省份开展生产性养殖试验与示范推广，累计生产性养殖 l面积 300 多商， 养殖形式以池城为

主， 从斑点叉尾细鱼利'开始至商品鱼规格。

2011 年 6 月安徽巢湖市煌二珍食品集团有限公司水产良种场引进斑点叉尾烟 叶江半 1

号"苗种 3 万尾，鱼苗到场后放养于1. 5 亩塘口进行苗种培育 ， 培育至 2012 年 l 月分塘至

30 亩池塘进行成鱼养殖。 养殖至 20 1 2 年 11 月收获 ， 平均市产 865 千克，平均规棉达 0. 91

千克 ， 综合成活率达到 95 % 。 结果表明 : 与 目前同类产区主要养殖品种对比，斑点叉尾锢

"江丰 1 号" 增产 21. 7 %，生长优势明显，收到了良好的经济效益。

2011 年 6 月湖南省益阳市赫山区鱼类良种繁育场引进了斑点叉尾姻"江丰 l 号" Li'î,f1jl 3 

万尾进行试养，鱼苗经航空运输至IJ场存前 1. 5 万尾，放养于 l 亩的土池塘口证行苗和11 m.育 ，

培育至 2012 年年初 ， 分塘至 1 5 茵的池塘记性)&111.养础，养娟至 20 1 2 年门月底收获。 Lj欠获

时，平均亩产 854 千克 ， 相比其他商品苗种平行养殖增口平均亩产增加 1 43 下克 ， .. yl. I二 1

号" 良种的生长优势明显 ， 产监比对照提高 20. 1 % 。

20 1 2 年 6 月湖北洪湖温家水产养州开发有限公司养殖场引进斑点叉尾姻 "江半 1 号"

苗种 3 万尾，鱼苗到场后放养于 5 . 5 商塘口进行菌种陪育，培育至 20 1 3 年 1 月分服至 20 亩

池塘进行成鱼养殖。 养殖至 20 1 3 年 9 月拉网捕捞视IJM生~状况，平均规格达 253 . 5 克 ， 平

均商存塘量 253 . 5 千克， 与当地非选育商品养殖菌种对比，斑点叉尾姻"江丰 1 号"也长优

势明显。

从生产性中试推广结果米看 ， 斑点义尾姻 " Ì[.丰 1 号"具有生长速度快 、 乎均规稍大 、

养殖成鱼规格整齐，增产效果明显。

养殖要点:

1.适宣养殖的条件要求 斑点叉尾姻 "江丰 l 号" 可在全罔范罔内人工 nJ控的淡水水

体中进行池塘、 网箱养殖，不宜投放于自然水域。 养殖池塘水质要求清新元污染。 '"1=.长远宦

水温 15---- 34
0

C 。 水体的溶解氧在 4. 5 毫克/升以仁， pH 6 . 8 ---- 8 . 5 ， 透明度 35----45 脱J长 。

2. 主要养殖模式和配套技术

(1)池塘养殖 :

①池塘条件 : 鱼池面积 5........20 商，水深1. 5........ 2 . 0 米，池塘底部淤泥厚度应小于 20 厘

米 。 7]<源充足，水质良好。 放养鱼科l前要清整消毒。

②鱼种放养 : 鱼种要求规格整齐 ， }J巴满度好，游动活泼， 无明显伤残病灶。 鱼种放养前

进行消毒处理。 2 . 5%........ 3%食盐水浴液，漫浴 5........8 分钟或聚维固~腆 1 5........20 毫克/升挝洗

30----40 分钟。鱼种放养密度为每商 1 000........ 1 200 尾 。 7]< i/[I稳定在 10
0

C 以上时，选择在存季

的清晨或傍晚放养。

③饲养管理 : 鱼种放养后即采用驯化养殖技术，投喂配合饲料， 粗蛋白质含盘不低于

32% 。 饲料投喂要做到"四定"， 目Il 定时、 定位 、 定质 、 定盘。 水温低于 180C时日投H民 2

次;水温 18
0

C 以上时日投喂 3 次 。 每次投喂 40........50 分钟 。 每 1 5 天左右进行水体交换 1 次 ，

换水量约占池塘水体总量的 1/5 。 坚持早晚巡塘，清除池内外杂物，观察水质变化、 鱼的摄

食情况和天气状况，及时调整饲料投喂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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卜 渔业o

(2) 网箱养殖 :

①网箱与养殖环境主要求:选择交通方便、水面宽阔、避风向阳、环境安静 、 无污染、微

流水、透明度大于 80 厘米，7](深 7 米以上， pH 6. 5~8. 5 ，榕ffØf氧 6 毫}''[j升以上的湖泊、

水库、河沟等水域。 网箱丽积不得超过水面面积的 1/500 。 网箱应于鱼种人箱前 10 天下水，

让箱壁附着藻类，防止网箱网片粗槌损伤鱼体。

②鱼和l'放养 : 放养时间宜选择在 3~4 月，7](温 10.C 以上时放养， 一次放足。 1 龄鱼种

(每尾体重为 15~50 克)放养密度 200~250 尾/米2 。 鱼种进箱前必须严格消毒。

③饲养投喂: 鱼种进箱后第 2 天开始投饵， 初期为现11食期，投'CÞ~ fii少，数天后正常投

饵。每天投饵 3 次，每次 30 分钟。 所投配合饲料粗蛋向质含iJ:不低干 32% 。 每次投11良前先

用固定器皿l敲击形成一种特定声响， 再向网箱上投饵，以形成条件反射，日投I~民 3 次 ， 每次

30 分钟， 经 5 天左右圳|食，使鱼形成在水面聚群抢食习性后转入正常投 11段 。 斑点叉尾姻摄

食量较大，具体的日投饲量应依据水酒与摄食情况确定:水温 10~ ] 5 .C时，日投 11畏盐为养

媳鱼类总重量的1. 5%~2% ; 水温 1 5~ 20.C时，日投 11畏量为养殖鱼类总重iii; 的 2% ~3% ;

JK1}fi'L 20~25.C时，日投l幌量为养殖鱼类总重量的 3%~3. 5% ; 7}( t且 25~30.C时， I:f投 H良扯

为养殖鱼类总重握的 3. 5% ~ 4. 5% ; 水温 30~ 32.C 时，日投 11畏量为养殖鱼类总重量的

3%~3. 5 % 。

④ 日常管理: 每隔 7~ 10 天洗刷 1 次，以防细菌寄生，浩成鱼体感染。 另外，及时捞出

网箱内的病鱼、死鱼和网箱周罔的污物，防止网目堵塞影响水体交换。 经常检查箱体破损'情

况，每天都要认具观察、检查网衣有再破损、滑节，如有损坏应及时修补。 坚持日常巡查制

度 ， 清除池内外杂物， 发现问题，及时处理。

(3) 病害防治 : 在整个养殖过程中， 应做到以|约为主，管理为先， 实行综合防治。 除做

好鱼池消毒、鱼和I'~肖毒 、 工具消毒等一般性工作外，还要经常保持池塘环境卫生，加强水质

监控，不投喂变质饲料，并定期用药物预防，进行综合防治。 每 1 5 天全池泼i四 l 次 15~25

毫克/升生石灰水杀菌消毒，调节 pH 。

( :-1 \ J1I1性败 1(ll病:

【症状及危害】 发病初期斑点叉尾锢各鳝条基部充JÜl ， 病情严重时腐烂;前动呆捕，

~欲下降至停食，可导致死亡。

【预防及治疗】

A : 阳生石灰全池泼洒， J=日量 : 25 毫克/升，连续 3~5 天 。

B: {现J班间甲氧l@ l应加土霉素力IJ维生素 C 投喂， 用量" : (20+ 200 + 20) 毫克/千克与饲

料棍喂， 每天 1 次，连续 5~7 天 。

【注意事项】

A. 休药期: 土莓素二三2 1 天，磺胶间甲氧|暗院二三30 天 。

B. 土霉素勿与~fl 、族离子及肉索 、 碳酸氢制、凝!股合J-目 ，生石灰不能与漂向粉 、 有机

:瓜、重金属盐、有机物绵合物?昆用 。

②细菌性肠炎病:

【症状及危害】 月工门红肿外突 ， 轻斥腹部有黄色液体外流，基本上处于停食。

【预防及治疗】

A : 盐酸土霉素投喂，用量 : 55~70 毫克/千克鱼体重，每天 1 次，连续 7~10 天 。



第一部分 28 个主导品种

13: 大黄、黄苓、黄柏 3 利I巾草药与饲料?昆合投11畏， Hl iIT: ( 5+2+3) 克/千克1r!体币，

每天 1 次 ， 连续 5~6 天。

【注意事项】

A : 休药期 : 盐酸土4年索二三2 1 天 。

13 : 盐酸土霉素勿与相、族·离子及卤索、碳酸氢例、凝胶合用。

③烂尾病 :

【症状及危害】 病鱼的尾蹭部位腐烂，严重时尾鱼雷骨外露 ， 并导致其他鳝条同时: 1 ~现

腐烂。

【预防及治疗】

A . 大黄、黄芬、黄柏混合煮7J<全池泼洒、网箱挂袋两种，用量 : 0 50+90+ 60) 毫

克/升，每天 l 次，连续 3 次 。

13 : 用磁!肢甲|嗯l哇投11段 ， )衬且 : 100~200 毫克/千克海合饲料投l腰， 连续 5~7 犬 。

【注意事项】

A: 休药期 : 磺j股q-J r嗯l些注30 天 。

13 : 硕!段甲略i些不能与酸性药物I昆用 。

适宣区域: 适宜在全 |叫他网内大部分地区人士可控的淡水水体中进行池塘、网相养摘 ，

不宜投放于向然水域。

选育单位: 江苏省谈水水产研究所、全罔水产技术推广总站、中同水产科学研究院黄海

水产研究所

联系地址 : 江苏省江苏省南京巾-建m~l豆南1&1东路 90 号

11111政编码: 210017 

联系人:陈校辉

联系电话 : 025-86581569 

B. 杂交鲤"杭鲤 1 号"

自种来源: 2005 年 ， 杭州市农业科学研究院水科所以珠江水系斑蜡为母木、钱.lJitf ~ r:水

系乌自由为父本进行杂交实验，并成功获得杂交矶，其生 K连度、抗病力 、 品质号;卢1::/'':''问:状

方面都优于亲本。 继后 . 通过深入选育研究，不断改良品种，获得最优杂交矶，命名为

"杭蚓] 号 "。

审定情况: 2009 年全同水产原种和良种审定委员会审定。

审定编号: GS-02-003-2009 。

特征特性: 杂交蜡"杭蹭 1 号"在形态上与乌鲤更为接近，而体色花纹上与斑蹭较为相

似。 经驯化可摄食人工配合饲料，可改变传统乌鳝养殖只投喂冰鲜鱼、 自 身污染严重的现

状。 采用投喂人工饲料的"杭鲤 1 号"养殖模式， 整个养殖过程换7J<次数 1 ~2 次， 比传统

的乌自由养殖换水 10~12 次明显减少，总磷 (TP) 、总氮 (TN) 、化学耗氧盐 (COD) 等污

染物减排总量达 80%以上，极大地减少了乌鲤养殖对环境的污染问题，且养殖成ffr ~在较传

统棋式提高 15%左右 ， 达 85%以上 。 此外，"杭姆 1 号"抗寒性能优于母本斑蝇 ， 在浙汀.地

区 向然条件下能顺利越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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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渔业。

产量表现:

(1)生长速度快: 在相同养殖条件下， 当年放养早期的乌鲤至年底规格一般为 350~

，100 克/尾，而"杭鳞 1 号" 的规格为 550 克/尾以上，生长速度较乌鲤快 20%以上，较斑血自

快 50%以上，可大大缩短养殖周期。

(2) 养殖产量高"杭蹭 1 号"专养模式，放养密度 5 000~6 000 尾/亩 ， 平均养殖成活

率达到 85% . 单产可达 2700 千克/亩 。 在相同养殖条件下，"杭鲤 l 号"较传统乌蜡养殖产

l重提高 25%~40% 。

(3 ) 养殖成本低， 养殖效益高 : 杂交鲤养殖系数 1. 1 ~ 1. 2 ，按饲料成本 7. 6 元/千克计

算 ， 加上苗种、药物、人工、 水电等养殖杂交鲤每千克养殖戚本在 10. 4 元左右。 而本地乌

蜡养殖系数 4.5. 冰鲜鱼饲料戚本在 13. 0 元/千克，加上苗种、药物、人工、水电等养殖本

地乌鲤每千克养殖成本在 15.0 元左右。 因 此， 养殖杂交鲤比养殖本地乌自盟成本下降

:1O. 67%。平均亩效益达到 8000 元以上，相比传统本地乌蜡亩增效益 35%以上 。

养殖要点 :

(1)乌仔培育 "杭鲤 l 号"乌仔培育与传统乌鲤基本相似，以浮游动物作为开口饵料，

培育过程中应注意饵料生物充足，养殖7)<体溶解氧充足。

(2) 大规格鱼种培育 : ①朝11食 : 当鱼体规格长至 2. 5 厘米左右，鱼苗体色转黄，此时可

进行人工驯食。 可H食过程按"活红虫一死红虫一冰鲜鱼靡一开口饲料"的顺序，调整不同种

类饵料的比例直至完全以人工配合饲料进行投喂，即完成人工驯食。②过筛分养:可H养期间

I~:及时进行大小分养，以防相互残食。 方法为"分小阁大飞 即将小规格鱼种过筛分到备用

峭饲养 ， 大规格鱼乖" 留在原池饲养。 挑出的特大规格鱼种，可放入其他池塘饲养。

(3) 商品鱼养殖 : 经过大规格鱼种培育阶段，完成人工驯食和筛选分养环节后进入商品

((1养殖阶段， 一般放养规格在 200~250 尾/千克的鱼和" 。 杂交蜡商品鱼养殖方法跟其他投暇

i'(.'性饲料的养殖鱼类基本相似， 全程投喂人工饲料养殖，投饲应遵循"四定" 原则 。 养殖管

JIP.方面主要注意水质调控环节，可参考以下方法 :

一一在池塘角种植 1 /5 左右水面的水生植物 。

一一每隔 15~20 天使用 1 次生石灰，用量r 1O~ 15 毫克/升。

一-每隔 15~20 天使用 l 次有益微生态制剂， )刊i主: 5~ 1 5 克/米3 。

一一-每隔 15~20 天注新7K 1 次，每次1m* 1O ~ 15 厘米，保持池水的透明度在 25~30

1' 1 \米 。

杂交鲤抗病力优于本地乌自由， 在近年的大面积推广养殖巾，并未发现重大疾病发生。 因

此病害防治方面， 主要是结合微生物制剂使用，坚持 "防重于治，以防为主，防治结合" 的

IJ;\则 。

适宣区域 : 适合在长江中下游各黑鱼养殖区域养殖，并要求在人工可控制的水体'1'

作殖。

选育单位 : 杭州市农业科学研究院

联系地址:杭州市西湖区转塘街道杭新路 1 号

邮政编码 : 310024 

联系人: 冯晓宁

联系电话 : 136058034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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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鲸鱼卢

A 大口黑自卢 "优自卢 1 号"

自种来源: 该品种以罔内 4 个养殖群体为基1iil1选育种群，采J-H传统的选育技术与分子生

物学技术相结合的育种方法，以生 i夭速度为主要指标，经连续 5 代选育获得的大口蟆妒选育

品种，也是世界上第 1 个大口黑伊选育新l日I种 。

审定情况 : 全罔水产原种和良种审定委员会审定 。

审定编号 : GSOI-004-2010 。

特征特性: 该品和1 1生长快，体型好，个体间生长均匀性增加，高背短尾的畸形率向 5. 2%

降低到1. 1 % . 适合在我同南方地区谈水水域进行池塘主养或套养，也适合淡水网箱养础。

产量表现: 大口黑妒"优妒 1 号" 的生长速度比普通大口黑萨快 17.8%--- 25 . 3% 。

养殖要点:

1.池塘条件 主养池塘的面积以 5 --- 1 0 亩为宜 ， 套养大口黑白卢池塘的面积宜大勿小，

池底淤泥少，壤土j民质. 7j(深1. 5---3. 5 米 。 高密度养殖时 ，需要配备增氧机和抽水机械。

2. 放养密度 精养池塘鱼和11放养密度依据不同养殖地区而不同，广东地区的亩放养密

度为 6 000---8 000 尾，而江苏、浙江和四川地区的放养密度为 1 500~2 500 尾。套养池塘的

亩放养 50---80 尾。

3. 饲料投喂 池塘养殖大口黑船主要用冰鲜下杂鱼来喂食，进行定时、定且'投H良 ， 保

证供给足够的饵料，以保证全部鱼苗均能食饱，使鱼苗个体生长均匀，减少自相残杀，挝高

成活率。 若以重量计， 一般日投喂母为其总体重的 4%--- 6 %。每天11良食 2 次，即上午 9--- 1 0

时 1 次，下午 3---4 时 l 次 。

4. 水质调控 养殖池塘的水质不宜过肥且济解氧丰富，应坚持定期换水，使水的注明

度保持在 4 0 厘米左右，定W~定时开增氧机，使水体的榕解氧均衡。 同时，适量放养大现格

蜒、圳等鱼，以清除饲料残渣，控制浮游生物生长，调节水质。

适宣区域: 适合在我罔南方地区淡水水域进行池塘主养或套养，也适合淡水网箱养刑。

选育单位:

1. 珠江水产研究所

联系地址:广东省广州市荔鸿、区兴渔路 I 号

邮政编码 : 510380 

联系人: 向俊杰，李胜杰

联系电话 : 020-81616129. 81616127 

2. 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九江镇农林服务中心

B. 秋浦杂交斑顿

白种来源: 秋浦杂交斑顿以长江支流秋浦?可采捕后经 3 代群体选育的斑顿为母本和经 5

代群体选育的顿为父本，杂交获得的孔，即为秋浦杂交斑顿。

审定情况: 全罔水产原利'和良科I审定委员会审定。

审定编号: GS-02-005-20 1 4 。



十、渔业。

特征特性:

(1) 生物学特性 : 秋浦杂交斑蜘为斑惯 (Siniρerca scherzeri) ♀ ×甥 (5. chuatsi) 合

朵交一代。

(2) 主要形态特征:秋浦杂交斑甥体型侧扁 。 头后背前部略隆起，弧度介于斑顿与惯之

间 ; 口大，端位，下颁超过上债，但不明显。 躯干较宽，体高/体长介于斑顿与甥之间。 体

色紫铜或棕褐色。 头部眼后无斜带，背鳝下方无垂直纵带。 体表斑点与斑甥相同 ， 体侧有不

现则棕黑色斑块或阁纹，背部有鞍状斑;背鳝、臀蹭、尾踏上有成行排列的点状斑。 背鳝硬

棘、软棘数、臀鳝介于斑顿与顿之间，胸鳝和j匮蜡数目与亲本基本一致。

秋浦杂交斑蜘头部|搓角介于斑甥与顿之间，与亲本间差异显著。 在躯干长轴上， 杂交一代

在躯干长/体长、躯干前L~/躯干后 If上均表现一定的偏顿现象。躯干纵轴上 ，杂交一代的体高/体

民介于双亲之间，躯干巾高偏獗，躯才二后高偏斑蜘;背腹比上 ， 杂交-代介于斑顿与顿之间。

(3) 优良性状 : ①外形与斑顿接近。②生长速度'快，在同等养殖条件下，较斑蜘快 2. 6 

倍以上。③食性与斑蜘相似，可食冰鲜饵料鱼，对活饵鱼依赖度降低。④饵料系数 (5. 3~ 

6. 0) 较斑蜘 (6 . 5~7 . 4) 低。⑤肉质好， 营养成分组成比例与斑甥相近。⑤抗病力强，耐

低氧 ， 养殖成活率高。

产量表现: 2011-2013 年，分别在安徽省池州市、黄山市、太湖县，江两省贵溪市 ，

浙江省淳安县，广东省清远市，吉林省梅口市等地开展秋浦杂交斑顿中试与示范养殖试验。

通过多年生产养殖试验，结果表明，秋浦杂交斑蜘苗和l'成活率平均较斑顿提高 2%~

:~%。 在伏江流域，无论是池塘养殖，还是网箱养殖，当年苗种经过 6 个月养殖，平均规格

为 400 克左右，为当地斑蜘养殖规格的 2. 6~3. 3 倍，饵料系数为 5 . 3~6. 0，比斑甥低

15. 8%~19. 2 % 。 由于生长速度较斑蜘快， 养殖周期缩短，市场欢迎度和售价高，同时，饵

料系数也较斑蜘降低 ， 生产成本减少，利润增加， 经济效益十分明缸。

养殖要点:秋浦杂交斑顿成鱼养殖主要有地塘、网箱养殖两种方式。

1.池塘养殖

(1)池塘条件 : 单个池塘而积 6 670 米2 ，水深 1. 5 米左右，池底少淤泥，进 、 排水方

阻， 71<质无污染，增氧设备齐全。

(2) 鱼和j'放养 : 放养时间以 5 月下旬至 6 月为宜，放养规格 5~6 厘米，放养密度600~

800 尾/亩 。

(3) 饵料鱼培育:可选择蜒、销、 草鱼 、 峻 、 魄、卿等常规养殖鱼类作为饵料鱼。 饵料

也鱼苗在秋浦杂交斑蜘苗和l'放养前 15 天入塘， 放养密度 80 万~ 100 万尾/亩，饲养方法同

常规鱼和1' ， 但要注意控制饵料鱼规格 ， 使其适合秋浦杂交斑蜘摄食。

有条件的地区可使用小型野杂鱼或冰鲜鱼替代活饵料鱼。

( 4) 饲H畏:饵料鱼要求适口，日投11畏量为鱼种总茧的 6%~8% 。

( 5 ) 日常管理 : 坚持每天早、晚巡塘，观察吃食 、 生辰、饵料鱼数量及水质变化情况。

Jl!时增氧，保持浴解氧充足 。

(6) 鱼病防泊 : 饲料鱼投喂前用 3%的食盐水浸泡，减少因饵料带来的病原。 发现病鱼

川、t ，及时消毒处理。

2. 网箱养殖

(1)水域条件 : 网箱设置在开阔水域， 71<质清新、溶解氧高，附近无任何工业污染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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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质符合 GB 11607 ((渔业水质标准》 要求 。

(2) 网箱设置:网箱为单层，规格为 4 米 X 3 米 X2 米，网目为1. 0~ 1. 5 厘米 。 网箱排

列箱距大于 1 米，行距大于 10 米。 网箱于鱼种放养前 7~ 10 天下水。

(3) 鱼种放养:放养时间以 5 月下旬至 6 月为宜，放养规格一般在 5~ 6 厘米以上 ， 放

养密度 30 尾/米2 。

(4) 饵料鱼培育:可选择链、细1、草鱼、鼓、鲤、卿等常规养殖鱼类作为饵料鱼。 饵料

鱼鱼苗在秋浦杂交斑甥苗种放养前 15 天人塘，放养密度为 80 万~ 100 万尾/亩，饲养方法

同常规鱼种，但要注意控制饵料鱼规格，使其适合秋浦杂交斑螺摄食。

有条件的地区可使用小野杂鱼或冰鲜鱼替代新鲜活饵料鱼。

( 5) 投喂 : 日饵料鱼要求适口，投l喂益为鱼和jl总重的 4%~6%，后期根据生长情况适

当调整投喂量。

(6) 日常管理:每天早、晚各巡箱 1 次，做好网箱加固，防逃、防鸟工作。每 ]0 天洗

刷网箱 1 次 ， 保证箱体水环境良好，水流畅通 。 同时检查獗鱼生长情况，以确定投喂饵料鱼

的规格、数量。

(7) 鱼病防治:保证饵料鱼新鲜，坚持喂前消毒。 定期使用杀菌、杀虫药物。

适宣区域: 适宜在全国各地人工可控的淡水水体中养殖。

选育单位:

1.池州市秋浦特种水产开发有限公司

联系地址 : 安徽省池州市贵池区涓桥镇

邮政编码 : 247104 

联系人: 钱叶周，吴超，钱德

联系电话 : 13013045222 , 13305660786 , 13956892156 

电子邮箱 : qphg2005~126. corn 

2. 上海海洋大学

联系地址 : 上海市|陆港新城沪城环路 999 号

邮政编码: 201306 

联系人:赵金良

联系电话 : 15692165266 

电子邮箱 : j l zhao~shou. ed u. cn 

C. 翘酶顿 "华康 1 号"

自种来源: 2005 年从江两番[)阳湖、湖南洞庭湖和湖北长江中游挑选体型标准、健康无

病、体重大于 O. 75 千克的野生翘l嘴顿 1 800 尾(雌雄各半)，构建基础群体，保存在广东省

清远市清新县宇顺农牧渔业科技服务有限公司养殖基地。

审定情况: 国家水产原种和良种审定委员会审定 。

审定编号: GS-01-001-2014 。

特征特性: 翘嘴顿"华康 1 号" 生长速度快，个体间差异小。经过 5 个连续世代选育 ，

翘嘴甥"华康 1 号"依然保持较高的遗传多样性 ， 4 个种间特异位点检测结果表明，翘l嘴颗

"华康 1 号"剔除了天然杂交渐渗产生的大眼蜘遗传物质，从而在遗传组成上得到了纯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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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量表现:在同等养殖条件下相比普通养殖翘l嘴顿生长速度提高了 18. 54%以上。

养殖要点:翘l嘴颗"华康 1 号"养殖技术要点与普通翘1嘴惯养殖技术基本一致，需特别

注意以下几点:

(1)同塘放养的鱼苗应是同一批次孵化的鱼苗，以保证鱼苗规格比较整齐。

(2) 培苗过程中应及时拉网分筛、分级饲养，特别是南方地区，放苗密度高，需要过筛

的次数也多。

(3) 定时、定量投喂，保证供给足够的饵料，以保证全部鱼苗均能饱食 ， 均匀生长，减

少自相残杀，提高成活率。

(4) 高密度的成鱼池塘养殖需配备增氧机，应采用分批上市，捕大留小，提高养殖

效益。

(5) 与其他品种说养，放养时的主养品种规格要大于翘嘴螃规格 3 倍以上。

适宣区域:适宜在全国范围内淡水池塘养殖和网箱养殖。

选育单位:清远市清新区宇顺农牧渔业科技服务有限公司、华中农业大学、通戚股份有

限公司

联系地址:清远市清新区山塘镇革塘

邮政编码: 511848 

联系人:刘灿洪

联系电话: 0763-5381468 

电子UIIS箱: 13602933399~139. com 

(九)大黄鱼

A. "闽优 1 号"

自种来源、. "闽优 1 号"起始亲本为 1998 年秋至 1999 年春在宁德市官井洋采捕野生鱼

忡，在网箱中培育成的亲鱼。

审定情况: 国家水产原种和良种审定委员会审定。

审定编号: CS-01-005-20 1 0 。

特征特性: 大黄鱼"闽优 1 号"形态特征和其他养殖大黄鱼品系基本相似， 不同之处表

现为体色偏黄，体型较为接近野生型。 大黄鱼"闽优 1 号"对环境有较强的适应能力，对71<

体的 pH、低榕解氧等理化因子亦有较强的忍受力 。 养殖推广试验证明 ， 适宜各种养殖模

式，包括适应网箱养殖、 围网养殖、 室内工厂化养殖和池塘养殖。经过多年选育，大黄鱼

..闽优 1 号"部分基因得到纯化，在微卫星 LYIα002 、 LYIα054 位点各有 1 个优势等位基因

<LYIα002 的等位基因 D，碱基对 88bp; LYIα054 的等位基因 B，碱基对 172bp ) ，其频率

大于 0. 8。

产量表现:从 2001 年开始进行第 1 代选育起 ， 对"闽优 1 号"进行持续跟踪观察 ， 井

对其生产性能进行评价。 2007 筝开始进行较大规模的示范与推广养殖。 根据宁德海洋技术

Jl发有限公司、连江永德水产养殖有限公司、 三都镇青山岛海区郭有堂渔排等养殖单位和

养殖户的反馈信息 ， 与普通养殖大黄鱼相比，"闽优 1 号" 大黄鱼 ， 成活率提高 13. 5%~ 

24.5%、生长速度快 20%以上，体型好、 售价高，很受养殖业者欢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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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殖要点 :

1.仔、 稚鱼培育 仔鱼是指从卵膜内孵出到各路基本形成的鱼苗。

(1)理化环境要求 : 7](温 18~260C ，盐度 20%o~32%o，井避免突变。 此!!(:!度以 I OOO~ 

2 000勒克斯为好，避免光!限度骤变与阳光宦射。 连续充气，尽量使充气的气泡均匀，无死

角，充气量在 10 日龄前为 O. 1~0. 5 升/分钟，之后为 2~ 10 升/分钟，榕fWf.氧 5 毫克/升以

上。 海水经暗沉淀、沙滤，井用 250 目 网袋过滤人池。

(2) 培育密度:仔鱼期 2 万~5 万尾/米3 ，稚鱼期 1 万~2 万尾/米3 。

(3) 饵料系列及投H良 :根据仔稚鱼不同发育阶段 . 采用不同的饵料。 3~ 12 日龄 : 投喂

榴皱臂尾轮虫，投I喂前经 6 小时以上密度为 2. 0 X ] 06个细胞/毫升小球藻液强化增养。 1 2~

1 6 日龄 : 投喂卤虫无节幼体，水中密度为 O. 5~ 1 个/毫升。 ]6 日龄以上:投11良挠足类及其

无节幼体，7](体中保持密度在 O. 2~0. 5 个/毫升。

(4) 日常管理与操作: 每天用虹吸管或吸污器l吸去池底的残饵、死苗及其他杂物 。 仔鱼

孵化后 3 天，若条件许可，可往培育池中增加小球藻 ， 进行"绿水"出·菌， 其密度保持在

3. OX105~5. OX105个细胞/毫升。 1 0 日龄前， 每天换水 l 次，换水量为 20%~30%o 1 0 日

龄后 ， 换水量增加，换水量为 30%~ 100% 。 每天注意观察仔稚鱼的摄食情况，统计死鱼

数，监测水温、比重(相对密度)、酸碱度、榕解氧、氨氮和光照度等理化网子的变化情况。

2. 鱼种培育 鱼种是指鳞片、鱼雷条长全，外观已具备成鱼基本特征， ) I-J 以养则成旬的

幼鱼，全长大于 35 毫米 。

(1)网箱规格: 采用常用的网箱养殖的方法进行培育，网箱规格一般为民、宽各 3~4

米，深 4 米 ， 也可用更大的网箱i进行培育，网衣为无结节网片。 鱼苗全民 25~30 毫米时 ，

网目氏为 3~4 毫米;鱼苗全K 40~50 毫未:时，网口氏为 4~6 毫米;鱼苗全 l夭 50 毫米以上

时，网目长为 8~ 10 毫米。

(2) 放养密度 : 刚放养鱼苗(全民 2. 5 厘米左右)时密度在 1 500 尾/米3左右，随后值

体的民大，密度逐渐降低。

(3) 饵料系列及投 11畏 : 刚入网箱的鱼苗 ， 投 11良适 u 的配合饲料如粉状鲤鱼饲料、但肉

廉、大型冷冻挠足类等 ; 养至 25 克以上的鱼种直接投l喂经切碎的鱼肉块或配合颗粒饲料。

采用少量多次 ， 缓慢投11畏的方法， 刚入网箱时鱼苗句天投11畏1O~8 次，后可逐渐减少至早晨

和傍晚各 l 次 。 全妖 30 毫米以内的鱼苗，刚开始时鱼肉廉口投饵率 100%左右，随着旬的

长大，逐渐降低投饵率。

(4) 日常管理: ~I 民 3 毫米的网箱隔 3~5 天，日伏 4 毫米的网箱'隔 5~8 天 ， ~::I ~ 5 毫

米的网箱隔 8~12 天，网 目长 10 毫米以上的网箱视水诅隔 15~30 天进行换洗。 同时对山种

进行筛选分箱和鱼体消毒。 每天定时m测水酒、盐度、透明度与水流等理化因子 ， 以及菌种

集群、摄食、病害与死亡情况，发现问题应及时采取措施。 越冬前对鱼种进行分箱操作及强

化饲养。 水温1O~ 150C时，每 1~2 天投11畏 1 次，投饵率 1 %左右，傍晚投l喂，尽fE避免移

箱操作。 越冬后期水温回升每天投喂 1 次，投11畏量再缓慢逐日增加。

3. 成鱼养殖 目前"闽优 1 号"大黄鱼人工养殖有框架式浮动网箱(下称网相)以及

池塘、港湾围网、潮下带围网、深水升降式大网箱等多种养殖模式，其巾以网箱养殖为主要

模式。 下面就以网箱养殖为例，介绍一下成鱼养殖。

(1)网箱规格:常用网箱规格为长、宽各 4~ 12 米 ， 深 6~ 10 米，网 目长为 20~50 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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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网衣为有结节网片 。

(2) 放养密度 : 根据鱼体的大小调整放养密度， 一般对规格 75 克/尾的鱼和l'推荐放养密

度为 25 尾/米3 。 潮流流速小、水体交换条件较差的海域和1网箱，放养密度应适当降低。

(3) 饲料类型及投喂: 养殖 " 1因优 1 号" 与养殖普通大黄鱼一样，可以使用低值鲜杂鱼

与人士配合饲料， 目前市而上有多个饲料厂商生产大黄鱼配合饲料， 效果不一，但优质优价

是一般规律 ， 推荐使用质ilj;奸、营养全面的人工配合饲料进行大黄鱼成鱼养殖，即使价格稍

货，只要生长好、成活率高，最终效益耍优于采用劣质廉价饲料。 饲料类型可以用软颗粒饲

料，也可以用浮性或半沉性便颗粒饲料，硬颗粒饲料投喂前须用谈水浸泡。 一般每天早上与

傍晚各投H民 1 次，投饲id控制在鱼总重的 1 %-4% ，根据摄食情况进行适当增减。 夏季高

服期宜减少投饲量。

(4) 日常管理 : 根据水温和网目堵塞情况 ， 及时换洗网箱，同时进行筛选分箱和鱼体消

I靠。每天定时观测水温、盐皮、透明度与水流等理化肉子，以及鱼的集群 、 摄食、病害与死

亡情况，发现问题应及时采取措施。 在潮流不大的内湾以及网箱较为密集的区域，高祖季

节 、 尤其是小潮停潮和平潮时， 以及出现大量降雨时， 应采取措施对网箱进行增氧，或通过

分稀疏散降低放养密度，防止鱼缺氧死亡或因经常处于低氧环境导致影响其健康状况和

但长。

适宣区域: 适宜于福建、 浙江和广东等海域人丁，养殖。

选育单位: 集美大学，宁德市水产技术推广站

联系人 : 王志勇

联系电话 : 0592--6] 838] 6 , 13799764893 

iI.!. 子邮箱 : zywang@jmu. eclu. cn 

B. "东海 T 号"

昂种来源: 亲本来源野生大黄鱼， 宁波大学和象山港湾水产苗和l'有限公司联合选育。

审定情况: 全罔水产原种和良种审定委员会审定 。

审定编号: GS-01-00 1-2013 

特征特性: 大黄鱼( PseudοSCIαenCl ι roc('α) ，俗称ï.!t't鱼 、 黄花鱼和|黄瓜鱼，隶属硬骨鱼

纲 、 份!I形目、石首鱼科、黄色属 ， 是孜 |玛重要的海洋经济鱼类。 大黄鱼体形匀称、体色金

黄 ， 其背养丰富，味迫鲜美， 相对其他养殖种类肉质生111嫩 ， 肉可食比例高。 大黄鱼具有广

桂、广温和食谐广等特性，适?且 8-32
0

C ，适盐 6 . 5%o~34%o。 在人工养殖条件下 ， 可以摄

食人士配合饲料。 该品利』是以 2000 年从浙江岱街洋采捕的 138 尾野生大黄鱼为基础群体，

采用群体选育技术， 以生快速度和耐低温为选育指标，经连续 5 代选育而成。

产量表现: 在低流速的海仄均能养殖， 生 辰边度较快， ~Jl!.格 3 米 X 3 米X 4 米海水网箱 ，

一般经 15- 18 个月 的养殖均能达 400-500 克的商品规格， 产ii:1: 540 千克 ， 单位产盐 15 千

克/米3 。 在相同养殖条件下， 大黄鱼 "东海]号" 19 月龄平均体重 、 体长比普通苗种养殖

的分别提高 15. 57%和 6. 06% ; 较耐低泪， 10 月龄鱼在水瓶逐步降至 60C条件下成洞率为

19. 5% ，比普通苗和l '高 22. 5 % 。

养殖要点 : 大黄鱼养殖主要有网箱养殖和土池养殖两种模式， 均取得明显效益。 目前浙

江省大黄鱼养殖主要采用网箱养殖模式，网箱养殖主要有抗风浪网箱养殖和传统网箱养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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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我省针对传统网箱养殖水体小、鱼类活动空间小的问题，进行了标准化网箱改造 ，

即将 3 米X3 米规格的传统网箱改造成 6 米X 6 米规格的标准网箱。

1.网箱设置 选择可避大风浪，无直接工业 "二废"及农业、生前、医疗废弃物等污

染源的海区，水深 5 米以上 ， 潮流畅通， 水流速度小于 1. 5 米/秒，流向平直而稳定 ， 经捎

流等措施后网箱内水流速度小于 0. 2 米/秒。

养殖大黄鱼的网箱为浮动式网箱， 网箱规格一般为 (3. 0~6 . 0) 米 X (3. 0~6 . 0 ) 米 ×

(3. 0~6. 0) 米，网目长为1O~30 毫米，网衣为有结节或无结节网片 。 根据网箱大小以及潮

流和l风浪的不同情况，每 100 个左右网箱连成一个网箱片 ， 由数十个网箱片分布的局部海区

形成网箱区 ， 每个网箱区的养殖面积不能超过可养殖海面的 15% 。 各网箱片间应留 500 米

以上宽的主港道，多个 20 米以上的次港道，各网箱片间的最小距离为 10 米以上， 每个网箱

区之间应间隔 500 米以上 。 每个网箱区连续养殖两年，应收上挡流装置及网箱，休养半年

以上。

2. 鱼种版养 鱼种规格 50 克/尾以上，大小整齐，体型匀称 ， 鳞片完整，无伤、 元疫、

元病、无畸形，游动活泼，正常移动元大量死亡。 选择在小潮汛间放养，放养前可用淡水等

对鱼体进行消毒， 50 克/尾的鱼种放养密度以 30 尾/米3 为宜。

3 . 日 常管理 投l幌配合饲料、鲜活鱼等，每天早上与傍晚各投喂 1 次，配合饲料日投

饵率在 3%~6% ; 越冬期间每天投喂 1 次，阴两天气可隔天 l 次，日投饵率小于 1% 。 根据

水温和1网目堵塞情况，及时换洗网箱，同时进行筛选分箱和鱼体消毒。 每天定时~训IJ 7J<温、

盐度、透明度与水流速度等理化因子，以及鱼的集群、摄食、病害与死亡情况，发现问J1fi及

时采取措施井详细记录。

适宣区域: 适宜在我同浙江及以南沿海人工可控的海水水体中养殖。

选育单位: 宁波大学、 象山港湾水产苗种有限公司

联系地址: 浙江省宁波市江北区风华路 81 8 号宁波大学

邮政编码 : 315211 

联系人:李明云

(十)解蝶类

A.半滑舌蹋

白种来源、:野生半滑青蜗或人工繁育养殖选育的亲本。

特征特性: 半滑青煽身体背腹扁平呈舌状，背臀鳝矛n尾鳝相连，体表黄褐色;有II~侧被

强柿鳞，有色素体， 无眼侧敬'困鳞或弱柿鳞，光滑呈乳白色;雌雄个体差异大 。 具有广温

(3~310C ) 、广盐 (3%0~35%0 ) 、抗逆性强、 生长快等特点。

产量表现: 适合于工厂化和l池塘养殖 ， 养殖 1 年可达商品鱼规格。 2005-2007 年产业

化推广， 2006 年苗种 2000 万尾，养殖产量 2000 吨 ; 2007 年苗和11 2 500 万尾以上， 产主t约

4 500 吨。

养殖要点:通常情况下， 半滑舌蹋养成要求的水温不能低于 10.C和高于 30.C ，最佳生

长温度为 15~230C 。 盐度不能低于 3%0和高于 32%0 ' 适宜盐度为 17%0~28%口。

1.工厂化养殖 在菌种人池前必须对养殖车间进行彻底消毒。 另外养殖池气石分布均

420 • 



十、渔 业 。

匀 ， 每 4-5 米2 布 1 个气头，进排水通畅。

( 1 )放养密度 : 一般情况下投放的鱼种躯体宿盖面占池底而积的 40%-50% ，按 7-8

)1巨米规格鱼种计算 ， 每平方米投放 200 尾较适宜。

(2) 饲养管理 : FR于青姆是伏底摄食， 将食物月二在口下吸入吞食，时间较长，所以对饲

料的质盐要求较高 。 目前北方地区使用的饲料以日本进口的日清饲料为主。 鱼种入池 12 小

时后1!}川药物全池?肖奇处理， 36 小时后再投11良饲料。 日投饲 3 次，开始时投饲盐为鱼体重

的 3%-4% ， 早、 中、晚各投喂 1 次 ; 1 50 克后日投饲盘为鱼体重的 2% ; 达到商品鱼规格

后投例吐为鱼体重的 1%~1. 5% 。

(3) 换水和倒池 : 工厂化养殖半滑舌蹋无论是小苗还是半成品鱼，日换水量均千百达

600%~700% ，且每天都要用 l吸底器或推底工具，将残剩饲料或粪便清除，保证良好的水环

境。 同时，耍每隔 ]个月对于吁蹋进行倒池，并按规格大小进行筛选，将相同规格的半滑舌蹋

欣在同一个池子，以便H畏养管理。

2. 池塘养殖 池塘养殖要求池底部为沙质井有一定生物饲料的水环境 ， 鱼种规格全长

(1: 1 6 厘米、 体重 20 克以上，体质健壮、无损坏、无病害、摄食良好，伏底、附壁能力强。

收养时间应尽量选择晴天上午或下午进行，避开中午强烈光照、 大风和阴雨天气，在池塘周

rm多选择几个放苗点，使苗种能均匀分散入池，以利尽快摄食，适应环境。

(1) 放养密度 : 应视养殖条件而定，精养池塘一般 600-700 尾/亩; 与虾、贝 ?昆养的粗

lf池塘一般以 200 尾/亩左右为宜。 换水条件好、饵料生物丰富的池塘，可以相应地增加养

州密度。

(2) 饲养管理 : 以投11良硕颗粒饲料为主，辅助投暇鲜杂鱼。 鱼和1'人池后 2~ 3 天开始投

111斗 。 投 11畏时要定时 、 定点，由于半滑青蹋不集群争食，所以在投11民点要适当多投。 投饲iì}:一

般为鱼体总堪的 1 %-2% ，早展和傍晚各 1 次 。 日常进行巡捕，注意观察水色、鱼的情动、

吃食情况，检查进、排水口的安全 ， 发现病鱼时， 要及时将其捞出诊断， 并进行相应治疗。

如j天要ì911J盐水温和气温，做好记录，以便及时了解气候环珑的变化， 并采取相应管理措施。

适宣区域:适宜在全罔沿海地区养殖。

技术依托单位:巾同水产科学研究院黄海水产研究所

联系地址: 山东省青岛市南京路 106 号

邮政编码: 266071 

联 系人:柑1I学周

联系电话 : 0532-85811982 

B. 大菱饵 "月法饵"

白种来源、: 丹麦选育群体♀ ×法国选育群体 念 。

审定情况: 20 10 年全罔水产原种和良种审定委员会审定 。

审定编号 : GS-02-001-2010 

特征带性: 大菱解是冷水性鱼类，耐受温度为 3-23
0

C ， 养殖适宜温度为 10-20
0

C 。 适

J.ii.他度范围较宽，耐受盐度为 12%0-40%0，适宜盐度为 20%0- 32%0。 养殖水体的 pH 应高

r 7. 3 。 大菱解为底栖鱼类，雄性一年达到性成熟，雌鱼两年达到性成熟， 自然成熟知l在每

{I': 5-8 月份。

. 4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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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量表现: 新品种苗种培育阶段的出苗率平均达到 30%以上，高于同内外现有品种的

生产水平;白化率低于 4% ; 相同条件下测试对比，收获体重比对照组平均提高 24% 以 L .

养殖成活率平均提高 18%以上。 2007-2010 年在山东海阳 、 乳山、日!!贸、莱州、东营、威

海，及河北和辽宁等地试养 983 万尾，养殖时程缩短到 8~ 13 个月，养殖成活率平均达到

90. 08% ，饵料转化率平均提高 27. 9 % 。

养殖要点:

1.养殖设施 包括养鱼车间、养殖池、充氧、加j温、调光、进排水及水处理设施和|分

析化验室等。 养鱼池面积以 30~60 米2 为宜，平均?也深 80 厘米左右。

2. 使用健康苗种 应选购 5 厘米以上的菌种。 要求苗种体形完整，无伤、无残、兀H畸

形和无臼化。 同批茵的规格整齐，双眼位于身体左侧，有眼侧呈青褐色，有点状黑色素 . 无

眼侧光滑呈白色。

3. 鱼种服养 鱼苗入池温差要控制在 1~2'C范罔内，盐度差在 5%。以内 。 以减轻鱼苗

因环境改变而发生应激反应。 放养密度根据苗和l'的规格不同而有所差异，平均全长为 25 厘

米，放养密度为 40~50 尾/米20

4. 养殖环境条件 大菱衅养殖要求水质无污染， 抽取地下海水可直接入养殖地使川，

用外海水要进行过滤、杀菌。 为检验井水质盐，可先用少量鱼苗试养 ， 鱼苗正常时再进行养

殖生产。 光照不宜太强，以光Hf!度 500~ 1 500 勒克斯为宜。 大菱饵耐受温度为 3~23'C ，养

殖适宜温度为1O~20'C ， 14~ 19'C }j(温条件下生长较快，最佳养殖水温为 15~ 18'C 。 夭菱

饵养殖的适应盐度范伟|较宽，耐受盐度范陪|为 1 2%o~40%o，适宦盐度为 20%o~32%()，最适

宜盐度为 25%o~30%o。 养殖水体的 pH 应高于 7. 3 ，最好维持在 7. 6~8. 2 。 榕解氧大于 6 毫

克/升 。

S. 养殖管理

(1)养殖用水管理:养成水深一般控制在 40~60 厘米， 日换水量为养成水体的 5~ 10

俏，并根据养成密度及供水情况进行调整。 日 清底 ] ~2 次，及时清除养殖池底和池璧污物 ，

保持水体清洁、远离污染。一般换;j( :61似恃在 5~ 10 个革程/天，具体需要根据养殖密度 、

水温及供水情况等因素进行综合考虑。 水泪超过 20'C 时要力n大换水茧 ， 当 7j( YI臣民;期处于

22'C以上时，应采取降泪措施，以防止大菱衅发生高泪反应而导致充.ÚLL发病死亡。

(2) 饲料及投l喂: 十性颗粒饲料的投11良 id依鱼体重、 71<温而定。 在一定条件下 ， 3 ~ 

1 000克体重的鱼投l幌量为 6%~0. 4% 。 在苗和l '期应尽量增加l投喂次数， 每天投H畏 6~ 1 0 次 ，

以后随着生长而逐渐减少投喂次数。长到 100 克左右，每天投喂 4 次;长到 300 克左;( " . 每

天投喂 2~3 次 ; 长到 500 克，每天投喂 2 次 ; 长到 500 克以上， 每天投11畏 1~2 次 。 在夏季

高水温期， 每天投喂 1 次 ， 或 2~3 天投喂 1 次，投饵量控制在饱食量的 50%~60% 。

(3) 定期或不定期倒池 : 当个体差异明显，需要分选或密度日渐增大、池子老化及J，;:.现

池内外卫生隐患时应及时倒池，进行消毒、洗刷等操作。 为了预防高温期疾病的发生，应采

取降泪措施。 如遇短期高温，可加强海水消毒 . 加大流量，适当减少投11良量和增加饲料的营

养和维生素水平等。各个养成池配备的专用工具，使J-H前后要严格消毒。 值班，巡查鱼池和

设备。每天晚上总结当天工作情况，并列出次日工作内容。每月测量生长 1 次，统计投饵量

和成活率， 换算饲料转化率，综合分析养成效果。

推广情况: 全罔大菱饵养殖而积超过 258 万米2 ， 养殖产量超过 5. 7 万 吨， 产值约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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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 86 亿元。

适宣区域: 适宜在山东、河北、辽宁等地进行海水养殖。

技术依托单位 : rl'. 同水产科学研究院黄海水产研究所、山东海阳市黄海水产有限公司

联系地址:山东省青岛市南京路 106 号

邮政编码 : 266071 

联系人: 孔杰

联系电话: 0532-8582 l65 , 13605426806 

C. 牙醉 "饵优 T 号"

自种来源:采取对中同牙衅人了感染鲤孤菌的途径选育出抗病选育群体 ( RS) ， 与日本

引进后选育的牙衅群体(jS) ill行交配，从中筛选，c!i养殖成活率高、 生长较快的杂交群体，

以其雌鱼作为母本， 以韩同引边'边育牙衅群体作为父本进行杂交， 得到的三杂交后代即为牙

衅"砰优 1 号" 。

审定情况 : 2010 年全|玛水产原种和良种审定委员会审定。

审定编号: GS-02-002-20 1 0 。

特征特性: 牙虾的适服为 2~ 2rc ， 最适生长温度为 ] 2~230C ，适盐在 12%o~3 1%o ，

终年主要分布在底层水温 4~ 12
0

C 的范围内 。 牙饵是肉食性鱼类 ， 也捕食剑水蚤和其他稚

鱼，全长 3 厘米后逐渐转向捕食沙丁鱼和锻虎鱼等的幼鱼。 以后体长 1l~ 1 4 厘米时食性逐

渐开始转化， 1 5 厘米的牙肝捕食的天然饵料中有近 90%是鱼类。

产量表现: 该品种具有生挺快、成活率高的优点。 经养殖对 比， 比普通牙衅体重提高

30%左右，成1f可率提高 20%左右 。

养殖要点:

(])牙衅苗的选碎和放养 : rJJ 宜l培育W]鱼苗以体长 5 厘米的菌种为宜，体色正常无外

伤，体型标准，摄食、运动良好. 对剌激反应灵敏的菌种为宜。 7)<.温适宜且苗种室内71<泪与

养殖池塘7)<.温尽量基本一致，如l差异较大应逐渐过渡到l适宜养殖池的水温才能入池。

(2) 一般 10 月上巾旬牙衅体重可达到 800 克以上 . 应及时收获 : 71<.温 13
0

C左右牙邮摄

食减少，可捕I J I销售或移入室内继续养殖。 矛IJJ:IJ牙砰趋弱而L 、 JI阴虽流、想逃逸的特点，在排

水闸安装衬l网， 末段连接网箱.放7)<.捕鱼 。 由于牙邮伏j底能力很强， 一次排水很难收ì{ft ， 1r'i 

要反复挫排水 。 最后川手抄网全?也出寻捕捉。

适宣区域:适宜在我罔北方沿海进行池塘、网箱和丁.厂化养殖。

选育单位:中闰水产科学研究院黄海水产研究所、 山东海阳黄海水产有限公司

联系地址 : 青岛市南京路 106 号

邮政编码: 266071 

联 系 人:田水胜

联系电话: 0532-8583 1605 , 13780600787 

电子邮箱 : t ianys@ysfri. ac. cn 

D. 牙饵 "北饵 2 号"

自种来源、"北饵 2 号" 的亲本为经选育的优良雌核发育家系 。 母本为单一的优良雌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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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育家系，父本为单一JIIff:核发育家系诱导的伪雄鱼 。

审定情况: 20 1 3 年全同水产原种和良种审定委员会审定。

审定编号 : 20 1 4 年新品种证字第 1 2 号，品种登记号 GS-02-001-2013 。

特征特性: 主要优点是:雌性比例超过 90% ; 生长速度快， 1 龄鱼比普通牙衅生长速度

快 35 %以上，比"北衅 l 号"快 1 5%左右;个体均一度高;具大型黑斑个体占 80% ，表型

容易识到1]; 真有特异性遗传标记，易与其他群体或个体进行准确区分。

"-1七衅 2 号"的适宜养殖的水温和普通牙衅一样，为 13 ~280C ，最适水温为 1 6~

21 OC; 对盐度的变化适应能力较强 。 缺点是不能作为海区增殖放流品种.以免影响野生

牙衅性比。

产量表现 : 2011-2012 年，在北戴河中心实验站和河北省唐山海丰水产科技有限公司

进行"北衅 2 号" 工厂化养殖对比试验，成市东均在 85%以上，与普通牙衅没有差别;"北

衅 2 号"的雌性比例在 90%以上，而普通牙衅为 40%左右 ， 为普通牙刷i雌性比例的 2 倍。

1ωi~i 2 号" 1 龄鱼比普通牙衅生辰'快 35%以上， ] 2 个月以内可以达到商品鱼规格 。

养殖要点 "北衅 2 号"是通过细胞工程育种技术制备而成，染色体水平上的遗传操作

已经在诱导JIIff:核发育阶段完成 ， 经过伪雄鱼与雌鱼配组之后，形成的受精卵在孵化、育苗及

养殖上与普通牙衅基木相同。 Z与养殖户获得"北衅 2 号"卵后，为了防止向雌性方面转化，

在 2 个月之内，注意不垫高密度培育。 初孵仔鱼 3 万~5 万尾/米飞全长 5 毫米左右时，密

度 l 万~2 万尾/米3 ; 仔鱼伏底前，密度降低到 l 万~ 1. 5 万尾/米3 ; 全 民 18~20 毫米时，

密度以O. 5 万~0. 8 万尾/米1为宜。 在 30~ 100 日龄培育水温控制在 23
0

C 以下，雌化率可达

到 90%以上 。 除此之外，可以用一般方法进行苗种陪育和养殖。

适宣区域: 适宜在仓同可人工.控制的海水水域养殖。 适宜推广区域主要为辽宁、河北 、

天津、 山东、江苏、浙江、福建等省份。

选育单位: 中同7](产科学研究院北戴河巾心实验站

联系地址:河北省秦皇岛市北戴河区金山!嘴路 7 号

邮政编码 : 066199 

联系人:刘海金(总工程师) : 0335-5922351, 13785938588 

王玉芬(良种场长): 0335-5922350 , 13784514389 

(十一)贝类

A.杂交鲍"大连 1 号"

昂种来源:利用皱纹盘鲍日本岩手群体和大连群体杂交形成的杂交种。

审定情况: 2004 年全国水产原种和良种审定委员会审定。

审定编号: GS-02-003-2004 。

特征特性 "大连 l 号"杂交鲍杂种优势明显，性状稳定，具有适应性广、成活率高 、

抗逆性强、生长快和品质好等特点;适宣水温 0~290C ， 最适水温 15~250C ，适温上限提高

4~50C ，使杂交鲍养殖区从黄海北部向南扩展。

产量表现: 与父本和母本比较，生长速度平均提高 20%以上，养成周期缩短 1/4~ 1 /3 ，

成活率提高1. 8~2. 3 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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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殖要点: 采用陆基℃厂化、 i朝间带生态系、平台沉箱式和南北跨区养殖等杂交鲍多元

化养殖新模式。 以稳定提高苗种出苗率、鲍鱼成前率及生长速度。

1.模式养殖 选择低潮时水深在 5~ 6 米以上，透明度大， 水流交换好 ， 水质不被污

染 ， 海水盐度较高，附近无谈水流入或受淡水影H向较小的海区。 使用高度为 95 厘米 、 直径

或边长约 50 厘米的 4 层聚乙烯方形或圆形盘组成的养殖网笼，在北方一般每笼放养壳长

2. 0 厘米左右的个体 200 只，每层 50 只 比较适宜。 做好投饵、安全检查、清除敌害和洗刷

笼子等日常工作。

2. 岩礁潮阎带沉箱养鲍 选择无泥沙淤积，不宜受向然灾害袭击，海区未受污染 ， 海

水交换条件好， 易于采收、移植供鲍摄食的海燥的岩礁带。 正常年份海区的最高水温在26~

27"C ，最低 1
0

C ， 经筑坝稍微改造后最低潮时的水深可达 1. 0 米以上，满悔!时水深保持在

3. 0 米以上。 网箱多为回字形，边长为 2 米，高 O. 5 米左右，每个网箱表面中央闰-tv.链口

(长 50~60 厘米) ，供投饵和观察用。 网箱设置在低潮时网箱千露不超过 1/3 的位置为最佳，

在网箱内投放些不规则的石块，以供鲍附着和网定网箱之用。 放苗规格春天不小于 2 厘米，

秋天不小于 3 厘米， 一般每平方米放养 150~ 250 只比较适宜。

3. 底播煎流增殖 选择j底质结构为岩礁，无泥沙淤积，无大量淡水与工业污水流人，

悔区风浪小，不易受灾害袭击，潮流畅通，海水能借波浪、 潮沙、沿岸流等充分地交换，水

质清澈，海底藻类品种繁多戊模的海区 。 放流规格越大，回捕率越高。一般人工育苗经室内

越冬到翌年 5 月 nJ -快到 2. 5 厘米，此时放流比较理想，因为这以后一段时间正是鲍生长旺盛

季节，而且自然海部茂盛。 若在秋季水温逐渐降低，鲍生长缓慢 ， 放流规格应在 3 厘米以

上。 放流密度主要根据放流前对该悔区进行的本底调查结果而定，通常壳长 2. 5~ 3 . 0 厘米

的苗种按每平方米放流 10 只为宜。 在缺少自然海藻饵料的增殖区，要进行海藻的人工移植。

即使在原来生长海藻的海区，也必须设法移植适宜于i衷海区生活，且生长、繁殖速度较快的

海藻品种，如海带和裙带菜等。

敌害生物是幼鲍存活的最大威胁，对敌害生物的防除， 主要靠潜水员定期捕捉和在海面

向放流区投放网笼诱捕。

4. 岩礁潮闽带围池养鲍 海区选择基本上与底播放流增殖和沉箱养殖的海区大致相同 ，

在中潮区选择有利地形建造池子，要保持足够的水深，低潮!不低于 2. 5 米，池底可多投些人

E鱼礁，增加鲍附着丽积和提供栖息场所。 必要时可在罔墙上方盖上网片，以防鲍逃逸和敌

寄生物侵入。一般每平方米投放 2~3 厘米的苗种 50~60 只 。

S. 潮间带垒石蒙网养鲍 选择海水无污染，附近无溪流， 大雨时无淡水流人，水质清

新，水流畅通，海区为正规往复流，无底泥和漂沙，风浪小的岩礁潮l间带低潮 l丘 。 建垛前不

F坦的地方要用碎石铺平，并在石床上铺一层较细的网片， 一是防止敌害(如l蟹子、海葵

等)进入 ， 二是防止鲍外逃， 二三是便于收获。 在石垛的基部，应选用大块石头 ， 阳出较大空

隙 ， 减少水流阻力，保持水流畅通，并给鲍提供良好的栖息环境。 石垛的外缘和l顶部，要选

川j表面光滑的石头。 网目大小通常视胞的大小而定，以跑不能逃逸为准; 外面一层J:fj 90 股

左右聚乙烯网，网 目为 10 厘米左右，其作用是保护内层网片不被过急的水流冲破。 在石垛

(~)外围底都 ， 用直径 40 厘米左右的编织袋装上细沙子绕石垛一周压紧。 回网上方耍留有投

饵袖 口 ， 一般 15 米2 的石垛留 3~5 个投饵口 。 石垛以顺流方向不规则的长带形为宜，中心

向度保持在 70 厘米以下。 每平方米投放规格 2 厘米的鲍苗 500 只左右 ， 长到 5 厘米左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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减半分疏。

适宣区域: 适宜在渤海 、 黄海海域以及福建和广东北部海域养殖。

选育单位: 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

联系地址: 青岛市南海路 7 号

邮政编码: 266071 

联系人:张国范

联系电话: 0532-2898701 

巴西盘鲍

吕种来源、: 该品种是由厦门大学以 2003 年引自日本长崎县的西氏鲍群体经 4 代群体选

育获得的西氏鲍长崎选育系为母本，以经 4 代群体选育获得的皱纹盘鲍晋江选育系为父水，

通过经济杂交获得的杂交种。

审定情况: 2014 年全国水产原利1年11 良种审定委员会审定。

审定编号: CS-02-008-2014 。

特征特性: 在相同养殖条件下 ， 24 月龄生长速度比父母本分别提高 6. 3%和 8. 9% . 养

殖成活率比父母本分别提高 33.4 %和 35 . 0% ，高温适应性较强。 适宜在我国桶建和l广东粤

东人工可控的海水水体中养殖。

产量表现: 2011-2014 年生产性中试结果表明，两盘鲍新品和1 1在生产性状方面再IS ~I~. 著

地优于同期同法养殖的对照组。 在相同养殖条件下， 西盘鲍养殖成活率比皱纹盘胞对!!('t组和

西氏鲍对照组均提高 30%以上，生长速度比皱纹盘鲍对照组提高了 4. 5%以上，比[4"氏胞对

照组提高了 6%以上;温体重比皱纹盘鲍对照组提高了 10%以上，比西氏跑对照组提高了

13%以上。

养殖要点: 西盘鲍具有耐高跟能力强、养殖j啦?百率高等优点 。 养殖方式包括 : 悔 |及吊

养、陆地工厂化集约式水泥池养殖、 南j问带围池养殖等，其叶 I以前两种养殖模式最为普凶。

1.海区吊养

(1)环境条件:宜选择水流通l肠、水质清新、透明度好、泪度相对稳定 、 附近二ICM流 、

无污染的海区， 水质应符合《植业水质标准 )) (CB 11607) 要求 。

(2) 养殖器材:

①多层式养殖笼 : 采用黑色硬塑料养殖笼，规格为 43 厘米 X 32 厘米XIO 厘米 ， 六 1m均

具 1. 0~ 1. 5 厘米方形小孔，正面为活动门，供清笼和投饵、投苗用。 以上笼底和l下笼持加 ，

最上面加盖。 5~6 笼为 1 串捆扎好以绳索系在饶架的竹竿或木板上，笼盖离水面 50~ 80

厘米。

②盆式养殖笼: 直径 35~55 厘米，中间有一直径为 15~20 厘米的圆孔， 养殖笼外包有

目径 2~6 毫米的尼龙网袋 ， 单个以绳索系在校架的竹竿或木板上，笼盖离水面 50~ 80

厘米。

(3) 放养规格与密度 : 苗种放养规格 1. 3~ 1. 8 厘米，起始放养密度 50~80 粒/笼 。

( 4) 日常管理 :

①投喂 : 饵料大多用江篱属海藻 、 海带、裙带菜等新鲜大型藻类，鲜活藻类缺乏时可投

喂配合饵料或干海带、盐渍海带、盐渍裙带菜等。 鲍生长旺盛时每 3~7 天投喂 l 次 ， 其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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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 7~ 15 天投喂 1 次，每次的投暇量可按鲍体重的 1~2 倍。

②清洗网笼 : 应结合投饵情况每 3~5 天清理死亡鲍苗，大风浪天气过后要及时进行

洗刷 。

③疏散密度 : 随着鲍的生长应及时进行分笼疏苗。 分笼的时间以冬季水温低于 16.C

为宜。

④附着生物的控制:养殖过程中应及时清理附着生物 ， 也可采取混养甲虫蝶或荔枝螺及

改变养殖水层等方法控制其附着及生长 。

⑤水层调节:养殖7k层一般 5~ 10 米为宜，冬夏季应适当下降水层，春秋季应提高水

层，台风或赤潮来临前应降低水层，并减少浮力、放松浮绩。

2. 陆地工厂化集约式水泥池养殖

(1)环境条件:

①场地选择 : 养殖场应选择远离污染源、水源充足、交通工具便利、电力充足的地方。

同类型养殖场相距不可太近，相距太近的两场必须设同方向/同位置的进排水口;没有较大

的泼水河流流人海区，海7}(清澈，养殖场取水处底质为沙或沙砾，易于挖沙井取沙层过

滤水。

②水源、水质:养殖用水经沉淀 、 多级过渡:、生物净化处理，水源水质应符合 GB

11607 的规定，养殖水质应符合 NY 5052 ((无公害食品 海水养殖用水水质》 的规定。

(2) 养殖器材:采用黑色硬塑料养殖笼，规格为 43 厘米 X 32 厘米 X 10 厘米，六面均具

1. 0~1. 5 厘米方形小孔，正面为活动门，供清笼和投饵、投苗用 。 以上笼底和下笼叠加，

最上面力n盖 。 7~ 11 笼为 1 串捆扎好排于钢筋条或水泥条上，笼盖离水面 20~30 厘米，排

与排之间预留 70 厘米工作道，使用前连池一起则消毒剂消毒井清洗干净。

(3) 放养规格与密度:苗种放养规格 1. 3~1. 8 厘米，放养密度 15~30 粒/笼 。

(4) 投饵 : 饵料以江茵属藻类为主，每次饵料投11良:JiI:以鲍总体重的 5%~ 7%为度，每

2~3 天清笼投11畏 1 次;当水温低于 10.C或水泪高于 29
0

C ，四盘鲍食量减少，投料应相应减

少，清笼时间可延长至 3~4 天。

( 5 ) 日常养殖管理 : 在高密度集约养殖中不能断水、断气，每天必须维持池水体积 4 倍

以上换水量。 定期清除残饵、病鲍、死鲍，保持养殖池内外环境清洁。每天观察胞的生长及

摄饵情况，记录死亡数量，及时分析处理可能发生的问题。

(6) 成跑的收获和1运输: 2 厘米以上幼跑进笼养殖 14~ 1 8 个月， 每笼西盘鲍 30% 以

上个体在壳长 6 厘米以上、体重 35 克以上时即可陆续收获上市 。 运输时 ， 水运采用水箱

放人塑胶笼， 5 千克/笼;千运则采用塑胶袋充氧，密封置纸箱或塑胶箱内适量加冰降温

包装 。

适宣区域: 适宜在我同福建和广东粤东人工可控的海水水体中养殖。

选育单位: 厦门大学

联系地址: 福建省厦门市翔安区厦门大学翔安校区海洋与地球学院

邮政编码: 361102 

联系人:柯才焕

联系电话: 13015956738 

电子邮箱: chke@ xmu. edu. cn 
• 42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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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海湾扇贝 "申科 2 号"

自种来源: 该品和jl是以壳色为紫色的海湾扇贝为亲木，构建仁|交和1杂交家系，将紫色性

状进行纯化和同定，然后利用连续 2 代家系选育和1 2 代群体选育而戚。

审定情况: 2011 年全国水产原种和良种审定委员会审定。

审定编号: CS-OI-005-20 11 。

特征特性: 贝壳呈扇彤， 99%的个体两枚贝壳外表均为楠色或橙色。 壳 t乏自各大干先 lfJj 。

佼合部直，壳顶位于中央，壳前后具耳，前耳大、 后耳小。

产量表现 : 该品种壳色美观. 96 %以上个体为紫色。 平均壳长、壳高、全挂在章和|闭也肌

重fJ:分别比未经选育的海湾扇贝提高 14. 69% 、 1 3. 66% 、 26 . 57%和149. 23% 。

养殖要点 :

1.网笼制作必须配套、合理 按每亩养 ] 0 万粒计算 ， 每商简要自径 300 毫米(品好采

用 350 毫米)、层数为 8~10 层的养成笼 400 个(目大 15~20 毫米) ，同时市要目大 3 毫米

和 5 毫米的小苗暂养笼， 分别为 30 个和 20 个 ，以作养苗和疏苗j目 。 不论是养成笼或是何养

笼在缝制时， 层间距(100 毫米) 的各塑料盘一定要保持相q_间的平行，不允许有-)2 :1 \ 现

歪斜现象。 因为只要有一层倾斜就会监成全笼各层扇贝分布不均匀 • þ非积到一边去，;彭 11 1句扇

贝的正常摄食和生长 。 另外 ， 在缝制网笼时， 不论是各层间或缝舍钱都要一机l一扣地认I址:缝

好，不要隔扣或掉扣 ， 以防 "串苗" 和"跑苗"现象发生。

2. 要选用"旱、壮、 大"苗种 海湾扇贝与其他扇贝不同 。 它必须是当年育IU 、、~年

就达到商品贝规格能够全部收获才有意义，这是r:K1为海湾扇贝的生活周期只有一年，所以养

殖海湾扇贝要早育苗(每年 3~4 月进行控温育苗) ，应尽iE使用早苗、 大苗和1壮苗 。 由干育

茵的进展不顺利，往往每年都会 : I ~ 现一定茧的晚苗和弱苗 ， 绝不可以为了省钱购买|晚现1拒E lf川iY盯lf'丁J

肉为晚茬甫往往会贻误扇贝的快连生长期，严重影H向养成效果。 海湾扇贝养殖用1茧， 11~H应

用 6 月中旬以前就达到壳高 5 毫米的商品苗 。 分笼养成的时间， 只要苗种沾到养成规柏 . 应

以尽早为宵。

3. 要及时疏苗、 倒笼 因为海湾扇贝从苗种培育到成贝收获，才半年多点时间 . 实际

上养成时间才 4 个多月 。 所以小苗购进后就要加强海上管理，凡是壳高达到 5 毫米I-I.J 就业及

时筛选进暂养笼(日大 3~5 毫米) 。 当壳高达到 20 毫米日才， 就要抓紧倒入养成笼(目大 20

毫米)进行养成。 切不可以等小甫壳高全部达到 5 毫米后再进暂养笼，更不可以等轩养笼巾

的贝苗亮高全部达到 20 毫米再进养成笼。 而是要分期筛选、 分批对待，暂养笼中的贝 1]I'î有

20%~30%的达到壳高 20 毫米的就要把大苗筛选到养成笼中。一般经 2~3 次筛选 ， 贝 lYi几

平都能进入养成笼111 • 这样既能促进贝苗快速生 l乏 ， 义能提高贝苗的成前系。

4. 分苗密度要合理 分苗密度， 是指每笼1Ij:层的布苗数量。 合理的布苗密度是海湾扇

贝高产高效益的重要的技术环节之一。 有些生产单位片面认为海湾扇贝的个体比柿孔扇川和1

虾夷扇贝的个体小，所以在养成中人为地增大每层的布苗密度，这是十分错误的。 |天!为海湾

扇贝是暴食性、速生性贝类，它所以生长快， 一个很重要的原肉就是它的滤水盘大、摄食土iÍ

大。 不能人为地增加养成密度 ， 因为 30 个/层较 40 个/层养成密度产盐增辰 J 8. 2 % ， 产值

增长 36. 7% . 所以海湾扇贝的放养密度以 30 个/层为宜。

5. 要增加网笼的稳定性 海湾扇贝足丝极不发达， 附着很不牢闹 。 在风浪天气里，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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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IJ是水深较浅的海区，网笼随着风浪颠簸 ， 扇贝间相互碰撞 ， 不仅影响扇贝的正常摄食，同

lI.t l且造成扇贝壳缘磨损 ， 严重影响其成活率和生长 。 所以增强网笼在水中的稳定性是十分重

业的增产技术措施。 目前行之有效的方法 : 一是，增加l坠石， 即每个暂养笼和养成笼的下端

占11坚系一个 1~ 1. 5 下克重的石块; 二是，使用多层笼 (8~]0 层)淘汰少层笼 (5~7 层) ; 

J是，使j刊吊漂的浮绳可控制在 100 厘米左右的水层;四是，适当增加养殖水层，特别多风

地海区， 到台风季节养殖7j(层尽量放到 3 米以下。

6. 科学管理 海湾扇贝的足丝较弱、附着能力差，加之海湾扇贝本身比较光滑、 养成

JVJ短 ， 网笼不易过多地附着浮泥杂藻，没有必要经常洗刷。 经常洗只会人为地破坏扇贝比较

安定的生活环境。 生产实践证明，过勤地洗刷网笼反而会造成海湾扇贝减产。 所以海湾扇贝

的养成管理比较简单，只帘经常检查是再有掉漂、缠架 、 丢坠石等现象发生， 特别大风过后

A定要抓紧检查，发现问题及时解决。

另外，在台风季节和汛期来 |怖之前，应抓紧普遍加深养殖水层 (3 米以下) ，以保证扇

I)!安全正常生长 。

适宣区域: 适宜在黄渤海区域海水水体中养殖。

选育单位:

1.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

联系地址:山东省青岛市南海路 7 号

邮政编码 : 266071 

联系人 : 张|司范

联系电话 : 0532-82898766 

I l!.子 1 11[1箱 : g fzhang@ ms. qdio. ac. cn 

2. 河北省海洋与水产科学研究院

联系地址 : 河北省秦皇岛市山海关区龙海大道 1 5 1 号

邮政编码: 066200 

联系人:张桶崇 ， 王六顺

联系电话 : 0335-5252817 

电子邮箱: hbsscyjs@ vip. sina. com 

D. 虾夷扇贝 "海大金贝"

昂种来源 : 亲本来源为柿子岛海区底播养殖的虾夷扇贝群体巾挑选的闭壳肌呈桶'红色的

个体。

审定情况: 2009 年全罔水产原利'和良种审定委员会审定。

审定编号: GS-O] -002-2009 。

特征特性: 新品种闭壳JUL桶红色，肉柱大，出柱率高，富含类胡萝 卡素，显著提高了扇

川的白养价值，扇贝销售价格较高 ， 提高了商品贝的经济效益 ; 生长快 ， 产量高 ， 平均增产

20%~30% ;抗逆性强，苗期和|养成期死亡率明显低于目前生产和11 (成活率提高 25% 以

七 ) ;背养成分均衡，部分有益人体的氨基酸和l脂肪酸含id高;制种繁育容易，适于北方大

坝模生产推广。

产量表现: 较普通生产用种增产 20%~3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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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殖要点 "海大金贝"养殖技术要点与普通虾夷扇贝养殖技术基本一致 ， 可按照同家巳

颁布的 SC/T 2032. 2- 2006 (( 虾夷扇贝 )) ， SC/ T 2033.2- 2006 (( 虾夷扇贝亲贝 》、叹=/T

2034.2- 2006 ((虾夷扇贝苗种》、缸/T 2005. 2- 2000 ((扇贝夜式养殖产量验收方法)) ， I对际专

利 "Breeding Method for Orange-Adductor-Muscle Scallop" 专利号 US85444 1 5眩 ， 发明专利

‘一种楠红色闭壳肌扇贝的培育方法" 专利号 ZL 200910231570. 0 等相关内容开展养殖。

域) 。

适宣区域: 适合在我同北方海域进行近海役式和底播养殖(辽宁大连海域、山东北部海

选育单位: 中国海洋大学、大连猎子岛渔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地址:山东省青岛市鱼山路 5 号

邮政编码: 266003 

联系人:包振民

联系电话 : 0532-82031960 

电子邮箱 : zmbao@ouc. edu. cn 

E.柿孔扇贝 "蓬莱红 2 号"

局种来源:该品种以 2005 年审定的新品种"蓬莱红"扇贝为基础11群体， 采用家系选育

结合个体选择技术，开展 BLUP 和全基因组育种值评估，以生长速度为选育指标， 经连续 6

代选育而成。

审定情况 : 201 3 年全同水产原种和良种审定委员会审定 。

审定编号 : GS-01 -006-2013 0 

特征特性: 扇贝壳色鲜红，民l柱大，山柱率高， -f贝价格较高;生lX快，产量高，较普

通生产用种增产 53. 46% ，较"蓬莱红"提高 25 . 43% ;抗逆性强， 养成期平均成活率较普

通生产用种提高 27.11 % ; 营养成分均衡，蛋白质含量高;制种繁育容易，适宜在在|刮浙江

及以北沿海扇贝养殖海域中养殖。

产量表现: 较普通生产用种增产 53.46% ，较 "蓬莱红" 提高 25 . 43% 。

养殖要点: 该新品种养殖过程采用 GB/T 16872- 1997 (( 柿孔扇贝苗和l' )) 、 SC/T

2005. 2- 2000 ((扇贝役式养殖产量验收方法》。 新品种养殖技术要点与普通柑孔扇贝养殖技

术基本一致，可按照同家已颁布的相关标准开展养殖。

适宣区域: 适宜在我罔浙江及以北沿海养殖海域进行近海养殖。

选育单位:中同海洋大学、威海长青海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青岛八11 1 1墩海珍品养殖有

限公司

联系地址:山东省青岛市鱼山路 5 号

邮政编{冯 : 266003 

联系人:包振民

联系电话: 0532-82031960 

电子邮箱 : zmbao@ouc. edu. cn 

F. t是牡蜻 "海大 1 号"

白种来源: 2007 年以山东乳山海区自然采苗养殖的长牡蜘群体作为选育基础群体，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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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 K速度、壳型作为选育性状，采用群体选育技术，经 6 代选育获得长牡蜘"海大 1 号"新

t1111种 。

审定情况: 20 1 4 年全同水产原种和良种审定委员会审定。

审定编号: GS-01-005-2013 。

特征特性:该品种贝壳长彤、规则，外套膜边缘厚， 黑色明显;在相同养殖条件下， 15 

川龄平均壳高较普通商品苗种养殖的提高 16.2% ，总湿童提高 24. 6% ，出 肉率提高

18. 7 % ， 壳型整齐度明显优于普通商品长牡蜘。

产量表现: 2008-2012 年累计生产长牡蜘"海大 1 号"苗种约 1 0 亿粒 ， 养成 2. 6 亿

机;在山东、辽宁和江苏等地中试养殖 1 900 多亩， 平均亩产 6. 5 吨，新增产值 1 700 多万

)C，经济效益显著。

养殖要点:养殖技术要点包括 : 亲贝选择、亲贝促熟、解剖受精、幼虫选优、幼虫期培

仔、幼虫附着、稚贝中间培育、稚贝夹绳挂苗、海上养成管理等方面。

适宣区域: 适宜山东、辽宁、江苏、河北等省沿海养殖。

选育单位: 中同悔洋大学

联系地址: 青岛市鱼山路 5 号

邮政编码 : 266003 
联系人: 李 琪

联系电话: 0532-82031622 

电子邮箱 : qili 66@ ouc. edu. cn 

(十二)海藻

A.海带 "东157 号"

昂神来源:海带 "东方 7 号" 是利用海带韩同地理和1'群的雄配子体克隆细胞系和海带宽
jllj型种群雌配子体克|瑾细胞系杂交构建基础群体， 以藻{本宽度、 刘]工特性和收获期为选育指

际 ， 经连续 4 代选育而成的新品种。

审定情况: 20 1 5 年全同水产原种和良种审定委员会审定 。

审定编号: GS-01-011-2014o 

特征特性:

1. 形态特征 海带 "东方 7 号" 藻体明显分为阳着器、柄和叶片 3 部分。 其间着器发

达;柄部呈扁圆柱形，长 3~6 厘米 ; u.!-片浓褐色，带状，基部扁圆形，纵沟较浅，中带部

'必 、 厚 ， 11十片边缘小， 皱'捍f较少 ， 较普通品种宽度优势明显，色泽深。

2. 品种特点

(1)保苗率高 : 海带 "东方 7 号"藻体因着棉发达 ， 养成期间很少有掉苗现象。

( 2 ) 抗强光: 在海区透明度发生急剧变化、光照明显增强的情况下 ， 海带"东方 7 号"

111片的脱落速度低于生产对照品种。 抗强光能力试验结果表明 ， 其株干重减少比例低于对

蚁 ， 且与对照差异显著 (ρ<0. 01 ) 。

(3) 收获期适中:在水温 10.C左右(大约 4 月下旬)可适当"间收" ( RP先收获上水层

!以成较早的 5~6 株，既可减轻夜架负担，亦可促进中下水层海带厚成，提高产量) ; 水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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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0

C左右时(大约 5 月中旬)可开始整绳收获，收获期可持续至 6 月底至 7 月初。

(4) 适宜加工食品菜，增产幅度大"东方 7 号"藻体宽、厚，色素含量高，其盐渍和

谈干产品色泽优良 ， 较对照增产 25%以上 。

产量表现: 该品种 自育成以来，连续在山东和辽宁进行了生产性测试和中试，累计栽培

1. 7 万商 。 结果表明，该品种对海况条件具有广泛的适应性，抗强光能力强，藻体宽度、株

鲜重和产量优势明显，较对照增产 25%以上，可作为食品莱加工中期的首选品种 。

栽培要点 :

(1)海区水温降至 200C 以下(约 10 月中旬) ，苗种长度 2 厘米左右下海暂养，待幼苗

长到 20 厘米左右即可分苗，分苗时可先剔大苗 ， 待小苗长到适宜规格后再剔 ， 分批夹前 。

(2) 栽培区水质应符合 GB 11607 ((植业水质标准》 和I NY 5052 ((无公害食品 海水养

殖用水水质》 的要求 。 水深 8~30 米、风浪小、 流大的海区是理想的栽培海区 。

(3) 苗距以 8 厘米左右为宜， 一般长 2. 5 米的栽培绳夹苗 32~ 3 5 株，长 8 米的栽培绳

夹茵 1 00~ 1 10 株。

(4) 顺流平挂，初挂水层为 70~ 100 厘米 。

( 5 ) 栽培期间要适时调节水层和倒置以促迸生长。 在水榻上升至 5
0

C 以上时上洲水层 ，

初挂水层 90~100 厘米的上调至 60~70 厘米;初挂水层 70 厘米的则上调至 4 0 厘米。 当下

层海带由正常的褐色刚刚向谈黄色变化时，开始倒置。

(6) 切梢可增加单位面积产量，亦有利于安全生产。一般在 3 月底至 4 月初 (水温 5~

60
( )进行，通常切下叶片全长的 2/5~ 1/3 。

(7)水温达到 13
0

C左右时进入收获期，可持续到 6 月底至 7 月初。 栽培单位也可在 4

月下旬开始 "间收飞实现增产增收 。

适宣区域: 适宜在我罔北方沿海海带载培区推广。

选育单值: 山东东方海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地址 : 山东省烟台市莱山区澳柯玛大街 1 8 号

邮政编码 : 264003 

联系人 : rt~善村， 李 l庞捷

联系电话 : 0535-4679698 , 6929510 
电子邮箱 : qsc70@sina. com , yeslxj@sina. com 

B. 海带 "黄官 1 号"

昂种来源:作为亲本的海带 ( Lam illa ria j aρomcα) 抱子体，选自福建省连江县水域人

工养殖的海带群体。

审定情况 : 2011 年全国水产原种和l良种审定委员会审定 。

审定编号: GS-01-006-201L 
特征特性: 叶片宽大肥厚、平整 ; 中带部宽，叶缘厚窄与中带部厚度相差不明M; 耐高

洒、成熟期晚， 成熟水温 21
0

C以上(普通海带 16
0

C ) ;生长、 收获期长，在北方收获Jm T.期

5 月中旬至 7 月末(普通海带 6 月下旬之前) ;产量高、口感鲜嫩，特别适宜作为海带1m工

菜;比普通海带产量高 27%，出菜率高 20% 。

产量表现 : 目前已推广到南北方大面积养殖，以大连海区为例，鲜海带商产可达 26.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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吨，折合干品 4.11 吨，比普通品种提高 27%以上 。

栽培要点:

(1) 种菜的培育 : 建立种海带培育区， 7.k温 20'C时进行种菜初选，水温升至 26'C时进

行复选(初选、复选均去掉产生袍子囊的个体) ， 移植室内低温控光培育。 与从大连、山东

挑选的同品种种菜在桶建室内一起培育成熟， 1昆合采苗 。

(2) 苗种培育:前期水温 7~ 10'C ， N 、 P 营养盐含量分别为 2. 5 、 O . 3 毫克/升，光照

度 800~1 500 勒克斯;中期水温 5~8.C ， N 、 P 营养盐含量分别为 3 、 O. 3 毫克/升，光!m度

1 500~3 500 勒克斯;后期水泪l 6~9.C ， N 、 P 营养盐含量分别为 4 、 0. 4 毫克/升，光!!~度

2 500~4 500 勒克斯。

(3) 幼苗暂养 : 海上7l<温降至 20.C 以下时，幼苗出库下海暂养，多采用平养方式，前

期每天洗刷附泥和杂部， 3 厘米每周洗刷 2-3 次 ， 5 厘米以上可不洗刷。

(4) 夹苗和养殖:幼苗长至 15-20 厘米，剔下幼苗夹到养殖苗绳上 ， 采用平养方式直

至养成。 养殖后期养殖绳巾间可1m小浮漂利于光合作用，提高产量。

(5) 收获:由于该品种具有耐高温、生长期长、收获期长等特点，除一般收获方法外，

坯可采用隔绳或单株间收法避免产量过高对役架造成不安全。 其他养殖技术基本同于传统

品种。

适宣区域:适宜在福建、辽宁、 山东、江苏、浙江等全国可养殖海带沿海地区养殖。

选育单位 :

1.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黄海水产研究所

联系地址 : 青岛市南京路 106 号

邮政编码 : 266071 

联系人: 王飞久

联系电话: 0532-85838673 
电子邮箱 : wangfj @ysfri. ac. cn 

2. 宿建省连江县官坞海洋开发有限公司

联系地址 : 福建省连江县彼埋镇官坞村

邮政编码 : 350511 

联系人: 林哲龙

联系电话 : 0591-26471888 , 13805095949 

电子邮箱 : biao969@126. com 

c. "三海"海带

白种来源: 母本为福建种群海带，父本为"荣福"海带 ， 杂交后选育品种。

审定情况: 2012 年全国水产原种和良种审定委员会审定。

审定编号 : CS-OI -003-20 1 2 。

特征特性 "三悔"海带藻体深褐色、根系发达、柄扁圆、基部圆平; U十长 2-4 米 、 nl

宽 30-40 厘米，中带部明显;成熟期晚;成熟后于包子囊发达，抱子放散速度快。

藻体较宽，中带部明显，可提高海带加工率。 产量高 ， 干鲜比高，增产效果明显(南北

方多年平均增产 15%以上)。成熟期晚，可缩短育苗周期。 袍子囊发达、袍子放散速度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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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于育苗生产采苗。

产量表现: 2008 年起 ， 在辽宁大连、 山东荣成、浙江温州、福建面浦与甫田、广东汕

头等地开展生产试验，南方区平均亩产谈干品 O. 9~ 1. 0 I吨 ， 对比增产 10%以上; 北}/[x 平

均亩产淡干品 2. 01 ~2. 1 8 吨，对比增产 1 5%~20% 。

栽培要点:执行 GB/T 15807 ((海带养殖反茵茵种》 、 NY/ T 5057 ((无公害食品 悔带

养殖技术规范》 标准进行养殖生产。 经过多年的生产性对比栽培测试." =三海"海带环境适

应能力较强，其长度、宽度等生产性状能够符合当前的栽培设施与技术条件。

适宣区域:适宜在我罔南北方栽培养殖，已在山东、辽宁、福建、 广东等海阪近际战培

养殖成功。

选育单位: 中罔海洋大学、 荣成海兴水产有限公司

联系地址: 山东省青岛市松岭路 238 号

邮政编码 : 266 100 

联系人: 袁宁

联系电话: 0532-66782625 

电子邮箱 : yuanning@ouc. edu. cn 

D. "爱伦湾" 海带

面种来源: 海带养殖群体的选育种。

审定情况: 20 ] 0 年全同水产原种和l 良种审定委员会审定 。

审定编号 : GS-O I -010-20 10 。

特征特性 "爱伦湾"海带藻体浓褐色、根系发达、柄扁圆、基部以|平; 11-1- 辰:~~~米 、

叶宽约 40 厘米，中带部宽;叶片近基部具有凸起;成熟知l于包子业发达，抱子放散速度快。

蝶体较宽，中带部明显，可提高海带加工率。 产盘高 ， F鲜比高，增产效果明![~- (多年

平均增产 25%以上) 。 褐藻胶含盐和|人体必需氨基酸含量高。 袍子蝇发达、抱子放 ii女温度

快，适于育苗生产采苗。

产量表现 "爱伦湾" 海带俗称"奔牛 " 0 2004 年起， 在荣成市桑沟湾海区栽培训IJ 试

"爱伦湾"海带生产试验，平均商产谈十r日I 2. 2~2 . 5 I吨，对比增产 25%以上。

栽培要点: 执行 DB/T 371082 ((无公害 爱伦湾海带技术规范 种质》、 DB 37 1082/ T 

《无公害 爱伦湾海带技术规范苗种繁育上 DB 371 082/T ((无公害 爱伦湾海带技术剧范

养殖》 标准进行养殖生产。 经过多年的生产性对比栽培测试， "爱伦湾" 海带环境~J也能

力较强，其长度、宽度等生产性状能够符合当前的栽培设施与技术条件;远~)JIJ大 犬的间

距，增产效果更为明显。

适宣区域: 适宜在山东、大连等我罔北方近海养殖， 特别适宜在水深流大的深水 [x: 。

选育单位: 中国海洋大学、山东寻山集团公司

联系地址 : 山东省青岛市松岭路 238 号

邮政编码: 266]00 

联系人 : 袁宁

联系电话: 0532-66782625 

电子邮箱: yuanning@ouc. edu. 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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巳坛紫菜 "申福 2 号"

面神来源:以平潭岛野生坛紫菜的叶状体为基础种质，采用 γ射线诱变 、 酶僻处理，结

合高温胁迫处理等技术，以亮抱子放散多、耐高洒、生长速度快和成熟|现为选育指标，获得

的单借体经单性生殖培养而成的二倍体纯系 。

审定情况: 20 ] 3 年全|叫水产原种和良种审定委员会审定。

审定编号: GS-Q1-009-20 1 3 。

特征特性:

(1)形态特征:坛紫菜"申桶 2 号"的部体呈褐绿红色，基部偏褐绿色，中上部呈棕红

色，偏红;外形呈纠II长:披针形，基部呈脐形;藻体比野生型商~ ; 藻体边缘含小锯刺 ， 具有坛

紫菜的典型特征;媒体向一层细胞构成，细胞内含 1 各星状色素体 ; 叶状体群体的形态和颜

色高度一致。

(2) 性别特征:叶状体群体全为雌性。

(3) I.t. 辰性状 : 亮袍子茵生辰'快， 生长期长，日龄为 ] 20 天的叶状体才开始出现少量性

细胞，菜质下降速度慢;而未经选育的传统养殖种， 一般在日龄 30 天左右就开始成熟 ， 生

辰速度和!菜质下降。

(4) 细胞生物学特征:叶状体细胞为单倍体核相， 染色体数 n= 5 ; 丝状体细胞为双倍

体核相，染色体熟 211= 1 0 。

( 5 ) 分子边传学特征: }日 9# 微卫星引物对坛紫菜 "申桶 2 号" 的叶状体和i丝状体的

DN八 进行扩增， 均能获得 l 条非常稳定的特异性标记带。

(6) 色素含盘和l品质:海!豆养殖坛紫菜 .. 申桶 2 号"的主要色素和l色素蛋白质总含量，

比传统养殖种增加 了 55 . 8% 。 此外， 蛋 向质和游离氨基酸的含母分别增加了 5. 6% 和

1 6 . 7 % 。 坛紫菜 "申稿 2 号"的干品乌黑发亮，味道鲜美 。

(7) 耐高棉特性 : 远比传统养殖种耐高温， 比士'z\紫菜"申榈 1 号" 更耐高温。

产量表现: 通过海区巾试养殖，坛紫菜"申柄 2 号"的壳袍子放散盐 ， 比"申桶 l 号"

提高约 50% ; 坛紫菜"申桶 2 号"成熟|陇. 生民:WJ长，第 2 水以后每水菜的产:w:比传统养

殖种增加 28%~35 %，比"申祸 1 号"稍高(增)111 6 %左右) 。

栽培要点 : 栽培技术与坛紫菜传统养殖品种基本一致。

适宣区域: 适宜在福建、浙江和广东等沿海地区就捕 。

选育单位: 上海海洋大学水产与生命学院、福建省大成水产良种繁育试验中心

联系地址 : 上海市浦东新区 l陷港新城护城环路 99 号、福建省福州市连江县彼埋镇大

埋村

联系人:严兴洪，文IJ燕飞

联系电话 : 13917817662 , 13696807241 

F. 坛紫菜"闽辛 T 号"

品种来源: 父本 7- 1 为诱变选育品系 ， 母:本 PX J] 为野生选育品系 ， 通过杂交 、 单克隆

纯化和连续 3 代选育而得。

审定情况: 全国水产原种和l 良种审定委员会审定 。

43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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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定编号 : GS-04-002-20 1 2 。

特征特性 :

(1)形态特征: 藻体为雌性，呈棕红色 ， 基部颜色略深 ; 形状披针形 ， 基部脐形;邮体

不易扭曲 ，基部具有波浪状的小锯齿 ; 藻体由单层细胞构成， 内含一个大星状色索体， J早.度

较?埠。

(2) 耐高温:可耐养殖水温比传统养殖品种高 2
0

C以上 。

(3) 生长速度'快， 成熟晚: 一般采收 7 水后仍未成熟， 品质下降速度慢。

(4) 品质优: 藻胆蛋白质含量为传统品种的 2. 14 倍， 叶绿索 a 含量比对传统品种提高

59. 2% ，粗蛋白质含量比传统品种提高 18. 2 % ， 游离氨基酸含量比传统品种提高 40. 2% 。

产量表现:坛紫菜"闽丰 1 号" 的生长速度要显著快于传统养殖品种，产盘可比同海区

栽培的传统养殖品种提高 25%以上。

栽培要点:

(1)栽培过程采用自由丝状体移植贝壳进行培苗 ， 作为种子的自由丝状体筒在室内环境

下进行无性扩繁。

(2) 丝状体移植贝亮后帘先进行 2~3 天的弱光培养 ， 保证丝状体钻入贝壳，且移植初

期的 2-3 周不能清洗贝壳。

(3) 贝壳丝状体的缩光时间在 35-45 天 ， 光时为 10-8 小时/天 。

(4) 第 1 7)<菜收割后，网帘千露时间要延长 ， 冈为部体生长很快， 如果收削跟不七，造

成部体过长而长时间泡在海水中，发生病害烂菜 ， 带来损失 。

其他养殖技术基本同传统品种 。

适宣区域: 适宜在桶建、 浙江和广东等沿海地区就捕。

选育单位: 集美大学7)<产学院

联系地址: 桶建省厦门市集美区印斗路 43 号

邮政编码 : 361021 

联系 人: 纪德华

联系电话 : 0592-6182643 

电子邮箱 : dhj i@ jmu. edu. cn 

G. 坛紫菜 "浙东 T 号"

昂种来源 : 1 998 年采向浙江宁波渔山列岛的野生坛紫菜为基础群体 ， 采用性成热的雄

性坛紫菜藻体中部未性分化的细胞为初始材料， 制备自由丝状体。

审定情况: 2014 年全同水产原种和良种审定委员会审定 。

审定编号: GS-01-014-2014 。

特征特性 : 基部发达|刮着牢间，藻体长/宽值小、叶片厚，皱榴多、色素含量高、 '1二长

快，适合棍水区栽培。 性状主要表现为亮抱子放散量大 、 总量比当地种提高 25%，有明显

的放散高峰，采苗时间能够在第 1 天就完成，而传统的采苗需要 3 天 。 u十绿索含且挺高

8. 65 % ，产量比当地传统栽培种提高 15%-26% ， 光合色素 、 蛋白质含量等提高，总峰胆

蛋臼质含量提高 1 1. 1 % ，游离氨基酸的含量比对照提高 12. 68% 。 由 于后期收获的保体较

厚，适于做汤料及即食紫菜，但不适合加工成海苔片等产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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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 ISSR标记技术开发的 SCAR 标记进行分子鉴定 ， 对叶状体 DNA 进行 ISSR-PCR

扩增，筛选出特异性标记带，将其转化为 SCAR 标记，并对丝状体、叶状体 DNA 进行扩

增，均可获得一条稳定的 220bp 特异性标记条带。 据此特异性标记条带，可以从海区栽培

的不同坛紫菜品系中颤别出 "浙东 1 号" 。

产量表现: 通过在浙江与福建福鼎海区进行的栽培试验，表明了"浙东 1 号" 亮袍子放

散同步性高，见苗期缩短， 壳抱子苗生长速度迅速，叶状体的各种优良性状均可稳定表达 ，

采收第 1 7)(菜的时间较传统当地栽培种提前 6~8 天 。 对海上栽培的 "浙东 1 号" 藻体平均

长度、长/宽值、商产鲜重及增产率等情况进行了定点连续跟踪 ， 与当地传统栽培种相比 ，

"浙东 l 号" 基部发达， 附着牢网，藻体完整，生长快，无白网掉苗现象，藻体边缘皱榈较

多，单棵重量较大 ， 产量提高 15%~26%，优良性状表达及增产效果稳定，该品系适合浙

江与闽北混水区栽培，适于机械化采收。

栽培要点:

1.人工繁殖

(1 ) 保存自由丝状体:在培养箱内用静止法保存自由丝状体， 利用体积为 50 毫升的工;

角烧瓶 ， 海水必须经过高原高温灭菌处理(l21
0

C) ，添加 MAV 营养液为培养基。 在培养箱

内静止培养保存自由丝状体，培养条件为光照 10 ~30 微摩尔/ (米2 . 秒)， L/D: 12/ 12 , 

温度 15
0

C ， 每月换7)( 1 次 。

(2) 静置扩大培养:利用体积为 500~5 000 毫升三角烧瓶，在室内培养架上进行静止

踊养自由丝状体 ， 添加 MAV 营养液为培养基。光照 30~ 60 微摩尔/ (米2 . 秒) ， L/D: 

12/ ] 2 ，每天摇瓶 l 次， 每 2 周换7)( 1 次 。

(3) 充气扩大培养 : 带散气石的三角烧瓶、玻璃瓶，或者气升式光生物反应器，体积为

5 000~200 000 毫升。 在室内用气泵连接散气石充气，光照 30~ 60 微摩尔/ (米2 . 秒) , 

L!D: 12/ 12 ， 海水必须经过煮沸， 空气需要过滤处理， 每周换水 1 次 。

2. 苗种培育

(1)自由丝状体移植贝壳:选择的贝壳附着基为文蛤亮、牡蜘亮或河蚌壳。一般采用新

壳， 贝壳需充分浸泡，剔除残留物，洗净后可作为附着基。 吊挂培育贝亮附着基， ;后穿孔吊

挂成串，每串 8~10 对贝壳，总长度 45~55 厘米 ， 每平方米育苗池用小竹竿吊挂 70~ 80

串 。 平面培育贝壳附着基，呈鱼鳞状单层排列， 每平方米铺放贝壳 600~ 1 000 只。 自由丝

状体的一般移植量为每 100 米2 贝壳附着基面积需要1O~ ] 5 克鲜重自由丝状体。 按照自由

丝状体鲜重与海水 1 : 1 01昆合 ， 放置在高速粉碎器中 ， 将自 由丝状体多次粉碎。 粉碎后的自

由丝状体长度在 O. 1O~0 . 30 毫米，以最后用 200 目的筛绢无法把自由丝状体捞起来为标准。

粉碎后的自由丝状体移植是按照自由丝状体鲜重与海水 1 : 20 的比例，力n入海水 ， 搅拌均

匀 ， 分 3 次均匀泼洒到贝壳表而上。 移植后用黑色塑料部膜覆盖 ， 移植 2 天内保持水体黑

H音， 3 天恢复正常光照培养。

(2) 培养贝壳丝状体方法 : 培养的方法同传统的方法，;j(温低于 30
0

C为宜 ， 夏季连续

高目期间，可采取加大水体、 添加遮盖物防暴|础、晚上开窗等措施;袍子挺枝成熟后，应注

意保温。 贝壳丝状体培育阶段 ， 主要采用洗壳、换水、施肥、倒置、光照调节等多项措施，

促进贝壳丝状体生长发育。 育苗期间共清洗贝壳 5~6 次，清洗贝壳采用人工逐个清洗，或

采用高压水泵喷洗， 并同时换水，换水前后的水温差不超过 2
0

C为宜。 换水时应保持贝壳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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润。在育苗池引进活体挠足类，以每个贝壳表面有 2~ 5 个为直。通过挠足类摄食硅藻 . 可

减少洗壳的强度与次数。

7 月下旬时，采用水泵冲洗， 一并将硅藻与挠足类洗去， 进入缩光期 。 在丝状体生 长发

育过程中，主要根据不同时期的丝状体生长发育对水温、 光照等环境条件的不同要求，适时

地调整光照度。 培养前期 (4~6 月)主要施氮肥 5~ 10 毫克/千克、磷肥 1 ~2 毫克1 1'克 ，

中期 (7 月份)施氮肥 10 毫克/千克、磷肥 2~5 毫克/千克 ， 缩光期的后期 (8 月份)停施

氮肥，单施磷肥 10~ 1 5 毫克/千克，并结合换水进行施用 。

(3) 壳抱子采苗: 一般在壳抱子采苗前 25~30 天开始缩光促熟。缩短光照时间L/D:

8~ 10/14~ 16，光照 20~30 微摩尔1 (米2 . 秒) ，不施氮肥，施磷肥 10~ 1 5 毫克I1' 3'L 在

紫菜育苗池，将贝壳丝状体放置在网袋中，换水，在培养池有水泵流水剌激一个夜晚。 并在

采苗地中放置小量冰的封闭塑料袋，降温 1~20C ，次日亮抱子采苗。或者在准备壳袍子采

苗前夕，将贝壳丝状体放置在网袋中，放置在海上能架或者船边的海水巾，潮流剌激，次日

清晨 5 点前取回，促进壳抱子放散， 完成壳抱子采苗。

贝壳丝状体成熟后，选择"自露"到"秋分"期间，海区水温在 28
0

C 以下 。 计数先于包

子放散总量，每 180 米2 的网帘，投放壳袍子 3 X 109 ~5 X 109个，附着密度控制在 3~5 个/

毫米。壳抱子附着 2 小时后，可以起网下海培育。 壳抱子苗采苗方法主要有 : ①室内流水式

采苗法: 在室内育苗池注入清洁海水，放进剌激后的贝壳丝状体，用水泵搅拌水流，使壳袍

子放散，放置对应的网帘 。 ②船上染布式采苗法 : 将剌激后的贝壳丝状体放入船舱， 注入清

洁海水，放置剌激后的贝亮丝状体，并不断搅拌，使壳抱子放散，得到壳于包子水， ~.宅 l气 网

帘浸设在壳抱子水中 。 苗帘采苗后要及时下海张挂。 海区泼于包子水法:将壳于包子水均匀地喷

洒到已经张挂在海隘的网帘上， 一般简要同时进行多次喷洒。

3. 栽培

(1)栽培悔区选择 : 海水盐度在 20%o~30%。为宜;营养盐应选择含纸总量在 50 毫克/

吨以上的海区 。 流速l应在1O~20 厘米/秒。 捅杆式栽培能架海区应选择滩面较平坦，适合打

桩的沙质、泥沙质或软泥滩底的底质， 浮流式栽培选择浅海 ( - 5~ - 15 米等深线内)海

区 。 苗网培育的潮位，应选择大潮汛千出 3. 0~4 . 5 小时海区。 成菜栽培的潮位 ， 应选择大

潮汛干tB 2. 5~4 . 5 小时的海区(潮问带)或者浅海 |豆域。 栽培设施包括由缆绳、撑杆、浮

子、 绑绳、调节绳、固定桩等组成的统架。 夜架设置应与冬季主导潮流平行或留一个小于

30。的角度。 每台统架一般挂网 6~ 12 标准网，每个网位可挂 1~4 张苗帘 。 每台钱当!iJ- 间距

4~6 米 。

(2) 栽培管理 : 每天需进行巡视，特别是迎大风大潮汛后，应及时修复损坏的设施、苗

帘'等，拉平、绑紧苗帘，防止卷曲、下垂。 水层调节 : 幼苗生长期的潮位 ， 调整至大潮汛期

干出 3 . 0~4. 5 小时。 成菜栽培的潮位，调整至大潮汛期干出 2. 5~4. 5 小时，后期则机l整至

大潮汛期干出 5~7 小时。

(3) 采收 : 采收时间，当苗帘上藻体长至 15 厘米以上时， 即可开始采收第 1 71<菜 。 以

后每隔 8~20 天可采收下一水菜。 成菜可采收至翌年 4 月结束 。 采收后留下的藻体长度以

3~8 厘米为宜。采收方法可用人工或机械方式采收 ， 本品种由于固着牢固 ， 更适于机械化

采收。

4. 主要病害防治方法 该品种栽培过程中的常见和危害严重的病害名称、 病因 、主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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症状 、 流行季节和防治方法介绍如下。

(1)硅部 : 培苗期间，苗帘仁有硅藻附着。它直接影H向壳袍子的附着和萌发，适当的干

出或每隔 4 ~5 天冲洗帘 l 次，能减轩硅碟的危害。 如碰部附着过多 ， 增加千出时间。 紫菜

生长后期，有硅藻大量繁殖 ， 附生在紫菜藻体上，加工后莱饼呈灰白色 ， 影响质量。适当提

高栽培潮位，可以减轻硅碟的危害 。

(2) 浒苔 : 浒苔是紫菜栽培的主要敌害。 浒苔比紫莱茵生挺快，繁殖迅速 ， 同时使苗帘

沉积大量污泥 ， 造成紫菜幼苗色素转淡，生长缓慢 。 防治方法现在普遍采用晒帘办法，选择

晴朗北风天气，小苗时H西半天到 1 天，苗 1 厘米以上的可以晒 2 夭。 南风天湿度大， 晚上有

露水，会造成紫菜前死亡 ， 不宜l咽帘除敌害。

(3) 其他病害 : 紫菜的病害导致了紫菜的病烂， 近几年每年都有大面积的发生和监延 ，

特别 1O~ 1l月 这段秋天 "小阳春"剔 ， 气瓶恒定不I垛 ， 紫菜病烂情况更加严重 ， 症状为 :

部体变软，失去弹性，色泽变浊， FR原来的褐色变为绿色至谈白色，以后逐渐断落 ， 随水流

走 。 紫菜病烂的原肉较为复杂，与壳子包子采苗时间过早、采苗方法不对(不应采取染布法)、

气候异常、栽培密度过高(每厘米长苗绳上含茵数不要大于 20 株) 、种质退化等要素有关

系 。 另外，还与栽培区域潮流畅通情况、水质等也相关。 紫菜发生大面积病烂后 ， 防治比较

闲难，目前尚无有效的防治手段和措施， 所以要实行以防为主的方针，有效的防治措施还需

继续摸索和研究。

s. 栽培措施预防病害方法

(])晒网:把已发病苗帘运上岸 ， 在阳光下晒 1 天，再室内阴干 1 天 ， 挂囚海区 ， 或者

挂高苗帘，增加干州时间 。

(2) 合理布局，疏散栽培密度 : 紫菜栽培区密度过高，破坏了海区本身的生态平衡也是

造成烂菜的重要因素 ， 对有条件的海区，适当疏散苗帘，可防止病害的茧延 ， 对一些密集区

紫菜，建议疏散部分苗帘到较高潮l主栽培 ， 可增加干出机会，增强抗病力 。

(3) 应m冷藏网 : 在秋季勺l、阳春"紫菜发病高峰期，把栽培苗帘置于冷库内保存，

监过高祖期后再放回海~放养。 通过试验与生产性验证 . 在低温(一 20~ 一 24.C ) 的冷

戚温度保存荫帘 ， 可以保证紫菜的成前率在 90%以上。 通过冷藏网的应用 ， 节约大盘的

仔苗物力与时间 。 保存幼苗不受季节 、 环境条件的限制，可以在冷藏库里长年保存。 本

来一年只能进行一次育苗一次养成，现在可以进行任意多次养成。 并可以将不同的种类

负过搭配进行育苗和1养成，挺高了经济效益与海庆的不IJm率。 还可以将没有生产能力或

荷感染有病害的苗网更换为新的苗网，使栽培·时期增加、品质和产量提高 ， 充分提高栽

附的产业、质量与产值。

适宣区域 : 适宜在浙闽海域混水区大规模栽培生产。

选育单位 :

1. 宁波大学

联系地址: 浙江省宁波市江北区风华路 818 号, 
邮政编码 : 315211 

2. 浙江省海洋水产养殖研究所

联系地址: 浙江省温州市鹿城区河通桥 6- } 号

邮政编码 : 325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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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系人:骆其君

联系电话: 0574-87600556 

电子邸箱: luoqijun@ nbu. edu. cn 

H. 条斑紫菜 "苏通 1 号"

自种来源、 : 亲本来源于山东青岛沿海自然种群条斑紫菜 (Porρhyra yezoensis Ueda) 。

审定情况 : 201 3 年全国水产原种和良种审定委员会审定。

审定编号: CS-0 1 -008-20 1 3 。

特征特性:

(1)产量"苏通 1 号"保持了条斑紫菜的性状特征，在栽培季节都能够保持稳定哇辰。

栽培产量比原产地引种种质(青岛野生)增产 37. 7%，增产、稳产特点明显 。

(2) 种苗培育"苏通 1 号"贝亮丝状体培育成熟度高， 后期能够集中大量放散壳子包子 ，

达到条斑紫菜亮袍子采苗生产的需要 (1亩/米2 ) 。

(3) 单抱子"苏通 1 号"幼苗单抱子发生条件较宽， 易形成合理的幼苗种群结构， 全

苗网帘育成率高。

(4) 光合参数"苏通 1 号"藻胆蛋白质含量高于普通品系约 15% ，在适温期叶绿素荧

光参数显示其生理状态活跃，藻体光合活性明显高于普通栽培种质。

(5) 藻体"苏通 1 号"藻体较薄，尤其在生长后期藻体厚度仍较酶，保证了力n.T制品

片张品质优良 ， 藻体不饱和脂肪酸含量占总脂肪酸含量的 65%以上 ， 具有较高的营养价值。

产量表现: 2011 年度"苏通 1 号" 产量累计为 397. 5 千克/亩 ， 较青岛野生品系和1传统

栽培品系分别提高 65 . 63%和 26 . 19 % 0 20 12 年度"苏通 l 号"产量累计为 765 . 0 T克/亩，

较青岛野生品系和传统栽培品系分别提高 37. 84%和 18 . 60% 。 两个生产年度的增产结果和

201 0 年验收产量测算比青岛野生品系增产 37.7% ，充分显示了该品系增产的稳定性。 栽培

结果证明，该品系具有稳产 、 优质的条斑紫菜良种性状。

栽培要点: 目前，条斑紫菜"苏通 1 号"的栽培模式主要有 : 半浮动级式栽培和支柱式

栽培模式。 栽培配套技术可参照江苏省地方标准 《条斑紫菜出苗期培育规程)) (DB 32/ T 

11 36一2007) 、 《条斑紫菜半浮动彼式栽培技术规程 )) (DB 32/ T 1 70-2005) 、 《条斑紫菜冷

藏网技术操作规程)) (DB 32/ T 1 21-2005) 执行 。

1.海区选择

(1)底质 : 栽培海区应远离河口和污染源，底质以沙质、 泥沙质为宜，滩面平坦，比

降小。

(2) 潮位 : 成菜栽培的潮位 ， 宜选择大潮汛干露 3~5 小时的海区。大潮汛干出 4~5 小

时是出苗较合适的潮位。

(3) 营养盐 : 应选择含氮总盘在每吨 200 毫克以上的海区作为栽培海区 。

(4) 流速 : 海水流速在每秒1O~30 厘米为宜。

2. 栽培设施

(1)网帘:网线规格有 90 、 99 、 108 股等，聚乙烯和维尼纶按 4 : 6 或 5 : 5 的比例、以

九股三的方式混抢、而成 。 面积 180 米2 网帘为 1 亩。

(2) 网目 :以 30~32 厘米为宜， 方形或菱形。方形网帘一般长 2. 2~2. 5 米、宽 2.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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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5 米，长方形网帘一般长 3~4 米、宽 1. 8~2. 2 米 。 方形网目的网帘， 一般采用加边目的

方式作边纲。 菱形网目的网帘， 一般用直径 5~6 毫米的聚乙烯绳做边纲，四周应留吊角的

绳子。

(3) 洗网 : 新网帘需经充分的浸泡并反复捶洗至水不浑、不起泡沫后l晒干备用 。

(4) 榄架(以半浮动锻式为例) :由浮缆、浮架、支腿 、 概缆和概组成。

浮缀 : 用直径 18~20 毫米的聚乙烯绳或强力绳制作，长度为 180~200 米 。

浮架:用直径 6~8 厘米的毛竹制作，长度为 3. 4~3. 8 米 。

支腿:用竹梢或树棍制作， 高度为 80~ 100 厘米 。

椒缆(扣鼻) : 用旧钢丝绳或聚乙烯绳制作，长 3~5 米 。

椒(扣把) :剧芦苇、茅草等制作或打桩。

(5) 饶架的设置 : 夜架在海区的设置方向应与冬季主导风向平行或有一小于 30。 的

角度 。

(6) 空缆 : 挠架两头空缆应分别留足 25~35 米(不小于当地潮差的 5 倍) 。

(7) 台距:役架间的中心距为 13~ 1 5 米。

(8) 通道 : 栽培规模大的海区，横向每 50~60 台筷架间应留一水流通道 : 纵向每 5~6

珩宜空一珩作为水流通道。

3. 栽培管理 每天需进行巡视管理，特别是在大风大潮汛后，发现损坏的设施、网帘

等 ， 应及时修复。 网帘应尽量拉平、吊紧，防止拖地。 适时晒网是有效防范浮泥杂藻的措

施。 当海况栽培环境不好时，或者网帘上硅藻、绿藻附生较多时，应及时采取晒网措施，将

栽培网收入冷库冷藏后，待海况改善后再下海继续进行生辰。

我国条斑紫菜生产区玲藏网技术应用十分迅速，是提高半浮动能式栽培苗网质量的重要

技术措施。 冷藏网技术的实施，从根本上改进了条斑紫菜苗期管理技术 ， 有效地防止了因天

气 、 梅况、杂藻和病害等对紫菜栽培的影H向，使紫菜生产稳定，产品质量提高。 冷藏网的操

作有以下几个部分:

(1)苗网 : 干燥后含水量控制在 20%~40% ， 一般肉眼观察，藻体出现盐霜，手拉有

弹性为宜。

(2) 包装:内包装袋用 O. 1 ~0. 2 毫米的聚乙烯薄膜制成 ， 规格为长 100 厘米 X 70 厘

米;外包装箱规格为 65 厘米 X40 厘米X 4 5 厘米的瓦楞纸箱，箱的四周适量开一些透气孔 ，

或者用 O. 05~0. 1 毫米的聚乙烯薄膜，外tm聚丙烯编织布一次制成的复合袋，规格为 100 厘

米X 70 厘米，苗网可直接装袋冷藏。

(3) 苗网入库:包装后的苗网应立即进速冻库速冻 ， 中心文料降至一26.C 士 2.C 。 速冻

后的苗网，移入冷藏库中唯垛保存，温度控制在一 20.C 士 2.C 。 当速冻间不够时，可直接进

库冷藏，但需先将库混降至一22.C 士2 .C ，散放 24 小时后再堆放。 苗网进库后，需有专人值

班，进库时间、批次、温度均市有记录，保持恒温。 若冷藏温度回升 ， 应及时制冷降温。

(4) 苗网出库:苗网出库应根据气候、海况及病害发生情况灵活掌握。 人库的苗网 ， 一

般在 11 月中旬至 12 月初，待海况稳定、海区水温降至 15.C下海张挂 ， 应避开病害高发期

及绿藻附着期出库。 刚出库的苗网直张挂在养殖区中、低潮位，小潮汛期间有 3~4 天不干

自草地方。 宜在小潮汛期间， 即农历初七至十三 、 二十二至二十八下海张挂。 应缩短苗网出库

歪海区张挂的时间，运输途中宜用油布或塑料布盖好，张挂前不得打开包装袋。应在即将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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潮前进行苗网张挂 ， 减少苗网在空气巾的千露时间 。 张挂前应将苗网整袋浸泡在海水巾， ~t 

苗网吸足海水自行散开后再张挂。

4. 采收 一般在 11 月中旬至 ] 2 月上旬，当网帘上藻体长至 15~20 厘米时 ， 即可采摘

第 1 水菜。 藻体采收后留下的长度以 5~8 厘米为宜。 根据水植或藻体生长速度，每隔 1 5~

25 天可采摘下一水菜，大风前应集中力量组织抢收。

s. 病害防治

(1)种苗培育 : 条斑紫菜"苏通 1 号"和其他品种的贝壳丝状体培育相同，期间常见病

害可以分为 3 类 : ①由病菌引起的，如黄斑病、 白斑病、泥红病， 发病较快， 具传染性，造

成危害大。②培养条件不适造成的病症， 一般不呈现传染性，危害较轻 ， 泥红病属于此类。

③如白雾病，与贝壳放置时间长的质量有关。

在丝状体培育中，若做到培养海水经严格的黑暗沉淀处理，培养室保持通风， 一般较少

发生病害。 对于黄斑病、泥红病这类危害较重的病害，通过每吨培养海水定期施用 1 ~2 克

二氧化氯，易发病期加强夜间开窗通风等措施，可以有效地得到预防。 一旦发生这类病症 ，

应及时排掉池水，加入淡水处理 1~2 天，对培养池进行消毒处理， 停止施肥 ， 并在钳 l吨培

养海水中施加 1~2 克二氧化氮，可在短时间内控制病害的发展。

(2) 海区栽培 : 目前在条斑紫菜海区栽培·生产中 ， 影响栽培产量的主要因素是绿部及其

他杂藻的附生，以及适宜条斑紫菜栽培的水温悔况。 除了这两个因素外， 一般病害的发生往

往与单位海区密植等海况条件直接相关，因此应从这些因素着手改善防范。 在条斑紫菜:实际

作业中通常采用的是晒网和进库冷藏处理结合在一起，即晒网后接着进库冷藏，待海况l生善

后再下海继续进行出苗期的生辰 。

适宣区域: 适宜江苏省条斑紫菜主产区。

选育单位: 江苏省海洋水产研究所(国家级紫菜种质库)

联系地址 : 江苏省南通市教育路 31 号

邮政编码: 226007 

联系人:陆勤勤

联系方式: 0513-85228252 

电子邮箱 : jsntlqq@163. com 

1.龙须菜 "鲁龙 1 号"

自种来源 : 亲本来源为野生龙须菜。

审定情况 : 全同水产原种和良种审定委员会审定。

审定编号 : GS-03-001-20 1 4。

特征特性: 分枝密，藻体细长，上下粗细均匀;生长速度快，蛋白质含量比传统品种增

加约 12% ，藻红蛋白质含量比传统品种增加 11 %以上;藻体颜色鲜艳，抗逆性强。

产量表现: 在最适生长季节一般培养 l 个月藻体平均长度为 1 米以上，培养 2 个月 平均

单株长 2 米，产量比传统栽培品种提高 15%~30% 。

栽培要点:该品种为二倍体，通过营养繁殖方式扩繁或栽培，最佳夹苗方式为缠夹。

适宣区域:适宜在我国山东省、福建省、广东省等沿海海水水体中栽培。

选育单位:中国海洋大学



联系地址 : 青岛市鱼山路 5 号

联系人:隋正红

邮政编码: 266003 
联系电话: 0532-82031128 
电子邮箱: suizhengh@ouc. cdu. cn 

(十三)中华鳖日本品系

十、渔业。

面种来源:巾华鳖日本 IHI系在 1995 年由杭州萧山天桶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从日本引进，

与斯江省水产引种育和t，中心一起，经 6 代 12 年驯化、 筛选和培育而成。

审定编号: 2007 年通过全国水产原种和良种审定委员会审定。

白种编号: GS03-001-2007 。

特征特性: 整甲为长椭圆形或圆形，背甲呈黄绿色或黄褐色，腹面呈乳白色或浅黄色 ;

绝大部分时间栖息在水巾，摄食和生长适?且为 20~33.C ，温度越高，摄食量越大。 最适温

度 26~30.C . I床道鲜美，营养价值高，还有诸多滋补药用功效。 体型匀称呈圆形 ， 体表光

滑、色泽晶亮，厚实宽大，肉质丰满，裙边宽度与鳖体背的长度比例达到 37% ，比本地中

华鳖多 5% ， 整体外观似野生巾华壁，且脂肪少，肉质多，胶原蛋白质丰富，蛋白质含盘达

到 18% (本地巾华整为 1 6 . 5% ). 各种氨基酸含量均高于一般巾华墅。 中华整日本品系遗传

性状稳定，可白繁 ~I育，不需杂交制种 。 上食早，吃食快，摄食强度大，抗病能力强，生长

应度快，商品大规格比例高，在同池饲养情况下，到 800 克出 口商品规格的生长速度比行湾

辑 、 泰同壁和l本地中华壁分别快 20% 、 18%和 15% 。

产量表现: 池塘养鳖的平均单产在 600~700 千克/亩，个体 20~ 35 克以上从温室移到

'仨外养殖的稚鳖，当年就可以养成规格 400 克以上的商品鳖。 在泪室一般经 8~9 个月养殖

就可达 400 克以上商品规格，成活率在 85%以上 。 全程在室外饲养到 700~800 克以上商品

靴， 则市经 3 年左右养殖时间 (2 冬龄) 。

养殖要点:

1.场地选择 根据噬的生态习性和l生产方式等要求 ， 养特场应选择在环境安静、水撒

克足、7]<质清新手1:1 :监-风向阳的地方。

2. 温室养殖 :-u壳的稚鳖经暂养和消毒处理后，技大 ( 5 克以上) 、 巾(3~5 克)、小

(2~3 克) 3 梢分池饲养 ， 放养密度 50 只/米2 。

3. 室外养殖 山壳的稚些经暂养和消毒处理后，先在泪室强化培育至 20~35 克后 ， 按

7~8 只/米2 的放养密度移入室外池养殖。

4. 鳖鱼(虾)混养 一是以整为主，搭养少量以浮游动物为食的鱼类或虾类 ; 二是以

向(虾)为主，搭养一定数量的鳖。 具体放养量:以鳖为主，鳖放养密度 7~8 只/米2 ，花

1' 1链为 100 尾/亩，南美白对虾为 l 万尾/亩;以鱼(虾)为主， 一般放鳖苗 300 只/亩以内 。
4 

5. 采用简易土池棚膜加温饲养稚幼鳖与常温池塘养成鳖相结合 在南方地区，每年 10

川前后开始着手进行当年稚幼鳖的土池棚膜加瓶养殖。

(1)做好稚幼鳖的越冬，池塘的清整消毒，蠕好7](质，并将越冬棚盖好。

(2) 温度控制 。 前期气温较高，局部覆盖;后期气温较低，要全池覆盖。 并加温 ， 使棚

内水温保持在 20.C 以上，遇到气温回升，可启通风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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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越冬期间要科学投I~良饲料。

(4) 放养密度。 75 克以下有t到j些放养密度为 20~30 只/米气 翌年 4 月自然;K jln~ [r' 1 1 1 主IJ

25
0

C并趋于稳定后 ， 可惟备幼耕 :H池 。 .'I~池前逐步揭开U71且棚膜通风透气，逐步向池内比入

新水，使越冬环境与外界战近，边择天气晴朗的 H子千池捉辑、冲洗和1分级，经?肖奇后装运

至成鳖池放养。 规格 75 克以上的 1'1然越冬或棚膜)m泪养成的幼壁，再经 l 周年的常汹地腊

养殖，就可达上市规格 (400 克以上) 。

养成过程中 ， 一是要调控好养殖池塘水质， 以保持良好的水环境生态，定期施放 ' 1 :. 石

灰 ， 使池水 pH 6. 8~7 . 8 ; 每隔 7~ 10 天 ， 用Jt合主ru菌生态制剂调水 1 次 ; 在池内?昆养少量

卿 、 朗It 、链和1和l'养高等浮生植物一一浮莲。二是要规范池塘养殖容量，棚膜士池的利HJJ耕养

殖终载量为 1 000 千克/市，常温池塘的养殖终载盘为 600~750 千克/亩。-是要投H良今:价、

营养平衡的配合饲料。 四是要做好病害防治t作 ， 防病干未然。

适宣区域: 适宜各地的温室、外顷'养整场养fi1t o

选育单位: 浙江省水产引种育和l'巾心(浙江省水产技术推广总站) 、杭州|萧山天祸牛物

科技有限公司

联系地址:杭州市阿湖阪益乐路 20 号

邮政编码 : 310029 

联系人: 何 丰

联系电话 : 0571-87967376 

电子邮箱 : hf0890@sina. 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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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一、畜牧兽医

1 .规模养殖综合及自己套技术
(一)规模养殖场标准化综合技术

A 生猪标准化综合技术

技术概述: 养猪生产从千家万户的分散饲养，到标准化的规模养殖，是饲养方式的一场

变革，是建设现代养猪业的不二选择，是解决生猪健康高效生产、粪污无害化处理与资源化

利用、农民增收节支和生猪安全稳定供应的有效途径。 生猪标准化综合技术以同家标准 《规

模猪场建设)) (GB/ T 17824. 1-2008) 、 《规模猪场生产技术规程)) CGB/ T 1 7824. 2-2008) 、

《规模猪场环境参数及环境管理)) (GB/ T 17824. 3-2008) 、 《集约化猪场防疫基本要求》

(GB/ T 17823-2009) 和同家相关的法律法规及行业主管部门的文件要求为指导，结合当地

具体情况，完善猪场的建设(或改扩建)方案，优化猪舍布局和|舍内设施，完善猪群结构，

建立先进可操作性的饲养管理规程 ， 使饲料与饲料添加剂、防疫及兽药使用等更加安全高

效，粪污无害化处理，并能循环高效利用，以实现生猪的健康高效养殖，为杜会提供安全优

质的畜产品 。

增产增娘情况: 推广生猪标准化综合技术，将改善生猪的罔舍条件和l生产环境，优化生

精品种和群体结构 ， 通过应用先进可操作性的饲养管理规程，减少疫病发生，使粪污无害化

处理井合理利用，保障生猪的安全稳定供应，提高1-1二猪年:1\栏率 ， 获得显著的杜会效益和经

济效益。

技术要点:

(1)在猪场的建设(或改扩建)方面， 参照同家标准 《规模猪场建设 )) (GB/ T 

17824. 1一2008) 的要求 ， 结合当地条件，优化猪场的建设 (或改扩建)方案，完善猪舍内

的设施条件。 猪场选址应符合标准要求。 猪场面积、猪舍建筑面积和辅助建筑面积不应小于

标准巾的数值。 猪舍布局应把'-1:.市区、饲料加工区建在生产隘的上风向或侧风向，生产区中

指风向 FR上到下依次为种公猪舍(外买精液采J+J人t授粘的猪场可不设此舍) 、 空怀母猪和

饪振弓猪舍、 H甫乳甸:猪舍(产房)、保育猪舍、生长育Jl巴猪舍，隔离观察区、粪污处理区和

病死猪处理区应设在生产区的下风向 。 猪1吁，周转应采取金进全出的方式。 猪场内的水电供应

}}.设施设备要符合标准要求 。

(2) 在生产操作技术方面， 参照罔家标准 《规模猪场生产技术规程 )) (GB/ T 17824. 2-

2008) ，并结合自身猪场和l猪群特点，建立先进可操作性的生产技术规程，包括种公猪的生

产操作规程、配种或人工授精操作规程、空怀母猪和娃振母猪的生产操作规程、哺乳母猪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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仔猪的生产操作规程、保育猪的生产操作规程、 生长育肥猪的生产操作规程等， 以及各饲养

阶段的饲料营养要求 、 种猪更新(包括种猪淘汰、引种或留种)要求、猪场各种生产记录要

求等 ， 有了这些先进可操作性的技术规程，猪场的生产和管理就会进入良性循环， 生产水平

和生产效率就会不断提高 。

( 3) 在猪场环境控制方面，参照国家标准 《规模猪场环境参数及环境管理 >> (Gß/ T 

17824.3-2008) ，尤其在炎热的夏季和寒冷的冬季，更要采取有效措施，保障猪群有良好的生

产环境。 猪舍内适宜的相对湿度在 60%~70% ; 适宜的泪l度在不同生理阶段猪中有差异，种公

猪、空怀母猪和娃振母猪舍要求 15~200C ，哺乳母猪舍要求 18~220C ，哺乳仔猪保温箱 28~

32
0

C ，保育猪舍 20~250C ，生长育肥猪'舍 15~230C 。 同时要注意猪舍的通风换气，保持空气新

鲜;圈舍采光要符合标准要求;猪舍周罔要进行绿化， 以调节环境参数，降低外部l噪声传人。

(4) 在猪群防疫方面，参照国家标准 《集约化猪场防疫基本要求 >> (Gß/ T 1 7823一

2009) 。 猪场建设、布局和猪群周转要符合防疫要求，根据自身猪场和猪群特点，有针对性

地制定消毒程序、免疫程序 、 疫病诊断和1处理程序、药物防治和疫病净化程序等，要定期进

行免疫监测，以确保疫苗免疫效果。 若发现异常现象， 应及时上报， 并采取相应措施， f巴损

失降到最低。 猪场应做好免疫登记工作，包括接种疫苗名称、 生产广家、批号、剂型、剂量

以及接种时间、部位、猪舍号、免疫人员等，以备查考。

( 5 ) 通过生猪标准化综合技术的推广应用，创建典型的示范点， 以点带面， 全面提升周

边区域生猪养殖的水平，大范罔提高生猪的年出栏率，保障生猪的有效供应，提高生猪产品

的质量和安全性，帮助农民增收致富。

适宣地区: 适用于我国生猪养殖区域。

技术依托单位:

1.北京市农林科学院畜牧兽医研究所

联系地址:北京市海淀区曙光花同巾路 9 号

邮政编码 : 100097 

联系人: 季海峰

联系电话 : 010-51503865 

2. 全国畜牧总站体系建设与推广处

联系地址:北京市朝阳区麦子j占街 20 号楼

邮政编码: 100125 

联系人 : XtJ ~春，杨军香

联系电话 : 010-59194618 

B. 奶牛标准化综合技术

技术概述: 本技术适用于标准化、规范化规模养殖技术， 严格地实施 《乳白I质量安全监

督条例 >>，进一步规范生鲜乳生产过程中环境控制、饲料与饲养管理、繁殖与育种、 疫病防

治等技术环节。

技术要点:

1.选址

(1) 原则 : 符合当地土地利用发展规划，与农牧业发展规划、农田基本建设规划等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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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地势:地势高燥、背风向阳、地下水位较低，具有缓坡(北高南低)，但总体平坦

地方;严禁建在低凹处、封口处。

(3) 土壤:沙壤土最理想，沙子较适宜，泥土最不适 。

(4) 周边环境 : 与公路主干线距离不小于 100 米，距居民点不小于 1 000 米，位置在居

|巴点下风处 。 远离其他畜禽养殖场，周围 1 500 米以内元化工厂、畜产品加工厂、屠宰厂、

医院 、 兽医院等。 为方便生鲜乳运输，周边 50 千米内最好有乳品加工厂。距离风景旅游区 、

自然保护区以及水源保护区 2 000 米以上。 周边饲料资源尤其是粗饲料资源丰富，且尽量避

免周围有同等规模的饲养场。

2. 布局 奶牛场应依据功能合理分区， 一般包括 3~5 功能区 。 即生活区 、 管理区、生

产区和粪尿污水处理、病畜管理区。

(1)生活区:位置应在上风处和地势较高的地段，距离生产区不小于 100 米 。

(2) 管理区:距生产区不小于 50 米，包括与经营管理、产品加工销售有关的建筑物。

(3) 生产区 : 位置应在产区的下风处，入口室设消毒室、更衣室和车辆消毒 ， 生产区奶

牛舍要合理布局，应满足分群饲养的要求，挤奶厅靠近产奶牛舍，各牛舍之间保持适当距

肉， 以便防疫和防火 。 干草库应设在生产区下风口地势较高处。

(4) 粪尿污水处理、病畜管理区 : 应建在生产区下风口地势较高处，与生产区保持 100

米以上的间距。 粪尿污水处理、 病畜隔离区应有独立的通道，便于病牛隔离 、 消毒和污水处

用 。 尸坑或焚尸炉距牛舍 300 米以上。

3. 牛舍

(1)类型:牛舍按开放程度分为全开放式牛舍、半开放式牛舍和全封闭式牛舍。①全开

放式牛舍 : 结构简单、施工方便、造价低廉，适合我同中部和北方等气候干燥的地区。 但因

外闸护结构开放，不利于人工气候调控，在炎热南方和寒冷北方不适合。②半开放式牛舍 :

沾用区域广泛。三面有墙，向阳一面敞开，有顶棚，在敞开一侧设有栅栏。 南面的开敞部分

(F.夏季、冬季可以遮拦，形成封闭状态。 ③全封闭牛舍 : 主要采用人士光照、通风、气候调

忡 ， 造价较高，适合南方炎热和北方寒冷区域。 另外 ， 牛舍按屋顶结构分为钟楼式 、 半钟楼

It、双坡式和单坡式等;按奶牛在舍内的排列方式分为单列式、 双列式、 二列式或四列

式等。

(2) 牛床:应有 lO~ 1. 5。的坡度，铺放一定厚度的垫料， 可选择沙土、锯末 、 碎秸秤、

|紫胶垫层等。牛床应有足够的面积，便于奶牛正常的采食和休息 : 产奶牛1. 85 米 X 1. 20 

米 . 罔产期牛 2.00 米 X 1. 25 米，青年母牛 1. 60 米 X 1. 10 米，育成牛1. 70 米 X 1. 00 米 ，

根牛 1. 20 米 XO.90 米。

(3) 运动场 : 为加强奶牛运动，促进奶牛健康与高产，应配置足够面积的运动场 : 成年

~l牛每头 25~30 米2 ， 青年牛每头 20~25 米2 ， 育成牛 15~20 米2 ，楼牛 10 米2。运动场按

ρ~100 头的规模用围栏分成小的区域。

4. 日粮的配制

(1)饲料种类及储备量 : 为确保奶牛获得充足、平衡的营养 ， 奶牛场应依据饲养规模及

佟阶段奶牛需求量 ， 储备充足的粗饲料(包括青绿饲料、青贮饲料、干草和秸秤等)和精饲

料(指玉米等能量饲料、 豆柏等蛋白质类饲料以及矿物质饲料和维生素等饲料添加剂)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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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阶段奶牛年头均主工饲料需求量见表 1 。

表 1 各阶段奶牛年头均主要饲料需要量(千克)

阶 段
饲料

JR(，P卡 l!i'年牛 ffJ戊牛 杖 '1'

精饲料 2200-2 500 1 000- 1 200 900- 1 000 300- :no 

羊尊 1 500-2 000 1 500-2 200 1 000- 1 400 300- 10() 

酋稻子擎 1 100- 1 500 400- 600 

mr:玉米 6000-8000 2500- 3000 1 800-2000 

精滔类 2000- 3000 

块根、块茎 500- 1 000 

牛乳 300- 100 
一一」 一

注 : ①表中数据适HI干年产奶iit 5 000 下克以上的付牛。②稍饲料小能iil饲料，lï 55%- 65 % . lli J' 1l员 \"l iJ料 ， 'i 2:'% -

35% . 复合预I昆料占 4 %-5% . ③较牛饲料是牧牛JÞJ 6 个月 的æ要业.

(2) 日粮配制的原则: 应按照 《奶牛营养需要和饲料成分》 的要求，结合奶牛肝实际，

科学设计日粮配方。 日粮配制应精、粗料比例合理，营养全面，能够满足奶牛的营养;lij耍。

①优先保证粗饲料尤其是优质粗饲料的供给:产奶牛以日均采食 15 千克以上玉米!'i 1Jt:、 5

千克以上的干革(应优先选用首稽、羊草和其他优质干草等) 为宜。②精、粗饲料搭配合

理，营养平衡:日粮配合比例一般为粗饲料占 45% --- 60% ，精饲料占 35 %---50% ，矿物质

类饲料占 3 %---4% ，维生素及微量元素添加剂占 1%，钙磷比为(1 . 5--- 2 . 0 ) : J 0 ③挝倡

全混合日粮 (TMR) : 很据奶牛的营养需要， 把粗饲料、精饲料及辅助饲料等校合用的比例

及要求，利用专用的饲料搅拌机进行切割、搅拌，使之成为棍合均匀 。 TMR 的含水 l让应控

制在 40%~50%。一是原料添加顺序 : 遵循先干后棍，先轻后重的原则， 顺序为先 1-草 ，

然后是青贮饲料， 最后是精料补充料和湿糟类。 二是搅拌时间:以最后一种饲料)111人盯搅拌

5~8 分钟为宜， 原则是确保搅拌后 TMR 中至少有 20%的千草长度大于 4 厘米。 条件允许

现搅现喂。

5. 饲养管理

(1)辍牛(0--- 6 月龄 ) : 

1) 楼牛哺乳期 ( 0--- 60 日龄) : ①接产 : !院牛出生后立即清除口 、岛、 耳内的制1液 ， 确

保呼吸畅通，擦干牛体。 在距腹部 6--- 8 厘米处断脐，挤出脐内污物， 并用 5%的腆悄悄毒 ，

然后称重、佩戴耳标、照相、 登记系潜、填写出生记录、放入银牛栏。②喂初乳 : }、\i {r树生

领牛出生后 1 --- 2 小时内吃到初乳，每次饲喂量为 2 --- 2. 5 千克，日喂 2 --- 3 次， rM度为

38
0C ::!: 1.C ，连续 5 天 ， 5 天后逐渐过渡到饲喂常乳或棋牛代乳粉。③补饲:牧牛 :H ' 1 二 l 周

后可开始训练其采食团体饲料，促进瘤胃的发育。 ④去角和副乳头 : 1 5~ 30 日龄， 选摊电

烙铁或药物法去角 。 2 --- 6 用龄去副乳头，最好避开高温天气。 先对副乳头周用清洗消毒 ，

再轻拉副乳头，沿着基部剪除， J刊 5%腆酒消毒。⑤管理: 保持较牛生活环境清洁 、 F燥 、

宽敞、阳光充足、冬暖夏凉。 提供充足、新鲜、清洁卫生的饮水，冬季应饮泪水。 例H民收:牛

做到"五定"，即定质、定时、定量、定温、定人。 每次饲完奶后给牛擦干嘴部。 卫生应做

到"四勤飞即勤打扫、勤换垫料、勤观察、勤消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