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乌鳢池塘健康养殖技术

姜 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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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乌鳢，俗称黑鱼、斑鱼、墨头鱼等。近年来，大乌鳢以其肉质细嫩，无明显肌间刺，营养丰富，繁殖速

度快的优点，受到了许多养殖户和消费者的青睐，是一种经济价值好、市场前景很广的鱼种。随着乌鳢养殖的蓬勃发

展，其安全性问题变得重要。现在各个地方饲养现状不太相同，水平差距也相当大，有些地方的乌鳢饲养数量确实相

当多，但病害风险在逐步上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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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乌鳢（Ophiocephalusargus（cantor））属鲈形
目（Perciformes）鳢科（Channidae）鳢属（Ophiocephalus），
是经济价值很大的淡水名贵鱼种，有“鱼中珍品”之

称。由于它营养丰富，含有大量蛋白质，远超过一般鸡

肉和牛肉中的蛋白质含量，是一款营养全面、肉质鲜美

的高档保健食品，特别适用于病后立即恢复服用。乌鳢

产品销往海内外，经济价值较高，市场前景广阔，是中

国外贸出口的主要水产品之一。目前，中国乌鳢养殖主

要采用池塘套养和池塘精养二个主要养殖模式，以池塘

高密度的精养模式进行大规模发展，由于高密度养殖，

投饵量大，残饵、代谢物较多，水质容易恶化，发生疾

病机率高，给乌鳢的产品质量安全带来了潜在风险。

1 技术要点

1.1  选用优质苗种
选用品种规格齐全、游动力强、身体强健的乌鳢鱼

种，必须到具备水产苗种生产许可的苗种场或良种场购

买，并获得苗种检测合格证。针对自繁自育的苗种，繁

育公司要严格遵循育苗管理相关操作规程规范生产，并

抓好乌鳢的亲本选择和病害防治等科技措施，以确保苗

种质量的优质安全健康[1]。

1.2  优化养殖模式
1.2.1  池塘生态健康养殖。主要是指在池塘高密度

精养过程中要适当降低乌鳢苗种放养密度，控制养殖产

量，实现由高密度养殖向高品质养殖转化。

1.2.2  池塘工业化循环水养殖。利用池塘百分之二-百
分之五的水域来放养乌鳢，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水域将

成为净化区域，在净化的区域内可适当栽培鱼而兴经济

作品，并投放适量的滤食性鱼种，将养殖尾水经过净化

区域的处理之后回收利用，以达到养殖尾水零排放。

1.2.3  稻田的综合种养。运用水稻和乌鳢共生机制，
在不影响水田种稻量的情况下，通过适当提高加固埂

子，并挖出少量环状沟，在进行的水稻环状沟内放养乌

鳢，以达到稻鱼双赢。

1.3  加强饲养管理
1.3.1  科学合理投喂饲料。由于乌鳢是一类肉食性鱼

类，常规饲养的饵料以高蛋白的动物性饲料为主，但动

物性饲料的投喂较易导致饲养区水域污染和鱼病害的产

生，所以政府应积极推行配合饲料取代传统幼杂鱼饲养

方式，并逐步提高配合饲料替代的水平。而配套饲料则

应挑选蛋白质含量高，且有生产批准文号和饲料制造许

可的生产商采购，以保证饲养效率;新鲜的鱼饲料必须保
证新鲜，如果出现变质现象则不能投喂。在投喂时应贯

彻"四定"的原则，即定时、定位、定量、定质，通常每日
投饵量为鱼重量的4-百分之八，但具体投喂数量则应随着
时令、气候、环境条件的不同、以及鱼类的摄食习惯和

运动状况，随时加以改变[2]。

1.3.2  加强水质管理。做到定时换水，春秋季每半个
月换水一次，夏季高温时一周换水一次，每天更换量均

为全池量的三分之一以下;同时不定期的泼洒生石灰水以
及光合菌、EM菌等生物制剂，以清除有害病菌，并培养
有益藻类，以保证水体的“肥、活、嫩、爽”。特别在

高温时节，当水色过浓或难以加水时要使用生石灰改善

水体，以增加水体PH值，通常每亩用量约为15-20公斤。
1.3.3  做好日常管理。应由专职人员作好每日的登

记，坚持早、中、晚巡塘，注意观测水色、环境变化和

鱼类的取食运动状况，避免逃鱼和敌害袭击，发现异常

现象及时寻找病因和采取相应对策。

1.4  注重病害防控
病害防治要贯彻“以防为主、防治结合、防重于

治”的指导原则，并通过实施科学投饵、水质控制等科

技措施，以提高人鱼体抗病能力，有效控制发病率[3]。一

旦患病就要进行精准服药，同时作好服药记录，绝对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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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采用孔雀石绿、呋喃类药物等违禁药品，用药剂量严

格地按照医生处方以及兽药(水产用)的标签进行规定，不
得盲目超用量、超疗程不合理地应用药品，并严格控制

药物所产生的质量安全风险。

2 池塘条件及放养要求

2.1  养殖条件
养殖乌鳢宜在水资源丰富、生活环境中性至微碱

式、无污染、排灌便利、温度在三十℃以内、土壤底质

为壤土的区域。为便于管理，乌鳢放养一般采用面积在

700~一千六百m2以上，水深在1.5~2m的泥底塘为最适
宜。鱼种放养前15~20d，在每hm二池中用1500~2250kg的
生石灰干法管连接清池，对水池进行了全面消毒，然后

再进水，在十d内便可放养鱼类。乌鳢好跑，特别是在流
水冲刷和下雨后，所以，池的灌排出口应该做好严格的

防逃措施，并应在养殖区附近放置有40~60厘米竹篱笆的
网块用防止逃跑。在池子四周水面栽植80~100厘米长的
水浮莲，既可以防止乌鳢跃出池外，也可以乌鳢避暑旅

游渡夏[4]。在池子周围的浅水区栽植苦草、水葫芦或水花

生等水草，可在高温时期减少温度，同时也可提高水质

量，但要保证黑眼子菜长大后的覆盖面积不大于周围土

壤与水体总量的1/5。
2.2  苗种放养
尽量选择规格在十厘米之上、规格整齐、体魄强

健、生命活力较好的品种的苗种放养式，如果鱼种规格

过小，也可以在放养后参照乌鱼生长的发育情况，进行

分池繁育。鱼种放养式前用百分之三十的聚维酮碘水溶

液杀菌，可更有效地防止水霉病的形成。

乌鳢的放养密度根据池塘条件，出池规格，以及日

常管理情况而决定。通常为每hm2放式45000~75000尾，
如需要的池塘尺寸稍大，可适当减少放养密度。对饲料

充足、用水丰富、控制合理的池塘，可适当加大放养密

度，此外还适量混养了各种淝水鱼类、杂食鱼类等，可

合理控制池塘质量。放养日期宜早不宜晚，要视鱼种来

源的大小而定。一般隔年鱼种放养日期3~4月，如没有隔
年鱼种时，则当年鱼种的放养日期为6~8月[1]。

3 科学配制专用膨化饲料

乌鳢为肉食性水生动物，以野杂鱼类为食;而经过驯
养的乌鳢通过吃食配合饲养，特别是膨化饲料更适合饲

养乌鳢。因为人们对皮用乌鳢皮质的需求较大，所以人

们在配制饲料时需要相应的比例加入某些有利于皮肤发

育的营养素。也可以加入半胱氨酸、亮氨酸等，配制成

皮用乌鳢的膨化饲料，其配制方法为每吨膨化饲料加入

半胱氨酸250g、亮氨酸500g、缬氨酸七百五十g。

4 饲养管理

4.1  饲料选择
根据健康饲养技术特点，选用公司冰鲜鱼和专业工

厂制造的乌鳢专用配制饲料投喂后，粗蛋白质浓度均为

百分之三十四以上。投喂过的冰冻鲜鱼要制成生鱼肉糜

并切丁，鲜嫩、适口、无腐烂变质、无杂质。

4.2  驯化
鱼类入池后，选择每一天中午和下午，缓慢地往池

中投喂破碎料，并对鱼类进行投喂驯化训练。在投喂

前，要用双手扑击投饵机以产生巨大声响，从而促使鱼

类产生条件反射。逐渐增加摄食数量，以降低饲料损

耗。在驯化之前先投喂专用饲料，而后再投喂小鱼块[2]。

5 水质的管理

5.1  水源充足，水质良好
选择水源丰富、环境无污染、排灌便利的区域建立

养殖池，在饲养过程中应经常加注新水，调整水质，提

高溶解氧。

5.2  定期调水，增加溶氧
一般以每天注水一次，换水量一/3为宜。阴天、下

雨、大风等更应加注新水。但当气温超过三十℃、且水

体中存在大量微型胶囊藻类和绿色水华后，除注新水之

外，还必须使用生态改良剂进行水体调整。

5.3  配置增氧机，预防水体缺氧
因乌鳢规格大，且群体产量高，消耗量也大，为避

免鱼池长期缺氧，常需要配置增氧机，一般以一hm二配
置四点五KW动力。但开机时间则应视天气情况而定。一
般晴天在午后13~15时开机二h，以便排出水内的有害气
体，并促进乌鳢排泄物的分解。而阴天、雨季则在早晨

3~6时开机三h，以提高土壤和水域的溶解氧，从而防止
乌鳢浮头。

5.4  适当调整饲料配方，促进鱼体稳健生长
在鱼体发育过程中，要合理调节饲养配方，促使鱼

体稳定发育 [3]。在饲养过程中，如果出现了鱼体的"虚
胖"问题，如体形粗短，头部细小，胸、腹部粗胖等，
应改变饲料配制，降低粗蛋白、碳水化合物含量，并提

高动物蛋白和纤维素的比重，将粗蛋白含量调在百分之

三十五以下。同时对水体中使用VC等免疫促长剂，以利
于增强鱼类的抗病能力，从而促使乌鳢鱼健壮地发育。

6 日常管理

6.1  投饵
乌鳢是常见的凶猛肉食性鱼类，其饲料以新鲜饵料

为主，主要含有大小鱼虾、动物内脏、螺、蚌等。因此

投喂新鲜饲料时要注意饵料的新鲜与清洁。因为新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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饲料成本较高、不易储藏等因素，人们目前也使用人工

搭配的饲料养殖乌鳢了。要想完成由新鲜饲料到人工搭

配料的过渡，就需要对乌鳢鱼进行驯化。而驯化也是个

循序渐进的过程，通过不断降低对新鲜饲料的投喂量，

提高搭配饲料的配比，从而逐步转变。颗粒料在投喂之

前必须要润湿，让其完全软化和膨胀，不但促进了乌鳢

消化吸收，而且还能降低投喂量，减少了优质的饲料系

数。在投饲过程中要坚持"三看、四定"的原则。投喂量依
据气候、温度、季节、环境、鱼体发育程度和摄食状况

来确定。定期地向饲料中加入维C、大蒜素、三黄散等，
也可以增加对乌鳢的抵御能力[4]。但要记住，不管投喂了

什么饲料，投喂量都根据乌鳢的吃食情况而定，饲养规

格视鱼体大小而定。

总之，投喂大量的活饵料都是针对乌鳢的食性设计

而来的，不过投入相当高，有的还投喂部分的动物内脏

以降低生产成本，但是由于投入价格相当高，有的工厂

会投喂部分动物内脏以降低生产成本，不过动物内脏效

率并不高，极易沉入池底。用不干净的动物内脏在底部

腐烂，造成底质恶化，进而改变生活环境，并干扰乌鳢

的繁殖。人工配制饲料是根据乌鳢的各方面的因素而进

行发展的。人工配制饲料有营养物质较充分、环境污染

少、成本低的优势，但还是有待改进。

坚持早、中、晚的巡塘工作，经常观测乌鳢运动、

吃食情况及水色、水质以及水环境的状况，有问题及时

处理;检查先进的排水系统，以防止塘鱼逃跑;将发现的死
鱼、树叶等生活垃圾及时捞起，并对死鱼进行编号、称

重，以查明原因，并进行诊治。

乌鳢放养式初期，由于鱼种尚小，所以跳跃能力很

差。随着体重的增加，舞蹈跳跃性能力也提高，特别是在

雨季换水的时间或清晨舞蹈动作非常活跃，因此塘埂距水

面高度超过五十cm时，在塘周围设置40~60厘米的防逃网。
在塘子加水后或下雨时应加强巡塘，以降低逃鱼的事故。

6.2  巡池
①坚持每日早晚巡塘，观测鱼儿的吃食与运动状

况，检测塘子的质量状况，清理生长过剩的眼子菜，检

测防逃系统有无遭到破坏，搞好防逃、预偷作业;发现问
题，分析成因，并及时处理;遇到死鱼，及时捞起，并进
行后期的检测和监控等。

②做好饲养日志，对在饲养过程中投饵、发病、服

药的状况做出详尽记载，以便总结研究。

7 病害防治

7.1  药剂防治方法:5-9月龄儿童，每15-20日应用三溴

异氰脲酸钠或二氧化氯一次，2种药剂交替应用。每年使
用阿维菌素一次，每次屠虫后，间歇二日，另用一种绝

育品:即在每亩水深一米内用三溴异氰脲酸钠或二氧化氯
二百克，阿维菌素在每亩水深一米内用三百毫升，然后

满池泼撒。

7.2  定期在饲料中加入维生素C、大蒜素、三黄散
等，可以提高小乌鳢的体力和抗病能力。

7.3  定期应用微生物药剂。每半个月用一种微生物制
剂以提高土壤质量，每二十天换一种土壤底质改良剂。

7.4  增氧:在每天中午启动之前的三十负四十分钟内
进行曝气，并通过根据天气情况提高启动频率和时间。

8 捕捞

乌鳢作皮用有专业企业收购加工，对鱼体外观的要

求也很严。所以，应干池打捞时，轻拿轻放，打捞网也

要用晴纶丝制成，以防止鱼体受伤的原则。

9 养殖建议

9.1  通过综合防治可较好预防乌鳢养殖中存在的病害
频发问题，同时减少冰鲜鱼的投喂可以减少病害发生。

9.2  池塘内放养乌鳢，适当地搭配新放养的黄花、白
鲢等鱼种发挥"清道夫"的功效，有助于净化水体，但若再
适度放些大规格鲟鱼，使其取食部分残饵，则可避免和

减少残饵对水体的危害。

9.3  乌鳢养殖疾病频发的重要因素是污染的产物，经
过定期应用微生物制剂和开动增氧机，能够改善环境，

降低疾病的爆发。

结语

目前，池塘放养乌鳢在南方较为常见，但在北方地

区较少见，但乌鳢的供应量随着水产业的发展而逐步增

加，所以放养的规模会继续扩大。同时随着栽培范围的

拓展，乌鳢的病害也将相应发生。在处理病害的时候，

还必须把发生的根源都研究透彻，为今后的乌鳢的繁育

打好根基，促进乌鳢畜牧业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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