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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明县水产养殖业发展较快，目前已形成了以鱼类、虾类和

蟹类养殖为主的产业体系。其中，鱼类养殖规模最大，包括草鱼、

青鱼、鳜鱼、鲈鱼等品种；虾类养殖以明虾和河虾为主；蟹类养殖

主要有河蟹和青蟹。近年来，东明县加强对水产养殖业的科技支

持和技术培训，推广应用先进的养殖设备和管理技术，提高了养

殖效益和产品质量。本次研究以淡水鲈鱼池塘养殖为例，明确了

鲈鱼的养殖技术和病害防治措施，希望对更好地提升淡水鲈鱼

的养殖效益增加经济收益有一定帮助。

一、淡水鲈鱼的生长特性

鲈鱼是一种常见的海水鱼类，主要栖息在沿海和浅海水域。

鲈鱼属于肉食性鱼类，以小鱼、甲壳类动物、头足类、贝类等为

食。它们具有发达的口腔和牙齿，适应捕食各种猎物。鲈鱼的繁

殖期通常在春季至初夏。雄鱼和雌鱼会进行交配，产卵后雌鱼将

卵黏附在海藻、岩石等底部物体上。孵化后的幼鱼会在近岸浅水

区域生长。该类鱼类品种具有较好的盐度适应能力，可以在不同

盐度的水域中生存和生长。它们可以在淡水、半咸水和海水中繁

衍后代。另外，鲈鱼具有一定的水温适应范围，它们在水温较低

时生长较慢，但在水温适宜的条件下生长速度较快。

二、淡水鲈鱼池塘养殖技术

1、种苗培育

①网箱设置

在鲈鱼种苗培育期间，使用网箱可以有效地管理和保护幼

鱼。网箱的规格应根据实际需要和鲈鱼数量来确定。一般来说，

可以选择网箱尺寸为长度 2~4 米、宽度 1~2 米、高度 1~2 米。根

据具体情况，也可根据水体深度和遮阴要求来进行调整。选择适

合鲈鱼生长的池塘，确保水质清澈、充氧好、无污染。在水域中建

立稳定的网箱架子，可以使用竹竿、钢管或其他材料。确保架子

稳固牢靠，能够承受网箱的重量。将网箱悬挂在架子上，注意保

持网箱之间的距离，以方便水流通和管理操作。网箱底部需要与

水面保持一定的距离，保证充足的水流和氧气供应。在网箱旁边

设置过滤设备，确保水质良好，保持鱼苗的健康生长。可以根据

需要搭建遮阳网，以调节光照和温度，提供适宜的生长环境。

②淡化处理

在鲈鱼种苗淡化处理期间，适当调整水盐分是非常重要的，

以帮助鱼苗逐渐适应淡水环境。开始时，将淡水与原有海水按比

例混合，每天逐渐增加淡水的比例，使鱼苗逐渐适应淡水环境。

例如，从初始比例 1∶10（淡水∶海水）开始，然后每天增加淡水比

例，逐渐调整到 1∶1（淡水∶海水）。定期监测淡水中的盐度参数，

如盐度、电导率等，以确保其处于适宜范围内。将鲈鱼种苗分批

放入含有较低盐度的淡水环境中，如淡水池或盐度逐渐降低的

水域。逐渐递减盐度的方法可以更好地控制鱼苗的适应过程，并

减少对其的压力和伤害。可选择使用水盐平衡剂来帮助调整水

盐分。水盐平衡剂可以帮助稳定水质，提供适当的盐度，以缓解

鱼苗在淡化过程中的应激和不适。需要注意的是，在进行任何水

盐调整时，应根据具体情况监测水质参数，并进行适当的调整。

鲈鱼种苗对水质的敏感性较高，过快或过大的水盐调整可能会

对其健康产生不利影响。

③原塘育苗

在淡水鲈鱼鱼苗培育过程中，更换池塘会导致部分鱼苗体

表受到损伤，加重病虫害的发生流行，对鲈鱼的养殖成功率造成

影响，同时在更换池塘养殖鲈鱼，需要一段时间来适应新的生长

环境，对自身的生产效率也会产生一定影响，为此在鱼苗培育过

程中要尽量采用原塘育苗方案。通常情况下，每一平方米的网箱

当中可以养殖鱼苗 500 尾左右，在实际的育苗培育过程中，可以

结合实际需求适当的增加放养量，避免在培育过程中频繁的更

换池塘，导致鱼苗死亡，同时在鱼苗培育过程中，也需要根据其

体表的大小定期调控好养殖密度，避免养殖密度过大，导致水体

污染严重，鱼群之间恶性竞争，加重病虫害的发生。

④饲料投喂

在淡水鲈鱼种苗培育期间，正确的投饵和训食方案对于鱼

苗的健康生长和发育非常重要。在起始阶段，使用适合鲈鱼种苗

口小、消化能力较弱的浮游动物类饵料。常见的饵料包括浮游生

物粉末、虫卵、米粉等。随着鱼苗的生长，可逐渐转向使用颗粒饵

料、人工制作的鱼粉饵料等高蛋白质饵料。开始时，每天可分为

多次平均喂食（如 3~4 次），确保饵料充足但不过度投喂。随着鱼

苗的成长，根据鱼苗的摄食情况和胃肠消化能力，逐渐减少每天

的喂食次数，转向适量但更大的投喂量。观察鱼苗对于投喂饵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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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摄食情况，及时调整投喂量。避免一次性投喂过多的饵料，以

免产生浪费、水质问题或引发消化问题。在饲料投喂过程中要确

保饲料质量良好，新鲜，不受潮湿和变质。在鱼苗集中的区域，利

用人工手段（如敲击池边）产生声音和震动，刺激鱼苗的食欲。密

切观察鱼苗的生长情况和体态变化，如果发现异常，可能需要调

整投喂量或改变饵料配比。随着鱼苗年龄的增长，逐渐改变饵料

类型和颗粒大小，以满足鱼苗的能量和营养需求。

⑤分级培育

选择在鲈鱼种苗生长的适当阶段进行分级，通常是在初始

生长期后的几周至几个月之间。观察鱼苗之间的大小差异，以及

它们的生长趋势和身体比例。当出现差异明显、不同发育速度的

鱼苗群体时可以考虑进行分级。仔细观察鱼苗的大小、体形和活

动状况。使用细网或筛子，将较大的鱼苗分离出来。一般情况下，

采用目测分选或根据身长大小判断进行分组。将分级好的鱼苗

从原始养殖网箱中取出，并将其移至新的养殖网箱中。分级时要

注意不要损伤鱼苗的皮肤和鳞片。根据鱼苗的大小、养殖容器的

尺寸和水质条件，将分级后的鱼苗重新放置在适当的养殖容器

中，并控制合理的鱼群密度。依据分级后鱼苗的大小和年龄，调

整饲料类型和投喂量，以满足其营养需求。定期检查水质和健康

状况，并及时采取必要的管理措施。

2、池塘放养

①池塘处理

选择地势较高、土壤质量好、排水良好的区域，避免低洼或

易积水的地方。确保有可靠的水源供应，如河流、湖泊或地下水

等，以满足池塘的水温需求。优选阳光较充足的区域，有利于水

体中浮游植物的光合作用以及鲈鱼生长。根据养殖数量、种苗密

度和预期产量来确定池塘的规划面积。确保面积能够容纳鱼类

的生长和活动空间，同时方便管理作业。通常按照每 10 亩一个

池塘进行规划，在规划面积时，预留一些空间进行过道或放置设

备等，以方便管理和日常操作。选择适合养殖和管理的形状，如

矩形或不规则形状，并考虑方便排水和养护。塘堤坡度可适当倾

斜，以防止池塘损坏和农事作业时的安全问题。确保池塘底部和

墙壁的土壤层稳固和衬护，避免渗漏和塌方现象。有合适的入流

和出流设施，以供给新鲜水源和排除废水，保持水质稳定。放养

之前 20 天将池塘水排干清理池塘过多的淤泥连续暴晒 1~2 周，

清除池塘杂物，然后对池塘进行清淤消毒，每亩使用生石灰

100~150kg 进行全池泼洒，杀死病原体和野杂鱼以及敌害生物，

然后在池塘底部施入部分有机肥，培育浮游生物，一般每亩施入

完全腐熟的有机肥 100~150kg，使池塘的水颜色呈现油绿色或

者茶褐色。

②放养养殖

最好选择在气温适宜、水体稳定且养殖条件良好的季节进

行放养。春季和秋季一般是较为合适的放养时机，以确保鱼类能

够在适宜的温度和环境下生长。在放养前，应确保池塘水体的质

量稳定且符合鱼类生长所需的水质要求。选择健康、活力充沛的

鲈鱼种苗进行放养。鱼苗的平均体重和体长可以根据当地的经

验和养殖目标来确定，一般每尾鱼苗约为 5~10g，体长约为 5~8

厘米。放养密度的确定应结合池塘面积、水深、水质条件和养殖

管理能力进行评估。一般建议的放养密度为每平方米约 2~5 尾

鱼苗，具体密度可根据当地实际情况进行调整。将鱼苗均匀分布

到池塘中，避免过度聚集或过于密集地放养。在开始放养前，可

以先浸泡鱼苗于水中，让其逐渐适应池塘水质，在水体温度差异

不大的情况下，再将其放入池塘中。

③饲料投喂

在鱼苗刚放入池塘时，每天可分为多次平均喂食（如 3~4

次），确保鱼类有充足食物摄取并促进生长。随着鲈鱼的生长，逐

渐减少每天的喂食次数，一般为 2~3 次，以掌握鱼类的真实饥饿

感和胃肠消化能力。观察鱼类对饵料的摄食情况，如果食欲强烈

且迅速吃完，则可适当增加饲喂量；若有残留或不热衷食物，则

需适量减少饲喂量。避免一次性投喂过多的饲料，以免产生浪

费、水质问题或引发消化问题。选择适合鱼苗口小、消化能力弱

的浮游动物类饲料或微粒饲料。随着鱼类的生长，逐渐转向使用

颗粒饲料、人工制作的鱼粉饲料等高蛋白质饲料。根据鱼类生长

的需要，可以搭配适量的碳水化合物和脂肪。清晨和傍晚是鱼类

较活跃的时段，此时进行有规律地饲喂，提高饲料的利用率。建

议在相对固定的时间段进行饲喂，使鱼类形成习惯性觅食行为。

将饲料均匀分散撒布在池塘的不同区域，避免饲料集中在一处，

以确保鱼类能够公平获取食物。

④水质调控

淡水鲈鱼的适宜生长温度通常在 18~26℃之间。不同生长

阶段可能有稍微不同的温度要求，但一般来说，稳定的水体温度

有助于鱼类的正常生理功能和食欲。淡水鲈鱼对足够的溶解氧

含量敏感，因此水体中的溶解氧应保持在 5mg/L 以上，最佳范围

在 6~8mg/L。若溶解氧过低，会导致鱼类呼吸困难及生长受限。

水体的 pH 值对于鱼类的代谢和饵料消化有影响。淡水鲈鱼适

宜的 pH 值范围在 6.5~8.5 之间，最好维持在 7~8 之间。在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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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围内保持稳定的 pH 值有助于维持鱼类的生理平衡。氨氮是

常见的水质参数之一，它主要来自鱼类的代谢废物和饵料残渣。

淡水鲈鱼对于氨氮敏感，应控制在 0.02mg/L 以下。高浓度的亚

硝酸盐和硝酸盐会对鱼类产生有毒影响，应尽量避免。推荐的浓

度为：亚硝酸盐低于 0.1mg/L，硝酸盐低于 20mg/L。定期检测水

质参数，使用合适的工具或水质测试设备，以确保水质指标符合

适宜养殖的要求。通过增加水的流动性和氧气供应来提高水体

溶解氧含量。根据水质参数的监测结果，如果出现异常，可以通

过适量的局部或整体换水来稀释有害物质。合理控制饲料投喂

量和频率，避免过度投喂导致水质恶化，定期清除池塘底泥和杂

质堆积，以防止水质污染。

3、病害防治

①氨氮中毒

淡水鲈鱼池塘养殖期间，氨氮中毒是一种常见的水质问题，

会对鱼类健康和生长产生严重影响。氨氮中毒后鱼类活动减少，

游动缓慢、无力或呈现异常姿势。食欲明显下降，甚至拒食。出现

张口呼吸、鳃的运动异常、鱼体位置靠近水表面等现象。鱼身出

现浑浊、炎症、溃疡或咬伤等表皮问题。鱼类摇摆不稳，甚至出现

翻滚、侧卧和抽搐等症状。防治氨氮中毒要定期监测氨氮的含

量，确保水质指标在可接受范围内，氨氮浓度应控制在 0.02mg/L

以下。增加水的流动性，提高氧气的溶解度以促进氨氮的累积有

害物质的稀释。合理控制饲料投喂量，避免过度投喂导致鱼类排

泄过多的废物。及时清理池塘底部的废料和残留物，以减少氨氮

的来源。发现患病鱼类，应及时隔离并采取合适的治疗措施，以

防止传染和继续产生废物。将受影响的鱼类隔离至新的干净水

源中，尽量减少其他应激因素的干扰，同时监测其行为和健康状

况。立即进行部分或整体换水，以稀释水体中的有害物质，降低

氨氮浓度。通过增加水体循环和增加氧气供应的方式，提高水中

溶解氧含量。暂时停止或减少饲料投喂量，以降低废物产生和鱼

类消化系统的负担。

②肠炎病

鲈鱼肠炎病主要由细菌引起，如肠道弯曲杆菌、大肠杆菌

等。高密度养殖、不良水质、水温过高或过低等条件都可能导致

鲈鱼体内免疫能力下降，易受到病原菌感染。发病后鲈鱼不愿进

食，食欲明显下降。活动性变差，游动缓慢或静止在水池底部。呼

吸急促、张口呼吸或鳃的运动异常。腹胀、排便异常，如白便或稀

便。皮肤颜色变暗或出现黏液、溃疡等。鱼类会偏好一侧或部分

食物，愿意吃某种饵料而拒绝其他饵料。发病鱼类的生长速度明

显减缓，甚至停滞不前。鉴于以上症状，一旦怀疑鲈鱼出现肠炎

病，立即将患病鱼类隔离至分离缸或医疗池中，以防止病原菌扩

散传播。检查和改善水质、水体循环、温度等养殖环境因素，确保

适宜的养殖条件。保持水质清洁，定期清理底泥和杂质，合理控

制投喂量和频率，提供充足的水氧和活动空间。防控鲈鱼肠炎病

可以选择使用土霉素进行拌料处理，每 50kg 饵料用药 10g，第 2

天之后减半，连续使用 6 天，也可以选择使用每 50kg 饵料，用

2g 诺氟沙星进行拌料处理。

③烂鳃病

鲈鱼烂鳃病常由细菌感染引起，如弯曲杆菌、副溶血弧菌

等。另外如污染的水源、高水温、低氧分压或过浓的饵料等，会导

致鲈鱼的抵抗力下降，易受到病原菌感染。如吸虫、水蚤等寄生

虫或寄生性原生动物亦可引起鲈鱼鳃部组织感染。发病后鲈鱼

鳃部出现充血、水肿、溃疡或糜烂等症状。鱼类出现呼吸急促、张

口呼吸、鱼鳃的运动异常等现象。活动力减弱，不愿进食，静默或

游动缓慢，鲈鱼食欲明显下降，拒绝饵料或偏好性进食。躯体颜

色变暗、黏液异常增加，皮肤出现溃疡和损伤。鲈鱼烂鳃病，在临

床治疗过程中可以选择使用红霉素进行投喂，每 50kg 鱼饵用药

0.5g，连续使用 6 天，也可以选择使用 0.4ppm 的强氯精对池塘

进行全池泼洒，每天使用一次，连续使用 3 天，同样具有很好的

治疗效果。

鲈鱼的自身生长特性决定了其具有较强的适应能力，既能

够在淡水当中养殖，又能够在海水当中生存，同时该水产产品具

有生长速度，抗病能力强，食用口感好的特点，在市场中需求量

相对较大。在所有的水产养殖动物当中，鲈鱼也属于营养价值较

高的水产品种，备受人们的信赖。近年来，随着大众对鲈鱼的需

求量逐渐增加，淡水鲈鱼的养殖规模呈现逐渐增加的态势，养殖

密度显著扩大，但是各种病害也呈现出高发流行的趋势，严重影

响到淡水鲈鱼的产量和品质，所以就需要明确淡水鲈鱼的养殖

技术规范，并注重加强病害的针对性防范，将各类病害的发生流

行率降低到最低程度，确保淡水鲈鱼的养殖效益。

（作者单位：274500 山东省菏泽市东明县水产服务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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