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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东营滨海盐碱地进行了澳洲龙纹斑鱼种培育试验，试验鱼种初始体重为0.30 ± 0.05 g。经过167天培育，

鱼种均重达到51.2 ± 10.5 g，养殖期间成活率71.7%，饵料系数0.82。初步确定澳洲龙纹斑鱼种可适应

本地地下水环境，生长性能良好，推测该品种可作为本地未来规模化养殖的潜力鱼类品种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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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 rearing trial of juvenile Murray cod was conducted in Dongying coastal saline land. The initial 
average body weight was 0.30 ± 0.05 g. After 167 days of cultivation, the average body weight was 
increased to 51.2 ± 10.5 g with surviving rate of 71.7% and feed coefficient (FCR) of 0.82. It w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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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eliminarily determined that juvenile Murray cod could adapt to the local groundwater envi-
ronment and show good growth performance. This species was speculated to be one of the poten-
tial fish species for local large-scale farming in the fu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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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澳洲龙纹斑 Maccullochella peelii peelii，隶属硬骨鱼纲、鲈形目、鮨鲈科、鳕鲈属[1]，是澳大利亚的

原生鱼类，排名澳洲四大经济鱼类之首[2]。澳洲龙纹斑肉质细嫩，风味独特，营养价值高，深受国内外

消费者喜爱。目前国内已在青岛、江苏、安徽、广州等地引进养殖[3] [4] [5]。笔者曾利用东营本地盐碱

地下水开展澳洲龙纹斑养成试验，取得良好效果[6]。为继续摸索澳洲龙纹斑鱼种的生活习性及其对盐碱

地水源环境的适应性，购进澳洲龙纹斑夏花(均重约 0.3 g，体长约 2.5 cm)开展了鱼种培育试验。经过 167
天的养殖试验，澳洲龙纹斑平均规格达到 51.2 g。现将试验期间的养殖条件、方法和结果等进行了总结，

以期为规模化养殖提供数据支持。 

2. 试验条件 

2.1. 养殖设施 

养殖池为体积 34 m3 (直径 6 m，深度 1.2 m)玻璃钢圆罐，圆罐配套进排水管道，安装了溶氧和水温

监控设施以方便操作和水质数据管理；养殖池内放置数个边长 1 米方形网箱(网箱孔径约 0.2~0.5 cm)用以

养殖澳洲龙纹斑鱼种；圆罐配一台 500 w 推流曝气泵。 

2.2. 水源条件 

将地下水淡水和卤水进行一定比例调配用于养殖试验，其中淡水水温 31℃ ± 1℃，卤水水温 17.0℃ ± 
1℃ (盐度 35‰)，水质指标见表 1： 

 
Table 1. Trial water quality index  
表 1. 试验水质指标 

水质指标 
Index pH K+ 

mg/L 
Na+ 

mg/L 
Ca2+ 

mg/L 
Ma2+ 

mg/L 
3HCO−  

mg/L 

2
4SO −  

mg/L 

矿化度 
Mineralization 

mg/L 

总碱度
ALK 
mg/L 

总硬度 
Hardness 

mg/L 

淡水 
Pure water 8.13 8.57 475.8 88.7 33.9 351.5 266.3 1764 419 361.3 

卤水 
Saline water 8.34 40.7 11,855.5 421.1 1829.1 746.0 3763.2 39,367 611.8 8584.4 

Note: Total alkalinity and total hardness are calculated by calcium carbonate. 
注：总碱度、总硬度含量均以碳酸钙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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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苗种来源 

澳洲龙纹斑夏花采购自青岛七彩澳斑生物科技有限公司，规格：体重 0.30 ± 0.05 g，体长 2.5 ± 0.2 cm，

个体均匀，无病害。 

2.4. 饲料 

养殖过程使用青岛爱乐墨瑞鳕专用配合饲料，根据鱼种规格大小逐步调整饲料型号，具体数据见表 2。 
 

Table 2. Feed reference to different sizes of juvenile Murray cod  
表 2. 不同规格澳洲龙纹斑的饲料选型参考表 

墨瑞鳕规格，g 
Fish sizes, g 0.3~1 1~3 3~5 5~10 10~30 30~50 

饵料直径，mm 
Feed particle sizes, mm 0.4~0.8 0.8~1.2 1.2~1.5 1.3~2.0 2.0~3.0 3.0~4.0 

2.5. 药品使用 

常用内服乳酸菌改善肠道健康；定期泼洒 EM 菌改善水质；分鱼前投喂维生素 C 提高抗应激能力；

分鱼后泼洒葡萄糖改善鱼苗状态；水体消毒常用聚维酮碘或甲醛。 

3. 试验方法 

澳洲龙纹斑鱼种培育试验流程主要包括苗种的投放、日常管理以及养殖数据采集工作。选取优质的

苗种是试验的关键；日常管理要重点注意水质调控、饲料投喂、鱼苗分选及病害防控等各个方面以保障

鱼苗在适宜条件下正常生长；定期进行养殖数据的收集为试验分析提供数据支持。具体细节如下。 

3.1. 鱼种放养 

放鱼前对养殖池进行彻底消毒及冲洗，注水过程调节池水水温至 20℃~25℃，溶解氧 7 mg/L 以上；

鱼种到场时将包装袋置于池水 10~20 分钟，待包装袋内外水温相差 2℃以内后将鱼种倒入网箱中，操作

过程中关注鱼苗活力，放苗后及时清除死鱼。鱼种初始放养密度约为 2000 尾/立方水体。 

3.2. 投喂管理 

养殖过程的饲料投喂量需根据鱼种摄食状态进行调整。进鱼初期日投喂次数为 8 次/日，随其规格增

大逐步减少投喂次数。具体投喂率及投喂量见表 3 (仅供参考)。 
 

Table 3. Feeding method for separate size juvenile Murray cod (temperature: 22˚C~26˚C) 
表 3. 不同规格澳洲龙纹斑鱼种投喂参考表(水温：22℃~26℃) 

墨瑞鳕鱼苗规格 g 
Sizes of juvenile Murray cod 

日投喂次数 
Feeding frequency per day 

日投喂率% 
Daily feeding rate% 

0.3~1 8 4~6 

1~3 8 3~5 

3~5 6 2~4 

5~10 6 2~3 

10~50 4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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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水质管理 

养殖期间持续保持水温 22℃~26℃，溶解氧 5 mg/L 以上，pH 7.3~8.3，盐度 0‰~5‰；每天定时排污

去除池底残饵、粪便，每周测定池水水质指标，检测结果见表 4。 
 

Table 4. Records of water quality during the trial (partial data) 
表 4. 试验期间养殖水质记录(部分数据) 

日期 
date 

盐度 salinity 
‰ 

氨氮 
NH3-N 
mg/L 

亚硝酸盐 

2
NO − -N 
mg/L 

pH 
总碱度 

Total ALK 
mg/L 

8 月 8 日 2 0.2 0.01 8.1 550 

8 月 15 日 3 0.2 0.03 8.0 550 

8 月 23 日 4 0.3 0.02 8.0 550 

8 月 30 日 2 0.3 0.03 7.8 550 

3.4. 病害防控 

坚持“预防为主”的病害防控原则，做好养殖人员、器具用品的消毒工作；每天观察鱼种摄食状态，

对濒死鱼进行解剖镜检；一般每周进行一次水体消毒；如出现异常死亡需及时寄送新鲜死鱼或濒死鱼样

品到专业机构进行病原检测，根据检测结果制定治疗措施。 

3.5. 光照管理 

通过养殖试验发现，澳洲龙纹斑鱼种对于光线较为敏感，且直接影响摄食状态。采用了网箱上方加

遮阳板的方式，为鱼种创造暗光条件，较为利于鱼种摄食及栖息。 

3.6. 鱼种分选 

养殖过程中每隔 10~20 天对鱼种进行一次分鱼，以减少大小分化导致的相互残食。分鱼前停喂时间

应控制在 12 小时左右为宜，如停食时间过久会引起鱼苗饥饿残食，导致大量死亡。 

3.7. 日常记录 

填写养殖生产记录，记录养殖品种饲料投喂量、水温、溶解氧、死亡数及养殖过程各种投入品费用，

分选鱼苗时或每月定期进行一次抽标测重，资料保存完善。 

4. 试验结果 

4.1. 澳洲龙纹斑鱼种生长性能状况 

经过 167 天培育，鱼种体重和体长分别达到(51.2 ± 10.5) g 和(16.3 ± 1.8) cm，成活率 71.7%，饵料系

数 0.82。生长曲线见图 1。 

4.2. 澳洲龙纹斑鱼种体重和体长的关系 

对澳洲龙纹斑鱼种体重和体长进行曲线拟合，得到体重和体长的最优回归方程为幂函数方程 W = 
4.0434 L0.3482 (W 为体重 g；L 为体长 cm) R2 = 0.9752 (见图 2)。其体重和体长呈现明显的异速生长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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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1. Growth curve of juvenile Murray cod 
图 1. 澳洲龙纹斑鱼种生长曲线 

 

 
Figure 2. Relationship between body weights and body lengths of juvenile Murray cod 
图 2. 澳洲龙纹斑鱼种体重与体长的关系 

4.3. 澳洲龙纹斑鱼种培育成本分析 

试验期间投入生产成本见表 5。从成本统计数据看，构成澳洲龙纹斑鱼种培育成本的各组成排序依

次如下：苗种成本 > 饲料成本 > 电费成本 > 人工成本 > 药品成本 > 物料成本，其中苗种成本占比

达到 43%，因此保持苗种成活率是控制养殖成本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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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5. Cost analysis of rearing juvenile Murray cod  
表 5. 澳洲龙纹斑鱼种培育成本分析 

成本组成 
Components 

金额/元 
Amounts 

占比% 
Proportions 

苗种 Fish 22,500 43 

人工成本 Labor 5010 10 

饵料 Feed 13,760 26 

电费 Electricity 9665 19 

药品 Medications 850 2 

物料 Material 400 1 

合计成本 Totalcost 52,185 100 

5. 小结 

通过本试验证实，利用东营滨海盐碱地地下水资源进行澳洲龙纹斑鱼种培育是可行的，地下水经过

一定处理完全可以满足鱼种的正常生长要求，但从养殖成本看，苗种成本占比过高，因此推进澳洲龙纹

斑苗种繁育产业化降低苗种成本将是带动该品种规模化养殖的重要课题。 

6. 讨论 

1) 澳洲龙纹斑生性凶残，且其口裂大，存在相互残杀或吞食同类的现象[7]，笔者曾观察到体重为

50 g 的鱼种可吞食体重为其 1/3 的小规格鱼，因此养殖过程中需要注意及时进行分选以保持同池鱼规格

相对均匀。 
2) 经鱼种培育试验证实，澳洲龙纹斑非常适宜高密度养殖，这与其低耗氧量及生活习性有很大关系。

大部分时间处于静息状态，大大减少了澳洲龙纹斑维持机体正常代谢的耗氧量[8]，鱼种养殖期间密度可

以轻易达到 30 kg/m3 以上，试验期间最高养殖密度达到 60 kg/m3。多数学者认为，鱼类自残行为的发生

与养殖密度呈正相关，例如发生在虹鳟和鲤为研究对象的试验中[9]，但也有部分资料显示，某些养殖对

象的养殖密度越高自残行为受到抑制，例如河鲈[10]。本试验发现，澳洲龙纹斑在高密度养殖条件下群体

效应明显，往往绝大部分鱼会有秩序的悬停于水体中下层，推测在此条件下鱼的空间领地意识弱化，侵

略性下降；相反，集群效应在低密度条件下很少被观察到。 
3) 澳洲龙纹斑鱼种对于水质要求较高，有以下几个方面需要重视：一、鱼种对于水温有一定的要求，

适宜温度为 22℃~25℃，观察水温 28℃以上鱼种摄食强度明显下降，因水温直接影响鱼体生物酶体系[11]，
超出适宜水温将会导致鱼体代谢紊乱，进而影响鱼体免疫、消化等各方面机能，直观表现为抗应激及免

疫力下降导致的病害或死亡率升高以及消化率下降导致饵料系数升高[12]。因此，水温不适宜将直接导致

养殖成本的上升。二、一般淡水鱼类对于盐度具有一定的适应能力[13]，试验过程中绝大部分时间维持盐

度 0‰~5‰，逐步升高盐度至 10‰观察 12 小时未发现异常；试验前期还发现水体盐度与死亡量存在一定

关联，淡水条件下的鱼种死亡量要明显高于盐度 3‰~5‰，推测具有一定盐度的养殖水体可减少某些病

原微生物的滋生，从而减少病害发生。因澳洲龙纹斑自身具备一定的盐度适应能力，因此建议鱼种培育

的盐度控制在 3‰~5‰以更好的提高成活率[14]。三、PH 稳定对于鱼类摄食、生长较为重要[15]，试验期

间因偶遇夜间推流曝气泵异常，导致数小时无法对水体进行曝气，第二天早上出现摄食量明显减少的现

象，测量 PH 值降至 7.0 以下，明显低于日常值(PH7.3~8.3)，因此推测与本地使用地下水的高碱度特性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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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16]，养殖生物呼吸排出大量二氧化碳到水体中导致水体 PH 下降，而 PH 降低将影响原有水体的二氧

化碳–碳酸盐缓冲体系，导致更多的碳酸氢根转变为碳酸以及游离二氧化碳，从而影响鱼类呼吸，进而

影响鱼类摄食。因此日常管理中需要密切关注鱼种摄食情况并及时跟踪水质变化。 
综上所述，滨海盐碱地开展澳洲龙纹斑规模化养殖，需要在充分了解该品种生物习性基础上，结合

本地水源特点，重点研究水质调控方法保障养殖成功率。 

参考文献 
[1] 李娴 , 朱永安, 钟君伟 , 等. 虫纹鳕鲈的生物学特性及人工养殖技术研究[J]. 湖北农业科学 , 2013, 52(9): 

2114-2115, 2148. 

[2] 翁伯琦, 罗土炎, 刘洋, 等. 澳洲龙纹斑生物学特征及其繁养殖技术研究进展[J]. 福建农业学报, 2016, 31(1): 
89-94. 

[3] 刘怡. 墨瑞鳕在广东全人工繁育成功[J]. 海洋与渔业, 2014(5): 28-30. 

[4] 杨小玉, 郭正龙. 澳洲龙纹斑工厂化养殖技术[J]. 水产养殖, 2013, 34(2): 26-27. 

[5] 李西雷, 陈甜甜, 苏时萍, 等. 澳洲龙纹斑工厂化苗种培育技术[J]. 科学养鱼, 2019(2): 10-11. 

[6] 孟祥科, 张云霞, 胡金凯, 等. 黄河三角洲地区墨瑞鳕养殖试验[J]. 河北渔业, 2020(11): 29-30, 50. 
[7] Ingram, B.A. (2009) Culture of Juvenile Murray Cod, Trout Cod and Macquarieperch (Perciehthyidae) in Fertilized 

Earthen Ponds. Aquaculture, 287, 98-106. https://doi.org/10.1016/j.aquaculture.2008.10.016 

[8] 陈松波, 陈伟兴, 范兆廷, 等. 鱼类呼吸代谢研究进展[J]. 水产学杂志, 2004, 17(1): 83-89. 
[9] Hecht, T. and Pienaar, A.G. (1993) A Review of Cannibalism and Its Implications in Fish Larval Culture. Journal of 

the World Aquaculture Society, 24, 246-261. https://doi.org/10.1111/j.1749-7345.1993.tb00014.x 
[10] Melard, C., Baras, E. and Mary, L. (1996) Relationships between Stocking Density, Growth, Cannibalism, and Surviv-

al Rate Intensively Cultured Larvae and Juveniles of Perch (Perca fluviatilis). Annales Zoologici Fennici, 33, 643-651. 
[11] 吕为群, 袁明哲. 温度变化对鱼类行为影响的研究进展[J]. 上海海洋大学学报, 2017, 26(6): 828-835. 

[12] 张先炳, 胡亚萍, 杨威, 等. 水温对淡水温水性鱼类生命活动的影响[J]. 水生态学杂志, 2021, 42(4): 117-122. 

[13] 张龙岗. 盐度对淡水鱼类繁殖、生长及代谢相关指标的影响[J]. 安徽农业科学, 2011, 39(2): 1053-1055. 

[14] 赵悦, 孙大川, 刘文畅, 等. 低盐度对澳洲龙纹斑生长、血液及非特异性免疫酶的影响[J]. 上海海洋大学学报, 
2021, 30(3): 435-441. 

[15] 许友卿, 张仁珍, 丁兆坤. pH 对鱼类繁育及生长发育的影响[J]. 水产科学, 2014, 33(2): 133-136. 

[16] 党云飞, 徐伟, 耿龙武, 等. 盐碱和 pH 对鱼类生长和发育的影响[J]. 水产学杂志, 2012, 25(2): 62-64. 

https://doi.org/10.12677/ojfr.2022.91002
https://doi.org/10.1016/j.aquaculture.2008.10.016
https://doi.org/10.1111/j.1749-7345.1993.tb00014.x

	滨海盐碱地澳洲龙纹斑鱼种培育试验
	摘  要
	关键词
	A Rearing Trial of Juvenile Murray Cod (Maccullochella peelii peelii) in Coastal Saline Land
	Abstract
	Keywords
	1. 引言
	2. 试验条件
	2.1. 养殖设施
	2.2. 水源条件
	2.3. 苗种来源
	2.4. 饲料
	2.5. 药品使用

	3. 试验方法
	3.1. 鱼种放养
	3.2. 投喂管理
	3.3. 水质管理
	3.4. 病害防控
	3.5. 光照管理
	3.6. 鱼种分选
	3.7. 日常记录

	4. 试验结果
	4.1. 澳洲龙纹斑鱼种生长性能状况
	4.2. 澳洲龙纹斑鱼种体重和体长的关系
	4.3. 澳洲龙纹斑鱼种培育成本分析

	5. 小结
	6. 讨论
	参考文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