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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工饲养条件下甲鱼的生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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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宾贤 雷逢玉 李生武 聂东增 李国柱 卓君华

�湖南省水产研究所
,

沉江市 �� � � � �� �湖南省慈利县畜牧水产局
,

且� �   �

提 要 常年保持 � �一� 。℃温度
,

人工饲养的甲鱼
,

生长速度加快
。

个体重为 �
,

�一�
�

�

克的稚甲鱼
,

通过 �� �一� �� 天饲养
,

可养成 ���
,

�一� ��
,

� 克的成甲鱼 � 在面积为 ��
�

� 平方米

的生产池
,

群体产量达 �钉
,

�一扮�
甲

� 公斤 � 成活率为 �� ��一��
�

印男
。

在饲养过程
,

加 克以下

的稚甲鱼
,

生长缓馒 � 当个体重在 �� 克以上
,

生长速度加快 � 在相同饲养条件下
,

个体之间生长

速度有差异
。

自然界甲鱼的性比约为 � � �
,

在人工饲养下
,

雄体生长速度超过雌体
。

关键词 甲鱼
,

人工饲养
,

生长

甲鱼
,

即中华鳖 �少而如刀
仍 “。。玩�� 是名优经济动物

。

甲鱼营养丰 富
、

药用价值
、

外贸

创汇
,

备受青睐
。

然而
,

由于水质污染
、

农药危害
、

酷捕槛捉
、

生态破坏
,

且天然产的甲鱼
,

孵化率低
、

生长缓慢〔‘ �� 。

从稚甲鱼长成体重约为 � �� 克 以上的成 甲鱼
,

成活率一 般 为

� � 那
,

生长时间往往需要 �一 � 年或更长的时间��,
’, � , 。 因以上种种原因使甲鱼的自然资源

衰退
,

天然产量锐减
。

鉴于此
,

借助于人工饲养
,

谋求其养殖产量
,

以解决 日益突出的供需

矛盾
。

我国从事人工养殖甲鱼
,

最早还是台湾省
〔月 ,

大陆各省还是近十几年 内 的 事 情

�’�
密, ’。一 ‘盛〕

。

在国外
,

甲鱼的人工养殖
,

还得推祟 日本较盛行
。

� �� � 年的全 日本 甲鱼年产量

为 � �。。吨
‘� , ,

但均属养殖产量
,

其天然产甲鱼很少
。

有关人工饲养条件下甲鱼生长的系

统研究
,

国内报道甚少
。

作者在承担国家
“

七
·

五
”

重点科技攻关项 目中
,

就甲鱼 的生长进

行了研究
,

现报导如下
。

材 料 和 方 法

�
�

试验时间 从 �� �� 年 � 月至 扮 �� 年 �� 月
。

在三年中曾进行三批人工饲养试验
。

每批试验经

�� 一 �� 个月的饲养期
,

待养殖甲鱼的个体均重达 �印 克以上
,

视为一个饲养周期
。

�
�

试验地点 在湖南省慈利县环城乡落马坡温泉附近的罗非鱼养殖场
。

�
�

试验用稚甲鱼 系从湖南省汉寿
、

湘阴采购经人工繁殖的子代
。

稚甲鱼的个体均重为 �
,

�一�
�

�

克
。

�
�

人工饲养环境 利用温泉水和溪河水调节水温
,

使整个饲养期的水温维持在 ��一�� ℃范围
。

冬

季采用钢架塑料薄膜大棚保温
。

饲养池系水泥结构
,

按甲鱼的生活习性
、

饲养要求
,

配套相应设施
。

�
�

饵料供应 在不同生长阶段
,

按养殖甲鱼体重
,

投喂一定比例的人工配合饲料
。

本文系国家
‘ 一

七
·

五
”

重点科技攻关项目 沁一� �一叱一昭一�� �� �号子课题的部分研究工作的结果
,

该子课题

的研究成果已于 �的� 年 � 月由农业部科技司组织 了鉴定
。

收 稿年月
� �习以 ,年 �� 月 八�� � 年 � 月修改

。

〔�� 王光荣
,
工侧拍

。

日本的甲鱼人工养殖技术现状及对我省发展甲鱼生产的建议
。

山西渔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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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生长与膘肥度测定 养殖甲鱼采用编号
、

示踪
,

每隔两个月逐个称量休重
、

测量体围 �甲鱼身休

周长�
、

鉴别雌雄
。

�
�

不同生长期的养殖甲鱼名称划分标准
�” ,

稚甲鱼
,

从孵化脱壳至体重 �。克以下个沐 � 幼甲鱼
,

体重 石。克以上至 �动 克以下个体�成甲鱼
,

体重为 ��� 克以上个体
。

结 果 和 讨 论

�一� 在人工饲养条件下
,

甲鱼群体增重及成活率的观察

从 � �  ! 年至 � � � � 年
,

曾进行三批人工饲养甲鱼的试验
。

第一批
,

始于 � � �了年 � 月

� 日
,

在面积为 ��
�

� 平方米的饲养池
,

投放个体均重为 ��
�

�� 克幼 甲鱼
,

数目为 � �� 只
,

经

�� � 天饲养
,

共产甲鱼 ��
�

� 公斤
,

净增重量为 � �
�

� �� 公斤
。

个体平均 日增重为 �
�

� �� 克
。

在上述试验的基础上
,

又于 � �   年
、

� �� � 年
,

连续进行了第二
、

三批试验
。

对养殖甲鱼的

生长
、

群体增重
、

个体平均 日增重
,

以及成活率
,

进行了观察
。

现将两年观察的情况列于表

�
。

表 飞 在人工饲养条件下
,

�日� �一 ��  � 年甲鱼群体增重和成活率的统计表

� � � �� � � � �毗�� � �� � 时 �� �� ��� 协 � � � �� � � � � � �

�� 
�� � � �压��

�� � �� ����� �吐�� �� � � �� � �� �七�� � � � �� � �� �� 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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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起止 日期期 养养 养养养养养养养养养养养养养养养养养养养养养养养养养养养养养养养 活活 体体 体体 休休
���年

。

月
�

日 ��� 池池 夭夭 甲甲 甲甲 总总 甲甲 甲甲 总总 率率 净净 平平 平平
面面面面 数数 鱼鱼 伍伍 重重 亿亿 角角 重重 �万 ��� 增增 均均 均均
积积积积 �天 ��� 只只 个个 量量 只只 个个 量量量 总总 增增 日日

平平平平平 数数 体体 �公斤 ��� 数数 体体 �公斤����� 重重 重重 增增
方方方方方 �只 ��� 均均均 �只��� 均均均均 �公斤 ��� 里里 重重
米米米米米米 重重重重 重重重重重 �克��� 量量

�����������克 ������� �克 ����������� �克 ���
只只只只只只 ������� 只 �������������

��� �  !
甲

�
,

� �一��  !
�

� �
�

���� � �
�

��� � ��� 朋��� �
�

劝劝 �
。

�� ��� � �    � �
�

� ��� �
�

花��� 丁���� �
�

����� �
�

� ���  
�

� � ���

之之� ��
�

��
甲

�� 一� � ��
�

�
�

������ � ��� � � ��� � �
�

� ���  
�

�� ��� 放��� � �
�

� ��� �
�

� �    ! ∀ ∀∀∀ �
�

�� ��� �
甲

� ��� �
甲

� ����

工工匀� �
�

�
�

� �一� �  
�

�
。

����� 沁沁 昭��� ��
�

���� �
�

韶��� 能��� � �
‘

� ��� � �
‘

� � ���  ���� � �
。

� �   ��
�

� ���  
甲

�蕊洲蛋蛋

了了� � �
�

�
�

�一�匀咫
�

�
�

� �����  ��� �沁沁 ��
�

阳阳 ��
�

�� ��� � � ��� �习
。

� ��� � �
。

�石� ��� � ���� � �
。

� 翻��� 此
。

盯盯 �
‘

匀� ���

��� � � �
�

�
‘

� � 一�的�
�

�
�

������ � � ��� 能 ��� �呱片片翎
‘

�印印 �砧砧 �峨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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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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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叭叭3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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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表 1 可知
,

在人工饲养条件下
.
经历 36 5一41 4 天的恒温饲养

,

个体均重为 4
.
2一

4
.5克的稚甲鱼

,

可以达到个体均重为 308
.
如一342

.
30 克的成甲鱼

,

其成活率为 80
.
66 一

87
.
50肠 ;在 66

.
7平方米(。

.
1 市亩>的饲养池内

,

群体产量为 141
.
2一198

,

5 公斤
。

通过人

工饲养
,

甲鱼个体的生长速度
,

较 自然条件下野生 甲鱼的生长
,

要快 2一3 倍
,

其成活率要

高出 1
.
。一1

.
5 倍

。

试验结果表明
:
人工饲养条件下的甲鱼

,

生长速度加快
,

而且甲鱼适宜

于集约化养殖
。

这样一来
,

对谋求高产量
、

高效益
,

有着广阔前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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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甲鱼在不同饲养阶段的生长速度观察

为了了解从稚甲鱼开始人工饲养
,

在不同饲养阶段的生长速度
,

每隔两个月干池称量

一次
。

每次测算的内容
,

包括甲鱼的总增

重量
、

个体净增 重量
、

个体平均日增重量
。

现以其生长期与甲鱼个体生长量作曲线表

示于图 l
。

从表 1
、

图 1 可知
: 1988 年饲养的甲

鱼
,

经历 3“ 天的饲养期
,

甲鱼个体均重由

4
.
2克生长到 30 8

.
4 克

,

个体 日平均增重

量为 0
.
833 克 ; 1989 年饲养的甲鱼

,

经历

41 4 天的饲养期
,

甲鱼个体均重由 4
.
5 克

生长到 342
.
3 克

,

个体日平均增重量 为

0
.
81 6 克

。

但必须指出
:
它们的 日增重量在

不 同的饲养阶段
,

出现很大的差异
。

以1988

年试验为例
,

从第一年的 9 月至翌年的 4

月
,

当稚甲鱼成长为幼甲鱼阶段
,

生长速度

个体孟t (克)

水
- -
一飞

, 阴 年

—
口例9年

尸节= 罕匕共一食一一~
图 1 在人工饲养条件下

,

甲鱼生长期与

其个体生
一

长量相关的曲线图

F ig
.
1 T he relativ。

。u r v o
b
e
t w

e o n
t h

。

g r o w 之n g P e riod a 且d i负ividuals 岁ow 七li
o f tur tlo u n 既r ar七if 玩认 1 f e

ed iu g 00仓
dition

缓慢
,

饲养 6 个多月
,

个体均重为 30
.
了克

,

日平均增重量经 蛇 月
、

l 月和 4 月三次测算分

别为 0
.
071 克

、

0

.

2
36 克和 0

.
196 克

。

当甲鱼个体的重量规格达 30 克以上
,

生长速度明

显加快
,

日平均增重量为 。
.
91 9 克 , 当甲鱼个体重量规格达到 10 0 克左右

,

生长更为迅

速
,

日平均增重量可达 2
.
07 克

。

同样情况也反映在 1989 年的试验过程
:
日平均增重量经

11 月
、

1 月和 4 月三次测算
,

分别为 。
.
0 86 克

、

0

.

1 25 克和 0
.
259 克

。

当甲鱼个体重量规格

达 50 克
,

生长速度也明显加快
,

日平均增重量为 0
.
9 69 克 ;当甲鱼个体重量规格达到 100

克以上时
,

日平均增重量为 2
.
326 克

。

上述表明
,

刚孵化脱壳的稚甲鱼
,

生长缓慢 ; 当甲鱼个体重量为 50 克左 右
,

生 长

速度加快 , 当甲鱼个体重量达到 10 0 克时
,

生长速度明显加快
,

个体 日增重量可在 2 克以

上
。

在甲鱼养殖生产的实践中
,

如何认识
、

把握好甲鱼的个体生长规律
,

以及季节变化
,

促

使其快速生长
:当稚甲鱼脱壳孵出 2一3 个月的时候

,

其个体重量还很小
,

而时令又进入秋

末冬初
,

水温趋降
,

这个阶段的饲养
,

既要重视优质何料的投喂
,

又要考虑加温饲养
,

让稚

甲鱼的个体重量
,

早 日达到 50 克的水平 ;当幼甲鱼体重在 50 克以上的规格时
,

主要是重

视投喂饲料的质和量
,

加强管理
。

这样便可以使先一年繁殖
、

孵化的稚甲鱼
,

经历一个冬

季的加温饲养
,

在翌年年底就可达到商品甲鱼的规格
。

(
三) 人工饲养的甲鱼

,

个体之间生长速度的差异性

在人工饲养条件下
,

不同的饲养阶段
,

表现出了甲鱼生长速度的不同
。

而同批饲养的

稚甲鱼
,

在相同的环境条件下
,

其生长速度在个体之间也表现出很大的差异性
。

依 1988

年和 1989 年的试验材料
,

将人工饲养的稚甲鱼
,

在投放时的个体均重
、

起水时的个体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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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在人工饲养条件下
,

甲鱼的投放及起水重t 规格一览表 (单位:克)

T able 2 surn恤ar y ta b l合 o f t h e . 忱比k in g a n d h a即留ted w eight

or tu rt一e u n d e r a rt iflc i目 fee d i皿9
e o n d 又tio n (u n it

:
g)

投玫淮个体均爪 } 饲养天数(天 )

1韶8

19习9

4
·

2

{

翁压

4
,

6
} 雀14

最最大重量量

重
、

以及最大个体重
、

最小个体重分别列于表 2。 从表 2 可知
,

在同一条件下饲养
,

孵化

脱壳的稚甲鱼 (个体均重为 4
.
2一廷

.
5 克)

,

经 12 一13 个月喂养
,

全部起水 甲鱼的个体均

重为 3。。
.
4一342

.
3 克

。

但它们个体之间
,

规格大小相差十分悬殊
。

从两年的材料来看
,

最大的个体与最小的个体之间
,

重量相差 10 一20 倍
。

若 以 1988 年和 198 9 年两批饲养甲

鱼的全部起水个体
,

依其个体重量
,

按 50 克一个档次分组
,

它们的个体重量分组频率分

布如图 2
。

�东)七众吐川叔经令�深�七求蔺-撅续专

哎l朋8年) 〔19 8 9 年)

图 2 在人工饲养条件下
,

1 9
88 一1,的 年起水甲鱼的个体重量分组频率分布图

F ig
,

2 护re q讹创y d诚
ri恤t扬n

of 七h e e l乳由ir、g b 。改y w o igh 七

。f j
;.v o z: i le t u

r 七l。 乳 f t e
r r e e a e d d u

二
i
:】
9 1 , 8 8一1989

从表 2
、

图 2 可知
,

在相同饲养条件下
,

同源稚甲鱼经历相 同的饲养时间
,

其个体之间

的生长速度
,

存在着很大的差异性
。

这种差异性 当然与其受精卵的大小
、

脱壳稚甲鱼的轻

重
、

以及其争食能力的强弱等因素有着密切关系
〔名〕,

故在人工饲养甲鱼的生产实践中
,

一

定要重视甲鱼的繁殖产卵和受精卵的孵化
,

保证繁育健壮的稚甲鱼
,

是促使甲鱼快速生长

的先决条件
。

除此之外
,

在整个人工养殖过程中
,

定期按甲鱼体重规格
,

分级分池伺养管

理
,

这是导致出池甲鱼规格较整齐的重要养殖措施之一
。

值得注意的是
,

在人工饲养条件下
,

甲鱼不只是生长速度加快
,

经 12一13 个月的饲养

期
,

雌性今体可达到 700 一800 克的重量
,

而且其发育也有提前的迹象
。

曾解剖两尾大个

体的雌性 甲鱼
,

其生长个体重量 及卵巢发育状况见表 3
。

从表 3 可知
,

经一年多 的饲养期
,

大个体的雌性 甲鱼
,

随着体重的加速生长
,

其卵巢发育状况
,

相当于自然界野生的雌性 甲

鱼
,

处于产卵前的越冬休眠时期 (即孵化后的第三个冬季 )
。

在卵巢中能用肉眼 分 辨 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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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T ab le 3

在人工饲养条件下
,

大个体的维性甲鱼生长
、

发育状况

T h e g r脚th
an迁 d 压v e lo P m . n t o f l a r g e r fe m

a le tu r t le

u n 工er a rtlfiela l fee d i
n g e on ditio n

解解刘
,

称重 口期期 伺养天数数 个体重量量 萝尸巢贡量量 卵巢系数数 最火 卵母细胞胞
〔〔〔天 ))) ( 克))) 〔克 ))) (形 ))) 的颐}J径〔皂米 )))

]]]绷只
‘

g

。

2 毛毛 只6 555
76 OOO 及7

.
4 888 2

‘

加加 1222

111阳9
、

2
: 只只 4 9999 名

0OOO 了8 2 1〕〕 艺
。

2 777
1 艺艺

4一5种大小不 同的卵母细胞
,

最大的卵母细胞的卵径为 12 毫米
,

故其发育时序大大提

前
【l , , , ’〕。 以此推断

,

人工饲养甲鱼的成熟年龄较 自然界野生 甲鱼必然会提早
。

( 四) 人工饲养条件下的甲鱼
,

不同性别与生长速度的关系

通过观察
,

甲鱼的雌雄性比一般约为 l:1。 它们的生长速度往往是雄体快于雌体
。

现

以两年的试验
,

将人工饲养的起捕 甲鱼只数
,

按其性比
、

个休均重
、

以及两性个体均重列于

表 4
。

表 4 人工饲养条件下
,

甲鱼性比及两性个体重量 比较表

T able 4 sex r叭105 of tu r七1
0 a n 飞e o 川P a ra slo n o f in liv i透u als

av
. ra g e w eig h t o f fe m a le w it h m a le

起水甲鱼的 雌雄只数及比例 起水甲鱼个体重昆状况

年 份
个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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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性 性

总数 !
.卜

_

几 l 。 一丁一
雄 全 个部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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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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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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矍
4
3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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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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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9乃

3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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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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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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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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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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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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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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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甲鱼雌性和雄性个体重量分组频率分布比较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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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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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以两年的试验材料
,

依雌雄个体重量
,

分别按每 50 克一个档次分组
,

再采用柱形国表

示
,

则雌性与雄性的个体重量分组频率分布图如图 3 所示
。

综上述可知
,

规格一致的稚甲鱼
,

在同样的环境条件下
,

经人工饲养
,

其起捕的雌体个

数占49
.
1理一49

.
20 % ;雄体个数占50

.
86 一50

.
80 形

。

而雌雄个体之间的重量却出现明显

差异
,

雄性个体重量往往大于雌性个体重量
,

雄体超过雌体的个体均重为 49
.
65 一40

.
60

克
,

雄体超重部分为起捕甲鱼总数(包括两性个体) 的个体均重的 16
.
0 9一11

.
86男 (增重

率)
。

为什么雄体生长速度要快瞥泥? 是否可以认为
:
雄体争食能力强

、

代谢水平高
,

从而

摄食
、

生长均处于优势
。

这个间题还有待进一步探讨
。

但在人工饲养条件下
,

雄体生长优

势
,

倘若能应用于甲鱼商品生产上
,

可望人工饲养甲鱼的产量提高 10 % 以上
,

其经济效益

显而易见
。

( 五 ) 人工饲养 甲鱼与自然界野生甲鱼的膘肥度比较

人工饲养条件下的甲鱼
,

不仅生长速度加快
,

而且膘肥体壮
。

为了比较人工饲养甲鱼

与自然产甲鱼的肥实程度
,

我们 引用了
“

膘肥度
”

的概念
。

即是说
,

甲鱼的体周长相等情况

表 5 实测自然产甲鱼的体周长与平均体重〔单位
:
厘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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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0 实测 人工养殖甲鱼的体周长与平均体重 (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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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
,

体重愈重的
,

膘肥度愈好 ;反之
,

膘肥度愈差
。

应该认为
:
人工饲养甲鱼膘肥度的好坏

,

是检验其质量的一个重要标志
。

为了研究人工饲养甲鱼的膘肥度
,

测量了 1476 号标本
,

它们的体周长范围为 9
.
。一5。

,

。厘米
,

个体熏量范围为 5
.
27 一670

.
00 克

。

并以自然产甲

鱼作为对照
,

取标本 43 号
,

其体周长范围为 25
.
0一36

.
。厘米

,

个体重量范围为 93
.
75一

别 。
.
。。克

。

现将两类不同来源的甲鱼实测情况列于表 5
、

表 6
。

取表 5
、

表 6 的测试数据
,

应用 W
= :L b 公式

,

可 以推导出两类不同来源的甲鱼周体

长与体重相关的回归方程 (见表 7)
。

表 7 两种不同来源的甲鱼体周长与体重 回归方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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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1 认〕

注
:
W —

测 得休币(克 )
,

L

—
测得休周长(厘米 )

综上所述
,

可以看出人工饲养甲鱼的膘肥度要好
。

现选用体周长为 25一36 厘米范围

的两类不同来源的甲鱼
,

将它们的体重比较列于表 8
。

从表 8 可知
:
在相 同体周长的情况

下
,

人工养甲鱼的个体重量
,

要高出 5
.
“一29

,

19 克
。

还可以认为
:
同样体形大小

,

人工

伺养的甲鱼
,

其可食部分比例增大
,

增 大范围 约 3
.
5一巧

.
1拓

。

表 8 体周长范围为25一弱厘米的两类不同来源甲鱼的体重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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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 结

1. 人工饲养条件下 ,

甲鱼生长速度加快
。

个体均重为 4
.
2‘4

.
5克的稚 甲鱼

,

通过

36 5一赶 嫂天的饲养期
,

可以养成个体均重为 30 8
.
40一3婆2

.
3。克的成甲鱼

,

而且在 66
.
7

平方米饲养池的群体产量可达 141
.
2一19 8

.
5 公斤

。

稚甲鱼养成成甲鱼成 活 率 为 87
.
50

一80
。

6 6
%

。

2

.

从稚甲鱼养成成甲鱼的过程
,

在不同饲养阶段的生长速度不一样
:
个体重量 50 克

以下
,

生长缓慢 ;个体重量在 50 克以上
,

日增重量加快
。

3

.

在相同的饲养条件下
,

稚甲鱼个体之间生长速度存在着差异性
:
最大个体重量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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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小个体重量相差可达10 一20 倍
。

随着养殖甲鱼体重加速生长
,

其性成熟年龄有可能提前
。

4

.

自然界 甲鱼性 比约为 1
:1 。 人工饲养条件下

,

雄体甲鱼生长速度大于雌体
,

雄体

增重率为 11
.
86 一16

,

09 另
。

5

,

人工饲养的 甲鱼
,

较自然界野生甲鱼的膘肥度要好
。

即是说
,

体周长相同的个体

要重些
,

一般来看
,

人工饲养甲鱼的可食部分
,

增大 3
.
5一15

.1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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