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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按照 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一部分：标准化文本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

起草。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这些专利的责任。

本文件由国家海水鱼产业技术体系大菱鲆种质资源与品种改良岗位提出。

本文件由国家海水鱼产业技术体系标准化委员会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黄海水产研究所、中国海洋大学、烟台开发区天源水产有限

公司，威海中孚水产养殖有限责任公司起草。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马爱军、黄智慧、王新安、刘志峰、林洪、曲江波，乔学伟。

本文件为首次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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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菱鲆人工繁育技术规程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大菱鲆人工繁育的场址选择与设施要求、亲鱼培育、授精与孵化、苗种培育及病害防

治技术要求。

本文件适用于大菱鲆的工厂化人工繁育。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版）适用于本

文件。

GB 11607 渔业水质标准

SC/T 2031 大菱鲆配合饲料

SC/T 2048 大菱鲆 亲鱼和苗种

3 术语和定义

本文件没有需要界定的术语和定义。

4 场址选择与设施要求

4.1 场址选择

育苗场选址宜经环境评估，确保海水资源充足、交通供电等基础设施便利；场址周边的水源和水质

应符合GB 11607的规定。

4.2 施设要求

4.2.1 育苗车间

一般为低拱屋顶结构，单跨或连跨，每跨宽度9m～15m。室内光照强度不超过600lx。车间屋顶和

墙体内侧可做保温处理，屋顶应具有防风与防压能力。

4.2.2 亲鱼池

亲鱼池容积宜 20m³~60m³，池深宜 0.8 m ~1.4m，为圆形或方切角形状。进水口依切线或对角线方

向设于池子顶部，中央排水口设于池子正中央底部，池水环流后通过穿孔管排向池外。池外的排水立柱

由内外套管组成，与中央立柱相匹配调节池内水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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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3 育苗池

育苗池为方形、圆形、椭圆形的水池，面积20m³～30m³，池深0.6 m ～1.2m为宜，配备必要的加温、

增氧设施。每池设1个～2个进水管，排水口应设在育苗池中心位置，池底从周边到中心有一定水力坡度，

以利于排空。

4.2.4 育苗辅助设施

配备轮虫培养、卤虫孵化等生物饵料培养设施，以及供气、控温、控光、水处理、进排水、尾水处

理等配套设施。尾水排放应符合国家有关规定。

5 亲鱼培育

5.1 来源和质量要求

应符合 SC/T 2048规定执行。

5.2 年龄与配比

雌鱼 3龄以上，雄鱼 2龄以上；雌、雄配比宜 1:1～1:2。

5.3 使用年限

亲鱼宜使用 3年～5年。

5.4 运输与使用

应符合 SC/T 2048的规定。性腺成熟的亲鱼运输后不宜用于本季繁殖。

5.5 培育密度

2尾/m2~4尾/m2。

5.6 培育条件

5.6.1 水质

应符合 GB 11607的规定。

5.6.2 环境条件

适宜水温 10℃~15℃；溶解氧大于 6mg/L；盐度 28~32；氨氮小于 1mg/L；pH值 7.6~8.6。

5.6.3 控光

采卵前 45d~60d开始控光，直至采卵结束水面光照强度为 60lx ~200lx，光照时间由 8h/d逐渐增至

16h/d。光源设施宜选用白炽灯。

5.7 日常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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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1 水流量

流水培育，每天流水量为培育水体的 400%~600%。

5.7.2 饲料投喂

可使用软颗粒配合饲料等优质饵料。亲鱼培育期间，需进行营养强化培育。饲料应符合 SC/T 2031

的要求，大小适口，日投饲量为鱼体重的 1%~3%；日投喂 1次~2 次。

6 授精与孵化

6.1 人工授精

雌鱼腹部膨大、柔软，轻挤腹部有卵子排出，雄鱼轻压腹部有乳白色精液流出，即可实施人工授精。

经镜检，质量符合要求的精、卵可采用人工授精。人工授精：挤出成熟卵子、精液，分别置于干燥容器，

按 1106粒卵加入 1ml～5ml精液，快速搅拌均匀使精卵充分接触，再加入少量砂滤海水。

6.2 洗卵

用过滤海水冲洗受精卵，用 80目筛绢过滤，洗去多余的精液，然后将受精卵放入砂滤海水中，静

置 10min 以上，分离上浮卵进行孵化。孵化前可用浓度为 20×10-6~30×10-6的乙烯吡咯烷酮碘（PVP-I）

进行消毒处理。

6.3 孵化方式与密度

可采用孵化网箱、孵化池、孵化器等方法孵化。孵化网箱(80~100目筛绢）孵化，密度不高于 50

万粒/m3；孵化池孵化，密度为 1万粒/m3~2万粒/m3；孵化器孵化，密度不高于 100万粒/m3。

6.4 孵化条件

水温 12℃~16℃；盐度 30~33；光照 200 lx ~1500lx，以 500lx为宜；溶解氧>6mg/L，pH 7.8~8.6，

微充气，使受精卵均匀分布于水中。

6.5 孵化管理

孵化使用过滤海水，保持水温和水质稳定，及时清除沉底坏卵。

6.6 受精卵质量鉴别

质量好的受精卵应无色透明、圆球形、卵内油球轮廓清晰，上浮。

6.7 受精卵运输

采用塑料袋装水充氧置于泡沫保温箱进行运输，密度以 30000粒/L~50000粒/L为宜。运输温度 13℃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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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苗种培育

7.1 培育条件

使用砂滤海水，水质应符合 GB 11607的规定。育苗开始时采用静水培育 5d~6d，而后开始流水培

育，水交换量应随鱼苗的生长和密度的增大而逐步增加。早期仔鱼培育期，水温应与孵化水温一致，第

2d开始缓慢升温，10d后升至最适水温 18℃~19℃； pH 值 7.6~8.2；光照强度 200 lx ~1500lx，光线均

匀柔和；盐度 28~32；溶解氧大于 6mg/L；氨氮小于 1mg/L。

7.2 培育密度

培育密度应符合表 1的要求。

表 1 苗种培育密度

苗种阶段 规格（cm） 密度（万尾/m
2
）

初孵仔鱼 -- 1～2

稚鱼
1.5～2 0.2～0.25

2～3 0.12～0.15

幼鱼 3～5 0.07～0.1

7.3 培苗管理

7.3.1 投喂

轮虫作为开口饵料，在仔鱼孵化后第 3d~4d开始投喂，水体轮虫密度 5个/mL ~10个/mL，连续投

喂 15 d ~20 d。

从开口后第 9 d~10 d开始投喂卤虫无节幼体，水体投喂密度由开始的 0.1个/mL~0.2个/mL逐步增

加到 0.5个/mL ~1个/mL，应保持下次投饵时残留 0.1个/mL ~0.2个/mL，连续投喂 20d~30d，同时适当

添加小球藻，密度大于 50万个/mL以上，形成“绿水”培养环境。

从开口后 25d开始投喂微颗粒配合饲料，配合饲料应符合 SC/T 2031的要求。每天投饲量为鱼体

重的 5%~15%，饲料颗粒粒径开始应为 250μm ~400μm；全长 100mg~150mg 的仔稚鱼，粒径应为 400μm

~600μm；体重超过 500mg时，粒径应达 630μm ~800μm。投喂应及时，采用“少投勤投”措施。

7.3.2 日常管理

仔鱼开口后开始换水，前期每天微流水换水 10% ~20%，后期增加至 20% ~40%，20d 后可通过分

池疏苗或并池培育调整密度。变态伏底后，每天换水率在 200%以上。通常培育期间每天定时吸底一次，

采用虹吸方法及时清理池底残饵、粪便，保持水质良好。每天进行水质监测，对整个育苗系统进行环境

消毒，水源应经过严格的过滤、消毒，加强日常水质监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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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4 苗种出池及运输

7.4.1 苗种出池

出池时先将池水排放至 15cm~20cm深度，以手抄网捞取苗种，随后进行计数、装袋、充氧、装箱。

操作中应避免苗种损伤。

7.4.2 苗种质量与规格

当鱼苗生长到全长 50mm 以上时，即可出池。苗种质量应符合 SC/T 2048的规定。

7.4.3 苗种运输

应符合 SC/T 2048的规定执行。

8 病害防治

8.1 应遵循以防为主的原则，疾病防控应按照有关规定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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