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褐菖鲉网箱养殖试验初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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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2001 年 4 月30 日在浙江南麂海域3 m 3 m 3 m 网箱中放养0. 9 g 自然海区捕获的褐菖鲉( Sebas tis

cus mar mor atus )苗种, 进行为期 2 年多的养殖试验。结果表明, 该鱼生长缓慢 ,养殖 38 d 体质量为 8. 3 g, 养

殖 240 d为 24. 8 g, 养殖 787 d 为 112. 3 g。总养殖成活率为 20. 1% , 平均日增体质量 0. 142 g, 平均日增体质

量率 0. 62%。秋末至夏初低水温期是褐菖鲉的主要生长期, 在 9~ 13  较低水温下亦会摄食与生长。饵料
系数为 3. 6。冬春季养殖成活率高于秋夏季, 第一年夏季养殖成活率低, 仅 28. 1%。养殖方式以混养为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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褐菖鲉 Sebasti scus m arm or atus ( Cuvier et V a

lenciennes)属鲉形目,鲉科, 菖鲉属。本属种类不多,

中国沿海产 2种, 一种是白斑菖鲉, 分布于南海; 另

一种即褐菖鲉, 中国南北沿海均产,分布于北太平洋

西部,从北海道到菲律宾广为分布,为暖温性底层鱼

类,卵胎生,生活在近海底层岩礁地带。为常见的食

用鱼类,但产量不高,近年来已成为颇受人们欢迎的

海产经济鱼类之一。

早在 1962年, Shiokawa[ 1] 已开始研究褐菖鲉的

生长与性成熟, 七八十年代, 日本开始对褐菖鲉进行

系统研究,在研究苗种生产技术的同时, 还进行了人

工放流技术研究。中国对褐菖鲉的研究报道至今仍

不多见[ 2~ 6] ,养殖方面国内外尚未见有关文献报道。

该鱼不作远距离洄游, 定居性强, 又可在浙江自

然海区养殖越冬, 因此是中国南方海区进行资源增

殖和网箱养殖较为理想的种类。为了研究褐菖鲉养

殖生活习性与养殖技术, 探讨其养殖的可行性,为今

后中国褐菖鲉的养殖开发提供科学依据, 作者进行

了该项研究。

1 材料与方法

1. 1 海区概况

试验在南麂岛国姓岙海区进行, 平均水深

2. 87 m, 底部为泥质。年平均风速为 7. 9 m / s, 平均

大风日数 179 d,年平均水温为 18. 7  。月平均最高
水温为 27. 8  ( 8 月) ,最低为 9. 6  ( 2 月) , 年平均

海水盐度 30. 46, 平均潮差为 3. 74 m ,涨落潮流速为

0. 29 m/ s,透明度夏秋季大于 2 m, 冬春季平均大于

1 m , pH 值为 8. 05~ 8. 40, 溶解氧为 6 mL/ L 以上。

试验期间水温 7. 6~ 30. 4  , 盐度 26. 50~ 34. 28。

2001年~ 2003年水温月变化见图 1。

图 1 2001~ 2003 年水温月变化

F ig . 1 The changes o f monthly average w ater temperature

from 2001 t o 2003

1. 2 苗种来源与暂养

本试验采用进口木结构鱼排, 网箱结构 3 m

3 m 3 m,养殖网箱材料是聚乙烯网, 苗种来自自然

海区,将网箱诱捕、钓捕或笼捕的褐菖鲉苗种用活水

舱运回,放养于养殖网箱, 经过 7~ 10 d暂养与驯化,

分组进行养殖试验。

1. 3 养殖试验

每天投饵 2次,饵料投喂量主要根据鱼进食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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况而定。饵料主要是新鲜张网渔获物, 种类有龙头

鱼 ( H ar p odon neher eus )、七星 鱼 ( My ctop hum

p terotum )、日本鳀 ( Engr aul is j ap onicus )、小带鱼

( Eup leurogr ammus mut icus )、硬壳虾 ( Solenocer a

sp. )、白姑鱼( A rg yr osom us ar gentatus )等, 日常管

理与其他养殖鱼类一样。

1. 3. 1 不同季节养殖对比

试验设 2组, 每组 3 个网箱, 每箱放养 500 尾。

春季放养的从 2002年 4月 20 日养至 2002年 10月

20日结束,放养时平均体质量为 53. 5 g, 网箱编号 6

~ 8号。秋季放养的从 2002年 10月 12日养至2003

年 6月 12 日结束, 放养时平均体质量为 51. 2 g, 网

箱编号 9~ 11号。

1. 3. 2 单养与混养对比

试验设 3组, 每组 3 个网箱, 每箱放养 500 尾,

其中混养的每箱放养褐菖鲉 200尾。与 状黄姑鱼

( N ibea miichthioides )混养的网箱编号 12~ 14 号,

放养规格为 40~ 60 g,与鲈鱼( Lateolabrax j ap onicus)

混养的网箱编号 15~ 17号, 放养规格为 30~ 50 g,单

养数据用 9~ 11号网箱的试验结果。

1. 3. 3 生长观察

试验网箱 5个, 每箱放养 1 000 尾, 试验从 2001

年4月 30日至 2003年6月 26日, 放养苗种规格为

0. 9 g,因体长增长不明显,仅对体质量进行测定。褐

菖鲉市场上 75 g 以上即可出售, 因此养至 100 g 以

上即结束试验。

1. 4 生物学测定

定期从每个网箱抽样 50 尾测定鱼的总体质量,

每组相加然后计算平均体质量, 根据鱼体绝对生长

值计算其日增体质量( W )和日增体质量率( K ) , W 2

为 t 2时个体平均体质量( g ) , W 1为 t1时个体平均体质

量( g) , t为 t 2与 t1两次测量之间的时间( d)。 W ( g )

和 K ( % )按下列公式进行计算:

W ( g )= ( W 2- W 1) / t ( 1)

K (% )= [ ( W2 / W 1)
- t
- 1] 100% ( 2)

2 结果

2. 1 苗种收购与暂养

不同方式捕捉的苗种质量不同。钓捕的易死

亡,需暂养后再养殖。2001 年 4月 10日, 收购钓捕

的褐菖鲉 200 kg ,平均体质量33. 3 g ,体长 10. 5 cm,

共 6 000 尾, 投放到 2 个网箱内暂养, 一周内死亡

1/ 3,仅剩 4 000尾。2002 年 6 月份收购 500 kg , 养

到 8月份仅剩 150 kg ,死亡率高达 70%。这种现象

在各养殖点非常普遍, 可见褐菖鲉夏季高温季节暂

养死亡率相当高。

2. 2 养殖试验

2. 2. 1 不同季节养殖对比试验

通过对比试验表明不同季节养殖成活率不同,

秋季养殖成活率明显高于春季。夏天养殖过程中每

天发现死亡,冬天基本未发现死亡, 可见褐菖鲉对高

温耐受力差。由图 1 推测其生长适温应在 26  以
下,在南麂海区自然越冬没问题,根据南麂养殖海区

历年水温变化特征,其生存水温下限为 7. 2  以下。
从表 1可知, 养殖成活率秋季放养明显高于夏

季放养,夏季养殖成活率仅 28. 6% ,而秋季养殖成活

率高达 68. 4%。

表 1 不同季节养殖效果对比

Tab. 1 Comparison of fish culture in different seasons

项目
结 果

春季 秋季

网箱编号 6~ 8 9~ 11

投放 投放数(尾) 1 500 1 500

平均体质量( g ) 53. 5 51. 2

收获 收获数量(尾) 429 1 026

平均体质量( g ) 65. 7 78. 5

成活率( % ) 28. 6 68. 4

注:春季养殖时间为 2002. 4. 20~ 2002. 10. 20;秋季养殖时间为 2002. 10. 12~ 2003. 6. 12

2. 2. 2 单养与混养对比试验

从表 2可看出单养情况下个体易死亡, 养殖成

活率低,仅 68. 4%。混养成活率明显高于单养, 为

87. 2% ,混养比单养成活率提高 27. 5%。同时,混养

生长速度明显快于单养, 体质量增 110%, 日增

0. 223 g; 单养体质量增 53% , 日增 0. 113 g , 混养生

长速度比单养快 95. 6%。

混养选择了 2个品种试验, 一是与 状黄姑鱼

混养, 状黄姑鱼控制在 250 g 以下,褐菖鲉 50 g 左

右,至 2003年 6月起捕时, 状黄姑鱼体质量达 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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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0 g, 褐菖鲉102. 1 g;二是与鲈鱼混养,在 2个月

后换网箱时发现褐菖鲉不见了, 可见与鲈鱼混养不

行,会被鲈鱼捕食。

表 2 褐菖鲉单养与混养对比

Tab. 2 Comparison between poly culture and mono culture of rock fish(Sebasticus marmoratus)

项目
养殖方式

单养 混养 混养

网箱编号 9~ 11 12~ 14 15~ 17

混养品种及规格 状黄姑鱼 250 g 以下 鲈鱼 100~ 150 g

总投放数量(尾) 1 500 600 600

放养规格( g ) 51. 2( 40~ 60) 48. 6( 40~ 60) 30~ 50

褐菖鲉收获数量(尾) 1 026 523 0

收获平均体质量( g) 78. 5 102. 1 0

养殖成活率( % ) 68. 4 87. 2 0

日增体质量( g) 0. 113 0. 223

日增体质量率( % ) 0. 18 0. 31

注:养殖时间为 2002. 10. 12~ 2003. 6. 12

2. 2. 3 生长与成活率

褐菖鲉生长缓慢, 2001年 4月 30 日放养 0. 9 g

的苗种,养至当年 6 月 7 日达 8. 3 g, 养至当年底达

24. 8 g, 养殖 1 a达 50. 6 g ,养殖 2 a达 112. 3 g。秋

末至夏初低水温期是褐菖鲉的主要生长期, 日增体

质量 0. 081~ 0. 258 g ,平均日增体质量 0. 142 g; 日

增体质量率 0. 13% ~ 6. 02% , 平均日增体质量率

0. 62%。第一年夏季养殖成活率低, 仅 28. 1% ,秋季

成活率高, 为 92. 6% (表 3)。经过 1 a的养殖, 第二

年的夏季养殖成活率明显提高, 为 85. 3%, 第 2年秋

季的养殖成活率为 93. 0%。总养殖成活率 20. 1%

(表 3)。
表 3 褐菖鲉的生长与成活率

Tab. 3 Growth and survival rate of rock fish ( Sebasticus marmoratus)

测量日期

(年. 月.日)

数量

(尾)

平均体质量

( g )

日增体质量

( g )

日增体质量率

( % )

阶段成活率

( % )

总成活率

( % )

2001. 4. 30 5 000 0. 9 - - - -

2001. 6. 7 4 856 8. 3 0. 110 6. 02 97. 1 97. 1

2001. 12. 30 1 365 24. 8 0. 081 0. 53 28. 1 27. 3

2002. 6. 7 1 264 50. 6 0. 164 0. 45 92. 6 25. 3

2002. 12. 30 1 078 65. 7 0. 100 0. 13 85. 3 21. 6

2003. 6. 26 1 003 112. 3 0. 258 0. 30 93. 0 20. 1

平均 0. 142 0. 62

2. 2. 4 摄食与饵料系数

吴常文等[ 2~ 4] 认为褐菖鲉是肉食性鱼类,但作者

经过养殖观察发现, 在养殖网箱中附着的除了藤壶

( Balanus sp. )、牡蛎( Ostrea sp. )、石灰藻( Padina

cr assa)等外,其他附着生物褐菖鲉均喜食, 故认为褐

菖鲉是杂食性。褐菖鲉的食性与真鲷( Pagrosomus

maj or )相似,养殖该鱼的网箱明显比较干净,可见该

鱼对网箱具有明显的清洁作用。与其他鱼相比, 该

鱼的日摄食量比较低,生长最适水温时期, 133 kg 的

鱼日摄食饵料仅 3~ 5 kg , 日摄食量为体质量的

2. 26%~ 3. 76%。在南麂海区, 水温最低的 2月份,

发现还会摄食, 10月份~ 翌年 3月份基本不投饵,亦

发现体质量增加显著,可见褐菖鲉在 9~ 13  低水温
期亦会摄食与生长。

饵料系数的测定以 9~ 11 号网箱为例,平均体

质量 51. 2 g , 1 500尾的鱼从 10月养到翌年 6月, 收

获时平均体质量 78. 5 g, 1 026 尾, 增重 28 kg, 试验

期间共投杂鱼 100 kg, 由此计算出饲料系数为 100

kg/ 28 kg= 3. 6。

2. 2. 5 度夏与病害

高温季节易死亡,眼坏掉较常见, 部分鱼高温期

死亡状况与石斑鱼差不多,身体表面看不出异样, 原

因不明。

3 讨论

3. 1 种苗资源

南麂海区褐菖鲉资源量较大, 该鱼整年可钓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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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 4~ 5月钓石斑鱼季节产量最高,近年 1 d可钓获

100~ 150 kg。产量最高年份每条小船 1 d可钓25~

30 kg。从每年4月份开始即可在养殖岙口内发现大

量幼苗,一直到 6 月初。稚鱼喜钻入扇贝养殖笼内

生活生长, 5~ 6 月每次检查扇贝养殖笼时发现每个

笼内都有 100多尾体长 3~ 4 cm 的褐菖鲉; 6~ 7月

份在网箱壁、贝类养殖笼等表面发现体长 6 cm 以下

幼鱼贴附生活。随着时间推移,褐菖鲉的生长,体长

6 cm 以上的移到岩礁区生活, 在网箱壁、贝类养殖笼

等表面基本没发现。

褐菖鲉属一次性成熟分批产卵类型, 故自然海

区褐菖鲉的苗种大小差异较大, 非常明显。南麂海

区 4月底已发现有近 2 cm 的幼苗, 据此推测, 南麂

褐菖鲉繁殖季节在 2 ~ 3 月份, 当时水温为 13 ~

14  。

3. 2 褐菖鲉网箱养殖的可行性

试验表明褐菖鲉网箱养殖是可行的, 虽然褐菖

鲉生长速度缓慢, 6月份 8. 3 g 的苗种到当年底, 达

24. 8 g, 养殖 1 a达 50. 6 g ,养殖 2 a达 112. 3 g,但总

体上养殖成活率为 20. 1%还是可以的。还有, 在秋

冬季的生长与养殖成活率都相当不错, 同时在南麂

海区可以自然越冬, 根据南麂养殖海区水温变化规

律,可见其适温下限为 7. 2  以下, 根据夏季死亡情

况观察, 养殖适温上限为 25. 6  以下, 这与吴常

文[ 2~ 4]认为褐菖鲉为广盐性鱼类, 适宜温度为 13~

26  相似。而且在 9~ 13  水温下其体质量亦会增
加,养殖成活率高于 90%, 这两点非常适于人工养

殖,因此网箱养殖褐菖鲉是可行的。

3. 3 养殖的主要技术问题

3. 3. 1 苗种放养

南麂海区幼苗最早出现在 4月份, 至 6 月上旬

结束,因此最好在这段时间内收集足够的养殖苗种,

大规格苗种在 4 月份已可钓到。大的主要是钓捕,

小的是诱捕;延绳钓的质量最差, 不能用于养殖。养

殖苗种以诱捕质量最好, 4~ 6月份钓捕的,经过 7~

8月份高水温期, 养殖死亡率高。综合各因素, 从养

殖效益看秋季收购苗种进行养殖较合适,秋苗较大,

养殖半年即可出售。

3. 3. 2 养殖方式和管理

养殖方式以混养为宜,但与凶猛鱼类混养不行,

可与鲷科鱼类或 状黄姑鱼混养, 因其食性与鲷科

鱼类相似,相互争食, 故最好考虑与食性不同的非凶

猛鱼类混养。养殖最适宜水温在 25. 6  以下, 建议

在高温期对养殖网箱进行遮阴防晒, 减少应激。在

秋冬、初春季节加强管理, 投足饵料, 促进生长。

3. 3. 3 养殖模式

经过养殖对比试验, 分析南麂海区的自然条件,

7~ 9月份为台风期,而且是高水温期,养殖死亡率很

高。因此,褐菖鲉养殖模式初步确定为 10月份收购

50 g 左右的苗种养至翌年 6月达 100 g规格后出售。

该养殖方法优点显著,避开了台风期与高温期, 值得

推广应用。

4 小结

在南麂海区可以自然越冬, 生存适温下限为

7. 2  以下, 养殖适温上限为 25. 6  以下, 9~ 13  水
温体质量亦会增加。6月份 8. 3 g 的苗种长到当年

底仅 24. 2 g, 养殖 1 a仅 50. 6 g, 养殖 2 a仅112. 3 g。

10月份收购 50 g 的苗种, 养到翌年 6月可达到

100 g 规格。该养殖模式避开了台风期与高温期, 值

得推广应用。褐菖鲉食性杂, 清洁网箱效果明显, 养

殖方式以混养为好。混养不但养殖成活率高, 而且

生长快。中国褐菖鲉苗种资源丰富, 且褐菖鲉肉质

细嫩,味道鲜美, 近年来颇受人们欢迎,经济价值高,

颇具养殖开发前景。

参考文献:

[ 1] Shiokawa T . Grow th and maturity of the common rock

fish Sebasticus mar mor atus Cuv ier et Valenciennes[ J] .

Rec Ocean, 1962, 6: 1 5.

[ 2] 吴常文. 褐菖鲉 S ebasticus marmor atus 增养殖技术研

究[ J] . 浙江水产学院学报, 1997, 16( 3) : 169 174.

[ 3] 吴常文.浙江舟山近海褐菖鲉( Sebasticus mar mor atus )

生物学研究 [ J] . 浙江海洋学院学报 (自然科学版 ) ,

1999, 18( 3) : 185 190, 226.

[ 4] 吴常文.若干环境因子对褐菖鲉存活率的影响[ J] . 浙江

海洋学院学报(自然科学版) , 2000, 19( 1) : 12 16.

[ 5] 许明海. 褐菖鲉的渔业生物学 [ J] . 海洋渔业, 1999, 21

( 4) : 159 162.

[ 6] 王志铮,吴常文, 侯伟芬. 褐菖鲉仔、稚鱼生长特性极其

关键变态期的研究[ J] .海洋科学, 2002, 26( 5) : 1 4.

(下转第 33 页)

8



Mar ine Sciences/ Vol. 32, No. 8/ 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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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Under the m icroscope, a few of mobile part icles w ith the size o f 1 m are observ ed in the cell o f

Enter omor p ha p r oli f er a f loat ing in Qingdao sea area recent ly. We do not find any informat ion about the be

ing of f lagella in the mobile part icles using the method of silver stain and scanning elect ron microscope. At

the same time, the internal st ructures of this species are observed using T EM. T 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E.

p r ol i f er a po ssess compact cell w all, there is one chloroplast and it dist ributes near the cell w al l, there are a

few o f starch g rains immer se in alga cell. How ever, the st ructure of flagella is not been detected.
(本文编辑: 张培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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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Rock fish ( Sebast iscus marmor atus ) meat texture is tender w ith fresh f lavor. Rock fish is becom

ing a popular f ish in the mar ket . The coastal ro ck fish resour ce is abundant fo r great development . Fish cap

tured fr om marine regions w as stocked in cage by 3 m 3 m 3 m in an average size of 0. 9 g in April 30,

2001 at Nanji island, Zhejiang prov ince. T he g row th o f ro ck fish w as slow . F ish w as 8. 3 g in June 7, 2001 and

24. 8 g at the end of the year. Fish reached 112. 3 g in June 26, 2003. The total survival rate w as 20. 1% .

The daily body mass gain w as 0. 142 g. Aver age daily body mass rate g ain w as 0. 62% . The main gr ow th

season w as f rom late fall to early summer w hen the w ater temperatur e w as low . Fish takes food and gr ow s

at water temperature 9~ 13  . FCR was 3. 6. The surv ival r ate dur ing w inter w as higher than that during

summer. F ish surv iv al rate w as low as 28. 1% in summer in f ir st year pr oduct ion. F ish w as omnivor ous.

Fish acted a scavenger for cage cleaning signif icant ly. Po ly culture w ould be suitable for rock fish. Produc

t ion prefers to purchase 50 g submarket size f ish in October and raise f ish to 100 g in June in the nex t y ear to

avoid typhoon in cursion and high w ater temperature period. (本文编辑: 谭雪静)

3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