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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1 998年4月至 6月．在南 宁智嘉 渔业 研究 所 ，用 短 时间 内政 变饲 养环 境条 件 的方 法 对 月鳢 

转 群应 激 因素 进行 试验 ，结 果 表明 温差 、酸碱 度 和水质 的 突然变 化 ．是 引起 月鳢应 激 的 因子 。采 

取缓 慢 改变 环境 ，进行 适应 性 实践养 殖 月鳢 ．结果 碱免 月鳢 应激 的发 生 。 

箍  监 ， 荠 
Abstraet The envirenment eonditio JtS were ehan ed a short time for testing the ef 

fcets of stress factors on growth Of(?hanna asiatica【n Nanning Zhijia Fishery Research 

Institute from April tO June．1 9 98．The results released that the temperature，pH ． 

and the sudden changes of water quality were mainly,factors causing stress． Slowly 

changing environment in feeding practice can reduce str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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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鳢 (Channa asiateca)多数生 活在 我国南方 江河的上游 、山涧流水 中，对生 态环 境的要 

求 主要是水质清 晰 、温度不高 、活饵料丰富 、有 隐蔽场所 J 野生 月鳢 变为家养后 ，生物学 

特点无显著改变 ．转群 时常会 出现应激 应激是动物对不 良因素或 应激 原刺 激的应答 r。月鳢 

应激是指 月鳢 对环 境因子适应 的应答 能力接 近或 超过月鳢所 能忍受这些 环境 园子 的极 限 时 ． 

引起月鳢不正 常的生理反应 通 常表现为惊慌 、拒 食 、不集群 ，体表粘液减少 ，体 色稍黑 ，严 

重 者鳍撕损 、皮下 出血 ．较大的鱼表现迟钝 ，浮于水面，无 力游 动 ，见人不避 ，最后 衰竭 死 

亡 。病理 解剖 常见胆囊 充盈 、胆汁色浅 ，偶见肠道炎症 。生产上引起月鳢应激 反应 的因素很多 ． 

不同 的应 激因子对 月鳢的作用 不同 ，所 造成 的危 害程 度也不 同 月 鳢转 群 应激 可以是单一 因 

子，也可 以是多 因子 ，园子越多 ，危害越大 。鱼类 应激 方面 的文献 ，仅 见于鱼类对 电刺激 的 回 

避或对弥 冲电流的反应和美 国大豆协会 的论述 资料 一，此外 尚未见报道。 

1 996年～1 997年作 者在 南宁市 、柳州市和上林县 分别观 察99次月鳢转 群 ．其 中有23次 出 

现应激 ，共死 亡鱼种393 500尾 ．占出现应激 现象的鱼 种总数5 55 000尾 的70．0 ；死亡后 备亲 

鱼101尾 ，占出现应激 现象亲鱼220尾 的46 ．造成 了较大 的经济损失 。为此作者对月鳢转群 应 

激 的 因素进行试验 研究 ，以寻求预防月鳢应激 的方 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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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试验方法 

在南 宁智嘉渔业研究所进行 引起 月鳢 应激 的单 因子试验 。供试 鱼体 长2．j cm～j cm，均确 

认其 为健 康的鱼群 ，按常规 的转群方 法操 作。 

1．1 对 温度的适应性试 验 

1998年 1月把原养 于水温2O．5C中的供试 鱼移至相对 高温 的6个 容水 量 为1O I 的玻 璃缸 

中进行 试验 观察。玻璃 缸放在泡沫塑料箱 中，缸 内安置 由控 温仪调控 的加热营 自动调 节水 温 ， 

用 木屑 填充空隙保温 。缸 内水温分别词成22 C、24 C、26( 、Z7．5 C、29．5 C。每缸放鱼40尾 ， 

试验6次 ，观察其 反应 ；每 天捞 出死鱼 ，并换 以两样温度 的清洁用水 ，观察5 d 

1 998年6月把 原 养在 27 C水 中的鱼 直接分别 投 人温 度控制 在25 C～26 C、21 C～22 C、 

18 C～l9C的4个玻璃缸 中进 行 由相对 高温移养到相对低温 的试验 玻璃缸 中分别 加冰降温维 

持6 h后 ，停止 加冰 ，让水温 自然 回升到常温 。每缸放 鱼40尾 ，试验6次 ，观察反应 5 d 

1．2 对水质酸碱度适 应性试验 

试验用南 宁市天雹水库的水 ，在面积5 m 的池中进行 。水 的 pH 值为6．5，供试 鱼种长期养 

殖其 中，属 正常。 

加 人石 灰水上清液调 pH值 到7．0、7．5、8．0 8．5。将试验鱼移养至 pH 值7．0的水 中，每 

隔2 d移养1次，逐步移养到 pH值8．5的水 中；试验鱼由pH值6．5的水中直接移养到 pH值8．0 

及8．5的水中作为对照 (生石灰水调节后水的pH值每天会有变动，故每半天测定、调节 pH值 

1次)，每组 鱼200尾 ，观察反 应3次 。 

1．3 对水的 “肥 ⋯ ‘瘦” 程度 突变试验 

将 在 “肥 水”【即在浮游植 物含量多的水J池 中生 活习惯的鱼捞 出，立刻移 养至清水 (即 

浮游植物极 少的水)中 ，其水温基本相 同。分3个不 同的时 间操 作3次 ，观察鱼 的反应 。 

2 试验结果 

2．1 从低温移养至 高温 的反 应 

月鳢经不 同程 度升温处理后 的存活数 (表1)随温差 而增 大下降 。从图1可见 ，温羞1．5 C 
～ 3 5 C及7．0 C～9．0 C之 间的啦线 ，出现 两个 “平 台”，而3．5 C～7．0 C之间 ，存活率 明显 

下降 ，表 明突然升温是 月鳢 应激 的因素之 ～ ，其 中，温差5．5 C存 活的均数标准误较其 他各组 

大 ，其原 因与鱼体质有关 。 

表1 月鳢经不同程度升温处理后的存活数 (尾) 

试 验次 数 升温 1． (、 升 温3 5℃ 升 温5．5C 升温 7．oC 

2 2 从 高温移养至低温的反应 

观察结果如 表2 从 高温移养 于相对 低温 的水 中，当温差达 8 C以上时 ，有明显 的应激 现象 

而5 C～6 C的温差 没有应激现象 出现 

2，3 对 酸碱 度突变的反应 

结果如表3。pH值突然 的改变 ，由弱酸移养到弱碱 ，明显地 出现了应激现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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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4 由 “肥 水”移养至清水 的反应 

在肥 水池 中饲养 的鱼种 ． 已习惯于原来 

水质 ：水 色青绿 ，镜检 多为蓝绿 藻及 有机碎 

屑 ，并略有 异味 取其 中部 分鱼立即移 人清水 

池 中 ，鱼群表现活跃 ，见 人惊 慌 ，在3次不同 

时 间的操作 中，有 1次出现应 激 ，死 亡率 为 

5 7 ，其余 2次 正常。 

3 讨论 

实验证 明温差 、酸碱度 和水质 的突然 变 

化是 引起月 鳢应激 的因子 ，养殖 时可通 过加 

强 管理来 避免 或减 少应激 。l998年在 获们 的 

生产实践 中 ，用措施 ：(1)增 强鱼苗种体质 ， 

提高 月鳢 对不 良环境 的适应 性 。在人 工繁殖 

方面严格挑选 亲鱼 ，绝对避免近 亲繁殖 ；选 

用2冬 龄 以上的亲 鱼并 用生态 办法刺激 其产 

卵 。使生 产的鱼苗体 质健壮 ，发育正常 ；(2) 

调节好水质 。在 饲养 期问 ，处理好鱼 的新 陈代 

谢废物 ，使非离 子氨 (NH )<0．02 mg／[．， 

亚硝酸盐 (NO )<0．1 mg／1 ，其方法是适 

当挽水和放养若 干凤眼莲 ；(3)避免在短 时 

间内 出现较大 的温差 ，20 irlin~30 min内，升 

图 】 

表2 月鳢 经不 同程度 降温 处理 后的 存活 数 (尾 】 

表3 月鳢 经 酸碱 度 突变 处理 后的 存 活数 (尾 ) 

温温差<4c，降温温差<6 C；(4)移养、分养和运输前后，避免 pH值的突变 。尤其是防止 

弱酸突然移养 到 pH 值> 8的水 中；‘j)注意操作 ，防止 受伤 ，除1次因室外 池受太 阳暴 哂，发 

生应激死亡3 tin的鱼种2 500尾 外 ，没有 出现应激情况 。可见 ，技 术管理是非常重要 的 。 

目前 ，我 国的月鳢发病率 比较高 ，造成大批死亡 ，这 可能与其应激有关 。作者建议在 推广 

月鳢 养殖过程 中 ，加强饲养技术 规范化 ， 减少损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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