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I

ICS 65.150

B-52

备案号：

玉 溪 市 地 方 标 准

DB5304

DB 5304/T XXX-2025

元江鲤养殖规范

第 1部分：苗种池塘常规培育

（送审稿）

（本草案完成时间：2024.11.21）

2025- XX - XX 发布 2025- XX - XX 实施

玉溪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发 布



I

前  言

本文件按照 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 1 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起

草。

本文件由玉溪市畜牧渔业发展服务中心提出。

本文件由玉溪市农业农村局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玉溪市畜牧渔业发展服务中心。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梁用本、张员超、袁林聪、李杰者、白寿有、封志强、郑云川、黎春霞、张云、

杨超、张志雄、李鸿俊、贺子恒、夏黎亮、王宝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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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江鲤养殖综合规范

第 1 部分：苗种池塘常规培育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元江鲤苗种池塘常规培育的养殖环境条件、放养前的准备、夏花鱼种培育、鱼种培育、

日常管理、常见病害防治等技术要求。

本文件适用于玉溪市范围内元江鲤鱼苗鱼种的池塘常规培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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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

文件。

GB/T 22213-2008 水产养殖术语

GB 11607 渔业水质标准

GB 13078 饲料卫生标准

NY/T 394 绿色食品 肥料使用准则

3 术语和定义

GB/T 22213-2008界定的以及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试水

清塘后，用少量水产养殖对象活体检验池水中药物毒性是否消失的方法。

3.2

鱼苗

受精卵发育出膜后至卵黄囊基本消失，鲧充气，能平游和主动摄食阶段的仔鱼。

3.3

鱼种

鱼苗生长发育至体被鳞片、长全鳍条，外观已具有成体基本特征的幼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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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夏花

鱼苗经 15d～20d 饲养后在夏季出池的鱼种。全长为 3cm 左右。

4 养殖环境条件

4.1 渔场位置

养殖场地应是生态环境良好，无或不直接受工业“三废”及农业、城镇生活、医疗废弃物污染的水

域。

4.2 水源与水质

水源充沛，水源水质符合 GB 11607 的规定。

4.3 池塘条件

鱼苗池面积 500 ㎡～1000 ㎡，水深 1.0m～1.5m；鱼种池面积 500 ㎡～1500 ㎡，水深 1.5m～2m。

池底平坦，底质为壤土、黏土或沙壤土。进排水分开。配备增氧机。

5 放养前的准备

5.1 池塘清整

排干池水，曝晒池底 7 d~10d，清除杂物与过多淤泥，修整池梗。

5.2 药物清塘

鱼苗、鱼种放养前，用药物清除敌害。清塘方法采用带水清塘法或干法清塘法。清塘药物选择见表

1。

表 1 清塘药物选择参考表

带水清塘法 干法清塘法 注意事项

药物 药物浓度 药物 药物浓度 1．带水清塘时池塘水位

只保留 5～10cm。这样便

于清塘操作，节约用药数

量、用药成本，减少池塘

药物残留。2．清塘时选

择的清塘药物必须针对

往年发病的情况选择，才

能有效地杀灭池塘残留

的病原体。3．毒性消失

时间 5d~10d。

强氯精（三氯异氰尿酸） 20g/m3～25 g/m3

生石灰
667 ㎡使用 150kg～

180kg

二氧化氯 10/m3～15 g/m3

氯杀灵 15g/m3～20 g/m3

硫酸铜漂白粉合剂 15g/m3～25 g/m3

硫酸铜 15g/m3

敌百虫、面碱合剂 10g/m3、6 g/m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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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注水

清塘 2d~3d 后注水，鱼苗池水深至 0.5 m~0.6m；鱼种池水深至 0.8 m~1.0 m。注水时用规格为 24
孔/ cm（相当于 60 目）的筛绢网过滤。

5.4 施基肥

放鱼前 3d～5d，鱼苗池中施经发酵腐熟的有机肥 3000kg/hm２～7500 kg/hm２或绿肥 3000 kg/hm2～4
500 kg/hm２。新挖鱼池应增加施肥量或增施氮磷比为 9:1 的化肥 75 kg/hm２～150 kg/hm2。

5.5 透明度

放养时达到：鱼苗培育池水透明度为 25 cm~30 cm；鱼种培育池水透明度为 35～40cm。池水轮虫

密度为 5000 个/L～10 000 个/L。大型枝角类过多时用 90%晶体敌百虫杀灭，用药浓度为 0.2 mg/L～0. 3
mg/L。

5.6 试水

试水包括：放鱼前一天，将 50 尾~100 尾活鱼苗、夏花或鱼种放入设置于池内的网箱中，经 12 h~24
h观察鱼的状态，检查池水药物毒性是否消失。试水后用夏花捕捞网在池中拉网 1 次~2 次。若发现野鱼

或敌害生物，应重新清塘。

6 夏花鱼种培育

6.1 鱼苗放养

单养，一次放足。培育夏花鱼种的鱼苗放养密度 250-300 万尾/hm2。

6.2 投饲与施肥

6.2.1 以豆浆为主的培育方法

鱼苗放养后，每天每公顷水面用黄豆 30kg～45kg 加水泡发后磨成豆浆，分 2 次～3 次全池泼洒；

一周后，黄豆增至每公顷水面 45kg～60 kg；培育 10 d后，培育池还需在池边加泼一次或在池塘周围浅

水处堆放豆渣或豆饼糊。

6.2.2 以绿肥为主的培育方法

鱼苗放养后，每隔 3d～5d 在池塘四角堆放鲜草，每公顷水面 2250kg～3000 kg，1d～2d 翻动一次，

一周后逐渐捞出不易腐烂的根茎残渣。培育后期，视水质与鱼苗生长情况适当泼洒豆浆或在池边堆放豆

饼糊。

6.2.3 以有机肥为主的培育法

鱼苗放养后，每天两次泼洒经发酵的有机肥，每次每公顷水面 450 kg～600 kg；培育期间，根据水

质与鱼苗生长情况，适当增减；在培育后期，视水质与鱼苗生长情况适当泼洒豆浆或在池边堆放豆渣或

豆饼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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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4 施追肥

水质过瘦需适当施追肥。每次每公顷水面有机肥用量 1500 kg～2250kg，加无机肥 75 kg（氮磷比为

9∶1）；若单用无机肥，每次每公顷用量为 150kg（氮磷比为 4～7∶1），隔天施用一次。无机肥在晴天

施用。

6.3 日常管理

6.3.1 巡塘

鱼苗放养后，每日巡塘 3 次～5 次，观察水质及鱼的活动情况。及时清除敌害生物，检查鱼苗摄食、

生长及病害情况。发现问题及时采取措施，并做好记录。

6.3.2 定期注水

鱼苗放养一周后，每 3d～5 d 注水一次，每次加深 10 cm～15 cm。待鱼体全长 3 cm 左右时，池塘

水深为 1.2 m～1.5 m。

6.3.3 鱼病防治

经常观察，定期检查，坚持预防为主、防重于治的原则，发现鱼病及时诊断和治疗。

6.4 出塘

6.4.1 时间

鱼苗经约 20d 培育至全长 3cm 左右时及时拉网锻炼，准备出塘。

6.4.2 拉网锻炼

夏花出塘前拉网锻炼 2 次～3 次，每次拉网前停喂饲料和施肥，清除池中杂草和污物，拉网后再投

喂饲料。拉网时间选择在晴天上午 9 时～10 时，有风时要从池塘的下风头下网。第一次拉网将鱼围入

网中，观察鱼的数量及生长情况，密集 10min～20min 后放回池中。若发现浮头，应立即放回池中；若

活动正常，可适当延长密集时间。隔天拉第二网，待鱼围入网中密集后赶入网箱中，随后在池中慢慢推

动网箱，清除箱内污物；鱼进箱后，每隔 10min 必须清洗一次网衣，以免粘液、粪便堵塞网孔。经 1 h～
2h，若距鱼种培育池较近即可出塘；若需长途运输，需再隔一日，待第三网锻炼后出塘（操作同第二网）。

拉网分塘操作应细心，尤其是鱼体娇嫩不可过度密集，计数时采取带水操作。

6.4.3 筛选与计数

出塘时，若夏花规格参差不齐，需用鱼筛分选。

夏花计数有重量法和容量法 2 种。将筛选后的夏花随机取样，按单位重量或容积的夏花尾数乘以总

重量或容积，即为夏花的总数量。再随机取出 30 尾测量全长与体重，求出平均规格。

7 鱼种培育

7.1 放养环境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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鱼种培育的环境条件按第 4 章给出的要求。

7.2 放养前的准备

放养前的准备按第 5 章给出的要求。

7.3 夏花放养

7.3.1 放养方式

采取单养和混养模式。混养一般采取 2～3 个品种同池混养，混养品种不宜过多，以免造成争食，

妨碍鱼的生长。主养鱼比混养鱼早放养 15d～20d。
单养模式，放养密度：22.5～30 万尾/hm2；水源充沛或增氧设施完备的 30～37.5 万尾/hm2。

混养模式，元江鲤可以同草鱼、鲢鱼、鳙鱼等常规养殖鱼类混养。主养品种占 60%～70%，混养品

种占 30%～40%。放养密度：元江鲤 13.5～21 万尾/hm2，草鱼、鲢鱼、鳙鱼 9～15 万尾/hm2；水源充沛

或增氧设施完备的 18～26 万尾/hm2，草鱼、鲢鱼、鳙鱼 12～18 万尾/hm2。

7.3.2 放养时间

3月份至 7月份，当夏花全长达到 3cm 以上时应及时放养。

7.4 饲料及投喂

经常观察，定期检查，坚持预防为主、防重于治的原则，发现鱼病及时诊断和治疗。

7.4.1 饲料

投喂的饲料应达到 GB 13078 的规定。

7.4.2 投喂

a) 投喂原则 投喂做到四定：定时、定点、定质、定量。

b) 投喂率 投喂率以池塘内 80%的元江鲤吃饱为宜，即“八成饱”的投喂原则。但在特殊情况下，

如阴雨天少投喂，连续阴雨天气不投喂。

c) 投喂次数 水温 15℃以上每天投喂 2 次～3 次，水温 5℃～15℃每天投喂 1 次，水温低于 5℃不

投喂。

d) 投喂时间 上午 9:00～10:00，中午 1:00～2:00，下午 5:00～6:00。

e) 投喂速度 投喂速度应掌握“慢、快、慢”的投喂原则，投喂开始由于来摄食的鱼聚集数量少应

慢投，当元江鲤大量聚集时应快速投喂，当大部分摄食鱼吃饱离开后应放慢投喂速度。

8 日常管理

8.1 巡塘

每天分早、中、晚三次巡塘，夏季增加夜间巡塘，随时掌握鱼的动态、水质变化，发现问题立刻采

取措施。

8.2 每天检查池塘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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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查食场、掌握投喂效果、根据不同水色水质，力求做到投饵数量恰当、时间准时、次数适宜、饵

料适口。

8.3 池塘清洁

及时捞出池中残渣剩饵、病鱼死鱼、污物等，保持池水清新。

8.4 做好养殖生产记录

记录苗种投放情况、饲料来源、投喂情况、水温、水质变化、药品采购使用情况、水产品销售品种、

数量及去向等生产记录。

8.5 适时增氧，提高水体溶氧量

开机增氧时间：晴天中午开机，阴天、雨天、闷热天后半夜开机，有浮头征兆及时开机，严防缺氧。

8.6 适时加注新水及时更新水质

经常向池内加注新水，特别是连续阴雨天或持续高温时，及时注水，当水质不佳，尤其是水色变黑、

水面泛起泡沫，水质严重恶化时要及时换水，排出池塘内老水。每次换水量不宜超过池水的 1/3。池塘

养殖尾水排放，应满足相关的要求。

8.7 防逃

雨季应及时检修塘埂，疏通排水渠道，防止淹没或冲垮池埂，防止逃逸。

9 常见病害防治

坚持“预防为主，防治结合”的原则。

9.1 预防

9.1.1 生产操作细心，避免鱼体受伤。

拉网、分塘、运输等生产操作应细心，避免过度密集，防止鱼体受伤，避免感染。

9.1.2 鱼苗入塘前严格消毒

常用鱼体消毒药物和方法：食盐：1%～3%，浸浴 10min～20min；高锰酸钾 10g/m3～20g/m3,浸浴

15min～20min。

9.1.3 定期对池塘消毒

消毒方法采取“池塘消毒、食场消毒、工具消毒”的方法，定期有针对性的预防鱼病，根据往年鱼

病的发病规律，及时有计划地在鱼病流行季节前，做好药物预防工作，有效预防鱼病的发生。池水消毒，

一般每月 1 次～2 次。

9.1.4 及时捞出死鱼，进行无害化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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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 元江鲤的防治用药

元江鲤的防治用药，按照相关规定执行，使用药物后并按相关要求填写用药记录。

10.鱼种筛选

自 10 月底 11 月初开始，拉网检查各类鱼种生长情况。如规格相差悬殊，宜及时拉网筛选分养，调

整投饲施肥数量，以保证各类鱼种出塘规格整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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