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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 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黄鳝的阶段养殖方法，从

幼膳养殖至成鳝的两年时间内，第一年使用水泥

池养殖方法，第二年使用网箱养殖方法。第一年用

水泥池养殖，便于观察黄鳝吃食、活动情况，驯化

比较好，对于鳝鱼的各种情况都比较清楚，移入、

移出都比较方便。水泥池养殖成本大，第二年进入

网箱可大幅度降低成本，因为网箱养殖水面大，水

深，新鲜度好，溶氧性好，不需要像水泥池那样每

天进行水循环，只需定期补水就行。鳝种在水泥池

中驯化成功，移入网箱马上就能适应、进食。生长

周期大大加长，增重比例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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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黄鳝的阶段养殖方法，其特征在于，从幼膳养殖至成鳝的近两年时间内，第一年

使用水泥池养殖方法，第二年使用网箱养殖方法；

所述的幼膳为野生捕捞，重量为 50～ 80克 /条，所述的成鳝为 150～ 200克 /条；

每年 4～ 8月开始使用水泥池养殖，第二年 3～ 4月转入网箱养殖，第二年 10～ 12月

成鳝上市；

所述的水泥池为数个宽 3 米、深 0.6 米、长 4-5 米的小池，排水管和进水管各设在池的

一边形成对角，排水管口设有防逃网，池壁上需蒙上一层塑料膜；

所述的网箱长5m、宽4m、高1m，其水上部分为40cm，水下部分为60cm，网质要好，网眼要

密，网条要紧，以防水鼠咬破而使黄鳝逃跑，网箱设置在水深 0.8m以上的池塘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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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鳝的阶段养殖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属于水产养殖领域，具体涉及黄鳝的养殖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黄鳝又名鳝鱼或长鱼，其肉质细嫩，味道鲜美，骨刺少，含有丰富的蛋白质、多种维

生素和矿物质，黄鳝还有重要的药用，具有补气、补血、消炎、消毒、驱风除湿等功效。目前在

国内外市场上日益受宠，供不应求。黄鳝适应能力强，耐低氧、饥饿，便于运输，其养殖方法

简便，成本低，经济效益高，适合家庭小规模养殖。在国家信息中心列出的未来 5 年内 6 种

大有发展前途的养殖项目中即包括黄鳝养殖。

[0003] 黄鳝的现有养殖方法包括：

[0004] 1、水泥池养殖：

[0005] 鳝池可用砖石砌成，池壁、池底、池角等处用水泥砂浆或三合土色缝，石灰多的地

方，也用三合土筑池。目前，常见的鳝池有三种。

[0006] ①自流换水养鳝池：其特点是 80 厘米深的鳝池底部比排水沟高，池呈长方形，面

积 3m×4m或 3m×5m。

[0007] ②栖息和喂饵组合池：其特点是栖息与喂饵分开。

[0008] ③简便池：有些地方的鳝池墙基稍深，池底可不铺砖或石块，可降低建池成本。

[0009] 不管什么鳝池都要开一进水口、一排水涵洞和一个溢水口。进水口最好接一水槽，

让水从水槽中跌落入池，这样注水时，一方面可曝气增氧。另一方面可防止黄鳝沿水口逃

逸，在进水口的对面，开一个排水涵洞，并在池面开一溢水口，各水口都要安装好拦鱼设施。

池内也可用三分之一水面养殖水浮莲、水胡芦和绿萍等水生植物，并在池旁种南瓜等，池上

搭架遮荫，为鳝鱼生长创造好生态条件。鳝池在放养前，应用生石灰清池消毒，一般按每亩

池面积排干水后用生石灰 50～ 60公斤，消毒后半个月左右才能放养鳝苗。家庭养殖黄鳝，

也可利用房前屋后的小水塘等零星水面，将其改建成鳝鱼池。面积大、小均可，但要有水源，

以便干旱时人工加水或换水。池深 0.7～ 1米为宜。新建鱼池，最好选择避风向阳、近住宅、

靠水源的清洁地方，面积约 2～ 10平方米，以 4～ 5平方米最好。无论那种鱼池，都必须不

漏水。

[0010] 利用水泥池饲养时，要保证水源足水质好、注意水温的变化、加强巡逻观察、防毒

防害、适当保持水层深度。

[0011] 水泥池养殖方法的优点在于每天进行水微循环，换水方便，有投饵台，鳝鱼有吃食

情况便于观察，能及时发现病鳝、死鳝，能及时清理残饵，保证水质，水生植物长在方筐中，

有一部分水面空置。增加溶氧，便于观察鳝鱼生长情况，对鳝鱼各方面细节一清二楚，便于

捕捞。第二年只要将排水管拨出放水，就很方便捕捉鳝鱼。缺点在于，水泥池水浅，一般只

有 20-30 公分深，大密度养殖鳝鱼夏天两天就要换一次水，并且每天都要进行水循环，人工

强度大，用电量巨大，冬天虽然水位可以上升到 55公分，但还需要盖上塑料薄膜保温越冬。

[0012] 2、黄鳝网箱养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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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3] 采用网箱养殖的方式进行黄鳝养殖现在还处在技术发展阶段。网箱养殖适合在大

的水体中进行，主要优点是水流通过网孔，使箱体内形成一个活水环境，因而水质清新，溶

氧丰富，可实行高密度精养。

[0014] 网箱面积以 20平方米左右为佳，网长 5m、宽 4m、高 1m，其水上部分为 40cm，水下部

分为 60cm。网质要好，网眼要密，网条要紧，以防水鼠咬破而使黄鳝逃跑。网箱设置在水深

0.8m 以上的池塘中，新做的网箱放入水中应过 35 天待其散发出来的有害物质消失后才可

放养鳝种。鳝种放养前几天应适当培育水质，使水色偏浓，透明度为 15cm左右，这样可控制

或减少池塘中的蚂螨对黄鳝的侵害。网箱可并排设置在池塘中，两排网箱中间搭竹架供人

行走及投饲管理。网箱的设置面积不宜超过池塘总面积的 50％，否则易引起水质恶化。网

箱中放置水草，最好是水花生，其覆盖面积应占网箱面积的 90 ～ 95％，为黄鳝的生长栖息

提供一个良好的环境。

[0015] 黄鳝因有相互残食的习性，故放养时以规格基本一致为宜。一般每平方米可放养

鳝种 20kg，每只网箱放养 400kg。

[0016] 黄鳝吃惯一种饲料后很难改变习惯再去吃另一种饲料，故应将其饲料固定几个品

种，如蚯蚓、小鱼、蚌肉或动物内脏，以提高其生长速度。有条件时可投放活饵料，因其利用

率高，不用清除残饵，对网箱污染少，有利于黄鳝的生长。

[0017] 黄鳝网箱养殖最为关键的阶段是放养后一个月内。这一时期是黄鳝改变原来的生

活习性，适应新环境的过程。如果方法得当，鳝种成活率可达 90％以上，方法不当则成活率

有时在 30％以下甚至全部死亡。这一个月是黄鳝网箱养殖成败的关键所在，除应做好鳝种

的消毒和驯化外，还应有效地控制疾病的发生，具体方法是用水体强力消毒剂和生石灰交

替消毒，杜绝病原体的产生。

[0018] 网箱养殖方法的优点在于池塘中水位深，水新鲜度好，溶氧性好。更利于鳝鱼生

长，再加上养殖周期大大加长，每半个月才需换水 30％，缺点在于网箱养殖鳝鱼活动情况不

能观察，有伤鳝，病鳝无法及时发现，清理，投下去的鳝苗必须等到起鳝出售时才能知道它

的成活率，增长情况，吃饵情况要经过好几天的观察，就这样还不能及时掌握，调整。

[0019] 除了上述两种养殖方法，还有黄鳝塑料大棚无土流水养殖方法及黄鳝稻田养殖。

但无论选择何种养殖方法，一般从幼鳝到成鳝都选择单一的一种养殖模式。

[0020] 黄鳝野生资源有限，随着人们的生活水平提高，对鳝鱼的需求大幅上升，野生捕捞

难以满足市场需求，这需对黄鳝进行大规模人工养殖。由于鳝鱼人工育种尚未完成，鳝种都

为野生捕捞，野生鳝鱼长期生活在自然状态下，主要以捕食活鱼、活虾、蝌蚪、水蚯蚓为主的

水生浮游生物为食，人工大规模养殖很难达到这些条件，就需驯化鳝鱼吃，人工配合饲料，

鳝鱼刚进入人工池中饲养，难以适应环境，需要很长时间慢慢适应改变，驯化鳝鱼人工配合

饲料也需时间，所以小鳝种第一年很难达到上市规格，就必需进行第二年养殖方可上市，本

专利就是利用阶段养殖，以达到降低成本，增大效益的目的。

发明内容

[0021] 本发明所要解决的技术问题是最大限度的发挥黄鳝水泥池养殖和黄鳝网箱养殖

的优势，提供一种新的黄鳝的阶段养殖方法。

[0022] 为解决上述技术问题，本发明采用的思路是综合使用黄鳝水泥池养殖和黄鳝网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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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殖技术。

[0023] 具体的技术方案如下：

[0024] 一种黄鳝的阶段养殖方法，从幼膳养殖至成鳝的两年时间内，第一年使用水泥池

养殖方法，第二年使用网箱养殖方法。

[0025] 其中，所述的幼膳为野生捕捞，重量为 50 ～ 80 克 / 条，所述的成鳝为 150 ～ 200

克 /条。

[0026] 其中，每年 4 ～ 8 月开始使用水泥池养殖，第二年 3 ～ 4 月转入网箱养殖，第二年

10～ 12月成鳝上市。

[0027] 其中，所述的水泥池为数个宽 3米、深 0.6米、长 4-5米的小池，排水管和进水管各

设在池的一边形成对角，排水管口设有防逃网，池壁上需蒙上一层塑料膜。

[0028] 其中，所述的网箱长 5m、宽 4m、高 1m，其水上部分为 40cm，水下部分为 60cm，网质

要好，网眼要密，网条要紧，以防水鼠咬破而使黄鳝逃跑，网箱设置在水深 0.8m 以上的池塘

中。

[0029] 对于野生捕捞的鳝种，一般驯化时间比较长，第一年很难达到商品鳝鱼的规格，必

须进行第二年养殖方可上市，第二年如果继续以水泥池养殖，鳝鱼增重比例远没有网箱养

殖大，所以第一年以水泥池养殖，第二年以网箱养殖，是一种非常好的养殖模式。

[0030] 有益效果：本发明与现有技术相比，具有如下优势：

[0031] 1、第一年用水泥池养殖，便于观察黄鳝吃食、活动情况，驯化比较好，对于鳝鱼的

各种情况都比较清楚，移入、移出都比较方便。

[0032] 2、水泥池养殖成本大，第二年进入网箱可大幅度降低成本，因为网箱养殖水面大，

水深，新鲜度好，溶氧性好，不需要像水泥池那样每天进行水循环，只需定期补水就行。

[0033] 3、鳝种在水泥池中驯化成功，移入网箱马上就能适应、进食。生长周期大大加长，

增重比例大。

具体实施方式

[0034] 根据下述实施例，可以更好地理解本发明。然而，本领域的技术人员容易理解，实

施例所描述的内容仅用于说明本发明，而不应当也不会限制权利要求书中所详细描述的本

发明。

[0035] 实施例 1：

[0036] 一、水泥池养殖。

[0037] 首先挖鳝鱼池沟，沟宽 3 米，深 0.6 米，然后用砖砌出宽 3 米，深 0.6 米的长池，池

底铺设上直径 70 毫米的排水管后，中间再用砖按 4-5 米间隔砌成小池，排水管口设有防逃

网，池上面有直径 50 毫米的进水管，排水管和进水管各设一边，排水口和进水口形成对角，

有利水循环，池建好后还要池壁上再蒙上一层 12 丝厚度的塑料膜，塑料膜的作用防黄鳝擦

伤，鳝鱼身上没有鳞片，只有粘液保护，水泥池很粗糙，鳝鱼一旦擦伤，就容易生病死亡，蒙

上塑料膜就很好的解决这一问题，鳝鱼池中还要做一个宽 1.5 米，长 2.5 米的空心管筐，筐

浮在水面上，筐内栽种水花生或水葫芦，鳝鱼就栖息在水花生的根上。

[0038] 投饵台的制作，用空心管做长 80公分，宽 30公分的筐，筐也要浮在水面上，筐下面

15公分处悬挂同尺寸的 200目的网鳝鱼吃剩的残渣就落在网上面，便于清理。

说  明  书CN 102265805 B

5



4/5页

6

[0039] 养殖池建好后就可消毒放养鳝苗，一般 4～ 8月放养鳝苗，鳝苗体重为 50～ 80克

/条，每平方米养殖量为 2～ 2.5公斤。放养前用 5％ (w/w)高锰酸溶液消毒，再筛选出病、

伤鳝，然后再按大小分开放养，因鳝鱼会大欺小，食物缺乏大鳝鱼会吃掉小鳝鱼。

[0040] 驯食。鳝鱼长期生活在野外吃活鱼、活虾、蝌蚪等水生浮游动物，不易吃人工配合

料，就须用鳝鱼爱吃的蚯蚓、蝇蛆、鱼类绞碎拌配合料来诱食，前期大部分用诱食饵料小部

用配合饲料，视鳝鱼进食情况，逐步过渡到全部用配合饲料。

[0041] 冬季，可将水位升高至 55 公分，并在鳝鱼池上盖上一层白色透明塑料膜保温，让

鳝鱼顺利越冬。

[0042] 二、网箱养殖。

[0043] 在池塘水深 2.5 米处建网箱，鳝鱼已经在水泥池中暂养了几个月，完全适应了人

工养殖环境，也适应了配合饲料，到第二年的 3～ 4月份左右，最低温度在 15℃以上就可移

入网箱了，此时，鳝鱼的重量为 80～ 100g/条，网箱每平方米的养殖量为 3～ 3.5公斤，定量

饲喂鳝鱼，每半月往池塘里添加新水，换水量一般为池塘水的 30％左右，在网箱中经过 6、7

个月的养殖，鳝鱼就可以上市了，此时的鳝鱼就可达到 150～ 200克。

[0044] 黄鳝分阶段养殖，第一年在水泥池中暂养池水深 25公分～ 30公分，每天进行水微

循环，换水方便，有投饵台，鳝鱼有吃食情况便于观察，能及时发现病鳝、死鳝，能及时清理

残饵，保证水质，水生植物长在方筐中，有一部分水面空置。增加溶氧，便于观察鳝鱼生长情

况，对鳝鱼各方面细节一清二楚，便于捕捞。第二年只要将排水管拨出放水，就很方便捕捉

鳝鱼，这些优势是网箱暂养所不具备的。

[0045] 第二年网箱养殖，经过第一年的养殖后，鳝鱼已适应环境，改吃人工配合饲料，很

方便管理，池塘中水位深，水新鲜度好，溶氧性好。更利于鳝鱼生长，再加上养殖周期大大加

长，每半个月才需换水 30％，管理成本、强度、人工都比塑料膜池大幅下降，所以这样的模式

给养殖户带来较好的经济效益。

[0046] 2009年 4月至 2010年 12月在江苏省句容市郭庄镇马宁道水产养殖场试验。2009

年 4-6 月共投放鳝苗 1640 公斤 ×24 元 / 公斤＝ 39360 元。饲料 1.8 吨 ×6200 元 / 吨＝

11160元，电费 2700度×0.5元＝ 1350元，2个人工＝ 12000元，杂费 1200元。

[0047] 2010年3月25日移入网箱时称重2243公斤，当时市场价为40元每公斤，苗种价为

26元每公斤。2243公斤×40元 /公斤＝ 89720元，苗种 2243公斤×26元 /公斤＝ 58318

元，饲料 4.7吨×7400元 /吨＝ 34780元，1个人工＝ 7000元，电费 300度×0.5元＝ 150

元，杂费 240元。

[0048] 至 11月起鳝鱼出售总重为 6729公斤×42元＝ 282618元

[0049] 第一年：89720元 -67850元＝ 21870元。

[0050] 第二年：282618-100488＝ 182130元。

[0051] 两年总收益：以 282618-67850-100488＝ 114280元。

[0052] 比较例 1：

[0053] 野生鳝鱼近两年的养殖都在水泥池中进行，具体方法通实施例 1 的水泥池养殖，

以马宁道养殖场 2009年 4月至 2010年 12月，养殖情况统计如下：

[0054] 第一年投放鳝苗为 2300公斤×24元＝ 55200元

[0055] 饲料 2.6吨×6200元＝ 1612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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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56] 蝇蛆 600公斤×1.8元＝ 1080元

[0057] 蚯吲 200公斤×10元＝ 2000元

[0058] 人工 2人×10000元＝ 20000元

[0059] 电费 2800度×0.5元＝ 1400元

[0060] 杂费 1400元

[0061] 第二年饲料 3.4吨×7400＝ 25160元

[0062] 电费 3200度×0.5＝ 1600元

[0063] 人工 2人×10000元＝ 20000元

[0064] 杂费 1000元

[0065] 起售鳝鱼总重是 4140公斤×42元＝ 173880元

[0066] 两年总费用 144960元，收益 173880元 -144960元＝ 28920元。

[0067] 比较例 2：

[0068] 野生鳝鱼近两年的养殖都在网箱中进行，具体方法通实施例 1 的网箱养殖，以马

宁道养殖场 2009年 4月至 2010年 12月，养殖情况统计如下：

[0069] 第一年投放鳝苗为 1100公斤×24元＝ 26400元

[0070] 饲料 1.3吨×6200元＝ 8060元

[0071] 蝇蛆 400公斤×1.8元＝ 720元

[0072] 蚯吲 110公斤×10元＝ 1100元

[0073] 人工 1人×10000元＝ 10000元

[0074] 电费 220度×0.5元＝ 110元

[0075] 杂费 900元

[0076] 第二年饲料 1.9吨×7400＝ 14060元

[0077] 电费 270度×0.5＝ 135元

[0078] 人工 1人×10000元＝ 10000元

[0079] 杂费 1100元

[0080] 起售鳝鱼总重是 2300公斤×42元＝ 96600元

[0081] 两年总费用 72585元，收益 96600元 -72985元＝ 24015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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