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衰 l 形鸯幡征比较 

＼ 种类 莫桑比克 黄边黑罗非鱼 奥利亚罗非鱼 加利亚罗非鱼 美丽罗非盘 

项目
＼ ＼  齐氏罗非鱼 尼罗罗非鱼 罗非鱼 

背鳍 XIV— XV XVI— XVIl XVI—XVIl XlV—XVI XV—XVl XVl— XVlI XVII—XVlIl 
l0一 l1 12— 13 1l一 12 Il一 12 儿 一 12 儿 一 12 8— 9 

臀蟠 IlI一9—10 III一 9—10 Ill一9—10 III一10 III一9 II1—10一 lI VI—VIl一8一l 

胸鳍 13— 1 4 13一 I4 12— 13 13— 14 13一 l4 13一 l4 

腹鳍 I一 J一 I一， J— J— I— I一 5 

鳃耙数 4+8—9 6—9+2l一27 一6+17—19 4一 +20—2l 6—8+19—2t 2—3+22—24 3—4+9--9 

体长(毫米) 226 1t 一284 121—167 14 一l78 233—239 1l 5—128 77—23 5 

体长／体高 2．69 2．36—2．69 2．38—2．B3 2．23—2．75 2．48—2． 6 2．34—2．68 2．53—2．95 

体长／体宽 ．05 ．02一 ．9l ．50一 ．91 5．62一 ．8 5．31—5．41 5．08—6．0l 4．64一 ．7 

体长／头长 2．89 2．72—2．98 2． ‘一2．83 2． 9—3．01 2．68—2．91 2．6 一2．72 2．29—2．50 

头长，吻长 2．60 2．59—2．87 2．12—2．驺 2．61—2．67 2．76—3．62 

头长／眼径 4．87—5． 8 4．50—5．站 4．90一 ．38 ．驺一 ． 4．09—4．38 4．50—5．80 

头 长／眼间眶 2．51 2．28—2．6， 2．，2—2．90 2．42—2．80 2． 4—2．58 2． 一2．93 3．70—4．0 

胸姥长，头长 1．18 ，．0，一I．I9 t．14—1．22 I．06一1．t0 O．98一 t．02 1． 8一I．66 

尾柄长／尾柄高 0．8l 6．78—0．88 0．97—1．0 0．98一 1．01 O．62—0．69 0．5 一0．63 0．7 一0．88 

喉 ·胸邮鲕色 红色 白色 暗褐色 黑色 黑褐色 浅色 揭色 

尾鳍形状 截形内凹 图形或平直 圆形 圆形 截形 截形内凹 圆形 

黄边黑罗非鱼杂食性，个体中等，容易起 

捕，只作单性杂交父本之用。 

1．2．4 加利亚罗非鱼 Sarotherodon galilaea 

(Artedi)(见图 5) 

加利亚罗非鱼原产于埃及、约旦和以色列 

等地。体褐色或橄榄绿色；幼鱼体侧具 5—9暗 

黑色纵条纹；背鳍、臀鳍暗色斜纹不明显；口小、 

口角延至鼻孔下方；尾鳍近截形并略内凹 ；尾柄 

高明显大于尾柄长。 

加利亚罗非鱼以浮游植物为食，它外形美 

观，个体饱满，除供食用外 ，还可作观赏用。 

1．2．5 奥 利 亚 罗 非 鱼 Saro#hcrodon alar 口 

(Steindachner)(见图 6) 

奥利亚罗非鱼原产于非洲西部尼罗河下游 

和以色列等地。喉、胸部银灰色；背鳍、臀鳍具 

暗色斜纹；尾鳍圆形，具银灰色斑点。 

奥利亚罗非鱼具有生长迅速、个体大 、食性 

广、耐盐、耐低氧等优点，是群众普遍饲养的品 

种之一，常用作与尼罗罗非鱼杂交用。 

1．3 美丽罗非鱼属 该属鱼类，背鳍硬棘 1 7-- 

18；臀鳍硬棘 4—10。引进我国饲养的只有 美 

丽罗非鱼 Cichlasoma sP．一种。 

广东地区称为淡水石斑，因它身上的斑纹 

和体形有如石斑鱼之故。其上颌骨后端下半部 

外露，前颔骨后突很宽长，达眼间隔后缴 ；尾鳍 

基上半部黑斑尤为明显。 

美丽罗非鱼肉质尚佳，但生长较慢，抗寒性 

能差，只在部分地区进行饲养。因体例斑纹美 

丽，可作观赏用。 

以上为 7种罗非鱼的形态特征比较 (见表 

1)。 

此外 ，罗非鱼的杂交种先后也被引进我国 

饲养，其品种如下： 

1．3．1 红罗非鱼 是尼罗罗非鱼 SaroIherodon 

nilo sica(Linnaeus)和莫桑比克罗非鱼 Saro． 

therodon mossambica(Peters)突变型种间杂 

交的后代，广东地区又称为珍珠垃。体具美丽 

的微红色租银色小斑点，或偶有少许灰 色或黑 

色斑块。是一种生长速度较快，繁殖力强、病害 

少、体色和肉味鲜美的鱼类，在广东和港澳地区 

很受消费者和生产者的欢迎。 

l_3．2 奥尼罗非鱼 是奥利亚罗非鱼 Sarodt~． 

rodon口Ⅳr 口(Steindachner) 和尼罗罗非鱼 

Saro；herodon nilotica(Linnaeus) 的杂交 

种，又称金尼鱼。具有明显的杂交优势，形态与 

父本相似 ，日产重高于福寿鱼，雄性率高，是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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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地区群众喜欢饲养的品种之一o 

1．3．3 福寿鱼 是莫桑比克罗非鱼 Sarothero· 

don mossambica (Peter*) 和尼罗罗 非 鱼 

Sarotherodon nilo~ica(Linnaeus) 的杂交 

种。具有两亲本的粗放、杂食、生长快、疾病少 、 

内质好等优点。经济效益高、市场销售量大，为 

生产者喜欢饲养的优质品种之一。 

2 生物学特性 罗非鱼 是一类广盐 性、耐 温 

性、食性杂、适应性强、生长迅速的鱼类。 

罗非鱼的许多种类可从淡水经逐步驯化后 

移至海水中生长，或 由海水移人淡水后仍能过 

正常的生活。如莫桑比克罗非鱼和齐氏罗非鱼 

就可经过逐步驯化后在海水中生活的种类；奥 

利亚罗非鱼、加利亚罗非鱼和尼罗罗非鱼可在 

盐度为 1 3．5—22．4‰的海水中生活，所以罗非 

鱼是一类耐盐性强的鱼类。 

罗非鱼正常生活的水温范围在20—30℃之 

间，抗寒能力断弱；奥利亚罗非鱼、齐氏罗非鱼 

是比较耐寒的种，在水温 6．5℃温度尚能存活。 

绝大部分罗非鱼在水温低于 1 5~C时便停 止 进 

食和生长，多数种类在水温低于 20~C时 便不产 

卵。相反，罗非鱼耐高温的能力较强，水温在 

37—42℃之间时仍可以存活。罗非鱼可以在含 

氧量很低的水中生活，离水后若鳃部保持潮湿 

还能存活数个小 时。窒 息 点 为 0．07—0．23毫 

克，升，比一般鲤科鱼类耐低氧的性能强。对池 

塘酸碱度的耐受能力强于一般鱼类，在 pH 5— 

9的水体中可正常生长。 

罗非鱼一般栖息于水体的 中下层，其活动 

范围随着昼夜温度高低的变化而升降。幼鱼大 

多数群集岸边觅食，以浮游动植物为食，如轮 

虫、枝角类、剑水蚤以及蓝、绿藻等。成鱼则以 

大型植物、人工饵料为食。在饲养罗非鱼时，可 

采用施肥培饵法和人工投饵养殖法并用，如果 

饵料营养成分合理，日常管理得当，鱼体 生长迅 

速，当年春、夏天繁殖的鱼苗经 4—5个月饲养 

可达 1 50—250克／尾的商品鱼 ，大的个体可达 

300克／尾左右。 

罗非鱼具有成熟早、产卵周期短、繁殖力强 

的特性。幼鱼 自孵出后饲养 4—5月便可 达 性 

成熟。亲鱼的怀卵量随体长、体重的大，j 而增 

减。一般体长在 1 50—200毫米的亲鱼，怀卵量 

在 1000一 l500粒左右。最适宜亲鱼产卵 的 水 

温为 24—32℃，在南方 5—1 0月间亲鱼能自然 

产卵 4—6次。受精卵的孵化方式可分为 巢 内 

孵化和 口腔孵化两种，亲鱼对受精卵和幼鱼的 

照顾是无微不至的，这是罗非鱼所具的独有的 

繁殖特性。若是口腔孵化，亲鱼则把受精卵含 

在 口腔内，让其受精卵和仔鱼安全发育、生长； 

若是巢内孵化，亲鱼则在池中鱼巢的附近守护， 

使其不至受敌害的袭击。受精卵 在 水 温 25— 

30~C时约经过 3．5—4．5天便可孵出幼鱼。 

3 养殖 罗非鱼的适应性很强，适宜于在各种 

水体中养殖，我国常见的养殖方式有池塘单养 

或混养、稻田养殖、网箱养殖、流水高密度养殖 

等，以池塘混养比较普遍，在广东地区其产量 占 

养殖鱼类的第五位。 

池塘混养罗非鱼是在成鱼池中搭配其他鱼 

类共同饲养的，每 1000平方米水面可投放种苗 

8 00—3000尾不等，一般可产罗非鱼 80—1 50公 

斤，高产者可达 600公斤以上。如广东省南海 

市南庄镇龙津管理区 8万多平方米的池 塘 中， 

1987年罗非鱼平均 1000平方 米 产 600公 斤， 

其中廖用成承包 5400平方米水面的一池塘，平 

均 1000平方米产 1 400公斤，罗非鱼 占 57．9瞄。 

池塘单养一般选择比较肥沃灼村边塘或有生活 

污水流人的池塘，利用罗非鱼耐低氧的特性进 

行养殖， 1000平方米水面其产量可达 1000公 

斤以上。流水养殖和网箱养殖由于放 养密度大， 

全部投喂人工饲料，产量还要提高。 

目前养殖的罗非鱼类中，以奥尼罗非鱼、红 

罗非鱼和尼罗罗非鱼较受生产者韵欢迎。前者 

由于雄性率高，生产速度快，在南方当年的种苗 

到年底最大的个体可长到 400克，尾左右，商品 

鱼价格较高。红罗非鱼体呈淡红色，在宾馆、酒 

家很受欢迎，市场售价较高。 

我国北方有些地区也开展饲养罗非 鱼 类， 

虽然北方气温偏低，苗种不能 自然越冬，每年需 

从南方运输苗种到北方养殖，经夏秋季 4—5月 

时间的饲养后，个体一般可长到 250克，尾，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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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市场，增加了北方鱼类品种。 

罗非鱼的种苗供应大部分依靠南方 几 省， 

其中广东每年种苗生产量超过 8亿尾。 目前种 

苗生产的方式基本上是池塘 自然繁殖 ，莫桑比 

克罗非鱼的繁殖力最强，每公斤亲鱼一年的产 

量可达 1万多尾，奥利亚罗非鱼和美丽罗非鱼 

韵繁殖力相对较低。 

罗非鱼由于不耐寒，在我国除了南方个别 

地区可自然越冬外，大部分地区都要有越冬设 

施才能保种过冬。越冬方挂有温室、工厂余热、 

温泉越冬等。 

罗非鱼的抗病力较强，一般很少发生病害， 

但在冬季或管理不当的情况下，也会发生疾病 

而引起大量死亡。常见病有皮肤病、烂鳃病、肠 

道病，以及近年流行的暴发病等。 

|t 讨论 

4．1 罗非鱼引进到我国饲养后，经多年的实践 

证明 ，它们具有生长速度快、个体大，产量高，在 

我国各地普遍能得到推广养殖，其中奥尼罗非 

鱼、红罗非鱼、尼 罗罗非鱼、幅寿鱼等是受养鱼 

者和消费者欢迎的种类。 

●．2 丽鲷科鱼类种类很多。 目前引进 我 国 饲 

养的罗非鱼类有 3属 10个种和品种，可能实际 

引进的种类还要多，这不包括从国外引进我国 

作观赏用的蠹种丽鲷科鱼类。它们中的许多种 

类在归属问题上有争议，如何使它们在分类问 

题上更科学和合理，有待今后进一步研究。 

4．3 罗非鱼种闻容易在自然环境中繁殖后 代， 

种与品种间易于混杂退化，个体变小，在生产上 

造成产量下降，给进一步发展生产带来困难，为 

此建议我国建立专门的罗非鱼良种选育 基 地， 

为生产部门提供大量纯种和亲鱼。 

4．4 罗非鱼是一类不耐低温的鱼类，在我国大 

部分地区还不能越冬，给养鱼生产带来困难，今 

后在引进罗非鱼的其他品种时可因地制宜地选 

择耐寒的种和品种，或通过杂交途径培养耐寒 

的种和品种，此类问题有待今后研究和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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