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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为泥鳅的人工养殖提供理论数据。［方法］通过室内饲养试验，测定不同温度( 15、20、25、30 ℃ ) 及不同 pH 值( 5、6、7、8、9)
下泥鳅的存活率及摄饵量。［结果］随着温度的升高，泥鳅的存活率及摄饵量均表现为先增高后降低的趋势; 随着 pH 值的升高，泥鳅
的存活率及摄饵量的变化均也表现为先增高后降低的趋势。［结论］泥鳅生长的最佳温度为 26 ～28 ℃，最佳 pH 值为 6． 6 ～7．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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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fect of Temperature and pH Value on the Survival and Feeding of Misgurnus anguillicaudatus
JIN Zhi-min et al ( Department of Biology，Mudanjiang Normal College，Mudanjiang，Heilongjiang 157012 )
Abstract ［Objective］The research aimed to provide theoretical basis for the artificial breeding of Misgurnus anguillicaudatus． ［Method］
Through the indoor feeding experiment，the survival rate and amount of feeding of Misgurnus anguillicaudatus under different temperatures( 15，
20，25，30 ℃ ) and pH values( 5，6，7，8，9) were measured． ［Result］With the increasing of the temperature，the survival rate and amount
of feeding of Misgurnus anguillicaudatus showed the trend of first rising and then reducing． With the increasing of pH value，the survival rate
and amount of feeding of Misgurnus anguillicaudatus also showed the trend of first rising and then reducing． ［Conclusion］For the growth of
Misgurnus anguillicaudatus，the best temperature was 26 － 28 ℃ and the best pH value was 6． 6 － 7．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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泥鳅( Misgurnus anguillicaudatus) ，属于鲤形目( Cyprini-
dae) 、鳅科( Cobitidae) 、花鳅亚科( Cobitinae) 、泥鳅属( Mis-
gurnus) ［1］，体细长，前端稍圆，后端侧扁，腹部圆，头小; 吻突

出，眼小，无眼下刺，须 5 对; 口小，下位，呈马蹄形; 唇软而发

达，具有细皱纹和小突起; 头部无细鳞; 体鳞极细小; 体表粘

液丰富。背鳍无硬刺，起点在腹鳍起点上方稍前; 尾鳍圆形，

尾柄上、下方有窄扁的皮褶棱起。
研究表明，从泥鳅的体表粘液中可以提取多种活性物

质，具有极高的医疗价值。泥鳅除了作为人们喜食的淡水产

品以外，还被作为一种理想的模式生物［2］，是比较理想的试

验材料。关于泥鳅的形态、生理生态特性、年龄及食性方面

的研究，国内曾有过报道［3 －6］。但随着环境条件的变化，温

度和 pH 值对泥鳅的影响未见报道，笔者试图通过实验室饲

养研究为人工养殖提供理论数据。
1 研究地点及方法

为了保证该试验的稳定性，将动物实验室的温度保持在

18 ～25 ℃。购买 2 kg 泥鳅于实验室饲养，2 周后挑选大小相

等身体健康的 36 条鱼，为确保试验的平等性，将泥鳅每 4 条

一组，放入烧杯中。每个烧杯中的水量都为 200 ml，换水时

间控制在 48 ～50 h。为测试温度对泥鳅存活和摄饵的影响，

取 4 个分好组装有泥鳅的烧杯，分别放入温度为 15、20、25、
30 ℃的恒温箱中饲养，每天定时喂食，观察泥鳅的存活率及

摄饵量。为 pH 值对泥鳅存活和摄饵的影响，另取分好组装

有泥鳅的烧杯，分别用自来水和盐酸配制( 5、6、7、8、9) 5 个

pH 值梯度，并用清水设置对照组，在室温下饲养，每天定时

喂食，观察泥鳅的存活率及摄饵量。
2 结果与分析

2． 1 温度对泥鳅存活和摄饵的影响 温度对泥鳅的存活和

摄饵有极大的影响。适当的温度对鱼类生长和发育有促进作

用，一定范围内适当增加温度对鱼类生长和发育具有正效应，

而温度过高时会抑制鱼类的生长，因此该试验设计了 4 个温度

梯度，为寻找泥鳅生长的最适温度。由表 1、2 可知，当 25 ℃
时，泥鳅的存活率最高，摄饵量最大; 当温度低于 15 ℃或高于

30 ℃时，泥鳅表现为活动力减弱，几乎不摄食，在自然界条件

下，泥鳅就进入泥中进行冬眠和夏眠，而在烧杯内不能适应而

死亡。然后在温度 23、24、26、27、28、29 ℃下做了补充试验，结

果表明在温度为 26 ～28 ℃条件下无论个体大小其存活率及摄

饵量都是最佳的。如果利用人工池进行养殖时，如遇到低温要

进行保暖措施，试验表明高温对泥鳅生长很不利，高温时要进

行换水和遮荫，进行降温防止泥鳅死亡。

表 1 不同温度和 pH 值下泥鳅存活率

Table 1 Survival rate of loach under different temperatures and pH

values

参数

Parameters
pH 值 pH value

5 6 7 8 9
温度 Temperature∥℃
15 20 25 30

处理前数量∥条 4 4 4 4 4 4 4 4 4
No． of fish
时间∥d 18 18 18 18 18 18 18 18 18
Time
处理后鱼数量∥条 1 2 4 3 1 1 2 4 0
No． of the fish after test
存活率∥% 25 50 100 75 25 25 50 100 0
Survival rate

2． 2 pH 值对泥鳅的存活和摄饵的影响 pH 值对泥鳅的

存活和摄饵也有一定的影响。该试验设定了 5 个 pH 值梯度

分别为 5、6、7、8、9。由表 3 可知，当 pH 值为 7 时，泥鳅的存

活率最高及摄饵量最大; 然后在 pH 值为 6． 2、6． 4、6． 6、6． 8、
7． 2、7． 4 做了补充试验，由表 4 可看出，在 pH 值为 6． 6 ～ 7． 2
时存活率及摄饵量都是最佳的，泥鳅的生存 pH 值是偏酸的。
3 小结

在做补充试验时随机选取 10 只泥鳅大小差别很大，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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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食量分析，但观察发现在 pH 值 6． 6 ～7． 2 的条件下泥鳅活

动和摄饵都很活跃，而温度为 26 ～ 28 ℃的泥鳅活动和摄饵

都也很活跃。该试验只持续了 20 d，长时间的酸性环境泥鳅

是否能长期忍受，是否对生长发育有不良影响，还需要进一

步研究。

表 2 不同温度下每天的摄饵量

Table 2 Daily feeding amount under different temperatures g

温度∥℃

Temperature
1 d 2 d 3 d 4 d 5 d 6 d 7 d 8 d 9 d 10 d 11 d 12 d 13 d 14 d 15 d 16 d 17 d 18 d

15 5． 46 5． 19 4． 93 4． 79 3． 94 3． 83 3． 75 3． 54 3． 52 2． 63 2． 66 2． 61 2． 54 2． 47 2． 33 2． 24 1． 09 0． 84
20 5． 63 5． 58 5． 51 5． 42 5． 14 4． 86 3． 99 3． 76 3． 72 3． 66 3． 62 3． 58 3． 49 2． 61 2． 52 2． 47 2． 42 2． 37
25 5． 66 5． 71 5． 69 5． 75 5． 7 5． 78 5． 75 5． 72 5． 77 5． 86 5． 81 5． 84 5． 89 5． 81 5． 83 5． 78 5． 86 5． 88
30 4． 82 2． 19 1． 36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表 3 不同 pH 值下每天的摄饵量

Table 3 Daily feeding amount under different pH values g

pH 值

pH value
1 d 2 d 3 d 4 d 5 d 6 d 7 d 8 d 9 d 10 d 11 d 12 d 13 d 14 d 15 d 16 d 17 d 18 d

5 5． 70 5． 68 5． 12 4． 16 4． 09 3． 18 3． 45 3． 15 3． 20 3． 25 3． 21 2． 57 2． 41 2． 71 2． 10 2． 10 1． 87 0． 45
6 5． 74 5． 74 5． 70 5． 61 5． 49 5． 36 5． 33 5． 21 5． 07 4． 98 4． 89 4． 03 3． 94 3． 81 3． 75 3． 99 3． 90 3． 82
7 5． 71 5． 73 5． 69 5． 77 5． 70 5． 78 5． 74 5． 72 5． 72 5． 85 5． 80 5． 84 5． 89 5． 91 5． 87 5． 84 5． 88 5． 88
8 5． 70 5． 62 5． 49 5． 37 5． 24 4． 11 4． 05 3． 97 3． 89 3． 81 3． 75 3． 70 3． 67 2． 69 2． 54 2． 49 2． 41 2． 23
9 5． 78 5． 54 5． 29 4． 16 4． 09 3． 97 3． 84 3． 77 3． 65 3． 54 2． 68 2． 54 2． 46 2． 37 2． 23 1． 11 0． 98 0． 91

表 4 不同温度和 pH 值下泥鳅存活率

Table 4 Survival rate of Loach under different temperatures and pH values

参数

Parameters
pH 值 pH value

6． 2 6． 4 6． 6 6． 8 7． 2 7． 4
温度 Temperature∥℃

23 24 26 27 28 29
处理前鱼数量 No． of fish∥条 10 10 10 10 10 10 10 10 10 10 10 10
时间 Time∥d 20 20 20 20 20 20 20 20 20 20 20 20
处理后鱼数量 No． of the fish after test∥条 2 5 10 10 8 1 7 7 9 10 9 2
存活率 Survival rate∥% 20 50 100 100 100 10 60 70 90 100 90 20

该研究不仅可为今后的相关研究奠定基础，还可为广大

的鱼类饲养爱好者提供参考数据，对不同的鱼种养殖时进行

分别“处理”，为鱼类更好的生长提供了有力保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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