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5���04���11 发布－ － 2025���07���01－ － 实施

黑公子小丑鱼人工繁殖技术规范

51

中华人民共和国水产行业标准

备案号：XXXX-XXXX

ＩＣＳ 65.150
CCS B

5111—2025

Technical specification of artificial breeding for black ocellaris clownfish

SC ／ Ｔ

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农村部 发 布





SC/T５１１１—２０２５

前　　言

本文件按照 GB/T１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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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专利的责任.
本文件由农业农村部渔业渔政管理局提出.
本文件由全国水产标准化技术委员会观赏鱼分技术委员会(SAC/TC１５６/SC８)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三亚热带水产研究院、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南海水产研究所、三亚崖州湾农渔业发

展有限公司.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胡静、马振华、周胜杰、白泽民、于刚、曹煜成、周发林、杨其彬、杨蕊、方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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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公子小丑鱼人工繁殖技术规范

１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黑公子小丑鱼(Amphiprionocellaris)人工繁殖的环境条件、设施设备、亲鱼培育、产
卵与孵化、鱼苗培育和病害防治的技术要求,描述了相应的证实方法.

本文件适用于黑公子小丑鱼的人工繁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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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B１１６０７　渔业水质标准

GB/T２２２１３　水产养殖术语

SC/T５１０６　观赏鱼养殖场条件 小型热带鱼

３　术语和定义

GB/T２２２１３界定的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４　环境条件

育苗场环境应满足以下条件:
a)　场址远离“三废”,不受农业、城镇生活、医疗废弃物污染,具可持续生产能力;

b) 产地周边没有对产地环境构成威胁的污染源;

c) 养殖用水方便,水源质量符合 GB１１６０７的要求;

d) 交通通信便利,电力充足.

５　设施设备

５１　基本要求

场地具备防风雨、控温、控光的条件.设施具有进出水、水体消毒及隔离检疫功能板块.养殖容器表

面光滑、无毒无害、易清洗,质量和结构符合SC/T５１０６的要求.

５２　亲鱼养殖容器

容积１００L~１５０L,可蓄水深度０４m~１２m.

５３　孵化容器

容积１００L~１５０L,可蓄水深度０８m~１２m.

５４　育苗容器

容积２００L~３００L,可蓄水深度０８m~１０m.

５５　分池养殖容器

容积５００L~６００L,可蓄水深１０m~１２m.

５６　配套设施

宜配备供气、供电、水处理、控温及控光设施,功能和结构符合SC/T５１０６的要求.

６　亲鱼培育

６１　总体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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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来亲鱼投入养殖容器前,浸泡２０min~３０min,浸泡水体为降盐、消毒处理海水,盐度较转运海水

低２~４.浸泡后隔离养殖至少２８d.避免其他人为和环境干扰.

６２　来源

自然海区采捕或者人工养殖的亲鱼,保证足够数量.

６３　选择

应选择体格健壮、体型丰满、体表洁净鲜亮、躯体完整无损、无病态、活动力强的已成熟或接近成熟的

鱼.鱼龄范围６月龄~４８月龄,鱼体全长≥４cm,体重≥０８g,肥满度系数≥１５.

６４　配对

已成熟亲鱼按１雌１雄配对,接近成熟的鱼１大１小配对.每对单独养殖.

６５　培育条件

采用充气流水培养,保持水体溶解氧≥５mg/L,水温２６℃~２９℃,日温差不超过２℃,盐度２８~３２,

pH７５~８５,氨氮≤０５mg/L,亚硝态氮≤０３mg/L,碱度≥８０mg/L.光照度２０００lx~５０００lx,每日

光照１２h.

６６　投喂

投喂配合饲料,添加比例为４％~５％质量比例的虾糜、牡蛎糜,日投饵量为亲鱼体重的３％~５％.每

日投喂３次,每次间隔以３h~４h为宜.配合饲料含脂肪１０％~１２％、粗蛋白３６％~４２％.

６７　水质管理

每日吸污１次,每１０d~１５d清刷养殖容器１次,保持水质清洁,无明显悬浮物.每日换水１次,根据

水质调整换水量.多次巡视,确保循环水通畅、供气不间断.每日早、晚检测水质,做好管理记录工作,记
录表格见附录 A.

６８　产后强化培育

亲鱼产卵后开始营养强化,为期７d.饵料投喂按６６的规定执行,逐渐加虾糜、牡蛎糜的投喂比例,
可添加鱼肝油和复合维生素强化营养;强化培育期间日投饵量为亲鱼体重的４％~６％.

水温保持２７℃~２８℃.控制光照度１０００lx~３０００lx,每日光照时间以１２h为宜.避免人为干扰

和环境噪声.

７　产卵与孵化

７１　产卵

每个亲鱼养殖容器底部放置陶瓷材料１件作为受精卵附着物,如:陶罐或陶片;采取自然交配方式,全
程避免干扰.产卵水温宜２７℃~２９℃.

７２　受精卵收集

注意观察胚胎发育情况,当胚胎发育至卵黄消失、眼睛发亮时,将受精卵连同附着物转移至孵化容器.
转移时,需确保附着的受精卵全程浸没于水下,转移操作应快速、平稳,减少颠簸.

７３　孵化

７３１　孵化条件

在转入受精卵前,孵化容器中的水需曝气１２h,水温２６℃~２９℃为宜,盐度２０~２８,pH７５~８５,
氨氮≤０５mg/L,亚硝态氮≤０３mg/L,碱度≥８０mg/L.遮光.

７３２　孵化方式

每个附着物单独占用一个孵化容器,受精卵孵化密度为１２５ind/L~５ind/L.对准卵块微充气.

８　鱼苗培育

８１　培育条件

培育水温２６℃~２９℃,最适盐度１５~２０,pH７５~８５,溶解氧≥５mg/L,氨氮≤０５mg/L,亚硝态

氮≤０３mg/L,碱度≥８０mg/L.自然光照,光照度５００lx~１０００lx.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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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２　培育密度

培育密度见表１.

表１　各发育阶段培育密度

鱼苗全长

mm

培育密度

ind/L
３~７ ０６~２６
７~２０ ０５~２０
２０~５０ ０５~１１

８３　鱼苗投喂

投喂方案见表２.

表２　各发育阶段鱼苗投喂

鱼苗日龄 饲料种类
密度

ind/mL
投喂量 日投喂次数 备注

１~３ 轮虫 ３~１０ — ４ 　第３d开始转饲料

３~７ 桡足类 ５~１０ — ４ 　第７d开始转饲料

７~１５ 卤虫无节幼体 ５ — ４ 　第１５d开始转饲料

＞１５ 配合饲料 — 　鱼体重的１５％~２５％.
摄食不积极时,停止投喂

４
　间隔６d改投１次卤虫无节

幼体

８４　水质管理

仔鱼期日换水量为１０％~２０％,稚鱼期换水量为３０％~５０％;微流水循环,日循环水量控制在２００％
左右;１００号或１２０号散气石连续微量充气,充气量随个体长大而加大;定期吸污.

８５　鱼苗分池

８５１　分池时间

当幼鱼全长达到１cm 左右时,全部移至分池养殖容器.

８５２　分池操作

采用８０目或１００目消毒的不易粘连材质捞网(如聚乙烯)和半球形水瓢捕捞转移;转移时,光照度宜

低于３０００lx.

８５３　分池培育条件

水温２５℃~３０ ℃,盐度２０~３２,pH７５~８５,溶解氧≥５ mg/L,氨氮≤０５ mg/L,亚硝态氮

≤０３mg/L,碱度≥８０mg/L.光照度５００lx~６０００lx,避免直射.

８６　鱼苗出池

当鱼苗全长达到２cm~３cm 时,即可出池.

９　防病措施

遵循以防为主,防治结合的原则,重点做好以下几个方面:

a)　选择健康、不同地理群体来源的亲鱼;

b)　保证亲鱼产前、产后营养充分投喂,环境调控等管理尽量温和;

c)　吸底、分池等操作时,动作轻柔,避免鱼苗受伤;

d)　饵料转换期要循序渐进,避免操作过急;

e)　保持水质稳定,定期进行水质检测,并采取相应措施;

f)　生产工具使用前后消毒,避免交叉感染.

１０　记录

亲鱼培育、产卵孵化、苗种培育、鱼苗出池、病害防治等过程和繁育期间用药均须建立记录档案,记录

表格见附录B和附录C.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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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A
(资料性)

水质检测记录表

水质检测记录表见表 A１.

表A１　水质检测记录表

培育容器编号: 　　　　　　　　 记录人:

日期 天气 培育阶段
室温

℃

水温

℃
盐度 pH

溶解氧

mg/L

氨氮

mg/L

亚硝态氮

mg/L

碱度

mg/L

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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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B
(资料性)

繁育过程记录

B１　亲鱼培育记录表

见表B１.

表B１　亲鱼培育记录表

养殖容器编号: 　　　　　　　　　　　记录人:

日期 天气
产卵情况

产卵量 产卵天数
饵料投喂次数 摄食情况 产卵状态 备注

　　注:无产卵情况则可不记录产卵量和产卵天数.

B２　鱼苗培育记录表

见表B２.

表B２　鱼苗培育记录表

养殖容器编号: 　　　　　　　　　　记录人:

日期 天气
饵料投喂

饵料种类 饵料数量
摄食情况 日龄 死亡情况 备注

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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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３　鱼苗出池过程记录表

见表B３.

表B３　鱼苗出池过程记录表

日期 镜检 鱼苗状态
水温

℃

溶解氧

mg/L

氨氮

mg/L
pH

数量

尾

规格

cm
鱼苗出处 记录人

B４　病害防治记录表

见表B４.

表B４　病害防治记录表

养殖容器编号: 　　　　　日期: 　　　　　记录人:

检测对象编号 规格

鱼病症状 死亡数量

水质情况 鱼体镜检情况

诊断结论 处理方法

用药注意事项 处理效果

进一步处理措施

跟踪负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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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C
(资料性)
用药记录表

用药记录表见表C１.

表C１　用药记录表

日期 天气 容器编号
药品或

化学品名称
施用方式 用药量 施用人 记录单号 安全负责人

　　注:原则上药物施用人与表格记录人为同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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