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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中心副中心““中国彩鲤中国彩鲤””进宫记进宫记
本报记者 田兆玉

“寺古碑残不记年，清池媚景且留连。金鳞惯爱初斜日，玉乳长涵太古天。”明代文学家、史学家王世贞的一首《玉泉寺观鱼》，观
鱼之乐，跃然纸上。

位于大运河北首的北京城市副中心，观赏鱼养殖历史源远流长。从最初南方北上供皇家赏玩的金鱼，经过一代代培育后，姿态
万千、曼妙迷人的各色锦鲤，无不凝结着本地观赏鱼养殖者的心血。

“出生”于城市副中心的中国彩鲤在水中身姿曼妙，它们的诞生，打破了被日本锦鲤多年来在种质资源上“卡脖子”的被动境
地。日前，这些中国彩鲤还作为“特殊的副中心礼物”，被市农业农村局水产技术推广站投放到北京故宫博物院内金水河和御花园
景观池，在紫禁城“安家落户”。

走进通州区贤雅聚悦生态农业园，在暂养车间
里，一池池的观赏鱼成群嬉戏，如彩绸般柔软，似朝
霞般妩媚。这当中，身体背部和两侧有红、白、黑、
金等颜色花纹的中国彩鲤，在水波的荡漾中更显柔
美婀娜，如同水墨晕染，极具中国传统艺术魅力。

锦鲤体格健美、色彩艳丽、花纹多变、泳姿雄
然，具有极高的观赏和饲养价值，是风靡世界的一
种高档观赏鱼，被誉为“水中活宝石”“会游泳的艺
术品”。这种观赏鱼原始品种为红色鲤鱼，在明代
已非常普及，据传，锦鲤起源于我国广西龙州锦鲤、
江西兴国红鲤、浙江杭州金鲤，早期由我国传入日
本，后经日本长期人工选育，现已有100多个品种。

据文献记载，日本贵族最早将锦鲤放养在池中
以供观赏，平民难得一见。1973年作为中日两国人
民的友好使者，日本锦鲤在我国安家落户。锦鲤源
于中国，兴于日本，后又载着友谊的风帆回到中国。

“中国彩鲤是国内业者在广东和北京培育出来
的新品种，由锦鲤和镜鲤杂交，逐步选育，经过四到
五代近十年时间，最终获得这种体表侧面没有鳞
片、色彩靓丽的观赏鱼品种。与锦鲤不同，它的体
侧花纹丰满、颜色浓艳，不论俯视还是侧视都非常
漂亮。”

打破日本锦鲤种质资源垄断

中国彩鲤是镜鲤和锦鲤杂交而来，在培育
过程中耗费了观赏鱼养殖业者的大量心血。

镜鲤产自欧洲，因其表皮光滑，像镜子一样，
故被称为镜鲤。它的体型与鲤鱼相同，皮肤上光
滑少鳞，侧部和背部却有少数大小不规则的鳞片。

锦鲤由日本养殖业者从体色、花纹变异的中
国鲤鱼中选育而来，色彩表现主要集中于鱼体
背部。

杂交培育而成的中国彩鲤吸收了两者的优点，
体表没有鳞片，花纹布满全身，颜色靓丽。浓重的
色彩像浸入鱼的皮肤中一样，观赏起来更有质感。

随着市场对观赏鱼需求量的不断上升，很多家
庭开始在水族箱中饲养锦鲤，如果锦鲤单单背部有
花纹的话，侧视就不够漂亮。身体两侧都有丰富花
纹的中国彩鲤一经面世，便大放异彩。

如今，北京城市副中心又成为中国彩鲤的核心
研发地。

在北京的观赏鱼品种中，通州区贤雅聚悦生态
农业园的养殖业者经过十多年研究创新，培育出高
品质的中国彩鲤，可以说是北京观赏鱼种业发展的
优秀成果，已连续两年把自己培育的彩鲤投放到故
宫水体中。

“去年，我们培育的中国彩鲤第一次游进故宫，
当时选了 100尾大彩鲤、300尾小彩鲤，效果非常不
错，今年是中国彩鲤进故宫的第二年，我们优中选
优，又挑选了600尾送进故宫。”贤雅聚悦生态农业园
负责人贾金虎介绍。由于故宫的金水河内没有过滤
系统，投放时还搭配了一些可以调节水质的鱼类品
种，主要用于处理水中的藻类，保持水质清洁。“投
放效果喜人，无论是水体还是观赏鱼的健康状态都
不错。”

中国彩鲤的核心研发地

这些有幸游进故宫的“佳丽”是如
何养成的呢？

“可以说是优中选优，万中选一。”
贾金虎告诉记者，“进宫”的彩鲤，并非
从成年体态开始选，而是一出生就开
始遴选。

一条成年雌性中国彩鲤可产水花
（刚孵化出的彩鲤小苗）20万尾左右，30
天身长可达 3-5厘米，这时候就要进行
第一次“选美”。“我们会把所有的鱼苗
捞出来一一筛选。根据基因不同，这些
小鱼身上的着色点也不一样，根据比赛
或审美的标准，95%的鱼都会被淘汰，剩
下的 5%再养 20 天左右，长到六七厘米
长，再进行二次筛选。”

别以为这样就结束了。“候选佳丽”
们还需要经过三选、四选。“基本上，20
万水花最后只有几千尾能被留下来。
这其中，能送进故宫的都是顶级的‘明
星’。这样品质的鱼只有几百尾，其余
的几千尾只能作为商品鱼出售。”

除了“先天优势”，要想达到“进
宫”的资质，这些彩鲤还需要经过严

格的喂养。
好水才能出好鱼，为了保证水的品

质，贾金虎要时刻保证鱼池内水中的氨
氮、亚硝酸盐、PH 值、溶解氧等不能超
标。“每隔一段时间就要测试，一旦某个
数值超标，那么对于鱼儿来说就是致命
的。”贾金虎语带严肃地说。

熟悉老贾的人都知道，为了鱼他肯
下苦功肯琢磨。在生态园的暂养车间
里，一个个鱼池中，欢快的中国彩鲤成
群在水中畅快游曳。鱼池的一侧，由
塑料筐搭建的“绿网”格外醒目。“获得
好水质的重要保障就是强大的过滤系
统。”贾金虎解释，观赏鱼在池中每天
都会产生排泄物，排泄物和剩余饵料
累积在水体中对鱼体而言是有毒的，
达到一定量就能导致观赏鱼死亡。

为解这个“死扣儿”，老贾没少想办
法。最终，他通过低流引水，把流经细
菌仓的水打散，让水充分与空气接触，
释放水中的氨氮和亚硝酸盐，增加溶解
氧，保证水中各项指标的正常。这种生
化过滤方式，就是通过在生化滤材中硝

化菌的多重生化作用将有害物质分解
为无害物质。“生物模式，以菌治菌，经
济实用。”

进宫的“佳丽”们长到五个月左右
时，随着天气转凉，它们也进入了“辟
谷”期。

“五个月时，彩鲤基本体长达到 25
厘米，从10月开始，我们几乎不再喂食，
让它们的肠道、内脏休息几个月，也是
鲤科鱼类的北方养殖特点之一。”贾金
虎介绍，“不进食期间，彩鲤的质地不再
油亮，整体皮肤颜色会更加通透，绯盘
凝聚得更好，颜色会更加鲜亮。”

自从 2007年接触锦鲤养殖以来，贾
金虎就爱上了这些“水中精灵”。经过
数年蹲在池子边的耐心摸索，老贾积累
了一定经验，并加入了中国渔业协会，
开始向业内专家“拜师”合作。如今，
圈里都知道：北京通州成功培育出了
高品质中国彩鲤。现在，贾金虎和同
伴们在培育观赏鱼方面仍在不断改进
与完善，在北京通州和海口南繁基地
保种繁养。

从鱼苗开始选拔“进宫”彩鲤

再现“古都观鱼”文化风韵

除了彩鲤，中国传统的观赏鱼中，金鱼也占有很重
要的一篇。据史料记载，明、清两代在历史上均有宫廷
内养殖观赏鱼的记录。《酌中志》中提到，内宫中专门有
观鱼赏鉴的活动。清朝宫中还辟有养鱼房，由专人负责
管养。皇家贵族对观赏鱼的喜爱，促进了北京观赏鱼的
发展和观赏鱼文化的提升。

北京市水产技术推广站研究员、种业休闲科科长何
川表示，观赏鱼回到紫禁城，再现“古都观鱼”的文化风
韵，是展现新时代首都渔业发展成果风貌的有益尝
试。故宫博物院作为我国重要历史文化象征，在恢复
观赏鱼休闲景观的同时，也搭建了宣传北京市休闲渔
业、水产种业发展成果的平台，起到更好的推广作用。

采访中，贾金虎揭开了彩鲤“进宫”背后各个
环节的秘密。

选中的彩鲤在“进宫”前，还要经过合池、辟
谷、运输、调理等几个重要环节。

合池

所谓合池，就是让选中的鱼提前入住新的“集
体宿舍”。经过细菌处理后，这些鱼被投入到新池
中，这样做是杀掉每条鱼身上各自携带的细菌，以
减少鱼儿的交叉传染。

“辟谷”

合池半个月左右，小鱼基本和新同伴“熟悉”
了，此时状态也更加稳定。准备“进宫”前一周，小
鱼进入“辟谷”期。中国彩鲤应激反应特别强，如
果吃的很饱时被惊动，比如捕捞、装袋、运输，都可
能造成应激性死亡。

运输

所有准备进宫的鱼被捞上来后，需要仔细检
查，有无外伤，鱼鳃、皮肤等是否完好，确认无误后
打氧、装袋、上车。

“进宫”

进入故宫后，鱼不能直接放进河中，而是先要
连同袋子整个放到金水河里泡一个小时。这是因
为中国彩鲤比较娇贵，一旦水的温差超过 3℃，鱼
就会感冒生病。一小时后，整袋鱼从河中捞出，进
行二次检查，如果在运输过程中出现擦伤，要经过
消毒处理后才能投入河中。

调理

进河一周内，鱼不能投喂，调理一周后才能开
始进食。这可以更快地让鱼适应新环境，肠胃更
快调整至最佳状态。

【揭秘：进宫记】

保护稀有鱼品种
北京有望建立观赏鱼良保种体系

何川介绍，当前北京提出“打造种业之都”，水产
种业是渔业发展新的增长点，是“低碳环保、科技领
先、效益显著”的产业。

目前，北京市已初步完成北京地区种质资源普查
工作，摸清家底；遴选 6 家鲟鱼良种场和 6 家宫廷金
鱼保种场，传承和发扬北京渔业特色，开展种质资
源保护工作；积极建立北京市水产良保种体系；开
展种质创制和联合攻关；提高北京地区优质苗种自
给率和覆盖率，提升种质资源质量，引入优质品
种，改良已有家系，解决水产种业“卡脖子”的问
题；发挥科技优势，建立研究团队，增强成果转化，
提高生产效益。

“我们已经在全市建立了保种场，宫廷金鱼保种
场已顺利开展工作，保护了鹅头红、王字虎头、蛋种绒
球3个传统珍稀金鱼品种，恢复了保种宫廷金鱼的种
群，建立了品种家系，取得了初步成果。通州、大兴、
房山、延庆、顺义等区县的金鱼、锦鲤养殖场也在积极
申报相关品种良保种场认证。”何川表示。作为未来

“种业之都”的北京，将有望建立起自己的观赏鱼良保
种体系，实现品种保护、种苗自给、种质创制，使北京
休闲渔业、水产种业百尺竿头，更进一步。

【延伸新闻】

中国彩鲤在水中嬉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