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如

E FFE C T S O F A R TI FI CI A L C OM [P O UN D D IE T S O N S U R V 百V A L

R A T E A N D G O N A D D E V E L OPME N T O F O V E R V 江N T E R IN G

PA R E N T PR A V 刃呵S

w
u H o u

四
,

S h i D ia n z u ,

w
a n g R e n m e i

,

L iu Y u m e s
,

ca
o D a z h e n g毛G

a o x ilu n , a n d M a Y isha n

(石以翻. 必 of 撇翔磁训
,

A 朴应刃由
J

肠‘刀
,

伽咖吻
,
2 6 6 0 7 1)

(
‘不、麟叨应绍 及口怕阅 Oj 伽

己洲 ‘. 诫到尸几朋夕剐
,
2 2 2 1 0 0)

R ec eived
:

决P
.

2 4
,

19 9 1

K ey W or ds : o v er 叻
n te ring Pa

re n t Pr a w ns
,

At tif id a l e o m PO妈n d d ie ts
,
Su r讨 v al r a te 一

C o n a d d e v e lo Pm e n t

,. .

A bstr a C t

A se r ies o f e x pe r im e n ts o n s u r v iv a l r a te a n d g o n a d d e v e lo Pn 、e n t o f w in te r in g Pra w ns
,

尸如之。哪 Cll ~ 批
,

fe e d ed w ith e o n 1Po u n d d ie ts w e re ca r r ie d o u t
.

T he r e s u lts sh o w ed th a t th e s u r v iv a l r a te s o f th e Pra w n s

fe e d浏 w ith e o m po u n d d ie t w e r e 9 2
.

5 0 % a n d 8 3
.

3 3 %
, s e p a r a te ly

,
in th e firs t a n d s e e o n d e x p o r in 飞e n ta l

s ta g e s
,

w h ile th e ra tes o f th e e o n tro l pr a w n s fe ed ed w ith n e r e‘ a n d e一a m s w e re 8 4
.

1 7 % a n d 8 1
.

6 7 %
, a n d

th e r e w e r e n o s is n ifica n t d iffe r e n e es be tw e e n th e e o m po u n d fe e ded Pr aw n s a n d th e e o n tro l
·

F u r th e r

讲a e tica l te s ts g a v e s im ila r res u lts th a t th e fin a l s u r v iv a l r a tes o f th e e o m po u n d fe ed ed Pr a w n s a n d th e

e o n tro z w e re 7 3
.

’

6 1 %
a n d 7 3

.

3 3 %
r e

卿
e tiv e ly , a n d th a t th e r a te s o f 讲aw n s w h ieh g o n a d h a d d e v e lo 详d

to s ta g e Iv w e r e 6 8
.

0 % fo r th e e o m p o u n d feed e d g r o u p a n d 5 8
.

0 % fo r th e co n tr o l g r o u p
.

T hu s
,

b o th

la bo r a to ry a n d Pr a e tic a l e x pe r im e n ts in d ica ted tha t th e c o n 1 Po u n d feed w as a n a PPlie a b le d ie t to s u bs t itu d e

tra d itio n a l d ie t o f n e r e is a n d ela m s to w in te r in g Pra w n s
.

天然浮游动物在真纲育苗中应用技术的研究

勺匕匕

孙 光 柳志会 王荣中
’
王 宝利

’

段 钮
,

(山东省海水养殖研究所
,

青岛 26 6 002)

(
,

烟台市水产养殖公司
,

2 6 d 00 0 )

收稿 日期 2 9 9 2 年 5 月 16 日

关键词 真绸育苗
,

浮游动物
,

冷冻保存
,

饵料生物选择性

提要 研究 了大量米集天然浮游动物并将其应用于真纲育苗生产的技术
,

探讨 了真

纲仔稚 鱼对饵料生物的选择性
,

开辟 了鱼 类育苗新饵源
,

可 摆脱 目前过多依 锁卤 虫印

的局面
‘

结果表 明
,

全部或混合投喂 浮游动物与全部投喂 卤虫幼休相 比
,

真酬仔稚 鱼

成活率提 高 31
.

9 ~ 3月
.

4 %
,

饵料 成本降低 1 5
.

2 一 28
.

8 叮
,

而 且仔稚 鱼活 力 强
.、

无崎

形
,

生长较整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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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
,

挠足类作为鱼类育苗饵料受到 国

内外水产工作者的普遍重视
,

但 目前大多数挠

足类尚不能人工大量培养
,

而 主要依靠天然采

集图
,

且采集量少而不稳
,

成本高
。

因此
,

我们进

行了天然浮游动物的大量采集及其用于真绸育

苗的试验
,

并探讨了真绸仔稚鱼对饵料生物的

选择性
,

旨在提高育苗成活率
,

培育健壮苗种
,

降低饵料成本
,

并为合理利用和开发饵料生物

提供依据
。

1 天然浮游动物的采集

经试采调查
,

确定了大量采集养虾排水中

浮游动物的方法
,

并设计了中型 (1 5 0 目
,

网 口

6 0 X 召o em
,

网长 Zm )和大型 (1 0 0 目
,

网 口 Z X

lm
,

网长 sm )两种采集网
。

采集方法是
:

(l) 在单个虾池排水 口张挂中

型采集网
,

问隔 5一 I Om in 收网一次
,

采集达一

定量即装桶运回
。

(2 )在养虾场总排水闸门处张

挂大型 采集网
,

间 隔
.

2 0一 30 m 讯 收 网一次
,

并

将浮游动物放入小网箱暂养
,

采集达一定量即

装桶运回
。

运输时问 2 0一 组om in ,

密度 1 0一 5 0

个 /ml
,

途中一般很少死亡
。

1 9 8 9 年 7 月和 1 9 9 0 年 6 月分别在烟 台芝

果区和牟平养马岛进行了采集
,

日均采集量分

别为 呜
.

l x lo 7 个和 3
.

8 x lo ,
个

。

浮游动物中

都以太平洋纺锤水蚤为主
,

分别占 95
.

7 %和

36
.

8 %
。

此外有猛水蚤
、

小型拟哲水蚤
、

大同长

腹剑水蚤
、

瘦尾类蚤状幼虫等
。

虾池排水挂网采集法较 日本的灯诱法阁具

有操作简便
、

采集量大
、

成本低
、

受自然因素影

响较小等优点
。

但仍受天气
、

潮汐等的影响
,

难

以稳定保证供应
。

因此有条件者还可采集淡水

及天然海域的浮游动物
,

以保证育苗需要
。

料是浮游动物 (太平洋纺锤水蚤 占 95
.

8 % )和

卤虫
。

试验设 A (投喂 卤虫 )
, B (卤虫和浮游动

物按 2 : 1 密度混合投喂 )
, C (投喂浮游动物 )3

组
,

每组设一重复
。

试验中充气
、

换水
、

吸污
。

试验从 7 月 1 2 日一 2 8 日
,

水温 2 3
.

5一

2 5
.

2 ℃
。

培育结果见表 1
。

由表 l 可见 B 组和 c

组的稚鱼成活率较 A 组高 31
.

9 ~ 3峨
.

4 %
,

且

稚鱼活 泼
、

健壮
、

无 畸形
,

而 A 组稚鱼反 应迟

钝
、

体弱
、

出现脊椎弯曲的畸形
。

3 组稚鱼的生

长情况基本相同
,

但由其全长标准差 A 组 > B

组 > c 组可知
,

c 组仔稚鱼生长较整齐
。

A
,

B
,

c 3 组的饵料费用 分别 约为 19
.

1

元
、

16
.

2 元和 13
.

6 元
。

因此
, B 组和 C 组较 A

组降低饵料成本 巧
.

2 ~ 28
.

8 %
。

1 9 9 0 年进行了生产性应用
,

共采集使用浮

游动物约 召沐 1沪 个
,

育出真绸苗种 (平均全长

2 3
.

0 6 m m )5 0 余万尾
,

取得良好效果
。

2
.

2 冷冻浮游动物培育真绸仔稚鱼试验

2
。

1

浮游动物投喂真绸仔稚鱼试验
。

浮游动物替代卤虫投喂试验

试验旨在保证饵料供应
,

并简化育苗工艺
。

浮游动物主要种类有太平洋纺锤水蚤
、

太平样

宽水蚤和短尾类蚤状幼体等
。

鲜活浮游动物是

采回后投喂或经短时暂养投喂
。

冷冻浮游动物

是置于 一 5 ℃冰柜中冷冻保存 5 ~ 1相 后投喂
。

试验设 A (投喂鲜活浮游动物 )
,

B (投喂冷冻浮

游动物 )两组
,

每组设一重复
。

试验中连续充气
,

每天换水
、

吸污
。

试验自 6 月 8 日~ 17 日结束
,

水温 19
.

2 一

2 0
.

8 ℃
。

试验结果如表 2 ,

可见 B 组稚鱼成 活率

较 A 组低 18
.

峨写 (但高于表 l 的 A 组 )
,

两组

稚鱼的生长无大差别
,

活力相同
,

都无畸形
。

表

明用冷冻浮游动物育真绸苗可取得良好结果
。

限于试验条件
,

浮游动物冷冻保存未能按
“

18 一 30 ℃速冻一 巧℃保存
”

的计划进行
,

影 响

了其保存和投喂效果
。

试验发现
,

冷冻浮游动物

宜从全长 10 m m 以上的前期稚鱼开始投喂
,

并

应注意顺利完成饵料转换
。

试验在 0
.

lm 3
水体的玻璃钢槽中进行

,

饵

对月R石V E N o
.

5
,

S e Pt
. ,

1 9 9 2



3 真胡仔稚鱼对饵料生物的选择

性试验
供试仔稚鱼平均全长 9

.

2一 1 8
.

3 m m
。

试验

与所用饵料生物 (1) 卤虫和浮游动物
; (2) 轮虫

、

卤虫和浮游动物 ; (3 )浮游动物 ; (的轮虫和浮游

动物 ; (5 )轮虫和 卤虫相对应分为 5 组
,

各组根

据试验鱼的大小分为两小组
,

以探讨仔稚鱼在

不同饵料环境下及不同发育阶段对饵料生物的

选择性
。

试验中先使供试鱼胃肠排空
,

再投喂不

同饵料
, 4 om in 后 随机取样 固定

,

解剖分析其摄

饵情况
。

此外
,

还解剖分析了仔稚鱼对挠足类无节

幼体和短尾类蚤状幼体的选择性
。

解剖分析结果
:

前期仔鱼 (全长 3
.

2一 4
.

l
~ )对挠足类无节幼体的选择性强于轮虫 ;在

轮虫
、

卤虫和挠足类等同时存在时
,

后期仔鱼和

稚鱼基本不摄食轮虫 ;全长 IOm m 左右的仔稚

鱼对 卤虫有很强的选择性
,

对挠足类的选择性

较弱 ;全长 13 一 1刁m m 的稚鱼对挠足类的选择

性较强
,

对卤虫的选择性较弱 ;全长 10 ~ 1 7 m m

的稚鱼对猛水蚤的选择性强于太平洋纺锤水

蚤
;
全长 1 5 m m 以上 的稚鱼方能摄食短尾类蚤

状幼体
。

其选择性总的趋势是随着仔稚鱼的长

大和捕食能力的增强
,

所摄食的饵料 生物也变

大
;
在某一生长发育阶段有多种饵料生物同时

表 1 不同饵料投喂真鳃仔稚鱼试验结果

存在时
,

即表现 出明显或较明显的选择性
。

试验表明
,

猛水蚤和太平洋纺锤水蚤 是真

绸仔稚鱼喜食饵料
,

应探讨其大量培养技术
。

尤

其是猛水蚤对环境的适应能力强
,

易于仔稚鱼

摄食
,

是良好的饵料生物
。

4 讨论

4
.

1 采集利用虾池排水中浮游动物的必要性

和适宜性

由于多数挠足类不能大量 培养
、

卤虫营养

欠缺及微型配合饵料不够完善等原因
,

有必要

采集天然浮游动物用于育苗
。

而且我国养虾面

积广阔
,

养虾排水中以挠足类为 主的浮游动物

量很大
,

密度高于天 然海域[sj 具有较优越的采

集条件
,

应积极开发利用
。

4
.

2 浮游动物育苗效果好的营养学原因

据研究
,

对海产仔稚鱼而言
,

饵料的营养价

值主要取决于其所 含必需脂肪酸 (E FA )的种类

和 数 量[4:
,

海产鱼 类 的 EF A 是 以 20
: 5游 和

2 2
: 6 0 3 为主的高度不饱和脂肪酸 (。 3H U F^ )

。

浮游动物尤其是挠足类含有丰富的 EF A
,

如纺

锤水蚤的 。3 H U FA 含量 占总脂肪酸含量 的 30

一 61 %
,

是优良的 邵A 供给源
。

因此投喂后
,

仔

稚鱼生长 良好
,

活力强
,

畸形率低
,

成 活率高
。

如钾如

Ta b
.

1 E x Per 肠n e n 斌a l r留ul t 01 lar v a l 幽I一 fe eded wi th 山ffere n t di e ts

’’

试验组组 开始时时 结束时时 成活率 (% ))) 备注注

尾尾尾数数 平均全长 (~ ))) 尾数数 平均全长(~ )))))))

AAA III 2 4 111 8
.

555 1 3 666 2 6
.

2士 1 4
.

444 8 6
.

444 5 5
.

222 活力弱
,

有畸形形

IIIIII 2 4 11111 1 3 00000 5 3
.

9999999

BBB III 2 4 111 8
.

000 2 0 111 2 6
.

1士 1 3
.

000 8 3 444 8 7
.

111 活力强
,

无畸形形

IIIIII 2 4 ]]]]] 2 1 99999 9 0
.

0000000

CCC III 2 4 111 8
.

222 2 1 333 2 7
.

6土 9
.

666 8 8
.

444 8 9
.

666 活力强
,

无畸形形

IIIIII 2 4 11111 2 1 99999 9 0
.

9999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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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浮游动物培育真绷仔稚鱼试验结果

Ta b
.

2 lb e r巴川t 诚 肠四d 恤h 伽!恤r
ed 戒出 幼

。醉la ha t佩

试试验组组 尾数数 成活率率 平均全长 (m m ))) 平均增长长 活力测试
...

(((((((((((((((((((((% ))))))))))))))))))))))))))) (n ln l))) (% )))开开开始时时 结束时时时 开始时时 结束时时时时

AAA lll 15 333 1 5 222 9 6 888 9
.

2士 3
.

111 1 5
.

4士 5
.

666 6
。

lll 1 0 000

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 11111 5 555 1 4 88888 9
.

2士 3
.

111 1 5
.

2士 6
.

99999 10 000

BBB lll 1 5 555 12 888 7 8
.

444 9
.

2士 3
.

111 1 4
.

5士 4
.

555 5
.

666 9 999

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 11111 5 555 1 155555 9
.

2士 3
.

111 1 5
.

1士 3
.

22222 10 000

*

活力测试
:

用小捞网随机捞取稚鱼 10 尾
,

使之露空 5s
,

然后放入缸中正常培育
,
2 4h 后计算其成活率

。

钊叱摆
(3 )

过滤冲洗

、了 ;j

冷冻
一1 8 、 一 3 0

’

C

保李
一 , 勺 C

暂养

1 ~ Z d

准备采

集及运

与自工具

Z
义竺

缝遭习
一
石

后期仔鱼

稚鱼

前期仔鱼

显或较 明显的选择性
。

因此
,

在投 喂多种饵料

时
,

应合理混合
、

适时投喂
,

以有效利用饵料
,

提

高投喂效果
。

根据试验结果
,

对全长 g m m 左右

的后期仔鱼和稚鱼
,

可不混合
,

投喂轮虫
;
对全 洲

长 1 3m m 以上的稚鱼
,

在有挠足类的情况下
,

可

减少卤虫的用量或不投喂 卤虫
;
而短尾类蚤状

幼虫宜投喂全长 1 5~ 以上的稚鱼
。

4
.

5 关于浮游动物的投饵量

图 l 采集利用浮游动物育苗的工艺流程

Fi g
.

1 女he m e
of toc hn

0 1o 舀C a l p r o o 巴弥 of br ee d lng

wi th z 〔K , p如的 k to n

‘

为采集时将挠足类等的幼
、

成体分离或暂养后分离
。

遨
.

3 采集浮游动物用于鱼苗生产 的工艺

根据采集和投喂试验结果
,

提出采集利用

虾池排水中浮游动物的基本工艺流程如图 1
。

图
·

中有 3 种使用方法
:

(1) 采回后 马上投喂
,

适

于易采到浮游动物的育苗单位 ; (2 )采回后经短

期暂养再投喂
,

适于较易采到浮游动物
、

有暂养

设施
、

育苗量较少的单位
,

也可与 (1) 结合使用
,

以稳定供给
; (3) 浮游动物经冷冻保存后 投喂

,

适于不 易采到浮游动物的单位或养虾单位等自

采保存
、

出售
,

也可作为 (1 )
,

(2) 之补充
。

总之可

因地制宜选用或结合使用
。

召
.

名 关于真纲仔稚鱼对饵料生物选择性的应

用问题

试验证明
,

真鳃仔稚鱼对饵料生物具有 明

据测定
,

卤虫无节幼体约重 1 1略
,

以纺锤水

蚤为主的天然浮游挠足类平均约重 2如s[z 〕
,

约

为 卤虫的两倍
。

据解剖
,

全长 1 7
.

lm m 的真绸稚

鱼一次可摄食 卤虫 2 69 个
,

全 长 1 8
.

5 的稚鱼一

次可摄食以太平洋纺锤水蚤为主的挠足类 1 13

个
。

因此
,

单独投喂以纺锤水蚤为主的浮游动物

时
,

投饵密度应为单独投喂 卤虫时的 l /2 左右
,

而在重量上两者基本相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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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刺松藻阅奴翻m 户叩巍 )喂养鲍试验

潘忠正 于银亭

(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
,

青岛 26 607 1)

收稿 日期 19 92 年 2 月 27 日

关键词 鲍
,

刺松藻

提要 本研究首次利用大型底栖绿藻刺松藻在 夏
、

秋季高水温期进行 了鲍的喂养

试验
。

结果表明
,

刺松藻的饵料效果优于海带和裙 带菜
,

是鲍的一种优质天然饵料
。

该

发现在一定程度上解决 了夏
、

秋季高水温期鲍缺优质饵料 的困难
,

对加速鲍养技业的

发展有重要意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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