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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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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鲍的摄食 习性
,

国 内外许多科学工作

者 [l一目曾以多种海藻为材料进行了大量的试验

研究
,

试验结果表明
,

褐藻类的海带
、

裙带菜
、

巨

藻等是鲍最喜摄食的天然饵料
。

摄食率高
、

生长

较快
。

然而令人遗憾的是
,

鲍喜欢摄食的褐藻类

海藻的生长季节不能与鲍的摄食生长季节完全

同步
。

海带
、

裙带菜的生长旺季是冬
、

春季
,

夏初

则 开始老化
、

腐烂
。

而鲍的春
、

秋季摄食最旺盛
,

夏季较差
,

冬季则 因水温低
、

摄食活动减弱或不

摄食
。

因而
,

由于生长季节不同
,

海带
、

裙带菜只

能满足 鲍春季的摄食需要
,

从春末夏初至年底

缺乏鲍喜欢摄食的饵料
,

影响了鲍的生长速度
。

所以
,

研究和发现适宜鲍夏
、

秋季喜食饵料是发

展鲍养殖业所面临的重要课题
。

在我国黄
、

渤海及东海沿岸
,

特别是黄
、

渤

海沿岸的潮间带从春末开始
,

直到年底生长有

数量较多的大型底栖绿藻— 刺松藻
,

但以其

作为鲍饵料的研究至今未见有报道
。

本研究在

夏
、

秋季以刺松藻作饵料进行了投喂试验
,

现将

实验结果报道如下
。

岛区薛家岛海湾进行
。

2 材料和方法 -~

试验用鲍为平均壳长 51
.

Om m 的皱纹盘

鲍 临砚奴 is d

~
加二i ) 8 0 只

,

置 于 底 面 直径

3 0c m
,

高 55
c m 的柱形 黑色塑料养殖筒 内

,

吊养

于浮架下水深 2 一 2
.

sm 处
。

试验用饵料是着生

于潮间带和 浮架上的大型底栖绿藻刺松藻
,

每

5d 投喂一次
。

投饵前后将饵料称重
,

记录投饵

量和残饵量
。

由于每次投限相距时间较短
,

。

饵料

本身的消长系数忽略不计
。

每次投饵时测定并

记录水温
。

3 结 果

试验结果与试验期间的水温变化如表 」和
·

‘

图 l 所示
。

4 讨 论

1 时间和地点

1 9 91 年 7 月 31 日一 12 月 8 日在青岛市黄

4
.

1 由于试验材料的季节限制
,

不能用刺

松藻与海带和裙带菜同时进行对比试验
,

为了

表 1 鲍摄食刺松藻的生长与摄食率

Ta b
.

1 G r o 喇l一 a n d fo o d e

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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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ted 戒th C’山m .

户呷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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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日期期 天数数 温温 壳长长 体重重 壳长长 体重重 壳长长 体重重 壳长长 重率率 饵率率

(((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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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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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士 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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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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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 6 3 777 3 9
.

333 12
.

777 2 3
.

222 9 7
.

000 3333 l333

~~~ )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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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口

说明刺松藻饲喂鲍的饵料效果
,

此 处把日本学

者 酒 井图 1 9 6 2 年 发 表 的用 裙 带 菜 “加勿r必

娜朋艺诉勿 )和皱海带仪
月邓
~

记 , 忍纯向胡)饲 喂同一

种鲍的试验结果列于表 2 ,

以示比较
。

由表 1 和表 2 可 以清楚地看出
,

我们投喂

刺松藻 的试验
,

鲍 日增壳长 97 产1n
,

酒井投 喂裙

带菜和皱海带的 日增壳长分别为 82
.

5 和

92
.

3产1n
。

显然
,

投喂刺料松藻的饵料效果优于皱

海带和裙带菜
。

’

刁
.

2 皱纹盘鲍的最适生长水温范围是 巧

一 20 ℃
。

比较表 l 和表 2 中示 出的试验期温度
,

酒井试验的水温变化范 围是 1 3
.

04 一 1 9
.

96 ℃
,

」了月刀乃活 名口助从心召泞
,

N o
.

5
,

S ePt
. ,

1 9 9 2



基本在最适生长温度范围内
。

而投喂刺松藻的

试验温度变化范围是 10 一 26
.

2 ℃
,

即试验 温度

的下限低于最适温度下限 5 ℃
,

上限高于最适温

度上限 6
.

2 ℃
,

且从图 1 示出的试验期的水温 曲

线可以看出
,

在整个试验期 中
,

有 50 d 左右的时

间试验 鲍生长于 2 4 ℃ 以上 的高 水温期 中
。

因

此
,

有理 由可 以预测
,

如在适 温期 内投 喂刺松

藻
,

应该会得到更好的试验结果
。

表 2 鲍摄食裙带菜和皱海带的生长与摄食率[s]

Ta b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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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日日期期 天数数 温温 壳长长 体重重 壳长长 体重重 壳长长 体重重 壳长长 重率率 饵率率

(((((年
.

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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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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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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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验用鲍各为 10 只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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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份 )

一种新型天然优质饵料的采用
,

目前将在一 定

程度上缓解鲍养殖上夏
、

秋季缺少优质饵料 的

困难
。

今后如能把刺松藻像海带一样进行大面

积 的人工养殖
,

那么鲍在周年生长期 内就可 都

有理想饵料可以摄食
。

这无疑会明显加快鲍的

生长速度
,

缩短鲍的生长周期
,

因而也就会加快

鲍养殖业以较快的速度发展
。

4
.

召 关于刺松藻的营养成份
,

目前还未见

有资料报道
,

作者认为有必要开展这方面 的研

究工作
。

5 结 论

图 1 试验期水温

Fi g
.

1 Th
e

wa
te r ten l

pe
r a tu r e d u rin g e x Pe rim e n

4
.

3 刺松藻是绿藻 门
,

松藻 目
,

松藻科 的

一种大型底栖绿藻
,

是黄
、

渤海及东海沿岸的常

见海藻
,

着生 于潮间带
,

藻体大
、

数量多
,

易采

集
。

特别是
,

这种海藻生长期长
,

从春末夏初至

年底 都有生长
,

它的自然生长季节恰好填补 了

鲍喜欢摄食的海带
、

裙带菜等海藻老化
、

腐烂之

后缺少喜食饵料的困难时期
。

刺松藻作为鲍的

本试验的结果表 明
,

利用大型底栖绿藻 刺

松藻在夏
、

秋季高水温期作饵料喂鲍
,

其饵料效

果优于海带和裙带菜
,

可以加快鲍的生长速度
,

缩短鲍的生长周期
,

是鲍养成期的一种天然理

想饵料
。

刺松藻的采用为鲍养殖业在一定程度

上解决了夏
、

秋季缺少优质饵料的困难
。

对加速

鲍养殖业的发展有重要意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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