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海中∀ 投喂新鲜海藻按 ∗ 投喂一次即可 若投喂

干海带或夏季高温期投喂 按 ∗ 一次更好∀ 所投

饵料不论是鲜菜或干菜 都要切成 ∗ 的小块

切不可整根海带投喂到笼内∀ 这样可减少饵料阻流和

浮泥的沉积 有利于保持笼内的洁净 有利于鲍的生

长∀

表 筏养水层与鲍生长的关系

层 层 层 层

日期 壳长 个体重 死亡数 壳长 个体重 死亡数 壳长 个体重 死亡数 壳长 个体重 死亡数

年 月 日 个 个 个 个

合计

 强化秋季管理 提高越冬成活率

我国北方养鲍 只有春季和秋季两个适温期 共有

半年多的时间∀ 所以抓好这两个适温期的养鲍管理对

筏式养鲍是至关重要的∀ 尤其是 ∗ 月秋季适温期

意义更为重要∀ 强化秋季管理 不仅促进鲍的快速生

长 更重要的是通过秋季育肥增壮 可为鲍安全地度过

寒冬奠定基础 有利于提高越冬成活率∀荣成寻山渔业

公司 年秋 对 亩筏养鲍 共 头 采取了

经常清刷网笼 保持网笼洁净!水流畅通 适时更换笼

壁网衣 促进笼内水体交换 选择可口饵料 始终不投

喂干海带 每 投换一次饵料 保证饵料新鲜 保持

水层 冬季适当加深 坚持到水温下降到 ε 时停止

投饵∀ 结果 年 月倒笼计数时 亩鲍越冬效果

良好 平均成活率高达 平均规格 ∀ 而

在同一海区的相邻养鲍单位 由于放松了秋季管理 网

笼附着严重 越冬水层偏浅 饵料投换不及时等 其越

冬成活率仅为 平均壳长 ∀可见强化秋

季管理对养鲍生产是十分重要的∀

扇贝苗种生产中的效益观点及生态对策
ΤΗΕ ΠΡ ΟΦΙΤ ς ΙΕΩ ΑΝ∆ ΕΧΟΛΟΓ ΙΧΑΛ ΜΕΑΣΥΡ ΕΣ ΟΝ ΤΗΕ

ΣΕΕ∆ΙΝΓ ΧΥΛΤΥΡ Ε ΟΦ ΣΧΟΛΛΟΠ

刘保忠

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 青岛

α  扇贝人工育苗技术的成功 极大地促进了扇贝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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殖业的发展 使其成为我国海水养殖中的一大支柱产

业∀特别是在近十几年的发展过程中 对扇贝苗种生产

中的技术问题 人们提出了诸多的改进措施 使这一技

术已日趋成熟和完善≈ ∀但已有的工作和研究 更多的

注重了对产量的提高 对苗种生产中的生态学问题和

综合效益往往涉及不多 重视不够∀随着近年来育苗生

产中的病害流行 效益下降 上述问题应该引起重视

本文将就此提出一些见解 与同行商榷∀

 亲贝选择及进贝时间

在早期的育苗生产中 人们比较关心种贝个体大

小 而现在对亲贝养殖环境及遗传背景的关注已成为

共识∀亲贝的养殖环境优良 死亡率低 肥满度好 个体

大小整齐已成为人们综合考虑的因素≈ ∀ 另外 在买

进亲贝时 采取多点!分批进贝的措施 这样既可以提

高保险系数 防止以往单一地点进贝面临的一旦发病

全军覆灭的危险 同时分批进贝缓解了生产同步化对

厂家造成的巨大生产压力 又可避免一次性大批量出

苗所面临的价格风险∀

随着育苗厂家的增多 苗种生产已日趋成为买方

市场 育苗厂家竞争日益激烈 尽早出苗可以在竞争中

处于主动∀ 因此 这就要求厂家必须提早进贝 力争早

出苗 出大苗∀

在正视这一现实的同时 也必须防止进贝时间盲

目提前 越来越早的趋势∀ 亲贝性腺的发育和成熟 决

定于亲贝养殖及人工催熟过程中的有效积温 但也不

能忽视低温条件下亲贝体内营养物质的积累过程∀ 近

两年许多厂家出现的亲贝培养时间长 催熟困难 与种

贝的肥满度差 进贝时间过早不无关系∀亲贝过早进入

池内催熟 培育时间过长 增加了生产成本∀同时 人工

培育时间过早过长 对饵料的消耗大 而早春的低温环

境正是饵料培养较为困难的阶段 优质饵料的供应就

比较困难∀ 再者 因对亲贝提温过早过快 造成生殖腺

发育不同步 生殖细胞质量差 给后序的采卵和幼虫培

育带来一系列问题∀

 幼虫培育

人们曾尝试在幼虫培育阶段采用高密度培养的方

法以提高单位水体的出苗量 但如果对育苗的全程进

行综合考虑 则高密度培育所带来的收效未必十分明

显∀首先 早期幼虫培育密度过高 对饵料的需求量大

幼虫的平均生长速度减缓 眼点的出现推迟 无形中使

风险增加 另外 如果投放附着基前单位水体的幼虫数

量过多 附着基上附苗过密 则幼苗易脱落!保苗率降

低∀ 因此 应适当控制幼虫密度 早期培养以每毫升水

体不超过 个为宜 投放附着基前的幼虫密度 每毫

升水体达到 个已能满足需要∀

幼虫培育过程饵料的供应十分关键 优质和多品

种的鲜活生物饵料的供应是生产成功的前提和保障∀

目前 等鞭金藻 及扁藻都是幼虫培养中常

用的优质饵料∀多种饵料混合投喂的幼虫 其生长发育

明显优于单一饵料饲育的幼虫≈ ∀应该注意的是 饵料

培育过程中水体消毒时药品的用量不可随意加大 否

则消毒药品的残留及中和药物可能影响藻类的生长

更为严重的是投喂后对幼虫也会造成不利影响∀ 饵料

投喂量应随着幼虫的生长逐步增加 但应该注意的是

投放附着基后至幼虫变态前饵料投喂量应适当减少∀

研究发现 双壳类幼虫在变态期间能量的消耗主要来

源于体内已储存的中性脂和蛋白质的氧化≈ ∀

 抗生素的使用

抗生素并不是包治百病的灵丹妙药∀ 一种抗生素

只对一定种类的微生物有抗菌作用∀ 盲目使用某种抗

生素 对致病菌未必有效 却常使一些菌株调整或改变

代谢途径 从而产生耐药性∀新药的开发及使用的速度

总是无法跟上病菌变异的速度 而强力广谱抗生素及

多种抗生素的混合使用更使情形恶化∀ 所以应当慎用

抗生素以保持水体环境及生物体内的自然平衡∀

扇贝育苗生产的特点 限制了抗生素的施用方式

只能通过向培养水体内投放药物 以对水体或扇贝体

内的致病菌产生抑制或杀灭作用∀而培育水体之大 换

水次数之频 使抗生素的用量就十分可观 成为育苗生

产中一项很大的投入 病原菌不清!目的性不强及对抗

生素在海水中的稳定性及作用方式了解不够 究竟能

有多大的效用也就值得怀疑∀ 对于目前尚无法搞清的

病害 在加大投入!加强研究的同时 预防为主始终是

一条正确的途径∀但施用抗生素并非唯一的预防手段

甚至不能算作一种好的预防手段∀ 注意培养水体的净

化!培育池及育苗设施的消毒!优质鲜活饵料的使用等

都是十分重要的技术措施∀

 保苗措施的探讨

利用海区进行保苗具有投资小!水交换好 饵料种

类丰富 且最接近扇贝生长的自然生态环境∀ 但是 实

际生产中能同时具备水交换好!风浪小!饵料丰富的海

区往往不易得到 近年来兴起的虾池保苗很好地解决

了这一难题≈ ∀ 利用闲置的虾池进行扇贝苗种的中间

育成 存在着以下优点 虾池是可控的封闭水体!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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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海上风浪对苗种的不利影响 可提高保苗率 虾

池水温比自然海区高 苗种生长速度快 可缩短育成

期 早出苗 通过人工肥水 可加大虾池内饵料密度

促进苗种生长∀

在肯定这一技术措施的同时 也应该避免其可能

带来的不利影响 虾池毕竟是一个基本封闭的环境 苗

的密度大 水交换差 如果换水不能满足要求 就会造

成池内水质下降 影响苗种的生长 严重时甚至会危及

到贝苗的存活 在生产中也曾发生因虾池水质恶化造

成苗种死亡绝产的教训∀因此 利用虾池进行保苗时应

保证换水量 单位水体苗种数量不能过多 网袋用料不

宜过密 并注意适时清洗附泥和分袋∀

拥有良好保苗海区的生产厂家 应该充分利用这

一有利条件 不能千篇一律地利用虾池保苗 应认识到

虾池保苗潜在的不利因素及生产成本的增加∀ 至于有

些地方利用塑料大棚保苗!沉淀池保苗等 因规模不可

能太大 生产成本高 目前尚不具备大规模推广的可

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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Ξ  贝类人工育苗是解决养殖苗种的重要途径 而选

择适宜的幼虫饵料则是育苗成败的关键因素之一∀ 国

内 外 关 于 双 壳 类 幼 虫 饵 料 的 研 究 曾 有 不 少 报

道≈ 但紫彩血蛤 Ν υτταλλια ολιϖαχεα 幼虫适宜饵

料的研究 尚未见报道∀本试验用贝类育苗中常用的

种单胞藻为饵料 单种投喂或混合投喂 就饵料对紫彩

血蛤幼虫生长发育!存活率和变态率的影响进行了研

究∀

 材料和方法

 材料

 饵料种类 小球藻 Χηλορελλα ∀亚心

形 扁 藻 Πλατψµ ονασ συβχορδ ιφορµ ισ ! 新 月 菱 形 藻

Ν ιτζσχηια χλοστεριυµ ! 湛 江 叉 鞭 金 藻 ∆ ιχρατερια

ζηανϕιανγ ενσισ ∏ ∂ !球等鞭金藻 Ισοχηρψσισ

γ αλβανα 和 共 种∀

 面盘幼虫 亲贝采自烟台芝罘地峡东岸

的 龄贝 用阴干升温法获得精卵 然后进行人工授

精 在 ∗ ε 下经 孵出面盘幼虫∀

 实验方法

 实验条件 实验用水取天然海水 盐度为

砂滤后用 • 紫外灯照射 加硫酸链

霉素 单位 和青霉素 钾盐 单位 ∀

用 烧杯培养 选同批 ⁄ 型幼虫 按容积法等份

于各实验组中 培养密度为 个 每组两杯 一杯

供取样观察测量 另一杯用于实验结果时计数幼虫存

活率和变态率∀ 水温 ∗ ε 光照强度为 ∗

¬∀ 实验于 年和 年进行 共重复 次∀

 ⁄ 型面盘幼虫开口饵料实验 分 组

分别以 种单胞藻为饵料 投放密度除扁藻为

个 外 其余均为 个 ∀连续观察

海洋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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