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波部台湾东风螺的饵料选择
表 和图 ∗ 图 综合起来看 用鲜饵投喂波部台

湾东风螺的效果比配饵好∀配饵日摄食率高 但饵料及

饵料蛋白质的消化率却较低∀ 作为鲜饵的枪乌贼肉和

虾肉 其本身经济价值高 并且饵料消化率低于罗非鱼

肉和菲律宾蛤仔肉 故不宜选 为波部台湾东风螺养殖

生产的常用饵料∀ 罗非鱼肉和菲律宾蛤仔肉日摄食量

较少 两者的饵料及饵料蛋白质的消化吸收率较高 而

它们本身的经济价值与波部台湾东风螺相比低很多

因此是波部台湾东风螺养殖生产较适宜的饵料∀ 作者

认为 目前的波部台湾东风螺养殖试验宜以鲜饵投喂

为主 但同时应加紧研制配饵的配方和加工工艺∀

 水温对波部台湾东风螺摄食量的影响
水温是影响动物新陈代谢和生长的重要生态因

子 与养殖技术控制密切相关∀ 从本实验结果知道 波

部台湾东风螺在水温 ε 以下和 ε 以上时日摄食

量急剧减少∀ 这与郑恒仲对另一亚种台湾东风螺

Βαβψλονια φορµ οσαε φορµ οσαε 的实验结果相类似≈ ∀

可见该种人工养殖应尽可能控制水温在 ε ∗ ε

之间 使其能较好地摄食和生长∀尤其应注意水温高于

ε 时投饵要控制好 若投饵过多易造成水质败坏∀

参考文献

≈  郑 重等 ∀ 海洋桡足类生物学∀ 厦门大学出版社

∗ ∀

≈  郑恒仲 ∀ 台湾水产试验所报告 ∗ ∀

≈  桥本芳郎 蔡完其译 ∀ 养鱼饲料学∀ 农业出版社

∗ ∀

≈  北御门学他 ∀日本水产学会志 31 ∗ ∀

≈   川晃 ∀ 水产增殖 29 ∗ ∀

≈  稻  三郎他 ∀ 日本水产学会志  29 ∗

∀

南方陆上水池养鲍的初步试验
Α ΠΡ ΙΛΙΜΙΝΑΡ Ψ ΕΞΠΕΡ ΙΜΕΝΤ ΟΝ ΑΒΑΛΟΝΕ ΧΥΛΤΥΡ Ε ΙΝ

ΤΑΝΚΣ ΙΝ ΣΟΥΤΗΕΝ

王素平   聂宗庆   林 斌   邱其樱   游小艇   祝 立

福州市水产科学研究所

福建省连江县水产综合场

α  为解决南方养鲍问题 作者在进行从国内外引种

试验的同时 亦开展了陆上水池养殖试验 现将陆上池

养中的部分结果报告如下∀

 摄食与生长实验

 材料与方法
实验在连江县国营水产综合场进行∀ 水池长

!宽 !平均深度 ∀ 用 孔径的

无结节聚氯乙烯网片制成 ≅ ≅ 网箱

架设于水池表层 网箱入水深 ∀每一网箱底部铺

一黑色玻璃钢波片作为幼鲍的附着基质 其面积略小

于网箱∀ 每一水池并排摆设 ∗ 个网箱∀海水从水

池顶上的塑料管小孔喷淋入各网箱 从水池的出水端

近底部处溢出∀ 日供水量一般保持在水池水体的

倍∀

在有新鲜海带季节时选用鲜海带作为饵料 其他

季节用冷藏海带或盐渍海带∀ 在摄食率试验中有空白

组 以扣除饵料本身的消长值∀

年 月 日由大连运来 周龄皱纹盘鲍

Η αλιοτισδ ισχυσηαναι 苗 平均壳长 年

月 日由福建东山县运来 周龄杂色鲍 Η δ ιϖερ2

σιχολορ 苗 平均壳长 ∀ 用于摄食率与生长试

验的放养密度 皱纹盘鲍为 只 网箱 杂色鲍为

只 网箱∀

 结果
结果示于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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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皱纹盘鲍与杂色鲍周年摄食率与生长情况

注 年 月 日∗ 月 日与 年 月 日∗ 月 日使用海带育苗冷却水降温

表 1 两种鲍在投喂不同质量海带时的摄食率

鲍种类及

平均壳长

摄食率

新鲜海带 冷藏海带 盐渍海带 海带苗

∗ ∗ ∗

ε ε ε

皱纹盘鲍

杂色鲍

∗ ∗ ∗
ε ε ε

皱纹盘鲍

杂色鲍

∗ ∗
ε ε

皱纹盘鲍 高日

杂色鲍 高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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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鲍放养密度和存活率!壳长增长的数据1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3 3 3 3

放养密度 只 网箱 平均壳长 存活数 存活率 平均壳长 净增长

只

存活数实际应为存栏数∀高密度组部分幼鲍于夜间爬出网箱到池底去 通过 Φ 检验存活率与壳长净增长差异均为高度显著3

3 Π ≈存活率 Φ 长度净增长 Φ Φ ∀

 养殖密度实验

 材料与方法
用平均壳长 的皱纹盘鲍分 个密度组∀

使用的水池!网箱与流水量同试验 ∀ 试验从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共 ∀用盐渍海带

年 月 日∗ 月 日 与鲜海带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为饵料∀ 年 月

日∗ 日平均水温为 ε 月上!中!下旬分别

为 ε ε ε 月上!中!下旬为

ε ε ε 年 月上!中!下旬为

ε ε ε 月上!中!下旬为 ε

ε ε 月上!中!下旬为 ε ε

ε 月上!中旬为 ε ε ∀

 结果
结果示于表 ∀

再用多重比较 ≥⁄ 法检验 表明 在此试验条件

下幼鲍的增长与存活率和放养密度关系极为密切∀ 密

度越高生长越慢 存活率亦越低∀ 在壳长增长之间的

个密度组 其差异均为高度显著 3 3 在存活率方

面 低密度的 个组 只 只 与高密度 个组

只 只 之间差异高度显著 3 3 而在低密

度与高密度内 组之间差异不显著∀ 表明在一定的允

许密度范围内放养密度对存活率关系不是很大∀

 在流水!停水!充气条件下对水

中某些化学因子的检测

 材料与方法
与实验 相同的条件 池内共摆投 个网箱 平

均每网箱放养量为 只∀水交换量为 倍 ∀分别

采用流水!停水!充气以观察水中 ⁄ 2 含

量变化情况∀水样采自长水池的进水端!中间与近出水

端的 个点的网箱下∀ 实验于 年 月 日与

日进行∀水温在 ε ∗ ε ∀充气时用一台 •

小充气泵 每米水池安置 个气室∀ 测 用比色法

溶解氧用 • 法 铵盐用萘氏法∀

 结果
结果见表 表明在连续第 ! 次停水 后 ⁄

值会有所下降! 2 值有所上升∀而充气对增加 ⁄

的效果很明显 即使在停水 后开始连续充气时

⁄ 值比通常淋水还高∀而 2 值的增加至一定水

平后不再继续上升 此时其数值仍在正常水质标准范

围内∀ 在全过程中 值的变化不明显∀ 从 长水

池的前中后 个位置取样 值均无明显差别∀

 讨论

在对鲍周年摄食习性实验所取得的结果和聂宗庆

等≈ 所报道的大多一致 但其中饵料效率要比菊地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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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聂宗庆等≈ 的结果低许多 这原因可能是由于实验

持续的时间差别较大∀菊地等仅实验 聂宗庆等为

而且他们是在鲍生长的适温条件下进行的 因而

饵料效率高∀但在生产养殖过程需经过较长的周期 其

中有相当多的时间由于温度条件不适于鲍的生长 但

它们为了维持正常生命活动仍需消耗一定数量的食

物 因而饵料效率要远低于短期实验所得的结

果∀    

表 3 在流水!停水!充气条件下池水中 πΗ !∆Ο 与 ΝΗ 4 −Ν 含量变化

条件 网箱号 ⁄ 2

流水时

平均

第 次停水 后

平均

第 次停水 后

平均

第 次停水 后

平均

流水 后

平均

第 次停水

充气

平均

停水 充气

平均

停水 充气

平均

总平均

注 在每次停水之间流水

  皱纹盘鲍与杂色鲍对同一饵料转换效率相差较

大 除了因实验海区低温期较长不适于杂色鲍的生长

外 仍然存在着不同种鲍对饵料的转换效率有差别的

可能性∀

在不同质量海带摄食率比较实验中 两种鲍都对

海带苗有较高的嗜食性 其次为盐渍海带与新鲜种海

带 差为冷藏海带∀对于后三者间可能也是由于海带

质地的嫩与老的差别∀ 因为加工盐渍海带是在 月下

旬 用早期收获的海带 而后两者则是 月甚至 月

的种海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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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虾病毒病害综合防治系统工程3

ΤΗΕ ΣΨΣΤΕΜ ΠΡ ΟϑΕΧΤ ΤΟ ΠΡ Ες ΕΝΤ ΑΝ∆ ΧΟΝΤΡ ΟΛ ς ΙΡ ΥΣ ∆ΙΣ−
ΕΑΣΕΣ ΟΦ ΠΡ ΑΩ Ν

陆家平  张淑美  王洪发

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 青岛

Ξ  科学管理 是对虾病害防治的极其

重要环节

虾池的生态环境对外来干扰自我调节能力小 稳

定性差 生态平衡是脆弱的 所以 要维持虾池的生态

平衡必须要用先进的科学技术来管理 用化学!生物!

物理的手段来调控 给对虾池生态环境以 大保护 避

免病害的发生∀

 生态环境的监测与保护
盲目进水换水不能保持养殖水的稳定性 是养殖

失控的表现 必须根据水质测试结果 科学地管理水

质 在对虾养成期内应每天检测水温!溶解氧! !透

明度 定期检测盐度!化学耗氧量!生物耗氧量等水质

因子 及时掌握池内基础饵料组成!生物量变化和池底

硫化氢含量 以便能随时掌握任何对对虾生长不利的

因素 迅速采取适当的处理措施∀

 水色往往是养殖水好坏的标志
透明度一般在 ∗ 这种水色对养虾 理

想 尤其在幼苗期更佳 成活率较高 池水呈现绿色 淡

绿色 !翠绿或浓绿色是大量绿藻繁殖的结果∀ 绿藻能

吸收海水中的氨氮 净化水质 对虾生长快 这种水质

也较理想 虾池出现黄绿色 是绿藻为主 并含有多种

硅藻 水系稳定 对虾活力强!摄食佳 体色鲜艳 对虾

会生长良好 池水呈现黄色主要是由金黄色鞭毛藻形

成 溶解氧较低 能抑制对虾生长 易发生病害 必须尽

快采取措施迅速改善 虾池如呈现红色!粉红色或酱

色 主要是对虾密度超过虾池负载力及硅藻类大量死

亡引起的 如呈现土灰色和土黄色 主要是水含混浊物

多 这种水质会在短时间内改变 如果呈现清水色 透

明度大 可能是使用消毒剂!漂白粉等高含氯净水剂所

致 生态受到严重破坏 池底生长大量苔类 值偏

低∀

 必须做到科学投饵

准确地掌握虾苗数量做到准确的投饵是防治对虾

病害的重要环节 如不了解虾苗数量盲目投饵 投饵过

剩会使残饵增多破坏水质!底质 投喂不足会影响虾的

生长并有可能诱发疾病∀

 封闭式养殖对虾 应充分考虑到基础饵料

的情况 一般基础饵料丰富的池子 对虾体长在

以上才开始适当投喂些配合饵料 ∗ 投饵量约

占对虾体重的 ∗ 干重 ∗ 降到

∗ ∗ 可降低到 ∗ ∀应根据估

测的对虾尾数及平均体长 参考对虾投饵量表 计算出

实际投饵数量 试投饵后 根据对虾摄食情况再进一步

调节投饵量∀为提高饵料效率 给对虾投饵时应稍欠量

投 让虾有短时间的饥饿感 呈高活动状态 对虾/ 七!

八分饱0却得到/ 十分饱0的效果∀

 对虾幼虾期和成虾期 需要较多的蛋白质

和不饱和脂肪酸 必须投喂营养全面的优质配合饵料

变质鲜活饵料及质量差!易扩散!变质发霉的合成饵料

切忌投喂 必须做到勤投少投 多种饵料交替或混和投

喂 促进对虾摄食 加快对虾生长速度∀

 幼虾期可在虾池浅水区 设投饵

点 以满足对虾向池边寻食的习性 随对虾长大逐步向

深水区投喂 切忌投入环沟中以免污染底质环境∀投饵

好全池投喂 否则会出现虾体大小不均现象∀

 当对虾大量蜕皮!水温超过 ε 以上或

低于 ε !溶解氧低于 !氨氮含量超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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