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的仔虾虽证实已感染病毒 但在 的试

验过程中幼体并不表现出患病症状 也一直未发生死

亡 分析原因可能与试验用仔虾的体长大小和试验温

度有关∀在试验 中使用仔虾体长 ∗ 试验水

温 ∗ ε 在试验 中使用仔虾体长 试验

水温 ∗ ε ∀ 据黄海所对对虾育苗生产苗种检测

结果 目前养殖用的虾苗相当一部分带有暴发性流行

病毒 但虾苗同样能够存活 只是到了养成池经一段

时间后 随着养殖池水温的升高和虾苗的生长陆续开

始大量死亡∀ 因此可以推断个体较小的虾苗在温度较

低时对暴发性流行病毒敏感性较低∀ 建议在生产上利

用这一特点 在对虾苗种培育阶段采取措施 如使用

防治病毒药物!优化养殖环境减少对虾应激反应及强

化营养提高苗种抗病能力等 培育出健康苗种供养成

生产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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氨氮对不同发育阶段卤虫的急性毒性研究

≥× ⁄≠ ≤ × ∞ × ÷ ≤ × ≠ ƒ 2 × Αρτενµ ια

σαλινα ΑΤ ∆ΙΦΦΕΡ ΕΝΤ Γ Ρ ΟΩ ΤΗ ΣΤΑΓ ΕΣ

孙建华  张青田

青岛海洋大学水产学院

  国内有关卤虫生物学方面的报道很多≈ 但未

见氨氮对不同发育期的卤虫的急性毒性试验的报道

本文选用适合于海水养殖的卤虫 海南莺歌海卤虫

为试验对象进行试验 为我国的卤虫养殖提供一定的

参考∀

 材料和方法

 材料

 卤虫卵  年采自海南岛莺歌海盐

场∀

 人工海水  用无氨蒸馏水配制 人

工海水 配方见 ≤ √ ∏ ≤ ∀

 方法

 卤虫卵的孵化 孵化方法参考文献≈

孵化的水温 ε 盐度为 光照强度为 ¬∀

 卤虫的培养 孵化后的卤虫幼体培养于

的玻璃水槽中 培养液的 值为 盐度为

水温为 ε ? ε 光照强度为 ¬ 每天

投喂小球藻 Χηλορελλα 保持小球藻的密度在 ≅

∗ ≅ 个 ∀

 急性毒性试验 无节幼体 后无节幼体

拟成虫期幼体 用 的烧杯 成体卤虫用

烧杯 分别加入 人工海水 加入不同浓

度的氯化铵后 分别加入 只卤虫 置入室温 ε

? ε 的室内 试验组及对照组各设 个重复 试验分

个梯度 共重复 次∀记录 及 的死亡率 卤

虫死亡标准以附肢 内不动为死亡∀并测定试验液

的 ⁄ 值及 值 氨氮 2 的计算以 值

水 温 ε 盐度 为准 具体 方法 参 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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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对无节幼体的 和             图  2 对后无节幼体的 和

 的急性毒性试验的剂量反应曲线               的急性毒性试验的剂量反应曲线

图  2 对拟出成虫期幼体的 和             图  2 对成体卤虫的 和

 的急性毒性试验的剂量反应曲线                  的急性毒性试验的剂量反应曲线

   用概率单位法计算 的 ≤ 值

及回归直线方程≈ ∀

 结果

不同发育期的卤虫的 的 ≤ 值 以初孵无

节幼体最高 后无节幼体的最低∀ 其顺序为 初孵无节

幼体 成体 拟成虫期幼体 后无节幼体∀ 的

≤ 值 以成体最高 拟成虫期幼体最低 其顺序为

成体 初孵无节幼体 后无节幼体 拟成虫期幼体∀

详细结果见表 ∀

图 ∗ 表明 2 浓度的对数与不同发育期

卤虫死亡率的概率单位的关系∀ 方差分析表明 2

浓度的对数与不同发育期卤虫死亡率的概率单位

的直线回归差异显著 Π ∀

表 1  ΝΗ 3−Ν 在 48 η 内对不同发育期卤虫的半致死

浓度及 95 的可信限 括号内

不同发育期的卤虫 # ≤ # ≤

无节幼体 ∗ ∗

后期无节幼体 ∗ ∗

拟成虫期幼体 ∗ ∗

成体 ∗ ∗

 讨论

有关卤虫发育的分期目前多以龄 来表

示 即在性成熟产卵前 每蜕皮一次为一龄 刚孵化的

海洋科学



无节幼体为 龄 第 次蜕皮后则为 龄∀另一种分类

方法是仿照一般甲壳类幼虫的分期名称为无节幼体

∏ ∏ 后无节幼体 ∏ ∏ 拟成虫期幼

体 ∏ ∏ ∀ 主要参考后一类的分类方法∀ 试验

中 发现不同发育期的卤虫对氨氮的耐受力有明显的

不同 其中 半致死浓度以无节幼体的最高 后无

节幼体的最低 其顺序为 无节幼体 成体 拟成体

后无节幼体∀ 但 的半致死浓度以成体的最高

拟成体的最低 其顺序为 成体 无节幼体 后无节

幼体 拟成体∀其中 的半致死浓度下降最快的是

无节幼体 其次是拟成体∀ 据廖承义 !

等报道 刚孵化的无节幼体 口与肛门尚

未开口 消化道未完全形成 靠吸收自身的卵黄为营

养∀ 在 ∗ ε 下 经过大约 后 开始第 次蜕

皮进入 龄期 再经过 多后 蜕皮进入 龄期 此

期后消化道开始具有生理功能 幼虫开始摄食∀ 卤虫

的无节幼体须经过 ∗ 次蜕皮发育为成体 成体

雌虫在每次怀卵期蜕皮 次∀ 由于甲壳类蜕皮后需要

从外界水环境中吸收水分 增加本身的体积 因此认

为 由于成体的各方面器官发育较为完善 且蜕皮次

数少 因而对环境的抵抗力也相应增强 对氨氮的耐

受力也最强∀初孵无节幼体 由于 后才开始摄食

在此期间 完全依赖卵黄维持生命活动 因而对水环

境的变化不敏感 对氨氮的耐受力较强 这与文献

2 ∏ ετ αλ 的结果一致∀ 但 后

发育成后无节幼体开始摄食 虽然摄食量较少≈ 吕

隋芬!卞伯仲 但与水环境开始接触 器官开始

发育 蜕皮次数增加 对水环境的变化开始敏感 因而

的半致死浓度比 的半致死浓度低的多 见表

∀ 拟成虫期幼体 按廖承义! 的分期应

为第 龄期∗ 龄期 此期除部分器官的外形与成体

尚有差别外 外形与成体基本相似∀ 此期外形虽然与

成体的相似 但其内部器官尚处于快速发育阶段 摄

食量加大 蜕皮次数较多 对水环境的变化敏感 因而

对氨氮的耐受力最低∀ 袁海 的研究表明 卤虫

的无节幼虫对低盐适应能力强 长到 时对盐

度的适应能力降低很大 这与本文结果类似∀ 因此 在

进行卤虫的养殖过程中 要根据卤虫不同的发育期分

别进行管理 达到高产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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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求信息# ΧΟΜΜΟ∆ΙΤΙΕΣ ΙΝΦΟΡ ΜΑΤΙΟΝ

免疫多糖 °≥ 效果不错

产品简价

免疫多糖系由天然活性多糖及其佐剂构成的口服型免疫抗病药物∀它是采用生物化学技术和微生物工程技

术从多种海洋及陆地生物以及微生物中提取而得 富含免疫多糖及多种活性因子 不含任何抗生素及化学药品∀

该产品添加于饲料中经动物口服后 可激活动物自身的免疫系统 增强机体的抗应激能力 对病毒!病菌感染及

环境恶劣等因素造成的机体免疫功能低下有显著效果 从而可在群体水平上有效地抵御不同病因的多种疾病∀

技术水平

该项成果为中国科学院/ 八五0重大应用研究成果 并于 年 月通过了中科院组织的专家的鉴定 认

为通过口服免疫方式防治病害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年获第八届全国发明展览会金奖 年被列入国家级科技

成果重点推广项目 是一类极有实用价值和发展前景的水产养殖动物口服免疫药物∀

此药物可应用于

对虾暴发性流行病的防治 鲍鱼工厂化养殖中抗病能力的提高 海水!淡水鱼类的病害防治∀

有需用药者可直接与本部联系∀

本刊编辑部    

年第 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