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α  日本刺沙蚕 Ν εατηεσ ϕαπονιχα 的生态分布!繁殖

发育!摄食等习性非常适合对虾养殖的需要 是对虾

养殖中较理想的大型活体生物饵料品种∀ 将其移植到

对虾养成池中 既能摄食对虾残饵!粪便等有机污染

物 也能被对虾摄食∀ 这样既净化水质 改善养殖环

境 减轻养殖废水对海洋的污染 又能降低养虾成本

促进对虾生长 提高对虾自身抗病能力∀ 具有明显的

生态效益和经济效益∀ 本文对日本刺沙蚕的生态分

布!繁殖发育习性及其在中国对虾养殖中的应用进行

了研究 以期对沙蚕资源的开发利用及水产养殖有所

帮助∀

 生态特性

日本刺沙蚕个体较大 成体体长一般为 ∗

大者可达 ∀ 广泛分布于我国渤海!黄海!东

海和日本沿海∀ 主要分布于河口附近海域 以无源头

河沟两侧较多 栖息于软泥或泥沙中 营穴居生活∀ 主

要分布区密度一般为每平方米几百条 密集区可超过

条 ∀杂食性 幼体浮游阶段以单胞藻为主 开

始穴居后以底栖单胞藻!小型动植物以及鱼!虾残饵!

粪便和有机碎屑等为食∀ 适温范围为 ∗ ε 适盐

范围为 ∗ 属广温!广盐种 对环境适应能力强 易

于引进和培育∀

月下旬 沙蚕亲体开始离穴浮游向河口群集 准

备产卵∀ 浮游时间持续约 ∀ 主要离穴时间在 月

下旬∗ 月上旬 表 ∀

表 1 1993 年死河口定置网捕获日本刺沙蚕记录

时间 月 日 日捕获量 温度 ε 盐度

∗

∗

∗

∗

  日本刺沙蚕怀卵量 ∗ 粒 条 测怀

卵量亲体取自沙蚕越冬池内 ∀ 卵子为沉性卵 多黄

卵 卵黄颗粒位于卵子中央 卵径 Λ ∀精子为有尾

精子 尾部细长 长 Λ 精子顶体尖细 头部圆形

直径 Λ ∀

日本刺沙蚕在无棣沿海产卵季节自 月初开始

至 月上旬结束 月上!中旬为高峰期∀ 产卵盛期水

温 ∗ ε 产卵最低水温为 ε ∀ 年河道中

首次发现卵子的时间是 月 日 水温 ε 盐度

月 ∗ 日为产卵高峰 水温 ∗ ε 盐度

∗ ∀ 沙蚕越冬池内于 月 日首次发现沙

蚕卵子 水温 ε 盐度 月 日大批产卵

水温 ε 盐度 ∀

沙蚕发育要经过受精卵!囊胚!前担轮幼虫!后担

轮幼虫!疣足幼虫和刚节幼体等各期成为成体∀ 成熟

的精子!卵子自亲体体侧排出 体外受精 水温 ε 左

右即能正常发育∀ ε 时 大部分受精卵发育至

胞期 少数达 胞期∀笔者试验结果 表 与吴宝铃≈

所述相比 发育期明显延长 这主要是由于温度条件

不同产生的差异∀ 日本刺沙蚕刚节幼体开始下沉营穴

居生活 但体长 前经常离穴浮游于水中 后

则很少浮游于水中 开始真正营底栖穴居生活∀ 在养

虾池中 月下旬体长可达 ∗ 平均重约

条∀

表 2 日本刺沙蚕发育

发育时间 发育期 温度 ε 盐度

受精卵

后担轮幼虫

节疣足幼虫

节疣足幼虫

刚节幼体

 在中国对虾养殖中的应用

 池底处理

秋天收虾后 封闸晒池 清除污泥 翻耕池底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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遍 深 ∗ ∀然后每亩用 生石灰对池底进

行消毒处理∀ 池底清洁与松软能保证沙蚕更多!更好

地穴居∀

 移植沙蚕

适时进水是引进沙蚕的关键环节∀ 在有日本刺沙

蚕自然分布的海域 月初 当纳水河道中水温基本稳

定在 ε 以上时 每天用 目浮游生物网取样镜

检∀ 发现沙蚕卵子数量较大时 用 目锥形网过滤纳

水 使池内水深达 ∀ 纳水时机合适 池内沙蚕卵

子和幼体的数量可达 ∗ 个 最大密度

可达 个 ∀

月底 沙蚕亲体群浮时 可在河口设定置网捕

获 然后移入虾池让其自然产卵 但如果采捕时机不

适 离穴即捕 人工刺激强烈 会造成早产 影响其受

精!发育∀

沙蚕对茶籽饼敏感 不能在引入沙蚕后用茶籽饼

杀死害鱼 因而要在引入沙蚕前将池内敌害清除干

净∀

 培养基础饵料生物

自 月中旬开始 每亩虾池分 ∗ 次共施尿素

左右 沙蚕密度较大的池子加施发酵有机肥

繁殖单胞藻供幼体摄食∀ 肥水效果不好时 投喂少量

花生饼粉∀ 由于幼沙蚕生长迅速 水瘦沙蚕争食会造

成前期虾苗生长缓慢∀

 中国对虾苗放养规格

前期虾苗!沙蚕存在着明显的相互残食关系 体

长 的中国对虾能捕食体长 以下的沙蚕

∗ 的沙蚕能捕食 以下的虾苗和 ∗

的体弱!蜕皮虾苗∀ 因此 要在沙蚕体长达 ∗ 以

上时放养 ∗ 的健康虾苗以防止互相残食∀

 投饵及诱导对虾摄食沙蚕

养成前期虾苗!沙蚕互相争食 按理论投饵量满

足不了对虾生长的需要 同时易造成幼虾摄食大量幼

沙蚕∀前期应适量追肥 繁殖培养基础饵料生物∀沙蚕

密度在 条 以上时 加投少量饼粉∀经常检查

对虾摄食!生长和沙蚕数量递减情况 调整投饵量 创

造一个对虾!沙蚕都能正常生长的良好环境∀

对虾一般 后即能捕食沙蚕 大量捕食沙蚕

在 月中!下旬∀ 此时 对虾体长一般在 左右 沙

蚕体长 ∗ ∀这时适当减少投饵量 诱导对虾捕

食沙蚕∀ 一般逐渐减饵 ∗ 但不可完全停

饵∀ 适量投饵既能满足捕不到沙蚕的对虾生长的需

要 又能引诱沙蚕离穴摄饵 为对虾创造捕食沙蚕的

机会∀ 人工翻动沙蚕密度较大的池边!池底 招引对虾

争食∀

 适时收虾

月中!下旬对虾开始大量摄食沙蚕 生长迅速

快速生长期一般可持续 左右∀ 由于对虾快速增

长 排泄物急剧增加 加上沙蚕数量迅速减少不能大

量摄食池内对虾残饵!粪便等有机污染物 虾池水环

境发生较大变化 水质变肥 浮游植物大量繁殖 水色

变深 这预示着沙蚕基本被吃光 对虾快速生长期也

将结束 这时应立即收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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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海生物污着有新涂料

这是一种无毒!高效的防海生物污着的新涂料 特别适用于养殖网笼和其他网具上防止海洋生物污着∀这一

产品由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的科学家研制成功 它从海洋生物中提取并人工合成 应用于扇贝!鲍鱼等及各种

鱼类的海水养殖网笼上 经过多年在莱州!日照等沿海海域的实海挂网实验证明 可增加扇贝养殖产量 ∗

实验还证明这种生物制品无任何毒副作用∀

每公斤涂料可涂刷 ∗ 个扇贝养殖网笼 养成笼 其他网具的涂刷可以此类推∀

如果您的养殖网具有生物污着之虞 请与我们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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