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鲍的杂交育种高产技术研究

ΣΤΥ∆ΙΕΣ ΟΝ ΗΙΓ Η ΠΡΟ∆ΥΧΤΙΟΝ ΟΦ ΗΨΒΡΙ∆ΙΖΑΤΙΟΝ ΒΡΕΕ∆2
ΙΝΓ ΟΦ Αβαλονε

张起信 牛明宽 刘光穆 刘光雷

荣成市海洋与水产局

山东寻山水产集团公司

关键词 皱纹盘鲍 虾夷盘鲍 杂交育种

鲍的人工育苗与养殖 在我国已有近 的历

史 ∀由于多年来忽视种质改良 始终采用我国自繁自

养的鲍做亲鲍 使亲缘关系越来越近 易造成种质退

化 其后代抗逆性较差 剥离后大量死亡 ∀结果 导致

许多鲍育苗单位连年出现亏损或倒闭 ∀为此 作者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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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塔玛亚历山大藻对墨西哥湾扇贝仔贝爬升率的影响

图 塔玛亚历山大藻对墨西哥湾扇贝仔贝爬升高度的

影响

知 塔玛亚历山大藻对墨西哥湾扇贝幼体发育的各阶

段生命活动均能产生不利影响 ∀因此在自然界贝类繁

殖期 它所引发的赤潮很有可能影响贝类的幼体发

育 使其种群数量下降 给生态系统带来不良后果 ∀

结论

塔玛亚历山大藻能抑制墨西哥湾扇贝早期 ⁄形

幼虫的游泳能力 对 ⁄形幼虫的生长产生影响 使长

成的稚贝个体较小 而且它还能抑制仔贝的爬升附着

能力 ∀总之 塔玛亚历山大藻对墨西哥湾扇贝幼体发

育的各阶段均产生了不利影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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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引进日本的虾夷盘鲍 Ηαλιοτισ γιγαντεα δισχυσ

与中国的皱纹盘鲍 ( Ηαλιοτισδισχυσ δισχυσ ηαναι)进行杂

交育种技术研究 ,并取得了较好效果 ∀

材料

育苗主要设施

山东寻山水产集团公司育苗场位于桑沟湾北

畔 ∀共有鲍育苗池 个 共 水体 ∀培养基础

饵料板 张 ∀水 !气 !暖配套 沉淀池 个共

水体 砂滤池 组 滤水面积 ∀ 锅炉

台 ∀亲鲍暂养池 个共 水体 ∀

亲鲍

皱纹盘鲍从辽宁购进 头 雌鲍占 平

均壳长 从日本购进虾夷盘鲍 头 雌鲍占

平均壳长 ∀

方法

亲鲍暂养促熟

亲鲍购进后洗净入池 在 ε 水条件下稳定

周后 于 年 月 日开始升温促熟 每天升温

ε ∀光照 ¬暂养密度为皱纹盘鲍 头 虾夷

盘鲍 头 ∀当水温升至 ε 时进行恒温培养 直

至积温达到 ε 以上待采卵 ∀暂养促熟期间全部投

喂精选的鲜嫩海带 每两天 次 ∀每天全量换水

次 ∀连续微充气 ∀

采卵孵化

月 日积温达到 ε 大部分亲鲍的性腺

发育达 期 挑选部分亲鲍按品种 !雌雄分开阴干刺

激 后采卵 ∀从 月 日至 月 日先后共采 批

卵 将两个车间全部布满 采卵孵化情况见表 ∀授

精 后洗卵 孵化水温 ε 后绝大部分幼

虫达到面盘后期 开始布苗 ∀

布苗培育

布苗前将饵料板用 ≅ 敌百虫清除桡足

类 然后布苗 ∀布苗密度为 ≅ 头 左右 ∀水温

ε ∀布苗第二天换水 换水量由 个量程逐增至

个量程 ∀连续微充气 ∀在培养过程中 注意适时施肥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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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底栖饵料的生长和不定期的施药清除桡足类 ∀为了

对比杂交效果 将第一批卵分为 组 中国皱纹盘鲍

为母本 日本虾夷盘鲍为父本 日本虾夷盘鲍为母

本 中国皱纹盘鲍为父本 母本父本皆为日本虾夷

盘鲍 ≤ 母本父本皆为中国皱纹盘鲍 ⁄ ∀在整个培

育过程中一切条件相同 见表 ∀

剥离培养

剥离是根据饵料剩余和鲍苗生长情况灵活掌

握 ∀饵料较好 !密度较小的一般长至 左右剥离

密度大 !饵料差的一般长至 剥离 密度大 饵料

差 但规格不足 的 采取人工靠板 推迟剥离时

间 提高剥离规格 ∀从 月 日开始剥离 到 月

日结束 共剥离稚鲍 ≅ 头 ∀剥离下的稚鲍按

头 密度进行投喂配合饵料培养 日换量由

≅ 头 # 逐增至 ≅ 头 #

∀投饵时停止充气 其他时间连续充气 ∀饵料以中国

科学院海洋研究所和大连海水养殖场产的为主 ∀日换

水量 ∗ 个量程 ∀为了防止疾病 进行强化管理 每

天冲板 每 清池一次 每 倒池消毒处理一次 ∀

注意发病苗头及时防治 ∀

及时筛选

鲍苗大部分达到 时 密度过大 而且大

小不均 ∀为促进鲍苗生长 于 月 日开始筛选 到

月初第一遍筛选结束 共筛选鲍苗 ≅ 头 平均

规格为 ∀紧接着第二遍筛到 月 日结束

共筛选鲍苗 ≅ 头 平均规格为 ∀筛选

后 连续充气 日投饵量 ≅ ∗ ≅ 头

# 日换水量 ∗ 个量程 ∀

结果

从 月 日至 月 日 批共获授精卵

≅ 最低孵化率为 最高达 平均

为 ∀ 种授精类型的孵化率无大差异 表 ∀

月 日至 月 日共剥离稚鲍 ≅ 头

平均单位出苗量 头 平均规格为 ∀

月 日至 月 日 第一次筛鲍苗 ≅ 头

多 平均单位水体出苗量 头 平均规格

∀

月 日至 月 日 第二次筛选鲍苗 ≅

头多 平均单位水体 头 平均规格

∀

试验结果表明 组明显好于 组 ∀详见表 ∀

讨论

组的成活率 皆以第二次筛选数为准 分别为

组 !≤组 !⁄组的 倍 生长速度分

别为 倍 ∀说明鲍育苗的杂交优势 而

且以 组更为理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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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具有上百年的人工养殖锯缘青蟹 Σχψλλασερ2

ρατα ƒ 历史 ∀然而天然苗源严重不足 价格昂贵

大大地制约着增养殖业的快速发展 而生产性人工育

苗又未被突破 其中一个主要原因是 育苗的抱卵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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