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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对虾亲虾驯养过程蜕壳和死亡规律的实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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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对虾 Πεναευσϕαπονιχυσ 是我国海水养殖的

经济种类之一 ∀近年来 对虾养殖业遭受病害 损失惨

重 使这一渔业支柱产业滑到将要崩溃的边缘 ∀人们

在选择养殖品种上对原来北方地区主养中国对虾

Π.χηινενσισ) !南方主养斑节对虾( Π. µονοδον)和长毛

对虾 ( Π.πενχιλλατυσ) 的格局作了相应的调整 , 日本对

虾备受青睐 ,其养殖面积及区域不断扩大 ∀目前 ,我国

南起海南北至辽宁都已形成大规模生产 ,并日益扩大
≈ ∀

国内外关于日本对虾亲虾越冬 促熟多有报道

对虾人工催熟的技术在生产中也已得到广泛应用 ∀然

而 随着日本对虾养殖面积的不断扩大 亲虾需求量

的不断增加 亲虾资源日愈匮乏 ∀因此 进一步研究如

何提高日本对虾亲虾的质量和延长使用寿命的问题

至关重要 ∀本文主要报道台湾产的日本对虾亲虾在我

国北方地区驯养过程蜕壳和死亡规律的实验结果 ∀

实验材料与方法

实验用日本对虾亲虾全部产自于台湾澎湖海

区 以木屑低温休眠干运法空运途径香港转山东青

岛 规格为 ∗ 尾 无机械损伤 体色鲜艳 ∀时

间和数据如下 第 批 年 月 日 尾 第

批 年 月 日 尾 第 批 年 月

日 尾 合计 尾 ∀亲虾在山东省青岛市王哥

庄土寨育苗场驯养 育苗场的培苗水体 配套

有对虾育苗生产的一切设备和器具 ∀亲虾的日常管理

按商业性生产无节幼体的要求 饵料以富含高度不饱

和脂酸 × 的活砂蚕 花蛤 !蟹肉 !鱿鱼等 日投量

为亲虾体重的 ∗ 视摄食情况而定 水温

ε ? ε 盐度 ∗ ∗ 水位 ∗

∀日换水量 以上 光照强度尽可能控制全暗 ∀饵

料种类 活沙蚕 !花蛤 !蟹肉 !鱿鱼肉等 ∀

结果

驯养过程亲虾蜕壳和死亡的规律

对虾蜕壳是一个连续的 !复杂的 !极其重要的生

理过程 是完成变态发育以及生长所必需的 然而 对

于精荚人工移植和再交配技术尚未突破的日本对虾

来说 亲虾的蜕壳就意味着失去使用价值 它价同死

亡 ∀因此 去除或减少蜕壳因素 延长繁殖周期时间

是目前提高日本对虾亲虾利用率和无节幼体产量的

有效办法 ∀从表 !图 可知 亲虾刚入池时 一般是不

蜕壳的 ∀驯养至第 天 亲虾产卵步入高峰 开始出现

蜕壳 在亲虾产卵高峰阶段的第 ∗ 天 亲虾蜕壳

率都处较低水平 为 ∗ ∀接着 亲虾产卵

量略有下降的第 ! 天 蜕壳率反而稍有上升达

∗ ∀驯养的第 ∗ 天 亲虾产卵量

快速下降 而亲虾蜕壳则猛增至 ∗ ∀

最后 亲虾产卵活动到了尾声 由于蜕壳的亲虾不再

加入繁殖群体和驯养过程 亲虾逐日死亡 ∀所以 存活

的亲虾量约占总量 其中还有 亲虾是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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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 /尽管卵巢发育到达第 期 成熟期 但由于自身

吸收而未能产卵0 ≈ /不育0的或者性腺退化的 蜕壳

率锐减为 ∀累计蜕壳率为 ∀因此 日本对

虾亲虾在一个人工驯养的繁殖周期里的蜕壳规律可

以分为 个期 即 无蜕壳期 ∗ 低蜕壳率期

∗ 蜕壳率上升期 ∗ 蜕壳率高峰期

∗ 和蜕壳率锐减期 以后 ∀

亲虾的死亡变化相对较平缓 从入池驯养至第

天日死亡率处于 ∗ 之间 其中对亲虾施镊

烫法切除眼柄手术后的第 ∗ 天 日死亡率略有上

升 达 ∀之后 由于亲虾已逐渐适应了驯养环

境 日死亡率不仅能维持平稳 而且略有下降 至第

天达到最低值为 ∀第 天 亲虾驯养已进

入繁殖周期的后期 亲虾已经历了产卵活动 能量消

耗大 日死亡率又呈上升趋势 第 天达最高峰为

∀累计死亡率达 是影响亲虾利用率的主

导因素 ∀

表 中亲虾日存活量示亲虾逐日存活变化情况

其递减较为缓慢 到繁殖周期末 第 天 亲虾存活

数还有 尾 占总亲虾数的 ∀

亲虾驯养过程蜕壳前兆的表征和行为

变化

亲虾的质量直接关系到育苗的成败 关系到无

节幼体的质量和产量 ∀质量优良的亲虾 体色鲜艳 有

光泽 焕亮 体表光滑透明 手抓时 湿滑不留手 ∀驯养

过程中 体姿稳健 常常平匍池底 不在水体中过多地

游动以减少能量消耗 ∀摄食强度大 日摄食量可达体

重的 ∗ 性腺发育良好 发育速度快 ∀亲虾参

与繁殖活动后 除死亡因素影响亲虾的存池数量外

亲虾的蜕壳也是生死攸关的生理过程 ∀随着驯养日数

的后移 亲虾表观上甲壳逐渐失去鲜艳的光泽 体表

的光滑透明度也随之下降 渐渐变得混浊不清 手抓

时感觉又粗糙又涩 新壳于旧壳下依稀可见 行为上

出现烦躁不安 不停地游动 活动量明显增大 ∀亲虾的

蜕壳多发生在夜间 临近蜕壳的亲虾活动频率加快

蜕壳时甲壳膨松 腹部向胸部折叠 !反复屈伸 ∀随着身

体的剧烈弹动 头胸甲向上翻起 身体屈曲自壳中蜕

出 然后继续弹动身体 将尾部与附肢自旧壳中抽

出 ∀刚蜕壳的亲虾活动力弱 有时会侧卧水底 ∀

讨论

日本对虾亲虾培养过程中如何减缓蜕壳以及充

分利用蜕壳亲虾 这不仅仅是简单的降低生产成本 !

提高经济效益的问题 而更重要的是解当前日本对虾

养殖亲虾紧缺的燃眉之急和为其资源保护与可持续

利用提供科学依据 ∀在本实验中 尾亲虾于繁殖

周期内逐渐蜕壳的亲虾累计达 尾 占总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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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这些亲虾经蜕壳后 其活力 !摄食强度以及

腺发育速度等生物学指标都非常好 就因为蜕壳丢了

精荚 无法利用 深感痛惜 ∀为此 笔者曾做过精荚移

植的尝试 都没有成功 这可能与日本对虾纳精囊结

构的特殊性有关 它虽与中国对虾 !斑节对虾和长毛

对虾一样属封闭式 但其结构较为特殊 外壳为环形

突起形成一向体前方开口的袋状囊≈ ∀ 年笔者又

在山东省海阳市进行了日本对虾蜕壳亲虾在人工驯

养条件下再交配的实验 实验使用了 尾次蜕壳亲

虾 雄性亲虾 尾 实验分 组 初步结果 具体另文

报道 是蜕壳亲虾再交配率最高达 水温 !底

质 !光照强度和亲虾雌雄比例是影响再交配率的主要

因素 ∀因此 可以认为在培养条件下再交配是日本对

虾蜕壳亲虾再利用的最有效途径 ∀

水环境稳定在亲虾培养的过程中是非常重要的

任何一项水环境要素如温 !盐 ! 等等的剧变都将会

给亲虾的性腺发育 产卵和蜕壳等带来不利的影响

轻者性腺发育受阻 诱发蜕壳 重者导致死亡 ∀例如

从亲虾的捕获至整个驯养过程 无论何时亲虾与淡水

雨水 只要短瞬间的接触 即盐度梯度剧变 就会引

起亲虾弓背 不摄食而亡 ∀在生产实践中常常遇到这

样的例子 如台风 !热风暴 !暴风雨等气候因素的剧

变 对亲虾质量都产生严重的影响 这一点在生产时

定购亲虾应加以注意 ∀因此 维持亲虾驯养环境的稳

定是至关重要的 ∀

文中提出日本对虾亲虾的蜕壳规律是对来自台

湾 以木屑低温休眠干运法运输的亲虾而言 因为不

同地方种群 或使用不同运输技术的亲虾其蜕壳规

律 死亡率和繁殖周期的变化存在着较大的差异 如

水运法长途运输的亲虾繁殖周期要比本实验所用方

法短得多 仅有 左右 因此 在生产上应视具体

情况安排生产计划 ∀根据吴会川≈ 的综述 在斑节对

虾的繁殖群体中 占总数 的亲虾尽管卵巢发

育达到第 期 成熟期 但由于自身吸收而未能产

卵 ∀在本实验中也有同样的现象 只是这部分亲虾的

比例小些 只占总数的 左右 ∀在实验过程中 也未

见这部分/不育0亲虾有蜕壳现象 ∀这一现象的成因

可能是对虾在漫长的进化历程中自然选择的结果 是

由遗传因素决定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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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珠母贝 Πινχταδα µαξιµα 主要分布在

热带海区 栖息在低潮线至水深 或更深处 其

栖息地多为石砾海底或砂质底 全年环境因子 如水

温 !盐度和底质等变化很小≈ ∀

大珠母贝个体大 !生长快 能生产大型优质珍珠

贝壳可做贝雕和药用 经济价值高 是我国重点开发

的珍贵品种 ∀但大珠母贝人工苗在海区养成过程中成

活率很低 特别是下海 ∗ 个月 壳高 ∗ 时大

量死亡 严重制约大珠母贝养殖业的发展 ∀国内有关

单位对此进行了研究 但至今对大珠母贝苗在海区养

殖大量死亡的原因还不明了 ∀为了在大珠母贝人工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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