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福建省重点科技项目 2 2 ∀

收稿日期 2 2 修回日期 2 2

中国龙虾 Πανυλιρυσστιµπσονι)是我国海区特有而

重要的经济种类 ∀由于中国龙虾个体较大 !肉味鲜美 !

营养丰富 !市场广阔 因此具有很高的经济价值 ∀随着

龙虾消费量的日益增加 人们期望将其开发为近海增

养殖对象 ≈ ∀中国龙虾分布于我国东南海区 自然条

件下栖息于 深以内的沿岸水域 隐匿于岩礁的

洞穴内 昼伏夜出 具有典型的隐匿行为 ∀迄今为止未

见有关于中国龙虾栖息习性的研究报道 本文对中国

龙虾的栖息行为及其对隐蔽物的具体要求进行研究

中国龙虾栖息习性的观察

陈政强 陈昌生 吴仲庆 林楚城 贾锡伟

集美大学水产生物技术研究所 厦门

提要 于 年 月在集美大学水产学院海水养殖试验场进行中国龙虾栖息习性的试验

观察 ∀结果表明 正常温度 !盐度条件下 中国龙虾有隐匿穴居 !昼伏夜出的栖息习性 喜欢栖

息于紧身或身体易于找到依靠的水平洞穴中 并有同穴共居现象 低层洞穴的栖息率高于高

层洞穴 温度低于 ε 时 中国龙虾夜间也很少离穴活动 温度低于 ε 或高于 ε 盐度

低于 或高于 时 中国龙虾都会逃离洞穴 ∀

关键词 中国龙虾 栖息习性 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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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是为中国龙虾养殖生产实践提供必要的参考 ∀

材料与方法

1 1 材料

本试验所用中国龙虾捕自南中国海 由海南省干

法空运至福建厦门 ∀其体重为 ? 体长为

? ∀试验前先行暂养半个月 以稳定群体

恢复龙虾体力 并适应当地环境 ∀

1 2 方法

中国龙虾栖息行为的试验观察

将 尾试验龙虾放养于 ≅ ≅

的水泥池中 池内不设任何掩体 观察自然光照条件

下和黑暗条件下中国龙虾的栖息情况 ∀

在同等条件下将数量不等的试验龙虾放养于

≅ ≅ 的水泥池中 在池内设置各种

管状物 直径为 !长度 的小陶管 直径为

!长度 的大陶管 直径为 !长度

的塑料管 作为龙虾的栖息掩体 观察比较中国龙

虾在水平双通洞穴和水平单通洞穴中栖息情况的差

异性 并考察中国龙虾对水平双通洞穴 !水平单通洞

穴和垂直单通洞穴 对陶质洞穴 !塑料洞穴 对低层洞

穴 !高层洞穴 对圆形洞穴 !不规则洞穴 对大洞穴 !小

洞穴等各种类型隐蔽场所栖息的选择性 龙虾数量力

求多于管状洞穴数量 ∀

温度 !盐度 ! 值对中国龙虾栖息习性

影响的试验观察

将试验龙虾生活水体的温度 ε ! 盐度

! 值 按每日下调或上升温度 ε !盐

度 ! 值 的方法进行分别调节 通过记录龙虾

日摄食率和观察龙虾活动来了解中国龙虾栖息规律

的变化 ∀

本试验按温度 !盐度 ! 值 个试验内容分为

大组 再以调低 !调高两种试验方法将各大组分为

小组 每小组设 个平行试验 试验龙虾 尾 各

尾 ∀调节 值所用的试剂是 ≤ 和 ≤ ∀

结果

2 1 中国龙虾的栖息特点

自然光照条件下 池内设置隐蔽物 绝大多数龙

虾个体下池后迅速隐入其内 只有个别个体暂时裸栖

于池角 池内不设置隐蔽物的情况下 中国龙虾下池

后群栖于池内角落 堆成一团 白天没有任何移动 ∀不

管池内设置隐蔽物与否 中国龙虾夜间都能分散活

动 但前一种情况下 中国龙虾夜间活动较为活跃 后

一种情况下中国龙虾活动则显得较为警惕 ∀遮光条件

下 中国龙虾白昼也出穴活动 ∀中国龙虾隐入洞内的

行进方式都是卷起尾部后退而入 ∀

由直径 ! 长度 的小陶管架构起来的

隐蔽场所 无论是水平双通的洞穴还是水平单通的洞

穴 受试中国龙虾都能自由择穴而栖 并由底层爬高

至顶层栖息 但试验结果明显反映出底层洞穴的栖息

率高于上层洞穴 而且底层洞穴普遍存在同穴共居现

象 双通洞穴中中国龙虾同穴共居的个体数比单通洞

穴来得多 如图 ∀在水平双通 !水平单通

甚至垂直单通洞穴同时存在时 中国龙虾在水平双通

与水平单通洞穴中栖息率的差异性并不明显 但在垂

直洞穴中的栖息率明显比在水平洞穴的栖息率来得

低 如图 ∀

由口径相当的塑料管替代部分小陶管 无论将其

置于哪一层 中国龙虾的栖息都没有避开塑料洞穴而

趋向陶质洞穴的现象 图 ∀

图 设置水平双通小洞穴 图 设置水平单通小洞穴 图 在水平双通 左 与单通 右 小洞穴

中国龙虾的栖息情况 中国龙虾的栖息情况 同时存在时中国龙虾的栖息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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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水平单通 左 !水平双通 右 和垂直单通小

洞穴同时存在时中国龙虾栖息情况

ƒ ×

√ 2 √

图 同时设置陶质洞穴与塑料洞穴 均为单通 时中国龙

虾的栖居情况

ƒ ×

√

底层为塑料洞穴 由下而上第二层为塑料洞穴

由下而上第三层为塑料洞穴 顶层为塑料洞穴

× √ × ∏

√ ×

√ × √

由直径为 长度为 的大陶管构成

的掩蔽体 对于试验龙虾的栖息来说 洞穴的空间显

然是相当空旷的 因此 同穴共居现象尤为突出 并且

龙虾几乎都栖息于底层洞穴 如图 ∀如果洞穴

大小存在差异 那么个体较小的试验龙虾便表现出对

小洞穴的偏好 图 ∀

由小陶管形成的掩体 中国龙虾绝大多数个体栖

息于圆形洞穴内 栖居于陶管之间形成的不规则洞穴

的个体很少 而由大陶管形成隐蔽场所 由于试验龙

虾个体相对较小 因此 绝大多数个体栖居于不规则

洞穴中 栖息于圆形洞穴之内者甚少 图 ∗ 图 ∀

2 .2 温度 !盐度 !πΗ值对中国龙虾栖息的影响

试验表明 在水温 ∗ ε 范围内 中国龙

虾有主动摄食现象 如图 说明在该温度范围内中

国龙虾夜间能正常离穴活动 在 ∗ ε 范围内活

动更为活跃 ∀在 ∗ ε 的低温范围内 中国龙虾

很少离穴活动 温度低至 ε 时 中国龙虾开始逃

离掩体 表现出明显的不适症状 水温继续下降至

ε 时 中国龙虾则完全逃离洞穴并出现侧倒 !死亡现

象 ∀在高温状态下 ε 的高温便使少数体质较弱的

个体离穴栖息 !侧倒 并处于垂死状态 ε 的高

温条件下 中国龙虾全部逃离洞穴 生命垂危 ∀

图 设置水平双通大洞穴 中国龙虾的栖息情况

ƒ ×

√

图 大 左 !双通 !小 右 !单通 洞穴同时存在时中国

龙虾的栖息情况

ƒ × ∏

√ √

在盐度 ∗ 范围内 中国龙虾都有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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摄食现象 盐度低至 时开始出现停食现象 并有

个别体弱者侧倒 !昏迷 体质强壮者可以忍受到盐度

在侧倒 !昏迷之前 龙虾都逃离洞穴 盐度高达

时 中国龙虾也开始停食 并且离穴栖息 活动

能力迅速下降 盐度一旦升高至 中国龙虾便全

部逃离洞穴 而且生命垂危 详见表 ∀中国龙虾正

常摄食的盐度范围是 ∗ 在该盐度条件下

中国龙虾活泼 栖息有规律 ∀

图 不同温度下中国龙虾离穴摄食情况

ƒ ×

√ ∏ ∏

由于海水是个巨大的缓冲系统 加之试验养殖过

程中持续充气使得水中 得到不断补充 ≤ 则逐

渐被驱散 因此 人为调整后的 值很难稳定下来

调整的幅度越大 值的稳定性越差 ∀因此 无法观

察低 值和高 值对中国龙虾栖息的影响 但试

验表明 在渐变的情况下 值由 上升至 或

下降至 中国龙虾都栖息正常 活力良好 摄食率

没有明显的变化 ∀

讨论

据林汝榕 年报道 龙虾类胆小怯懦 ∀中国龙

虾也不例外 中国龙虾喜栖于紧身的圆形洞穴或易于

找到依靠的不规则洞穴中 又具有群栖的习性都是其

胆小怯懦习性的表现 ∀由于中国龙虾以后退方式进入

洞穴 因此 形状不规则的水平双通大洞穴更有利于

中国龙虾同穴隐居 并由此找到安全感 ∀

虾蟹夜间活动 白昼潜伏 !隐匿的行为既可使它

们逃避敌害 !免遭捕食 又可以减少其能量损耗 虾蟹

蜕壳活动时需要寻找隐蔽场所以避开敌害生物或同

类的攻击 ≈ ∀由此可认为 中国龙虾隐匿穴居需要隐

蔽场所 而隐蔽物设置与否 !合理与否都可能影响其

生存 !生长 池内设置掩体是养殖中国龙虾的必要条

件 ∀目前人们养殖龙虾 掩体的设置方法大致有 池内

堆放乱石以形成洞穴 池底摆设陶质涵管 !竹筒或塑

料管几种类型 ∀哪一类掩体设置方法能产生更好的养

殖效果虽目前无资可鉴 但显而可见 架设管状物作

为掩体 形成洞穴数量多 效率也较高 ∀使用陶管既经

济又方便 应是首选材料 使用塑料管则轻便 !耐用

适合于制成联体洞穴 ∀随着龙虾人工养殖业的发展

龙虾的栖息掩体的设计与建造必然会朝着轻便 ! 合

理 !高效的方向发展 而中国龙虾栖息对洞穴大小 !形

状 !方向 !高低等方面的选择性都应是设计中应当考

虑到的因素 ∀

甲壳动物的生长必须先行蜕壳 并且蜕壳顺利与

否直接影响到甲壳动物的生存与生长 ∀虽然台湾学者

钟国仁等 年曾指出 日本龙虾的生长受空间影

响很小 ∀但由于龙虾类种间可能存在差异性 因此 中

国龙虾栖息于紧身洞穴中是否影响其蜕壳 !生长需要

进一步研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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臭氧处理海水对小球藻蛋白质 !氨基酸和碳水化合物

含量的影响

王成刚 唐学玺 郑 波 汤晓华

山东海洋工程研究院 青岛

青岛海洋大学

提要 采用臭氧处理的海水培养小球藻 分析了不同生长期小球藻的蛋白质 !氨基酸 !碳水

化合物的含量 ∀结果表明 一定剂量的臭氧处理海水可提高小球藻的蛋白质含量 降低碳水化

合物的含量 提高氨基酸的绝对含量 鱼类必需氨基酸占所测氨基酸总量比例变化不大 ∀说明

该处理有利于小球藻营养价值的提高 ∀

关键词 臭氧 小球藻 蛋白质 氨基酸 碳水化合物

海洋微藻培养的主要用途之一是用于海水鱼 !虾

育苗的开口饵料 !贝类的饵料和饵料动物的饵料 因

此 对能够促进微藻生长的培养处理 需要评价该处

理对微藻营养组成和营养水平的影响 以确定该处理

在海水养殖应用中的取舍 ∀据 年 !

孙广明等 年报道 一定总氧化剂浓度的臭氧处

理的海水对有些微藻有生长促进作用 但对其培养后

微藻营养评价 尚未见报道 ∀本实验以高温消毒海水

培养的小球藻为对照 对臭氧处理海水培养的小球藻

在不同生长阶段的蛋白质 !氨基酸 !碳水化合物进行

了测定 以此对比分析了不同总氧化剂浓度的臭氧处

理海水对小球藻营养价值的影响 ∀

材料和方法

1 1 实验藻种

选用一种海洋单细胞藻 小球藻 Χηλορελλα

藻种取自青岛海洋大学太平角实验场 ∀

1 2 培养方法及条件

海水取自青岛鲁迅公园附近海域 ∀对照组海水经

孔径 Λ 醋酸纤维滤膜抽滤 !煮沸消毒 冷却后

备用 臭氧处理组海水经砂滤 !沉淀后 用青岛洁源机

电设备有限公司生产的臭氧发生器 和水气

反应罐 通入臭氧分别为 放置 用改

进的比色法 ≈ 测定其总氧化剂含量分别为 ≅

≅ 立即配成营养液 用于小球藻培

养 ∀培养液选用 营养盐配方 ≈ ∀用于微藻培养的

三角瓶 预先在 的稀盐酸中浸泡数日 蒸馏水

冲洗干净后备用 ∀培养条件 Β光强为 ∗ ¬

光 Β暗为 Β 为 ? 盐度为 ?

温度为 ? ε ∀

1 3 测试指标

蛋白质含量的测定 提取液采用 × 2
甘氨酸缓冲液 ≈含 Ω/ ς) × Ω/ ς

甘氨酸 冰浴中匀浆 在 × 2 型台式高速离心机

上以 离心 上清液即为蛋白质提

取液 然后按 年的方法进行蛋白质含量

的测定 ∀

氨基酸组分及含量的测定 将离心洗

涤收集到的单细胞藻烘干后 用 的盐酸水解

在日立 2 型氨基酸自动分析仪上进行测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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