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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年我国皱纹盘鲍苗种及成体发生大规模

死亡以来 北方鲍鱼产量一直处于低谷阶段 鲍鱼人

工育苗及养殖严重受阻 年开始增产 但速度缓

慢 生产极不稳定 ∀南方福建东山一带 目前发生鲍鱼

大规模死亡现象 并有向南方拓展之势 如广东湛江 !

汕头 !汕尾也发生鲍鱼大规模死亡现象 ∀海南省政府

决定 今后几年内全省计划大力发展鲍类养殖 全省

计划几年内发展网箱养鲍 ≅ 箱 许多企业大力

开展工厂化养鲍 ∀本文针对海南养殖九孔鲍的独特特

点 从养殖模式及养成技术的操作和管理 以及养殖

过程中存在的诸多问题作一简要的综述 ∀

九孔鲍生物学特性

九孔鲍属软体动物门 腹足纲 前鳃亚纲 原始

腹足目 鲍科 鲍属 ∀王子臣等 年认为九孔鲍为

杂色鲍的亚种 九孔鲍与杂色鲍很相似 但从一些生

物学参数来看有明显不同 ∀如后者壳面的螺胁较前者

明显 且前者壳背的出水孔均为 ∗ 个 杂色鲍为

∗ 个≈ ∀另外 最小生殖个体有差异 杂色鲍为

龄 壳长 九孔鲍为 龄 壳长 ∀九孔鲍

生长快 综合指数的年增长速率的 Κ值为 杂色

鲍的增长速率 Κ值的为 ≈ ∀一般壳长为

的九孔鲍苗种春季开始投放 经 ∗ 个月的养殖就

可达到商品上市规格 ∀从栖息环境看 九孔鲍

主要生活在潮间带上区至 水深之间≈ ∀王如才等

认为其生活史主要为受精卵孵化为鲍幼体 包括

担轮幼体 面盘幼体 匍匐幼体 上足分化幼体 经变

态发育到幼鲍 !稚鲍 再在人工管理等条件下养成商

品鲍 ∀九孔鲍在生长过程中 生存温度为 ∗ ε 生

长温度为 ∗ ε 最适生长温度为 ∗ ε ∀年

平均盐度范围 ∗ ∀ 值 ∗ 海水含氧量不

低于 ∀海南水域温度 !盐度与最适生长因素较

为相仿 如 三亚市渔业贸易公司亚龙湾鲍鱼实验场

年平均气温 ε 海水温度 ∗ ε 年平均

盐度范围 ∗ 与最适生长因素较为相仿 ∀

精养模式 工厂化养成技术

养殖设备

主要有养成池 养殖笼 饵料洗理池等 ∀

养殖笼 用黑色硬塑料制作 长方体 长宽高为

≅ ≅ 各面具孔 正面设活动门 笼

内设 片隔板养成池 深度一般在 ∗ 之

间 单池面积 ∗ 多个并联 池底布有 ∗ 条

充气管 以养殖笼为附着基 ∀养殖笼一般层叠起捆为

一组 每组 个笼居多 叠放的高度比养殖池深度低

∗ 底层笼离池底 左右 并有规则地列

为 排 中间并列 排 两侧靠池边长各 排 两侧排

与中间排之间留有 左右的工作道 笼门向工作

道 中间两排同一端要留 的过道 ∀

饵料洗理池 一般为长方形 深 左右 长宽为

≅ 并联设多个 墙厚 池底向排水口一

端倾斜 池内设散气管排水口 离池底 ∗ 处

铺上用支架 木柱 支撑着的胶丝网 ∀

种苗投放

在投苗之前 必须对养鲍场各项设施的完好性

进行检查 对养殖池和养殖器材的消毒情况进行测

试 ∀供水 !供电系统的配置必须完善充足 养殖池 养

殖笼必须消毒 ∀ 选择质量优 规格 以上的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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剥离 在剥离时 要注意最易受伤部位 ∀放笼前 先用

低浓度抗生素的海水溶液进行药浴 然后放入已装好

菜的笼内 ∀投放密度为壳长 ∗ 每笼 ∗ 个

壳长 ∗ 者 每笼 ∗ 个 壳长为 ∗

者可控制在 ∗ 个 ∀

投饵

主要为江蓠和麒麟等 每日投放量约为鲍体重

的 ∗ 在饲喂时三分饥七分饱 ∀在水温 ∗

ε 内 一般 ∗ 投饵 次 ∀每 换投麒麟菜

次 ∀在水温 ε 时 九孔鲍摄食最旺盛 ∀

水质管理

维持良好的水质 要实行全日值班制 控制适量

的水 气进入养殖池 在高温期间 要增加换水量 ∀要

求每天换水量要 ∗ 倍水体 ∀

控制水质因子的变化 要对养殖池的水质因子和

鲍的养殖情况进行测量及记录 ∀池内的水质因子需与

自然海区作比较 采取相应措施 ∀

卫生管理 工具及设备卫生管理 投饵后卫生管

理 ∀清池在排水投饵时进行 排完水 用水枪冲笼 投

饵前 要清除残饵和死鲍 死鲍要分有肉和无肉的 以

掌握适度的药物量治疗量 ∀投完饵要用高速水流再冲

笼 ∀

适时调整放养密度 随着鲍的生长 各个养殖笼

鲍的存活情况不同 成活率高的过于拥挤 成活率低

的过于稀少 这时应适当调整放养密度 ∀

做好病害防治工作 掌握鲍死亡的高峰期 饵料

的质量 ∀因此 要适当的加大充气量 加大新鲜海水的

补充量 减少投饵量 缩短投饵时间 增加抽检次数 ∀

每年春 !夏 ∗ 月 与夏 !秋 ∗ 月 之交较易发

病 成鲍在此期间不要轻易拔动 ∀

其他养殖模式

半精养模式

沉箱养殖 海区应在潮流畅通的岩礁滩处 滩

面较平坦 面积较大 大潮退潮时水深保持在

左右 水质清淅 不受污染 ∀沉箱用钢筋混凝土浇铸

上盖和底部具孔的圆桶 其构件有箱盖 !箱体 !防逃

网 防逃网框架和鲍礁等 箱内置 个鲍礁 每箱放

约 左右的鲍苗 约 到 个鲍苗幼

体 ∀

筏式养殖 硬质塑料圆筒 圆筒长 直径

两头扎网片 ∀放养密度根据鲍大小而不同 ∗

的鲍 每筒放养 ∗ 个 ∗ 的鲍 每筒

放养 个 ∀

多层圆柱形网笼 多层圆柱形网笼一般为

层 ∀每层放养 的鲍 ∗ 个 ∗ 的鲍

∗ 个 每台筏子挂 吊左右 ∀

粗养模式

潜堤网围养殖 这种养殖方式指在潮间带修筑

比高潮位低的潜堤养殖池 并要在潜堤的顶部修筑拦

网 使在涨潮时海水能漫过堤顶进入养殖池 落潮时

海水能从拦网间流出 实现自然的水交换 而拦网又

可使养殖的动物不能随流水溜出养殖池 ∀是优越的自

然条件与小型集约化精养的完美结合 ∀

存在问题与建议

存在问题

精养模式 当前 主要存在的问题是 个体

小 各剥离方法均有不同程度的损伤 饵料的过度问

题 ∀流水比换水好 但换水量过大 又增加了生产成

本 ∀

半精养模式 沉箱养殖模式 因沉箱在外海

养殖管理不易控制 如偷鲍现象严重 水质不易控制

海绵动物 !腔肠动物等污损生物的附着对养殖沉箱内

鲍的生长影响及敌害生物不易控制 在海南尤其是台

风对沉箱可造成灾害性毁灭 ∀

建议

海南目前鲍鱼的养殖主要采用工厂化养成与沉

箱养殖 工厂化养殖成本比较高 沉箱养殖在 ∗ 月

之间有大规模死亡现象 推测鲍鱼死亡是由于潮水退

去后网箱中的水比较浅 水温偏高造成的 ∀海南全省

计划几年内发展网箱养鲍 ≅ 箱 但养殖方式单

调 建议在适当的地方应采取筏式养殖与潜堤网围养

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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