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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种单胞藻培育南美白对虾 状幼体的饵料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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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美白对虾 Πεναευσ ϖανναµει 是迄今世界上公

认的养殖产量 高的三大优良虾种之一 由于其具有

生长快 出肉率高 抗病和抗环境变化能力 广温广盐

性等优点而深受养殖者喜爱 成为今年南方海水 !淡

水养殖的主要品种 ∀尤其是淡水养殖取得成功 使得

虾苗供不应求 单海南 !广东 广西三省年需求量几十

亿 但在育苗生产上普遍存在因为没有适时适量地投

喂适口饵料 造成 状幼体存活率低 影响了育苗生

产 为了解决这一问题 作者用 种单胞藻培育南美

白对虾的 状幼体 比较其摄食 !生长 !变态等方面情

况 以便找出较佳的适口饵料 为育苗生产提供一些

参考 ∀

材料和方法

材料

单胞藻 牟氏角毛藻 Χηαετοχερσ µυελλερι 绿

色巴夫藻 Παϖλοϖα ϖιϖιδισ 亚心形扁藻 Πλατψµονασ

συβχορδιφορµισ 球等鞭金藻 Ισοχηρψσισ γαλβανα 中肋

骨条藻 Σκελετονε µα χοστατυµ 等 种胞藻均取自湛江

海洋大学单胞藻纯种培养室 ∀

南美白对虾无节幼体 由湛江东海岛虾苗场

提供 ∀试验用水 在海区中抽取相对密度为 的

清澈海水经沉淀 !砂滤而得 ∀

试验器具 糖果缸 ! 三角烧瓶 ∀

试验方法

单胞藻的培养 用三角烧瓶进行一级培养

用糖果缸扩大培养 二级培养 培养用水为砂滤海水

煮至微沸腾经冷却后加入营养盐而得 ∀ 幼体的培

育 试验共设 组 每组设一个平行组 每个试验组投

喂一种单胞藻 用糖果缸培育 每个糖果缸分别加入

的砂滤海水 然后放入 只健康活力好的同步变态

为第一期的 状幼体进行培育 幼体密度为 ∀

在培育的过程中微充气 培育的水温同步变化在

∗ ε 之间 海水相对密度为 ∀

在幼体开始变态为 即开始分别投喂上述单胞

藻 每天投喂 次 投喂量见表 每次投喂前后观察

幼体摄食和拖便情况 并检查水中单胞藻的量 然后

酌情增减 灵活掌握 ∀

在试验过程中记录各组幼体的变态时间 幼体中

变态的时间 及每一幼体期的存活数量 ∀

结果

投喂 种单胞藻对南美白对虾 状幼

体变态时间的影响

投喂 种单胞藻后 南美白对虾 状幼体的变

态显著时间不同 其结果见表 ∀

从表 可以看出 试验用的 种单胞藻投喂白对

虾幼体后 从 ψ 所用的时间没有很大的差别 约

为 ? 左右 但从 ψ 则存在较大的差

异 投喂角毛藻的试验组从 ψ 为 而其他

试验组的变态时间为 ∗ 少都相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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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变态期存活率 从表 的结果来看角毛藻试验组在

各变态期中的都在 以上 从 变态至 的存

活率为 说明了角毛藻的营养丰富 !全面 很

适合南美白对虾各期 状幼体变态发育 是 佳的适

口饵料 而投喂巴夫藻 !扁藻 !骨条藻和等鞭金藻的试

验组从 ψ 的存活率分别为

和 ∀说明这 种单胞藻作为南美白对虾

状幼体的饵料是基本合适的 尤其是作为 和

期的饵料具有与角毛藻相同的饵料效果 由

ψ 和由 ψ 的各期幼体存活率都在

以上 但这 种单胞藻在 ψ 期幼体的存活率分

别只有 与角毛藻的

存活率有显著差异 Π ∀总之 在用角毛

藻 !巴夫藻 !扁藻 !骨条藻和等鞭金藻等 种饵料培育

南美白对虾 状幼体时 存活率 高的是角毛藻 其

次为巴夫藻 !扁藻 !骨条藻和等鞭金藻 从 ψ

投喂角毛藻的存活率与其他 种藻类的存活率

比较有显著差异 Π ∀

讨论

试验结果表明 用 种单胞藻培育南美

白对虾 状幼体在变态时间 ! 存活率方面都存

在显著差异 以角毛藻的饵料效果 好 其次为

巴夫藻 !扁藻 !骨条藻和等鞭金藻 ∀用角毛藻培

育 南 美 白 对 虾 各 期 状 幼 体 其 存 活 率 都 在

以上 用巴夫藻 !扁藻 !骨条藻和等鞭金

藻培育 时变态 ψ 后存活率相对低 分

别只有 ! ! 和 但用它

们培育 和 时变态后的存活率也较高 在

以上 ∀ 说明了角毛藻是南美白对虾各期

状幼体的 佳活性饵料 单纯用巴夫藻 ! 扁

藻 ! 骨条藻和等鞭金藻培育 不太合适 但可

用于培育 和 ∀

刘东超 ≈ 报道了绿色巴夫藻作为斑节

对虾 状幼体的饵料效果 认为绿色巴夫藻含

有丰富的 Β 2 脂肪酸 是斑节对虾 状幼

体的较好饵料 ∀ 据报道南美白对虾的必需脂肪

酸亚麻酸 !亚油酸 !二十碳五烯酸和二十碳六烯

酸 的 需 要 量 分 别 为 和

绿色巴夫藻基本能满足南美白对虾幼体

发育的需要 从试验的结果来看 其饵料效果虽

不及角毛藻 但从整个 ψ 的存活率为

来看 绿色巴夫藻作为南美白对虾各期 状幼体的饵

料是可行的 ∀

由于骨条藻容易培养 繁殖速度快 在我国

南方的广东 !广西 !海南等省的斑节对虾 日本对虾的

育苗中 状幼体的培育普遍采用骨条藻作为其主

(下转 2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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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角毛藻的饵料效果比其他 种单胞藻的都要

好 投喂扁藻骨条藻 !巴夫藻和等鞭金藻的变态时间

相差不大 没有显著差异 从 ψ 的变态时间也是

投喂角毛藻的短 为 而投喂扁藻 !巴夫藻 !骨

条藻和等鞭金藻的变态时间分别为

和 相差 ∗ 同样说明在

ψ 这一变态阶段投喂角毛藻的效果是 好的 ∀

总之 就影响南美白对虾 状幼体变态时间来说 角

毛藻的饵料效果很突出 幼体变态时间短 变态速率

快 而投喂扁藻 !骨条藻 !巴夫藻和等鞭金藻的幼体变

态时间没有显著差异 种单胞藻培育幼体从

ψ 的变态速率快慢依次为角毛藻 巴夫藻 扁

藻 骨条藻 球等鞭金藻 ∀

投喂 种单胞藻对南美白对虾 状幼

体存活率的影响

表 记录了 个试验组的各期幼体的存活数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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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饵料 取得了很好的效果 从试验结果来看用骨条

藻培育南美白对虾的 显然不是 理想的 若要用

则应配合虾片 !螺旋藻粉等人工饵料或混合其他单胞

藻一起投喂 幼体发育到 以后 就可以用骨条藻投

喂了 ∀

徐建荣 年 邬国民 ≈ 报道了培育南美

白对虾的 时用的饵料是角毛硅藻 这和作者的试验

结果是一致的 ∀王广军 ≈ 认为在选择培育 ∗ 的饵料

时以螺旋藻粉 !豆浆 !蛋黄为主 培育 以蛋黄 !轮虫

为主 ∀虽然这些饵料也能满足幼体发育的需要 但豆

浆 !蛋黄投饵量不易控制 投多了会污染水质 造成细

菌的大量繁殖 尤其是有发光细菌的海区更需注意 ∀

因此 建议改用角毛藻等活性饵料 既能满足幼体的

营养需要 又能改善水质 ∀

从作者从事南美白对虾育苗的经验来看

要取得育苗的成功关键在于 状幼体的培育 尤其是

期的培育 的游泳和滤食能力都较差 往往由于

适口饵料不足造成存活率低 作者认为培育南美白对

虾 状幼体应投喂混合饵料 使其营养成分得到互

补 更有利于幼体的变态发育 ∀具体的做法是 投喂充

足的上述 种单胞藻的其中之一种 好是角毛藻或

者两种混合 如果没有足够的藻液或没有合适种类的

单胞藻时应添加人工合成饵料 如投优质的虾片 按

幼体密度为 只 其每次的投喂量为

≅ ∗ ≅ 每天 ∗ 次 ∀定期投喂活性酵

母 状幼体的存活率一般都在 以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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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生长发育停滞甚至死亡 ∀而二

氧化氯是一种氧化剂 它不发生氯

化作用 ∀因此没有氯化剂的毒副作

用 ∀其安全性能已被世界卫生组织

列为 级 是国际社会公认的氯

系列消毒剂的理想的替代产品 ∀它

不仅可作为一种高效杀菌消毒剂

控制致病微生物的传播媒介 有效

地预防水产养殖中传染性疾病的

发生和流行 而且具有良好的水质

净化效果 能够增加水环境中的溶

解氧及降低化学耗氧量和氨氮量

减少水体富营养化 提供适宜的养

殖水环境 ∀因此 我们应积极推广

这一新型广谱杀菌剂 并在使用中

不断总结经验 制定相关标准 开

发使用更方便 !更安全 !更经济的

产品 使它能更好的为我们的生

产 !生活服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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