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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氏仿对虾 Παραπεναεοπσισ ηαρδωιχκιι 属

十足目 对虾族 对虾科 仿对虾属 俗称滑皮虾 !呛

虾 ∀据5浙江动物志6 甲壳类 记载 该虾为近海性

中型虾类 笔者调查体长大的达 生长于近岸

以内 可栖息于各种不同地质的海底 在浙江海

区夏季分布广 多密集于 以内的沿岸水域 ∀分布

于我国黄海南部 国外分布于巴基斯坦 !印度 !新加

坡 !马来西亚等国 ∀

该虾产量高 !肉质佳 供鲜食 呛虾味道特别鲜

美 和制成海米 是浙江近海的重要经济种之一 ∀是渔

民 月至翌年 月沿海拖虾生产的主要对象 其产

量约占全年拖虾总产量的 ∀

哈氏仿对虾生长快 !繁殖期长 !适应性强 !种群数

量大 !价格高 是一种潜在的养殖对象 ∀目前尚未见到

国内外作为养殖对象进行生物学 !繁育和养殖研究的

报道 ∀长期以来 浙江地区对虾养殖中后期虾苗缺少

严重制约养殖生产的发展 ∀为此进行该虾苗种繁育技

术的研究 以开发新的养殖品种 ∀

材料和方法

材料

试验在宁波市水产研究所基地进行 试验用水

泥池 只 其中池子规格为 ≅ ≅ 的

只 中国对虾越冬池 只 ∀育苗水经过砂滤后 再经

目网袋过滤后使用 遮光用白色布帘 散气石每

池 只 ∀

亲虾捕自象山港口海域 用活水船运输 ∀ 月

∗ 日两次共采捕亲虾 尾 其中第 批 尾

性腺发育好 性腺发育分级为 ∗ 级 多数为 ∗

级 亲虾纳精囊乳白色的精液饱满 ∀亲虾体长为

∗ 平均为 体重为 ∗

尾 平均为 尾 ∀性腺指数 ∗ ∀亲

虾培育放养密度为 尾 饵料为贻贝和杂鱼碎

块 每日投喂 次 ∀亲虾培育池水位 每天早晨

结合收集卵子换水 并清除死虾和收集蜕皮的

甲壳 ∀ 月 日至 月 日 水温范围在 ∗

ε 比重在 ∗ 的条件下 亲虾培育成活

率为 蜕皮累计为 尾次 计数头胸甲甲壳

数作为蜕皮数 ∀

亲虾运到基地的当夜开始产卵 产卵均在夜间

高峰在 前后 卵为沉性 ∀卵子用 目网收集

再用 目和 目网过滤杂物 并反复清洗后布池育

苗 ∀

方法

育苗方法参照中国对虾人工育苗方法进行 布

卵时水位控制在 并加 ∞⁄× ≅ 同时加

土霉素 ≅ 或呋喃唑酮 ≅ 预防病菌 ∀出

现 状幼体投喂叉鞭金藻 ! 海洋酵母作为开口饵料

之后投鸡蛋黄和配合饵料 配合饵料用台湾产虾片

虾片 和汇丰牌/ 人工丰年虫0 虾片 每日投喂

次 状幼体时饵料用 目筛网过滤 糠虾幼体时

用 目过滤 仔虾时用 目过滤 ∀ 状幼体 期后

逐渐开始换水 日换水量为 糠虾幼体 期后日

换水 次 每次 ∗ ∀充气量前期掌握在微沸

状 后期适当增大呈沸状 ∀根据虾苗病菌的发生情况

进行药物治疗 ∀育苗过程和水温情况记录见表 ∀

经常观察幼体状况 对刚变态幼体进行测量记

录 测量幼体用目微尺 仔虾体长用直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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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

亲虾的运输成活率和卵的孵化率

亲虾用活水船运输 从海区捕捞运到基地的运输

时间为 亲虾的运输成活率为 ∗ ∀亲

虾培育成活率为 ∀

刚产卵的卵径为 Λ 受精卵的卵膜外径为

∗ Λ ∀受精卵单位数量 用移液管取样计数为

粒 ∀ 孵化率为 ∀

幼体发育特征

哈氏仿对虾幼体发育需要经过无节幼体 期

状幼体 期 糠虾幼体 期 变态到仔虾 ∀各期幼体

体长测定见表 ∀

无节幼体尾棘对数有 ∗ 对 刚孵化的幼体体

长 Λ 期幼体体长 Λ 期幼体身体趋于

直长形 尾部出现凹形 期幼体体长 Λ 状幼

体 期出现额角刺 状幼体 期尾扇形成 糠虾幼

体 期额角上缘齿 ∗ 枚 尾棘 对 呈倒立状 ∀糠

虾幼体 期额角上缘齿 ∗ 枚 步足无螯状而呈浆

状 步足快速运动在头胸甲的腹侧形成旋涡流 糠虾

幼体 期额角上缘齿 枚 尾棘 对 仔虾 期额角

上缘齿 ∗ 枚 其中胃上齿 枚 尾棘 对 另有羽

状刚毛数对 随着仔虾进一步生长尾棘数逐渐减少

身体色素加深 体色呈土黄色 潜伏于池底部 ∀

各期幼体变态发育所需时间

在水温为 ∗ ε 比重为 ∗

的条件下 从产卵到孵出无节幼体需 到 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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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 ∗ 需要 ∗ 需要 ∗

从产卵孵化变态到仔虾需要 仔虾培育 后 体

长达到 见表 ∀

幼体培育结果

从 月 ∗ 日收卵结束 月 日出苗 共培

育出虾苗 尾 表 虾苗平均体长 以

上 育成率在 ∗ 从无节幼体到虾苗

以上的成活率 ∀

讨论

繁殖期和产卵特征

对象山港口和舟山海区的哈氏仿对虾资源和当

地市场详细的调查 该虾 ∗ 月底性腺发育明显 尤

其在 ∗ 月份性腺呈墨绿色 俗称青滑皮 初步推

断该虾繁殖期为 ∗ 月 ∀产卵特征与中国对虾相似

行多次产卵 ∀

育苗期间的两个死亡高峰

状幼体前期和糠虾期是幼体培育时的两个死

亡高峰期 ∀ 状 期时幼体 个体小 活力弱 易被病

菌感染 粘附赃物 此时应严格控制水质 ∀本实验中用

土霉素 ≅ 预处理 投喂海洋酵母 状 期身

体清洁 成活率大大提高 ∀糠虾幼体的螯足不发达 捕

食丰年虫的能力弱 造成营养不良 并且易得纤毛虫

病 幼体发病死亡率高 ∀该育苗阶段的适口饵料有待

解决 ∀

幼体的生长和出苗规格

状幼体和糠虾幼体时生长最快 尤其是糠虾

期 体长增长 ∗ Λ ∀糠虾 期体长

Λ 与长毛对虾同期幼体体长相同 仔虾 期的体长

比中国对虾和长毛对虾小 比近缘新对虾大 据吴琴

瑟观察 长毛对虾糠虾 期体长为 ∗ Λ

仔虾体长 ∗ Λ 近缘新对虾仔虾体长

∗ Λ ∀仔虾体长 以上 仔虾身体

壮实 摄食和活动能力较强 可以适应池塘养殖 ∀作者

认为哈氏仿对虾虾苗的出苗规格应为 以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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