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耳鲍人工养殖的可行性研究

黄 勃 王小兵 刘杰俊

海南大学农学院 海口

提要 经过 的养殖实验 研究了耳鲍 Ηαλιοτισ ασινινα 在海南省人工养殖的可行性 发现

室外水泥池池底波纹板流水养殖 其生长速度快 年平均壳长增长率为 成活率高达

∀比我省主要鲍鱼养殖品种九孔鲍和杂色鲍年平均壳长增长率分别高了 和

成活率高了 和 ∀同时证实耳鲍不适合室内目前通用的工厂化笼养 ∀

关键词 耳鲍 人工养殖 成活率

耳鲍 Ηαλιοτισ ασινινα 又称驴耳鲍 是一种海产经

济贝类 具有极高的食用价值和药用价值 ∀耳鲍隶属

于软体动物门 ! 腹足纲 ! 前鳃亚纲

° !原始腹足目 !鲍科

!鲍属 Ηαλιοτισ ∀耳鲍和九孔鲍及杂色鲍

同属暖水性鲍 分布于热带和亚热带海洋 ∀在我国主

要分布在海南岛沿海 是海南省重要的鲍鱼经济品种

之一 ∀耳鲍贝壳较小 !狭长且薄 !形似耳状 故得其

名 ∀壳面分布有云片状的紫 !褐 !绿等色彩 有的还掺

有各种色彩混合的斑带和斑点 内壳呈淡紫色或银白

色 具珍珠光泽 壳少肉多 足部特别发达 具呼吸孔

∗ 个 其生活习性与九孔鲍相近 喜生活在潮流畅

通 !水质清澈 !底为岩礁盘的海区 昼伏夜行 活动能

力强 主要分布在 ∗ 深水层 ∀生存温度在 ∗

ε 之间 在 ∗ ε 时可正常生长 最适生长温度为

∗ ε 狭盐性 适盐范围为 ∗ 主食藻类 褐

藻最好 绿藻 !红藻次之 ∀雌雄异体 发育成熟时雌性

性腺淡绿色 雄性性腺淡白色 ∀目前我国南方主要养

殖九孔鲍和杂色鲍 耳鲍的人工养殖 在国内未见报道∀

材料与方法

年 月从市场上购得耳鲍苗 只 壳长

∗ 放于三亚市亚龙湾龙坡鲍鱼场进行养

殖驯化实验 ∀驯化条件为 海水温度在 ∗ ε 之

间 年平均气温为 ε 海水年平均盐度变化范围

为 ∗ ∀实验采用室外水泥池池底波纹板流水养殖

及室内工厂化笼养两种模式 ∀前者的养殖驯化时间为

年 月至 年 月 后者为 年 月 ∗
月 ∀室外水泥池池底波纹板流水养殖的水泥池 大小

为 ≅ ≅ 室内工厂化笼养的养殖池

为室内水泥池 大小为 ≅ ≅ 养殖笼大小

为 ≅ ≅ 每个笼中放 只实验鲍 共

放 个笼 ∀饵料投喂以江蓠 !麒麟菜为主 ∀其它的日常

管理与九孔杂色鲍一样 ∀

结果与分析

各发育阶段的生物学参数
在养殖过程之中 比较了池底波纹板流水养殖

模式与室内工厂化笼养殖模式的养殖结果 并测量了

有关生物学参数 见表 !表 !表 和表 ∀

养成存活情况

在养殖过程中 一直保持了良好的水质 进行了

合理的管理 ∀在池底波纹板流水养殖中 实验鲍除在

刚放入养成池养成时有 只弱小不健壮鲍和 只因

人工操作不小心引起死亡外 其余鲍均存活 成活率

达到 ∀室内工厂化笼养中 从实验开始到

年 月 日实验结束时 实验鲍死亡 只 成活率只

有 ∀

表 1  池底波纹板流水养殖 ,随机抽样测量实验幼鲍体长

及体重

Ταβ .1  Αδυλτοιδ ρεαρινγ ιν τηε βοττο µ οφ σθυαρε πονδ

体长 体重 体长 体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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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池底波纹板流水养殖 ,随机抽样测量实验成鲍体长

及体重

Ταβ .2  Αδυλτ ρεαρινγ ιν τηε βοττο µ οφ σθυαρε πονδ

体长 体重 雌雄

α ⎯

体长 体重 雌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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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室内工厂化笼养 ,随机抽样测量实验幼鲍体长及体

重

Ταβ .3  Αδυλτοιδ ρεαρινγ ιν χαγε

体长 体重 体长 体重

        

表 4  室内工厂化笼养 ,随机抽样测量实验成鲍体长及体

重

Ταβ .4  Αδυλτ ρεαρινγ ιν χαγε

体长 体重 体长 体重

        

鲍的生长情况
整个养殖期间 养殖平均水温大部分时间都处

于耳鲍的最适生长水温范围内 该场的海水盐度也完

全能满足耳鲍的生长需要 ∀在池底波纹板流水养殖

中 月份时 大部分个体性腺已发育了 肉眼已

能观察到雌鲍淡绿色性腺 雄鲍性腺增长了

平均体重增重率高达 体重 最大个

体壳长 体重 ∀
在室内工厂化笼养中 实验鲍生长缓慢 于

年 月 日停止实验时 实验鲍的最大个体壳长只有

体重 最小个体壳长 体重

∀在池底波纹板流水养殖实验中 耳鲍生长正

常 没有出现异常情况 也无病害发生 实验鲍生长快

速 经过一年的养殖 鲍平均壳长从原来的

增长到 年增长率过到了 平均体重从

原来的 增加到了 年增重率达到了

成活率则高达 比海南省的主要鲍鱼养

殖品种九孔鲍和杂色鲍平均壳长年增量分别提高

和 成活率提高 和 九孔鲍

和杂色鲍的平均壳长年增长率分别为 和

成活率分别为 和 ∀根据作者在鲍

鱼场获得的资料 规格为 ∗ 的九孔鲍和杂色鲍

体重多数在 ∗ 之间 而相同规格的耳鲍体重则

在 以上 在出肉率方面占有明显的优势 经济效

益明显高于九孔鲍和杂色鲍 ∀
在耳鲍室内工厂化笼养实验中 耳鲍生长速度缓

慢 初步估计其原因大概是因为耳鲍活动能力强 !个
体大 网笼规格小 限制了其生长 其最终原因还有待

进一步试验研究 ∀
综上所述 国内未见有耳鲍人工养殖成功的报

道 ∀耳鲍在海南省进行人工养殖基本上是可行的 其

生长快 !成活率高 !抗病力强等都是海南省主要养殖

品种九孔鲍和杂色鲍无法比拟的 ∀但由于目前耳鲍的

人工育苗技术尚未完善 要进行大规模的产业化养

殖 尚需时日 ∀因此今后对耳鲍进行全面的系统研究

对继续繁荣海南省的鲍鱼养殖业 使之成为一个可持

续发展的产业 提高经济效益有着重大意义 ∀

ΣΤΥ∆ΙΕΣ ΟΝ ΦΕΑΣΙΒΙΛΙΤΨ ΟΦ Ηαλιοτισ Ασινινε ΧΥΛΤΙς ΑΤ2
Ε∆ ΙΝ ΜΑΝ ΧΟΝΤΡ ΟΛΛΕ∆ ΕΝςΙΡ ΟΝΜΕΝΤ

• ÷ 2 2∏
∆επαρτµεντ οφ Φισηεριεσ, Ηαιναν Υνιϖερσιτψ, Ηαικου

Ρεχειϖεδ : ∏

Κεψ Ωορδσ: Ηαλιοτισ ασινινε ≤∏ ∏ ≥∏√ √

Αβστραχτ
× Ηαλιοτισ ασινινε ∏ √ √ × ∏

∏ Η.ασινινε 2 √ ∏

∏√ √ × ∏ Η.διϖερσιχολορ ∏ ¬

Η.διϖερσιχολορ √ × ∏√ √ Η.διϖερσιχολορ ∏ ¬

Ηαλιοτισ διϖερσιχολορ √ Η.ασινινε ∏ √ 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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