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褶皱臂尾轮虫室内高密度培养及在远海梭子蟹育苗中的运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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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恒温 ε 用气石连续充气 ∀轮虫一般于每天早上

!下午 !晚上 测 次密度 用浮

游生物计数框计数 ∀每计数一次取样 次 ∀数出每次

的轮虫数后取其平均值 ∀面包酵母每天的投喂量为

∗ 个轮虫 一般于每天的

次投喂 ∀投喂时先将酵母用所培养海水相

同的海水溶解成悬浊液后 从充气处投下 有充气 ∀

状幼体的培养和大眼幼体的培育

状幼体和大眼幼体的培育按已有资料进行 ≈ ∀

结果与分析

培养条件对褶皱臂尾轮虫的最大培养

密度的影响

实验中发现 利用面包酵母培养褶皱臂尾轮虫

是一种高密度培养轮虫的有效方法 能在较短时间内

培养大量的轮虫 以供育苗的需要 ∀但是 利用面包酵

母培养褶皱臂尾轮虫也有其缺点 面包酵母不适宜在

海水中生存 面包酵母一旦投入海水中 由于缺氧 造

成酵母大量沉底死亡 ∀每当轮虫密度较高 投饵量较

大时 情况更为严重 ∀

增大充气量 补充大量氧气 是提高酵母饵料效

果的有效方法 ∀所以 当轮虫密度较低 投饵量较少

时 一般性充气即可 当轮虫密度较高 个

投饵量较大时 必须强力充气 以保证水体中一定的

溶氧 ∀充气不仅能给水体补充大量氧气 同时 也能使

水体处于流动的体系中 既利于酵母和轮虫混合均

匀 便于轮虫摄饵 又能使酵母不易沉底 ∀所以利用面

包酵母培养轮虫 强力的充气是必须的 是轮虫培养

成功的保证 ∀

培养轮虫的最佳温度是 ε 而 ε 的高温是

有利于许多微生物繁殖的 ∀海水温度适宜 只要有大

量的营养物质 厌氧细菌就会大量繁殖起来 损坏水

质 影响轮虫的培养 所以 适当的投饵很重要 ∀饵料

若投得较少 虽不易造成水质的污染 但轮虫繁殖缓

慢 很难达到短期高密度培养的目的 ∀若饵料投得太

多 轮虫吃不完 就容易造成池底无氧发酵 产生大量

有毒有害的物质 使轮虫的密度始终升不上去 ∀试验

发现 ∗ # 轮虫 的投饵量是较为理

想的 ∀总的原则是 早期轮虫密度低时 饵料可适当多

投一些 而轮虫密度较高时 饵料可适当少投一些 ∀早

期轮虫密度低时 每天可投 ∗ 次 而后期轮虫密度

高 可每天投 ∗ 次 ∀因为 后期为防污染 可尽量少

投饵 但饵料投得太少 又不利轮虫达到高密度 ∀所

以 为使轮虫达到一定的高密度 最好的办法就是适

当增加投饵次数 ∀

一般的轮虫培养池 经 的培养 就必须进行

倒池 以清除残饵腐败造成的不利于轮虫培养的因

素 ∀在高密度培养时更是如此 ∀为了保证高密度培养

轮虫能正常进行 最好保证 ∗ 倒 次池 ∀这样在

轮虫过滤和转移过程中可能会损失一部分轮虫 但能

保证达到短时间高密度培养的目的 ∀

接种密度对褶皱臂尾轮虫最大培养密

度的影响

结果发现 低密度接种 ∗ 个 进行轮虫

培养 水质变化不大 比较容易管理 不易造成轮虫大

量死亡 ∀但这种培养必须要大量的水体 水体较小 轮

虫的绝对量不大 不利于育苗 ∀高密度接种 高密度培

养 则能在较短时间内培养出大量的轮虫供育苗利

用 ∀作者进行了不同接种量对褶皱臂尾轮虫最大培养

密度影响的试验 结果见表 ∀

表 1  不同接种密度下培养褶皱臂尾轮虫的比较

Ταβ .1  Τηε χοµ παρισον οφ χυλτιϖατιον οφ Βραχηιονυσ πλιχατιλισιν τηε διφφερεντ δενσιτψ οφ ινοχυλατιον

培养天数
低密度接种试验数据

个数 增殖数 增长率 投饵量

个 个 次

高密度接种试验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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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 个 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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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远海梭子蟹幼体培育结果

Ταβ .3  Τηε ρεσυλτ οφ βρεεδινγ οφ τηε λαρϖα οφ Πορτυνυσ

πελαγιχυσ

幼体阶段 幼体个数 总存活率 阶段存活率

≅ 个

初投

≤

从表 可以看出 当低接种量 个 时 增

长率最高达 接种后第 天 但增殖数 绝对

增长量 最高也只 个 接种后第 天 ∀而高接

种量 个 以上 时 增长率最高虽只

接种后第 天 但这时的增殖数则为 个

∀ 高接种量的最高增殖数为接种第 天 增殖数

为 个 ∀同样培养 天 低接种量组平均增殖

数仅为 而高接种量则为 个 ∀低接种

量组经 天培养 密度仅达 个 而同样培养

时间 高接种量组则为 个 ∀所以 要在短时

间内得到大量的轮虫 要达到高密度培养 高接种量

是必要的 ∀只有接种量高 才能在有限的空间里 培养

出育苗所需的大量的轮虫 ∀

用高密度培养轮虫进行远海梭子蟹育

苗的结果

远海梭子蟹发育周期 远海梭子蟹的

幼体发育可分为 状幼体和大眼幼体两个阶段 ∀ 状

幼体经过 次蜕皮后发育成大眼幼体 ∀ 在水温

∗ ε 时 完成全部幼体发育过程约需 ∗

∀

远海梭子蟹幼体培育 试验中 对各

状幼体的数目进行统计 算出各期的总成活率 总成

活率 Ζ Ζ 和阶段成活率 阶段成活率 Ζ

Ζ ∀结果发现 状幼体 期培育至一龄幼蟹的总

成活率为 ∀具体情况见表 ∀

讨论

面包酵母单独培养褶皱臂尾轮虫的营

养问题

一般人们认为 单独用面包酵母培养的褶皱臂

尾轮虫 体内缺乏一些重要的不饱合脂肪酸 营养不

全面 用其作育苗开口饵料或作饵料时 育苗效果不

好 育苗周期延长 成活率不高 ∀但作者在远海梭子蟹

人工育苗过程中 主要用面包酵母单独高密度培养的

轮虫作开口饵料 及幼体培育的饵料 并未进行营养

强化 但未发现育苗效果不好的现象 ∀究其原因 其一

可能是 利用面包酵母单独培养的褶皱臂尾轮虫 在

其它动物育苗中是营养缺乏的 但在远海梭子蟹育苗

中的营养缺乏不太明显 未能明显表现出来 ∀其二可

能是 作者在远海梭子蟹育苗中 除投喂一定量的轮

虫外 还投喂一定量的单胞藻 这一部分单胞藻 既能

作为远海梭子蟹的开口饵料 补充蟹苗的营养 同时

也可作为轮虫的营养强化剂 ∀到 状幼体第 期的后

期 开始投喂卤虫无节幼体 也能补充轮虫的营养不

足 ∀到底是什么原因 有待进一步研究 ∀但不管怎么

样 本实验说明 利用面包酵母单独高密度培养的褶

皱臂尾轮虫 只要和单胞藻同时投喂 并和卤虫配合

使用 是可以作为远海梭子蟹等蟹类或甲壳类育苗的

开口饵料和培育饵料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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Τ ΗΕ ΗΙΓ Η ∆ΕΝΣΙΤΨ ΧΥΛΤΙς ΑΤΙΟΝ ΟΦ Βραχηιονυσ

πλιχατιλισ ΑΝ∆ ΤΗΕ ΑΡ ΤΙΦΙΧΙΑΛ ΒΡ ΕΕ∆ΙΝΓ ΟΦ Πορ2
τυνυσ πελαγιχυσ ΩΙΤΗ Βραχηιονυσ πλιχατιλισ

≠ 2≠
∆επαρτ µ εντ οφ Αθυαχυλτυρε , Φισηιεσ Χολλεγε , Ζηανϕιαν Οχεαν Υνιϖερσιτψ , Ζηανϕιανγ ,

Ρεχειϖεδ : ⁄

Κεψ Ωορδσ: Βραχηιονυσ πλιχατιλισ, χ Πορτυνυσ πελαγιχυσ, × ∏ √

Αβστραχτ

× ¬ ∏ √ Βραχηιονυσ πλιχατιλισ ∏ 2
Πορτυνυσ πελαγιχασ Βραχηιονυσ πλιχατιλισ × ∏

Βραχηιονυσ πλιχατιλισ Βραχηιονυσ πλιχατιλισ

Βραχηιονυσ πλιχατιλισ , Πλατψµ ονασσυβχορδιφορµισ , Παϖλοϖα ϖιριδισ × Αρτε µια σαλινα

∗ ∏ ∏ Πορτυνυσ πελαγιχυσ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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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脊椎动物缺乏真正的抗体 没有免疫记忆 ∀因

此无脊椎动物只能依靠先天性免疫过程来抵抗寄生

虫和疾病 ≈ ∗ ∀其中甲壳纲动物在体腔中能利用血细

胞和体液防卫反应来保护自己免受寄生虫的侵染 ∀从

已有的证据说明 酚氧化酶原激活系统在甲壳动物防

御系统中起了重要作用 ≈ ∗ ∀非己信号可按一定的

顺序激活丝氨酸蛋白酶 有活性的丝氨酸蛋白酶又激

活酚氧化酶原为有活性的酚氧化酶 ∀具有活性的酚氧

化酶诱导有关基质由酚到醌 最终产生黑色素 黑色

素及其代谢中产物可杀死微生物及寄生虫 起到免疫

作用 ≈ ∀ 年 等从螯虾 Παχιφασταχυσ λε2

νιυσχυλυσ 血细胞中提纯到酚氧化酶原 ≈ ∀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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