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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要 通过 两年度的小试和生产性试验
,

从越冬亲灯入池 至产 卵过程全部投喂 人

工配合饵料
,

其成活率和性腺发育要好于投 沙蚕
、

四角蛤 的鲜活饵料组 (对照纽 )
,

生

产性试验的产卵量
、

孵化率和幼体 变态率优于对照组
。

试验 用饵的成本比对照 组低

4 5
.

3写
。

卜. .

中国对虾伊朗自到
召 cIl

~
o ’ sbe ck )亲虾越

冬和 卵巢催熟
,

提高亲虾越冬成活率和利用率

以及高密度越冬试验等 国 内 已做过 许多工

作 [l一叼
。

但这些试验所用饵料都以小杂鱼虾
、

贝

类和沙蚕等鲜活饵料为主
。

目前鲜活饵料价格

偏高
,

这在不同程度上影 响了工厂化育苗的发

展
。

针对上述问题我们研制了 3 种不同营养成

分及低成本的配合饵料投 喂越冬亲虾
,

在此基

础上筛选 了一种较好的定名为
“

89 一 I’’型饵并

对其作了扩大试验
。

材料与方法

1. 1 配饵的制备

以鱼粉
、

鲜杂鱼虾
、

酵母
、

花生饼
、

豆饼等为

主要基料
。

鲜杂鱼制成鱼浆
,

其它原材料粉碎后

全部通过 拍 目筛
,

按比例分别添加不 同的添加

剂后
,

列为 I
、

11
、

11 1号配饵
,

用螺杆机制粒
,

粒径

与长度分别为 3
.

0 和 5
.

om m
,

凉干待用
。

生产

性试验是在小试基础上 以 I 号配饵为主略加改

进
,

冠以
“

89 一 1,, 型饵 (分前
、

后期 )
,

其主要营养

成分见表 1
。

1
.

2 试验时间和地点

小试于 1 9 8 9 年 1 2 月 1 7 日一 1 9 9 0 年 3 月

19 日
,

在江苏省赣榆县海 珍品试验场进行
,

试验池规格为 2
.

5 X 1
.

6 X O
.

sm 的水泥池
,

面

积 4
.

0 m 2 ,

水体 2
.

4 m 3 ,

共 8 池 2 列
,

每列 4 个

池分为 1 0一 1 3
、

1 5一 1 8 号
,

其中 1 0 和 1 5 号为

一组对照池
,

投喂四角蛤
、

沙蚕等鲜活饵料
;
其

他池分列三组
,

用 I一n 工号配饵
。

生产性试验于

1 9 9 0 年 1 2 月 1 0 日一 1 9 9 1 年 3 月 5 日进行
,

地

点同小试
。

实验池规格
: 8 x 3 x l

.

5 m 水泥池
,

面

积 2 花m ” ,

水体 28 m “ ,

共两个
, 1 号为投喂鲜活饵

料的对照池
, 2 号为

“

89
一 I”型饵的试验池

。

1
.

3 亲虾来源和数量

试验用亲虾 取 自该场生 产越冬 池
,

体长

1 2
.

0一
6

.

sem
,

已交配
,

密度为 1 5 尾 / m Z ,

小试

每池 10 尾
,

生产性试验 36 0 尾 / 池
。

小试时供

产卵亲虾每池 6 尾
,

生产性试验 8 尾 /池
。

1
.

4 光照度

按操作规程要求进行
,

用黑帘布或黑塑料

布遮光
。

1
.

5 投饵量及投饵次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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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试各组投饵量为 80 ~ 4 2 9 / d /池
,

视剩饵

及亲虾存活情况进行调整
,

对照池为 2 00 降至

1 2 05 /d /池
。

生产性试验随水温上升而逐渐增加

投饵量
,

对照池为 1
.

8一 2
.

09 / d 尾
,

试验池 为

0
.

3 5一 0
.

7 09 / d /尾
。

每天投喂 4 次 (8
:
0 0

,

1 2
:

0 0
, 1 6 :

0 0
, 2 0

:
0 0 )

,

最后一次投全 日量的 3 0 %
。

对照池每天投两次 (1 0
:

00
,

22
:

00 )
,

夜间投总量

的 3 / 5
。

1. 6 理化因子的测定

溶解氧每天 5 :

00 和 17 :

00 各测一次
,

变化

范围在 4
.

2 一 4
.

6 m g / L ;
温度每 Zh 测一次

,

由

蒸汽加热管调节
;
盐度变化范围小试高于生产

性试验
,

分别为 3 1一 3 3
.

7 和 2 5
.

0 一 2 5
.

6 ; p H

值为 7
.

9一 8
.

七氨氮
,

对照池低于实验池
,

分别

为 0 ~ 7 0 0 m g / m 3
和 0 ~ 8 5 0 m g / m 3 ,

后 3 项每

3 d 测一次
。

L 7 日常管理

每天换水 20 一 弓oc m
,

隔天吸污一次
。

L S 卵子
、

幼体计数

每池四角和 中间部位用 1 2 5ml 广 口 瓶上
、

下各取一点
,

分别逐个计数
,

再按体积扩大成每

m ”
水体的卵子和幼体数

。

L g 切除眼柄

在生产性试验中
,

当水温升至 12 ℃时用镊

烫法将全部亲虾切除眼柄一个
。

均 8 d
.

2 % )高出约 9 %
。

生产性试 验低于对照

组 召
.

7 %
。

第 1 阶段结束时性腺成熟情况各池

基本一致
,

处在 11 期中或 11 1期初
。

结果说明
,

在低温情况下维持对虾正常的生理活动和 防治

病害
,

利用优质配饵是可行的
。

2
.

2 性腺发育

第二阶段
,

小试从 1 9 9 0 年 2 月 7 日一 3 月

10 日
,

历时 3 2d
,

水温从 1 4
.

4 ℃升至 18
.

2℃ ;

生产性试验从 1 9 9 1 年 2 月 4 日一 3 月 5 日
,

水

温由 12
.

0℃缓慢升至 1召
.

6℃
。

本阶段除继续

观察亲虾成活率外
,

主要考察性腺成熟度
,

结果

见表 3
。

第二阶段小试虽然每组只用 1 个池 子
,

但

与第一阶段相比较存活率未出现大幅度差异
,

尚有可比性
。

小试时亲虾成活率仍以 I号配饵

为最高 (83
.

3 % )
。

生产性试验池的成活率
,

本阶

段却比对照组高约 5
.

1 %
,

两个阶段平均
,

试验

组略高于对照组
,

与小试结果基本吻合
。

而 w 期

以上的性腺发育度 比对照组为好
。

结果表 明
,

优

质配饵同样可使亲虾达到性成熟并 自然产卵
。

表 1 配饵主要营养成分(% )

T a b
.

I Q娜平佣itio n of e . 1, p o u 月d dj e ts

配饵

I

ll

Ill

“
8 9

一I,,

(前期 )

“8 9
一I,,

(后期)

粗蛋白

4 1
.

5

4 1 7

4 2
.

6

粗脂肪

7
.

0

总糖 }钙 }磷 }水分

::: ;}:
3 1 1 ]

.

0

灰分

] 2
.

8

7
.

6

7
。

0 9 ! 1
.

5

10
.

0

1 1
.

0 {: ;

结果与讨论

成活率

4 0
.

8 1 6
.

8 1 12
.

3 11
.

5 1 ]
.

3 } 10
.

1 1 13
.

5

, . . 叫

4 1
.

6 1 7
.

1 } 13
.

2 11
.

4 1 1
.

3 } 1 1
.

0 ! 12
.

8

整个两年期试验每年分 3 个阶段进行
,

第

1 阶段以低温下维持对虾正常生理活动与防病

为主
。

小试水温 8
.

4 ℃一 1 4
.

组℃
,

生产性试验水

温由 9℃升至 12 ℃
。

时间分别为 1 9 8 9 年 12 月

1 7 日一 1 9 9 0 年 2 月 6 日和 1 9 9 0 年 1 2 月 1 0 日

一 19 9 1 年 2 月 4 日
。

此阶段用成活率作指标
,

结果见表 2
。

从表 2 可以看出
,

小试实验组的成活率接

近或超过对照组
,

特别是投喂 I 号 配饵的 1 1
、

16 号池
,

平均成活率达到 9 2
.

5写
,

比对照组 (平

2. 3 产卵
、

孵化及幼体变态率

第三阶段为进一步了解人工配合饵料对亲

虾 产卵
、

孵化及幼体变 态率 的影 响
,

分别 从

2 9 9 0 年 3 月 9 日及 1 9 9 1 年 2 月 2 8 日挑选一

定数量的 W 期性腺成熟之亲虾作试验
,

其中小

试用 6 尾
,

生产性试验用 8 尾
,

置于 召m Z
水泥

池
,

后者均作过眼柄切除手术
,

结果见表 4
。

从表 d 可知
,

小试中 I 号配饵喂养亲虾后

其幼体变态率为 83
.

3 %
,

比对照组 (7 7
.

1写)高

6
.

2写 ;生产性试验不仅产卵亲虾 数高 于对 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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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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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
,

而且产卵数
、

孵化率及幼体变态率也均好于

对照组
,

说明在亲虾越冬全过程
,

投喂优质配合

饵料是可行的
。

. . .

表 2 第一阶段亲虾成活率

Ta b
.

2 S ur vi v a双几te 成 e 笼 per如e n t皿 p ra
wn

s in 仙le
位st sta g e

白,

日日期期 水温温 池 号号 配饵号号 亲虾数数死亡数
, 》》 成活数数 成活率率 平均成活活 备注注

(((年
.

月
.

日))) (℃ ))))))) (尾))) (尾))) (尾))) (% ))) 率(% )))))

1119 8 9
.

1 2
.

1 7 ~~~ 8
。

4 ~~~ 小 1 0, ))) 四角蛤及及 6 000 999 5 lll 8 5
.

000 8 4
.

222 对照池池

1119 9 0
.

2
.

666 1 4
.

444 l555 沙蚕蚕 6 000 l 000 5 000 8 3
.

333 /// 试验池池

1119 90
.

1 2
.

1 0~~~ 9
.

0 ℃℃ 1 lll 配 III 6 000 555 5 555 9 1
.

777 9 2
.

555 对照池池

1119 9 1
.

2
.

444 12
.

0℃℃ l 666
·

配 nnn 6 000 444 5 666 9 3
.

333 /// 试验池池

lllllll222 配 11 111 6 000 l 000 5 000 8 3
.

333 8 4
.

22222

1111111 777 四角蛤沙蚕蚕 6 000 999 5 lll 8 5 000 /////

lllllll333 “8 9
一I,,, 6 000 l lll 4 999 8 1

.

777 8 0
.

99999

1111111 888 (前期))) 6 000 l 222 4 888 8 0 000 /////

生生生生 12 ))))) 3 6 000 4 444 3 1 666 8 7
。

888 /////

22222222222 3 6 000 6 lll 2 9 999 8 3
.

111 /////

1 )小 1 0~ ] 8 为小试池号 (下同) .

2) 生 l一 2 为生产性试验池号 (下同) ,

3) 各池死亡情况相似
,

主要是红爪
,

其次是黑鳃和褐斑病
,

个别是软皮致死
.

表 3 第二阶段亲虾性腺发育及成活率

Ta b
.

3 0 v a r y d e v e lo p m e n t a n d sur v iv a l r a te o f Pra w拙 in th e se e o n ds sta g e

勺. 如‘

日日期期 水温温 池号号 配饵号号 原存存 取样样 l 期期 . 期期 w 期期 半产产 全产产 IV 期
‘))) 死亡数数数 备注注

(((年
.

月
.

日))) (℃ ))))))) 亲虾虾 数(尾))) (尾))) (尾))) (尾))) (尾))) (尾 ))) 以上上 (尾)))))))))))))))
(((((((((((尾 ))))))))))))))) 比例(% ))))) 放沽

‘)))))

率率率率率率率率率率率率率率率(写)))))

111 9 9 0
.

2
.

777 1 4
.

444 小 1 555 四角蛤蛤 6 000 6 000 l 888 999 777 /// 1555 3 6
.

777 llll 8 1
。

777 对照组组

~~~ 3
.

1 000 ee ls
.

222 l 666 沙蚕蚕 6 000 6 000 l 888 999 1 000 lll l222 3 8
.

333 l 000 8 3
.

333 试验组组

1119 9 1
.

2
.

444 ] 2
.

000 l 777
.

配 111 6 000 6 000 l 555 l 222 555 lll l333 3 1
.

777 l 444 7 6
.

777 对照池池

eeee 3
.

555 ee 1 4
.

石石 l888 配 222 6 000 6 000 l333 l666 333 666 ] 222 3 5
.

000 l000 8 3
.

333 试验池池

生生生生 111 配 333 3 1666 7 555 /// 3 lll 2 lll 1 444 999 5 8
.

777 5 222 8 3
.

55555

222222222 四角蛤蛤 2 9 999 7 555 /// 2 444 2 555 666 1 000 6 8
.

000 3 444 8 8
.

66666

沙沙沙沙沙蚕蚕蚕蚕蚕蚕蚕蚕蚕蚕蚕蚕蚕

“““““8 9
一扭”””””””””””””

(((((((((后期)))))))))))))))))))))))))

尺二、

.
l) 亲虾性腺发育w 期以上比例按亲虾取样数计算 ;

2) 成活率按第二阶段开始时亲虾存活数计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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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

4 配饵成本

以生产性试验为例
, 3 60 尾亲虾共用配饵

1 5
.

3 6 k s
,

计 6 1
.

4 4 元
,

尾 虾饲料费用 0
.

2 4 元
;

对照组 3 6 0 尾亲虾共投沙蚕 召6
.

2 7 k g
,

计 6一 7 5

元
,

四 角蛤肉 1 0
.

8 7 k s ,

计 7 9
.

0 6 元
,

合计尾 虾

饲料费用 0
.

53 元
,

试验组为对照组的 4 5
.

3 %
,

说明配饵成本大大低于鲜活饵料
,

而效果又不

亚于活饵
。

至试验全部结束时幼体 已变态到蚤 I 一 l

(z
,

~ 2 2 )期
,

综合各组
,

幼体活动基本正常
,

未见

畸形幼体
。

由于从蚤 I 期开始需外投饵料
,

已不

能全部反映幼体内在体质
,

故试验未继续进行

下 去 (育苗期的人 工微饵试验结果将另作报

道 )
。

因时间和条件所限
,

有关配饵对亲虾性腺

发育及受精卵与幼体发育的组织胚胎学研究未

能进行
,

有待今后进一步深入
。

表 4 亲虾产卵
、

孵化及幼体变态率

Ta b
·

4 0 冲lp a ris佣 of 铭9 p r

od
u e行叩

,
ha tc 比 n g 色n d 肠r v e n 祀fa :一lor p且一s is ra 官e

日日期期 水温温 池号号 配饵号号 入池亲虾虾 产卵亲虾
, ’’

产卵数
2 ,,

孵化率率 变态率(N , ~ Z , )))

(((年
.

月 日))) (℃))))))) (尾))) (尾 ))) (10 月粒 /尾))) (% ))) (% )))

1119 9 0
.

3
.

999 17
.

000 小 1555 四角蛤沙蚕蚕 666 555 /// /// 7 7
.

111

~~~ 3
.

1 999 ~ 2 2
.

000 1666 III 666 555 /// /// 8 3
,

333

111 9 9 1
.

2
.

2 888 1 7
.

000 1777 皿皿 666 4 888 /// /// 6 6
.

777

~~~ 3
.

5
...

~ 2 3
.

000 l888 口口 666 3
.

555 /// /// 7 7
,

000

生生生生 111 四角蛤
,

沙蚕蚕 888 333 2 0 000 7 4
.

222 8 9
.

000

222222222
“
8 9

一I, ,

(后期))) 888 444 2 3
.

999 8 1
.

777 9 2
,

888

l) 产卵亲虾个体大小有所差异 (12
.

0~ 14
.

sc m )
,

产卵时卵子基本排出称全产
,

多数排出称 0
.

8 尾
,

排出一半左右称 0
.

5 尾
;

2) 小试时
,

由于产卵池子未作特殊处理
.

卵子不易计数
,

故未记产卵数及孵化率
,

只记录从无节幼体至蚤 l的变态率
。

〔3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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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然浮游动物在真纲育苗中应用技术的研究

勺匕匕

孙 光 柳志会 王荣中
’
王 宝利

’

段 钮
,

(山东省海水养殖研究所
,

青岛 26 6 002)

(
,

烟台市水产养殖公司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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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稿 日期 2 9 9 2 年 5 月 16 日

关键词 真绸育苗
,

浮游动物
,

冷冻保存
,

饵料生物选择性

提要 研究 了大量米集天然浮游动物并将其应用于真纲育苗生产的技术
,

探讨 了真

纲仔稚 鱼对饵料生物的选择性
,

开辟 了鱼 类育苗新饵源
,

可 摆脱 目前过多依 锁卤 虫印

的局面
‘

结果表 明
,

全部或混合投喂 浮游动物与全部投喂 卤虫幼休相 比
,

真酬仔稚 鱼

成活率提 高 31
.

9 ~ 3月
.

4 %
,

饵料 成本降低 1 5
.

2 一 28
.

8 叮
,

而 且仔稚 鱼活 力 强
.、

无崎

形
,

生长较整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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