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论 坛
·

FO R 又)M

国

养殖对虾投饵量的研究( l )

王宪君

(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黄海水产研究所
,

青岛 2 66 00 3)

收稿 日期 r99 o年 一2 月 一7 日

关键词 对虾养殖
,

投饵量计算式

提要
.

通过 多年生产性试验及测量对灯休长和对虾投饵 量的记录
,

整理 出不 同休

长每万尾对灯投饵量”计算式
:
。 一 丁井而

-

“ I ‘尹忆二

l

0
.

62 4 5 + 4 2
.

2 3 7 g e 砚

过去养虾者参考有关资料 [l 一 2 一 3〕计算投饵

量
,

基本计算式为 F ~ 砂 (式中
。 > 0

,

b> 0)
,

故

摄食量 (F) 随着体长 (L )增长而增长
。

实际养殖

时的投饵量与计算量相差甚远
。

这就需要进行

调整
,

但调整技术较难掌握
。

我们根据多年生产

性试验的记录
,

整理出新的投饵量计算式
。

2 体长和 日投饵量的关系

我们收集了各池 的对虾体长 (L )和 日投饵

量 (口)的数值
,

进行数理统计
,

得出了 3 条回归

曲线
:

幂函数 (Q
,
)

、

指数函数 (仇 )和 S 型 曲线函

数 (Q
3
)

,

并求出其相关系数 (
,

)
。

1 材料和方法 Q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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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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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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曰
养虾池与养殖技术见文献〔4〕

。

L l 数据整理

1
.

1
.

1 对虾的体长 (石) 每 1 0~ 1 1 d 取样

5 0一 1 00 尾
,

测生物学体长
,

求其平均体长 ;

1
.

1. 2 投饵量 根据每天实际投饵量记

录进行旬汇总 (F )
,

除以投饵系数伊 )
,

即 F / p
,

并将不 同饵料 的 尸/ 尸值汇 总除以放苗量 (N 。)

和投饵天数 (T ) ;

1
.

1
.

3 放苗量 (N O) 直接投放 0
.

7c m 的

小苗
。

以 1 9 8 2 年唠山县红 岛乡养虾场一号池为

例
,

现将有关数据列于表 1
。

。2 = r
.

7 5 1 6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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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男
, 2 一 0

.

8 0 1 5 (2 )

0
.

6 2 4 5 + 召2
.

2 3 7 g e
一
L

尹 3 = 0
.

8 7 9 0

(3 )

这 3 条 曲线 函数的相关 系数卜}> 0
.

80
,

符

合数理统计的要求
,

都有实用价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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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

3 日投饵量计算式的选择
既然这 3 条曲线函数都有实用价值

,

则应

该选择更好的一条曲线作为代表
。

表 1 1。。: 年 : 00 亩虾池投饵量
’

Ta b
.

1 凡
e已加g 即h曰u je 全or 3 0 0 m u

幽
r

加p p o ” d 单位一 kg
,

N = IX I少尾

臼 .

肠、

月月份 日期 天数数 投饵量量 蓝蛤蛤 肌蛤蛤 菲律宾蛤蛤 卤虫虫 花生饼饼 虾糠糠 习KKK QQQ 体长石石

(((梦))) (尸)和和和和和和和和和和和和和和和和和和和和和和和和和和和和和和 (em )))

KKKKK 值值 P = 2 7 5 555 2 8
.

5 555 3 5
.

0 000 1 5
.

5 000 4
.

6 333 6
.

0 000000000

555 2 7 ~ 3 1 555 FFFFFFFFF 60 2222222 3 222 0
.

0 222 0
.

7 000

KKKKKKKKKKKKK 2 2222222222222

lllee IO 1 000 FFFFFFFFF 2 2 1 2222222 1 4 333 0 0 555 1
.

7 000

KKKKKKKKKKKKK 1 4 2222222222222

666 1 1 ~ 2 0 1 000 尸尸尸尸尸 4 3 4 2222222 28 000 0
.

0 999 2
.

7 000

KKKKKKKKKKKKK 28 0000000000000

222 1~ 3 0 1 000 FFFFFFFFF 1 3 1 4 000 络6 77777 9 4888 0
.

3 000 3
.

8 666

KKKKKKKKKKKKK 8 4 888 1 0 00000000000

111 ~ 1 0 1 000 FFF 7 1 6 5555555 2 1 3 0 666 1 6 88888 16 7 111 0
.

5 444 5
.

3 000

KKKKKKK 2 6 0000000 13 7555 3 66666666666

777 1 1~ 2 0 1 000 FFF 6 7 2 15555555 77 1 333 3 0 555 2 2 444 3 0 4 000 0
‘

8 999 6
.

6 000

KKKKKKK 2 4 4 0000000 49 888 6 555 3 777777777

222 1~ 3 1 1 111 FFF 2 0 8 9 8 3333333 8 8 5555555
·

7 6 4 333 2
.

4 666 7
.

5 222

KKKKKKK 7 5 8 6666666 5 7777777777777

lllee lo ] 000 FFF 2 12 15 999 2 13 55555 9 5 6 0000000 8 3 9 222 2
,

7 000 8 5 333

KKKKKKK 7 7 0 111 7 55555 6 1 7777777777777

888 1 1 ~ 2 0 1 000 尸尸 18 9 9 0 3333333 15 8 33333 4 3 444 7 0 6 777 2
.

7 000 9
.

6 333

KKKKKKK 6 8 9 3333333 1 0 22222 7 222222222

222 1 ~ 3 1 1 111 FFF 9 6 2 0 44444444444 14 0 111 4 2 3 888 1
.

6 666 1 0 8 444

KKKKKKK 3 4 9 22222222222 2 2 333333333

lllto l o 1000 FFF 8 5 6 3 222 1 8 15 777 14 4 666666 8 5 999 9 9 555 4 5 0 777 l
。

4 555 1 1
.

2 666

KKKKKKK 3 1 0 888 6 3 666 峨1 33333 18 444 1 6 666666666

999 1 1 ~ 2 0 1000 FFF 1 7 6 6 555 4 0 8 888 2 1 166666 10 8 700000
·

3 1 6 888 1
.

0 222 1 1
.

8 999

KKKKKKK 6 4 111 1 4 333 6 0 4 66666 2 3 2 33333333333

222 0 ~ 3 0 1 000 FFF 1 8 4 8 111 1 0 8 888 19 5 5 33333 5 5 7 00000 2 4 5 888 0 7 999 1 2
.

2 555

KKKKKKK 6 7 111 3 888 5 5 99999 1 19 00000000000

111 0 1 ~ 1 2 1000 尸尸 7 7 222 4 8 8 000 3 4 0 00000 2 9 600000 7 7 444 0
.

2 555 12 9 111

KKKKKKK 2 888 l 777 9 77777 6 322222222222

.
K ~ F / P

,
Q~ 丑人/ 入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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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3 亲曲线函数比较

Ta b
.

2 Th
e e伽llp a r肠叮. o t the thr ee eur ves

体体长长

{
。。 场式式

}
。2
式式 口:

式式

LLL (em ))))))))))))))))))))))))))))))))))))))))))))))))))))))))))))))))))) 切切切切切 △场 ~ Ql
一

QQQ

}
QZZZ

△仇 ~ QZ一QQQ Q ,,
△Q : = Q , 一QQQ

000
.

7 000 0
.

0555 0
.

0 555 0
.

0 000 0
.

0 222 一 0
.

0 333 0
.

0 555 0
.

0 000

111
.

4 999 0
‘

0777 0
.

1 333 0
.

0 666 0
.

2 333 0
.

1 666 0
.

1 000 0
.

0 333

222
.

3 666 0
.

1888 0
.

2 444 0
.

0 666 0
.

4 888 0
。

3 000 0
.

2 222 0 0 444

333
.

4 000 0
.

4777 0
.

3 999 一 0
.

0888 0
.

4 999 0
.

0 222 0
.

4 999 0
.

0 222

444
.

7 222 0
.

0888 0
.

6 111 一 0 2777 0
.

9 222 0
.

0 444 1
.

0 000 0
.

1222

555
.

3 666 0 9 999 0
.

7 333 一 0
.

2 666 1
.

0 000 0 0 111 1
。

2 222 0
.

2 333

666
.

5 888 1
.

3 333 0
.

9 666 一0
.

3777 1
.

1 111 一 0
.

2222 1
.

4 666 0
.

1333

777
.

5 777 1
.

6 999 1
.

1 666 ‘0
.

5 333 l
。

1888 一 0
.

5 111 1
.

5 444 一0
.

1555

888
.

4 666 1
.

8 6 777 1
.

5 666 一0
.

5 000 1
.

2 333 一 0
.

6 333 1
.

5 888 一0
.

2 888

999
.

4 999 1
.

7 444 1
.

5 888 一0
.

1555 1
.

2 888 一 0
.

4555 1
.

5 999 一 0
.

1 444

111 0
.

5444 1
.

6 888 1
.

8 222 0
.

1 444 1
.

3222 一 0
.

3 666 1
.

6 000 一 0
.

0 111

111 1
.

3333 1
.

6 111 2
.

0 111 0
.

4 000 1
.

3 555 一 0
.

2 666 1
.

6 000 一 0
.

0 888

1112
.

2 666 1
.

6 555 2二2 444 l
。

5 999 1
.

3777 一 0 2 888 1
.

6 000 一 0
.

0 555

1113
.

2 222 1
.

2 666 2
。

4 888 1
.

2 222 1
.

4 000 0
。

1 444 1
.

6 000 0
.

3 444

△△QQQ 一0
.

9 111 一2
。

2 111 一 0
。

1 444

习习(+ △Q))) l
。

2 555 0
.

5 333 0
.

5 777

~~~ l△口III 0
.

5 999 0
.

3 000 0
.

2 333

~~~ }△Q }}} 3 5%%% 16 6 %%% 2 3写写
QQQQQQQQQQQ

艺艺 (一△。))) 一 2
.

1 666 一 2 7 444 一 0
.

7 111

~~~ !一△引引 0
.

5 333 0
.

6 333 0
.

2 888

~~~ !一△例例 3 1%%% 3 3
.

8%%% 15 纬纬
QQQQQQQQQQQ

奋

. 曰

. 口叫

注
:
1 3 em 组作参考

.

相关系数卜 !越接近 1 ,

则表明该曲线更有

代表性
,

(l )一 (3 )式中 }
, :

}) }
, ;

I> }
, :

I
,

故 Q3
更

优
。

从 (l) ~ (3) 式的推导值与实际值 (Q) 作比

较
,

结果见表 2
。

比较 I△训和 其他各项
, S 型 曲线均优于另

外 2 条曲线
.

图 1 表示 3 条曲线的特性
。

4 5 型曲线函数的特点

S 型曲线函数 Q一了丽了亏不万厄二厄厄了互艺有 3

个特点
:

(1) 整个 曲线呈 S 型
,

其拐点在 l= 7.

sem 处 ; (2 )当体长小于 d
.

se m 时
,

体长 每增加

lem
,

Q 值增加一倍 (表 3 ) ; (3 )当体长 L > g em

时
,

口值并不随体长增长而增长
。

它有一个渐近

线 (
a
) ~

1

0
.

62 4 5
~ 1

.

60 1 3
。

这个函数式基本上

符合养殖生产实际
。

为控制后期投饵量提供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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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依据
。

红

量的计算式
,

即
: F ~ 俨 (单位

:

每万尾 ks 数 )
。

表 3 各计算式的 Q 值
.

Ta b
.

3 Q V 目 u e of v a ri o u , fo n ll u la e

. o

Q (蛤肉)

09264883074281例70187025830.0.0.0.1.1.1.2.2.3.衣4.21
6420.

⋯
2222

刀二 1
.

6 1 1 3

_

尹尸一~
一

‘p ,

尹一

—
0 .

沪户 。 ,

体长(、 )

l

2

3

4

5

6

7

8

9

l0

ll

l2

Q

0
.

0 6

0
.

1 6

0
.

3 7

0
.

72

0
.

1 0

1
.

3 7

1
.

5 1

1
.

57

1
.

5 9

]
.

6 0

1
.

6 0

1
.

6 0

1 3
.

25

Q (蓝蛤 )

0
.

02

0
.

0污

0
.

2 1

0
。

4 2

0
.

7 2

1
.

12

1
.

6 2

2
.

2 2

2
.

9 5

3
.

7 9

一04件‘
. -.

, .心.月.

4
.

7 6

5
.

8 6

2 3
.

7 7

,

蓝蛤和蛤肉计算式摘自《中国对虾养成技术规范》
,

将投饵量

(a )除以投饵系数(p )
,

即 口= o / p
。

,
力

夕
飞

.

J罗
0 2 4 6 8 1 0 1 2

体长 《e m 少

菲律宾 蛤

图 1 3 条曲线的特性

Fig
.

I Q 〕ar a e ter istics Of th ree e
ur

v cs
.

5 5 型曲线函数和其他投饵计算
.

式的关系
,

卜叭 应该指出
,

s 型曲线函数是从生产性试验实

际投饵量中推导 出来的
,

在过去生产试验时常

用 日摄食量的计算式 W ~ 砚
。 ,

进行计算和控制
,

至养殖中后期再作适当的调整
。

所 以推导出来

的 S 型函数曲线
,

在前期既保 留了原 日摄食量

计算式的特点
,

中后期又显示出调整后 的特点
。

(表 3 和图 2 )
。

贻 贝

O ,

了右生 饼

0 1 2 3 4 5 6 7 8 9 IO ll J 2

体长 le m )

6 Q 值的应用

我们推导出 Q 值是为了了解对虾养殖的 日

投饵量
。

它必须和投饵 系数 (P) 相乘
,

才能算出

该种饵料的 日投饵量 (F )
,

如改用 另一种饵料
,

只需将 尸值更换一下即可
。

这就大大简化投饵

图 2

Fig
.

2

矛

各种饵料日摄食量与 场 对比

(滋r m 伊甘s lo n
比 tw ee n d ai ly feed in g tak

e of

va rj o
us f创川 an d 口,

应当说明
,

任何一种计算式都具一定的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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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范围
,

我们推导的 日投饵量公式 只适用 中小

型养虾池精养或半精养
。

一般成 活率为 60 士

2 0环
。

预计养殖虾出池规格为 12 士 Ic m
,

单产为

1 0 0 k g /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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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盐
、

碱
、

镁的联产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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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盐
,

碱
,

镁
,

联产

提要 从可能性和可行性两个方面论证 了盐
、

碱
、

镁的联产问题
。

强调 了利用莱州

湾沿岸地下浓缩海水和饱和盐水 的预处理方法以及 白泥 (盐泥 )的综合利用问题
,

并

着重指出 了环境问题的重要性
。

最后提 出 了盐
、

碱
、

镁联产中应注意的几个问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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