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皱纹盘鲍稚鲍呼吸孔形成与其剥离后死亡率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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α  随着皱纹盘鲍 Η αλιοτισ δ ισχυσ ηανναι 人工

养殖的进一步发展 高密度养殖所面临的技术难题也

接踵而来 其中之一即是皱纹盘鲍剥离后大量死亡的

问题∀戴玉勇≈ 曾报告 稚鲍死亡率与其剥离规格有很

大关系∀ 日本学者高桥宽 等≈ 也进行过研究 但他

们没有阐明稚鲍呼吸孔形成 是指最初 ∗ 个呼吸孔

的形成 与剥离后死亡率的直接关系 作者开展本项实

验旨在进一步明确两者之间的关系∀

 材料与方法

皱纹盘鲍稚鲍取自大连碧龙公司育苗室∀

 第一实验阶段
稚鲍为 年 月 日采苗 月 日投池 剥

离时平均壳长为 ∀

 在剥离后死亡高峰期定期统计具不同呼

吸孔数目稚鲍的死亡率∀

 自 月 日约每隔 在实验池成活稚

鲍中随机取样 枚∀测定样本壳长 统计实验群体的

平均壳长 样本最小和最大壳长及相应的呼吸孔数目

与频率 具有不同呼吸孔数时的稚鲍壳长∀

 第二实验阶段 年 月 日∗ 月

日
为避免实验结果的偶然性 在 年实验的基础

上对呼吸孔形成与其死亡率问题进一步开展工作 以

期得到两者之间关系的规律性结论∀

稚鲍为 年 月 日采苗 月 日投池 剥离

时平均壳长 ∀

 为消除剥离时机械损伤对稚鲍死亡率的

影响 剥离 后每天从实验池死亡的稚鲍中随机抽取

枚 统计在实验期内具不同呼吸孔数目稚鲍的累

积死亡率∀

 试验期间约每隔 同时取实验池死亡

及成活稚鲍各 枚 统计其呼吸孔数目!频率及累积

频率∀

 试验结果

 第一实验阶段

 本实验稚鲍 枚 月 日剥离后

月 日即出现死亡高峰 持续到 月 日 死亡稚

鲍总数为 枚∀ 累积死亡率为 ∀ 在此期

抽样检查了 枚死亡稚鲍的呼吸孔数目 结果见

表 ∀ 高峰期过后至实验结束的 内 死亡稚鲍总数

为 枚 累积死亡率为 ∀

 定期抽样测定实验群体成活稚鲍壳长!呼

吸孔数目及频率 结果见表 ∀

 在呼吸孔形成时期 月 日! 日!

日分别测定具有不同呼吸孔数目时的稚鲍壳长 结果

见表 ∀

 第二实验阶段

 实验期间每日从死亡稚鲍中随机抽取

枚 如日死亡稚鲍数不足 枚 按实验池实际日

死亡数取样 共抽取 枚稚鲍测定其呼吸孔数

目 统计具不同呼吸孔数目稚鲍的累积死亡率 结果见

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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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 月 日∗ 月 日分 次同

时测定实验池成活稚鲍与死亡稚鲍的呼吸孔数目!频

率及累积频率 结果见表 ∀

表 1 死亡高峰期具不同呼吸孔数目稚鲍的死亡率

测试日期 死亡稚鲍 呼吸孔数目及死亡率

年 月 日   数 枚

  
  
  
  
  

累积死亡数 枚

累积死亡率

表 2 实验群体不同时期成活稚鲍壳长与呼吸孔数目的分布

期别 测试日期 发育 样本数 平均 测试样本 呼啄孔数目及频率

年 月 日 时间 枚 壳长 最小与最大壳长

剥
离
前

  

  

剥
离
期

  

  

死亡

高峰期

死亡

高峰

期后

  

  

  

  

表 3 具有不同呼吸孔数目的稚鲍壳长

测试日期 不同呼吸孔数目的稚鲍壳长

年 月 日

   ∗ ∗ ∗ ∗
   ∗ ∗ ∗ ∗
   ∗ ∗ ∗ ∗

平均壳长  ∗ ∗ ∗ ∗

 讨论

 稚鲍呼吸孔数目与其剥离后死亡率的关

系
稚鲍呼吸孔的形成一般在受精后 ∗ 完成

受精后 ∗ 大多数稚鲍达到了成鲍的呼吸孔数目

∗ 个 此时第一个呼吸孔开始闭塞∀ 年抽样

测定 枚死亡稚鲍的呼吸孔数目 其中 ∗ 个的

占 ∗ 个的仅占 年实验期间

同时测定成活稚鲍与死亡稚鲍的呼吸孔数目 在成活

稚鲍中呼吸孔数目在 ∗ 个的占 ∗ 个的

占 在死亡稚鲍中呼吸孔数目在 ∗ 个的占

∗ 个的占 ∀ 即死亡的稚鲍大多是

群体中呼吸孔数目在 以下的个体 呼吸孔数目在

以上的很少死亡 说明稚鲍死亡高峰发生在呼吸孔形

成时期 关键是第一至第三个呼吸孔的形成∀稚鲍呼吸

孔的形成对其死亡率的影响机制尚待进一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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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实验期内具不同呼吸孔数目稚鲍的累积死亡率

测试日期 抽样 呼吸孔数目及累积死亡频数

年 月 日 样本数 枚

∗

累积死亡率

表 5 成活稚鲍与死亡稚鲍的呼吸孔数目!频率及累积频率

测试日期 成活稚鲍 死亡稚鲍

年 月 日 样本数 呼及孔数目及频率 样本数 呼吸孔数目及频率

枚 枚

  

  

  

  

  

  

  

累积频数

累积频率

 稚鲍壳长与呼吸孔数目
稚鲍只有达到一定的壳长规格才能形成相应的呼

吸孔数目∀根据 年不同呼吸孔数目稚鲍壳长统计

资料 第一个呼吸孔大多在壳长 ∗ 时形

成∀第二个呼吸孔在壳长 ∗ 时形成∀第三

个呼吸孔在壳长 ∗ 时形成∀ 第四个呼吸

孔在壳长 ∗ 时形成∀

 稚鲍剥离时间及规格
由于缺乏底栖硅藻 我国目前稚鲍剥离规格仅为

∗ ∀ 实验表明 剥离后死亡的稚鲍大多是壳长在

以下的小型群体∀当受精卵形成后 ∗ 群体

平均壳长达到 左右 这时稚鲍群体中有 以

上的个体都已达到了成鲍的呼吸孔数目 见表 表

若在此时剥离可以大幅度降低稚鲍死亡率∀当然这

要在搞好饵料培养及控制投池密度的前提条件下进

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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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藻磨碎液饲育中国对虾幼体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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α   在中国对虾 Πεναευσ χηινενσισ 苗种生产过程

中 保证饵料的数量和质量是幼体生长发育的关键∀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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