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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据作者初步观察分析认为 紫球藻 Πορπηψριδ ιυµ

πυρπυρευµ 在大小上应是能被水产动物摄食利用的∀

但因其是非运动的球形个体 在水体中容易沉淀 并且

容易附着在容器的底部和四周壁上 形成很牢固的藻

膜 摇动时不易脱落 不易被浮游的动物摄食利用 于

是作者想到利用紫球藻的这一特性 作为舔食性的水

产动物 ) ) 鲍和海参幼体的饵料∀

 材料与方法

 藻种
试验组为紫球藻 事先接种到 和

的烧杯内 使藻在杯底和杯壁附着一层藻膜备用 试验

期间如发现饵料不足 适当加以补充∀对照组为底栖硅

藻) ) 双点舟形藻 Ν ιτζσχηια δ ισσαπατα 接种方法同

紫球藻∀

 鲍幼体
为皱纹盘鲍 Η αλιοτισ δ ισευσ ηανναι 幼体 本所季

梅芳副研究员提供 年 月 日孵化附着的幼

体 月 日晚从蓬莱市大季家养鲍场运到青岛 当

时运鲍水温 ε 而实验室水温达 ε 直至 日

上午当运鲍桶的水温渐渐平衡至 ε 时开始布置试

验∀

 分组

  杯换上新鲜海水 杯装

海水∀ 用剪刀剪下附有鲍幼体 左

右 的波纹板小块 用毛笔清除波纹板上原有的附着硅

藻 用洁净海水冲洗干净∀ 杯放鲍幼体 个

杯放 个∀每组双样 ∗ 换水 测定水

温∀

 结果与讨论

月 日结束试验 镜检已出现第 呼吸孔 变

态成稚鲍 每杯随机测定 个稚鲍的壳长∀试验期间的

水温波动于 ∗ ε 之间∀ 试验结果见表 ∀

可以看出试验组与对照组 无论是在 的小

杯中或 的大杯中 它们之间的成活率和壳长

都没有显著差异 Π 紫球藻和底栖硅藻一样

可以作为鲍幼体的饵料∀经作者观察 它们之间的唯一

差异是鲍幼体的体色 紫球藻组鲍的中央的内脏团和

周围的壳均成玫瑰红色 而底栖硅藻组的鲍幼体内脏

团呈褐红色 壳呈乳白色∀另外 在试验停止后 底栖硅

藻组的稚鲍于 月 日 水温 ε 全部死亡 此

表 1 紫球藻投喂鲍幼体的饵料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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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 个稚鲍的平均壳长为 而紫球藻

组的稚鲍直至 月 日 水温 ε 才全

部死亡 此时 个稚鲍的平均壳长为

∀ 经 τ检验表明 两者在壳长之间无显著差异 τ

τ ν Π ∀ 由上述可

见 尽管紫球藻组的稚鲍成活时间能延长 其原因

待查外 在高温下稚鲍生长缓慢或不生长的结论是比

较明确的∀ 本试验中的鲍幼体生长速度比正常的鲍苗

生产慢≈ 作者认为主要原因是水温太高 因为鲍苗生

产的适宜水温为 ∗ ε ≈ 换水量少 鲍苗生产一

般均采用长流水法≈ 而不是饵料问题引起的∀

紫球藻属浮游种类 只是在培养过程中有一部分

藻细胞附着到容器底部和四壁 大部分藻细胞仍呈浮

游状态∀所以在藻种的扩大培养中 可以充分利用容器

和立体空间 在波纹板附藻时 当一批波纹板附着完成

取出利用后 接着就又可投放下一批波纹板∀所以紫球

藻在培养工艺上要比底栖硅藻简单!方便 有其一定的

优势∀ 因而认为 在进一步扩大试验后 完全可以在鲍

苗生产中逐步推广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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α  为解决对虾病害综合防治这一大课题 中国科学

院海洋研究所青岛鱼虾病害研究防治中心进行了近

年的研究!实验 完善了/ 对虾病毒病害综合防治系

统工程0技术∀ 该技术的先进性在于依据遗传基因!虾

体免疫!病毒病源传播渠道!药物防治等方面的基础理

论研究 把对虾养殖过程中的清池!消毒!纳水!池内生

物饵料的培养与肥水!养殖水体水质环境调控!苗种选

择!合成饵料营养!防治病害药物的选择与使用!养殖

生产管理等各个生产环节进行了较为系统的规范化∀

 清池切断池底病源菌的传播途径

 养殖池不清池或清池不彻底对对虾养殖

的危害
含氮有机物无论在亚硝化细菌的作用下进行好氧

分解 或是在硝化细菌的作用下进行厌氧分解 两者的

最终产物都是氨∀ 虾在缺氧而氨浓度增高的情况下易

发生病害∀

池底是一个相对稳定的环境 是细菌繁殖的天然

培养基 淤泥中存在着许多寄生虫及致病微生物 是携

带病毒的微生物大量复制繁殖的基地 池底细菌可能

是病毒的第一宿主 通过食物链的传递作用使其他生

物受到感染 在池底大量有毒物和病原菌剧增 是引起

养殖期对虾细菌性!病毒性病害的主要祸根∀

 清池的方法
彻底清除池底表层 ∗ 的污泥 将各种有

机物与污泥搬至池外 投饵多的地方及虾池死角要进

行重点清理∀ 池底积水不能排干!无法清淤的虾池 可

使用吸泥浆机 将沉积在池底的淤泥连同污水一同抽

出去∀

清池后 必须进行池内无水消毒 可采用生石灰

∗ 亩消毒 把块石灰磨成粉状 在全池均匀

洒开 改变过去用灰泥的办法∀ 干粉遇湿水解 熟化后

能释放出大量热能 有较强的杀菌能力和吸附能力 并

能调节海水 值∀清池确实有困难的可带水消毒 将

池塘进水 ∗ 晴朗天气顺风施生石灰粉 ∗

亩∀边撒药边搅动 使药物与池水均匀混合∀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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