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荣成市水产局

 试验环境与条件及日常管理

筏养海区为荣成桑沟湾东北部的原养鲍区 水深

∗ 年平均水温 ε 平均流速 ∗

海水盐度一般为 ∗ 海水透明度一般为 ∗

∀ 水质各项理化因子较为正常 适于鲍的生长∀

所用鲍苗为 年 月初孵化的人工苗 并经室内越

冬暂养至翌年 月 日 平均壳长 最大

最小 共取 粒∀筏养网笼为引进日

本式的 ≅ 的 层抹方形塑料养鲍笼 网目

大为 共 个∀ 吊绳长为 ∀

 试验方法与步骤

 饲饵引诱剥离法
即在傍晚将新鲜洁净的嫩海带投入养鲍池内 鲍

自然爬到海带上摄食 第 天清晨取出海带顺便计数

共剥离鲍苗 头 平均壳长 ∀

 离水光线刺激剥离法
趁晴朗天气 将鲍苗连同其附着的波纹板从养鲍

槽中捞出 沥水后放在干净的塑料布上让阳光照射

∗ 趁鲍活动爬行时剥离计数 共剥鲍苗

头 平均壳长 ∀

表 1 皱纹盘鲍 3 种剥离方法养成试验测试结果

日期 水温

组 组 ≤ 组

壳
长
 
 
 

壳
增
长
 
 

平
均
日
增
长

死
亡
数
 
 

死
亡
率
 
 

壳
长
 
 
 

壳
增
长
 
 

平
均
日
增
长

死
亡
数
 
 

死
亡
率
 
 

壳
长
 
 
 

壳
增
长
 
 

平
均
日
增
长

死
亡
数
 
 

死
亡
率
 
 

年 月 日 ε 个 个 个

合计
α

年第 期

α 收稿日期 年 月 日



 酒精麻醉剥离
用 的医用消毒酒精 纯度 浸泡 ∗

后 待鲍壳举起扭动时 采取水流冲击而剥离计

数 共 头 平均壳长 ∀

 鲍苗装笼
将剥下的鲍苗按 粒 笼的密度均匀地装入筏

养笼内∀ 种不同剥离方法所得之鲍苗分别装入

≤ 个组内 每组 笼∀

 下海筏养
年 月 日将 ≤ 组各 笼鲍苗分

别挂在同一海区的筏架上进行海上养成 筏养水层

∀

 投饵
饵料品以鲜嫩海带和裙带菜为主∀ 投饵量随季节

水温变化而随时调整 月底∗ 月底 水温 ∗

ε 按鲍体重的 ∗ 投喂 每 次 从 月初∗

月底 水温 ∗ ε 按 ∗ 的日投喂量进

行每 次 从 月初∗ 月底 ∗ ε 按 的

投饵量每 次 从 月底∗ 月下旬日投饵量逐渐

增至 ∗ 从 月底日投饵量逐渐减少 当

水温下降到 ε 时投最后 次 待翌年水温回升 ε

以上再逐渐增加投饵量∀ 组的饵料品种!投饵量和次

数完全一致∀

 涮笼和刷笼
去掉笼内浮泥和笼壁附着物∀每次投换饵料时 首

先要上下涮洗几次网笼 以去掉笼中淤泥污物 每

要用软刷将网笼内的鲍壳上的附着物及时清除 以防

止附着生物长大成灾 同时还要将笼壁上的杂藻等附

着物清除干净∀

 定期检查与测量
鲍下海后 每次投饵时要认真观察鲍的摄食!附

着!生长和死亡情况 随时拣出死鲍 发现问题及时解

决∀ 每月对 组鲍的生长情况测量 次 每组 个

并作好记录∀

 试验结果和讨论

试验结果见表 ∀

 法剥离的鲍苗生长和成活情况都好于

法和 ≤ 法∀

 法剥离鲍苗的养成效果明显好于其他两

种方法 分析其原因是因为 法剥离的鲍苗在剥离时

基本上没有受到刺激和损伤≈ ∀所以 下海筏养的头几

个月 法剥离不但没有死亡 而且生长速度也明显大

于其他两组∀≤ 组的生长和成活情况最差 用酒精麻醉

剥离对鲍苗的刺激损伤明显 大于光线刺激剥离∀

 从剥离效率看 ≤ 法最为方便∀ 所以如在短

时间内大量剥苗 此法仍有其应用价值∀

 从整个试验情况看 种方法的成活率都在

以上 这在筏式养成中都是比较理想的∀ 这与使

用大规格的健壮早苗是分不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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α   国家标准中要求食品强化剂活性钙中的°

≤
≈ ∀ 以往对低含量一般采

用石墨炉原子吸收法 但由于钙的分子吸收造成背景

干扰大∀ 双硫腙2氯仿 或二甲苯 萃取富集法≈ 萃取

剂易挥发 测定的精密度也不高∀ 本文探讨的方法 提

高了火焰原子吸收法测定铅和镉的灵敏度和准确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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