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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这些亲虾经蜕壳后 其活力 !摄食强度以及

腺发育速度等生物学指标都非常好 就因为蜕壳丢了

精荚 无法利用 深感痛惜 ∀为此 笔者曾做过精荚移

植的尝试 都没有成功 这可能与日本对虾纳精囊结

构的特殊性有关 它虽与中国对虾 !斑节对虾和长毛

对虾一样属封闭式 但其结构较为特殊 外壳为环形

突起形成一向体前方开口的袋状囊≈ ∀ 年笔者又

在山东省海阳市进行了日本对虾蜕壳亲虾在人工驯

养条件下再交配的实验 实验使用了 尾次蜕壳亲

虾 雄性亲虾 尾 实验分 组 初步结果 具体另文

报道 是蜕壳亲虾再交配率最高达 水温 !底

质 !光照强度和亲虾雌雄比例是影响再交配率的主要

因素 ∀因此 可以认为在培养条件下再交配是日本对

虾蜕壳亲虾再利用的最有效途径 ∀

水环境稳定在亲虾培养的过程中是非常重要的

任何一项水环境要素如温 !盐 ! 等等的剧变都将会

给亲虾的性腺发育 产卵和蜕壳等带来不利的影响

轻者性腺发育受阻 诱发蜕壳 重者导致死亡 ∀例如

从亲虾的捕获至整个驯养过程 无论何时亲虾与淡水

雨水 只要短瞬间的接触 即盐度梯度剧变 就会引

起亲虾弓背 不摄食而亡 ∀在生产实践中常常遇到这

样的例子 如台风 !热风暴 !暴风雨等气候因素的剧

变 对亲虾质量都产生严重的影响 这一点在生产时

定购亲虾应加以注意 ∀因此 维持亲虾驯养环境的稳

定是至关重要的 ∀

文中提出日本对虾亲虾的蜕壳规律是对来自台

湾 以木屑低温休眠干运法运输的亲虾而言 因为不

同地方种群 或使用不同运输技术的亲虾其蜕壳规

律 死亡率和繁殖周期的变化存在着较大的差异 如

水运法长途运输的亲虾繁殖周期要比本实验所用方

法短得多 仅有 左右 因此 在生产上应视具体

情况安排生产计划 ∀根据吴会川≈ 的综述 在斑节对

虾的繁殖群体中 占总数 的亲虾尽管卵巢发

育达到第 期 成熟期 但由于自身吸收而未能产

卵 ∀在本实验中也有同样的现象 只是这部分亲虾的

比例小些 只占总数的 左右 ∀在实验过程中 也未

见这部分/不育0亲虾有蜕壳现象 ∀这一现象的成因

可能是对虾在漫长的进化历程中自然选择的结果 是

由遗传因素决定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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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珠母贝人工苗养成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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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大珠母贝 人工苗 养成

大珠母贝 Πινχταδα µαξιµα 主要分布在

热带海区 栖息在低潮线至水深 或更深处 其

栖息地多为石砾海底或砂质底 全年环境因子 如水

温 !盐度和底质等变化很小≈ ∀

大珠母贝个体大 !生长快 能生产大型优质珍珠

贝壳可做贝雕和药用 经济价值高 是我国重点开发

的珍贵品种 ∀但大珠母贝人工苗在海区养成过程中成

活率很低 特别是下海 ∗ 个月 壳高 ∗ 时大

量死亡 严重制约大珠母贝养殖业的发展 ∀国内有关

单位对此进行了研究 但至今对大珠母贝苗在海区养

殖大量死亡的原因还不明了 ∀为了在大珠母贝人工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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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殖中尽快取得突破 给有关人员提供参考 现将笔

者几年来从事大珠母贝养成的研究工作介绍如下 ∀

材料和方法

材料

采苗器 胶丝网布 网目 ∗ 塑料薄板 规

格 ≅ 厚 ∗ ∀大珠母贝幼

苗 ≅ 只 壳高 ∗ 为湛江水产学院珍珠

试验站人工培育 ∀养殖设施 浮排 ≅ 结构同

竹筏≈ 固定垂下式或称立桩式≈ ∀试验时间

年 月 ∗ 年 月 ∀

试验方法

收苗方法 用胶丝网布和塑料薄板做

采苗器 附着在塑料薄板上的贝苗用海绵块刷落后装

笼下海养殖 附在胶丝网布上的贝苗 不脱离附着基

用剪刀按附苗量多少把胶丝网布剪成小块放进笼中

下海养殖 ∀

下海 后检查不同收苗方法对贝苗生长 !成活

的影响 ∀

分笼方法 分笼方法分两种 附在笼

框及网布上的贝苗用锋利的刀片轻轻割断足丝后 移

到大网目笼中养殖 ∀ 附有贝苗的网布轻轻洗刷干

净后移到大网目笼中 不损伤贝苗的足丝 没有附着

贝苗的网布则剪下不要 ∀

不同海区大珠母贝苗生存的观察 在

海南省陵水县黎安镇钱螺湾 !琼海市长坡镇龙湾 !三

亚市铁炉港及广东省徐闻县大井湾进行大珠母贝苗

生长 !成活的观察 贝苗吊养水深 ∗ 养殖期水温

∗ ε 海水相对密度 ∗ 试验

时间半年 试验结束时大部分贝苗壳高达 以

上 ∀即已度过贝苗大批死亡期 ∀

结果与分析

不同收苗方法对大珠母贝幼贝成活 !生

长的影响

从表 可见 两种收苗方法 幼贝生长相差不

大 但成活率差别较大 ∀贝苗不从附着器上剥落的成

活率比剥落下来的一组高出 ∗ 笔者在

检查中发现后者笼中有较多贝壳碎片 ∀笔者认为 壳

高 ∗ 稚贝 壳很薄很脆 人为地将贝苗从采苗

器上剥离 易将贝壳磨破 造成贝苗损伤后死亡 ∀其

次 生硬地将贝苗从附着器上剥离 会损伤附着牢固

的幼贝的足丝腺 导致贝体受伤感染而死亡 ∀贝苗连

同附着基直接移入笼中吊养 可避免或减轻上述两种

不利因素对贝苗的影响 有利于稚贝对新环境的适

应 因而成活率较高 ∀

不同分笼方法对大珠母贝成活 !生长的影响

从表 可见 两种分笼方法 大珠母贝幼贝的生

长速度相差不大 但成活率相差较大 养成 个月后

幼贝连同附着基移笼成活率比切足丝法高 ∀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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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认为 分笼时将大珠母贝幼贝及附着基一起从小网

目笼移入大网笼中养殖 对幼贝无任何伤害 生活环

境相对稳定 切足丝法 幼贝生活环境变化较大 移笼

后分泌足丝粘附成团 彼此影响开壳运动及摄食 影

响幼贝的生长成活 ∀

不同海区大珠母贝幼贝生长 !成活的观察

选择了几个不同类型 !不同底质的海区 进行了

幼贝生长成活的观察 结果见表 ∀

从表 可看出 几个不同海区的生长 !成活结果

差别较大 ∀生长最快的海区是三亚和陵水 生长最慢

的是广东徐闻海区 ∀因为三亚和陵水海区水温较高 ∀

成活率则是琼海最高 其次为三亚 ∀笔者认为 几个海

区中琼海龙湾为开放性港湾 底质为砂质 海水交换

彻底 三亚铁炉港为军港 海水较深 底质为砂质 陵

水钱螺湾为内湾 底质为泥砂底 且含泥量超过

周围住有众多村民 大量生活污水排入湾内 出

水口很小 海水交换很差 广东徐闻大井湾为内湾 底

质为沙泥 沙稍多 周围海区养有很多马氏珠母贝 水

质较差 ∀大珠母贝属热带 亚热带深水贝类 ∀栖息地只

限于海底平坦 !有成片珊瑚礁分布 水面上不受或少

受大风大浪袭击的地方 生活的海水比重为 ∗

最适水温为 ∗ ε ≈ ∀可见其天然分布区是

水较深 底质为砂或砂砾 且海底环境比较稳定之海

区 ∀从上述几个海区的生态条件看 只有琼海龙湾接

近其自然分布区的条件 ∀因此琼海龙湾的成活率最

高 三亚铁炉港次之 陵水钱螺湾最低 ∀

因此 要提高大珠母贝人工苗海区养成的成活

率 要注意幼贝出池时的收苗方法 海区养成时的分

笼方法 以及选择合适的养殖海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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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需要的同时 不损害人类后代满足其自身需要的

能力0≈ ∀我们的养殖业在不断地经受着病害的困扰

并且对环境 尤其是水环境 造成了相当严重的污

染 ∀ 等≈ 认为虾类和鲑鱼养殖是消耗而

不是扩大渔业资源 ∀要解决这些问题 就需要在生产

中自觉地运用养殖容量的理论指导生产 以达到保护

水环境 !保护渔业资源和高产高效的目的 使我国水

产养殖业能早日步入可持续发展的轨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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