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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孔鲍 Ηαλιοτισ διϖερσιχολορ αθυατιλισ自 年从

台湾省首次引进在福建东山岛养殖以来 迅速发展

现在已成为福建闽南地区以南沿海养殖的主要鲍

种 ∀该鲍具生长快 适合本地区养殖的特点 从

左右鲍苗装笼 经过 个月养成 就可以达到

商品规格 ∀根据多年来从事九孔鲍人工苗种生产技术

的研究和实践经验 本文就九孔鲍苗种生产环节中的

若干技术问题 作一介绍 ∀

亲鲍性腺促熟

九孔鲍的自然繁殖季节在福建闽南地区是 ∗
月份 但在此之前的 ∗ 月份 也可看到少数成鲍性

腺成熟 ∀在自然繁殖季节育出的九孔鲍苗种 到冬季

水温低 生长缓慢 有时因个体小耐不住低温而发生

死亡 ∀这种鲍苗 经过养成 至翌年 ∗ 月达到商品

规格 ∀要使苗种个体大 从而提高鲍苗越冬的存活率

或使苗种当年年底即可长成商品鲍出售 就要在 ∗
月育苗 这就需要进行亲鲍性腺促熟 提早进行苗

种生产 ∀
亲鲍性腺促熟的方法有 室内加温控温 ∀有条

件的可通过加温控温促熟 把水温恒定在 ∗ ε
的某一点上 ∀每一种鲍都有一定的生殖水温范围 生

殖水温决定着其繁殖季节 ∀根据这个原理 整年都可

以通过控温进行鲍的苗种生产 ∀ 控制光照 应尽可

能地全暗光 ∀ 密度宜稀 个箱笼或 个平面网箱

放养 只左右成鲍 雌雄分池饲养 由于雄鲍易排

精 若雌雄同池饲养易导致雌鲍流产 ∀ 加大换水

量 在 以上 ∀ 投喂适口性的饵料 如海带 !江
蓠等 清换 次 投饵量以残饵略有剩余为准 ∀

催产

人工养殖的亲鲍 在一般情况下不会自行排放精

卵 ∀因此 在苗种生产时 应挑选那些性腺饱满且其末

端圆钝的亲鲍进行催产 才能获得精卵 ∀催产的雌雄

比一般为 Β ∗ Β ∀
催产一般在傍晚 Β 左右进行 ∀其方法是 挑

选的亲鲍经过 左右的阴干后 雌雄分开 分别放

入经紫外线照射过 ∂ • 支紫外线灯管照射

∗ 的海水中 ∗ 然后把该海水换掉 改换为

未经紫外线灯照射的新鲜过滤海水 同时也可以采取

逐渐升温 ∗ ε ∀经过这样的处理 若性腺饱满和

成熟的亲鲍 会即刻排精放卵 反之 会延迟 一般在

凌晨排放 ∀排放时 雄鲍往往较雌鲍先排放 ∀这时 也

可以采取精液诱导的方法 取少量精液在雌鲍催产池

中以诱导雌鲍产卵 ∀催产时应注意 充气 以免缺

氧 由于雌雄排放不同步 精液可放置在电冰箱中

冷藏 并经常更换为新鲜的精液以备用 ∀
现在 生产上还采用强光照明的方法催产 即把

设置在离放有催产鲍的水体表面 ∗ 处的电

灯泡 ∂ ∗ • 开启 兼具强光和升温刺

激 ∀这种做法 催产效果很好 但应严格控制刺激时

间 以免伤害亲鲍 ∀秋季育苗水温较高时 应采用降温

的方法催产 ∀
也可以采用过氧化氢催产九孔鲍 其催产浓度为

的过氧化氢 ≅ ∗ ≅ ς/ ς 浸浴

时间 ∗ ∀采用过氧化氢催产鲍的效果与紫外

线灯照射相同 ∀二者的原理都是一样的 ≈ 它们在水

中分解产生的供氧体 能提高鲍体内的脂肪酸环氧化

酶合成的速率 进而加速合成前列腺素前体和前列腺

素 而鲍的精卵排放是受到前列腺素的控制 ∀因此 只

要在水中加入一定浓度的过氧化氢 使酶加速合成前

列腺素 便能诱使鲍作出排精放卵的反应 ∀

人工授精和洗卵

每次人工授精前 应镜检精子的活力情况 ∀水温

越高 随着时间的推移 精子活力就越差 产出的卵子

也就越易老化 ∀因此 尽可能在精卵产出后的较短时

九孔鲍的人工苗种生产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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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内授精 一般不超过 以上 ∀授精时 切勿加入过

量精液 镜检视野中 个卵子周围有 ∗ 个精子即

可 ∀授精几分钟后 应镜检卵子的受精情况 观察是否

有第一极体排放 ∀并及时洗卵 把多余的精液洗去 ∀其

方法是 待受精卵沉淀下来后 将上层水用塑料小管

轻轻地虹吸掉 然后再加入过滤海水 ∀如此反复数次

就可把多余的精液除去 ∀现在生产上常把受精卵收集

在 ∗ 目筛绢布里 用水往里面轻轻冲洗几分

钟 就可达到去除精液的目的 ∀

孵化

生产上 常把经过洗卵后的受精卵直接投放于育

苗池中让其孵化 ∀投放受精卵时 育苗池的水温与授

精时的水温不应差异过大 一般不超过 ε ∀受精

卵的孵化时间与温度有关 ∀在 ∗ ε 九孔鲍受精

卵孵化为担轮幼虫需要 ∗ ∀受精卵要孵化成正

常的幼虫 其适当的水温范围为 ∗ ε ∀水温过高

或太低时 不是畸形就是分裂异常 ∀一般地 出膜后上

浮至水体的中上层的担轮幼虫为健康的幼虫 停于水

体底部的幼虫 活动力弱 这样的幼虫多数在以后的

发育过程中死亡 ∀
育苗池在投放受精卵之前 预先放置好附着基

并接上底栖硅藻藻种 ∀其做法是 在催产的前 ∗
在育苗池中投放透明的塑料波纹板或塑料薄膜 作为

鲍苗附着的附着基 加入新鲜过滤海水 海水以刚好

淹没附着基为准 ∀添加营养盐后 接上底栖硅藻藻种

有的养殖场不加入藻种 ∀
孵化情况可用手电筒照射观察 倘若孵化效果不

佳 则需另选亲鲍重新催产 ∀按水池面积计算 水中若

有 ∗ 只 正常的担抡幼虫 即可 ∀各池

间浮游幼虫的密度 可通过夜间移苗适当调整 ∀
育苗池投入受精卵后 应每天添水 并适当控制

进水量 至 后水刚好填满溢出为准 而此时鲍苗

已附着在长有硅藻的附着基上 ∀从幼虫孵出至幼虫附

着这期间 水池的光照应暗弱些 避免强光直射 ∀在水

温 ∗ ε 受精卵经过 ∗ 幼虫开始附着 ∀在
这以后 可每天换水或流水 ∀

苗种前期管理

从幼虫附着在附着基上开始 到要把鲍苗从附着

基上剥离下来的这期间 属于苗种前期管理阶段 ∀该

阶段管理较简单

水质
保持水质新鲜 每日换水或流水换水 ∀

饵料
观察底栖硅藻的繁殖情况 定期补足营养盐 ∀若

小于 的鲍苗 饵料不足 可采用瓢泼方式追加

底栖硅藻 ∀

敌害生物

桡足类会与鲍苗争食附着基上的底栖硅藻等

发现桡足类数量较多时 采用沈决奋 年的方法

用敌百虫 ≅ 浸浴 然后排水 可把杀死的

桡足类从池底冲流出去 ∀

苗种后期管理

鲍苗从附着基上剥离开始 饲育到成为苗种

约 ∗ 可装笼养成或作为苗种出售 称苗

种后期管理 ∀

剥离
九孔鲍幼虫附着饲养 ∗ 后 达 以

上 发现饵料不足 可考虑剥离 ∀但秋末冬初育出的苗

种 因随之而来的水温渐低 摄食量少 生长缓慢 最

好让其继续摄食附着基上的硅藻 待来年 月份剥

离 以提高其成活率 ∀剥离方法有化学剥离和物理剥

离 ∀生产上一般采用物理方法剥离 就是把附有鲍苗

的附着基在水表面来回移动 鲍苗就会自然脱落 ∀剥

离下来的鲍苗撒入池底铺有四角砖的水池中 鲍苗放

养密度为 ∗ 只 ∀鲍苗刚投放于水池

后 因环境变化 一部分鲍苗往往会爬至池壁的水表

面处往外逃逸 应及时冲刷于水中 以免干露 ∀
鲍苗在 以上才剥离的传统养殖方式 由

于附着基上的饵料不足 使得幼苗在附着期内不断死

亡 ∀现在 鲍苗 时就开始剥离用人工合成饲料

喂养 降低了死亡率 且缩短了养殖期 个月即可达

以上 而用传统养殖方式要 个月 ∀在鲍苗饲养

过程中 随着鲍的个体生长 可适当调整鲍放养密

度 ∀

饵料投喂
现在已有鲍人工配合饲料系列产品 可根据鲍

苗的大小投喂不同型号的饲料 ∀大于 的鲍苗

也可将大型藻类剁成泥浆或用绞肉机绞碎成泥浆后

投喂 ∀但投喂哪一种饵料 都应严格控制投放量 以免

影响水质 ∀起初投饵量为 ≅ 只 以后逐渐

增至 ≅ 只 并视摄食情况而定 清换饵

料 次 ∀清换饵料时 池水迅速排干后 在排水口处挂

一粗孔网目袋 用于捡回水流冲流出来的活鲍苗 用

高速水流对四角砖及池底冲洗 把残饵和病鲍 !死鲍

冲流出去 ∀待池水进入至满池后泼洒饵料 暂不充气

和进水 ∀这样 饵料沉积在底部很均 鲍苗能充分

摄食 ∀

换水

采用砂滤水全日流水换水 保持换水量 倍以上 ∀

充气
在整个苗种生产过程中 采取充气 保持水中溶

解氧在 以上 ∀

疾病防治
做好鲍的病虫害防治工作 切实做好以防为

实验与技术

∞÷ °∞ ∞ × × ∞≤ ≠



海洋科学 年 第 卷 第 期

广东省科委 年重点科技攻关项目粤科字≈

号 ∀

收稿日期 2 2 修回日期 2 2

主 ∀在鲍的人工苗种生产中 若能根据鲍的生活习性

和生态特点进行投喂 !换水和管理等 就会减少或避

免鲍的疾病发生 ∀

投饵时 可把光合细菌或 ∞ 按 ς/ Ω 掺加

在饲料中 或在全换水后 投放 ≅ ς/ ς 光合

细菌或 ∞ 药浴 内不流水 均能收到很好的效果∀

在鲍的病毒病暴发流行时 应尽量保持水环境稳

定 少换水 少触动鲍苗 以减少其应激反应 各池严

格隔离 工具不能串池使用 个池子操作好后 工作

人员本身注意自身的消毒 严禁场外人员入内 ∀

其他管理

实行全日值班制 防止因断水 !断气而引起水质恶

化的事故发生 ∀对水质因子及鲍的生长情况进行测定

记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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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马尾藻为原料提取海藻酸钠 可以开辟新的原

料来源变废为宝 降低成本 且产品有很好的保健效

果 ∀马尾藻中含有叶绿素 叶黄素 Β胡萝卜素 褐藻

黄质及酚类色素等 色素含量比海带高得多 其所提

海藻酸钠的颜色也比从海带中提取的深得多 因此对

漂白工序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沿用传统的 ≤ 漂

白 往往当黏度 !产率尚可时 颜色深褐 当将其漂白

后 黏度又达不到国标要求 ∀漂白工艺成了影响产品

质量 !产率的重要因素 ∀过氧化氢漂白已在纸浆漂白

中得到了普遍应用 有取代氯水 ! ≤ 漂白之势 ∀其
主要优点是 污染小 白度稳定 贮存与使用方便 对

糖苷键的水解作用小 黏度损失小 ∀本实验重点研究

了 的漂白工艺条件 并和 ≤ !≤ !过氧乙

酸 !连二亚硫酸钠的漂白效果进行了比较 ∀

实验材料 !仪器

材料
亨氏马尾藻 月至次年 月采集 ∀产地为广

东省汕尾海面 ∀
海藻酸钠从亨氏马尾藻中提取 ∀

≤ ≥ 等均为分析纯试剂 ∀

仪器
⁄2 旋转黏度计 上海天平仪器厂生产 ∀

方法

漂白时机及 值的选择

影响漂白的因素很多 例如 漂白时机 即胶液漂

白或产品海藻酸钠漂白 ! 漂白时的 值 ! 浓

度 !温度 !时间等 ∀在查阅文献≈ 和单因素实验的基

础上 可大致确定上述各因素适宜条件的变化范围 ∀
实验结果证明 选择胶液漂白方式较好 ∀这是由于

胶液漂白属均相反应 反应迅速且均 产品质量好 ∀
漂白 值的适宜范围极小 实验证实 有效的漂

白 值为 ∗ 在反应过程中产酸 值急剧

下降 ∀所以 选择漂白开始时 ∗ 漂白

终了时 ∗ ∀为调节 值并防 值急剧下

实验与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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