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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沼虾幼体摄食量及生长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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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要 于 1 9 9 。年 ‘月一 7 月
,
用南京丰年虫无节幼体作饵料

,
在培养皿中对日本沼虾搔状

幼体作单只培养
,

测定了各期搔状幼体 (z
,

一 z
,

) 的 日摄食量及总摄食量
,

并观察了饥饿条

件下搔状幼体的生长与成活情况
。

实验表明
, z

, , 2
2

阶段
,

不投饵并不影响其变态和成活率 ;

但自 z
,

孵出连续饥饿 5d 后
,

即使投饵
,

搔状幼体也不能正常蜕壳和成活 ; z ,

阶段是摄食量增

加的突变期
。

南京丰年虫无节幼体是 日本沼虾幼体的适 口饵料
, P

:

育成率可达 70 %
。

关键词 日本沼虾 幼体 摄食量

日本沼虾 M a c r o br a c h i, 。 , iPPo n e , : e
(d

e H a a n
) 又名青虾

,

是我国淡水虾类中经

济价值较高的一种
,

资源量颇丰
。

国内外学者对其进行过一些研究(张建森等
,

1 9 65 ;戈敏

生
, 1 9 8 0; 许加平等

, 19 8 9 ; 虞冰如
, 1 9 8 7 )

,

然而
,

迄今一直缺乏对其幼体摄食量与生长的

专题性研究报告
。

我们通过投喂南京丰年虫 C hir o c e夕h a lo s o a

碱 i。 。, 5 15 (S h
e n
) 无节幼

体
,

进行正常投饵与饥饿条件下 日本沼虾搔状幼体摄食量与生长的试验
,

以期为 日本沼虾

人工育苗及营养
、

饵料方面的研究提供参考
。

1 材料与方法

L l 日本沼虾搔状幼体

于 1 9 9 0 年 6 月一 7 月
,

采用浙北地区捕获的天然抱卵亲虾(体长 5一 6c m )
,

选取即将

孵幼的抱卵虾单尾放养在玻璃缸内
。

一般
,

第二天清晨即可见出膜的第一期搔 状 幼 体

(Z
:
)
。

在出膜不久的搔状幼体中
,

挑选较活泼的个体分放在直径 g c m 的培养皿中单只饲

养
,

作正常投饵条件下的培养试验
。

另取 30 只搔状幼体分成 6 组
,

每组 5 只幼体放养在

直径 1 sc m 的培养皿中作饥饿条件下的培养试验
。

其中 1一 5 组
,

分别饥饿 l , 2 ,
3

, 4 , , d;

第 6 组为对照组
,

正常投饵
。

L Z 培养用水

将池塘水先经 目大 1 2 5 产m 的筛绢过滤
,

再用滤纸过滤之
,

以使培养用水尽量少含浮

游生物
。

饥饿试验组
,

则采用煮沸冷却沉淀后的过滤水
。

L 3 饵料

投喂刚孵出不久的南京丰年虫
”
无节幼体(体长约 4 00 一 5 0 0 产m )

,

根据前一天的摄食

*
国家自然科学基 金资助项目

, 3 8 8 0 0 9 , 号 ;浙江省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项目
, 2 8 8 17 7 号

。

本文由顾志敏执笔
。

收稿日期 : 1 9 , 1 年 4 月 9 日 ;接受 日期: 1 9 9 2 年 6 月 3 日
。

l ) 南京丰年虫休眠卵由杭州大学生物系提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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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及时增加投饵量以满足饵料供应
。

L 4 水温

试验在室温条件下进行
。

正常投饵培养试验
,

水温 26 士 3 ℃ ; 饥饿培养试验
,

水温

3 0 士 l℃
o

L S 管理

每天换水
、

投饵和检查
,

记录蜕壳
、

摄食
、

成活或死亡等数据
。

日本沼虾各期搔状幼体的分期标准参照戈敏生 (19 8 0) 的划分
。

2 结果

2
.

1 正常投饵条件下 日本沼虾搔状幼体的摄食量与生长

2. 1
.

1 摄食量 经投喂南京丰年虫无节幼体
,

13 只皿中有 9 只搔状幼体顺利发育成后

期幼体(即仔虾 )(P
,

)
。

根据这 9 只搔 状幼体的日摄食量
,

统计出各期平均每只幼体的 日

摄食量
、

平均每只幼体蜕壳间期总摄食量和 由 Z
,

一 P ,

的平均总摄食量 (表 l)
。

由表 1

可知
, Z :

不摄食
,

蜕壳变态成 Z
:

后方才开始摄食
,

但 日摄食量较少 ; 2 3 的 日摄食量明显

增加
,

比 2 2

增加约 4
.

3 倍
,

而此后各期 日摄食量均不超过前一期的 l 倍
。

此外
,

平均每只

幼体蜕壳间期总摄食量也呈现 出与上述相似的变化趋势
。

上述结果表明
,

2
3

阶段是摄食

量增加的突变期
。

试验还观察到
,

一般情况下
,

搔状幼体在蜕壳间期内的 日摄食量差别不大
。

幼体的 日

摄食量与培养天数并不呈线性相关
,

只在完成一次蜕壳变态后方显著增加
。

然而
,

在 9 只

搔状幼体之间
,

其各期蜕壳间期总摄食量及育成 P ;

的总摄食量相差很大
,

反映出不小的

个体差异 (见表 l 括号内数据 )
。

表 1 正常投饵条件下 日本沼虾搔状幼体摄食量
. )

(只)

T a b
·

1 F o o d u p t a k e 。 (i
n in d

.

) p e r : o e a o f M a c , o b r a c hi。。 。‘户户。。。 , 5 1, u n d e r

th e e o n d it io n o f n o r m a lly fe e d in g

摄食项 目 2
2

2 3 2
一

Z , Z
‘

Z
,

2 0 2
,

平均每只幼体 日摄食量 1 3 2 1 3 3 3 7 5 1 6 1 7 2

平均每只幼体育成
P , 总摄食量

1 1 5 3

(9 2 7 , 1 3嘴1 )

.

巴匕阵��|
l

壳蜕量体食幼摄只总每期平间均

a ) 平均值系平均 9 只搔状幼体的摄食量
,
括号内数据为最小值与最大值

。

2. 1 .2 成活数 搔状幼体的成活及蜕壳变态情况如图 l 所示
。

从 z ;

。 z 。,

全部成活 ;

到孵后第 8 天 ( 即 z ;
发育变态成 Z

,

时)
,

成活数开始减少
,

其间 Z
,

* Z ‘共死亡 3 只
, 2 6

”

Z
,

死亡 l 只
,

Z ,

以后成活数保持不变
。

搔状幼体发育成后期幼体的成活率达 70 外 (为验

证南京丰年虫无节幼体的饲喂效果
,

曾先后二次另行在 20 只培养皿中作单只培养试验
,

结果 Z
;

* P :

的成活率为 65 并一85 多)
。

2. L 3 蜕壳间期 在温度 26 士 3℃ 下
,

z
, ,

2
2

的蜕壳间期均为 Zd; 自 z
、

起
,

个体间

出现差异
,

蜕壳间期为 2d 或 3d ; Z
,

一 z 。

各蜕壳间期又均为 2d ; Z
,

则为 2一4d
。

此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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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正常投饵条件下 日本沼虾搔状幼体的成活及蜕壳变态情况

F i g
.

1 s u r v i v a l a n d m 0 1 t i n g s i t u a t i o n o f M
a c r o b r e c 五fu 仍 ”蔺PPo ” , 称, i : z o e a e

u n d e r t h e e o n d i t i o n o f n o rm a lly fe e d i n g

自 z ,
以后

,

有时幼体在变态进程中出现中间蜕壳状态
,

即需蜕 2 次壳才完成一期形态的

递进
。

在不同个体之间
,

出现中间蜕壳状态的时间也不一致
,

尚无规律可循
。

因此
,

由 z :

生长发育成 P :
的蜕壳次数也不尽相同

,

少则 9 次
,

多则 14 次
。

2. 2 饥饿条件下 日本沼虾搔状幼体的摄食量与生长

2. 2. 1 摄食量 饥饿条件下日本沼虾搔状幼体孵出后 10 d 内的 日摄食量见表 2 。 饥饿

1 , 2 ,

3d 组自投饵后
,

当天及其后各天的 日摄食量与对照组无甚差别
。

饥饿 4d 组在投饵

之当天与对照组相似
,

而其后 2 , 3 d 内有较对照组稍低的趋势
。

饥饿 sd 组
,

在第 6 天投

饵后
,

已少有捕食能力
,

不久搔状幼体便陆续全部死亡
。

表 2 饥饿条件下 日本沼虾搔状幼体孵出后 10 d 内平均每只日摄食I (只)
T a b

.

2 D a i ly f o o d u p t a k e n
( i

n i n d
.

) p e r z o e a o f M a c r o b r a c 人i。。 。i户Po o e n , i ,

u n d e r t h e e o n d i t i o n o f s t a r v a t i o n
’

d u r i n g 1 0 d a ys a f t e r h a t e hi n g

一

竺鳖-
⋯二不兰兰岁鬓耸士二

” } “ ’ “ ‘4 ’9 2 9 2 9 2 9 3 4 3 8

‘ } ” 5 ” ‘4 ’9 2 7 2 8 2 9 3 5 3 8

2 1 “ ” 9 ‘4 ‘9 2 7 2 7 2 8 3 4 3 8

3 1 ” ” ” ‘4 ‘9 2 6 2 8 2 7 2 7 3 3

斗 } ” ” “ “ ‘9 2 0 2 3 “6 2 8 3 5

5 1 ” ” ” ” ” l ” “ ” “

2. 2. 2 成活数 饥饿条件下搔状幼体的成活情况如表 3 所示
。

由表 3 可见
,

饥饿 1一4

d 的各试验组均与对照组相同
,

搔状幼体全部成活
。

饥饿 sd 的试验组
,

幼体不能正常生

长变态
,

孵后第 6 天即开始死亡
,

至第 9 天无一成活
。

上述结果表明
,

Z : ,
Z

:

阶段
,

不投饵

并不影响搔状幼体的成活和变态 ; 自 Z :
孵出起连续饥饿 5d ( 已进人 2 3

约 la)
,

即使投饵
,

幼体也不能继续蜕壳生长
,

不久将夭折
。

2. 2. 3 蜕壳间期 以多数幼体蜕壳状态为准
,

z :
一Z ,

的蜕壳间期及 Z ;
生长发育成 P ,

的总天数见表 4 。 结果表明
,

饥饿 1一 3d 各试验组与对照组无明显差异 ;饥饿 4d 组
,

2 3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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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 a b
.

表 3 饥饿条件下 日本沼虾搔状幼体孵出后 10 d 内成活数(只)

N u m b e r o f s u r v iv a l (in in d
.

)
o f M a c r o b r a c hi“ 。 , iPP o n e n , 15

z o e a e u n d e r

t h e e o n d it io n o f s t a r v a t io n d u r in g 1 0 d a ys a f te r h a r e h in g

、

⋯ 搔 状 幼 体 孵 出 后 天 数

。L饿大二 }一

—
一

—
一

—
-

—
{三一

一二二
一

~

三
一

一
一

二
一

一二- 一二一一二一
一
里一

-

二一
一-

竺-
-

: ⋯{ : : : : : { : ) ⋯
3

⋯
) , , , ’ ” ” ” ” ,

: ⋯; : : : : : : : : ;

表 4 饥饿条件下日本沼虾 z
,

一z
,

的蜕壳间期 (d) 及 2
1

‘P
,

育成总天数

T a b
.

4 M o l tin g i n t e r v a ls (i
n d a y s

)
o f Z

:

一Z , a n
d rh e t im e

(i
n d a y s

) fo r m e t a m o r p h o si s

f r o m 2
1 t o- p

一 o f M a c r o b r a c h i“协 粉iPP o ”e 月5 15 u n d e r th e e o n d it io n o f s t a r v a t io n

饥饿天数
2 1

晰P
-

成总天数

l8

2 0

2 0

l8

2 3

蜕壳间期较对照组多 ld
,

在第 5 天投饵后
,

其后各期的蜕壳间期基本上与其它各组相同
。

但 Z
L

0 P L

育成总天数则比对照组多了 sd ; 而饥饿 1 , 2 , 3 d 组的 P :

育成总天数分别较对

照组多 2 , 2 ,

0d
,

相差并不大
。

唯有饥饿 纪 的试验组
,

搔状幼体自进人 2 3 后
,

不能再生长

变态
,

最终死亡
。

3 讨论与结论

1 1 南京丰年虫无节幼体是 日本沼虾幼体的适口饵料

南京丰年虫属甲壳纲
、

鳃足亚纲
,

无甲目
,

迄今仅我国有分布报道
。

近年来在杭州大

学生物系主持卞
,

我们对该动物的增殖与利用进行了研究
,

试图将其应用于水产养殖
。

在

本试验中
,

采用投喂南京丰年虫无节幼体
,

2
1

、 P :

培育成活率达 7 0外
。

南京丰年虫无

节幼体作为搔状幼体的开口 饵料
,

大小相宜
,

适口性佳
。

与卤虫相比
,

它适于淡水培养
,

因

此
,

作为一种动物性活饵料源
,

今后应用于淡水名贵肉食性鱼类及蟹
、

虾类的苗种培育和

养殖
,

具有良好应用前景
。

3. 2 适口 饵料不足是 日本沼虾搔状幼体培育成活率低的重要原因

以往
,

对于 日本沼虾的人工育苗
,

一般是利用池塘天然浮游生物和蛋黄
、

豆浆等饵料

(戈敏生
, 19 8 0 ;许加平等

, 1 98 9 )
, P; 的育成率仅在 30 并以下

,

幼体死亡高峰在 2
3

* z
;

阶段 (张建森等
, 19 6 , )

,

其原因一直未能探明
。

本试验结果表明
,

在保证有充足的南京丰

年虫无节幼体投喂下
,

2 3

、 Z ,

阶段无一个体死亡
, 2 3

一 Z ; 蜕皮率为 1 00 务
。

这 说 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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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 ,
、 Z

。

死亡高峰的出现
,

主要是由于幼体饵料不适口 或适口饵料供应不足所致
,

与其它

如饲育水盐度的关系不大(虞冰如
, 1 98 7 )

。

但在饵料充裕的情况下
,

本试验出现 z
。

, Z6

尚有一个死亡高峰
,

多数是幼体因蜕壳不遂而死亡
,

对此还需进一步研究
。

3. 3 日本沼虾幼体的摄食量与人工投饵

通过在正常投饵与饥饿条件下幼体 日摄食量与生长的测定和观察
,

Z
: , 2 2

阶段不投

饵并不影响其生长变态和成活率 ; z
,

阶段是摄食量增加的突变期
,

饥饿将直接 威 胁 2 3

的蜕壳生长和成活 ; 自 z
:

起开始摄食
,

其后摄食量随着幼体发育期的渐进而增加
。

这意

味着 日本沼虾搔状幼体在 Z ; ,
Z
:

期
,

可以利用 自身体内卵黄营养
,

维持正常的蜕壳生长
。

蛙蟹 R 朋io ra , i。 (皆川惠
, 1 9 8 8 )

,

若孵化当天不投饵即可造成幼体高死亡率 ; 中华绒

鳌蟹 E ; i口ck
廿ir 万。二行

,

幼体在饥饿 2d 投饵
,

不影响幼体的成活率
,

并有随饥饿天数的

增加
,

蜕皮间期延长的特点 (何林岗等
, 1 9 8 8 )

。

而 日本沼虾幼体在饥饿 1一 4d 后投饵
,

其成

活率与蜕皮间期均与对照组无显著差别
。

这表明
,

刚出膜的 日本沼虾幼体有比上述二 种

蟹更强的 自我营养维持能力
。

但进入 乙 后
,

体内卵黄营养已逐渐消耗殆尽
,

必须从外界

大量摄食
,

以补充生长发育的营养需求
。

在青虾人工育苗生产上
,

人工投饵时间的选择
,

最迟必须在进入 马开始
,

否则将会导致幼体 大批死亡
。

在幼体蜕皮间期
,

日投饵量只需

稳定或稍加即可
,

在完成一次蜕皮变态后
,

才需作较大的增加
。

3
.

‘ 日本沼虾幼体发育中的中间蜕壳状态

日本沼虾搔状幼体在同一培养 条件 下 完成整个变态 (2
1

、 P ;

) 的蜕壳变态次数不

一
,

为 9一 14 次
。

从 z ,
起

,

常会出现一次蜕壳不到位的中间蜕壳状态 (图 1 中用 z 梦表示
,

余类推)
。

经我们初步观察
,

凡需蜕二次壳方可完成一期形态递进的幼体
,

第一次蜕壳后
,

若第二触角外鞭形态无递进变化
,

幼体形态
、

大小变化不大
,

即为中间蜕壳状态
,

则需再蜕

壳一次
。

这种中间蜕壳状态现象在海产蛙蟹上也存在着(皆川惠
, 19 7 9 )

,

原因尚不明
。

日

本沼虾幼体完成整个变态的蜕壳次数不一
,

加重了变态状况的参差不齐
,

不仅造成不同

个体间蜕壳间期总摄食量的差异
,

而且导 致 Z ;

* P :
育成总天数的相差较大

。

这将对高

密度人工育苗带来不利影响
。

对此确有深人探讨的必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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