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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对虾的摄饵且
、

生长率的初步观察
*

张乃禹 林如杰 曹登宫 张伟权 高洪绪 梁羡园
〔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

在养虾成本中
,

饵料费用所 占的比例最大
。

而投饵不足势必影响对虾的生长
,

投饵过

量则不但造成浪费
,

还会败坏水质
。

因此
,

寻找合理的投饵量是降低养虾成本的重要关键

之一
。

我们于 19”
,
19 夕8 年 7一 1 1 月份在浙江省温岭县松门对虾养殖场进行了中国对虾

夕朗
aeu , 口ri 阴留Iit K is hi n ou ye ) 不同大小时的摄饵量

、

生长率的观察实验
。

现将 1 9 7 8 年的

实验结果报告如下
。

一
、

材 料 与 方 法

实验所用材料均系人工养殖的中国对虾
,

对 4一 14 cm 体长的对虾进行实验
,

其体长每

增长 Ic m 做一次实验
,

每次选择 30 尾体长基本相等的健康对虾
,

分成三组
,

每组 10 尾
,

进

行连续 7 天的实验观察
。

实验在室内小水泥池(1
.

85 x l
.

刊 x o
.

4 米 )中进行
,

每天更换 1 / 4 池水
,

在整个实验过

程中温度
、

盐度
、

溶解氧均在适宜范围内(水温 16 一28 ℃ ; 盐度 23
.

06 一29
.

24 瓜 ; 溶解氧

5
.

0 7一 7
.

5 1即m )
。

实验所用的饵料是蜷蛙 (si 。。即。 la co ,
。t’ct a) 的鲜肉

。

剥下后用吸水纸吸至无水

痕为止
,

然后用扭力天平称重
。

每 日早 6 : 0 0及晚 6 : 。0 各投饵一次
。

投饵量稍多于对虾

摄饵量
,

使每次都略有残饵
。

每次投饵前将残饵取出
,

用吸水纸吸至无水痕后称重
。

投饵

量一残饵量 一对虾实际摄饵量
。

每次实验开始及结束时测量对虾的体长
、

体重
。

统计每一体长组的对虾 日摄饵量
、

日

摄饵率
(
日摄饵量

对虾体重
“ 0。”

)
、

生长率
(
对虾增重量

实验开始时体重
“ 0 。外

)
和饵料效率

(
日增重量

日摄饵量

x ‘”。”
)

,

数据处理用迥归分析
。

二
、

实 验 结 果

1
.

对虾的日摄饵l

实验结果列于表 l 。

将各体长组对虾的体长
、

体重及相应的 日摄饵量
、

日摄饵率作迥归分析
,

求出的对虾

日摄饵量与体长
、

体重 ; 日摄饵率与体重的迥归方程式分别为
:

*
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调查研究报告第 88 , 号

。

本实验得到浙江省温岭县松门养虾场徐惠刚
、

江维宝等同志大力支持
, 特此致谢

。

收稿 日期 : 19 8 2 年 4 月 7 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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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每尾对虾不同大小时的日摄饵t 旧摄饵率
、

生长率

对对虾平均体长 (c m ))) 对虾平均体重 (g ))) 日摄饵量量 日摄饵率率 生长率率 饵料效率率

(((((((((((((((((((((((((((((((((((((((((((((((((((((((((((((((((((((((((((((((g ))) (% ))) (% ))) (% )))

实实验开始时时实验结束时时 平均体长长 实验开始时时 实验结结 平均体重重 增重重重重重重

(((((((((W
:

))) 束时时时 (△W 二二二二二二

(((((((((((W
Z

))))) W
,
一W

:

)))))))))))
(((((((((((((((g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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咚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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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666 5 2 111 I
,

7 111 2
。

1666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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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444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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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555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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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333 3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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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777 2 6
。

3 222 1 0
。

2 000

555
.

9999 6
.

6 333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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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111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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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111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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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00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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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000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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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000 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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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000 2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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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444 1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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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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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000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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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333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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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22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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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333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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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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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444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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斗222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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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333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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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 0
.

0 3 6 3 L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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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F 一 0
.

4 0 4 5 W
0

,

, (2 )

R , ~ 4 0
.

4 斗s w
一 。

·

‘, 。‘

(3 )

式中
: F

—
每尾对虾的 日摄饵量 (g );

L

—
对虾的体长 (

c m ) ;

w

—
对虾的体重 (g );

R ,

—
对虾的 日摄饵率(外)

。

根据对虾的体长
、

体重
,

利用上述的相应公式可以绘出 日摄饵量与体长
、

体重 ; 日摄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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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l 对虾体长与摄饵量的迥归线

休匆,

图 2 对虾体重与摄饵量的迥归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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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对虾体重与摄饵率的迥归曲线

率与体重的迥归曲线 (见图 1一 3 )
。

由曲线可以看出
,

对虾的 日摄饵量与体长
、

体重密切相关 ( r
:
一 0

.

99
, rZ ~ 0. 9 9 )

。

它

们随体长
、

体重的不断增加而递增
。

日摄饵率与体重则呈负相关 (
r 3 ~ 一 0

.

7 9 )
,

随着体

重的不断增加而递减
。

因为对虾体长
、

体重互为函数
,

故用上述公式算出的对虾日摄饵量相差甚微
,

所以无

论采用哪个公式都可以
。

为了便于应用
,

利用公式 ( l) 一 ( 4 )算出的对虾不同体长
、

体重时的 日摄饵量
、

日摄饵

率列于表 2 。

表 2 利用公式 ( l) 一( 4 )算出的对虾不同大小时的日摄饵且
、

日摄饵率

对虾的体长 (
c : L、
)

对虾的体重 (g )

对虾的日摄饵量 ( g )

对虾的 日摄饵率(% )

6
.

0

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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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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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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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对虾的大小
,

利用上述迥归曲线或表 2 ,

可以得出每尾对虾的 日摄饵量
,

从而根

据池内对虾的密度确定 日投饵总量
。

2
.

对虾体长与体重的关系

对虾的体长与体重密切相关 (
: ~ 0

.

9 6 )
。

将每次实验开始与结束时的体长
、

体重 (见

表 l) 作迥归分析
,

得出的方程式为
:

W ~ 0
.

0 1斗1 2 L ,
·

, 肠,

( 4 )

其迥归曲线见图 4 。

3
.

对虾的生长率
、

饵料效率与体重的关系

通过 7 天的连续实验
,

各体长组对虾的体重都有明显的增加 (见表 l)
。

将对虾生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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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
、

饵料效率分别与体重作迥归分析
,

得 出的迥归方程式分别为
:

尺 :
~ 7 2

.

8W
一 。

·

姗 (5 )

天
。

~ 14
.

3 7 2 一 0
.

39 6评 (6 )

式中
: R :

—
对虾生长率(多) ;

R

一
饵料效率(并)

。

其迥归曲线见图 ,
、

6 。

由两个曲线 可 以看

出
,

对虾的生长率
、

饵料效率随体重的不断增

加而递减
。

鉴于生长率及饵料效率均与体重

呈负相关 (
r ~ 一 0. s l; r ~ 一 0

.

8 4 ) 所以就

养殖成本而言
,

我们初步认为不仅要加强对 孕
虾的后期管理

,

而且更应注意到充份利用对 霎

虾前期生长率
、

饵料效率都高的特点
,

以便 以

相对较低的成本获得较大的经济效益
。

三
、

讨 论

1
.

就对虾生长率
、

饵料效率而言
,

我们初

步认为收虾日期不宜超过对虾的交尾期
,

其

原因如下
:
(l) 对虾生长率和饵料效率都随

其体重不断增加而递减
。 6一 10 月份其体长

、

体重增长速度较快
,

以后逐渐变慢
。

在 10 月

休长 (e nl )

图 斗 对虾体长与体重迥归曲线

份后其体重增长很少而饵料效率也低
,

所以再继续延长养成期于成本不利
。

(2 )动物一般

在性成熟前摄食的饵料除一部分用于基础代谢维持生命外
,

其余则用于生长发育
。

当性

成熟以后
,

所摄食的饵料则多用于基础代谢和性腺的物质积累
,

很少用于生长
。

雄虾在

�亡歼琳州

体艰 rg )

图 5 对虾体重与生长率的迥归曲线



海 洋 与 湖 沼 1呀 卷

��公�搜二�昌

体重〔扩

图 6 对虾体重与饵料效率的迥归曲线

交尾时已性成熟
,

故此后生长缓慢
。

在雌雄性比一般为 1 : 1左右的情况下
,

尽管雌虾尚未

成熟能继续生长
,

但雄虾却消耗饵料而增肉不多使成本增高
。

所以
,

收虾日期宜在交尾期

前
。

对虾交尾期随气候的不 同因地而异
,

一般 山东
、

江苏在 10 月中下旬
,

浙江在 11 月上

中旬左右
。

2
.

在饵料缺乏时
,

应及时收虾
。

因为饵料供应不足
,

不仅易造成弱肉强食
,

而且因对

虾所得到的饵料如果仅够维持基础代谢而不足以用于生长
,

则会使饵料系数加大 ;如果不

足以维持基础代谢
,

则导致不 断死亡而成活率下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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