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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盐度突变对中国对虾仔虾存活率的影响
*

马英杰 张志峰 马爱军 t 廖承义 孙 谧 士

(青岛海洋大学海洋生命学院 青岛

(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黄海水产研究所

2 6 6 0 0 3 )

青岛 2 6 6 0 7 1)

提要 1 9% 年 3一4 月在山东 日照市代家村对虾育苗场采集中国对虾仔虾
,

采用实验室培

养的方法
,

研究中国对虾仔虾对不同低盐度突变的幅度及速率的适应能力
,

并对在不同盐度

突变后仍能存活的仔虾体内的 18 种氨基酸
、

14 种脂肪酸及 5 种维生素的含量作了分析比较
。

结果表明
,

当降盐的幅度范围为 3 / d一5 / d 时
,

部分仔虾可在盐度为零的淡水中存活数天
。

盐度的变化对仔虾体内氨基酸
、

脂肪酸和维生素的含量均有一定影响
。

关键词 中国对虾仔虾 盐度突变 氨基酸 脂肪酸 维生素

学科分类号 5 9 68 2 2

中国对虾对水温
、

盐度
、

溶解氧等环境条件的适应力均比一般海水养殖鱼类强
,

国内

已经有人报道人工培育的仔虾在出池后对盐度变化的适应能力及其以后生长状况 (王玉

堂
,

19 95
; 于鸿仙

,

19 8 5 )
,

以及正常生长的仔虾体内营养物质的含量 (王安利等
,

19 9 2 ; 张伟

权等
,

19 8 0 ; 季文娟等
,

19 9 4)
。

但 目前对能否在低盐度 (0
.

25 一 10) 的近海池塘甚至在淡水

中放养仔虾
,

以及在不同盐度下培养的仔虾体内营养物质含量的研究则未见报道
。

本文

报告对中国对虾仔虾适应低盐度突变的能力的研究结果
,

并对处于低盐度条件下仔虾中

的氨基酸
、

脂肪酸及维生素的含量进行了对比分析
,

以期为养殖实践提供基础资料和理论

依据
。

1 材料与方法

实验所用的中国对虾 (Pe
n ae u 、 。h ine ns is )仔虾 (以下简称仔虾)于 19 96 年 3 月取 自日

照市代家村对虾育苗场
,

平均体长为 1
.

05 c m
。

仔虾先在经沉淀过滤的 30 盐度 自然海水中

暂养 ld
,

然后分别移人不同盐度的海水 (自然海水加经存放去氯后的 自来水配制而成 )中
。

培养水温 为 18 一22
.

5℃
,

pH = 7. 8一 8
.

2
,

各项水质指标均在正常范围内
。

实验在室 内进

行
,

光照为 自然漫散光
,

实验容器为长方形玻璃缸
。

每 日早晚各换水 1 次
,

连续充气
,

根据

要求调节盐度
。

换水后投饵
,

饵料种类有轮虫
、

卤虫的无节幼体及蛤肉等
。

实验于 19 9 6 年 3 月 20 日至 4 月 20 日进行
,

整个实验分为两部分
。

第一部分
:

设 4 个

实验组和 1 个对照组
,

每组均放仔虾 100 尾
,

实验组每天盐度的降幅分别为 3
、

5
、

10 和 20
,

对照组的盐度一直维持在 30
,

测定仔虾在不同盐度降幅下的存活率
。

各组均设 3 个平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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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照组
,

取其平均值
。

第二部分
:

将 1 00 尾仔虾在盐度为 30 的海水中培养
,

降盐幅度为

3/ d( 以保证部分仔虾在淡水中仍能存活 )
,

待盐度降至 9
、

6
、

3
,

直至 0( 淡水 )时
,

分别取 4 尾

仔虾
,

进行氨基酸
、

脂肪酸及维生素含量的分析
,

方法见季文娟等(19 94)
。

2 结果

2
.

1 盐度突变对仔虾存活率的影响 (表 l)

实验结果表明
,

当盐度降幅为 3 / d一 10 / d 时
,

培养第 1 天仔虾的存活率均在 90 % 以

上 ; 而 当盐度降幅骤增至 20 / d (即由 30 降至 10) 时
,

第 1 天的存活率仅为 63 %
。

当盐度降

幅为 3 / d 时
,

培养至第 5 天的存活率为 81 % (此时的盐度为 15) ; 当盐度降幅为 5 / d 时
,

培

养至第 5 天的存活率仅为 11 % (此时的盐度为 5) ; 而当盐度降幅为 10 / d 时
,

至第 5 天仔虾

已全部死亡 (此时的盐度为零 )
。

当盐度降幅达 20 / d 时
,

则在培养的第 3 天仔虾即全部死

亡
。

说明盐度的降幅越大
,

仔虾的存活率越低
。

另一方面
,

当盐度降幅为 3 / d 和 5 / d 时
,

仔虾在盐度为零的淡水环境 中也有部分存

活
。

当盐度降幅为 3 / d 时
,

至培养第 10 天时仔虾的存活率为 16 % (此时盐度 已为 0)
,

至培

养第 巧 天
,

存活个体的生长率为 30
.

7% ; 而当盐度降幅为 5 / d 时
,

培养至第 6 天时仔虾的

存活率为 3% (此时盐度 已为 0)
,

培养至第 10 天时存活率为 2% (在淡水中已存活 sd)
,

至培

养第 15 天
,

存活个体的生长率为 32
.

1%
。

表1 盐度突变对仔虾存活率 (% )的影响
T ab

.

l Th
e infl

u e n c e o f sal ini ty ella n g e s o n th e s

urv iv al ra te (% )
o f 只 e hin en s is larv

a

培培养时间(d))) 实验组 (降盐幅度))) 对照组组

33333 / ddd 5 / ddd 10 / ddd 20 / ddddd

存存存活率 盐度度 存活率 盐度度 存活率 盐度度 存活率 盐度度 存活率率

lllll 9 7石 2 777 9 5 2 555 9 2 2 000 6 3 1000 9 888

22222 9 7刀 2 444 9 5 2 000 7 7 1000 2 1 000 9 888

33333 9 3
.

0 2 111 82 1555 6 OOO 0 000 9 777

44444 9 2刃 1888 4 8 1000 3 000 000 9 666

55555 8 1 0 1555 1 1 555 O 000 000 9 444

66666 7 2
.

0 1222 3 000 000 000 9 444

77777 7 2刃 999 2 000 000 000 9 222

88888 4 3
.

0 666 2 000 000 000 8 999

99999 3 1 0 333 2 000 000 000 8 222

lll000 16
.

0 000 2 000 000 000 8 222

lll 555 12 .0 000 2 000 000 000 8 222

最最终平均体长 (c m ))) 2刃4 2
.

0 666 2
.

2 222

生生长率 (% ))) 30
,

7 3 2
.

111 4 1
.

0 222

注
:

原培养海水盐度为30
,

实验开始时仔虾的平均体长为1
.

5 6c m

生长率
= (最终平均体长 一实验开始时平均体长 ) / 实验开始时的平均体长

2. 2 盐度突变对仔虾体内氨基酸
、

脂肪酸及维生素含量的影响 (表 2一表 4)

由表 2 可知
,

仔虾体 内总氨基酸含量及总蛋 白含量均随盐度的降低呈逐渐下降的趋

势
.

在盐度为 30 的环境下培养的仔虾
,

总氨基酸含量 占其体重的 15
.

50 %
,

总蛋 白含量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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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T ab
.

Z T七e

盐度降幅为 3ld 时
,

不同盐度下中国对虾仔虾的氨基酸含t (% )

c o n te n ts o f anu no ac ids (% ) in Po stiarv
a of 尸 ehin e n sis at di ffe re n t sal ini ty

(the
sal ini ty de ere as e Ia te 15 3厄 ay)

盐盐 度度 30 9 6 3 000

必必必 苏氨酸酸 0
.

6 3 0 6 4 0
.

6 2 0
.

4 2 0
.

3 333

需需需 撷氨酸酸 0
.

75 0
.

74 0
.

7 5 0
.

6 1 0万222

氨氨氨 异亮氨酸酸 0
.

78 0
.

7 5 0
.

7 9 0 7 2 0 4 777

基基基 亮氨酸酸 1 30 1
.

3 2 1
.

2 4 1
.

10 1
.

0 111

酸酸酸 苯丙氨酸酸 0石3 0
.

6 9 0
.

6 5 0
.

53 0
.

3 888

赖赖赖氨酸酸 1
.

3 2 1
.

3 9 1
.

34 1
.

2 1 1 0 222

色色色氨酸酸 0 0 9 0 0 8 0
.

0 6 0
.

0 7 0 0 666

非非非 天门冬氨酸酸 1
.

6 4 1 5 9 1
.

59 1
.

5 8 1
.

4 555

必必必 甘氨酸酸 0
.

5 9 0
.

6 2 0 乃8 0
.

5 1 0
.

4 222

需需需 丙氨酸酸 3刀 1 3刃2 2 9 8 2
.

9 8 2
.

8 333

氨氨氨 肮氨酸酸 1
.

16 1
.

13 1
.

17 1
.

0 9 1
.

0000

基基基 蛋氨酸酸 1
.

0 4 1 0 4 1
.

0 2 1 0 1 0
.

8888

酸酸酸 酪氨酸酸 0
.

12 0
.

10 0
.

10 0
.

0 9 0
.

0 888

蛋蛋蛋氨酸酸 0
,

2 5 0
.

2 6 0
.

2 4 0
.

2 2 0
.

1999

酪酪酪氛酸酸 0
.

4 8 0
.

4 5 0
.

5 1 0
.

39 0
.

4 222

组组组氮酸酸 0
.

2 1 0
.

19 0
.

18 0
.

2 1 0
.

1777

精精精氮酸酸 1
.

0 7 1
.

0 5 1
.

0 3 1
.

0 3 1
.

0 111

脯脯脯氨酸酸 0
.

5 2 0
.

5 5 0
.

5 4 0
.

4 8 0 3 999

氨氨基酸总量量 15
.

5 0 15
.

6 1 15
.

3 9 14
.

2 5 1 2
.

6 333

必必需氨基酸总量量 5
.

5 0 5
.

6 1 5
.

4 5 4
.

6 6 3
.

7999

必必 / 非 (% ))) 0
.

3 5 0 3 6 0
.

3 5 0
.

3 3 0
.

3000

总总蛋白(% ))) 14
.

5 7 14石2 14
.

4 8 14
.

0 2 1 2
.

1000

注
:

侧量数据为3个平行组的平均值 (称住0 5)
,

表3
、

表4同

表3 盐度降幅为 3ld 时
,

不同盐度下中国对虾仔虾脂肪中的主要脂肪酸含. (% )

T ab
·

3 Th
e e o n te n ts o f d

orm nan
t fa tt y ac ids (%) in li协d in

(the
sall ni ty de c祀as e ra te

详‘ tiarv
a of P e hin en sis at di ffe re n t sal ini ty

盐度 3 0

豆范酸

十五碳烷基酸

棕搁酸

棕搁油酸

油 酸

亚油酸

亚麻酸

花生酸

二十碳 乙烯酸

二十碳二烯酸

花生 四烯酸

二十二碳五烯酸

二十二碳六烯酸

1
.

8

0
.

5

18 7

17 j

2 1
.

4

4
.

8

0
.

1

1
.

5

3
.

7

0
.

6

12
.

6

5
.

2

1
.

9

l 9

0石

19
.

1

16
,

7

2 0
.

1

4
.

9

0 2

1
.

6

3
.

2

15 3月a y)

6

l9

0
,

5

1 1
.

9

0
.

6

19
.

8

16
一

5

2 1
.

0

4
.

2

0
.

1

1
.

9

3
.

2

0
.

4

1 1
.

2

4
.

5

2
.

2

2
.

1 2 2

0
.

6 0
.

7

2 0
.

2 2 0 2

1 6
.

3 15
.

1

2 1
.

5 20
.

2

4
.

2 4
.

0

0
.

1 0
.

2

2
.

2 2
.

3

3
.

3 3
.

1

0
.

3 0
.

3

1 1
.

5 1 1
.

1

4
.

9 4
.

8

2
.

0 1
.

9

O八11

:
月,,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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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 盐度降幅为 3ld 时
,

不同盐度

Th
e c o n te n ts of s

om
e v italll」ns (“g / g )

盐度降幅为 3ld 时
,

不同盐度下中国对虾仔虾的维生索含t (协g / g )

T ab .4 in po
sti脚

a of 只 eh in e n s钻 at di ffe re n t sal ini ti es

(the
sal ini ty de e re as e ra te 15 3 / d a y)

振一13以杨一0.20.2盐度

.0刃000125132926730.2J4259.10ro8.8.

V ^

0
.

1 3

0
.

14

0
.

1 3

0
,

0 8

0
.

0 8

0
.

1

0
.

1

0
.

1

1
.

9

1
.

2

1
.

3

14
.

57 % ; 而在盐度降至零的淡水中
,

总氨基酸含量 降为 12. 63 %
,

总蛋 白含量降为 1 2
.

10 %
,

分别降低 了 2
.

87 % 和 2
.

47 %
。

但这种下降趋势只有在盐度降至 3 和 O 时表现特别明显
,

在

其它盐 度 时并不 明显
。

必需氨基酸总量 的下 降 (1
.

71 % )比非必需氨基酸 总量 的下降

(1
.

25 % )更为明显
。

必需 氨基酸中的苏氨酸
、

异亮氨酸和苯丙氨酸
,

以及非必需氨基酸中

的甘氨酸
、

酪氨酸
、

蛋氨酸和脯氨酸
,

其含量变化较明显
.

由表 3 可知
,

在所分析的 14 种脂肪酸中
,

只有二十碳二烯酸的含量随着盐度的降低呈

现出下降趋势
。

由表 4 可知
,

仔虾体内 5 种维生素的含量以 v 。 的变化最为明显
.

当盐度为 30 时
,

其

含量为 125 .0 0 9 / g ; 当盐度降至 3 时
,

v C 含量降为 6 7“g / g ;而 当盐度降为 0 时
,

仔虾体内

v C
含量降为 3 0 卜g / g

。

其它维生素的含量也随着盐度的降低而有所变化
.

3 讨论与结语

3
.

1 低盐度突变对中国对虾仔虾存活率的影响极为明显
,

存活率的高低取决于盐度降幅

和速率
.

在盐度降幅较低 (3 / d) 时
,

仔虾在淡水中也能有部分存活
,

并能继续生长
,

其生

长率可达 30
.

7%一32
.

1%
。

这表明在中国对虾仔虾期可以采取逐级淡水驯化的方法来提高

在低盐度水域养殖对虾的存活率
。

1 2 对在低盐度突变后尚能存活的仔虾体内氨基酸含量分析的结果表明
,

当盐度为 6一

30 时
,

仔虾体内氨基酸总量的变化很小
; 当盐度降至 3 时

,

氨基酸总量才开始有显著的降

低 (降至 14. 2 5% ) ; 当盐度降为零时
,

变化更为明显
.

说明只有当盐度降至较低水平 ( < 3)

时
,

仔虾 的新陈代谢才开始有显著的变化
。

3. 3 对存活仔虾体内脂肪酸含量分析的结果表 明
,

当盐度为 3一30 时
,

14 种脂肪酸含量

的变化各不相 同
,

棕桐油酸和二十碳二烯酸的含量随着盐度的降低而减少
,

而豆落酸
、

十

五碳烷基酸
、

棕搁酸和花生酸等的含量随着盐度的降低而有所增加
,

表明在盐度突变的过

程中
,

仔虾体内不同脂肪酸的含量变化各有差异
。

3.4 仔虾在盐度突变过程中
,

体内 v 。 的含量随着盐度的降低而逐渐减少
,

且盐度越低
,

V 。
含量下降的速度越明显

。

这可能与对虾在生长发育过程中对 v 。
有着特殊的需要有关

,

因此可以在饵料中增加 v 。含量以提高低盐度环境培养仔虾的存活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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