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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对虾幼体发育阶段维生素 A

营养需要的研究
*

梁萌青 季文娟
(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黄海水产研究所 青岛 2 6 6 0 7 1)

提要 1 9 % 年 5 月 11 日一6 月 13 日在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黄海水产研究所麦岛实验基地

采集中国对虾幼体
,

在其配合饵料中添加维生素 A
,

对其发育阶段维生素 A 的营养需要进行

研究
。

结果表明
,

配合饵料中维生素 A 的含量为 40
.

16一 60
.

1 5卜g / g时
,

对中国对虾幼体的变

态
、

成活和健康有明显的促进作用
。

关键词 中国对虾幼体 维生素 A 配合饵料

学科分类号 5 968
.

22

维生素 A 是对虾生长发育和维持正常生理功能所不可缺少的营养物质
,

它能调节体

内蛋 白质
、

脂肪和碳水化合物的代谢
,

促进对虾的视觉功能
,

并参与对虾虾红素的形成

(庄健隆
,

19 90 )
。

陈四清等 (1 9 9 4) 报道 了中国对虾成体维生素 A 的需要量的研究结果
。

荣长宽等
”认为在中国对虾维生素营养中维生素 A 最为重要

,

其在饵料 中的最适添加量

为 4 卜g / g
。

但对中国对虾幼体发育阶段对维生素 A 的需要量研究
,

国内外均未见报道
。

本

文报告中国对虾幼体发育阶段对维生素 A 的营养需要的研究结果
,

以期为研制适合 中国

对虾幼体生长需求的全价人工配合饵料提供科学依据
。

1 材料与方法

实验用中国对虾 (Pe
n ae u 、 。h in en s is )幼体为于 19 9 6 年 4 月在青岛沙子口 采捕的同一

海捕亲虾产卵孵化后培育的幼体
。

实验饵料 以鱼粉及酪蛋白为蛋 白源
,

鱼粉为鲜鱼去皮

去骨 自行制作而成
。

脂肪采用鱼油
,

经皂化
、

乙醚提取以去除脂溶性维生素
。

基础饵料的

组成见表 1
。

其中
,

维生素混合物为每 10 09 饵料 中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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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l

成分

配合比例 (% )

鱼粉 干酪素

2 0

T ab
.

I T卜e

鱼油

实验饵料的基本组成

b as ic al e o m po
siti o n o f te s t d ie t

糊精 胆固醇 诱食剂

10 1 5

无机盐混合物 维生素混合物

将对虾幼体分为 5 组
,

前 4 组为实验组
,

每 g 饵料 中维生素 A 的添加量分别为
:

A
,

组

o协g
,

A
Z

组 2 0 0 9
,

A 3组 4 0 0 9
,

A
4

组 6 0 0 9
,

第 5 组 (A
S)为对照组

。

每组均设两个平行对照
。

将

各组饵料原料混匀
,

置于组织捣碎机中
,

加人适量的水
,

搅匀
,

冷冻干燥
,

然后分别粉碎至

100 目和 80 目
。

用 20 0 目筛绢水洗 100 目饵料
,

将水洗液投喂无节幼体和搔状幼体
;
将 80

目饵料投喂糠虾及仔虾
。

饵料置于棕色玻璃瓶中
,

于冰箱中保存备用
。

将实验对虾幼体置于 100 L 玻璃钢桶内
,

充气
;
实验用水为经砂滤抽人透 明塑钢桶的

新鲜海水
,

恒温备用
; 每 日投喂 3 次饵料

,

并根据对虾幼体活动状况和残饵量随时调整
,

每

日换 1 /3 的水
。

实验期间水温为 19
.

6一23
.

8 ℃
,

盐度为 30
,

p H = 7. 9一 8
.

1
。

实验组全部投喂

配合饵料
,

对照组投喂生物饵料 (轮虫和硅藻)
。

19 9 6 年 5 月 1 1 日至 5 月 2 8 日进行 A
I

、

A
Z、

A
3

、

A
4

组的对比实验
,

5 月 2 9 日至 6 月 13 日

进行 A
l 、

A Z、 A 3
、

A
4

组与对照组 (A
S

)的对比实验
。

每天上午和下午分别计数
,

根据赵法篇

(l% 5 )的方法来鉴别对虾幼体变态情况
。

最后分别取 A
3

组
、

A
;

组和对照组仔虾各 20 尾进

行仔虾活度实验 (因 A
;

组和人组的仔虾存活太少 )
,

记录其存活率
。

取 4 个实验组
、

对照组

的饵料
、

虾卵和对照组仔虾进行维生素 A 含量的分析
。

2 结果与讨论

2. 1 维生素 A 对中国对虾幼体存活率的影响

各实验组对虾幼体的存活率见表 2
。

由表 2 可知
,

4 个实验组和对照组从无节幼体发

育到仔虾期
,

存活率分别为 0
.

24 %
、

1
.

95 %
、

6
.

48 %
、

7
.

3 3 % 和 6
.

30 %
。

A 3组和 人组 (饵料中添

加 V * 的量分别为 40 协g / g 和 60 卜g / g )的存活率 比 A
:

组和人组 (饵料中添加 V
A

的量分别为 o

和 2 0 0 9 / g )高得多
,

而且也高于对照组
。

A
4

组的饵料中 V A

的添加量最高
,

为 60 , g / g
,

其对

虾幼体的存活率也最高
,

达 7
.

33 %
。

2. 2 维生素 A 对中国对虾幼体变态时间和变态率的影响

从无节幼体 n 期到仔虾 I期的变态时间以及从搔状 111 期
,

再到糠虾 I期的变态率见表

表2 不同饵料对中国对虾幼体存活率
、

变态时间和变态率的影响

T a b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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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a 由表 2 可知
,

人组的变态时间最短 (34 5 h)
,

比对照组的提前 lh ; A 3组的变态时间 (3 53 h)

比对照组的滞后 7 h ; A
Z

组的变态时间 (38 8h )比对照组的滞后 42 h ; A
l

组的变态时间 (4 2 5 h)

比对照组的滞后 79 h
。

A
,

组的变态时间比 A
4

组的滞后 80 h ; 比 A
3

组的滞后 72 h ; 比入组的

滞后 37 h
。

可见
,

饵料中的维生素 A 添加量为 4 0一60 卜g / g 时
,

能明显缩短变态时间
.

从搔状 m 期到糠虾 I期的变态是对虾人工育苗生产 中关键性的环节
。

由表 2 可知
,

随

着饵料 中维生素 A 含量的增加
,

对虾幼体的变态率逐渐增加
。

据统计分析
,

组间差异显著

(尸 <
0.0 5)

,

而且 A 3组和 人组与对照组相 比差异显著 (尸 < 0. 0 5)
。

说明饵料中的维生素 A

添加量为 40 一6 0卜g / g 时
,

能明显提高对虾的变态率
。

2. 3 维生素 A 对对虾幼体活度的影响

对 A
3

组
、

A
4

组和对照组进行活度实验
,

各组对虾幼体的活度见表 3
。

由表 3 可知
,

幼体

离水 o
.

sh 后
,

A
3

组
、

A
4

组和对照组的对虾幼体存活率分别为 3 5 %
、

75 % 和 100 % ;
离水 2h 后

的存活率分别为 25 %
、

65 % 和 80 % ;
离水 3h 后的存活率则分别为 巧%

、

50 % 和 65 %
。

投喂

生物饵料的对照组离水后的存活率最高
,

即活度最高
,

人组对虾幼体的活度与对照组的最

为接近
。

表3 仔虾I期 (P
:

)的活度实验结果

T ab 3 Ih e ac ti v ity e x pe ri m e n
tal re s ul ts of 产全n a e u s c hin e n sis p o silarv

a l (P t

)

组组别别 实脸开始时时 离 水 时 间(h)))

仔仔仔虾尾数数数数数数数数数数数数数数数数数数数数数数数数数数数数数数数数 0000000
.

555 222 333

存存存存活尾数 存活率 (% ))) 存活尾数 存活率 (% ))) 存活尾数 存活率 (% )))

凡凡凡 2 000 7 3 555 5 2 555 3 1555

AAA444 2 000 1 5 7 555 13 6 555 10 5 000

对对照照 2 000 2 0 10 000 16 8 000 13 6 555

2. 4 维生素 A 对中国对虾幼体抗病能力的影响

在实验过程 中发现
,

A
:

组仔虾的活度较差
,

死亡率高
,

经显微镜下观察发现 A
,

组幼体

较瘦弱
,

这与 Ho
s
ak aw a( l9 8 9) ”发现黄条狮幼鱼缺乏维生素 A 出现的厌食并伴随死亡率

高的现象类似
。

另外经鉴定
,

绝大部分幼体的死亡是 由致病菌引起的
,

这表明维生素 A 的

缺乏并非为致死的直接原因
。

A
I

组仔虾的活度低
、

死亡率明显高于其它 4 组
,

可能是 由于

维生素 A 的不足导致对虾幼体对细菌感染的抵抗力下降
,

进而使死亡率升高
,

有待进一步

研究证实
。

2. 5 各组饵料及生物饵料等的维生素 A 含里 (表 4)

表4

T a b
.

4 刀 le

组别

维生素A含量 (卜g / g )

各组饵料
、

虾卵及仔虾的维生素A含t

vita m ln A e o m po ne n ts o f di e ts , eg g s an d Po sti a rv a

凡 凡 凡 轮虫

2 0
.

14 4 0
.

16 6 0
.

15 3 6刀0

虾卵

6 9
.

5 1

仔虾

2
.

5 8

仔虾为对照组 的仔虾
.

l) H os ak aw
a 践 19 8 9

,

Th
e v ita m ln re卿 re m e n t o f fi n g lin g yellow 面l

,

及r io la 叮u in 甲u e r a di a 如
.

P h
.

n di s s e
rta ti o n

.

K oc hi U面v e rs ity
,

Ja P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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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表 4 可知
,

各组饵料 的维生素 A 含量分别为
:

A
.

组 0
.

14 卜9/ 9
,

人组 20
.

14 0 9 / g
,

A 3组

40
.

16 0 9 / g
,

人组 60
.

1 5 0 9 / g
。

A l组饵料 中并未添加维生素 A
,

而饵料中除鱼粉外的其它成

分均不含维生素 A, 因此 A l组中的 0
.

14 协g / g 维生素 A 可近似认为来 自鱼粉
.

虾卵中的维

生素 A 含量高达 69
.

5 1协g / g
,

而对照组的仔虾中的维生素 A 含量仅为 2
.

58 卜g / g
。

这可能是

由于对虾产卵时维生素 A 在体内积累
,

幼体经多次变态又将维生素 A 消耗所致
,

说明维生

素 A 是中国对虾幼体发育必需的维生素
。

而作为对虾幼体发育阶段的优质生物饵料的轮

虫
,

其维生素 A 含量为 36
.

00 卜g / g
,

与本实验条件下对虾幼体所需 的维生素 A 为 40
.

1 6一

60
.

1 5卜g / g 比较接近
。

此外
,

轮虫中的蛋白质和高不饱和脂肪酸含量较高
,

是对虾幼体发

育阶段首选的生物饵料
。

3 结语

维生素 A 作为 中国对虾幼体发育阶段必需的营养元素
,

对中国对虾幼体的存活
、

变

态
、

生长和健康有着重要 的促进作用
,

在对虾幼体人工配合饵料中的最适含量为 40
.

16 一

6 0
.

15 林g / g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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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8%
,

7
.

3 3% an d 6
.

30%
,

re spe e ti v e ly
.

刃
le de

v e lo Pi
n g tim e

fro m

n au Pl ius 11 to po s tia rv a 1 w as 4 2 5 h
,

38 8玩 3 5 3玩 34 5 h an d 3 4 6 h
,

re s pe e ti v e ly
.

Th
e m e ta n l o rp ho sis

ra te w as 3 3
.

4 8 %
,

5 5
.

7 4 %
,

8 0
.

7 2 %
,

9 3
.

3 6% an d 4 9
.

8 2 %
,

re spe e ti v e ly
.

Fo r th e g ro uP s fe d w ith the

die t s u PPle m e n te d v lta lllin A 4 0 协g / g
,

6 0 协g / 9 an d th e e o n
tro l g ro uP

,

the
s u rv iv al ra te Pa rt in g fro m

w ate
r 0

.

5 h w as 3 5%
,

7 5% an d 1 0 0 %
,

re s pe c ti v e ly: 山e s u rv iv a l ra te Pa rt】n g fro m w a te r Zh w as 2 5%
,

6 5% an d 8 0%
,

re spe e ti v e ly : the
s

川iv al ra te Pa巾 n g fro m w a te r 3h w as 1 5%
,

5 0% a lld 6 5%
,

re spe e ti v e ly
.

T he e x
pe ri m e n t de m o n stra te s th at v ita ln in A 15 an e sse n ti al n u tri e n t s uP Ple m e n t in

shri m P la rv ae de v e lo Pn l en t
.

V i仁In lin A h as a Pro m o tin g e ffe e t o n th e s

urv iv al
,

m e t乏u ll o rp ho sis ra te ,

g ro w th h e al th y o f shri m p larv ae
.

Th
e o p ti m um

c o n te n t in
the di e t fo r Pe n a e u s c h动e n sis larv ae w as

4 0
.

1 6一6 0
.

1 5 卜g / 9
.

K e y w o r d s Pe n a e u s e h in e n sis larv ae V ita n ll n A Fo rm
u late d di e t

Su b je e t e la s sifi e a ti o n n u m b e r 5 9 6 8
.

2 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