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α  近年来在对虾苗种生产中经常遇到幼体厌食现

象∀ 其表现为幼体无细菌等微生物感染 口器运动正

常 在水中饵料种类!密度适宜时不进食或很少进食

并因此导致活力下降!变态困难以至于大量死亡∀此种

现象多发生在蚤状幼体向糠虾幼体转变或糠虾幼体第

一期向第二期转变的阶段 已成为制约对虾苗种生产

的重要因素∀关于对虾幼体厌食现象的报道甚少 本文

就对虾苗种生产中出现的厌食现象进行了初步分析

以期引起对此问题的重视及进一步深入研究∀

 材料与方法

 对虾幼体
取自文登市海水养殖二场常规培养的蚤状幼体和

糠虾幼体∀培养条件 水温为 ∗ ε 饵料为金藻

∗ 个 !蛋黄每日 ≅ ∗ ≅ !

豆浆 ≅ 蚤状幼体第一!二期 ∀ 换水量为蚤状幼

体每日 ∗ 糠虾幼体每日 ∗ ∀

 培育用水理化指标测定
自然海水及处理后的海水以常规方法测定其温

度!盐度! !≤ ⁄ 等指标∀

 厌食幼体摄食情况的观察
观察培育池中对虾幼体消化道的形态及活动状

况 摄食行为以及摄食量∀

 不同水处理方法对糠虾幼体厌食的影

响     
用不同来源的海水分别培养厌食的糠虾幼体 观

察幼体的摄食情况∀

自然海水  取自海区未经处理的海水∀

沙滤海水  自然海水经 ∗ 沉淀后沙滤∀

预热海水   沙滤海水在预热池中经 ε

预热∀

对照海水  厌食幼体原培育用水∀

上述海水升温至 ε 分别取 并各放入

只厌食幼体 投喂鲜酵母及蛋黄 静水培育 观察并

记录摄食幼体数量及肠道内容物的数量∀

 结果

 海水理化指标测定
试验期间海水理化指标的变动除 ≤ ⁄ 外均未超

出标准范围∀ 温度为 ∗ ε 盐度为 ∗

为 ∗ ≤ ⁄ 为 ∗ ∀

 幼体摄食情况观察
由无节幼体变态后的第一期蚤状幼体基本不摄

食∀ 镜检体内无细菌感染 口器形态及活动正常 透明

无色 肠道后段膨大 且不蠕动 部分个体肠腔细小几

不可见∀ 给予呋喃唑酮 ≅ 之后 肝胰脏开始呈现

黄绿色 胃及肠道中开始出现食物及残糜∀变态为蚤状

幼体 后幼体肠道充盈 蠕动正常 拖便正常∀

在变态为第三期蚤状幼体 后再次出现厌食现

象 幼体不拖便 活力差 变态时间延长至 以上∀镜

检幼体口器活动正常 肠腔!体腔内均无菌 血球数量

少 且多聚集不动 肠道空 蠕动缓慢 后段明显膨大

肠壁外有血细胞凝集∀

变态为糠虾幼体后仍不摄食 肠道蠕动微弱∀

 不同来源的海水对糠虾幼体厌食的影

响    
厌食的糠虾幼体置入不同海水后 自然海水组和

沙滤海水组的幼体很快开始摄食 分别于 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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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恢复正常摄食 预热海水组的幼体在 后摄食仍

未完全恢复正常 对照海水组的幼体则在 后仍不

能正常摄食∀ 各组幼体正常摄食者的数量及肠中内容

物的数量见图 !表 ∀

图  不同海水中摄食幼体数量

自然海水 沙滤海水 预热海水 对照海水

表 1 不同海水组中幼体肠中内容物数量

海水组别 起始

自然海水

沙滤海水

预热海水

对照海水

注 肠道充盈 幼体拖便 肠道中食物及残糜充

盈超过 肠道中食物及残糜稀薄 充盈不足 肠

道空∀

 讨论

对虾幼体在培养过程中经常会出现厌食现象 其

原因可能是多种多样的∀ 患病的幼体通常都会出现不

同程度的厌食 幼体发育不良或饵料投喂不适时等也

会引起厌食 而养殖水环境中的某些化学物质的存在

也是诱发厌食的原因之一∀ 在本文报道的例子中幼体

在开始摄食至变态为糠虾幼体的发育过程中先后出现

过两次厌食现象 其产生的原因可能为培育水环境中

的某些化学物质对对虾摄食有抑制作用∀ 由图 !表

可以看出不同来源的海水对幼体摄食的影响 当厌食

幼体移入自然海水或沙滤海水中后很快即恢复正常摄

食 而在预热海水或原培育池水中仍然摄食不良 Π

∀ 这就揭示我们 在水中存在某些物质对幼体

起禁食作用∀ 第一期蚤状幼体出现的厌食其原因不易

分析 但从首次用于幼体培育的培育池中出现厌食现

象严重 而经一段时间使用后再用于幼体培育的池子

中基本观察不到厌食现象的情况来看 也支持上述判

断∀ 此类由环境中化学物质引起的厌食与幼体的病理

状态下的厌食不同 主要表现为幼体外观正常 口器运

动正常 去除外界抑制因素之后即可恢复正常摄食 而

在病理状态下 幼体体能差 体表多粘脏 改变外界环

境条件也不能恢复正常摄食 有时甚至会加速幼体的

死亡∀ 在本文的例子中幼体在变态为第一期蚤状幼体

后首次出现厌食 给予呋喃唑酮后被有效缓解 而在变

态为第三期蚤状幼体后再次出现的厌食 给予呋喃唑

酮却未见效 显示了先后两次出现的厌食现象的差异∀

另一方面 也不排除处于不同发育期的幼体自身差异

的影响∀

环境化学物质的禁食作用可能与对虾体内的禁食

因子有关∀ ⁄
≈ 曾指出 水中一定浓度的化学物质可

引起对虾口器的咀嚼行为∀ 在本例中观察到厌食幼体

口器活动正常 因此 禁食物质不是通过抑制口器活动

来实现的∀ ≥ 和 ≈ 曾指出 招潮蟹 Υχα

πυθιλατορ 血糖升高可诱导禁食因子的分泌而使动物

停止觅食∀ ∏
≈ 的试验表明 注射麦芽三糖可

使日本对虾厌食∀ 甲壳动物高血糖激素 ≤ 可使血

糖升高 也会影响动物的摄食∀水环境中的禁食物质可

能通过诱导对虾体内分泌禁食因子而起禁食作用 厌

食个体激素及血糖浓度及其变动分析可能有助于对厌

食现象的进一步研究∀

在本例中 海水中禁食物质可能来自用于缠裹培

育池中加热管道的塑料薄膜∀ 未使用塑料薄膜或将塑

料薄膜除去后再用于幼体培育的池子中未观察到厌食

现象可验证这一结论∀试验表明 在水中加热薄膜后可

使水中的 ≤ ⁄ 含量显著上升 可能有大量恶化化学物

质溶出 导致幼体厌食∀但因塑料薄膜产地!类型!原料

以及质量等各异 难以进一步分析 故无法确认禁食物

质的种类及数量∀

在生产上采用预热缠裹后的加热管 ε 以

上 的方法 基本上可以消除塑料薄膜溶出物的影响∀

在已出现厌食的池子 日换水 ∗ 仍不能消除

禁食物质的影响 最好更换培育用池∀ 本例中 变态后

仍不摄食的糠虾幼体在移入未使用塑料薄膜的自然海

水池子后 ∗ 内即开始正常摄食 且发育良好直至

出池∀

必须指出 近年来在对虾苗种生产中经常出现的

厌食现象大多源于幼体的病理状态∀在此种情形下 换

水或移池一般不能解除厌食∀

海洋科学



参考文献

≈  ⁄ • 等著 陈楠生等译 ∀对虾生物学∀青岛海洋

大学出版社 ∀

≈  ∏ Μεµ Φαχ Φιση Κ αθοσηιµ α

Υνιϖ Κ αθοσηιµ αδαι Συισανθακυβυ Κ ιψο 35 2

≈  ≥ ⁄ ϑ Χηεµ

Ε χολ 17 2

皱纹盘鲍稚鲍呼吸孔形成与其剥离后死亡率的研究
ΣΤΥ∆ΙΕΣ ΟΝ ΤΗΕ ΤΡ ΕΜΑ ΦΟΡ Μ ΑΝ∆ ΤΗΕ ΜΟΡ ΤΑΛΙΤΨ

ΠΛΥΧΚΕ∆ ΥΠ ΦΡ ΟΜ ΤΗΕ ΧΥΛΤΥΡ Ε ΟΦ ΤΗΕ ϑΥς ΕΝΙΛΕ

ΑΒΑΛΟΝΕ

张彦敏  王 琦  马福恒  刘明清  任丽娥

大连碧龙海珍品有限公司

α  随着皱纹盘鲍 Η αλιοτισ δ ισχυσ ηανναι 人工

养殖的进一步发展 高密度养殖所面临的技术难题也

接踵而来 其中之一即是皱纹盘鲍剥离后大量死亡的

问题∀戴玉勇≈ 曾报告 稚鲍死亡率与其剥离规格有很

大关系∀ 日本学者高桥宽 等≈ 也进行过研究 但他

们没有阐明稚鲍呼吸孔形成 是指最初 ∗ 个呼吸孔

的形成 与剥离后死亡率的直接关系 作者开展本项实

验旨在进一步明确两者之间的关系∀

 材料与方法

皱纹盘鲍稚鲍取自大连碧龙公司育苗室∀

 第一实验阶段
稚鲍为 年 月 日采苗 月 日投池 剥

离时平均壳长为 ∀

 在剥离后死亡高峰期定期统计具不同呼

吸孔数目稚鲍的死亡率∀

 自 月 日约每隔 在实验池成活稚

鲍中随机取样 枚∀测定样本壳长 统计实验群体的

平均壳长 样本最小和最大壳长及相应的呼吸孔数目

与频率 具有不同呼吸孔数时的稚鲍壳长∀

 第二实验阶段 年 月 日∗ 月

日
为避免实验结果的偶然性 在 年实验的基础

上对呼吸孔形成与其死亡率问题进一步开展工作 以

期得到两者之间关系的规律性结论∀

稚鲍为 年 月 日采苗 月 日投池 剥离

时平均壳长 ∀

 为消除剥离时机械损伤对稚鲍死亡率的

影响 剥离 后每天从实验池死亡的稚鲍中随机抽取

枚 统计在实验期内具不同呼吸孔数目稚鲍的累

积死亡率∀

 试验期间约每隔 同时取实验池死亡

及成活稚鲍各 枚 统计其呼吸孔数目!频率及累积

频率∀

 试验结果

 第一实验阶段

 本实验稚鲍 枚 月 日剥离后

月 日即出现死亡高峰 持续到 月 日 死亡稚

鲍总数为 枚∀ 累积死亡率为 ∀ 在此期

抽样检查了 枚死亡稚鲍的呼吸孔数目 结果见

表 ∀ 高峰期过后至实验结束的 内 死亡稚鲍总数

为 枚 累积死亡率为 ∀

 定期抽样测定实验群体成活稚鲍壳长!呼

吸孔数目及频率 结果见表 ∀

 在呼吸孔形成时期 月 日! 日!

日分别测定具有不同呼吸孔数目时的稚鲍壳长 结果

见表 ∀

 第二实验阶段

 实验期间每日从死亡稚鲍中随机抽取

枚 如日死亡稚鲍数不足 枚 按实验池实际日

死亡数取样 共抽取 枚稚鲍测定其呼吸孔数

目 统计具不同呼吸孔数目稚鲍的累积死亡率 结果见

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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