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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美白对虾仔虾对低盐度环境的耐受力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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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美白对虾 Πεναευσ ϖανναµει 是世界对虾养殖

产量最高的三大品种之一 ∀该虾抗环境变化能力强

适应盐度范围广 尤其对低盐度环境有很强的耐受

力 使开发低盐度水域的南美白对虾人工养殖成为可

能 ∀ 年福建闽南地区南美白对虾人工育苗 !人工

养殖形成热潮 低盐度池塘养殖取得很好的效果 好

的单茬亩产高达 给当前不景气的对虾养殖业

注入了一股活力 ∀养殖生产上对淡化虾苗的需求 使

虾苗的淡化驯养成为南美白对虾人工育苗生产中的

重要环节 ∀

材料与方法

材料

人工培育的南美白对虾仔虾 发育期为 ° ∗ ° 体

长 ∗ ∀容积为 和 的塑料盆若干个 ∀

方法
海水比重突变法 观察不同发育期仔

虾对海水比重突变的耐受力 ∀初始海水比重分别为

和 初始实验仔虾分别为 ° ° ° °

° 每次试验海水的比重分别为 对照组

对照组

∀每组用容积 的塑料盆若干个 每个放仔虾

尾 试验 统计阶段存活率和总存活率 ∀

海水比重渐变法 观察仔虾对不同的

海水比重递减速度的耐受力 ∀初始比重为 初始

实验仔虾为 ° 比重递减速度分别为日递减 即

每 下降 即

和 每 下降 即 种 每种

设相同的 组 取平均值 以初始比重设对照组 ∀每组

用容积 的塑料盆若干个 每个放仔虾 尾 比重

降至 以后继续观察 以上 统计阶段存活率

并在同一时间统计各组的总存活率 ∀

实验水温 ∗ ε 实验期间不充气 饵料

只投喂卤虫无节幼体 ∀

结果与讨论

结果

海水比重突然下降时 南美白对虾各发

育期仔虾在不同比重条件下 淡化存活率见表 ∀

海水比重逐渐下降时 南美白对虾仔虾

对于不同的比重递减速度的淡化存活率见表 ∀实验

中 还对发育期为 ° 的仔虾进行淡化试验 内比

重从 逐渐降至 然后继续养殖 结果

是 比重降至 后存活率为 后总存活

率为 ∀

实验中发现 淡化过程中每次比重值的下调 死

亡最多是在前 ∗ 这一阶段的死亡数量占实验过

程死亡总数的 以上 此后幼体基本适应了新环

境 多数能够正常游泳和摄食 以后死亡率相对较小∀

讨论

表 列出的半致死海水比重值 ° 和 °

分别为 和 而当初始海水比重为

时 ° 的半致死比重已接近纯淡水 ∀从逐渐淡化的实

验结果看 实验初始时为 ° 的仔虾其快速淡化的 存

活率为 而表 与此方法相近的实验

初始时为 ° 的仔虾 其 至 ° 淡化存活率仅为

说明无论海水比重是突然下降还是逐渐下

降 南美白对虾仔虾对低盐环境的耐受力主要取决于

仔虾的日龄 ∀另外 仔虾在 ° 以前对低盐环境比较

实验与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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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南美白对虾仔虾在海水比重突变时淡化存活率

发育期
存活率

半致死比重

°

°

°

°

°

注 和 为初始比重 其对应存活率即为相应对照组的存活率 半致死比重系用内插法估算 ∀

表 2  南美白对虾仔虾幼体海水比重渐变时淡化存活率

淡化比重
发育期 存活率 发育期 存活率 发育期 存活率

对照组

发育期 存活率

ψ ° ° ° °

ψ ° ° ° °

ψ ° ° ° °

ψ ° ° ° °

ψ ° ° ° °

ψ ° ° ° °

ψ ° ° ° °

° ° ° °

° ° ° °

° °

总存活率

注 表中存活率指初始至相应比重时的累计存活率 ∀对照组比重为 前后不变 ∀实验时间为 月 ∗ 日 ∀

敏感 ° 以后对低盐环境的耐受力明显增强 ∀上述结

果表明 南美白对虾仔虾对低盐环境的耐受力随着

个体的生长而显著增强 符合谢尔福德 2佩塞内尔定

律 ≈ ∀

从表 的结果可以看出 虽然各实验组

海水比重下降的速度不同 但是 各组都是在比重降

至 以后 才出现明显的死亡现象 ∀说明南美白

对虾仔虾在海水比重高于 时对海水比重的下

降有较强的耐受力 而在低于 的低盐环境里对

海水比重的下降则较为敏感 ∀因此 淡化过程中 海水

比重下降的速度要掌握前期快后期慢的原则 特别是

比重降至 以后 淡化的操作尤其要谨慎 生产

上每次比重下降值一般控制在 左右较为安

全 ∀了解这一特点 在白对虾人工育苗生产中有着现

实的意义 ∀

在白对虾人工育苗的实际生产中 在仔

虾正常的情况下 ° 即可逐日添加淡水 经过 ∗

° 海水比重可降至 ∀淡化存活率一般在

以上 ∀表 列出 的存活率仅为

估计是实验水温过低的原因 育苗水温一般为

ε 实验水温最低时只有 ε 月 日 大大低

于白对虾的适温范围 ∗ ε 低温造成的环境

紧迫提高了淡化过程的死亡率 ∀另外 淡化后期 比重

以后 没有降低淡化速度是存活率低于正常水

平的另一个原因 ∀

南美白对虾对低盐环境良好的适应性

已经在生产实践中得到了证实和应用 ∀但是 盐度过

低特别是接近于纯淡水的环境毕竟远离了南美白对

虾的最适盐度范围 必定给虾体造成一定程度的损

害 因此出现了虾壳变薄 !抗离水能力差等对虾体质

下降的特征 ≈ ∀另外 根据 • 年的

研究结果 南美白对虾肉质的鲜美程度与其生活环境

盐度的高低密切相关 因为生活环境盐度的高低直接

影响虾肉的游离氨基酸含量水平的高低 ∀生产实际也

正是如此 淡水池里养殖的南美白对虾其肉质口感较

差 因此而影响了售价 ∀所以南美白对虾最好还是在

具有一定盐度的水中养殖 而且 在养殖后期将要收

成时适当调高养殖环境的盐度 可以明显提高成品虾

的品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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