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除了海上风浪对苗种的不利影响 可提高保苗率 虾

池水温比自然海区高 苗种生长速度快 可缩短育成

期 早出苗 通过人工肥水 可加大虾池内饵料密度

促进苗种生长∀

在肯定这一技术措施的同时 也应该避免其可能

带来的不利影响 虾池毕竟是一个基本封闭的环境 苗

的密度大 水交换差 如果换水不能满足要求 就会造

成池内水质下降 影响苗种的生长 严重时甚至会危及

到贝苗的存活 在生产中也曾发生因虾池水质恶化造

成苗种死亡绝产的教训∀因此 利用虾池进行保苗时应

保证换水量 单位水体苗种数量不能过多 网袋用料不

宜过密 并注意适时清洗附泥和分袋∀

拥有良好保苗海区的生产厂家 应该充分利用这

一有利条件 不能千篇一律地利用虾池保苗 应认识到

虾池保苗潜在的不利因素及生产成本的增加∀ 至于有

些地方利用塑料大棚保苗!沉淀池保苗等 因规模不可

能太大 生产成本高 目前尚不具备大规模推广的可

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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Ξ  贝类人工育苗是解决养殖苗种的重要途径 而选

择适宜的幼虫饵料则是育苗成败的关键因素之一∀ 国

内 外 关 于 双 壳 类 幼 虫 饵 料 的 研 究 曾 有 不 少 报

道≈ 但紫彩血蛤 Ν υτταλλια ολιϖαχεα 幼虫适宜饵

料的研究 尚未见报道∀本试验用贝类育苗中常用的

种单胞藻为饵料 单种投喂或混合投喂 就饵料对紫彩

血蛤幼虫生长发育!存活率和变态率的影响进行了研

究∀

 材料和方法

 材料

 饵料种类 小球藻 Χηλορελλα ∀亚心

形 扁 藻 Πλατψµ ονασ συβχορδ ιφορµ ισ ! 新 月 菱 形 藻

Ν ιτζσχηια χλοστεριυµ ! 湛 江 叉 鞭 金 藻 ∆ ιχρατερια

ζηανϕιανγ ενσισ ∏ ∂ !球等鞭金藻 Ισοχηρψσισ

γ αλβανα 和 共 种∀

 面盘幼虫 亲贝采自烟台芝罘地峡东岸

的 龄贝 用阴干升温法获得精卵 然后进行人工授

精 在 ∗ ε 下经 孵出面盘幼虫∀

 实验方法

 实验条件 实验用水取天然海水 盐度为

砂滤后用 • 紫外灯照射 加硫酸链

霉素 单位 和青霉素 钾盐 单位 ∀

用 烧杯培养 选同批 ⁄ 型幼虫 按容积法等份

于各实验组中 培养密度为 个 每组两杯 一杯

供取样观察测量 另一杯用于实验结果时计数幼虫存

活率和变态率∀ 水温 ∗ ε 光照强度为 ∗

¬∀ 实验于 年和 年进行 共重复 次∀

 ⁄ 型面盘幼虫开口饵料实验 分 组

分别以 种单胞藻为饵料 投放密度除扁藻为

个 外 其余均为 个 ∀连续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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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始时每隔 ∀后每隔 取出幼虫 个 镜检

摄食情况 在实验开始和结束时 用 福尔马林液固

定 个幼虫 用于测量幼虫的壳长∀

 饵料对幼虫生长!存活和变态的影响用

种单胞藻单种投喂和混合投喂 共分 组 另以不投

饵组作为对照∀ 每 换水 次 同时加入定量饵料

并观察记录幼虫活动情况!胃饱满度 测量 个以上

幼虫的壳长∀ 实验结束时计数幼虫存活率和变态率∀

 实验结果

 ⁄ 型面盘幼虫开口饵料
种饵料开始摄食及 后幼虫壳长增长情况见

表 ∀

表 1 幼虫开始摄食的时间和生长情况

饵料

种类 长≅ 宽 Λ 密度

幼虫开始摄

食时间

幼虫平均壳长 Λ

实验前 实验后

幼虫增长

壳长 Λ

小球藻 ≅

扁藻 ≅

新月菱形藻 ≅

叉鞭金藻 ≅

≅

≅ ≅

对照 空胃

表 2 不同饵料与幼虫生长的关系

饵 料
不同培养时间幼虫的

平均壳长 Λ

种类 密度 个

小球藻

扁藻

叉鞭金藻

新月菱形藻

叉 扁

叉 新

扁

新

新 扁

对照 不投饵

由表 可以看出 初期面盘幼虫对饵料大小有明

显的选择性 其开始摄食的顺序为小球藻! ! !

叉鞭金藻!新月菱形藻!扁藻 与藻体从小到大的顺序

一致∀ 种单胞藻作为开口饵料 对幼虫增长的效果有

明显差别 其中等鞭金藻开食较早 幼虫生长最快 叉

鞭金藻稍次之∀ 由此说明金藻是紫彩血蛤幼虫的最佳

开口饵料∀

 饵料对幼虫生长!存活和变态的影响
种单胞藻单种投喂和混合投喂 幼虫生长情况

见表 幼虫存活和变态情况见表 ∀

由表 和表 可以看出 单种或混合投喂均能使

幼虫正常发育至变态∀而以混合投喂的效果较好 幼虫

生长速度快 存活率和变态率均较高 其中以 种饵料

混合组的效果最好∀ 种金藻中 的效果最好 幼

虫生长最快也最整齐∀扁藻的效果较差 小球藻的投喂

效果最差∀

表 3 不同饵料与幼虫存活率和变态率的关系

饵料种类

存活率

变态率

注 小球藻 扁藻 叉鞭金藻 新月菱形藻 叉 扁 叉 新 扁藻 新月菱

形藻 扁藻 新月菱形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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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结

 幼虫发育至面盘幼虫时 立即添加适宜的饵

料 可缩短幼虫的培养周期 且能使幼虫发育变态较为

一致≈ ∀贝类人工育苗中多以金藻作为开口饵料 本试

验也表明金藻尤其是等鞭金藻是紫彩血蛤理想的开口

饵料∀尽管幼虫摄食小球藻最早 但因其细胞壁较厚难

以消化≈ 效果较差∀投喂扁藻 后期发育较好 但因幼

虫摄食较晚 往往发育不整齐∀

 单种投喂幼虫 以金藻特别是等鞭金藻的效

果最好≈ ∀本试验认为其中的 单种投喂的幼虫发

育最好 次之∀

 多种饵料混合投喂比单种投喂效果好≈ ∀

无论金藻与绿藻!金藻与硅藻 还是 种混合投喂 幼

虫的生长!存活与变态均较好 尤以 种混合投喂为最

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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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鲷和大弹涂鱼精液短期冷冻保存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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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材料与方法

实验用鱼采用繁殖季节中的雄性成熟个体∀ 黑鲷

采自厦门火烧屿海水养殖网箱 体长 ∗

体重 ∗ 年龄 ∗ 龄∀ 大弹涂鱼

捕自福建省九龙江口潮间带滩涂 体长 ∗

体重 ∗ 年龄 ∗ 龄∀ 黑鲷以轻

压鱼腹法收集精液 大弹涂鱼则采用剖腹取精巢捣碎

法取精液∀

稀释液由基础溶液和抗冻剂两部分组成 前者以

≤ ≤ 和柠檬酸钠为基本成分 后者采用二甲基

亚砜 ⁄ ≥ 和甘油两种 单独或混合使用∀ 实验前

配好稀释液并置于冰箱中 ε ∗ ε 冷藏备用∀ 精

液与稀释液的体积比为 Β ∀

冷冻保存方法同文献≈ ∀ 样品移入液氮

ε 冷冻前经 降温平衡 ε ∗ ε ∀大弹涂鱼

精液冷冻保存 黑鲷精液冷冻保存 或 ∀以

水浴法 ε ∗ ε 解冻精液 用盐度为 的砂滤

海水激活∀ 精子活率为被激活精子数量占全部精子数

量的百分比 精子游动时间指精子被激活后开始游动

到 停止游动所经历的时间∀

取解冻激活的黑鲷精子与黑鲷成熟卵授精 待胚

胎发育至原肠期计算受精率∀ 挑选出原肠期胚胎 置

于水温 ε ∗ ε 和盐度为 的条件下孵化并计

算孵化率∀

 结果

 抗冻剂浓度和使用方法对黑鲷和大弹涂

鱼精子活率和游动时间的影响

以 ≤ 和 ≤ 为基础溶液 添加不

同浓度的甘油和 ⁄ ≥ 研究抗冻剂的适宜浓度和使

用方法∀ 结果表明 甘油和 ⁄ ≥ 在实验的浓度范围

内 对黑鲷和大弹涂鱼精子都有抗冻保护作用 但其

效果与两者的浓度和使用方法有关 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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