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Ξ  南美白对虾 Πεναευσ ϖανναµ ει 又称白对虾

• 在分类上属于节肢动物门!甲壳纲!

十足目!游泳亚目!对虾科!对虾属∀是迄今所知世界养

殖产量较高的三大虾种之一∀ 年由中科院海洋所

首次从美国引进白对虾 通过几年的研究在育苗技术

上有了进展 但如何提高单位水体出苗量 使育苗生产

有较大突破 仍是目前需要研究的课题∀ 作者于

∗ 年承担了河北省科委下达的/ 南美白对虾渤海

湾全人工繁育技术的研究0项目 目的是攻克育苗难

关 并在渤海湾北岸的唐海县进行试养 使此虾的养殖

技术能在生产上推广并普及∀

 材料和方法

 育苗设施

 亲虾培育池 室内水泥池 个 池型为长

方形 每池为 水深 ∀

 诱交产卵池  室内亲虾产卵池 个

! 两种规格 共计 水深为 池子改

建为椭圆形 内贴黑色瓷砖∀

 幼体培育池  水泥池为 个 其规格为

有效水体为 ∀ 孵化培育用的小型玻

璃钢槽 个 每个为 水体∀

 供水系统 沉淀池!预热池与其他育苗品

种共用∀

 其他辅助设备 充氧用罗茨鼓风机 配有

锅炉!发电机组等辅助设备∀

 亲虾越冬与暂养

年 月从江苏省大丰县购进成虾 尾

由于运输时间较长!两地水环境变化等原因 在前期造

成了一定损失 至 月上旬 存活 尾 平均体长为

平均体重为 ∀

 暂养密度 放置在 个越冬池中 其暂养

密度为 ∗ 尾 ∀

 温度  亲虾暂养的温度范围为 ∗

ε 升降温时日波动幅度控制在? ε 之内 暂养水

温曲线如图 所示∀

图  ∗ 年度越冬期水温控制曲线

 光照 越冬期间为弱光条件 并保持环境

安静 光照强度一般为 ∗ ¬∀

 饵料 以鲜活饵料如沙蚕!乌贼!贝肉等

为主 少量辅以配合饲料 投饵量一般为虾体重的

∗ 根据摄食情况及时调整∀

 日常管理  每日换水 次 换水量为

∗ 后期换水量加大 及时清除虾壳与死虾!残

饵与粪便 定期倒池 保持良好的水质 ∗

氨氮含量不超过 采用不间断充气 溶解

氧在 以上 定期投施抗菌素及消毒药物∀

 亲虾性腺促熟
南美白对虾是目前已知的开放性纳精囊的虾种之

一 迄今池塘养殖的成虾还未发现过性腺成熟的雄虾

即使体型相当大亦是如此 而作者进行的苗种生产受

到了种虾来源限制 只有利用现有池养的成虾作为亲

虾进行性腺促熟!产卵!育苗∀

 促熟方法 年 月 日∗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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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雌!雄亲虾作切除单侧眼柄手术 以人工诱导雌!雄

亲虾性腺成熟∀手术后 亲虾受到一定影响 体质较弱

加之操作中可能造成的损伤 极易死亡 约 ∗ 后

手术的单侧眼球坏死!断掉 虾体已逐渐恢复正常∀

 亲虾培育  促熟培育期间水温 ∗

ε 亲虾蓄养密度为 ∗ 尾 在性腺促

熟过程中 亲虾的食性较大 来进行体内的平衡 日投

饵量为虾重量的 ∗ 主要投以鲜沙蚕 早!

晚各一次 避免直射光线的照射 池面加盖黑布遮

光 水面光照控制在 ¬以下 在此期间 饵料投

喂量的增加 粪便!残饵以及其他代谢物等较多 加之

水温高 易使水质变坏 为保持良好的水质 除采用不

间断充气外 每日加大换水量为 以上 换水时彻

底吸污∀

 性腺检查 每隔 ∗ 在换水水位降到

时 用灯光透视 检查亲虾性腺发育情况 凡性

腺成熟度达到 期以上 立即用手抄网挑出 将其移入

预先准备好的诱交池中 成熟的雌虾在头胸甲沿至身

体的背面有明显的桔红色卵巢腺 雄虾则第五步足的

基部外侧有一对白色的精荚∀

 诱导交配!产卵

将性腺成熟的亲虾移入诱交池中 雌!雄性比为

Β ∗ 放置密度为 ∗ 尾 采用人工诱导与

自然交配相结合的方法 以期达到交配!产卵∀

雌!雄亲虾的交配行为发生在产卵前的几个小时

内 交配后的雌虾则在夜间至凌晨产卵∀

 受精卵的采收与孵化

雌!雄亲虾在诱交池中进行交配!产卵后 于翌日

清晨 检查卵子的发育情况 进行收集!洗卵 计数后放

入孵化槽内∀

孵化过程是在圆形玻璃钢槽中进行 其孵化用水

经 目筛绢网过滤 力求水质清新 水温调至 ∗

ε 加入 ∞⁄× 二钠盐 ≅ 氯霉素 ≅

经 ∗ 孵出无节幼体 计数后投入相应的幼体培育

池中进行培育∀

 幼体培育

 幼体发育与培养温度的关系见表 ∀

 饵料的选择 由于幼体个体较小 通过进

行饵料的对比 根据生产的具体情况 从中选出几种饵

料 注 无单胞藻培养车间 ∀ ∗ 以螺旋藻粉!豆浆

蛋黄辅以酵母∀ 以蛋黄!轮虫为主 定时投喂酵母∀

∗ 以蛋黄!轮虫!虾片投喂∀ 以卤虫无节幼体

为主 辅以轮虫等∀ ° 以卤虫无节幼体为主 投喂少量

碎卤虫成体∀

投喂量以池内幼体密度而定 并进行观察 每日投

饵次数为 ∗ 次∀

 育苗的水质条件 盐度为 ∗ 为

∗ 溶解氧不低于 ∀

 病害防治 育苗期间为预防突发性的病

害发生 投放广普性抗生素 布卵时一次性投氯霉素

≅ 幼体培育阶段使用呋喃唑酮 ≅ ∗

≅ ∀

表 1  幼体发育与培养温度的关系

发育阶段 温度 天数

ε

∗ ∗ ∗

∗ ∗

∗ ∗

∗ ∗

∗ ∗

∗ ∗

∗ ∗

° ∗ ∗ ∗

 结果与讨论

 试验结果

 越冬驯化结果  池养成虾自 年

月 日入池 至 年 月底育苗开始 越冬期历时

个月 前期由于运输和环境因素的影响 到 月中

旬存活 尾 死亡率高达 ∀在这之后 通过驯

化 截止 月底 存活 尾 驯化后的成活率为

雌!雄比例为 Β 并已适应当地水质环境 体

长!体重都有了大幅度增加 雌虾体长 ∗

平均体长 平均体重 雄虾体长

∗ 平均体长 平均体重 暂

养密度为 尾 雌虾卵巢均未发育 雄虾可见精

荚轮廓 但不成熟∀

 育苗试验结果 幼体培育池有效水体为

实际利用亲虾 尾 雌!雄比为 Β 共培育

出虾苗 尾∀

 讨论

 育苗中亲虾为池养的成虾 未见生殖腺的

成熟 室内进行 个月的越冬暂养 性腺仍未发育 这

与国内外所见的报道相一致∀ 水温的变化 如图 以

ε 为临界的水温下限 有效积温为 ε # ∀ 个

体生长周期达不到 可以进行育苗 但生殖腺不是

非常饱满 雌虾怀卵量少 从而影响了出苗量∀ 通过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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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单侧眼柄 去掉眼柄基部的 ÷ 2腺 使其生殖腺快速

发育 其效应期为 ∗ 以上的亲虾生殖腺明

显地发育 但仍有个别的亲虾至试验结束 生殖腺也没

有明显发育 这可能是因为其他的抑制因素影响 有待

于进一步研究∀

 提高白对虾的交配率 是人工繁育技术的

关键∀ 由于白对虾是开放性纳精囊 雌!雄的交配行为

是产卵前进行的 交配的基础是雌!雄虾体都必须达到

性成熟 而在手术后的效应期因个体差异而不同 难以

在整个育苗过程中同步进行 这就影响了大批量出苗

但该虾具有多次产卵的特点 只要条件适宜 周年都可

获得成熟的卵子∀

 在不同的密度下进行诱导交配试验 其密

度为 尾 尾 尾 尾 ∀ 在这几种

密度下都得到受精卵 以 ∗ 尾 获得的受精卵

较多 是因为增加了雌!雄相遇的机会∀ 而 尾 的

试验是在 的小型池中进行 因为太小的池子也会

影响交配∀ 试验中交配率 高的可达到 ∀

 试验由于受到设施和种虾的限制 没能做

对照试验 亲虾刚刚达到生物学 小型 因此怀卵量较

少 卵质发育不好 卵子难以发育至幼体破膜而出∀ 如

能提供个体较大的健康种虾 将育苗技术更加完善 使

这一优良品种的养殖在生产上得以推广和普及 从而

取得显著的经济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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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螺资源开发技术
ΤΗΕ ∆Ες ΕΛΟΠΙΝΓ ΤΕΧΗΝΙΘΥΕ ΟΦ Ρ απανα Νεπτυνεα Ρ Ε−
ΣΟΥΡ ΧΕΣ

崔明彦

山东省胶南市海洋与水产局

α  海螺是泛指海洋螺类 这里主要指红螺 Ρ απανα

τηοµ ασιανα 和香螺 Ν επτυνεα χυµ ινγ ι 这两个优势种

而言∀ 它营养丰富!味道鲜美 是我国沿海人民喜食的

优质贝类∀其分布较广 资源量较丰富∀本文以 来

胶南市开发南黄海中西部海螺资源所取得的一系列试

验数据和生产实践为依据 从海螺资源开发的渔具渔

法!南黄海中西部资源分布概况及其渔场!渔期 目前

开发利用程度与设想等三方面分别予以探讨∀

 红螺!香螺资源开发的渔具渔法

生产实践表明 开发海螺资源 较为理想的渔具是

用铁链子大脚装配而成的特制双拖网和单拖网 并且

网板式单船拖网比双船拖网捕捞效果更好∀

年秋汛 曾在胶南用纯钢丝绳代替原来的拖

底杂鱼网的粗大脚 钢丝绳外缠数层旧网衣和麻丝 进

行海螺拖捕试验 取得了成功∀ 个航次 投网

次 共捕获海螺 和杂鱼等其他水产品 与同期

的同马力拖鱼船相比 产值高 元以上∀

实践中发现 这种大脚尽管能有效地捕到海螺 但

在高低不平的海底作业时 影响了捕捞产量∀ 为此

年春采用旧舵机链子做拖网大脚捕捞海螺 情况

有所改善 但增产效果不理想∀后采用 的钢筋

制成的每扣规格为 ≅ 的铁链子 与钢丝绳

大脚拖网作对比试验∀结果表明 特制铁链作大脚的拖

捕效果好 见表 ∀

表 1  使用不同大脚的拖网拖捕海螺情况统计

大脚种类 投网次数 总产量 平均网产

特制铁链

纯钢丝绳

上述海螺双拖网都是利用底杂鱼拖网网衣装配铁

链子大脚而成∀ • ° 船的网具规格为

目≅ 但拖海螺则网目偏小 浮脚差和

海洋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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