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虾蛄 Σθυιλλα 俗名虾爬子 螳螂虾等 隶属于节

肢动物门 甲壳纲 口足目 虾蛄科 ∀虾蛄分布很广 从

俄罗斯的大彼得海湾到日本及中国沿海 菲律宾 马

来半岛 夏威夷群岛都有分布 ≈ ∀虾蛄因其肉味鲜美

营养丰富而倍受青睐 ∀近年来因海洋开发其资源日益

减少 因此对其开展人工育苗已势在必行 ∀目前国内

已作过育苗研究的黑斑口虾蛄 Ορατοσθυιλλα κε µπι 和

口虾蛄 Ορατοσθυιλλα ορατορια 均隶属于虾蛄科 口虾蛄

属 ∀现将它们的繁殖生物学及人工繁殖技术要点作一

概括 ∀

繁殖生物学

虾蛄雌雄异体 外形上较相似 ∀但雄性胸部最后

一对步足基节内侧生有一对棒状交接器 雌性在第六

胸节腹面生有一对产卵孔 ∀繁殖期雌性胸部第 ∗

节腹面出现/ 王0字形胶质腺 / 王0字形胶质腺在未受

精时透明 受精后随卵巢发育日趋乳白色 ∀雄性性腺

乳白色 月份开始成熟 月份达到最大值 ∀成熟

时雄性个体依靠胸部最后一对步足基节内侧的棒状

交接器 将精荚送至雌性胸部腹面的 / 王0 字形结构

中 ∀虾蛄的性腺发育大致可分为五期 未发育期 首次

发育个体 或恢复期 已生殖过个体 !发育期 !成熟前

期 !成熟期 !排精期或产卵期 ≈ ∀ 期卵巢中央有一个

由生殖细胞上皮演化而来的 / ≥0 形增殖中心 而 期

卵巢中的/ ≥0形增殖中心退化 ≈ ∀成熟卵巢呈黄色 充

满整个背部 前端始于胃后 向后延伸至尾节内 ∀卵巢

为左右对称两叶 相互愈合 由一隔膜相间 ∀卵巢两侧

在每个体节产生/ 隘部0 呈波纹状 ∀精巢一对 左右对

称 呈特殊的细管状结构 曲折盘蜒于围心窦和消化

道之间 前端始于第七胸节 从第三腹节开始变直向

后伸达尾节 在尾节内相互愈合 ∀成熟精子圆球形 无

鞭毛 直径 ∗ Λ ∀卵子椭圆形 属中黄卵 卵径

Λ ≅ Λ ∀

虾蛄繁殖期较长 为 ∗ 月份 繁殖盛期为 ∗

月份 ∀口虾蛄 周年可达性成熟 黑斑口虾蛄 冬龄

可达性成熟 ∀口虾蛄的平均个体产卵量为 ∗

粒 最大可达 粒 ≈ ∀黑斑口虾蛄雌性的

怀卵量为 ∗ 粒 尾 平均 粒 尾≈ ∀

虾蛄的交尾时间各研究者意见不一 目前较统一

的观点是在产卵前几个月进行 ∀交尾发生在雌虾蛄未

蜕皮之前 一般行一次交配 再次交配的可能性也时

有发生 ≈ ∀虾蛄每年只有一个生殖季节 但虾蛄的卵

巢发育是不同步的 在其繁殖季节内可进行多次人工

育苗 ≈ ∀虾蛄一年只产一次卵 但护理期丢掉卵块的

雌虾蛄在 ε 条件下经 ∗ 的强化培育 可二

次产卵 ∀虾蛄的繁殖生物学最小型为 左右 但

育苗时一般采用体长大于 的虾蛄 ∀

人工繁殖

亲虾蛄培育池

可用室内或室外池 ∀室内池的水深和面积研究者

们意见不一 ∀王波等 ≈ 认为面积以 ∗ 为宜 水

浙江省科委攻关项目 号和宁波市科委资助项

目 号 ∀

第一作者 翟兴文 出生于 年 硕士研究生 主要从事

水生生物生理生态研究 ∀ ∞ ¬

收稿日期 2 2 修回日期 2 2

虾蛄的繁殖生物学及人工繁殖概述

Α ΣΥΜΜΑΡΨ ΟΝ ΤΗΕ ΡΕΠΡ Ο∆ΥΧΤΙς Ε ΒΙΟΛΟΓΨ ΑΝ∆

ΤΗΕ ΑΡΤΙΦΙΧΙΑΛ ΒΡΕΕ∆ΙΝΓ ΤΕΧΗΝΙΘΥΕΣ ΟΦ Σθυιλλα

翟兴文 蒋霞敏

宁波大学生命科学与生物工程学院

关键词 虾蛄 繁殖生物学 人工繁殖

∞÷°∞ ∞ × ×∞≤ ≠

实验与技术



海洋科学 年 第 卷 第 期

深 ∗ ∀而赵青松等 ≈ 认为面积以 ∗ 为

宜 水深 ∗ ∀这些不是影响育苗的主要因素

重要的是要铺设底质和人工洞穴 ∀底质可为 ∗

厚的消毒砂子 亦可为 ∗ 厚的取自潮间带的

消毒过的软泥 ∀而铺设人工洞穴显得更为重要 尤其

是底质为砂子时 在 年报道认为没有

合适的洞穴亲虾蛄就不会产卵 ∀孙丕喜等 ≈ 也提出过

类似的观点 ∀虾蛄对人工洞穴的直径有一个选择范

围 随个体增大洞穴直径相应增加 洞穴长度要大于

其全长的两倍以上 浜野龙夫 年认为对于全长

大于 的个体 应给予直径 ∗ 长度

左右的人工洞穴 ∀人工洞穴的材料可选用聚

乙烯 !聚丙烯和毛竹管 但聚乙烯/ 形管产卵效果要

佳 ∀室外池多为土池 面积 ∗ 池塘深

∗ 水深 ∗ ∀池塘土质应软硬适当

太软易塌陷影响虾蛄产卵和抱卵 太硬给虾蛄的挖洞

带来困难且易使虾蛄受伤 ∀池底淤泥也不能太多 以

少于 为宜 ∀放养亲虾蛄前半个月左右用 ≅

∗ ≅ 生石灰或 ≅ 的漂白粉 有效氯

含量 清池 ∀放虾蛄前进排水两次 然后放虾蛄 ∀

亲虾蛄的选择

海区捕来或养殖虾蛄均可作为亲虾蛄 ∀要选择体

壮 附肢健全 无伤无病 活动能力强 体色鲜艳 体重

达 以上 体长大于 的雌虾蛄 ∀性腺发育好

的雌虾蛄 从其腹面看 可看到一条橘红色性腺 俗称

膏 从胸部一直延伸到尾节 这条膏越粗 颜色越深

性腺发育越好 ∀当膏在尾节部分呈三角形时 雌虾蛄

将在 周内产卵 ≈ ∀选择交配过的雌虾蛄作为亲虾

蛄 交配过的雌虾蛄胸部腹面/王0字形结构在繁殖期

为乳白色 这样可减少成本及去除雄虾蛄在雌虾蛄抱

卵孵幼过程中的干扰作用 ∀

亲虾蛄的促熟培育与产卵孵化

促熟培育 亲虾蛄下塘前注意温差不要超

过 ε 盐度差不要超过 ∀室内池放养密度一般为

∗ 只 室外土池一般 ∗ 只 ∀水体保持溶

氧在 以上 ∀日换水 ∗ 室内应多一些

换水时清除残饵 ∀室外池最好设饵台 便于掌握虾蛄

摄食情况 避免投饵过剩造成水体污染及水中溶氧大

量消耗 ∀透明度应在 ∗ ∀室内池人工促熟时

以 ∗ ε 速度升温 升温至 ∗ ε 条件下

暂养 ∗ 然后再提温至 ∗ ε ∀室外池可在

池上搭盖大棚以控制水温变化太快及降雨造成的盐

度变化 ∀虾蛄食性以动物性为主 鱼 !虾 !贝均食 夏秋

季以鱼类为主 冬春季以虾类为主 贝类常年摄食 ∀故

亲虾蛄的投喂应以切碎小杂鱼和鲜活贝类 如鸭嘴

蛤 为主 以傍晚投食为宜 投饵量视摄食而定 ∀一般

应在抱卵期间少投 因为抱卵期间亲虾蛄基本不摄

食 ∀

产卵孵化 虾蛄的性腺在尾节部分呈三

角形时 水温达 ε 时就可产卵 ≈ ∀虾蛄将卵只产于

洞穴中 产卵时间多在 Β ∗ Β ∀产卵前虾蛄

曲身于洞穴中 用腹部第 ∗ 节的背部及尾肢的两

外肢将身体支撑在洞穴内壁上 其他附肢不动 ∀产卵

前间歇地采取此姿势 ∀产卵时除腹肢外几乎不动 将

卵从生殖孔排至第六胸节腹面 卵排出时呈线带状粘

接 然后堆积成不定形的团状 产卵过程近 ∀约

后 卵被除第二颚足外的所有颚足整理成紧凑球

状 约 后卵被整理成厚盘状 产卵 后被梳理

成边缘外翻直径 左右的薄盘状 大约 后被

颚足梳理成簇状 挂在第二胸节腹面 ≈ ∀雌虾蛄抱卵

期间 极少出洞 仅在幼体孵出之前 有将卵块放于洞

穴中外出摄食的现象发生 ≈ ∀虾蛄抱卵的头 卵块

易脱落 一有外来刺激如强光 !急流水 !大的水温差等

都会将卵块迅速丢掉 ∀抱卵时间越长 卵越不易脱

落 ∀胚胎发育时间与水温成反比 水温高 胚胎发育时

间短 ∀口虾蛄胚胎发育的最低临界水温 ∗ ε 最

适培育水温 ∗ ε 最适盐度 ∗ 最适

∗ ∀

幼体收集及培育

第 期假蚤状幼体活泼上浮 趋光性强 可在排

水阀门处安装集苗网框 目 利用排水 使初孵第

! 期幼体聚集于网箱边缘 待到一定密度后 用

目网勺捞起 一般每隔 ∗ 收集一次 ∀虾蛄

幼体营浮游生活 故可用水泥池培育 以方便控制培

养条件 ∀ ∗ 期幼体合理放养密度为 尾

左右 期幼体后密度为 ∗ 尾 左

右 ∀ ∗ 期幼体以卵黄为营养 不需投食 ∀随着假蚤

状幼体蜕皮生长 可增投卤虫无节幼体 !轮虫等 桡足

类和枝角类也是其适口饵料 以活饵为宜 ∀在培育中

发现从第 ∏期假蚤状幼体期开始出现相互残杀 随着

发育 残杀加剧 ∀为此可增加桡足类和卤虫幼体的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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喂量 这样可减少相互残杀 ∀也可采取减少培育密度 !

遮光 !用藻类或其他物质调节水色等措施以减少其相

互残杀 ∀进入 ∗ 期幼体后 放养密度 ∗

尾 这时可投喂卤虫成体 鲜活小型贝类

等 ∀此时的幼体大多转入池底生活 开始具有底栖穴

居习性 此时应在池底放上消毒泥巴或将幼体转入布

有细沙和人工洞穴的池中 ∀投饵应少量多次 保证培

育水体中饵料密度 ∗ 个 ≈ ∀虾蛄的假蚤状幼体

在 ∗ ¬光强下 有较强的趋光性 但光强大

于 ¬时背光 都挤在池底造成残杀加剧 因此育

苗期应采取遮光措施 ≈ ∀培育期间 应保持水中溶氧

大于 可采取充气措施 气石设置以 ∗

个 为宜 ∀幼体适宜 为 ∗ 的环境 ∀当培

育水中重金属离子含量过高时 可加 ∞⁄× 2 盐 ∗

调节 ∀在适宜水温范围内 随水温升高 幼体

发育加快 水温宜控制在 ∗ ε 且以逐步提高为

佳 ∀为保持池水水质清新 每天应定时换水和吸污各

两次 ∀盐度也是制约幼体培育的主要因素之一 盐度

低于 时 会导致幼体及亲体大量死亡 ∀因此应在

降雨天气采取有力措施防止水温和盐度急降 ≈ ∀

幼体发育

虾蛄幼体发育须经过 个假蚤状幼体期才能变

态为仔虾蛄 每个发育期蜕皮一次 ∀第 期幼体以

卵黄为营养 不摄食 围绕在成体洞穴附近 ∀第 期幼

体开始游泳 趋光上浮 同时开始摄食与排便 ∀如果条

件不适 浮游幼体各期会有变态时间延长的现象 ∀进

入仔虾蛄期 其形态和生活习性与成体比较接近 生

活方式从趋光性转为趋地性 开始打洞 营底栖穴居

生活 体色从半透明状转为浅黄色 以后每蜕皮一次

体色加深一次 ∀黑斑口虾蛄在水温 ∗ ε 条件

下经历 期假蚤状幼体变成仔虾蛄需 ≈ 而邓

景耀 年的研究结果却表明 口虾蛄从假蚤状幼

体变态为仔虾蛄需 ∗ ∀

讨论

关于/ 王0字形胶质腺

各研究者对此胶质腺的性质和功能有不同的意

见 邓景耀等 年认为是雌性的贮精沟 堵南山 ≈

认为是粘合腺 排卵时粘合腺分泌物起粘合受精卵的

作用 使亲虾蛄便于抱卵 ∀根据本课题组的研究 此胶

质腺应兼有上述两个功能 ∀

虾蛄的交配时间

王春琳等 年认为雌虾蛄交配后不久即开始

产卵 邓景耀 年报道认为在头年的 ∗ 月份

交配 ∀浜野龙夫 年报道认为口虾蛄在产卵前的

好几个月已交尾 交尾发生在雌虾蛄未蜕皮之前 ∀本

课题组研究证实黑斑口虾蛄的交配应在 ∗ 月

份 因为 月份以后雄性性腺退化缩小 ≈ ∀

变态发育时间

邓景耀 年的研究结果表明 口虾蛄从假蚤

状幼体变态为仔虾蛄需 ∗ ∀而本课题组在对

黑斑口虾蛄的生产性育苗试验中 仅用 就使假

蚤状幼体发育成仔虾蛄 这可能是与我们把水温控制

在 ∗ ε 的较适宜条件下有关 也可能与受精

卵的质量及幼体生长的水体环境有关 ∀

结语

虾蛄的生产性育苗已经取得了可喜的成绩 但仍

有诸多问题有待解决 相信随着相关基础研究和应用

研究的不断深入 必将取得更大的突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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