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龟足幼虫的室内培育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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龟足隶属于蔓足亚纲 iC rr ip ed ia 龟足属 尸 0
111

`
护es

,

本属共 5个种
,

我国仅龟足 P ol ilc 护es m let ll a
一种 [刘

瑞玉和任先秋
,
1 9 8 5 ]

。

龟足肉质细嫩
,

味鲜美
,

是人们喜食的一种有较高经济价值的海鲜
。

国外对有柄蔓足类

(龟足等 )生活史 [L
e w is

,
197 5 a

〕
、

幼虫培育 [ L
e w is

,

1 9 7 5 b ]研究较少
,

国内尚未见这方面报道
。

本文对幼虫室

内培育条件作了初步探讨
,

为今后人工增养殖研究提供基础资料
。

一
、

材 料 与 方 法

亲体于 1 9 9 2年 6~ 9月采 自福建省连江县筱煌乡定海海区沿岸
、

高潮区荫蔽处
。

收集活泼的刚孵化无节幼

虫
,

进行食性
、

幼虫密度
、

光照
、

盐度共四个单因子试验
,

各试验组设 2或 3个并行样本
。

二
、

结 果

1
.

食 性 龟足 自 I 期无节幼虫开始摄食
。

用五组不同饵料培育幼虫
,

只有扁藻 ( lP at y m on as sP
.

)
、

塔胞

藻 (yP ar m i n m o n a s g r o s i i )
、

十扁藻 ( p l a t夕m o n a s s p
.

)
、

湛江叉鞭金藻 (及
c r a t e r ia z入a

njl
a n g e n s i s )能培育幼虫 至

腺介幼虫
。

从图 1可知
,

各组
r

值均大于 0
.

9
、

r Z
> 0

.

8
,

回归系数 E > D > C > A > B
。

腺介幼虫的出现在 E 组为第 12 天
,

D 组第 14 天
,

C 组为第 17 天
,

说明用湛江叉鞭金藻为饵料培育幼虫发育速度最快
,

塔胞藻+ 扁藻次之
。

幼虫发

育至腺介幼虫的存活率
、

变态率均以塔胞藻十扁藻最高 (分别为52
.

5%
、

60
.

2 % )
,

湛江叉鞭金藻次之 ( 33
.

8%
、

47
.

7% )
。

若以投喂塔胞藻+ 扁藻和单一投喂扁藻作比较
,

混合组幼虫发育至 V l 期及变态为腺介幼虫均快于

单一投喂扁藻组 ;发育至腺介幼虫的存活率
、

变态率也明显高于单一扁藻 ( 2
.

8 %
、

4
.

6 % )组
。

混合组
r Z

值也大

收稿 日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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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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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单一组
,

这说明塔胞藻和扁藻的饵料效果是正相关的
,

添加塔胞藻比单一扁藻能更有效地促进幼虫发育
,

特

别对无节幼虫 V ~ V l 期及变态效果更加明显
。

A
、
B 两组 无节幼 虫发育 至 V 期后

,

都 不能继续 发育
、

变态 而逐渐 死亡
。

这 说 明云 微藻
、

异胶 藻

( H et e
or g le ea

s p
.

)都不是无节幼虫的适宜饵料
。

.

2
.

幼虫密度 幼虫在各密度组中均能发育变态至腺介幼虫
。

表 1
、

图 2表明
,

当幼虫密度大于 1只 /角L 时幼

虫发育速度明显减慢 ;无节幼虫发育至腺介幼虫的存活率亦呈下降趋势
,

并随密度升高而急剧下降
;

变态率也

骤然下跌
。

从图 2可以看出
,

D a 、
D b

、

D
C 、

D d
、

D
e

从 I 期发育到 w 期曲线下降速率较接近
,

而 fD 存活曲线则急剧

下降
,

表明发育至 w 期 D f 组中实际幼虫密度远低于初始密度
。
D f 组在培养第二天就有大量幼虫沉底

,

因此开

始投饵时幼虫密度就已降低
。

第三
、

四天也有大量幼虫沉底至第七天实际密度仅 0
.

6只 / m L
,

介于 D a( o
.

4只 /

m )L 和 D b (0
.

8只 / m L )之间
,

而成为实际的低密度
。

从而对后期幼虫的发育形成了有利环境
,

使其生长发育速

度
,

腺介幼虫相对于 w 期无节幼虫的存活率 ( 58
.

1% )都与 D a( 64
.

1% )
、

D b (6 3
.

7 % ) 比较接近
,

变态率也略低

于 D a 、
D b

,

却显著高于 D 。 、
D d

、
D e
组

。

但是
,

fD 组幼虫发育的不均衡
,

腺介幼虫变态不同步持续时间长
,

也表

明由于早期幼虫的高密度
,

而明显影响其生长发育并在后期幼虫发育及腺介幼虫的变态上体现出来
。

D
a 、

D b

组发育变态的腺介幼虫色彩鲜艳
、

油球多
、

能活泼游动 ;而 fD 组较早变态的腺介幼虫活力较强
,

较迟变态的则

色彩淡
、

活力弱
。
n a

、

D b 和 D f 腺介幼虫的平均体长分别为 4 3 7拜
、
4 2 0拜和 4 0 5拌

。

因此
,

选甩 0
.

5~ 1只 / m L 的幼虫密度对培育无节幼虫最为有利
,

其极限高密度介于 1一 2只 /m L 之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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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不同饵料对幼虫发育的影响

F ig
.

1 E ff e e t s o f d i f f e r e n t a l g a e o n

la r v a l d
e v e l o Pm e n t

注
:

图中方格高度代表各期幼虫比例
。

C y 一腺介幼虫
:

培育

条件为水温 22 ~ 26 ℃
、

黑暗
、

盐度 24
.

6编幼虫密度 1只

/m L ; A
一

云 微藻
:

50 ~ 10 0万个细胞 /m L /天 (单位下

同 ) ; B
一

异胶藻 1 0一 15 ; C
一

扁藻 l 一 1
.

5 ; D
一

塔胞藻+ 扁

藻 1 ~ 2
。

混合比例 1
:
1 ; E

一

湛江叉鞭金藻 3 ~ 5
。

发育期

图 2 幼虫的存活曲线

F i g
.

2 E f f e e t s o f s
ix l a r v a l d e n s

i t i
e s o n

l a r v a l s u r v i v a l ar t e s

注
:

培育条件为水温 20 ~ 27 ℃
、

黑暗
、

盐度32
.

6输
。

塔胞藻

+ 扁藻 1 ~ 4
.

5万个细胞 /m L /天混合比例为 1
:
1

,

幼虫

密度 D a 一 0
.

5 只 / m L (单位下同 )
、

D b
一
1

、

DC
一
2

、

加
一
3

、

D e 一 4
、

D f
一
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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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幼虫密度对幼虫发育
、

变态的影响

T al b e1 E f fc et o sf six l arv al d e nsit io e s nl r av al d ev el o Pm e nt andm et am o rh po si sr at e s

幼虫密度( 只/ mL )

月犯 目

—
一—

0
.

1 53 2 45

V l 期无节幼虫

腺介幼虫出现

段发育阶

( 天)1 0 。% 腺介幼虫

变态率( % ) 4 7
.

9 76 6 74
.

5 7
.

36 7
.

5

3
.

光 照 由表 2可知
,

黑暗组幼虫的发育速度比光照组快
。

发育至 V l 期及发育变态为腺介幼虫的存活

率
、

变态率
,

黑暗组均显著高于光照组
。

黑暗组的腺介幼虫色彩鲜艳
、

略带金属光泽
、

油球多
、

游动快
;
而光照组

腺介幼虫油球少
、

色淡
、

活动缓慢
。

因此黑暗条件明显有利于无节幼虫的培育
。

表 2 光照对幼虫发育
、

存活
、

变态的影响

T a b l e 2 E f f e e t s o f li g h t o n la r v a l d e v e lo P m e n t
, s u r v iv a l r a t e s a n d m e t a m o r P h o s i s r a t e s

光 照 黑 暗
项 目

— —
发育天数 存活率 ( 环) 发育天数 存活率 (环)

矶期 无节幼虫

腺介幼虫

4 3
.

8

变态率 (% )

1 6 0
。

7 1 4 3 5
.

3

4 6
。

7 8 0
.

6

注
:

培育条件为水温 29 ~ 32 ℃
、

盐度 33
.

9编~ 36
.

5编
,

幼虫密度 1只 /m L
,

异胶藻 5 ~ 10 万 + 扁藻 5 00 一 10 00 个细胞 /

m L /天
。

4
.

盐 度 由表 3可知
,

盐度为 24
.

6%
。
~ 41

.

8编组幼虫均能发育变态为腺介幼虫
,

而 32
.

6%
。

组发育速度最

快
。

发育至腺介幼虫的存活率
、

变态率均以 32
.

6%
。

组最高
,

且显著高于相邻盐度组
。

各组腺介幼虫仅 32
.

6编组

表 3 盐度对幼虫发育
、

存活
、

变态的影响

T a b l e 3 E f f e e t s o f t h e s a li n i t ie s o n l a r v a l d e v e l o Pm e n t s u r v i v a l r a t e s a n d m e ta m o r P h o s is r a te s

实验盐度
无节幼虫 (天 ) 腺介幼虫

(%
。
)

1 1 N V 讥

2 4ōb二」

:
.卜ó0l lC乙

1 0

1 0

2 5
.

79én乙2 4
.

6

2 8
。

6

1 5

1 5

3 2
.

6

3 6
.

5

l 3

l 8

2 0

5 0

2 8
。

7

6 6
.

6

2 9
。

4

4 1
.

8 2 3 5 8 1 0 1 8 8
.

5 2 9
.

4

注
:

培养条件为水温 20 ~ 25 ℃ ,

黑暗
,

幼虫密度。
.

5只 /m L
,

塔胞藻 + 扁藻 1~ 4
.

5万个细胞 / m L /天
,

混合比例 1
: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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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活泼游动
,

其余活力均较弱
。

结果表明盐度 41
.

8编仍不是幼虫的耐盐上限
,

而其耐盐下限在 20
.

5%
。一 24

.

6%
。

之间
。

这说明无节幼虫对盐度适应范围较广且对高盐海水有较强的耐受力
,

但其发育
、

变态的最适盐度范围较

窄
,

为3 2
.

6%
。

。

综上所述
,

龟足无节幼虫培育的适宜条件是
:

以塔胞藻 + 扁藻 1~ 2或湛江叉鞭金藻 3~ 5万个细胞 / m L /天

为饵料
,

幼虫密度。
.

5~ 1只 /m L
,

盐度32
.

6%
。 ,

温度 25 ~ 30 ℃
,

在黑暗环境中培育
。

参 考 文 献

[ 1〕

[ 2 ]

刘瑞玉
、

任先秋
,

1 9 8 5
。

中国近海的蔓足类 vI 茗荷亚目
。

海洋科学集刊
,

( 2 5 )
:
1 7 9

。

L e w i s
,

C
.

A
,

1 9 7 5a ,

eD
v e lo p m e n t o f t h e g o o s e n e e k b a r n a e l e P Ol l ic iP e s P o l , ” 王

~
s ( C i r r i p e d i a

,
l e p a d o m o r p h a )

,

F e r t i l i z a t i o n t h r o u g h s e t t le rn e n t
.

入翻
r .

B OI I
. ,

3 2
:
1 4 1

一
15 3

.

—
,

1 9 7 5 b
.

oS m e o b s e r v a t i o n s o n f a e t o r s a f fe e t in g e m b r y o n i e a n d la r v a l g r o w t h o f P ol z ic iP e : P O ly 阴 o r u s ( C i r r ip e d i a

,
l e p a d o m o r P h a ) i n V i t r o

.

M a r
.

B i o l
. ,

3 2
:
1 2 7

一

1 3 9
.

欢迎订阅 1 9 9 5年度《水产学报 》

《水产学报 》是中国水产学会主办的学术性水产科学技术刊物
,

主要刊载渔业

资源
、

水产养殖与增殖
、

水产捕捞
、

水产品保鲜与利用
、

渔业水域环境保护
、

渔船
、

渔业机械与仪器以及水产基础研究的论文
、

调查报告
、

研究简报
、

评述与综述
。

本

刊可供水产
、

生物
、

海洋与湖沼等专业人员和院校师生参考
,

对水产饲料加工和渔

业养殖生产者也有参考价值
。

本刊为 16 开本
、

96 页
,

道林纸印刷
,

每期单价 6
.

00 元
,

全年 24 元
,

国内统一刊号

C N 3 1
、
2 8 3

,

在全国各地邮局均可订阅
,

邮发代号 4
一

2 97
,

欢迎各界读者订阅
。

读者如

在邮局订阅不到
,

也可直接汇款到主编辑部办理订阅手续
。

本刊各篇论文与简报

均有少量抽印本
,

定价 1
.

00 元
,

欢迎订阅
。

本编辑部地址
:

上海军工路 33 4号
,

上海

水产大学 48 信箱
,

邮政编码
:

20 0 09 0
。

U沙引tJ刃沙引
,

沙引̀少刁
,目卜心,心,习,

.

划,叼沙
.

U,心,
.

刃,习卜
、

,,
.

时,目̀F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