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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 要

本文叙述了藤壹 H 期无节幼虫对星点东方纯仔稚鱼的饵料效果的实验结果
。

单独投与藤壶 H 期无节幼虫时
,

其饵料效果不太好
。

而当藤壶 H 期无节幼虫与其他饵料

生物混合投饵时
,

效果较好
,

特别是与盐水丰年虫一起投饵
,

可得到更好的结果
。

育汀
勺 .

商

在海产鱼的种苗生产中
,

饵料浮游生物的投与方式
,

现在可以说 已大致确立了
。

其饵

料系列
,

按投与顺序为
:

牡蝎幼虫(或双壳贝幼虫卜盐水壶轮虫 B忆叭‘。二哪 川‘昭城‘卜挠
足类 (天然采集浮游生物)、碎鱼贝肉或养鱼用配合饲料〔气挠足类作为轮虫之后的饵料是

极为有效的
,

这已是无庸置疑的事实
。

但是挠足类的大量培养技术
,

除 , ‘州
。, ‘: 加, ,

感叫:
外

,

尚未确立
,

主要还得依靠天然浮游生物的采集
。

因此
,

尚遗留着供给量不稳定和饵

料浮游生物组成不一定的两个难题
。

另一方面
,

由于挠足类的世代交替长
,

产卵数又少
,

.

在实验中几乎没有被利用
。

取而代之
,

却使用着白纹藤壶 B a 玩“ 酩沉, ‘“ 及纵纹藤壶

B 就。

呱
“ a。帅众而加 的幼虫

「穷习。

藤壶的种类和数量很多
,

产卵期也比较长
,

故得到无节幼虫比较简单
。

若需要大量的
‘

藤壶时
,

只要有计划地投放附着器
,

藤壶的采苗和育成是可能的
。

在水温高的南方海域
,

更可认为具有特别有利的条件
。

藤壶幼虫首先作为饵料被使用是 1 9 52 年的事
,

当时
,

八绿氏报告说川
:

石蟹 Ca 而石J殆

扣夕。肌‘、 幼虫能用白纹藤壶幼虫及真牡砺 ‘犷“ 55。岛。a 娜夕璐 幼虫饲育
。

在鱼的场合
, 1 9 5 9 年笠原氏等把藤壶幼虫作为黑绸 为哪初 , 配。印h哪。 仔鱼的饵

料首先进行了实验
〔列

。

其次
, 1 9 6。一 19 6工年平野氏在真绸Pa .qr “ 、咖

二
仔鱼的实验中〔‘,

、

*

对于在此项研究工作中给与热情指甘并提供饵料生物的营养分析条件的清水千秋教投
、

福家真也助手
、

河野

迪子
、

501 1色 a n H a m e d 人b d el R a 五m 合u 诸氏
,

以及在实验工作中给予种种帮助的 日本东京大学水产实验所的师

生员工表示衷心的感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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膝田氏在虎纯 尸祝洲 犷沥此衅 仔鱼的实验中[s] 分别用藤壶幼虫作为饵料
。

此外
,

獭户内

海栽培渔业协会 (伯方岛事业场 )在 1 9 7 3 年真绸的种苗生产中
,

也使用了藤壶幼虫叫
。

上

述实验中使用的都是刚刚孵化的 I期无节幼虫
。

然而
,

由于 I 期无节幼虫在水中孵化后 2一3 小时内就蜕皮变成 且期无节幼虫
,

一天

中必须每隔 3 小时左右就投入藤壶
,

以保持水中经常有 工期无节幼虫〔习 。

如果藤 壳 且 期

无节幼虫 (以下简称 11 期幼虫 )能用作饵料
,

则一天只投一次就行了
。

另一方面
,

藤壶幼

虫变态成 且期后
,

与 工期比较
,

显著变大
,

形态方面侧角
、

附肢
、

胸腹突等都发达起来
,

于

是曾经推测仔鱼捕食可能会变得困难
「幻。

所以
,

作者认为
,

关于 11 期幼虫作为仔稚鱼的饵料是否有效
,

特别是与轮虫
、

盐水丰

年虫 A , 翻。衍 s赫施“
、

挠足类等饵料生物比较
,
且 期幼虫的饵料效果究竟如何的间题

,

很

有研讨的必要
。

1 9 8 0 年 5一 9 月在东京大学农学部附属水产实验所进行了下述的实验
,

现将其结 果

报告如下
。

材 料 与 方 法

1
.

试验鱼

19 8。年 6 月 舫 日在爱知县握美叮江比间得到的星点东方纯 尸以尹 。如hob 俪 雌亲鱼

(体长 1 0
,

4 em
、

体重 4 1 9 )
,

运回实验所后马上肌肉注射 训ber o g e n (生殖腺刺激激素
、

三

共脏器制品)2 0 0 单位(注射液量 。
.

2 二l)
,

以促进生殖腺成熟
。

约 24 小时后
,

轻轻按压鱼

腹得到了成熟的卵
,

就进行了人工授精 (人工授精前体重 47 9
,

授精后 37 9
,

卵数约 2 万 )
。

雄亲鱼不注射激素也能自然排精
。

使受精卵附着于大型玻璃培养皿的内壁
,

放入盛有干

净海水的 30 升容积的圆形聚乙烯水槽
,

止水通气式
,

一天换水二次
,

直至卵孵化为止
。

受

精卵正常发育
,

授精后 6一7 天孵化
,

孵化率约 90 那
。

7 月 6 日将孵化的仔鱼小心地移入 。
.

5 吨的聚乙烯圆形水槽饲育
,

初期饵料 为 真牡

缅的幼虫和用
“

绿水
”

(藻液》培养的盐水壶轮虫
。 7 月 16 日

,

即孵化后 10 天时
,

再把仔鱼

小心移入 30 升的圆形聚乙烯水槽中
,

每一水槽放养仔鱼 10 0 尾
,

移放当天还是和以前一

样投与轮虫
,

从第二天起
,

开始饵料的实验
。

2
.

饵料

(1) 11 期幼 虫 洪名湖 (海水湖 )中用作牡妨养殖架的竹杆表面附着有大量藤壶
,

主

表 1 膝壶 I 期无节幼虫至 n 期无节幼虫的变态速度(20
·

o)

刚孵化后至孵化后三小时 工
、

工I 期幼虫的另

藤撤类 }一鲤型迥一一}一逻些理二些一⋯一进继垦丝些一!一逻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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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种类是纵纹藤壶和 白纹藤壶
,

将收集竹杆锯成适当长度
,

风干数小时后
,

放入盛有海水的

水槽中
,

浸泡半小时左右
,

就有大量无节幼虫孵化出来
,

利用浮游生物网具和光线
,

把幼虫

集中并使之与其他生物和杂物分开
,

然后用自动定量吸管取样
,

计数后再放置三小时
,

就

可作为饵料使用
。

(2 ) 轮 虫 用
“

绿水
”
(小球藻 )培养的盐水壶轮虫

。

(3 ) 盈水丰年出 美国产
,

把耐久卵放入海水中
,

通气 24 一36 小时
,

孵化而得的幼

虫
。

(4 ) 挠足类 在 0
.

6一 1 吨的聚 乙烯圆形水槽中用
“

绿水
”

和面包 酵母 饲育 而 得的

T妙‘。少双,
扣 , 似蜘

。Mor j
。

表 2 实验组和投饵t

实实验组组 饵 料 种 类类 实 验 期 间 的 饵 料 种 类 及 投 放 量量

7777777 月 1 7 日一 7 月 2 4 日日 7 月2 6 日一 7 月 3 1 日日

11111 工I 期幼虫虫 1 1 期幼虫 1 5一20 个 / m lll 工工期幼虫 2 。一 筋个/ m ]]]

22222 I工期幼如 黔蜚蜚
1 1 期幼虫 1 5一2 0 个 /功111 挠足类 1一1

,

5 个 / m lll

33333 轮虫今
夔
足蜚蜚 轮虫 2。一邵个 / m lll 挠足类 1一1

_

5个厂皿lll

44444 工工期幼虫 +

扩呈呈
1 1期幼虫 1 〔卜一 1 6 个/ m lll I工期幼虫 场一加个/ TT , lll

丰丰丰丰年虫 l一1
.

石个/ m 里里 丰年虫 1一1
.

6 个 / m lll

66666 丰年虫幼虫虫 丰年虫 2一3 个 / m lll 半年虫 3一3
.

5 个 / m lll

““
}

I工期幼虫 ‘ 轮虫虫 I工期幼虫 1。一1 5个厂m ]]] I工期幼虫 1 石一2。个/ 。lll

轮轮轮虫 5一1 0个 / m lll 轮虫 5一1 0 个 / 口 111

3
.

试验组

试验组的划分见表 2
,

其中试验组 3 为对照组
,

即目前一般采用的投饵方式
。

预先没有进行投饵量的实验
,

但参考了已发表的有关资料川
,

另 外根据饲育实验中仔

鱼的摄食情况和第二天水槽中残饵量的多少
,

决定了本实验的投饵量
。

4
.

其他的条件

实验期间的水温为 22
.

8一28
.

0a C
, 3。立升水槽中止水通气式饲育

,

部分换水
,

日换水

量为水槽水量的三分之一
。

海水盐度 28
.

0荡以上
。

另外
,

在水槽上方挂置若干萤光 灯
,

作昼间辅助性照明
,

水面照度约 5 0 0一1。。0 L u x 。

5
.

取样和鱼体测t

从 。
.

5 吨聚 乙烯水槽转移到 30 立升水槽前(孵化后第 10 天 )
,

任意取样 2 4 尾
,

立即

用 1拓的 U re 七h a刃e
麻醉后

,

测量体长 (总长 )和体重
。

饵料实验开始后
,

每天记录死亡的

仔鱼数
,

并分别在第 1 5
、

18
、

2 2
、

2 5 天从各水槽取样
,

麻醉后测量体长和体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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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

饵料的营养分析

收集供试饵料生物
,

首先用自来水冲洗
,

然后用重蒸馏水充分冲洗干净
,

放入 一 20
O

C

的低温冰箱中短时间冻结保存
,

后经冰冻干燥处理
,

试料含水量在 1% 以下
,

供分析之用
。

氮的定量
:

用 W
e ; th er b u r n 的氨定量法进行 ,金属元素的定量

: 用 1 70 一50 A 型原子吸收

光度计进行分析 ;磷的定量
:

用 Che n “ al 的方法进行 ; 氨基酸的定量
:

用日立 K L A
一
5 型

氨基酸 自动分析器进行
。

实 验 结 果

星点东方纯仔稚鱼的饵料实验结果见表3和表 4 ,

可以看到 11 期幼虫对星点东方纯仔

稚鱼的饵料效果不太好
。

与对照组相比存活率较低
,

体长和体重也都比对照组小
。

但是
,

当万 期幼虫与其他饵料生物棍合投与的场合
,

比单独投与 n 期幼虫时得到较好的效果
,

特别是 11 期幼虫和盐水丰年虫幼虫混合投饵的第 4 组
,

实验结束时
,

稚鱼的体长和体重都

比对照组 3 的大
,

而且存活率也几乎与对照组一样高
,

这是很有意义的
。

表 3 星点东方纯仔稚鱼饵料实验结果之一

实实验组组 饵 料 种 类类 水槽号号 第工3一加天的死亡数数 各水槽的的 各实验组的的

死死死死死死死死死死死死死死死死死亡率(写 ))) 死亡率(万 )))1111111118 一1 555 1杏2 000 组
一
防防防防

11111 I工期幼虫虫 111 000 2 555 bbb 3 000 跳
‘

333

666666666 111 1 555 555 2 11111

1111111 333 333 1 666 333 222222

22222 1 1期幼虫 , 挠足类类 222 111 1 999 111 2 111 18
.

777

777777777 222 1 444 000 1 66666

1111111 222 111 1 777 111 1公公公

88888 轮虫 , 挠足类类 333 111 222 000 333 2
.

777

1111111 000 000 000 111 11111

1111111666 OOO 222 222 44444

44444 I工期幼虫 + 丰年虫虫 444 111 000 333 444 4
‘

333

999999999 000 222 111 33333

1111111 444 111 111 444 66666

66666 丰年虫虫 工111 000 000 韶韶 3888 4 1
,

555

1111111 石石 000 000 4 555 奶奶奶

66666 1 1 期幼虫 + 轮虫虫 666 000 333 888 1 111 9
.

000

888888888 OOO 111 666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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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星点东方纯的饵料实验结果之二

实实验验 孵化后第 1任一2 5 天仔鱼的体长(斑m )))
{

孵化后 1守2”天仔鱼的体重 (m g ’’

组组组组组组组组组组组组组组组组组组组组组组组组组组组组组组组组组组组组组组组组组组组组组组组组组组组组组组组组组组组组组组组组组组组组组组组组组组组组组组
11111 000 1 555 1 888 2222 2 555

⋯
1。。 1 555 1 888 2 222 部部

11111 6
.

3 土O
,

555 7
.

7 士 0
.

555 8
,

: * 。
甲

5

一一
9

.

0 士 0
.

555 9
。

5 士0
甲

666

⋯
3

‘

”

⋯
”。。 7

.

0 士 1
.

777 7
‘

6 土 1
.

777 1 2
甲

8 士 3
.

111 丈8
.

8 士 2
。

333

22222 ”” 7
.

9 士 0
.

333 8
.

8 士 0
.

555 1 0
.

4 士 0
。

777 1 1
甲

6 士 1
.

22222 6
.

q 士 1
,

000 7
.

6 士 1
,

888 2 0
.

丈土 4
.

333 2 4
.

3 士6
。

666

33333 助助 8
。

5 士1
,

000 1 0
.

0 士 0
。

888 1 1
.

5 士 0
。

777 1 1
.

9 士1
.

00000 1 2
.

1 士 3
.

555 14
‘

6 士 3
,

888 2 5
.

2 士4
.

222 2 5
.

7 士 5
.

666

44444 ”” 8 6 土 0
.

666 9
.

7 士0
,

888 1 1
.

5 士0
‘

888 12
甲

斤士 0
.

77777 1 0
甲

0 士 2
.

555 15
‘

0 士4
甲

000 2 7
.

3 士 5
.

3
....

3 0
.

7 士 5
。

333

55555 ”” 9
.

3 土 0
.

555 1 0
甲

3 士0
甲

444 1 2
。

3 士 1
,

000 14
.

3 土 0
.

99999 1 2
。

5 士 4
,

111 1 7
甲

6 士 4
.

666 3 5
_

5 士 7
。

4
JJJJ

4 9
.

7 士9
,

444

66666 ”” 8
.

7 士0
.

444 9
。

3 士 0
.

666 I n l + 1 000 1 ]
‘

3 士0
.

77777 9
。

8 士 1
,

222 1 0
.

7 士 1
.

444 一。
‘

1 士 4
·

8」」JZ。
·

5 士3
·

999
}}}}}}}}}}}一 ”

一
{{{{{{{{{{{{{{{

注
; “ 士 ”

号后之数值为标准偏差
。

用盐水丰年虫单独投饵的第 5 组
,

实验结束时
,

稚鱼的体长和体重都比其他试验组大

很多
。

但是
,

在连续投与丰年虫 10 天左右
,

就开始发生稚鱼的大量死亡
,

结果存活率是最

低的
。

供试的饵料生物的营养分析结果见表 5 和表 6
。

从分析结果看
,

藤壶 11 期幼虫的 N 含

量和氨基酸的组成及含量方面
,

与其他饵料生物比较
,

没有发现多大差异
,

而 P 的含量及

M g
、

F e 、

C 。
等元素含量却比其他饵料生物的高

,

因此
,

至少可以 认为
,

藤壶 H 期幼虫的

营养价值不会比其他饵料生物差
。

表 5 饵料生物的营养分析结果之一

3八口O0.‘

{翌瞥霆
}纵纹藤正 I期

{幼 虫

l纵纹藤 壶 11
}期 幼 虫

{自纹藤壶 I期

{幼 虫

!白纹藤 壶 n

卿 幼 虫

}丰年 虫 幼 虫

{铐早类劫 虫
}吸用 绿藻 培 养
:的 ) 轮 虫

N (卜g /
m g )

5 7
.

4 6

试 料 中 的 含 鼠

P ! N 丹
、

} 双 }
,

。“ } M g
、

} 取
、

l
,

z 砰
、

} 醒砰
、

卜
义m g / g ) iL了n g / g ) }又In g / g ) }交m g 了g ) }交m g / g 夕}叱皿 g / g 少1咬m g / g ) }叱m g / g 夕}t

C U

m g 厂g )

1 7
.

4 1 5
.

1 6 0
.

6 1

4
‘

4 6

加
.

2 5

2 1
,

石6

7
。

2 3

9
.

6心

3
.

1 3 O
,

7 7 0
.

1 5

7 9
.

3 0

6 5
‘

8 6

28
.

盯

1生
,

8 1

5
.

4 6 0
.

64 0
.

1 2

部
甲

8 7

2
.

8 3

1
.

巧

6
.

7 1

1 0
,

4 7 O
。

即 0
。

1 0 0
。

03

口乙月九丹性�,月

:
7 9

.

哪 2 7
.

03 1 0
.

8 3 0
.

白9 〔)
‘

6 5 O O5 O
。

O2

8
�O46.‘

试料号一2134

湘
,

9 2

花
.

9 5

1 3
.

7 8

1 0
.

5 7

1 1
.

3 8

1 6
。

〔旧

2
。

7 6

3 5
甲

6 6

1 4
.

1 2

7
.

那
9

.

4 4

0
.

卯

1
.

9 3

2
‘

0 3

2
.

8 7

1
。

9 3

3
.

1 2

0
,

30

0
.

43
0

。

9 0

0
.

加

0
。

15

0
.

的

O
‘

01

0
.

03

2
。

32

0
.

0 1

0
。

0 3

O
。

胭

56.

轮虫的分析数据是由清水千秋教授提供的
。

表 8 饵料生物的营养分析结果之二
_

‘ . 』 _ .

滩 落-孩
一

料 中 的 氨几彰
一

蔽 含 留石奋石奋厂 —
一

氨二、的 * 二 !

_
一

一
}一二二一卜一三一一{一

- 兰一}一一三一一}一
竺一{一

生一
塑塾萝 1 28

·

7 7
1 即

·

8 0
1

’“
·

8 8
1

3 6
4

00 1 42
·

‘,
}

2 3
·

4 ‘

赞氨 酸 【
9

·

6 9
}

“
·

6 7
}

”
·

5 1
}

1 1
·

服 }
丈4

·

5 7
{

”
·

6 4

是 _ _

l
卫艺

·

6 ,

1
8

·

衫侈
}

”
4

浙 {
1婆

·

朋 {
1 5

·

5 1 { ”
,

4 7

哼叉呼 ) 28
,

6 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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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4 f ‘,
·

7” 1 4 0
·

4 “ 1 4 3
·

2 9 1 27
·

”o

大冬氨酸 ! ”9. 40 } ”7
‘

吐
~上一了

1
‘

4 ” { 犯
·

86 ) 4 5. 46 } 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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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 表

, 基酸的种类
{_ _

各 试 中 的 氨 基 酸 含 量扭 g / m g )

l

_ }
“

}
“

}
4

饰38629117昭花04瓣盯15弱厂18拐邵服邪招2拐留141483防弱帕韶朋韶0779662149邵韵肠翁3O黔邵8盯郭1824卯拍肚牡肚肠钻涎蛇汉佣的邪醚阴能筋黔盯418黔1618呢0184然00盯动炸67扔91011518IB31场16始29竹010

料一

⋯
器350344邪朋13器10韶仍8814巧41邓加加抢an即101122价砚钧肠O8肛韶40的湘 能钧幻肠29幻朋那216加14打苏 氨 酸

丝 氨 酸

谷 氨 酸

脯 氨 酸

甘 氨 酸

丙 氨 酸

撷 氨 酸

蛋 氨 酸

异白氨酸

白 氨 酸

酪 氨 酸

苯丙氨酸

.

试料号同表 5
。

讨 论

1
.

单独用 11 期幼虫饲育星点东方纯仔稚鱼时
,

发现在第 4一7 天之间出现一批仔鱼

死亡的现象
。

这种情况在本实验前进行的黑绸仔鱼的饲育实验中也看到了
。

能够考虑的

原因可能有两方面
:

其一
,

藤壶无节幼虫从 工期变态至 11 期之后
,

因侧角
、

附肢和胸腹突等发达起来
,

使

仔鱼难于捕食
。

从星点东方纯孵化后第七天摄食试验的情况看 (见表 7 )
,

此时仔鱼 都 已

捕食了藤壶 11 期幼虫
,

其中吃得最多的仔鱼
,

在其消化管内找到了 邹个 且 期幼虫
,

仔鱼

平均摄食 n 期幼虫 1 1
.

3 个/ 尾
。

但是
,

吞食的幼虫数在平均值以下的仔鱼却占 6 5
.

4 那
。

这是否是因为捕食困难
,

除个体较大的仔鱼能捕食足够数量的 11 期幼虫外
,

大部分 仔鱼

表 了 仔鱼摄食藤壶幼虫的试验结果

鱼鱼 种种 孵化化 给食试验验 鱼 体体 藤 壶壶 试验前前 吃了藤笠笠 仔鱼的的 吃了幼虫虫一尾鱼吃吃每尾仔鱼鱼吃幼虫数数
日日日期期 开始日期期 总 长长 (幼虫 ))) 绝食时间间 幼虫的仔仔平均 口径径 的仔鱼的的 的最高高 吃幼虫的的在平均值值
(((((月

、、

(孵化后后 (In 。 ))) 种 类类 (时))) 鱼(绍 ))) (解)
...

最小摄食食 幼虫数数 平均数数 以下的鱼鱼
日日日 ))) 第

x
天 ))))))))))))) 口 径 (卜))) (个 ))))) (万 )))

黑黑 碉碉 石
‘

2 111 第 1 2天天 5
.

333 纵纹藤壶壶 666 16
.

777 7 0 555 7钟钟 333 222 6 000

一一一 5
.

2 111 1 555 6
、

666 白纹藤壶壶 666 妞
.

111 7 3 777 6 3 000 1 000 3
.

444 6 2
.

石石

乃乃 一一 6
.

999 注555 4
.

66666 666 肠
。

OOO 7 0 888 砚444 666 3
.

444 阴阴

二二 {{{
5

甲

2 111 1 222 5
.

33333 666 000 6 3444 8 9666 222 222 8 000

星星点东方纯纯 5
.

2 ))) 1 555 5
.

99999 666 6
.

333 7 8 000 7 1 444 1222 3
‘

666 砚
.

555

66666
.

999 1 555 4
.

99999 666 2 5
。

000 7 4 555 龄222 2ooo 7
.

感感 7 000

66666
.

999 2 000 5
.

99999 2 7
.

555 4 2
.

111 7 9888 6吃吃 犯犯 9
。

888 8 8
.

马马

66666
.

999 即即 6
‘

33333 1 7
,

666 3 1
‘

333 8昭昭 8 4 000 3 ggg 石
,

888 6 6
。

444

66666
.

999 卫OOO 6
,

33333 666 3 9
,

111 86888 6 6 999 2 888 1 1
,

33333

77777
.

666 777 4
.

22222 2 111 10 000 7 5 11111111111

.

按照代田氏
L , 0] 的方法进行了仔鱼口径的测定

。



1 期 杨森林
、

佐藤英雄
、

平野礼次郎
:

关子藤壶 H 期无节幼虫的饵料效果

仍处于半饥饿状态
,

这种半饥饿状态持续下去
,

至第 4一7 日间发生一批仔鱼的死亡
。

这

种现象在黑绸的饲育实验中更加明显
。

从表 7 可知
,

黑绸仔鱼的口径达到 65 。协左右时
,

就能捕食纵纹藤壶 n 期幼虫
,

然而
,

即使在第 15 天仔鱼平均 口径达到 7 0 0 协 以上时
,

吞含

了 且 期幼虫的仔鱼只不过占 25 一42 终 ; 日径达到 7 0 0户 左右时
,

可以认为已能吞食白纹藤

壶 且 期幼虫
,

然而
,

即使仔鱼至孵化后第 2 0 天时
,

平均 口 径达 到 8 00 肠 左右 时
,

也 只 有

30 一40 终的仔鱼吞食了 11 期幼虫
。

所以大部分仔鱼往往是处于半饥饿状态
。

其二
,

是消化的问题
。

投与饵料生物之后 2一3 小时
,

在解剖镜下检查仔鱼消化管的

内容物
,

发现被吞食的轮虫和丰年虫的形状 已经模糊不清
,

而藤壶 打期幼虫的体形却 还

比较完整
,

容易识别
。

这是否可以认为藤壶幼虫在变态成 11 期幼虫之后
,

在体形变大 的

同时
,

甲壳也变厚了
,

这样就变得难于消化
。

2
.

作为星点东方纯的饵料单独投与 11 期幼虫时
,

其饵料效果不太好
。

但若与 其他

饵料生物一起混合投饵时
,

却看到了相当好的效果
。

因此
,

藤壶幼虫作为一种辅助性饵料

被利用的可能性是存在的
。

特别是与丰年虫共同投与的场合
,

仔稚鱼的存活率高
,

体长和

体重都超过对照组
,

在实验结束之前也未出现大量死亡的现象
。

更值得注意 的是
,

第 4

组的丰年虫投量只有第 5 组丰年虫投量的 1 / 3一 l/ 2
,

却得到了非常好的结果
。

因此
,

当

种苗生产中轮虫和挠足类不足时
,

采用藤壶幼虫 (包括 工且期无节幼虫 ) 与丰年虫混合投

饵的方式
,

既可节省丰年虫的用量
,

又可克服 (或缓解 )单独投与丰年虫而出现的大量死亡

之弊病
。

可以认为具有一定的实用价值
。

连续单独投与丰年虫至一定时间后
,

会发生仔稚鱼大量死亡的现象
,

这早 已被很多研

究者指出了
,

著者在实验中也看到了同样的现象
,

一般在一周之后
,

稚鱼体色变浅
,

说明色

素减少
,

稚鱼的活力也变弱
,

随即死亡个体增加
。

而 11 期幼虫与丰年虫混合投饵的 第 (幻

组
,

这种现象却完全没有出现
。

因此
,

是否可以认为丰年虫幼虫的营养方面的缺陷
,

通过

与 11 期幼虫混合投饵的方式能够克服
,

这一点是很有意义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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