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翡翠贻贝幼虫饲料的初步研究

魏 贻 尧 金 启 增 陈 新 祥

(中国科学院南海海洋研究所 ) (广东省海丰县海水养殖场)

提 要

本文介绍了翡翠贻贝幼虫饲料的研究成果
。

翡翠贻贝的受精卵在水温 2 7
.

7一29
,

3
,

0
,

连8 小时就发育成早期直线绞合期幼虫
,

开始具

有摄食食物的能力
。

此时以球藻为饲料的幼虫
,

其生长速度与不投饲料的相似
,

而活动能力反

比不投饲料的差
,

至第 7 天就全部死亡 ; 以扁藻为饲料的幼虫其早期生长也同不投饲的近似 ;

似酵母的饲料的幼虫生长快
,

存活串高
。

但当发现到了壳顶幼虫期
,

以酵母为饲料的
,

生长发

育慢
,

活动能力弱
,

死亡率高; 以扁藻为饲料的生长发育快
,

但死亡率较高
。

对于壳顶期幼虫如

果饲以酵母和扁藻的混合饲料
,

则生长速度同单独饲以扁藻的接近
,

但明显地能提高幼虫的活

动能力和存活率
。

前 言

翡翠贻贝 万叨“。 呱而成
:
是一种重要的海产经济软体动物

,

分布于我 国东海南部和

南海以及菲律宾
、

泰国
、

新加坡等地 [1j
。

不少 国家已对它进行养殖
,

特别是菲律宾把它作为

一种重要的海水养殖对象 (B切曲C O , 1 9 72 )
。

我国近十几年来翡翠贻贝的养殖有了一定的

发展
。

但是东海南部和南海沿岸
,

正当在翡翠贻贝的繁殖季节
,

经常受到台风和暴雨的影

响
,

海水盐度变化幅度大
,

风浪大
,

难以天然采苗
,

生产发展的规模受到限制
。

以人工育苗

的方法提供种苗
,

已成为迫切的要求
。

广东省海丰县海水养殖场开展了翡翠贻贝的人工

育苗的试验
。

但是经常见到幼虫生长缓慢
,

死亡率高
,

甚至全部死亡而失败
。

经过分析
,

初步认为幼虫饲料的不适宜是造成失败的主要原因之一
。

国外有关海产经济软体动物幼虫饲料的报道不少
。

L oo 阻n o ff 和 D av 坛 (1 9 6 3) 报 道

了帘蛤 几斤犷理。a而a , 。
恻

饰窃碗 a 和美国牡 蝎 口,℃韶韶芯* a 杯勺如感昭 幼 虫 的饲料
;

W 缸。

< 1 9 6 3 )报道了牡妨 os 才州a 。

咖“。幼虫的饲料 ,
Ba y n e (1 9 6 5) 报道了贻贝 j更多叮哪

。

血添 幼

虫的饲料 ,小林新二郎
、

渡部哲光 (1 9 6 2) 报道了马氏珠母贝 入
们司括日而 。衅赫娜杯 幼虫的饲

料
。

国内对于贻贝 几州“二
。而“: 和西施舌 卫。六加

a 。而四以
a
幼虫的饲料有过多次的报

道〔一
弓, 。 至目前为止

,

均未见到有关翡翠贻贝幼虫饲料的报道
。 为此

, 我们在 1 9 7 3 年开

展翡翠贻贝人工育苗的实验和生产过程中
,

连续几次观察了几种伺料对这种 贝类幼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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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发育和生存的影响
,

分析了各种饲料的优劣
,

提出了饲料使用的初步方案
,

并应用于当

年大池人工育苗上
,

达到一次收获数百万人工苗的好结果
。

材 料 和 方 法

实验所用的贻贝幼虫是在室内水池饲养 15 一20 天后的亲贝
,

以 日晒升温诱导产卵
,

经人工授精
,

发育至直线钦合期的幼虫 (广东省海丰县海水养殖场
, 1 97 4 )

。

培养容器用 7 0 0 0
.

毫升的圆玻璃缸 (内径 15
·

5 厘米
,

高 3。
·

5 厘米 )
。

幼虫的密度为 4

个/ 毫升
。

幼虫是在受精约 48 小时 以后开始投饲料
。

幼虫饲料包括酵母 (中国医药 工 业

公司石岐制药厂出 品 )
,

菌体 大小 为 1
.

8 一 2
.

1 微 米 x 2
.

7 一 3
.

8 微 米 , 球 藻 Ch l。不阮

即
,

》
,

藻体大小为 3一4 微米
,
扁藻 几时罗m , 岭 印

.

(藻种来源于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 )
,

藻体大小为 7 一 11 微米 x 12 一 18 微米
。

酵母的使用方法
:
将含量 0

.

3 克的干酵母片
,

放在玻璃研钵中磨成粉末状
,

然后用水

把它冲洗到烧杯中
,

配成 50 毫升的酵母悬浮液
,

经半小时的静置
,

取上层液
,

按量投放于

培养缸中
。

每毫升酵母液的含量是 6 毫克
,

含 2 3 0 4。万以上的酵母菌 (静置 2 小时以内)
。

实验是按照投饲料种类和投饲量的不同而分组进行的
。

1
.

直线铰合期幼虫的投饲料种类和投饲量见表 1 。

表 1 直线铰合期幼虫的不同饲料种类和投饲母

饲 料 种 类 l 每天投饲次数

酵母

球藻

扁藻

对照

1一2

2

1

0

每 夭 投 饲 量

O. 任一1
.

7毫克 /升

蛇oo 个细胞 / 毫升

IO x ,一1 6 00 个细胞 /毫升

0

2
.

壳顶初期及其以后各期幼虫的投饲料种类和投饲量见表 2
。

本实验是用 受精 后

4 8 小时的直线铰合期幼虫
,

以酵母为饲料
,

经 6 天的培养
,

接近于壳顶初期
,

然后按表 2

分组进行
。

表 2 壳顶初期及其以后各期幼虫的不同饵料种类和投饲t

编 号

1

2

3

4

饲 料 种 类 每天投饲次数 每 天 投 饲 量

酵母

酵母

扁藻

扁藻

了醉母
、扁藻

了酵母
吸扁藻

2一4

2一4

1

1

2
.

一4

1

2一4

I

1
,

7一3
.

4 毫克 / 升

3
.

4一6
.

8 毫克 /升

韶佣个细胞 /毫升

2 2臼} 一8 (X洲〕个细胞/毫升

{盘腻霆耀翼
d

.

7一3
.

4 毫克/升

以1侧} 一 4忙x , J个细胞j毫升

幼虫在静水中培养
,

所用的过滤海水均由同一砂滤池过滤
,

每天或隔天按原水量的

1/ 3 换水
,

并观测水温
、

比重
,

每 3 天各取样 20 个体测量个体大小
,

此外还观察幼虫活动



1 期 魏贻尧
、

金启增
、

陈新祥: 翡翠贻贝幼虫饲料的初步研究

情况
,

计算幼虫密度
。

当幼虫生长发育到变态期时
,

把瓦片
、

棕丝
、

维尼龙丝投放到培养缸

中作为采苗器
。

结 果

1
.

不同 饲料对直线铰合期幼虫生存和生长的影响

翡翠贻贝的早期直线铰合期幼虫
,

受精后经过 4 8 小时的发育
,

投以酵母
、

球藻为饲

料
,

很快就见到它们的胃中充满微小的食物颖粒
。

图 1
、

图 2
、

表 3 表明
:

在不投饲料的饥

俄条件下
,
4 天以内

,

幼虫保持缓慢的生长
,

壳长到达 92 微米
,

以后生长停滞
,

但尚能正常

游动
,

7天后才陆续死亡
,

到 15 天才全部死亡
。

以球藻为饲料
,

幼虫的生长速度与不投饲料

的幼虫基本相同
,

但是幼虫的活动能力还不如不投饲料的幼虫
,

在第 4 天就开始下沉
,

在

6一7 天内死亡
。

这同大池育苗中多次观察到的现象是一致的
,

如果在死亡之前 (第 5 天 )

改用酵母为饲料
,

仍有相当多的幼虫恢复了正常的生长和发育
。

以酵母为饲料
,

幼虫的生

长速度最快
,

受精后 7 天
,

壳长可达 n l一1 18 微米
,

生长率为 5一6 微米 / 日
,

并于第 8 天

进入壳顶初期
,

此后幼虫的生长速度随着壳长的增加而加快
,

而且幼虫游动能力强
,

胃中

口己

/ /z

/
了

/
/

//

/
了/

/

产兴银�平积

声龚夕

当
洲

声
⋯

一
三

- - - - -

一
50 兮一一六万一一宁一一芯厂一一茶产~ 一几语一—岌歹一一

,

飞犷

天 致

图 1 不同饲料对幼虫生长影响的比较

水温 2 5
,

2 ~ 即
.

3 ℃
,

比重 1
.

0丈68 一1
.

健1 8 ( 1盯3 年 7一8 月
,

汕尾 )

么 6 天前饲酵母
,

以后饲酵母
、

扁藻棍合 ; b
甲

6 夭前饲酵母
,

以后饲扁藻参

c
甲

饲醉母 ; d
.

6 天前饲球藻
,

以后饲扁藻 ; 。
.

对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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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共粗�半根

�兴获�书狠

~ ~ ~ ~ ~
,

招 厂
一 , 一 , , ‘

尹
,

一
‘ 一‘ - , 一

洲肠

助‘宁一一一下一
.

于
”

.
’

10

天 数

图 2 在不同饲料中直线铰合期幼虫生长的比较 图 3

水温 2 6
,

1一的
.

2 ℃
,

比重 1
.

01 浦一1
.

01 的
( 1 9 7 3 年 9 月

,

汕尾 )
a

甲

饲酵母 ; b
,

饲球藻 ; c
.

对照

8 0‘寸一一一育

—
亨一一一一亩

天 数

酵母和扁藻对直线铰合期幼虫生长影响的比校

水温 2 8
.

1一
-

2 4
.

4 ℃
,

比重 1
.

泥沮一1
.

仪招6

( 1 9招 年 1 0 月
,

汕尾 )
a. 饲醉母芬 b

,

饲扁藻

表 3 在不同饲料中培养的直线铰合期幼虫的生存率

水温 2 0
.

les 2习
.

2 ℃ 比宜 1
4

01 夕石- 1
.

以公。

生 存
编 号 l 饲料种类 i 投 饲 盆

(工盯3 年 日月
,

汕尾 )

率 (万 ) 1
备 注

4 天 7 天 9 天

酵母

球藻

对照

0
.

9一1
.

7 毫克 /升

4 2 0 0 个细胞/毫升

0

1oo
部分下沉

1加

1 oo

0

部分下沉 6 0 ! 工5 天全部死亡
上丫

工11[I:

充满食物颗粒
,

生存率近 1 00 那
。

以扁藻为饲料 ( 图 3 )
,

由于幼虫一直不能摄食到扁藻
,

只能从水中摄食到一些细小颗

粒
,

幼虫的生长速度是很缓慢的
,

第 7 天壳长为 95 微米
,

幼虫活动能力弱
’

,

第 9 天开始死

亡
,

第 13 天幼虫的生存率为 2 5 %
,

这时才有少数幼虫进入壳顶初期
。

2
.

不同饲料对壳顶初期及其以后各期幼虫的影晌

把以酵母为饲料的直线铰合期幼虫
,

经 6 天的培养
,

接近于壳顶初期
,

然后以酵母
、

扁

藻
、

混合饲料 (酵母加扁藻 )为饲料进行分组实验结果 (图 1
、

图 4
、

图 5
、

表 4
、

表 5) 表明
:

以

酵母为饲料 (1 号 )的幼虫
,

生长发育最慢
,

受精后 19 天
,

壳长为 1 81 微米
,

平均生长率为 6

微米 / 日; 2 4 天进入变态期
,

26 天后开始附着 , 幼虫活动能力弱
,

在变态期之前死亡率达

50 %
,

在变态期又死亡近 50 形笋成苗率只有 0
.

1% ; 幼虫的消化盲囊始终呈淡黄色
。

把酵

母的投饲量加大到原来的 2 倍 (2 号 )
,

非但没有促进幼虫生长发育的好结果
,

而且还在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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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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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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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 ,

一
尸

、矛 洲护

沪
洲 /

/ /

尹
- 洲产

了 10 且3 1 6 立公一

天 数

图4 在不同饲料中壳顶初期及其以后各期

幼虫生长的比较( 1 号
、

3 号
、

6 号)

水温 2 6
,

1一29
,

1 ℃
,

比重 1
.

01 8 0ar l
.

02 00
( 1盯3 年 9 月

,

汕尾 )
a

.

饲酵母和扁藻 ( 6 号 ) ; b
.

饲扁藻 (3 号 ) ;

o. 饲酵母( 1 号 )

图 6

厂
/ / , , / / ’

一
‘

一

-

下一一一布一一节厂一气萨一一有
天 数

不同饲料中壳顶初期及其以后各期

幼虫生长的比较 ( 2 号挂 号
、

6 号)

水温 2 6
‘

7一2 3
.

e ℃
,

比重 1
.

0 2 1 2一1
,

。2 2 8

( i约3 年 1 0 月
,

汕尾 )
a

.

饲酵母和扁藻( 6 号 ) ; b
.

饲扁藻( 4 号 ) 车
c

.

饲酵母 ( 2 号 )

表 4 在不同饲料中培养的幼虫到达各生长发育期的时间和生存幼虫的密度

水温 2 6
.

1一四
.

1 ℃
,

比重 1
.

01 8心} 一1
.

昭oo ( 19邓年 日月
,

汕尾 )

饲料

编号 投 饲 量 备 注

种类

酵母

扁藻

酵母

扁藻

1
.

7一 3
,

4 毫克 /升

韶oo 个细胞 /毫升 1 5天死亡

丁o
·

卜
1

叹, 丁n n 价

.

7 毫克/升

1 10 0 个细胞/毫升

闷闷 丫l r 二 , ,

~ JJJ「 ~ 卜
, ‘匕 翎翎 f , 户曰 一蜘 J. 门门 } 厅记上 臼已生 月翻111

圣圣竺竺初朋朋 垦少少
从 朋朋 茎

.

竺竺) 朋朋 日丁 灌灌犷 朋朋
.....

‘
~子一 尸争

,
‘‘‘‘‘‘‘‘

鸳鸳发发 时间间 岔没没 时问问 蜜及及 时间间
(((个/ 毫毫 (天 ))) (个 /毫毫 (大 ))) (个/毫毫 (天少少
升升 ))))) 升 ))))) 升 )))))

136

表 5 在不同饲料中培养的幼虫到达各生长发育期的时间和生存幼虫的密度

水温 2 5
.

7一 2 3
.

6 ℃
,

比重 1
.

昭1 2一1
.

泥2 5 ( 1 0 7 3 年 工。月
,

汕尾 )

饲料

编号 投 饲 量

种类

酵母

扁藻

酵母

扁藻

3
.

4一 6
甲

8 毫克 /升

韶 (K卜 8 0 00 个细胞 /毫升

1
.

7一 3
,

4 毫克/升

1 1 00 一召咬x 心个细胞 /毫升

生
.

长 粤 育
L

期 !
一赓巫望愁

占

!』迎塑一}二色囊塑一!
~

垄
. ,

遭遇一 !各 ,

、简 }密度 ! 。门 l 密度 l 必阁 l 否度 l 叫
‘

愉 ! 密度 }
-

一
吧, l哟 }子

.

才、 /言 l 牡u l
州 l厂尸卜 / 富l 叶U 四 l厂片

、

/怠 l 吧习少尸 }了
户

弓、 / 怠 }

(天夕 r 城护l (天 ) l
、

写子l 吸天少l
“

紧护 ! 吸大 ) }
“

监护 }

—
卜

三二‘~

,

—
!
一

}
—

}
一

}
一

{
一

!

—, 1
4

! “ 1 “
4

5 1 邵 } 一 } 豁 l !
”

{
4

!
‘0

} }
‘。

}
‘

·

2

⋯
‘7

} 1
_

。 8

!
‘

}
1“

!
’

·

6

{
‘,

{ { 1 {
2 3大死亡

一产f.、.L

‘
.........J.....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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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后 15 天
,

出现以纤毛虫为主的原生动物大量繁殖
,

导致幼虫大量死亡
,

成苗率 只有

0
.

03 %
。

以扁藻为饲料(3 号 )
,

在头二次实验中(图 1
、

图 4 )
,

幼虫生长速度快
,

但在受精

后 15一 16 天就死亡
。

第三次实验把扁藻饲料量从 2 2 0 0 个细胞 / 毫升逐渐加大到 8 0 0 0 个

细胞 / 毫升
,

在受精后 16 天
,

幼虫平均壳长为 2 5 3 微米
,

平均生长率为 15 微米/ 日
,

并于

16 天进入变态期
。

但是在变态期以前幼虫的死亡率高
,

到变态期生存率为 30 那
,

成苗率

是 48 多
。

以酵母和扁藻的混合饲料
,

在头二次实验中 (酵母密度 。
.

9一 1
.

7 毫克 /升
、

扁藻

密度 1 1 00 个细胞 /毫升 )
,

在受精后 16 天
,

幼虫壳长为 2艇一2 43 微米
,

平均生长 率为

13 一 14 微米 / 日
,

并于 18 天进入变态期
,

最明显的是幼虫活动能力强
,

在变态期之前很少

死亡
,

成苗率为 7
.

9环
。

在第三次实验中
,

酵母和扁藻的投饲 量都逐渐 加大
,

酵 母密 度

1
.

7一3
,

4 毫克/升
,

扁藻密度 1 1。。一4 0 0 0 个细胞 /毫升
,

由于在受精后第 8 天和 1 4 ;天
,

以

纤毛虫为主的原生动物大量繁殖
,

导致了幼虫死亡
。

小 结 和 讨 论

通过对翡翠贻贝的早期直线铰合期幼虫的摄食行为的观察
,

发现它们在受精后 (水温

2 7
.

7一2 9
·

3
O

C) 48 小时就具有摄食食物的能力
,

说明它们的消化系统已基本 完善
。

这 时

给予适宜的饲料
,

幼虫就正常地生长发育
,

如果饲料缺乏或不适宜
,

必然会造成生长缓慢

和大量死亡的后果
。

从不同饲料对直线钦合期幼虫的生存和生长影响的结果表明
:

以球

藻为饲料的幼虫
,

初期生长速度与不投饲料的相似
,

但活动能力比不投饲料的差
,

在第 7

天就全部死亡
。

在大池育苗中也见到同样的现象
。

以扁藻为饲料的幼虫其早期 的生 长
、

活动和生存等情况也与不投饲料的幼虫颇为近似
。

所以球藻和扁藻都是翡翠贻贝直线钦

合期幼虫的不适合的饲料
。

以酵母为饲料的幼虫生长快
,

在受精后第 7 天
,

平均生长率是

上述其他饲料种类的 4一5 倍
,

幼虫胃中食物颗粒多
,

幼虫存活率高
,

密度几乎始终保持在

4 个 /毫升
,

因此我们认为酵母是直线铰合期幼虫的良好饲料
。

通过不同种类饲料对壳顶幼虫初期及其以后各期幼虫生长和生存影响的观察
,

发现

以酵母为饲料的幼虫生长发育慢
,

25 天才进入变态期
,

而且幼虫活动能力弱
,

死亡率高
,

在变态期之前死亡率就已达 50 %
。

以扁藻为食料的幼虫生长发育快
,

16 天就进 入变态

期
,

从壳顶初期至附着的发育时间比饲酵母的幼虫快 9 天
,

平均生长率比饲酵母的大 1
.

5

倍
,

但是幼虫死亡率较高
,

在变态期之前死亡率达 70 拓
。

以酵母和扁藻为混合饲料 的幼

虫生长速度与饲扁藻的接近
,

然而特别明显的是幼虫活动能力强
,

很少死亡
,

进入变态期

时
,

幼虫的存活率比饲扁藻的大 70 %
。

从这些结果的分析
,

可 以认为单一的酵母对 于壳

顶初期以后的各期幼虫是一种不适宜的饲料
,

扁藻是这儿个时期幼虫 比较好的饲料
,

但更

好的是醉母加扁藻的混合饲料
。

以酵母作为双壳类软体动物幼虫的饲料
,

国内曾有过零星的报道(聂宗庆
, 1 9 6 4 )

,

但

未见实验根据
。

酵母具有营养价值高(蛋白质占 40 那以上
,

还含有大量肝糖
、

脂肪等)
、

颗

粒小 (菌体大小为 1
·

8一2
·

1 微米 x 2
.

7 一 3
·

8 微米)
、

悬浮性能好
、

易于 被幼 虫 摄取
、

利

用
,

特别适用于幼小的直线铰合期幼虫
。

但是对于壳顶初期以后的各期幼虫
,

可能是由子

醉母 的营养成分比较单纯
,

不能满足幼虫进一步生长发育的需要
,

所以出现了生长缓慢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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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亡率高的结果
。

酵母的投饲量也要适当
,

饲料密度过量
,

或者引起幼虫不适的下沉
,

妨

碍它们的摄食行为 ; 或者由于朱能被幼虫利用的残余酵母过多
,

引起细菌和原生动物大量

繁殖
,

导致幼虫死亡
。

据我们的观察
,

在上述培养条件下
,

投饲量应以 0
.

9一 1
.

7 毫克 /升

为宜
,

同时还要采用每天投饲数次和逐步加量的办法
。

在大池育苗中
,

最好辅以搅动或充

气的方法
,

防止酵母颗粒的下沉
。

球藻虽然藻体小 (3 一4 微米 )
,

易被幼虫所摄食
,

也有某些以球藻为饲料培养幼虫 成

功的例子 (聂宗庆
,

19 64 ; L伽男a n o ff 和 D二括
, 1 9 6 3 )

,

但多数作者认为它是一种价值不太

大的饲料 (W 习湘
,

1 9 6 5 )
,

首先球藻的表面具有一层较厚的纤维素
、

细胞壁
,

一般认为直线

铰合期的幼虫不具备消化纤维素的酶(Loo “
。仃

一

和 D a v i, , 1 9 6 3 )
。

我们在观察中
,

也发

现翡翠贻贝的直线铰合期幼虫
,

把不能消化的球藻由消化道中排出的现象
。

幼虫虽然能

摄取球藻
,

但不能消化
,

不能从球藻中得到营养补给
,

因此
,

它的生
一

长速度同不投饲料的几

乎一样
。

另一方面从幼虫的活动情况和死亡情况又不 同于不投饲料的幼虫
,

不投饲料的

幼虫在 了天以内活动基本正常
,

以后陆续死亡
,

至 15 天才全部死亡 ;饲球藻的幼虫 在 6一

7 天就成批死亡
。

这就意味着饲球藻的幼虫的死亡不完全是营养不足所致
,

更大的 可 能

是由于某种有毒物质的存在而致死
。

L oo绷of f 和 D盯括(1 9 6 3) 曾指 出球藻产生 的 体 外

代谢产物对幼虫的毒害
。

B叼力试 1 9 6 5) 认为当球藻培养达到生长的静止期 和衰亡期时
,

以

它作为饲料
,

幼虫的生长就停滞
,

这是由于藻体分泌了一种生长抑制物质
,

使幼虫的生长

速度下降
,

这些物质在衰老的藻类培养液中存在的浓度很高
。

由此说明
,

我们实验观察所

得的结果同上述作者 的观点是一致的
。

扁藻个体比较大 (藻体大小为 了一 11 微米 x 12 一 18 微米 )
,

不能被直线铰合期的幼虫

所摄取
,

以它为饲料实际上接近于饥饿状态
,

所 以幼虫的生长速度
、

活动能力
、

死亡现象都

与不投饲料的相似
。

只有个别幼虫也许利用过滤海水中的微小颗粒物质
,

或者是利用 由

扁藻液带进的某些其他藻类
,

得以生长
。

扁藻虽然不能作为直线铰合期幼虫的饲料
,

但却

是壳顶初期及其以后各期幼虫的比较好的饲料
,

而且还可以作其他多种软体动物幼虫的

饲料
。

扁藻投饲量过低
,

往往幼虫中途死亡 (图 1
、

图 4
、

表 4 )
。

在幼虫的密度为 4 个 /毫

升的情况下
,

扁藻的密度 以 2 2 0 0一 8 0 00 个细胞/ 毫升为宜
。

国外曾报道了混合饲料作幼虫的饲料
,

幼虫生长速度比其单一的饲料为快 (L 阳幽赶卜

仃 和 D 盯i。 , 1 9 6 3 ; B 、

yne
,

1 96 5 )
。

在我们的实验中
,

以混合饲料培养的幼虫虽然生长速度

与扁藻为饲料的幼虫相似
,

但幼虫的活动能力强
,

在变态期之前几乎没有见到大量死亡
,

幼虫的生存率比单一饲扁藻的高 70 %
。

这可能是混合饲料所含的营养成份 比单 一 饲料

的丰富
,

有利于幼虫的生长发育
。

混合饲料的投饲量一般以酵母 0
.

9一 1
.

7 毫克/升加扁

藻 1 10 0 个细胞 / 毫升为宜
。

贻贝 (」至加“琳 ed 毗店: )的幼虫长时间没有饲料能够生存 (B a
”

e 1 9 6 5)
。

翡翠贻贝的早

期直线铰合幼虫在饥饿的条件下
,

4 天内能缓慢地生长
,

使壳长达到 92 微米
,

此后生长停

滞
,

但尚能正常地游动
,

至第 9 天生存率仍有 50 那
,

这可能同食用牡蜘 (山‘* a “耐‘: )一

样
,

一段时间内以消耗卵中带来的蛋白质
,

碳水化合物和类脂物提供 能 量来 源 (M ill a ,

1 9 6 7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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