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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 要

木文报道了在青岛第二海水养殖场育苗室成功地进行贻贝秋季两茬育苗的试验
。

试验结果
,

秋季第一茬在 10 月初开始培育
,

水温在 n 一 2少 c
,

11 月中下旬下海过渡
。

第

二茬苗在 n 月底开始培育
,

当水温低于 1。℃时可以通过加温至 1 3一1 7℃的方法以利 于贝 苗

的生长
,

翌年 1 月底前将苗育出
。

并用逐步降温的方法
,

使出池苗做好下海过渡的准备
。

或者

将部份苗留在水池中
,

延迟到第二年春天出池
。

我国早期的贻贝人工育苗试验大多在春季进行
。

以后我们在烟台 ( 1 9 7 2) 川 和 青岛

( 1 9 7 4 )成功地进行了秋季育苗试验生产
。

这样每年能生产春苗和秋苗各一次
。

为 了提高

产量的 目的
,

又开展秋季两荐育苗试验
。

我国北部沿海贻贝在秋季的繁殖期比春季短
,

而

且秋季具有水温逐步下降的自然特点
。

因此秋季两茬育苗因受自然条件的限制存在一定

的困难
。 1 9 7 5 年秋

,

我们进行一次晚秋加温育苗试验
,

并将贝苗放在育苗池 中过冬
。

通

过实验
,

了解到低温与贻贝幼虫 (或苗 )的关系和低温育苗中存在的问题
。

现将这次试验

的结果报道如下
。

试验条件和方法

试验是在青岛市第二海水养殖场育苗室进行的
。

所用育苗池的容积为 10 米
色

的室内

半埋式水泥池
。

用当地的 2 龄贝 ( 1
,

5 足龄 ) 作亲贝
。 1 97 5 年 n 月 4 日用升温法刺激产

卵
。

多数受精卵是在水温 15
.

5℃
,

密度 37 4 个 /毫升水体条件下孵化
。

孵 出的面 盘幼 虫

于 n 月 7 日投放入育苗池
。

3 号池的幼虫培养密度为 25 个 /毫升 (水体 ) ; 5 号池的为 42

个 /毫升 (水体 )
。

现主要以该两池 的结果为说 明材料
。

由于培育期间水温较低
,

换水量作了相应的减少
。

在 10 米
“

水泥池中
,

幼虫 入 池 初

期
,

每 日加水 1 立方米
,

至第 7 天开始换水或间隔换水
,

日换水量约 30 拓
。

用褐指藻
、

扁藻和酵母片悬液作为幼虫的饵料
。

日投 饵量 褐指藻 大 体为 2一3 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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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 /毫升
,

扁藻为 3。。。 个 /毫升
,

干酵母片为育苗水体的 0
.

4PP 功
。

由于秋季育苗前的一

个阶段
,

水温较高
,

褐指藻不易大量培养
。

因此所用饵料种类的次序与春季的相反
。
早期

以扁藻为主
,

后期以褐指藻为主
。

育苗池的水温变动与春季相反
,

是一个下降的过程
。

这样
,

在后期水温过低时必须升

温
,

以达到培育幼虫所必须的最低要求
。

在整个育苗期间
,

池中的水温大体可以分为自然

降温期
、

人工升温期
、

人工降温期三个时期 (表 1 )
。

表 1 青岛 19 75 年晚秋加温育苗
,

幼虫 (苗 )在不同水温阶段的生活状态

阶阶 段段 水温升降趋势及时期期 起讫日期期 水温范围围 平均水温温 幼虫培育夭夭 幼虫 (苗 )的生活状态态

(((((((月一日 ))) (℃ ))) (℃ ))) 数 (累计数 )))))

自自自 自自 早早 1 1一 777 1 5
甲

555 1 3
.

333 4 * + 1 777 幼虫生长正常
,

平均壳长从从
然然然 然然 期期 至至 备备备 ( 2 1 ))) 9 2微米增至 1 8 5微米米
适适适 降降降 1 1一2 333 10

.

444444444

温温温 温温温温温温温温温温温温温温温温温温温温温温温温温温温温温温温温温温温温温温温温温温温温
阶阶阶阶 中中 1 1一2 444 1 1

甲

333 1 0
.

000 1 444 幼虫生长较慢
,

平均壳长从从

段段段段 期期 至至 杏杏杏 ( 3 5 ))) 18 5 微米增至 2 1 4微米
,

有的的
111111111 2一 777 9

.

0000000 出现眼点
,

部分停着在采苗帘帘

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企待变态
。。

低低低低 晚晚 1 2 888 8
.

000 6
.

222 I 666 幼虫生长迟缓或基本不长
。。

温温温温 期期 至至 奋奋奋 ( 5 1 ))) 游泳的面盘幼虫在低水 温 时时
阶阶阶阶阶 1 2 一 1 777 5

`

0000000 下沉至底部
。

爬附停着 在 采采

段段段段段段段段段段段段段段段段段段段段段段段段段 苗帘上的幼虫迟迟不长 出 成成
人人人人 早早 1 2一 工888 5

`

OOOOOOO 体壳
。

弱小的面盘幼虫出现大大

工工工工 期期 至至 杏杏杏杏 最死亡
。。

升升升升升 1 2一 2 333 8
.

000000000

几几几几几曰曰曰曰曰曰曰曰曰曰曰曰曰曰曰曰曰曰曰曰曰曰曰曰曰曰曰曰曰曰曰曰曰曰曰曰曰曰曰曰曰曰曰曰

人人人
口 :LLL

晚晚 工2一触触 8
,

222 1 2
,

111 1 777 水温上升初期
,

沉底的面盘盘

工工工工 期期 至至 番番番 (阶 ))) 幼虫上浮
,

恢复生长
。

爬附停停
适适适适适 1一 444 1 6

。

2222222 着在采苗帘止的幼虫变 态成成
公公曰曰曰曰曰曰曰曰曰曰曰曰曰曰曰曰曰曰曰曰曰曰曰曰

苗
,

长出成体壳
。

最后
,

幼苗苗仁仁匪匪
人人 早早 1一石石 立6

甲

2222222 平均壳长超过 400 微米
,

达到到
阶阶阶 工工 期期 至至 番番番番 出池下海的大小要求

。。

段段段 降降降 1一 000 1 2
,

石石石石石

温温温温温温温温温温温温
晚晚晚晚 1一退000 12

.

555 8
.

777 1仑仑

期期期期 至至 今今今 ( 7 9 )))
1111111一 2 000 2

.

8888888

水

人池前采卵和孵化所需天数
。

整个试验从 11 月 4 日采卵开始至 1 9 7 6 年 1 月 24 日首批苗帘下海
。

还有一 部分采

苗帘上的苗在池内过冬
,

至 76 年 3 月 8 日全部下海
,

试验结束
。

结 果

青岛秋季育苗通常在 10 月初开始
,

晚秋育苗则在 11 月初开始
。

晚秋育苗由于后期

水温较低影响幼虫正常的发育
、

生长和变态
,

因此需要升温
。

这样
,

育苗的特点主要表现

在水温的升降与幼虫生活状态摄适应的关系上
。

根据幼虫和苗对不同水温的适 应状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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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将整个育苗期划分为自然适温
、

低温
、

人工适温和过渡等四个阶段
。

1
.

自然适温阶段

这个阶段包括自然降温的早期和中期
。

( 1) 生长速度 在自然降温的早期
,

当水温自巧
.

5℃下降至 10
.

4℃时 (平均温度为

13
。

30 0)
,

幼虫生活正常
,

生长速度较快
。

经最初 2 1天的培育
,
3 号池和 5 号池的幼虫壳

长平均值大体为 1 80 至 19 0微米
。

与春季培育的幼虫生长速度相比
, 19 7 3 年春

,

培育 同

样天数的幼虫壳长为 1 90 多微米川
, 19 75 年春的为 170 多微米亡, 习

。

从幼虫开始出现眼点的时间相比
,

多少延迟了一些
,

但也大体一致
。

晚秋培育的幼虫

在 3 号和 5 号池中眼点幼虫分别出现于第 23 天和第 舫 天 ; 而 1 9 7 3 年春的幼 虫在 第 21

天
〔 1皿 ,

1 9 7 5 年春的幼虫在第 2 4 天〔 . ,。

在 自然降温阶段的中期
,

即 11 月 24 日开始至 12 月 了 日
,

由于寒流来袭
,

水温经常上

下在 10
O

C左右
,

有时低到 9
0

0
。

在这段时间
,

幼虫生长较慢
。

经过 14 天中
,

还只达到 220

微米
。

如果单从 3 号池水体中的幼虫大小来看
,

反而有所下降
。

这是由于一些较大的幼

虫大量停着在苗帘上
,

造成了水体中幼虫壳长平均值的下降
。

另外
,

虽然经过 30 天的培

育
, 3 号池内仍然保持有 3 5。。 万个面盘发达的游泳幼虫

,

这是一个较大的数 目
。

它 说 明

了幼虫生长较慢
,

不能迅速达到变态阶段或完成变态
。

在正常水温条件下
,

幼 虫培育 30

天后
,

基本上都附着在采苗帘上 〔习 ,

在水体中只留存极少数的个体
。

在苗帘上的幼虫一般个体较大
,

如 12 月 2 日取的 10 2 个幼虫的样品
,

壳长平均值为

23 2 微米
,

即使以这个数据为代表
,

生长速度也不算快
。

因此
,

在晚秋自然适温阶段内
,

幼

虫的生长情况可以归纳为
:
在平均水温 13

.

3
O

C时的前半期
,

幼虫生长速度正常 , 当水温下

降至 g
O

C或在 l o
O

C上下时
,

幼虫生长速度较慢
。

( 2) 幼 虫存活率 晚秋育苗在自然适温阶段由于水温条件较合适而且是一个水温下

降的过程
。

水体中有不少常见而有害的原生动物
,

如腹毛虫类的游仆虫 刀“
川。姚

、

腰鞭毛

虫 戏
。 of l a 俨乙坛招

、

尾棘虫 召勿俪岁九衍 等在培育池中的数量明显下降
。

贻贝幼虫的死亡

率比较低
。

如将面盘幼虫从入池开始至出现眼点为止来计算其存活率
,

则 5 号池和 3 号

池的幼虫存活率为 44 一“ %
。

与春季育苗时相比
, 1 9 7 3 年的幼虫存活率为 2 4%

,

1 9 7 5 年

的为 1 7拓
。

晚秋育苗对早期幼虫具有较高的存活率
。

( 3) 眼点幼 虫的大小 晚秋育苗的幼虫
,

出现眼点时幼虫的壳长都在 2 02 微米以上 ,

特别在第一批出现眼点的幼虫
,

最小的壳长也在 2 05 至 2 14 微米之间
,

而且壳长达到 2 35

至 2妞 微米的幼虫中也只有 38 % 的个体具有眼点 (表 2 )
。 1 9 7 3 年春育的幼虫

,

出现眼点

时最小的壳长为 1 80 至 190 微米
,

当壳长达到 2 40 微米时
,

幼虫全部具有眼点 1t]
。

由此看

来
,

在较低水温中培育的晚秋苗
,

不仅生长较慢而且变态也较慢— 出现眼点的幼虫个体

较大
。

另外应该指出在任何同一批培育的幼虫中
,

最早出现眼点的一批幼虫往往个体较

大
,

而后期出现的眼点幼虫
,

一般个体较小
。

2
.

低温阶段

包括 自然降温的晚期和人工升温的早期
。

当时水温从 12 月 8 日的 S
O

C下降至 12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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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 Z日的5
D

0
,

并持续至 12 月 1 7 日
。

以后再从 1 2 月 1 8 日的 5
.

遵
0

0 用人工方法逐步升温
,

一直提高到 韶 日的 S
O

C
。

在这个期间
,

幼虫表现的生活状态为
:

不活 跃
,

生长缓慢
,

迟迟不

生出成体壳
,

弱小个体死亡率高
。

根据低温阶段以前
,

12 月 2 日的统计
,
3 号池水体中有

浮游幼虫 8 。。。 万个 / 10 m
, 。

苗帘上有停着的幼虫 4 7。。万个 / 1 0。个帘
。

停着在采苗帘上

的幼虫根据壳长的分析 (按 L姗阴
。 f f 等闺 和我们 1 9 75 年春的结果

「, ’ ,

最小附着变态的

幼虫壳长为 2 1 5一 2 1 7 微米 )
,

有 74 终的个体为可以开始附着变态的幼虫
。

其余 26 % 则是

随意停息在绳纤维上营浮游生活的幼虫
。

当时全池尚有幼虫 1
,

27 亿个
。

表 2 出现眼点的幼虫在不同的壳长组中所占的百分率

( 19 7 5年 1 1 月 2 6 日至 3 0 日 )

幼虫壳长范围 (微米 ) l 统计幼虫数 (个 ) 眼点幼虫数(个 ) 出 现 率 (男 )

01110召。< 2肠

2杨一纽4

2 1 5一韶4

丝 5一2 3 4

2 3石一 2 4 4

2 4 5一 2巧4

> 1 ( ) 〕

场38吓

175口口23361
,l

当水温低到 7
.

。℃
,

在 12 月 10 日检查时
,
3 号池水体内的幼虫数量 已降到 2 0 0 0 万个

左右 , 采苗帘上的幼虫则有 10 形死亡
。

死亡的幼虫绝大部分是壳长小于 2 00 微米的小个

体
。

对于一 些健壮的大个体幼虫
,

表现为运动迟钝
,

停着不牢
,

生长缓慢
。

当水温低到 5℃
,

并持续 6 天以后
,

于 12 月 18 日检查时
,

水表层已不易找到游泳的

幼虫
。

它们大量下沉
,

集聚于池底部
。

此时
,

在采苗帘上的幼虫
,

始终未见到有刚长出成

体壳的
。

因此可以认为
,

在 5一7
“

C的低水温条件下
,

对于贻贝幼虫的生活并不是 十分 适

宜的
。

它虽不会造成幼虫的大量死亡
,

但至少会加速淘汰弱小的个体
,

并使变态推迟完

成
。

3
,

人工适温阶段

为了使池内幼虫能继续正常生长并完成变态
,

我们设法提高水池中的水温
。

加温的

方法极为简单
,

是将进水的铁管盘绕在炉灶内
。

育苗池每日补充一定量的温海水
,

使池温

由原来的 5℃逐步提高到 16
.

2o C
。

当水温由 5℃经 8 天逐步提高到 12 月 2 5 日的 go C时
,

原来生活于底部的幼虫大量游

至表层
,

但在初期水温上升时幼虫游泳的能力并不是强健有力
。

到 12 月 29 日水温升至

1。
。

O时
,

附于采苗帘上的部分幼虫在胚壳周围开始生出数微米的成体壳
。

在池内水体中

的即将变态的幼虫
,

爬动活泼
。

到了这个阶段的后期
,

在 1 月 7 日和 8 日分别检查 3 号和

5 号池的采苗帘
。

根据苗帘上 23 2 个苗的统计
,

壳长范围在 250 至 8 12 微米之间
,

平均为

4 47 微米
,

达到了出池下海过渡大小的要求
。

幼虫经过人工适温阶段试验
,

使我们认识到

在 5一尹C的低水温情况下
,

对幼虫 的培育不适宜
,

然而一当水温回升到 1。
,

C时
,

那些存活

下来的幼虫能够恢复正常生长并完成变态
,

很快地长成为生产上合格的贻贝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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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

过渡阶段

为了使采苗帘上的苗能及早健康地下海过渡
,

我们在出池 前使 池 温 从 1 月 9 日的

12
.

5
O

C经 12 天下降到 1 月 20 日的之
.

so C
,

与当地自然界的水温相似
。

在过渡阶段的后期 (1 月 15 日 )
,

我们检查了 7 号池苗帘上 已变态 的苗
,

在 15 4 个苗

中仅发现有两个死亡
,

占 1
.

3环
。

这证明在连续每天下降水温 I
O

C幼苗能够适应 这 种 变

化
。

经过过渡阶段以后
,

于 l 月 2 4 日检查 3 号和 5 号池的苗
,

证明苗的生活是健壮的
。

它们的平均壳长已从过渡前的 450 微米缓慢地生长到 7 16 微米左右
。

5
.

产 l

这次晚秋加温育苗
,

共培育 4 个水池
,

总水体为 40 m
, 。

共育出 4 8 0。 万个出池苗
,

最高

单位产量是 1 80 万个 / m
. 。

各池平均单位产量为 12 0 万个 /。
. ,

几乎达到 了 1 9 73 年春
〔月

高产池的产量水平
。

结 论 与 讨 论

贻贝人工育苗的水温
,

应该在 1。
。

C以上
,

因为这一水温条件是幼虫能够维持一 定 速

度的生长并完成变态的基本要求
。

当然
,

平均水温在 1 3吧或再高一些
,

生长会更快
。

80 0 的水温似乎是幼虫正常生活的下限
。

高于 扩 C
,

浮游幼虫活动正常
。

低于 7
“

C或

者低至 5
“

C
,

经过一段时 间
,

幼虫由于缺乏活动能力下沉至池底
,

生长基本停顿
,

或迟迟不

能完成变态
,

弱小的个体大量被淘汰
。

在 S
O

C的低温条件下
,

健康的幼虫能继续存活下来
,

而且一当水温恢复至 g
O

C以上时
,

幼虫能恢复正常的活动能力
,

并继续生长
。

完成变态后的苗对温度的适应能力较强
。

在 1 6o C水温时
,

每天下降 I
O

C左右
,

一直降

至 2
.

8
,

C
,

幼苗能够忍耐并适应这种下降的速度
。

这样
,

可 以将人工苗移至 自然养殖海区

过渡
。

幼苗在 扩 C左右的池温条件下
, 虽然生长停顿但能够健康过冬

。

幼苗在池内继 续 养

育
,

延期至翌年出池
。

根据幼虫对培育水温的要求
,

我们可以设想
,

秋季两茬育苗只要在原有育苗室的基础

条件下
,

增添一台小型锅炉以加温海水
,

并以 2 0 0 0一6 0 0 0 瓦的加热器以保持池温
,

就能顺

利地进行生产
。

在青岛
,

秋季第一茬苗一般在 10 月初开始培育
,

根据当时的水 温条件

( 11 一 20
O

C ) 到 n 月中或迟至 11 月下旬即可下海过渡
。

秋季第二茬苗在 n 月底 开 始 培

育
,

当水温低于 1 0a 0 时可以通过加温至 1 3℃一17
“

C的方法以利于贝苗的生长
。

这样
,

至

翌年 1 月底前就能将苗育出
,

并用逐步降温的方法
,

使出池苗做好下海过渡的准备
。

或

者将部分苗留在水池中
,

延迟到第二年春天出池
。
这样

,

一个普通的育苗室可 以初步做到

连续生产
,

即在一年之内连续完成育出四茬苗的任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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