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皱纹盘鲍成体摄食习性

的初步研究

聂 宗 庆 燕 敬 平

(黄海水产研究所 )

提 要

本文介绍了皱纹盘鲍 (H al 宕川拓 成 , 哪。 h明。成 Ino
.

)摄食习性的试验情况
。

试验结果表明
,

皱纹盘鲍的日摄食量周年在春末夏初和秋季有两个高峰期 ; 当水温高于 2 4 ,o 或低于 7唱时摄

食量明显下降
,

低于 3
,

0 时基本上停止摄食
。

鲍对不同种类饵料有明显选择性
,

按其喜食程度

排列为裙带菜
、

巨藻
、

海带
、

礁膜
、

石药
,

而石花菜
、

海篙子
、

鼠尾藻的摄食量最小 ; 而且对同种藻

类喜食嫩的
,

少食甚至不食老的藻体
。

不同大小个体的日摄食率不同
,

小个体的摄食率较大个

体为高
,

而且在一年中坚持高日摄食率的时间也较长 ; 最高 日摄食率小个 体鲍为 13
.

6 劣
,

大

个休为 11
甲

4 %

对鲍的摄食习性国外 已有不少报导
,

例如日本的岸上 (1 89 4 )
、

木下 (1 93 4 )
、

殖田

(1 93 9 )
、

冈田 (1 9 4 1 )等调查了不同产地的鲍的消化道内含物
,

报告指出其主要饵料为褐藻

类的昆布 (E c k lon i的 黑顶藻 (S Ph a Cd ar ia) 荒布 (E is en i幻 和红藻类的多管藻 (P ol ys 卜

神二ia )等 , 冈村
、

妹尾通过生长试验认为在褐藻类生长茂盛的冬季鲍成长快
,

随着夏季褐

藻的消衰生长亦停止 (猪野 19 52 ) ; 木下 (1 9 3 4 )猪野 (1 9 4 3 )以褐藻
、

红藻对 日本的主要三

种鲍做了摄食率
、

生长率与饵料效率的试验
,

也都肯定了褐藻类的荒布
、

海带 (L二in ,

r i。) 与裙带莱 (U o d o r ia ) 等是鲍的 良好食料 (猪野 19 5 2 )
。

以后酒井 (1 9 6 2 )
、

宇野 (1 9 6 7 )
、

菊地 (1 9 6 7) 与富 田 (1 9 7 2) 等对皱纹盘鲍的摄食习性又作了大量的试验
,

取得了更多有用

的结果
。

此外
,

S te冰叨so n (1 9 2 4) 与 C r of七(19 2 9) 对英吉利海峡 的 优鲍 (H
.

考幼
。

卿
-

la 亡“ )
,

L e ig h to 刀 等 (1 9 6 3
, 1 9 6 6

,

1 9 6 8 ) 对 美国 产 的黑 鲍 (H
.

e饵动
忍作而感)

,

绿 鲍 (H
.

如另那二 )
、

桃红鲍 (且 。忖。g耐的 和红鲍 (H
.

:

叻柳舫) 以及 S五叩地rd (1 9 7 3) 对澳大

利亚南部沿海的五种鲍的摄食习性也都作了试验观察
,

这些工作大都肯定了褐藻是鲍的

主要饵料
,

只有 She p h o r d 在报导五种鲍的食性时指出
,

鲍有选择红藻而摈弃褐藻的食性
。

有关这方面的资料在国内尚未见到报导
。

为配合当前开展鲍的育苗及放流增殖工作
,

结

合我国海区环境条件的具体特点
,

开展鲍摄食习性方面的工作是很必要的
。

为此
,

我们在

1 9 8 0 至 1 9 8 2 年做了一些试验
,

现将试验结果报告如下
。

本文承蒙齐钟彦研究员
、

张福绥副研究员审阅并提出宝贵意见
,

颧廷新
、

冯晓霞和蔡忠强等同志参加了试验

管理工作
,

在此一并致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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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海水温度对鲍摄食量的影响

1
.

材料与方法
:

所有试验用鲍都由自然海区捕得
。

试验分为两 次
,

第 1 次 于 1 9 8 1 年 10 月 20 日至

1 98 2 年 10 月 20 日进行
。

将不同壳长的鲍分成两个组
,

大个体组 的壳 长 为 9
.

1一 11
.

0

厘米
,

小个体组的壳长为 6
.

6一8
.

5 厘米
。

每组 n 只
,

分装在直径为 50 厘米的密编竹篓

中
,

吊养在青岛太平角海区海带养殖的浮架下
,

水深约 2
.

0 至 2
.

5 米
。

每周投饵三次
,

在

投夯前后均将饵料秤重
。

记下投饵量和余饵量
。

饵料主要为海带 (劲~
a‘“ 孙夕丽, )

,

在缺少海带的季节 (1 9 8 1 年 1 0 月 2 0 日一 1 2 月 3 0 日)
,

部份投喂石珑 (U 乙。。 。P
.

)
。

由于

每次投饵间隔时间短
,

饵料本身的消长系数则忽略不计
。

并于每次投饵时测定水温
。

隔一

阶段秤量鲍的重量并测定壳长
。

第 2 次试验在 1 9 8。年和 1 9 8 1 年两个冬季进行
,

专门观察低温情况下鲍停止摄食时

的温度
。

亦为竹篓吊养
。

篓内装 10 只壳长为 7
.

0一1 1
,

5 厘米的鲍
。

2
.

结果

1
.

从图 1 看出皱纹盘鲍的摄食量在一年中有两次较明显的高峰
,

出现在春季至初夏

和秋季
,

此时的海水温度在 8一2 4
,

C之间
。

在夏末(8 月中下旬 )水温上升达一年的最高时

期
,

鲍的摄食量下降
,

但即使水温超过 2宁C时
,

仍未停止摄食
。

在冬季
。

当水温低于 尹O

时其摄食量明显减少
,

低于 S
O

C时摄食量下降到最低水平
,

水温降到 3吧时仅能见到海带

叶片上被啮食的少数痕迹
,

而水温再低到 2
.

2一1
.

7吧时
,

连这种痕迹也不见了 (表 1 )
。

此

外
,

在繁殖期的 6 月中下旬到 7 月上旬摄食量还有一短暂的显著下降阶段
。

表 1 皱纹盘鲍的冬季日摄食级

年年 份份 1 98000 1 9 8 111

月月
、

日日 1
‘

444 1
.

777 1
.

妞妞 1
.

弃弃 1
.

777 1
,

999 , 下999 冲 了777 了 口自自 1
.

邓邓 1
.

2 666 ,
·

2

叫
2

·

,, 2
。

1000 2
甲

1444 2
.

2 111

水水 温(℃))) 石
.

888 5
.

000 4
.

666 8
.

666 4
.

555 4
.

555 4
.

111 S
。

222 2
.

999 2
.

999 1
.

777 1
·

7

}
2

·

222 2
.

555 2
.

888 2
.

999

日日摄食最(克Z天
·

只 ))) 生
.

666 0
,

888 *** 000 0
.

666 0
*

444 0
.

333 O
。

111 ... 幸幸
’

。。

丁{丁丁
... 布布 ***

注 :

饵料为海带 ; ·
表示有啮食痕迹

2
,

表 2 的数据表明
,

经一年养殖
,

可以发现鲍体长的增长极缓慢 ;而体重的增长比体

长相对快些
,

小个体组一年平均体长增长率 22
.

4弱
,

大个体组为 2 1
.

9%
,

其体重增长在一

年内有明显的上下波动
。

3
.

从大个体和小个体两组周年试验结果来看
,

每一个体的日摄食率在 10 终 以上的

分别为 3 天与 9 天 ,在 4 % 以上的大个体组仅出现 45 天
,

小个体组仅 70 天
。

其中最高日

摄食率大个体组为 1 1
.

4那
,

小个体组为 1 3
.

6 %
。

4
.

从体重增长阶段统计的饵料效率来看
,

大小个体两组基本接近
。

例 如
:

从 1 98 1

年 10 月 20 日至 12 月 21 日的两个月内
,

大个体组的 12 只鲍总体 重从 1 3 2 0
.

。克增至

1 6 1 3
.

4 克
,

其总摄食量为 30 06
.

4 克 (其中海带 1 7 06
,

8 克
,

石药 1 2 9 9
.

6 克 )
,

饵料效率为

9
.

8形 ,小个体组的 12 只鲍总体重从 5 4 1
.

5 克增至 70 3
.

3 克
,

其总摄食量为 1 752
.

4 克(其



1 期 聂宗庆
、

燕敬平:
皱纹盘鲍成体振食习性的初步研究 2 1

O332

6
。
�但对

20

大个休组 / 小个嘿

(

C453含
,J

产积)喇书黛

年 l甘吕l

月 10 1 1

1甘8 2

公 J
4 5 6 7 8 9 10

旬上 中下 上 中下 七巾下 下 上 中 下 上中下上 中 下 上 中下 上 中
一

卜上 中下 上 中下 上 中

图 1 1 98 1 年 10 月 2 0 日至 1郊2 年 10 月 2。日每只鲍每日的平均摄食量和水温的旬平均值

(除 1朋1 年部分投喂石苑外
,

其余全喂海带)

表 2 皱纹盘鲍体长和体重的周年平均增长t
.

一一之连兰兰
1 9 8 111 1匀8222

11111 0
。

999 1 2
.

双双 1
.

1 999 2
。

2OOO 6
‘

555 6
.

2 111 8
.

1 999 10
.

1翻〕〕

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 0
.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大大个体组组 体长 ( e m ))))) 10
‘

丈丈丈丈 1 0
。

111 10
.

111 1 0
‘

111 10
甲

333

休休休重( g ))) n o
。

OOO 1 8 4
甲

后后 1只0
。

222 12 5
甲

666 1幼
.

333 1 4 1
.

666 ] 2 5
,

666 1 3 4
,

111

小小个体组组 休长 (
。m ))) 7

.

2 111111111 7
。

555 7
.

666 7 555 7
。

777

体体体重 ( g 夕夕 4 5
,

了了 5 8
.

666 石7
。

444 朋
,

777 56
.

777 石8
.

777 砧
‘

888 筋
。

222

每组测定 12 只鲍

中海带 95 2
.

7 克
,

石茹 79 9
.

7 克 )
,

其饵料效率为 9
.

2 %
。

(二 ) 鲍对饵料的选择性与摄食量波动试验

在使用几种饵料混合投喂时
,

鲍对饵料表 现出较强的选择性
。

在国外对皱纹盘鲍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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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几种鲍已有对饵料的选择性的报告
,

但在国内尚无此类报导
,

在我们针的试验中
,

发

现了一些新的
’

清况
。

1
.

材料与方法

试验分四组进行
。

第 1 组 (表 3 )
,

将 10 只平均体长 8
.

9 (6
.

5一 1 1
.

6) 厘米
,

平均体重

为 郎
.

。(3 0
.

3一1 86
.

5) 克的成鲍用竹篓吊养在浮架下
;
第 2 组 (表 4)

,

试验的 10 只成鲍平

均体长为 9
.

8 (7
.

2一 11
.

5) 厘米
,

平均体重为 12 3
.

7 克 ,第 3 组 (表 5
、

7) 试验实际上为上述

试验的部分内容
,

抽出一阶段来比较其摄食的选择性与在连续几天里对同种饵料摄食量

的波动情况 ,第 4 组 (表6) 试验
,

所用鲍材料同第 2 组
,

饵料为同一种海带
,

但老嫩不同
。

老

海带为人工养殖已达收获期的叶片
,

组织非常粗厚 , 嫩海带为 自然繁殖的小叶片
,

平均体

长只有 70 厘米
,

宽 6
.

6 厘米
,

厚 0
.

8 毫米左右
。

2
.

试验结果

1
.

当同时投喂不同种类的几种混合饵料时
,

鲍表现出有明显的选择性
。

其摄食量的

多少依次为褐藻类的裙带菜(U , 血而a , 俪二at 访 da)
,

巨藻 (」里瓦, 以智名云裕夕夕犷价二 )
,

海带

及绿藻类的礁膜 (则劝乞0s ‘卿 , 。 即
.

) 与 石 纯 (U lo G 印
.

) ; 而 石 花 菜 (决“而二。 a 二a 韶赫

La , 哟
、

海篙子 (孔勺。~
一

夕哪环咖。)
、

鼠尾藻 (而叮as 二、 ‘h。、夕be 叼赫) 的摄食量最

小 (见表 3
、

表 4 )
。

表 3 鲍对不同饵料选择性试验(19吕O年 )

(单位
:
克)

一一广华通上州场
类类 海带带 裙带菜菜 巨藻苗苗 礁膜膜 海篙子子鼠尾藻藻 石花菜菜 石药药 营藻藻 总摄摄 水温温

食食食食食食食食食食食食食食食食食食食食食食食食食食食食量量 吸亡 )))只只习 1日J ~ ~ ~ ~ 之尧尧 24
甲

555 3 0
。

222222222222222222222

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 3
.

666 1 5
。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

555 月 戈卜- 10 日日 场
.

666 7
甲

000 4 9
.

石石 幼
。

333 111 0
.

888 1 1
甲

000 琳
‘

555 2 1
.

000 129
.

888 1 1
.

777

555 月 1 1一 12 日日 2
。

222 1习
‘

777 6 0
.

000 肠 SSS 000 000 000 肠
.

000 9
。

000 1 2 9
.

999 1 1
.

999

666 月 7 口口 000 8 7
‘

777 2 2
。

88888 公公 1 1
.

555 4
.

666 1 8
。

666 2 3
.

777 1 1 8
.

888 1 5
。

000

666 月 1 3 日日日日 1 8
.

22222 1
.

石石 000000000 7 0
.

666 1 6
。

888

666 月 1 5 日日日日 留
.

22222 8
。

555 000000000 1 10
.

222 1 6
。

999

各各种饵料摄食总堂堂 肠
。

888 1的
甲

666 1 6 7
.

777 星8
一

666 1 1
甲

000 1 2
.

555 1巧
。

666 6 8
。

OOO 朋
.

777 5盯
.

88888

占占总摄食量百分比(写))) 12
.

000 2 0
。

000 8 0
。

666 8
一

999 2
.

000 2
.

222 2
.

999 1 1
.

555 9
.

8888888

表 4 鲍对不同饵料选择性试验(19台1 年)

(单位
:
克)

一一一色皇 早\
.

逻如
类类 海带带 巨藻藻 巨藻苗苗 裙带菜菜 海篙子子 聋藻藻 石花菜菜 石纯纯 总摄摄 水温(℃ )))

叶叶叶叶叶叶叶叶叶叶叶叶叶叶片片片 嫩叶叶叶叶叶叶 食量量量
盯盯 间

一
之乏乏乏乏乏乏乏乏乏乏乏乏

666 月 4一5 口口 3
,

111 5
.

右右 8. 555 1召
。

555 000 6
.

666 1
.

777 3
。

555 4 1
.

555 15
。

999

666 月 6一7 日日 0
,

666 7
。

777 拐
。

222 4 6
,

777 777 4
。

111 000 2
.

888 8 2
。

000 万6
。

111

各各种饵料摄食总量量 3
‘

666 抬
。

888 胜
。

777 6 0
,

222 777 9
。

777 1
,

777 6
.

333 1 2 8
,

55555

占占总括食量百分比(万 ))) 2
.

999 1 0
,

888 1 7
甲

666 4 8
.

777 5
.

777 7
.

888 1
.

444 6
.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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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

当用海带苗与石药两种饵料在水温相近条件下连续几天混合投喂时
,

鲍 以摄食海

带苗为主
,

其总摄食量是石药的 6
.

9 倍 ; 两者混合投喂的日平均摄食量为单独投石药的

5
.

7 倍 (见表 5 )
。

表 5 在相近温度下连续几天内鲍对两种饵料的摄食量变化(1 98 2 年 )

(单位
:
克)

nnn
。

999 1 1
.

1 111 1 1
,

1 222 1 1
.

] 888

摄摄摄 海 带带
... 1 0 000 6 6

。

999

食食食食食食食食食食食食食食食食食食食食食食
锡锡锡 下写盘盘

沸 , 勺勺 民民 八八

一一 lll
代t 人

甲 艺JJJ 电JJJJJJJ

半半羽 目斑贫里里 1 3
。

了了 D之
,

666 6 6
。

999 了吕
。

巧巧

111
.

生生 4
,

444 5
。

888 6
.

666

1 1
.

2 8 1 1 1
.

2 4 ! 11
。

幼 12
。

7 1 2
.

1 1

* . 味 过9
。

2

6664
.

666 1999

555
。

444 1
.

666

8 1
。

1 2 1
.

5

5
.

2

O
,

4

8
.

5

未投海带

3
.

鲍对同一种饵料的老嫩程度的选择性也十分突 出
。

在连续五天里
,

鲍全部摄食嫩

海带 (总摄食量为 146
.

5 克 )而不食老海带
,

这一试验补充说明了表 3
、

4 中海带被摄食很

少的原因
。

从表 3 还可 以看出在鲍的总摄食量中海带所占的比重 6 月比 5 月显 著 减少
,

因为到了 6 月海带 已相当老化了 (见表 6)
。

表 6 鲍对老
、

嫩海带的摄食选择性

(单位
:
克)

时时 间间 饵 料料 投 喂 是是 摄 食 量量 平均 日摄食量量 水温(℃ )))

111 9拟
。

侈
.

888 老 海 带带 2 1 6
.

0000000 16
、

111

嫩嫩嫩 海 带带 1成1
.

000000000

666
.

注111 老 海 带带 2 1石
.

000 000 00000

嫩嫩嫩 海 带带 1 6 0
,

OOO 卯
.

555 5 8
甲

22222

666
.

1888 老 海 带带带 000 000 1 7
.

222

嫩嫩嫩 海 带带带 生7
。

000 2 8
.

55555

从上述几个试验看出鲍对饵料的选择性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饵料本 身 的 老 嫩 与 厚

薄程度
。

显然鲍最喜食薄嫩的海藻幼苗
,

尤其是巨藻
、

海带
、

裙带菜这类薄片状海藻的嫩

叶
。

4
.

从表 了可 以看出
,

对同一种和同样质量的饵料
,

鲍每天 的 摄 食量也 不是 衡 定

的
,

往往有较大幅度的上下波动
。

这一现象可能是动物生活 在 自然条 件下 的 原 有特

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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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了 鲍对同一种饵料(海带)摄食全的波动情况
(单位

:
克 )

时时 间间 19 8 2
.

6
.

越越 5
.

1777 6
.

艾999 5
.

2 111 石
。

跳跳 5
,

的的 石
‘

四四

摄摄 食 量量 60
.

666 1 3 6
。

000 4 7
。

555 6 8
、

666 生4 5
.

000 1 88
.

000 3 5
.

999

平平均日摄食量量 B0
.

333 4 5
。

333 邓
,

888 3盛
.

555 4 仑
.

333 昭
.

777 18
.

000

派派只平均 日摄食傲傲 2
.

666 3
。

888 2
.

000 2
。

999 4
。

000 石
甲

222 1
.

555

水水 温(℃ ))) 12
.

666 1 4
.

222 14
.

666 1 5
.

000 幼
。

444 拐
.

立立 1 5
。

999

事

(三) 皱纹盘鲍昼夜摄食习性的试验

许多作者报导鲍昼伏夜出摄取食物
。

菊地等 (1 9 7 4 )还试验了用灯光造成人工昼夜条

件使皱坟盘鲍随着光照而改变摄食量与产卵的时间
。

其结果说明鲍只在夜间或黑暗的条

件下摄食
,

白天或光亮条件很少活动
。

我们则采用了夜间不给饵料只在白天投给饵料
。

即

用强制的办法观察鲍是否也能在白天摄食
。

1
.

材料与方法

试验分两组进行
。

每组 10 只鲍
。

I 组平均体长 。
.

1 厘米
,

平均体重 9 3
.

。克 ; n 组平

均体长 8
.

2 厘米
,

平均体重 94
.

5 克
。

n 组为正常投饵的对照组
。

两组鲍都装在竹篓里
,

在

海上浮架下吊养
,

用海带作饵料
。

2
.

结果

试验表明在正常情况下鲍仅夜间摄食
,

但在改变投饵时间
,

在夜间不给饵仅白天给饵

时
,

在第一夭 (即饥饿 2 4 小时后 )其摄食量很少
,

再继续停止给饵达 4 8 小时后
,

其摄食量

急骤增加
,

说明在饥饿情况下
,

鲍能被迫改变昼伏夜食的习性
。

此外
,

我们从室内水池中

也看到即使在温度较低的 12 月
,

鲍摄食不旺盛的时期
,

白天投入新鲜海带苗
,

鲍亦会立即

活跃起来
,

抬起贝壳前部
,

伸出前足压住食物而大量摄食 (表 8 )
。

表 8 改变昼夜给饵规律后鲍的摄食情况
(单位

:
克)

时间
组 别 数据

1朋o
·

1 2
·

10 !
1 2

·

1 1 12
.

1 2 12 汪3

自
大

篙

白

天

投 饵 量

摄 食 量

投 饵 量

摄 食 量

投 饵 量

摄 食 量

投 饵 是

摄 食 量

6 0
.

0 5 0
,

0

胜
.

5

{
。

一}

—
试验组

5 0
。

0 6 0
.

0

。
f 石 -

睿
巧D

。

O 石e
甲

0 5 0
.

0

对照组

吕2
。

8

注
:
白天

: 7 :

oo 一井
:

oo ;夜间 : 1 7 : 侧} ~ 7 :

o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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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 结 语 与 讨 论

1
.

皱纹盘鲍的摄食量在一年中有两次高峰
,

出现在海水温度约在 8一 2 4
,

C 的春季到

初夏与秋季
,

在 8 月中下旬当水温上升到一年的最高时期
,

摄食量下降
,

但即使在超过

2 6a C时仍未停止摄食
。

在冬季
,

当水温低于 7℃时
,

其摄食量明显减少
,

当水温低于 3
“

C以

下便停止摄食
。

此外
,

在产卵期的六月中
、

下旬至 7 月上旬间
,

摄食量还有一显著下降的

短暂阶段
。

这一结果比日本酒井 (1 9 6 2) 报导的同一种鲍的适温范围更广些
,

他报导摄食水温在

1 。
,

9一20
·

3o C之间
,

生长随水温上升而加快
,

当水温低达 7’0 时便停止摄食
。

这可能是由

于两个海区温度条件不同所致
,

我国北部沿海的冬季海水温度比日本北方低
,

而夏季又比

日本高
。

2
.

鲍对不同种类的饵料有明显的选择性
。

田村认为这是由于海藻中含有褐 藻酸能

吸引鲍摄食
。

Le ig h弋二 指出 0
.

SPPM 的褐藻酸钠就能刺激鲍摄食 (M o 优d 1 97 8 )
。

我们

的试验结果表明鲍对同一种饵料的老嫩不同
,

也有很强的选择性
,

当老海带与嫩海带同时

存在时
,

它们只摄食嫩海带而完全拒食老海带
。

试验证明鲍最喜欢摄食巨藻
,

裙带菜
、

海

带等的薄嫩叶片
,

尤其是它们的幼苗
,

其次是礁膜
、

石药等 ,而海篙子
、

鼠尾藻
、

石花菜等不

是鲍所喜爱的食物
。

鲍对喜爱的食物可大量增加摄食量 ,相反则摄食量大为减少
,

两者能相差好几倍
。

了

解这一特点对人工养殖或提供与改造增殖区都有意义
。

由于鲍具有对饵料的强选择性这一特点势必影响到饵料摄食量周年试验结果的准确

性
。

因为我们既找不到在整年内都可以提供饵料用的一种海藻
,

也无法保证这一种海藻

始终保持着同样的老嫩程度
。

因此本试验结果可能会与生活在 自然环境里鲍的实际摄食

情况不完全相同
。

3
.

鲍周年饲养试验表明
,

所用壳长 6
.

6 厘米以上的成鲍
,

壳长增长非常缓慢
。

这与

中岛或藤本等所报导日本北海道和茨城县自然海区鲍壳长增长的速度相比慢了很多 (聂

宗庆 1 9 8。)
。

但体重的增长却相对地快些
,

在试验 1 中小个体组一年平均增 重 22
.

4 %
,

大个体组为 21
.

9终
。

此外
,

体重在周年内有明显的上下波动
。

在冬季约有 50 天低温 期

因停止摄食而体重下降 , 到春季水温上升后逐渐恢复摄食积累物质并促使性腺肥满
,

在产

卵期前体重明显增加
,

产卵后体重下降 ,到秋季又大量摄食作越冬期的物质积累
。

此时体

重又一次增加
。

4
.

从体重增长的二个月数据计算
,

其饵料效率基本上是接近的 (小个体组为 9
.

2%
,

大个体组为 9
,

8终)
。

所用的饵料是海带与石药
。

对于各种海藻的饵料效率尚 未 分别 做

过试验
,

今后有进一步试验的必要
。

5
.

从试验结果看鲍的日摄食率很低
,

在一周年里
,

小个体组的 日摄食率保持在4
.

。拓

以上的时间只有 7 0 天 , 大个体组的仅 45 天
。

其中在 10 那以上的分别为 9 天与 3 天
,

其

最高摄食率仅为 1 3
.

6终与 1 1
.

4终
。

这一结果与酒井 (1 9 6 2 )的结果相差甚远
,

他试验的摄

食率经常保持在 10 一20 % 之间
。

在我们试验中保持在 4
.

。形以上的摄食率绝大部分是在

n 月与 4一 5 月
。

最高摄食率仅出现在 n 月投海带苗时
,

这一时间持续短暂
,

接着就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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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低温停止摄食期
。

除上述的时间外
,

仅给以老海带或石药
,

实际上老海带与石药都不是

鲍所喜欢的食物
。

因此
,

缺少理想的饵料以保证高摄食率也许是生长缓慢的一个重要原

因 ; 此外酒井 (1 96 2 )所使用的试验个体也都在 5
.

0一6
.

。厘米内
,

我们因受材料限制
,

多用

较大的个体
,

这可能是生长缓慢的另一原因
。

6
.

鲍通常为昼伏夜出摄食
,

但在饥俄状态下
,

或特别喜爱的食物出现时
,

也会改变这

一习性
,

成为白天摄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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