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杂色鲍自然海区人工放养的初步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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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 要

本文报道了杂色鲍标志放养和人工造礁试验的方法和结果
,

试验表明
,

杂色鲍的最适放养

壳长为 2
.

5一3
.

。厘米 ; 2 龄的杂色鲍
,

平均壳长为生
.

8 厘米
,

这一龄段的鲍生长最快
,

3 龄的

杂色鲍平均壳长为 6
,

3 厘米
,

最大的个体可达 7
.

。厘米 ; 4 龄以后
,

其生长明显减慢
。

据此
,

似

可将 3一 4 龄
,

壳长超过 6
,

。厘米的杂色鲍定为上市规格
。

此外
,

本文还对杂色鲍对自然环境

的适应
、

生长
、

移动
,

以及人工造礁的方法和效果作了介绍
。

杂色鲍 (刀讼乙初`殆 d落* ” 伽乙时 R ee vs ) 是南方产的一种小型鲍
,

具有较高经济价值
。

近年来
,

杂色鲍的人工育苗技术研究已有一定进展
,

但在增殖和养殖方面
,

仍存在着一系

列技术和管理间题
。

为此
,

我们在过去曾经进行的人工繁殖和幼鲍养殖试验的基础上
,

于

1 9 7 7年至 19 8 1 年在广东海丰县遮浪公社沿岸进行了幼鲍标志放养和人工造礁试验
。

兹

将试验的方法和结果分述如下
:

幼鲍标志放养试验

杂色鲍的幼鲍在室内水池养殖时
,

往往因饲料不足而生长缓慢
。

因而我们 曾经采用海

区吊养法养殖
。

将生长到壳长 5 毫米的幼鲍
,

吊养于 自然海区
,

经 5 个月后
,

壳长达到 2一

3 厘米 ,成活率达到 90 男 以上 [幻 。

吊养的效果虽然尚称满意
,

但是因鲍的生长期长
,

从受

本文承费鸿年教授
、

陈清潮副教授和谢玉坎先生审阅并指正 ;水下观察工作由潜水员昊泽波
、

施健两同志协

助进行
,

在此一并致谢
。

, 今
杨瑞琼现在厦门水产学院工作 ;蔡天来现在福建省水产所工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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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卵到长成 6
.

。 厘米以上的商品鲍
,

一般需时 3一 4 年
。

在此期间往往因遭台风的袭击而

造成损失
,

难以达到生产经营上所要求的可靠性
。

因此
,

我们又进一步进行了在 自然海区

直接投放鲍苗养殖的试验
。

其方法和结果如下
:

(一 ) 材 料 和 方 法

(1 ) 海 区的选择 一般说来杂色鲍的原产海区是适宜的放养海区
。

我们在选择时
,

注

意避开章鱼
、

蟹类和大型海星等敌害多
,

或海胆
、

藤壶
、

牡蝎等附着生物多的海区
。

我们选

定的试验海区是在广东海丰县的遮浪公社沿岸
,

位于杀狗屿的西面
、

西北面
、

南面和东南

面悔区
,

水深 1一 3 米
。

共设了 4 个放养点 (图 l)
。

西面的放养点是定期重捕或进行生态

观察的试验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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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标志放养试验海区 ( 1哭 1 年 7 月
,

遮浪 )

. 标志鲍放养点 ; A 标志鲍重捕点 ;

— 鲍吊养台 ; O一心人工造礁区

( 2) 幼鲍和放养 试验所用的幼鲍
,

是 1 9 7 6年 5 月人工繁殖并经过一年培育的幼鲍
。

按个体大小分为两群
。

第 1 群幼鲍的壳长为 2
.

0一 2
。

5 厘米
。

在其前端第 1
、

2 出水孔上
,

用不锈钢丝拴上经过编号的塑料标志牌作为标志 ( 图 2
,

A )
。

于 1 9 7了年 6 月 28 日放入海

区
,

每一放养点放养幼鲍 5 00 只
,

全部的放养数为 2。。。 只
。

第 2 群幼鲍的壳长为 2
.

5一

3
.

。厘米
,

在其第 1
,
2 出水孔上系一 白色胶丝作为标志 (图 2 ,

B )
。

于 1 9 77 年 11 月 4 日

放入海区
。

第二群幼鲍的总数为 4 5了。 只
, 4个放养点的放养数大致相等

。

放养的方法是

将幼鲍放在用铅丝和胶丝制成的放养笼内
。

放养笼的体积为 40 x 2 5 X 15 厘米
,

网目直径

为 3
.

5 厘米
。

每笼放入 5 0 0 一 1 0 00 只幼鲍
。

由潜水员将放养笼放在海藻丛生的岩礁隙缝

中
。

笼内的幼鲍可以自由的出入网笼
,

这个网笼起着杂色鲍进入自然海区至它寻找到适

宜栖息场所的一个过渡性保护装置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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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慢
。

根据水下观察
,

放养后的杂色鲍的移动情况如表 2 和表 3 所示
。

从表 4 可以着出
,

放

养一年后
,

标志鲍的移动
,

在 30 米范围之内占 91
.

7拓 ,
移动超过 30 米的占 8

.

3%
。

栖息

的水深大多在 1一 2 米处
。

放养 2年后
,

移动在 30 米范围之 内的占 83 环
。

放养 3年后
,

移动在 30 米范围之内的占 37
.

5另
,

移动在 3 0一的 米的占 50 环
。

栖息水深大多在 2一 3

米处
。

移动超过 幼 米的占 12
,

5 %
。

个别移动距离最大的达 150 米
。

按表 2 记录
,

用同

表 2 标志鲍 (广水研 7 5 12 ) 广水研 7阴O2 )的移动记录

; 1盯名年 7月一找 月 1驹 9年 7月一 12 月 1 9 8 0年 7月一住月

标志鲍编码
移动距离

(米 )
移动方向

西西喃西西袒袒西卫泛广水研邓 1 4 8

分 , 翔 7 6 3即
, , 力 7 5 1 64
” ” ” 7 6 3公
. ” ” 7茄 ( , 1

一 , , 7仅沁 2

, 万 力 7醚6 8

, 升 为 宁5 1漪
, , 冲

钻 2 4 6

, ” ” 7朋 7 9

分 刀 ” 7良0 1

, 开 力 7 627 7

自 , 力 7胎雌
. , ,

龙形 7

, , 。 夕成脂
, ” ” 7漪 1 4

一 ” ”
7 6 1 8 9

, , 助 7朋阴
, . , 7石砚 3

, ” 冲 7石4场
, 户 刀

筋盯工

” ” ”
7朋 18

” ” ”
7秘 7 6

, 分 ”
7科 5 8

, , ”
箱 5巧6

, , .
7朋 0 9

月 方 ”
饰 1舒

, 万 ” 7万公拾

方 匆 刀 7 5 1 81
” ” 每 7 5 1 6 7

” ” 冲 7 5 3 4习

, 刀 ” 7 6 4盛9

月 ” 力 7 58 招
, ” ”

7 6 14 4

, 禅 力 7 5 24 8

, , ,

浦石7 1

2
.

0

2
.

0

1
.

5

2
一

0

1
。

石

5
。

0

7
。

0

8
0

0

8
。

0

8
.

0

功
。

O

6
。

0

2
。

0

2
.

0

卫名
.

0

)卫
。

O

1 2
0

0

别〕
.

0

即
。

O

8 0
.

0

8 0
。

O

二七弓
.

0

3 0
。

0

公〕
.

0

公〕
.

0

2 6
.

0

2 5
0

0

招
.

0

印
。

O

场
.

0

场
.

0

5 2
,

O

8 2
一

0

4 0
。

0

4习
。

O

仪 .
.

0

西

西

西

西

西

西

西北
一

北

西南
·

西

西南
。

南

西南

西北
一

北

南

j 匕

J匕

西

西

西

西

西

西

西

西南
。

西

西南
。

西

西南

西南

西北

西北

东

西北

西北
一

北

西北
一

北

西北

西北

西

西

西南
,

南

标志鲍编码
移动距离

(米 )
移动方向 l标志鲍编码

广水研7厅拐 1 2
.

0

2
一

0

5
一

0

5
.

0

8
。

0

10
.

0

1 0
一

0

1 0
。

0

2
.

0

1 2
.

0

1 2
一

0

20
.

0

即
.

0

25
.

0

2 5
一

0

2 0
.

0

岌】
.

0

么〕
.

0

8 0
.

0

场
,

O

3 6
.

0

4 6
。

O

8 5
,

O

8 6
.

0

西

西

西南
。

西

西南
。

西

西南

南

西

西

月匕

西

西

西

西

西北
。

西

西北
.

西

西南

西南

西南

南

月匕

西

西

西南

西北
.

西

广水研 7石6佣 }
,

” 7良 9 6 1
, 口 , 7 5盯吐
, . , 7石4 C 5

, . ” 7石3 17
, 翻 . 7 5 1 68
, , 。

7石么只

刀 冲 ” 7醚 84

移动跨离
咬米 )

么 0

移动方向

西北

南西

00000002O豹4D加5240的

万 冲 匆

尸 界 翔

分 月 并

, , 月

刀 7砧
二 7班
, 7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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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圆来表示鲍移动的方向和距离
,

即可绘成图 5
、

图 6 和图 7
。

由图可以看出
,

向西或西南

方 向移动的数量最多
。

从海底地形分析
,

因东面有大型礁石阻隔
,

鲍向东移动比较困难
,

所以只有个别鲍向东移动
。

而放养点的西面和西南面
,

都有适宜于鲍栖息的广宽场所
。

在

这里潮流畅通
,

海藻茂盛
,

岩礁洞隙多
。

岩礁洞隙的大小和鲍的栖息数量有密切关系
。

岩

礁的洞隙过大
,

所栖息的鲍的数量 比较少 , 洞隙的大小 同鲍体大小适合的地方
,

往往是鲍

栖息密度最高的地方
。

多数的鲍栖息在岩礁的阴面
。

如果将栖息密度高的岩礁洞隙中的

鲍捕去
,

几天之后
,

就会有其他鲍移来占据这个洞隙 ,而栖息较少的洞隙中的鲍捕去
,

所空

出来的位置要经过相当长时间才有其他鲍移来填补
。

由此可见
,

鲍的移动方向与它寻找

适宜的栖息位置有关也就是说与海底的地形有关
。

从表 2
、

表 3 和图 4
、

图 5
、

图 6看出
,

经过 1一 2 年之后
,

大部分标志鲍仍穴居在放养点附近
。

表 3 标志她移动的距离及其百分比

放放 养 时 间间 移 动 距 离 (米 ))) 重 捕 数数

(((年 ))))))))))))))))))))))))))))))))))))))))))) (个〕〕
仆仆仆一1OOO 1仆一日OOO S仆一日〕〕 > 坟】】】

11111 8 8
。

匀男男 6 .2 8男男 8
.

3 %%% 理
.

石石 3 666

22222 舒
。

石男男 拓
。

万男男 灯笼笼笼 2444
33333 12

.

5男男 肠刃刃 动男男男 888

\
图 3 标志鲍放养 1 年后移动的方向与距离

(同心画直径分别为 1O
、

加
、

印 米
。

下同
。

)

图 在 标志鲍放养 2 年后移动的方向与距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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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

\
图 石 标志鲍放养 3 年后重捕时移动的方向与距离

人 工 造 礁 试 验

(一 ) 材 料 和 方 法

人工造礁的地点
,

选择在遮浪原产鲍海区杀狗屿和北沃湾两处 (图 l)
。

造礁所用的材料为石块和石板
。

石块大小以不被海浪冲动为原 则
。

石 板的 大 小 为

儿 x 45 x 20 厘米
。

1 9 7 6 年 9 月在杀狗屿投放了 3 70 立方米的石块
,

其 1 20 立方米是岸边

有少量海藻附生的平滑石块
,

2 5 0 立方米是取自陆地的山岩
。

两种石块混杂地投入 造礁

区
,

并在海底作适当的堆砌使形成各种形状和大小的隙缝
。

总造礁面积为 5亩
。

19 7 7 年

和 工9 7 8年
,

又分别在北沃湾投放石板 1 0 7 1块和 工3 7 3 块
。

造礁总面积约 5 亩
。

这批石板

采自山岩和海边礁石
,

先放置在海边经海浪冲刷 6一 8 个月
,

石板表面较平滑
,

附有少量海

藻
,

然后按鱼鳞式排列投放
。

并移殖部份鲍和 海藻在其上
,

使它们起到抑制其他附生生物

生长
。

(二 ) 观 察 与 结 果

根据水下观察
,

造礁一年后
,

投放的石块或石板上有少量海藻附生 ; 2 年后
,

马尾藻生

长得相当茂盛
。

造礁区常见的软体动物有
: 黑 凹螺 (ho 乙。 : os 才口二 a 外

J

玄g。“ i , a)
、

锈 凹螺

( C h l o犷。 : t o
o a 伴 s`伽二 )

、

嵘螺 ( T u br o s p
.

)
、

马蹄螺 ( T 二 o口入剐 5 o p
,

)
、

蜒螺 (从再 t a o p
.

)
、

茄枝螺 ( P 。 ,

卿二 叩
.

)
、

偏顶蛤 (对
口而赫。 即

.

)
、

贻贝 ( M y坦 u ,
即

.

)
、

以及少量牡蝠 ( O就 er a

印
4

) 等 ; 常见的甲壳动物主要有
:
鼓虾 (川夕入

召“ 印
.

》
、

短桨蟹 (通。 a 。 韶 a sP
.

)
、

拳蟹

( P 从 Z夕犷。 。 p
甲

)
、

豆蟹 ( P 店
~

t he 仰邵 。 p
.

)
’、

粟壳蟹 ( A咖
。访 sP

.

)
、

灯 (以
比勺乙而 s 印

甲

)和藤壶

(B 哪。 。 : s p
.

)
、

钩虾 (确 , , 。二 : 即
.

)
、

跳钩虾 ( À o论 be , 韶 印
.

)等
,

此外还有一些等足类

的动物
。

整个造礁区的生物群落组成同天然产鲍的自然海区环境相似
。

我 们 在 1 9了9 年

8 月和 1 9 8 0 年 了月两次对造礁区海底进行观察
,

都发现有少量的鲍栖息
。

在北沃湾对 25

平方米造礁区检查
,

发现每平方米平均有鲍 2一3 只
。

造礁区的发育是 良好的
,

已经可以

作为鲍的隐蔽和繁殖
、

生长场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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讨 论

1
.

杂色鲍是一种经济价值高的水产品
。

过去
,

由于资源缺乏管理
,

采捕过度
,

使自然

海区的鲍资源遭到破坏 ,加 以鲍的成熟期长
,

以致鲍资源久久未能恢复
。

因此加速鲍的增

殖和养殖的研究很有必要
。

根据观察的结果表明
,

鲍移动的范围不大
,

只要造成并保护好

鲍的栖息场所
,

就能形成一个相当稳定的
“

鲍场
” 。

通过人工育苗和大量投放鲍苗
,

在增殖

期间禁止滥捕
,

鲍的资源可望较快得到恢复
。

2
.

较大个体的幼鲍投入 自然海区之后
,

其成活率比小个体幼鲍高
。

经过 1 周年培育
,

壳长为 2
,

5一 3
.

0 厘米的幼鲍
,

作为增殖的幼胞投放是合适的
。

鲍的生长以 2 龄期为 最

快
, 3足龄的鲍壳长可达 6

,

0一 7
.

0 厘米
, 4 龄以后生长明显减慢

。

因此
,

将杂色鲍的采浦

规格定在 6
.

。 厘米以上是恰当的
。

3
.

人工造礁对保护鲍的自然资源或促进增殖有一定作用
,

但是由于鲍的生长环境受

多方面的因素影响
,

其中包括水流
、

饲料生物
、

敌害生物
、

竞食或竞空间生物的影响等等
,

因此进一步弄清环境对鲍的生长
,

以及鲍的生态学原理是必要的
,

这方面的工作还有待进

一步试验研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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