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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高中国对虾亲虾利用率的研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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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中国对虾 (尸邵娜
, , ￡洲亡哪招 K始址 n o u y e

)人工育苗技术的突破
,

我国对虾苗种生产景逐年递

增
,

保证了养殖和增殖放流的需要
。

但是各育苗场的育苗效果差异较大
:

好者
,

平均每尾亲虾可培育十

几万尾虾苗 ;差者
,

用数万尾亲虾
,

育苗量甚少
。

其中原因之一是亲虾产卵率低
、

孵化率低及亲虾死亡严

重等
。

为此
,

我们研究了影响对虾产卵率及卵子孵化率的因素
、

亲虾白尾病的发生原因与防治
,

以及海

捕亲虾的二次产卵 习性及利用
。

初步查明了亲虾培育密度与产卵率
、

孵化率的关系
,

查明了 白尾病的发

生原因及预防方法
,

并探讨了亲虾二次产卵的机制及利用方法
。

从而提高了亲虾利用率
、
提高 J

’

育苗的

经济效益
,

1 0 87 年利用 6
, 。3 6 尾亲虾

,

在多种疾病的影响下
,

仍培育 了 飞
.

9 亿尾虾苗
,

平均每尾亲虾获平

1在
.

87 万粒
,

每尾亲虾育苗 3
,

1 万尾
,

取得了较好的经济效益
,

现报导如下
;

调查和实验方法

本研究主要通过生产数据的统计分析
,

并配合实验证明调查结果
,

生产数据主要取自文登 县荞殖公

司对虾育苗场和垦利县对虾育苗场
。

亲虾密度与卵子质量的试验是在垦利县育苗场的卤虫孵化池中进

行
。

梅个池的水体是 15
甲

5 立方米
,

培育用水经二级沉淀及高位池黑暗沉淀
,

再经 15 。 目筛绢过滤入池
。

海水盐度 26 偏左右
,

水质肥沃
,

化学耗氧量 2
.

以 毫克 /升左右
,

培育过程中自始至终充气
。

培 肖过程沁

定 p H 值
,

盐度
、

化学耗氧量及氨氮
。

化学耗氧量用碱性高锰酸钾法
、

氨氮用次嗅酸钠氧化法测定
。

盐度

是用海水精密比重计测定比重
,

再由海洋常用表查出
。

二次 J祝卵的实验是将已产完卵 (卵巢 泣
J

多 i的 的

亲虾集中在饵料池中或谁形底卤虫孵化池中培育
,

培育期间每口换水和投喂四角蛤或杂鱼虾
。

19防 年

是等到亲虾性腺再一次成熟后移入墙育池产卵
,

本年是将产过卵的亲虾移入培育池 }丙每 日检查产 卵情

况
,

并将产出的卵集入池中培育
。

本文曾提交给巾国水产学会第四次会员代表大会暨学术年会 ( i韶7年 n 月 石 日一 10 日 )
,

并在学木讨论的

分组会上宣读
。

参加本研究的还有张道彼
、

宋春华
、

唐 宁
、

米振努
、

王继业等
。

较稿年月
: 1朋习年 1 月 ;同年 招 月修改

。



2 期 王克行
、

杜 宣
:

提高中国对虾亲虾利用率的研究 1肚

结 果 与 讨 论

1
.

关于白尾病的病因及预防 19 86 年垦利县对虾育苗场由捞山县沙子口购买亲虾
,

入池后 1一

仓天内约有 1 /3 的亲虾陆续发现白尾岚初发病时尾节变白
,

继之向腹部第 6 节蔓延
,

甚至发展到第 5 节
,

肌肉白浊肿胀
,

肛门突出
、

亲虾死亡率较高
。

大多数尚未产卵便死亡
,

少数病虾尾节烂掉后仍能产卯
。

取

患病组织镜检
,

发病初期看不到寄生物
,

后期有的可看到大量会活动的弧状细菌
。

同年
,

河口 区也是由

沙子口运的亲虾
,

而该场此病发生极少
,

仅见数尾
。

分析两场差别
,

主要是盐度不同
。

垦利场盐度 1 6一

17 编
,

河口场则是 28编
。

因此
,

估计该病可能是由于盐度突然大幅度下降造成远瑞组织渗透压失调
,

引

起组织坏死
。

然后用食盐把海水盐度调到 28 编
,

并逐渐加本地海水淡化
,

就不再发生此病
。

1 9 87 年垦

利县海水盐度为 23 偏
,

放入亲虾后
,

仍有 5男的亲虾得病
。

以后把池内先放入 1 25 的水
,

用食盐把盐度调

到 2 8编
,

亲虾入池后半小时
,

逐渐加本地海水至池满
,

此病发生率就明显减少
。

为证实以上的推测
,

19 87

年曾用体长 1 匣米左右的仔虾及体长 5一7 厘米的幼虾根据上述盐度差
,

突然移入盐度 17 编的海水中
,

1一 2 天内均发现与上述病状完全相同的病症
,

并引起幼虾的死亡
.

虽然中国对虾是一种广盐性虾类
,

甚至可在盐度只有 1编的长江口地区养殖
,

但是对虾对盐度突变

的适应能力是有限度的
,

大大小于渐变的范围
。

子鸿仙
、

陈宗尧 ( 198 2) 的实验也证明了这一问题
。
2 0瓦恤

.

P
.

及 i
~ 川肚。 ( 1 96 的 也报导了白对虾在低盐度海水中肌肉变白

。

本实验还看出怀卵亲虾对突变盐度

的适应范围要小于幼虾
。

盐度突然下降 9兔即出现白尾病
,

并引起死亡
。

因此
,

为了提高亲虾的利用率
,

在低盐差大于 5临的情况下
,

应使用食盐或浓缩海水把盐度差调至 6兔以内
。

对虾入池后
,

再逐渐添加

当地海水把池水加满
,

这样可使亲虾逐渐适应当地的盐度
,

防止白尾病的发生
,

以提高亲虾成活率和利

用率
。

2
.

影响卵子孵化原因 的探讨 19 85 年文登养殖公司育苗场反映亲虾性腺退化
,

产卵率低
,

产出

的卵畸形发育孵化率极低
,

即使孵化出无节幼体也软弱无力
,

沉于水底
,

很难培育成功
。

针对此问题
,

我

们进行了调查
,

发现此现象在小育苗池最严重
,

室内大池次之
,

室外池较轻
。

被调查的上述三种池子
,

培

育方法基本相同
,

亲虾也取自同一来源
,

唯一差别是亲虾放养密度不同
。

小育苗池计划做高产池
,

亲虾

密度最大
。

每立方米水体放亲虾 10 一20 尾
。

室内大育苗池每立方米 7一10 尾
,

室外池密度最小
,

每立

方米 连一 5 尾
。

因此
,

我们推测可能是密度问题
,

并即减少亲虾密度
。

虽然仍是使用原批亲虾
,

情况就立

即好转
,

卵子孵化率升高到 70 粥左右
,

并顺利地培育出虾苗
。

3 9 86 年该场减少了亲虾用量和产卵的密

度
,

140 。 立方米水体使用 56 00 尾亲虾
,

一茬育苗 1
.

4 亿尾
,

扭转了几年来的亏损局面
。

为了探讨亲虾密度与卵子质量的关系
,

1 9那 年又用小池和生产池进行了对比试验
。

( 1) 不同密度亲虾的产卵实验 按每立方米 2
、
4

、

6
、
8

、

1 0
、
12 尾的密度培养亲虾

,

侧定了亲虾密度

与水化学指标及卵子孵化率的关系
,

结果如下
:

氨氮 ( N H ,

一 N )
。

各培育池中氨氮的含量随亲虾密度的增加及培育日期的延长而升高
,

见表 .l

化学耗氧量 ( C o D )
.

各池的化学耗氧量基本上随亲虾密度的增加及培育 日期的延长而升高
,

见表 2
。

表 1 不同密度亲虾池水中氨氮的含蛋 单位
:

(毫克 /升 )

介 b l e 1 N H : 一 U e o n e e n t r a t t o n i n op n d w a t e r w it h d if fe
r e n t s P a w助

r d e sn it 了

...

芍之~ ~ ~ 一一~ ~
~ 亲怀南磨磨 2尾厂米

333 444 666 888 1 000 1 222

天天 \ \ 豪一
~

一
二之之二之之之之之之之之

数数 、 、
\ 氮氮氮氮氮氮氮氮

第第 二 天天 0
.

2 0 111 0
.

砧 999 0
。

7 1石石 0
.

80 888 0
.

8 7 000 0
。

加 III

第第 三 天天 O
`

2盛马马 0
0

6钧钧 0
。

4 3 999 O
甲

6右石石 0
.

饱 444 O
甲

8公〕〕

第第 六 天天 1
。

1石石 2
.

2 777 3
.

2333 3
,

1444 2
.

砧砧 3
,

1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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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池的产卵量
、

孵化率及平均每尾亲虾获得的幼体数量
,

基本上随亲虾的培育密度上升而下降
,

亲

虾死亡率随密度增大而升高
。

见表 凡

表 2 不同密度亲虾池水中化学耗氧t 的变化 单位
:

(毫克 /升 )

T a b l e 2 OO D 认 挤姐d w a et r w lt h d仃 f e r e nt s r 妞 w助
r d e n 劝t y

蔫蔫飞
霸犷鹦鹦

2尾眯
命命 444 666 888 1000 1222

11111 2
。

牡牡 2
`

洲洲 2
.

9 222 3
.

1 999 3
.

4444 3
.

科科
22222 2

。

邓邓 3
`

2OOO 2
.

9 444 3
.

卫OOO 3
.

6 888 3
。

6 888

88888 2
。

日〕〕 2
。

6 000 2
,

肠肠 2
。

7日日 2
,

8888 3
.

0 333

44444 2
.

6 999 2
。

7 222 3
,

I DDD 8
.

沁沁 3
,

8888 3
。

听听
66666 3

.

3444 8
.

4 999 3
,

的的 3
.

加加 4
,

4 444 4
.

8444
66666 3

.

7666 4
.

2 111 4
.

叨叨 4
一

3 222 6
,

0444 5
.

6 888

表 3 不同密度亲虾的产卵
、

孵化结果

aT b l e 3 T he r e s n l t s Of
s P a w n认g 跳n d h 跳ct h i n g w lt h d妞加 r e n t 吕p公w n e r d e ns it y

~~~

孔~
.

遗竺竺垦垦
2尾 /米

““ 444 666 888 1 000 珍珍

平平均尾虾产卵量量 扮
.

9 万万 1 7
,

6万万 12
,

1万万 8
.

9万万 乳 B万万 7
.

7万万

孵孵 化 率 (万 ))) 印
.

666 4 4
.

888 4 0
甲

777 韶
.

666 2 8
。

888 2 1 111

每每尾亲虾获无节幼体体 工0
,

0 7万万 7
。

阳万万 4
甲

92 万万 2
.

D Z万万 2
.

初万万 ]
,

6 3万万

亲亲虾死亡率 (冬 ))) 又6
.

333 1 8
。

111 1 9
.

444 2 3
.

666 2 8
。

444 3 2
,

666

(2 ) 生产池的调查 由于池子较大
,

卵子定量不准
,

故只能以无节幼体数量说明不同密度亲虾的利

用效果
,

木试验是 19 郎年在垦利县育苗场进行的
。

亲虾放在网箱中产卵
,

水体的数量以池内水休计算
.

本结果由于亲虾批次不同
,

数字有波动
,

但总的趋势是亲虾密度越大
,

每尾亲虾所获的幼体数越少
,

见表

4
,

附图
。

每立方米水体放 8 尾亲虾
,

卵 的孵化率甚低
,

甚至不孵化
。

表 4 各生产池亲虾密度与获无节幼体数

T a b l e 4 5碘 w n e r d e n s lt y 幼 d n au lP il un m b e r 纽 柳 e r y 和时

已 期 池 别 亲虾密度
(尾 米勺

无节幼体
(万尾

,
尾亲虾 )

日 期 池 别
! 耀虞客

无节幼体
力尾

·

尾亲虾 )

4
甲

器

4
.

2 9

4
.

2 9

6
.

1

荟
甲

1

6
甲

1

6
`

2

5 8

5 3

5
,

5

5
,

5

5
。

石

4
.

6

5
.

1

6

3

5

5
.

3

2
.

8

迁
.

6

2
.

2

生
甲

匀

2
.

5

3
甲

4

1
甲

() 9

髻
,

币
咤) 1 7

5 0

6
.

〔)

0J功

4冲
月

I
,

O

3 92

4
.

81

吕
.

18

6
`

艺6

6
.

8

1
_

咫

22497

111

41跳斑5O邸价412206 0
,l丁1
22

4 2 1

4

4 梦劣

38550 81501
,月

.

…
,1
464

8
。

3

2
,

9

6
,

8

7
.

8

4

6

6

5
.

8

5

7
甲

3

3
`

6

3
.

石

5
。

1

13147龙场217

35111861

肪部朗舫的豁肠韶2S
乙̀44
沛任444
力性4

(的 讨 论 对虾人工育苗的首要条件是要在短期内获得大量的卵子和无节幼体
。

因此
,

多 主张

集中使用亲虾
,

以便在 1 至 2 天内产足一个池子的卵
。

尤其是在当前出现的增加育苗密度的趋势下
,

许



2期 王克行
、

杜 宣
:

提高中国对虾亲虾利用率的研究 16 3

多单位都大量收购亲虾
,

由于亲虾培育和产卵时密度过大
,

往往影响对虾性腺发育和卵子的孵化
,

结果

适得其反
,

造成育苗的失败
。

亲虾培育密度与性腺发育的关系
,

日本的冈正雄 (1 97 0) 曾报告
,

每立方米

水体饲养 1
.

6 公斤亲虾 (约 18 尾 )时
,

由于亲虾密度大
,

亲虾排出的 C O :

降低了池水的 p H 值
,

可抑制对

虾X 器官的功能
,

从而能促进雌虾卵莱的发育
。

但是我们的观察和实脸结果恰恰相反
,

亲虾饲养密度过

08ób愉俗理带、ǎ姆火è撼趁每

大
,

往往抑制性腺的发育
,

甚至使性腺退化
,

造成产

卵率下降或不产卵
。

同样
,

产卵时亲虾密度过大
,

则

会影响胚胎的正常发育
,

降低卵的孵化率
,

甚至使卵

全部不孵化
。

通过本次实验
,

我们看到池中水的氨氮

含量及化学耗氧垦
,

随亲虾密度的增加及 日期的延

长显著升高
,

大大超过对虾育苗操作规程限定的浓

度
。

众所周知
,

氨氮中的非离子氨 ( N氏 ) 对水生生物

具有强烈的毒性
,

同理对卵子的发育也不会没有影

响
,

所以当亲虾密度每立方米超过 5 尾的
,

往往卵子

在刚产出和早期分裂阶段尚属正常
,

随着胚体的分

裂逐渐出现畸形
,

以至停止发育
,

从而推断
,

对虾的

胚体对水质更为敏感
。

因此
,

为了提高亲虾的利用

率
,

必须加强亲虾培育工作
,

控制亲虾培育密度
。

海

中捕的亲虾暂养期间是亲虾代谢旺盛的阶段
,

除应

满足饲料需要外
,

一般每立方米水体不要超过在尾
,

并注意经常换水
,

保持水质的淆净
,

促进性腺发育
,

提高亲虾的产卵率
。

.’ .

二
悦

,

二
、 、 .

·

2 4 6 B 1 0

亲虾密度 佣 / 米、

附图 亲虾密度与获得的无节幼体数量的关系

A t t a o h o d f i g
.

叨抢 魏玩七10驾 1五p o
f s p a w朋 r

d c l遨 t y a
dn 皿

u p止 刀 111力玩 r

利用网箱产卵时
,

应使用大网箱产卵
,

增加亲虾活动范围
,

防止局部过密
,

并视性腺发育情况
,

每立

方米放临产虾 3一在尾
夕

一般两天可产足卵
。

近年有些育苗场采用专池产卵
,

把亲虾直接放于池内产卵
,

这就比网箱增大了亲虾的活动范围
。

还

由于每天收卵后
,

池内要全部换水
,

池内水质条件较好
,

所以亲虾放养量可比网箱大
,

每立方米水体可放

1 6一20 尾亲虾仍有较高的产卵率
,

但是为了防止不良水质对胚体发育的影响
,

应尽 快将产出的卵子移至

培育池
,

否则
,

收卵过晚也同样会影响卵的孵化率
。

不管怎样
,

专池产卵无疑也是提高亲虾利用率的一

个有效措施
。

3
.

中国对虾多次产卵机制的探讨 中国对虾多次产卵的现象和生产中的利用
,

浙江省海洋水

产研究所早有报道“ ’ ,

但是其多次产卵的机制和天然亲虾的多次产卵尚缺乏报告
。

在生产过程中
,

我们看

到由海中捕捞的天然亲虾
,

也同样可以多次产卵
,

其多次产卵有两种情况
:

第一
,

已产过卵的亲虾经过精

心培育一般经 7一加 天便可再次大量产卵 ;第二
,

已产过卵的亲虾在产后培育中还会陆续少量产卵
。

对

此问题我们进行了研究
。

通过组织切片及解剖观察
,

在接近产卵虾的卵巢内出现了大量 的小卵
,

即新形

成的卵母细胞
。

并且还残留一些成熟的卵细胞
,

因此
,

我们认为产卵之后的陆续少量产卵
,

可能是这批残

存的卵子被陆续排出体夕人 而再次大量产卵则是卵巢中出现的小卵迅速吸收卵黄物质再次成熟的结果
。

所以对虾的多次产卵的机制主要是性细胞分批成熟的结果
。

充分利用这一特性
,

可以提高亲虾的利用

率
。

如 19 8 6年用 牡 1 尾已产过卵的条虾
,

获得二次产的卵子 驼00 万粒
,

培育出 8 6 1
甲

6 万尾虾苗
,

一

平均

每尾亲虾产卵 7
.

7 8 万粒
,

培育虾苗 2
.

09 万尾
。

所以精心培育产卵后的亲虾
,

使其多次产卵
,

是提高亲

虾利用 羊的又一途径
,

这将会成为第二茬育苗亲虾的主要来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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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 浙江省海洋水产研究所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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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 虾的多次产卵在对虾育苗中的利用
。

海洋水产科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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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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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沐长是十分接近 的
。

水文对野续较大个体的食性分析结果与 川 i k u n 五i ( 1肠7) 的研究结果基本一致
。

弓
.

从食性方面探讨与家鱼混养的关系

虽然 野绞幼鱼在早期与我国家鱼 (草
、

墉
、

继 )一样
,

都主食浮游动物
,

但前者的食性逐渐转变为以植

衡性有机杂物为主
。

这同以草食为主的草鱼和食浮游动
、

植物为主的墉
、

鳞鱼相比较
〔孟 , ,

食性上有较大

区别
。

因而野峻与上述三种家鱼混养
,

不应有大的竞食
。

不过实践表明
,

野峻也喜食商品饲料和青料
,

=LJ 抢食力强
,

食量大
。

因此
,

鱼塘混养野鳗时
,

比例要适当
,

否则会影响家鱼的生长
。

野鳗与我国峻鱼 (疏。 人伽 a ` ” “ 云盯` “ a) 生活习性和食性都相似口 ’ 。

因此在与鱿鱼混养时
,

应注意

二者的比例和密度
,

否则将会互相影响生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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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 结

盐度突然大幅度下降
,

可导致亲虾催患白尾病而死亡
。

通过加食盐
,

把盐度差调节在 6呱以内
,

并逐

步添加本地的低盐海水过渡到适当盐度
,

可避免亲虾白尾病的发生
。

亲虾培育和产卵时的密度过大
,

对

性腺发育及卵的发育都有不良的影响
。

因此
,

利用网箱产卵
,

亲虾的密度每立方米水体不应超过 连尾
,

池中直接产卵则亲虾密度可以适当增加
。

每立方米水休一茬育苗的亲虾用量以 3 尾为宜
,

采捕亲虾过

多不仅浪费亲虾
、

增加成本
,

而且住住是育苗失败的一个因素
。

加强产卵后亲虾的培育
,

争取多次产卵

是提高亲虾利用率的又一途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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