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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盐田卤水池大面积养殖卤虫的试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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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1 9 8 9年 6 至 9月
,

作者利用塘沽盐场 9
.

3公 顷的低度卤水池养殖卤虫 (A叮 em 他

户a 材he no g o ti ca )
,

方法是先在卤水池中培养微藻
,

粪肥用量45 0 k g / ha
·

m o n
. ,

然后接种卤虫无节幼

体
,

密度1
.

5 一 1
.

7 x 10
‘

个 / m
, .

试验期间投加少量粉碎过筛后的谷糠7
.

5 k g / ha
·

d
. ,

谷糠颗粒直径

40 一 5。
脚

。

试验三个月
,

共收获成体卤虫3 67 43
.

6 k g
,

平均单产 3 9 5 0
.

9 k g / h
a

·

关. 询 盐田
,

养殖
,

卤虫

随着国民经济的迅速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
,

水产品及其科学养殖越来越受到

重视
,

但是饵料问题往往是限制水产养殖业迅速发展的主要因素
。

卤虫是分布广
、

繁殖快
、

易培

养
、

营养价值又很高的小型低等甲壳动物
。

据有关文献报道
,

卤虫无节幼体干重蛋白含量为

20 %
,

成体为58 %
,

是鱼
、

虾
、

蟹苗极为理想的鲜活开 口饵料 [黄丁郎等
,

1 9 7 6 ; 吕隋芬等
, 1 9 8 9 ]

,

它不仅能提高鱼虾幼苗的成活率
,

而且可作为载体预防和 医治鱼虾的疾病阳or ge loo
s ,

1 9 8 3 ;

W
a tu n a be ,

等 1 9 8 3 ; w
eb s t e r

等
,

一9 9 2〕
。

有关 卤虫养殖的例子国内外均有报道 [孙世春等
,

1 9 9 1 , L a n d a n
等

,

1 9 8 6 ; A n t o n y ,

等 1 9 9 2〕
,

但多偏重于室 内培养 [黄丁郎等
,

1 9 7 6 ; 吕隋芬等
,

1 9 5 9 ; A I一M o g a d m i 等
, 1 9 5 5 ; E a g le s

等
,

1 9 8 4 ; S a m o eh a
等

,

1 98 8〕和工厂化生产 [ Fig u e r e d o

等
,

19 8 7 ; L a v e u s
等

,

1 9 8 6〕
,

成本很高
,

不易推广
。

因此
,

作者于 1 9 8 8 一 1 9 8 9年先后在天津北塘

和塘沽盐场分别进行了0
.

03 和 9
.

3公顷水面的卤虫人工养殖试验
,

因 1 9 8 8年降雨量集中
,

试验

池地势较低
,

几次被雨水淹没
,

为使资料保持完整和系统
,

现将 1 9 8 9年的试验结果报道如下
。

1 试验方法与步骤

1
.

1 卤虫养殖池的规格及水力流程

试验池选用塘沽盐场废弃的两个 养虾池稍加改造而成
,

每个池长 45 o m
,

宽 2 10 m
,

池深

1
.

5 ~ 2
.

o m
,

水力流程如图1
。

图中 A 为对照池
,

B 为卤虫养殖池
。

为不使卤虫卵和无节幼体流

收稿 日期
:
1 9 9 4 一 0 5

一

2 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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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
,

并防止其他敌害进入
,

A
、

B 两池的进出水 口 均用 1 00 一 120 目的尼龙筛绢 固定在能上下抽

动的木框上
,

为便于更换和刷洗网框
,

每个闸门前后各安装一个网框
,

水流及水位由能上下活

动的闸门控制
。

.

2 消毒除害

!!
..............

..占甲
。

投苗前
,

先把两池的水放干并曝晒一周左

右
,

然后引入 4 一 6个波美度的卤水至刚好淹没

池底
,

把事先粉碎好的茶籽饼均匀地撒入两池
,

使茶籽饼入水后的浓度为 8 一 10 m g / L
, 5天后

再放入新卤水
,

平均水深控制在 30 c m 左右
。

1
.

3 藻类培养及米糠加工

本试验采用以培养浮游微藻为主投加米糠

为辅的方法来提供卤虫所需的饵料
。

藻类培养

自5月2 0 日开始
,

在 B 池投加发酵后的鸡
、

牛粪

和少量尿素
。

为不影响制盐质量
,

粪肥按每公顷

15 0 k g 左右
、

尿素7
.

5 k g 左右投放
,

每隔 1 0天

投加一次
。

米糠用 FF一 4型粉碎机粉碎
,

40 一 50

拌m 筛目过筛
。

A 池不施肥
,

不投米糠
。

图 1 卤虫养殖池平面示意图

Fig
.

1 D ia g r a m o f br in e s h rim p e u lt u r in g p o n d s

.

4 接种及投饵

5月2 2 日至 6月2 日
,

对当地渔民保存的卤虫卵进行筛选
; 6月8 日至 15 日

,

利用盐场对虾孵化

池先后孵化 5批无节幼体投入 B 池 (无节幼体密度达 1
.

5 一 1
.

7 x lo ‘/ m
3
)

。

A 池不投苗
。

第一次

投苗三天后
,

B 池每天投放加工后米糠70 k g 左右
,

无风天气时
,

用木锨直接把米糠均匀地撒在

水表面
,

有风天气时
,

则把加工米糠倒入船槽内加水稀释
,

然后用水舀均匀地泼洒
。

.

5 捕 捞

自6月2 1 日开始
,

用 3一 5架20 目的人工拖网每 7一 10 天捕捞一次
。

.

6 水化学分析

试验期 间 A
、

B 两池每天 06
:

30
、

1 2
:

00 和 1 9 ,

30 各测一次水温和 p H 值
,

每隔5天左右测定

一次水中溶解氧和盐度
,

每月上下旬各测定一次透明度
、

总氮和总磷
。

2 结果与分析

2. 1 水化学分析

试验期间盐度变化范 围在4
.

0 一 6
.

5波美度之间
,

其他各月份水质分析结果见表1
。

从表l不

难看出
,

A
、

B 两池的水化学指标能满足卤虫的正常生活条件〔黄丁朗等
,

1 9 7 6〕
,

只是氮磷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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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调
,

尤其是总氮含量过低 (0
.

02 ~ 1
.

50 m g / L )对浮游藻类的生长繁殖影响较大 [黄 玉瑶等

1 9 9 0 ;
高玉荣等

,

1 9 9 1]
。

表1 水质分析结果

T a ble 1 R e s u lts o f w a te r q u a lity m o n ito r in g

月 份 六 七 八 九

水温( C )

P H

2 3
.

0 ~ 2 9
.

0

(2 4
.

5 )

7
.

8 ~ 8
.

9

(8
.

3 )

以〕(m g / L )

A

T P(m g / L )

T N (m g / L )

透明度 (em )

水温(℃ )

PH

28
.

0 ~ 3 3
.

0

(3 0
.

5 )

24
.

0 ~ 2 9
.

5

(2 5
.

4 )

7
.

8 ~ 8
.

9

(8
.

5 )

l又〕(m g / L )

T P(m g / L )

T N (m g / L )

透明度 (em )

2 2
.

0 ~ 2 9
.

5

(2 5
.

6 )

7
.

4 ~ 8
.

1

(7
.

6 )

4
.

0 ~ 9
.

0

(7
.

8 )

0
.

2 1 ~ 0
.

3 4

(0
.

3 1 )

0
.

0 2 ~ 0
.

0 5

(0
.

0 3 )

30
.

0 ~ 4 5
.

0

(4 0
.

0 )

2 3
.

0 ~ 3 0 0

(26
.

8 )

7
.

6 ~ 8
.

3

(7
.

8 )

3
.

8 ~ 8
.

3

(7
.

2 )

0
.

2 1 ~ 0
.

4 8

(0
.

4 5 )

0
.

0 2 ~ 0
.

0 5

(0
.

0 4 )

2 5
.

0 ~ 3 3
.

0

(2 9
.

0 )

2 4
.

5 ~ 3 3
.

0

(2 6
.

1 )

7
.

6 ~ 8
.

3

(7
.

9 )

3
.

8 ~ 1 0
.

0

(8
.

1 )

0
.

4 7 ~ 1
.

0 5

(0
.

8 2 )

0
.

0 2 ~ 0
.

0 5

(0
.

0 3 )

2 5
.

0 ~ 3 4
.

0

(3 0
.

0 )

2 5
.

0 ~ 3 3
.

0

(2 7
.

6 )

7
.

5 ~ 8
.

6

(8
.

3 )

2
.

5 ~ 1 1
.

5

(7
.

8 )

0
.

6 8 ~ 2
.

0 5

(1
.

6 0 )

0
.

0 5 ~ 1
.

3 6

(0
.

4 9 )

1 5
.

0 ~ 2 8
.

0

(2 4
.

5 )

2 5
.

5 ~ 3 4
.

5

(2 8
.

1 )

7
.

7 ~ 8
.

5

(8
.

1 )

3
.

6 ~ 1 2
.

0

(8
.

3 )

0
.

4 6 ~ 1
.

0 5

(0
.

0 8 )

0
.

0 5 ~ 0
.

0 8

(0
.

0 6 )

2 6
.

5 ~ 3 0
.

5

(2 7
.

5 )

2 6
.

5 ~ 3 5
.

5

(2 8
.

5 )

7
.

8 ~ 9
.

3

(8
.

7 )

3
.

1 ~ 1 2
.

0

(8
.

2 )

1
.

06 ~ 2
.

2 6

(1
.

6 6 )

1 0 4 ~ 1
.

5 0

(1
.

2 9 )

2 0
.

0 ~ 2 8
.

0

(2 5
.

5 )

2 5
.

0 ~ 3 1
.

0

(30
.

5 )

注
:

括号内数字为平均值
。

2
.

2 浮游藻类的优势种类及微藻密度

自6月2 日开始
,

每隔10 天左右检查一次浮游藻类的主要种类和总数量
。

结果表明
,

两池微

藻的种类大致相同
,

隐藻 (C
护)吵to m o n a s )

、

根管藻 (尺人iz o s o ze n ia )和角刺藻 (e人a e to c ero : )为优势

种
。

各月份藻类密度变化如表2
。

由表2不难看出
,

A
、

B 两池藻类密度相差很大
,

6月份 B 池微藻

密度为 A 池的 13
.

2倍
,

7月份为4
.

8倍
,

8月份为8
.

4倍
。

产生这种差别的原因显然是由施肥和不

施肥引起的
,

这点从表 1的氮磷含量分析中也可证明
。

由氮磷含量来看
,

可能 B 池的微藻 比 A

池增长快得多
,

只因为吞食微藻的卤虫密度 B 池 比 A 池高得多 (表 3 )
,

所以限制了 B 池的微藻

的高密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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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各月份微藻密度变化 (1 0’细胞 / L )

T a b le 2 T h e m o n th ly a v e r a g e d e n sity o f a la g a e (1 0 . C e ll/ L )

月 份 A 池 B 池

1 8
.

0 ~ 9 5
.

0

(5 0
.

8 )

2 1
.

3 ~ 73 0
.

0

(2 1 4
.

6 )

8 0
.

3 ~ 12 6
.

8

(8 7
.

1 )

6 5 0
.

5 ~ 6 9 1
.

9

(6 71
.

0 )

7 9 8
.

0 ~ 12 6 6
.

7

(1 0 32
.

3 )

4 1 4
.

6 ~ 9 0 2
.

8

(7 33
.

5 )

九 一 一

注
:

括号内数字为平均值
。

2
.

3 卤虫密度及产量

从6月 15 日起
,

每隔 10 天左右检查一次卤虫密度
,

6月21 日开始
,

张网扑捞
,

9月 15 日
,

收网
。

整个试验历时三个月
,

A 池收获成体卤虫8 0 77
.

5 公斤
,

B 池为 36 7 43
.

6 公斤
。

各月份 卤虫密度

及产量见表 3
。

由表 3不难看出
,

A 池因未接种卤虫
,

6月份没发现 卤虫成体和幼体
,

后因采样工

具的携带和 自然界卤虫卵或无节幼体的侵入
,

卤虫才逐渐繁衍起来
,

其密度和产量远远不及人

工养殖的 B 池
,

但比巴西 7 0 0公顷 卤水池的自然产量 (4 2
.

9 m g / ha ·

m o n
.

)(S o r g e lo o s ,

p
.

1 9 5 5

年中译本 )尚高 20 倍
。

衰3 各月份卤虫密度及产t

T a b le 3 T h e m o n th ly d e n s ity a n d y ie ld o f b r in e s h rm p

。 怂 A 池 B 池

密度 (个 / L )

0

产量(m g / k g )

0

1 2 0
.

0

4 6 8 1
.

0

3 2 7 6
.

5

密度(个 / L )

3 5 8
.

9

4 4 5 0

18 1
.

5

10 5 1

产量(m g / k g )

4 6 0 0

1 94 3 7
。

5

6 96 5
.

6

5 7 4 0
.

5

0.1510

六七八九

国内外有关 卤虫野外大面积养殖的试验报道 不多
。

Sor ge lo os 于 1 9 8 5年介绍
,

菲律宾用 15

公顷的卤水池养殖卤虫
,

用于藻类培养的干鸡粪用量为 1 0 0 kg / ha ·

m o n
. ,

收获成体卤虫 1 0 0 0

一 1 5 0 0 k g / h a ·

m o n
.

;
孙世春等 [ 1 9 9 1 ] 用10 个 0

.

03 公顷的卤水试验池中分别用玉米粉
、

大豆粉

和麦数按 2 , 1 , 1的 比例人工精养卤虫
,

两个月平均产量7 3 7 4 k g /ha
。

本试验结果 比条件相近的

菲律宾的试验结果 (单产 )高 1
.

6 一 3
.

0倍
,

比孙世春等小面积精养的结果低0
.

8倍
。

产生这种差

别的主要原因是养殖面积的大小及饵料的充足与否
。

另外
,

本试验单产比预定计划4 5 0 0 k g / ha
·

m o n
. ,

偏低的原因
,

与试验池水浅 (仅 25 。m )
,

高温天气造成卤虫死亡有关
。

8月中旬曾出现两

次高温天气
,

水温高达 35
.

5 ℃
,

造成大批 卤虫死亡 (池底布满卤虫尸体
,

个别地方厚达 1
.

5 c m )
。

(l )so
r g eloo

s ,

P
.

(蔡亚能译 )
,

2 9 5 5
。

4 0一4 1
,

卤虫讲座资料汇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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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验证 卤虫死亡原因
,

我们曾在室内做 了模拟试验
:

将饥饿两天和未经饥饿的成体卤虫各 50

只
,

分别放入同是4个波美度
、

容积为SI
J

的玻璃缸中
,

用强力 10 0 0型小气泵充气
,

7 1 5 1一 D M 控

温仪带电热棒加温
。

这一模拟试验结果 (表4) 充分证明了8月中旬 B 池 卤虫死亡的原因完全是

由水温升高造成的
。

因为卤虫死亡后的症状都是身体蜷曲
、

尾巴翘起
,

死亡水温为34 ~ 35
.

S C
。

衰4 沮度对卤虫死亡的影响

T a ble 4 L e tha l e ffe e t o f tem Pe r a tu r e o n b rin e sh r im P

时 间 水 温 饥饿组存活数 未饥饿组存活数
(小时) (℃ ) (只) (只)

2 3 0 5 0 5 0

50朽48o3334
之JR�

2 4 3 5 0 2 3

3 小结

卤虫是滤食性小型低等甲壳动物
,

除浮游藻类外
,

许多农副产品的废弃物均可作为它的饵

料〔吕隋芬等
, 1 9 8 9 ; T e r a n m o t o 等

,

1 9 6 1 ; Jo n e s
等

,

1 9 7 4〕
,

据北塘0
.

0 3公顷的试验结果
,

卤虫

密度在30 个 /L 左右时
,

米糠浓度2~ 3 m g / L 即能满足它的正常生活要求
。

我国沿海滩涂广阔
,

盐场星罗棋布
,

又是农业大国
,

农副产品的废弃物极为丰富
,

如果用它来养殖卤虫
,

可大大提高

我国卤虫产量
。

本试验是我国野外大面积养殖卤虫的第一次尝试
,

9
.

3公顷的水面平均单产 比

自然生产多3 0 0 0 k g /h
a 以上

,

为我国野外大面积卤虫养殖开辟了一条新的途径
。

本研究系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项 目部分内容
,

林 平
、

宋毅刚
、

陈帅力
、

赵 竹肚 等也参加过这 项工作
,

在

此一并致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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