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菲律宾蛤仔幼虫食料和食性的研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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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海洋局第三海洋研究所 )

提 要

本文叙述了菲律宾蛤仔面盘幼虫初期对饵料大小和活动能力有明显选择性
。

培养时
,

能

及时投放个体小
、

幼虫生长快的单胞藻为饵料
,

可缩短幼虫培养周期和使幼虫变态更一致
。

试

验表明
,

湛江叉鞭金藻
、

角毛藻和兰角褐指藻是幼虫较理想的饵料
。

幼虫摄食上述饵料
,

变态

成稚贝的存活率可达 3 6一印男
。

如投放湛江又鞭金藻和角毛藻
,

或湛江叉鞭金藻和三角褐指

藻混合的饵料
,

能使幼虫生长快
,

变态成稚贝的存活率分别提高到 70 形和 71 男
。

投放上述单

一或混合饵料时
,

培养初期饵料密度应控制在每天 1
.

5 万个 /毫升
夕

培养二夭后
,

密度逐渐增至

每天 4一 5 万个 ,毫升
。

文中还论述了“ 老化
刀
的湛江叉鞭金藻和 10 一 20 瘩 “ 老化

刀

的角毛藻液对蛤仔幼虫生长变

态有影响
。

培养蛤仔幼虫时
,

应选择
“
指数生长期 ” 的藻类为饵料

。

在菲律宾蛤仔 (枷成名叩
` : 户邸吐塑落做~

) 的养殖中
,

存在着种苗不足或种苗产量不

稳定而影响生产的问题
。

开展人工或半人工育苗是解决种苗的重要途径
,

而选择适宜的

幼虫饵料则是育苗成败的关键
。

有关菲律宾蛤仔的幼虫饵料
,

L侧哭姚 n o f f a

dn D : vi s ( 1 9 6 3 ) 「
7 〕
曾有过使用 等鞭金藻和

单鞭金藻培养幼虫
,

可获得较快的生长速度的报道
,

此外
,

至今尚未见有系统的研究报告
。

但对其它双壳类
,

特别是牡蝎和帘蛤科的一些种类的幼虫饵料和食性报道则较多
,

玩
v 妇

( 1 9 5 3 )
,

兀翎
a n o f f 占 D岛们。 ( 1 9 6 3 )

,

W
a l助 ( 19 6 3 )

,

D u P u y ( 1 9 7 5 )
,

H e il 刀 ( 1 9 7 7 ) 和

W i劝n ( 1 9 7 9) 等 〔咬一 1 ,

在牡蜘和帘蛤科一些种类的幼虫摄食饵料的种类
、

饵料密度 以及不

同生长阶段的饵料对蛤仔幼虫生长变态的影响等方面
,

都有较详细的试验
。

近些年来
,

菲律宾蛤仔的养殖越来越迫切需要解决种苗间题
。

国内一些水产科研单

位
,

曾采用投入人工培养异胶藻以及施放肥料繁殖天然浮游植物的方法
,

进行了土池育苗

试验
,

取得了一定的成效
。

但在幼虫摄食饵料的种类和饵料适宜密度等方面存在一些间

题①
。

本实验是在室内条件下
,

使用几种单细胞藻类为幼虫饵料
,

做了较系统对比试验
,

试

黄翔玲同志参加部分工作
,

特此致谢
。

① 厦门大学海洋系
,

1 97 8
。

杂色蛤仔土池人工育苗初步研究
,

油印本
。

蔡友义
,

1济 S
。

杂色蛤仔土池人工育苗

初步研究
,

厦门水产科技 1 : 1一 1 6
。

莆田县灵川公社下尾大队等
,

107 民 杂色蛤仔土他人工育苗初步研究
,

油印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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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结果可为蛤仔的人工
、

半人工育苗
,

以及其它双壳类的幼虫培养提供参考
。

材 料 和 方 法

(一 ) 材 料

面盘幼虫
:

用催产方法获得卵和精子
,

然后进行人工授精
,

在适温下
,

经 20 多小时的

培养
,

发育成面盘幼虫川
。

饵料种类
: 选用湛江叉鞭金 藻 ( D 交 ,℃翻犷感“ :

脉可`a叼
召。 ￡。 )

、

角毛 藻 (口俪
。 ot 二伽

即
·

)
、

简单角毛藻 ( C脉商” 卿 “ 饥夕不。二 )
、

三角褐指藻 (子凭“ 。。比郎勿乙。 介俪你毗
。 。 )

、

异胶

藻 ( eH
翻护四助二 sP

·

)和扁藻 (尸阮勿饥” 韶 印
.

)为幼虫的饵料
。

上述种类都是室内单种培养

的
。

(二 ) 方 法

1
.

试验条件

使用 40 0毫升的玻璃烧杯培养
。

每杯内加入经砂滤的
,

用 30 W紫外线灯管 消毒 2 0

分钟的海水和饵料共 4 00 毫升
。

杯内还加入青霉素 G 5 0 0 0 0 单位 /升和 硫酸 链霉 素 1 00

毫克 /升 〔` 习。 海水比重为 工,

020 左右
。

每杯放入面盘幼虫 6 0 0 0 个
,

即平均每毫升海水中

幼虫 15 个
。

放入幼虫时
,

先吸出搅匀含有幼虫的原液 0
.

1 毫升在计数框中
,

在镜下计数

幼虫的数量
,

再换算成应加的毫升数
。

试验都是在恒温室中进行的
,

室温控制在 27
0

0左右
,

光线在 3 2 0。 勒克斯左右
,

每天

光照 8小时
。

2
.

试验 内容和方法

(1 ) 面盘幼 土初期摄食习性的观察 用异胶藻
、

湛江叉鞭金藻
、

角毛藻
、

三角褐指藻

和扁藻为饵料
,

投放密度除异胶藻为 50 万个 /毫升
、

扁藻为 2 万个 /毫升外
,

余者均为 5 万

个 /毫升
。

试验连续观察 4 8 小时
,

每隔 2 小时取出幼虫 3 0 个
,

镜检幼虫摄食与不摄食的

数量
。

在试验开始和结束时
,

还用 5拓福尔马林溶液固定 30 个幼虫
,

用来测量幼虫的壳

长
。

( 2) 幼 虫适宜饵籽种类私密度的观察 用 6 种不同种类和大小的单细胞藻为幼虫饵

料
,

分成单一种类投放和混合投放二类
,

共 11 组
,

每组又分成五个不同的密度
。

另外不投

饵一组作为对照
。

(3 )
“

老化期
”

的 饵料和 藻液甘幼 虫影响的观察 本试验使用了
“

指数生长期
”
和

“

老

化期
”

的角毛藻和培养液进行了分组对比试验
。

藻类各期的划分是以一定条件下藻类的生长曲线为依据的
。

试验使用
“

老化
”

的藻类

是采用二种处理方法获得的
:

一种是培养一个月之久
,

藻体已出现沉淀
,

密度也已开始下

降的藻类 ,另一种是采用离心机离心的方法 ( 3 2。。转 /分
、

20 分钟 )来增加藻体密度
,

再停



4 期 何进金
、

齐秋贞等 : 菲律宾蛤仔幼虫食料和食性的研究

放十天促使
“

老化
” ,

经这样处理后
,

才开始用于试验
。

藻类的培养液是采用离心方法除掉藻体获得的
。

试验时
,

按要求配成不 同的浓度
。

上述各组试验都有两杯
,

每隔 4 8 小时利用国产 如 微米左右孔径的筛绢过滤换水
,

并

重新加入已过滤消毒和加入抗菌素的海水和饵料
。

饵料添加的数量
,

先用血球计数器计

数饵料原液的浓度
,

经换算按要求量加入
。

换水时
,

还按下列项目对幼虫的培养情况进行

检查
。

活动情况
:

观察
、

记录幼虫的活动情况
,

有无大量死亡
。

胃肠情况
,

镜检幼虫胃内含物的颜色和饱满程度
。

生长速度
:

取出` 定数量的幼虫
,

用 5形 福尔马林溶液固定
。 一

然后在镜下用目微尺测

量 10 个幼虫的壳长
,

取其平均值
,

观察时
,

还同时记录幼虫的发育阶段
。

成活率
。经 10 多天培养后

,

如培养杯 已有 60 环 以上幼虫变态成稚贝
,

此时就计数幼

虫的个数
。

方法
:

是把培养杯中的幼虫用筛绢过滤浓缩
,

后用 5那 福尔马林溶液固定
,

在

镜下逐个地进行计数
。

结 果

(一 ) 菲律宾蛤仔面盘幼虫初期的摄食习性

在菲律宾蛤仔人工育苗中
,

幼虫开始摄食时间和此期幼虫对不同大小和不同活动能

力饵料的摄食本领等有直接关系到幼虫的变态时间和初期幼虫的成活率
。

为了摸清幼虫

初期的摄食习性
,

以便选择幼虫的适宜饵料和及时投入饵料
,

试验用 5 种单细胞藻类为幼

虫饵料
,

结果如表一
。

表 1 幼虫开始摄食的时间和生长

饵 料

三闰玉刃革画
异 胶 平 } --45 }

“ “

叉坪多平 } 卜
7

}
”

弓角褐招平 }
1
卜 18 }

”

角 毛 呼 }
“一 7

}
扁 呼 }

丈6一” { _ 乡
_ _

对 照 { } 不投饵

幼 虫 开 始
摄 食 时 间

(小时 )

实验前后幼虫壳长 (微米 )
铭小「

增 长
虫
长

实验前壳长 实验后壳长 (微米 )

579285别部幻朋17182

3

工2

1 3

不摄食

空 胃

1 0 4
.

6

1 0 4
`

5

1 0 4
`

5

1 0牛
.

5

1 0畏
。

5

1 0 4
。

厅

1 2 6
.

0

1 33
`

2

1 3 0
,

4

1 3 2
.

7

1 22
,

3

1 23
.

0

从表中可以看出
:

①投饵料后 2 小时
,

刚发育不久的初期面盘幼虫即可摄食小型的单

细胞藻类
,

这时幼虫体内布满着卵黄粒
。

②初期面盘幼虫对饵料的大小有明显的选择性
。

其顺序为异胶藻
、

叉鞭金藻
、

三角褐指藻
、

角毛藻
。

其中前二种被摄食时间较接近
,

而后二种

比前二种被摄食要推迟 1D 小时左右
。

在扁藻组
,

直到试验结束时
,

尚未发现幼虫摄食
。

③

使用这儿种单细胞藻作为初期面盘幼虫的饵料
,

效果有明显差别
:

一种是藻类能被幼虫大

量吞食
,

幼虫生长速度快
,

如叉鞭金藻
、

角毛藻和三角褐指藻 ; 另一种是藻类能被幼虫大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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吞食
,

但幼虫生长缓慢
,

如异胶藻 ;第三种是不被幼虫所吞食
,

如扁藻
。

④表中还表明
,

在

不投饵的对照组
,

幼虫仍然能继续增长
,

这主要是靠母体留给的营养物质
。

此期
,

这种物

质对幼虫起着较为重要的作用
。

从镜检也可以观察到
,

随着幼虫身体的增长
,

它体内的卵

黄也逐渐耗尽
。

(二 ) 幼虫的适宜饵料种类和密度

培养海洋无脊椎动物幼虫的饵料种类繁多
,

尤其在双壳类幼虫的培养中
,

试用种类更

多
。

考虑到饵料培养的简易和不同饵料种类的特性
。

本试验使用了几种单胞藻为幼虫饵

料
,

从各饵料组的培养和观察
,

可获得如下结果
:

1
.

在扁藻组的各个投放密度中
,

不论是面盘幼虫初期或者壳顶初期
,

都未观察到幼

虫摄食扁藻
,

在幼虫胃内含物中也没有发现扁藻
。

可见
,

培养时
,

使用扁藻作为幼虫的饵

料显然是不合适的
。

2
.

不论是单一投放或者是混合投放
,

当饵料投放密度为 5 0 0 0 个 /毫升或 1 0 0 0 0 个 /

毫升时
,

对幼虫初期的生长速度没有明显的影响
。

随着幼虫的增长
,

镜下观察时
,

就可发

现部份幼虫 胃内含物不饱满
,

甚至有空胃
,

此时幼虫的生长
、

发育变缓慢
,

也难于变态成稚

贝
。

即使投放密度为 1 0 0。。个 /毫升
,

有些幼虫虽能发育变态成稚贝
,

但数量甚少
。

3
.

其它各组培养的结果如表 2 和图 1 。

从表 2 和图 1 中可 以看出
:

〔1) 表中列出的儿种单胞藻饵料
,

都能使幼

4 6 6

饵 料 种 类

图 1 幼虫摄食不同饵料变态成稚

贝的成活率

注
: 1

,

异胶藻 2
.

角毛藻 8
.

三角褐指

藻 4
.

简单角毛藻 5
,

叉鞭金藻 + 角毛

藻 8
.

叉 鞭金藻
+
三角褐指藻 7

,

异胶

藻
十
叉鞭金藻 8

.

角毛藻
+
三角褐指藻

日
.

叉鞭金藻 10
甲

叉鞭金藻
十
角毛藻 +

扁藻

虫发育变态成稚贝
。

试验效果是
:

叉鞭金藻加角

毛藻和叉鞭金藻加三角褐指藻的混合投放效果最

佳
,

经 10 天培养
,

幼虫变态到稚贝的成活率可达

70 环 ,其次是几种单一投放和混合投放的饵料
,

如

叉鞭金藻
、

角毛藻
、

简单角毛藻
、

叉鞭金藻加异胶

藻和角毛藻加三角褐指藻
,

经 10 一 2。 天培养
,

幼

虫变态到稚贝的成活率都在 30 一 50 形 之间
;
异胶

藻效果最差
,

培养 1 2 天后
,

幼虫变态到稚贝和壳

顶后期的成活率只有 20 终 (图 1 )
。

( 2) 在单一投放或者混合投放的各不同密度

的饵料中
,

经 10 多天培养
,

幼虫发育变态到稚贝

的最适宜饵料密度是
,

单一投放的饵料密度为 5一

10 万个 /毫升 ; 混合投放饵料密度为 10 万 个 /毫

升
。

值得指出的是
,

在异胶藻 100 万个 /毫升和 5 0

万个 /毫升的投放密度中
,

镜下观察时
,

发现幼虫

能大量吞食异胶藻
,

但当幼虫从壳顶初期发育到

壳顶中期时
,

幼虫发生大量死亡
,

变态成稚贝的数

量极少
。

即使投放密度为 25 万个 /毫升
,

虽然部

份幼虫可发育变态成稚贝
,

但成活率较低
。

匆加因肋(砍à璐地健公以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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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不同饵料种类
、

密度与幼虫生长
、

变态的关系

杜杜干 料料 不同培养时 间幼虫的壳长 (微米 )和稚贝的百分比 〔烙 )))

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下习二不仁二可二三
奚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种种 类类 密度 (万个 / 毫升 ))) 2 天燮全 卜二竺夕一 一竺二

, 、

一 }一 竺一
天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二竺三一目胜巴
一

}一二三竺望一 }一竺-

一
55湛湛江叉鞭金藻藻 1 000 1部

.

2
兰二一

,

卜二丝生
一

!一兰{旦立一
~

卜- - 竺
-

一
99

工工工工工工工工工工工工工工工吕o
·

o
}

1%
·

1
}

_ “ 0 1
·

7
}

” 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

6666666 i盯
甲

666 1 7 8
.

000 1 9 8
,

OOO J加加

22222
.

555 13 2
.

666 18 4
甲

333 2 1它
`

444 9555

角角毛藻藻 1 000 1 3 0 000 1 9 3
,

111 2 0 1
.

777 3 222

5555555 1 3 3
,

444 1 9 7
,

999 2 1 4
.

888 3 OOO

22222
.

555 1 3 4
.

888 ] 9石
.

444 2 〔18
,

555 3OOO

子子子子子子子子子子子子子子子子子子子子子子子子子子子子子子子子子子子子 nnn三三角褐指藻藻 1 000 1 3 5
.

888 1 6 9
,

888 1涎
.

00000

5555555 1 3 6
`

888 1 8 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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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在适宜的饵料密度范围内
,

幼虫培养初期的生长速度与饵料密度成反比
,

顺序是

l 。 < 5 < 2
.

5( 万个 /毫升 )
。

这就说明了
,

在幼虫培养初期
,

饵料密度较高对幼虫的生长有

影响
。

其后
,

饵料密度要相应增加
。

(三 )
“
老化

”

的藻类和藻液对幼虫生长变态的影响
:

双壳类幼虫的培养中
,

除了要重视选择适宜的饵料种类和投放密度外
,

对于饵料质量

也
一

叨勿忽视
,

这关系到幼虫变态和提高成活率的问题
。

据 L oo 阻即 ff & D螂触 ( 1 9 6 3) 〔7 〕 ,

D u p u y ( 19 75 )[
’

、 W魏。 。 ( 1 9 7 9) 〔 ’ 二的试验表明了
, “

老化
”

的藻类对牡蝎幼虫的生长有 影

响 ;
高密度的小球藻培养液对幼虫有较大的毒性

。

为 了证实我们使用的藻类是否存在这

些问题
,

试验中使用
“

老化
”

的角毛藻和藻液为饵料
,

进行了对比试验
。

从试验结果可以得

出
:
(王)

“

老化
”

的角毛藻和离心
“

老化
”

的角毛藻对幼虫发育变态没有明显的影响
。

( 2 )
“

指

数生长期
”

的角毛藻培养液对幼虫发育变态没有影响 ;但 20 % 和 10 %浓度的
“

老化
”

藻液
,

对幼虫发育变态速度有些影响
,

特别是 20 %浓度
,

影响更加明显 〔表 3 )
。

表 3 不同浓度的
“
老化 ,藻液与幼虫变态的关系

布入…
2 ·

6 天 1 0 灭

D 形幼虫 30

壳顶初期 7 0

壳顶初期 7 0

壳顶巾期 3 0

壳顶初期拍

壳顶巾期 60

壳顶初期助

壳顶中期 80

壳顶初期即

壳顶中期 8 0

羹疆留馨
壳顶后期以 )

壳顶后期 60

稚 贝助

壳顶初期即
壳顶中期 1 0

壳顶后期7 。

壳顶后期 3。

稚 贝 7 0

羹盔擎粼
壳顶后期 7 0

壳顶中期 1。

稚 贝

…瓜
一

.

几
)

(无 义 ;夜 )

稚
_

贝 oo

壳顶初期 1。

壳顶中期 1。

壳顶后期 8。

壳顶中期 4。

壳顶后期 6 0

壳顶中期 J O

劳几顶后期 6O
平住 贝艺0

壳顶中期 1 0

壳顶后期 4 0

稚 贝 5 0

夕乏顶 中期迁。

壳顶后 期 3 0

稚 贝印

壳顶后期 8 0

稚 贝2 0

稚 贝以 )

注 :

实验以离心的角毛藻 5万 /毫升为饵料
。

讨 论 与 结 论

1
.

培养幼虫开始投饵的时 间 尽管在幼虫发育成面盘幼 虫 期 后 的 2 4 小 时
,

4 8 小

时
,

甚至 96 小时才开始投饵料
,

它们仍然能正常地发育变态成稚贝
。

但开始投饵时间拖

得越久
,

幼虫发育变态成稚贝的时间也越长
,

且发育也很不整齐
。

如果幼虫发育成面盘幼

虫时就立即添加适宜的饵料
,

可缩短幼虫的培养周期
,

并能使幼虫变态较为一致 (表 4 )
。

所以
,

在培苗时
,

应注意及时投入大小适宜的饵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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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不同投饵时间与幼虫变态的关系

少少户汉汉
面盘幼虫初期期 面盘幼虫初期后后 面盘幼虫初期后后 雨盘动虫 历创 后后

跳跳跳跳小时时 哎8小时时 9 6小时时

444天天 壳 中中 壳顶初斯 3 000 壳顶初期 6。。 面盘幼虫 3 000

壳壳壳壳顶中期 7000 壳顶巾期 4DDD 壳顶切咒 7 000

111 0天天 稚 贝加加 壳顶后期 8 000 壳顶后期期 壳顶巾期 2 000

稚稚稚稚 贝 2 00000 壳顶后期 8。。

111 2夭夭 稚 贝贝 壳顶后期 6000 壳顶后期 7 000 壳顶后期勿勿

稚稚稚稚 贝如如 稚 贝 3 000 稚 贝 1 000

111 4 天天 稚 贝贝 壳顶后期 2 000 壳顶后期 OOO4 壳顶后翔 5。。

稚稚稚稚 贝 8 000 稚 贝 6 000 稚 贝 5 000

2
.

饵料的种类和适宜密度的选择 据 L oo 。

咖 ff & aD
v加 ( 1 9 36 )报道 陇

,

培养牡蛹

和射利帘蛤幼虫的最好饵料是 单鞭金 藻 位加肋呱犷笋血 乙耐陇而 )
、

等鞭金 藻 <几配无卿
s铭

卯砧
a

胁 )
、

小金藻 (ho 卿哪不̀叨 , 陇兔翻 )
、

绿球藻 ( hc 如劲 co 况 。。 sP
.

)
、

扁藻 (几
a勿饥叭邢

印
.

)
、

刀初亿介石
。 印

,

( B ll )
、

D 公曲
介而 a 翻功甄` a 、

卿亿 , 俪
o o as g犷 o二 i 和 场二落喇 , 曲

。 娜。 解 等
。

但目前国外一些学者普遍认为
,

单鞭金藻
、

等鞭金藻以及它们和其它单胞藻

的混合投放是培养双壳类幼虫的较理想饵料
。

本试验证明
,

叉鞭金藻
、

角毛藻
、

简单角毛

藻和三角褐指藻等是培养菲律宾蛤仔幼虫较理想的饵料
。

分别投 以上述单胞藻为幼虫饵

料
,

幼虫变态成稚贝的成活率可达 3 6一50 %
。

如果把叉鞭金藻和角毛藻
,

叉鞭金藻和三

角褐指藻混合投放
,

幼虫不但生长
、

变态速度快
,

而且变态成稚贝的成活率比单一投放几

乎提高一倍
,

分别达到 70 % 和 牡%
。

使用这几种饵料之所以较为理想
,

主要是它们具有

大小合适
,

其次是能较均匀悬浮于海水中
,

便于幼虫摄食
,

第三是适应条件和幼虫基本吻

合
,

第四是易被幼虫消化和吸收
,

特别是投放混合饵料
,

饵料的营养成份可以相互取长补

短
,

并增加其有效成份
。

异胶藻虽能被幼虫大量摄食
,

但实际效果远不如上述几种
,

根据

分析
,

可能是异胶藻细胞壁较厚
,

幼虫摄食后不易消化之故
。

所以
,

今后在土池育苗中
,

要

提高幼虫的成活率
,

应该投放叉鞭金藻和角毛藻
,

不要投放异胶藻
。

扁藻虽是培养贻贝幼

虫较合适的饵料之一
,

但培养蛤仔幼虫就很不理想
,

其原因是扁藻个体大
,

活动力强
,

幼虫

难于摄食
。

除了要选择适宜的饵料种类外
,

还必须注意饵料的投放密度
。

在幼虫培养中
,

饵料密

度过高或过低
,

对幼虫的生长和发育都是不利的
。

试验得出
,

在幼虫培养初期
,

使用叉鞭

金藻
、

角毛藻
、

三角褐指藻以及它们的混合投放时
,

投放密度应控制在每天 1
,

5 万个 /毫

升
。

幼虫的摄食量如 (表 5)
。

3
.

饵料质量的选择 试验证明
: “

老化
”

的角毛藻对幼虫的生长
、

变态没有明显的影

响
,

似
“

老化
”
的叉鞭金藻则影响明显 ( 图 2 )

,

这就说明了
,

不同的
“

老化
”

种类对幼虫生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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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幼虫的摄食通

{{{{{ 叉鞭藻
+
角毛藻藻

}}}}}}}

lllllll

111 000

l
, 。。 1 000

}}}}}}} 摄 食 `

{
乘” , ,,

摄摄 食 量 } 剩 余 最最 摄 食 量量 剩 余 量量量 乘约余 虽虽

lllllllllllll

22222

999 555

111000

88888

55555

88888

注
:

摄食量
、

剩余蛋万个 /基升

礁贝 60 %

二一一
一曰

.

-

茶一
一

通
l I

稚 贝 4 0%

铆180冰ǎ兴挺é华眼侧拐

1匆

2 4

~ ~~ ` ~ ~ ~ ~ ~ ~~ J es
es

~
.

~ J
.

. ~

_
_ 用

6 8 10 1 2

天
·

数

图 2 指数生长期 (
·

—
一 )和

“
老化期气

x

—
“

)的叉鞭金藻对幼虫影响的比较

影响是有明显差异的
。

在培苗时
,

应尽量投放
“

指数生长期
”

的藻类为饵料
。

即使有时饵

料供应暂时有困难
,

需用
“

老化
”

的饵料代替
,

应先浓缩处理
,

以减少含有藻类代谢产物或

含有藻类的分解物质的培养液带入而影响幼虫的生长发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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