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淡水枝角类因其营养丰富
.

易大面积培养生产
,

故是鱼虾类苗种培育中理想的活饵料
。

有关枝角类生物

学的研究
,

国内外许多学者已做了大量工作
。

但对老年低额 搔的研究国内尚不多见
。

老年低额搔和蚤状 7蚤

是一种个体较大
,

怀卵量高
,

适应性广的习见淡水枝角类
。

本文报道了温度与盐度对两 搔的生长及生殖的影

响
,

以便为鱼虾类苗种培养时
,

大面积生产枝角类提供理论依据
。

材料与方法

试验材料于 1男5 年 2 月取 自浙江水产学院(宁波)附近的池塘
。

经鉴定分离后接种
。

培养液配方为 1
.

5

克牛粪 + 2 克干稻草 + 20 克沃土 + 1 (】X) 毫升曝气自来水
。

待大量繁殖后代后
.

取新生幼搔作试验材料
。

温度试验分五组
,

室温 8 一 21
、

巧
、

20
、

25 和 30 ℃
。

每组 ro 个搔
,

均来自同一雌亲体
,

每个 搔单独培养于

100 毫升的培养液中
。

试验期间每 日早晚观察一次
,

测量个体体长
,

记录第一次怀卵日和产仔数
,

所产仔债

随时从亲搔容器内移出
。

各组每隔 5 天更换 20 % 的新培养液
。

室温组每天测定水温
。

亲 法一生均单独培

养
,

直至死亡
。

盐度试验采用氯化钠(分析纯 )和培养液配制成盐度为 2
、

4
、

6
、

8 和 10 五个浓度梯度组
。

每组用 2 个 250

毫升的烧杯内盛 2(X) 毫升培养液
,

分别接种新产出的幼搔及大小基本一致的怀卵成体 10 个
,

于室温 20 -

23℃下培养
。

逐 日计数搔的存活数和产仔数
,

同时将幼搔吸出
。

收稿 日期 : l男 5 一 1 1 一 2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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盐度驯化方法
:

将两种亲搔产出新生幼搔各 10 个
,

分别放人盛有 2加 毫升培养液的烧杯中
,

于室温 21 -

23 ℃下培养
。

每天按计算好的剂量向杯中滴加氯化钠溶液
,

使培养液的盐度在 3 天内从 2 升高到 4
。

待其产

出第一胎后
,

又以同样方法提高盐度继续观察
。

若 6 一 7 天后尚未生殖
,

则继续提高盐度以观察其生存的盐度

上限
。

2 结果

2
.

1 温度对生长的影响

2
.

1
.

1 不同温度下两 沃的龄期数

两搔在各温度下幼龄期均有 4 一 5 个
,

而成龄期各组有较大的差别
。

老年低额搔在 8 一
21 ℃ 有(13

.

30 土

2
.

37 )个龄期 ; 巧℃有(13
.

80 士 2
.

59 )个 ;2 O℃有(巧
.

功 土 3
.

20 )个 ;2 5℃有(12
.

40 士 2
.

沁)个 ; 30 ℃有(5
.

田 士 0
.

73 )

个
。

蚤状 搔依次为 (1 5
.

印 士 2
.

1 7) 个 ; (1 8
.

印 士 2
.

19 ) 个 ; (19
.

70 土 1
.

32 )个 ; (1 2
.

40 士 3
.

印)个 ; (5
.

11 土 0
.

37 )

个
。

2
.

1
.

2 温度对两种汪的寿命的影响

幼场从母体产出后
,

其寿命在不同温度下有明显差别
。

老年低额搔在 8 一
21 ℃时

,

平均寿命为(肠
.

30 土

n
.

79 )天
,

最高 78 天 ; 15 ℃时为 (53
.

50 士 10
.

83 )天
,

最高 67 天 ; 20 ℃时为(38
.

卯 士 15
.

la) 天
,

最高哭 天 ; 25 ℃时

为(21
.

50 士 5
.

13 )天
,

最高 32 天 ; 30 ℃时为(14
.

30 土 1
.

码)天最高 16 天
。

而蚤状 搔依次为(肠
.

汾 土 10
.

41) 天
,

最

高 79 天 ; (51
.

料 士 9
.

78 )天
,

最高 74 天 ;(如
.

即 士 10
.

43 )天
,

最高 51 天 ; (24
.

20 士 2
.

40 )天
,

最高 30 天 ; (n
.

印 士

1
.

58 )天
,

最高 14 天
。

可见低温组的平均寿命大于高温组
。

2
.

2 温度对生殖的影响

2
.

2
.

1 不同温度下的性成熟时间

老年低额 搔和蚤状搔的第一次怀卵时间
,

在 25 和 30 ℃时
,

前者均为 5 天
,

后者均为 4 天 ;8
一
21 ℃时最迟

各需 26
.

5 天和 13 天 ; 15 和 印℃时前者需 7
.

2 天和 7
.

1 天
,

后者需 7
.

5 天和 5 天
。

两 搔每搔平均产仔量
,

均以

30 ℃时最低
,

老年低额搔为 (93
.

50 士 26
.

15)个
,

蚤状搔为 (24
.

卯 士 13
.

15) 个 ; 以 15 ℃时最高
,

分别为(《幻
.

80 士

32
.

肠)和(铭2
.

印 士 36
.

64 )个
。

每搔平均产仔次数也是以 15 ℃时为最多
,

老年低额搔和蚤状 搔分别为 (15
.

印 士

3
.

23 )次和(17
.

印 士 2
.

30 )次
,

但产仔间隔随温度升高而缩短
。

印s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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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

2
.

2 温度对老年低额汪成体产仔且的影响

由图 1 可见
,

8 一
21 ℃时

,

老年低额债在第 7 一 n 龄的产仔量峰值均在 (32
.

15 士 4
.

6 1) 个左右 ; 15 ℃时在第

9
、

13 龄有两次产仔高峰
,

产仔量分别为(:I6 oo 士 5
.

邸)个和 (46
.

67 士 4
.

23 )个 ;印℃时在第 9
、

13
一
15 龄有几次

产仔高峰
,

产仔量均在(32
.

25 土 2
.

63 )个左右
,

在第 19 龄仍有一次不大的小峰 ; 25 ℃时有三次产仔高峰
,

分别出

现在第 7
、

12
、

16 龄
,

且最后一次高峰的产仔量超过前两次
,

达 (20
.

30 士 2
.

叼)个 ; 30 ℃时产仔量明显下降
,

仅在

第 8
、

9 龄出现两次幅度不大的高峰
。

2
.

2
.

3 温度对蚤状汪成体产仔且的影响

由图 2 可见
,

蚤状搔 8 一 21 ℃时
,

在第 n 龄达到最高峰
,

产仔量为(61
.

00 士 9
.

6 1) 个 ; 15 ℃时在第 7
、

8 龄有

两次产仔高峰
,

产仔量分别为(42
.

40 士 14
.

肠)个
、

(朽
.

40 士 14
.

12) 个 ;加℃时在第 7
、

12
、

13
、

16 龄的产仔量峰值

在 (32
.

86 士 0
.

58 )个左右 ; 25 ℃时在第 10
一
n 龄处有一高峰

,

产仔量为 (27
.

00 土 0
.

30 )个 ; 30 ℃时在第 6 龄出现

一次幅度很小的高峰
,

产仔量没超过 10 个
。

2
.

3 盐度对生长
、

生殖的影响

2
.

3
.

1 盐度对两潘生长生殖的影响

从表 1 可见
,

在盐度为 2 时
,

两 }蚤的第一次怀卵 日均需 6 天
。

老年低额搔产仔总量为 2凤 个
,

半致死时间

为 30 天
,

全部死亡时间为 33 天 ;而蚤状 l蚤产仔总量为 179 个
,

半致死时间为 巧 天
,

17 天全部死亡
。

可见两搔

在盐度 2 中均能生长
、

繁殖
。

盐度为 4 时
,

老年低额搔的新生幼}蚤能生长发育
,

第一次怀卵日需 7 天
,

但怀卵

后
,

卵又自行吸收
,

未产过仔
。

但其怀卵成体在此盐度下能产仔
,

产仔总量为 75 个
。

而蚤状搔的新生幼搔不

能在此盐度下生长发育
,

仅存活 5 天
。

其怀卵成休也不能正常产卵
,

仅存活 3 天
。

随着盐度进一步提高
,

两种

育蚤的存活时间愈短
。

表 1 不同盐度下老年低额汤和蚤状法的生长
、

生殖能力 (T 二 20
一

23 ℃ )

T曲le I n 祀 5
.

理。功“ 川袱班th e D
.

Pu 敏,s a】丈Ilty of 『0
初

1 田记 Pl
.

仪Iuc 柱o n at 曲晚r . t曰城ty

幼 搔 成 搔

个体 接种时休长

(
n u ll

)

0
.

印
~ 0

.

份

0
.

6 1 ~ 0
.

65

0
.

6 1 ~ 0
.

63

0 59 ~ 0
.

6 1

0
.

6 1 ~ 0 围

0
.

00
~ 0

.

69

0
.

5 1 ~ 0
.

印

0
.

肠
~ 0

.

印

0
.

铭
~ 0

.

52

0
.

4 7 ~ 0
.

团

第一次怀 产仔

卵 日(天) 总量
L几

30 天

13 天

2 5 分

18 分

8 分

15 天

4 天

32 分

22 分

13 分

全部死亡

时间

33 天

19 天

3 2 分

2 2 分

11 分

17 天

5 天

36 分

28 分

18 分

个休 接种时体长 产仔

数 (~ ) 总量
1月谕

全部死亡

时间

盐度种群

25 1

0 1
.

44
‘ 1

.

7 0

1
.

47 ‘ 1
.

75

1
.

沁 ~ 1
.

82

1
.

48
‘ 1

.

7 2

6 天 10 天

28 分 36 分

17 分 22 分

1 2 分 16 分

750000000
11一.王1‘,1

000

246colo老年低额搔

天分分分3阳沁巧天分分分23214100000

1 79

0 1
.

男
, 2

.

10

1
.

52 ~ 1
.

兜

1
.

圈 ~ 2
.

00

1
.

印 、 1
.

78

0000
11111111

000

数一1010101010一1010101010

246colo

蚤状搔

注 二L几为每组一半个体死亡的时间
。

2
.

3
.

2 两畜蚤盐度驯化结果

经过短期驯化可以提高 }蚤对盐度的耐受力
。

老年低额任可驯化到盐度为 10 中生长发育(表 2 )
,

蚤状 l蚤

可在盐度为 6 中生长发育
。

但老年低额搔在盐度为 6 一 8 中波动较大
,

在盐度为 6 中
,

该搔的存活个体数为 9
,

由盐度为 6 向盐度为 8 驯化过程中
,

死亡一只
,

且有 5 只活力不强
。

由盐度为 8 向盐度为 10 驯化中
,

仅有 2 只

搔存活
,

产仔 13 只
。

继续向盐度为 12 驯化
,

两搔均能怀卵
,

并产仔 6 只
,

但其中一搔活力较差
,

在驯化的第三

天死亡
,

剩余一只仍怀卵 4 个
,

但在盐度为 12 的培养液中存活十多小时后死亡
。

蚤状搔从盐度为 2 驯化到盐

度为 4 的过程中波动较大
,

仅剩 4 只搔
。

由盐度为 4 向盐度为 6 过渡时较稳定
。

在盐度为 6 一 8 中又有大的波

动
,

在驯化的第二天死亡一只
,

第三天全部死亡
,

产仔 9 只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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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在短期驯化下两通对盐度的适应能力 (T 二 21
一

23 ℃ )

T a悦e 2 Tw o k红司s 嘴 从, 切 r‘n份
尸s 傲la Pt ab 川ty for

, 目in ity at 公IO rt
.

抚n 盯 仕川抽吧

盐度
老年低额 亨蚤 蚤状幸蚤

存活个体数 产仔时间(天 )生殖量 (个 ) 累计产仔数 存活个体数 产仔时间(天 )生殖量(个) 累计产仔数

12263512149

8 ~ 9

l l

死亡

1044016汤87100肠16钧311365

6 ~ 7

8 ~ 9

10l0

11 ~ 13

982
11

2468

l5

存活

10l2

3 讨论

3
.

1 温度与生长
、

生殖的关系

温度愈高
,

生长愈快
,

蜕皮间隔也愈短
,

这在幼龄期最为显著
。

随着龄期增高
,

蜕皮间 隔渐延长
,

生长速度

变慢
。

这一现象与进人成龄期能量主要用于生殖有关
。

从两种 搔的生活史可 以明显看出
,

不 同温度下 的第一次怀卵 日
、

产仔间隔
、

产仔量
、

产仔次数等差异很

大
。

第一次怀卵 日和产仔间隔随温度升高而缩短
。

因温度高新陈代谢强
,

加速了生殖腺的成熟
。

每个搔的平

均产仔量
、

产仔次数因温度升高而下降
。

这个生物学现象
,

也与体长生长规律相一致
,

是受动物个体内物质积

累
、

物质分布的规律所左右
。

温度也影响生殖高峰的次数及高峰期的分布
,

在尖吻低额 搔【Mur’u g an 等
,

19 73 〕

和隆线搔仁黄祥飞
,
198 5 丑中也存在这种现象

。

表 3 温度对两汪发育历期的影响

T a b le 3 E 份ec t of te m Pel 旧to 代 on cou 议 优 ds ve lo Pr ne n t of 七即0 肠l盆七 of w a te卜n段

温度(℃)

T

试验

个体数

老年低额 亨蚤 蚤状 下蚤

全代历期(天 )N 发育速率 V = l/ N 全代历期(天 )N 发育速率 V = 1 / N

66 30
士 11

.

79

53
.

匀 士 10
.

邵

阳
.

卯 士 15
.

18

2 1
.

30 士 5
.

13

14
.

30 土 1
.

员

0
.

0 15 1

0
.

0 18 7

0
.

能5 7

0
.

0 16 9

0
.

肠9 9

肠
.

2()
士 10

.

4 1

5 1
.

34
土 9

.

78

叨
.

20
士 10

.

43

2 4
.

20 土 2
.

40

11
.

功 士 1
.

泌

0
.

0 1 5 1

0 0 1 9 5

0
.

肥 4 9

0
.

0 毛1 3

0
.

《万7 0

000001415202530

3
.

2 发育起点温度和有效积温

将表 3 的数据代人 (1 )
、

(2) 式

~ 芝V 2
.

盯
一
别

·

别T
七 = - 一一二二石一一下二二二丁了一

睑 V
‘ 一 又么V )

‘
(l )

心、T 一
别

·

盯
入 =

.

一二二万千-
下二二二只下干

厄V
‘ 一 又么V )

‘
(2 )

式中
: T (℃ )
—

日平均温度
,

v (l/ N )
—

发育速率
,

一
试验组数

。

计算出老年低额 搔和蚤状搔的全代发

育起点温度(C) 及有效积温 (K )分别为
:
10

.

能℃
、

z 犯
.

铭 日度 ; 12
.

78 ℃
、
2 14

.

阳 日度
。

因此
,

预测两汪全代发

育所需 日期的公式
:

N 老
K 四2

.

妈
一 T 一 C 一 T 一 10

.

52

K 2 1 4
.

58
州蚤 = 于二毛二牙二万厄万云

所以
,

在生产实践中
,

根据 C
、
K 值可 以预测各种温度下 搔的全代发育所需 日期及产仔高峰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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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

3 盐度与生长
、

生殖

关于淡水枝角类对盐度的适应能力
,

过去的估计往往偏低
。

蒋燮治和堵南山【1979 〕认为
,

即使那些微咸

水中习见的淡水枝角类
,

大多数在盐度超过 2 一 3 的水体中就不再遇见
。

近年
,

一些作者通过试验指出
,

不少

枝角类的耐盐上限可达 6 一 8
。

如直额裸腹甲鱿何志辉等
,

19肠 ]
,

矩形尖额搔 [蒋燮治和堵南山
,

1979」
。

苏联学

者阿兰金【儿旧只那。;
,

1呢2」也指出
,

许多淡水枝角类体液的渗透压值
,

约相当于 6 一 8 的盐度
。

从理论上说在这

种盐度以内的水中都可以维持体液的高渗调节和正常生活
。 ‘

本试验表明
,

老年低额任的耐盐上限为 10 一 12
,

蚤状搔为 6 一 8
,

与上述论点相一致
。

经过短期驯化
,

两法均可在盐度 6 以内大量培养
,

可作为海产动物苗种

培育的活饵料
。

3
.

4 病害与预防措施

在试验中期
,

搔体上发现有原生动物聚缩虫附着
。

当聚缩虫大量寄生于 搔的体表时呈棉絮状
,

病搔不易

蜕壳
,

虽能怀卵
,

但产仔量下降或不产仔
,

严重的引起死亡
。

本试验中
,

该病对低温组搔的生殖有一定影响
,

而对高温组影响较小
。

这是由于温度高
,

蜕皮快
,

虫随壳蜕去
。

而且搔体表的聚缩虫数量的多少主要取决于

两次蜕皮间隔时间的长短
,

这与徐振康等【1 9毕共〕的观点相符
。

聚缩虫病在对虾养殖中最为常见
,

其防治多采

用高猛酸钾【马殿荣等
,

l卯2〕
、

新洁尔灭「高爱根等
,

1望犯」等措施
,

有关防治搔类聚缩虫病的报道尚不多见
。

本试验中采取如下措施
:

接种前用 10 x lo
’ 6 一 15 x lo ’ 6的福尔马林洗浴母搔 ;发现病搔后可用上述浓度浸洗

1 一 2 分钟
,

效果较佳 ; 每次蜕壳后
,

立即更换培养液 ; 培养用具浸人盐水中消毒
,

并分开保管
,

防止交叉污染
。

3
.

5 人工培养的意义及合理措施

当前
,

在海水鱼虾蟹幼苗培育中
,

继褶皱臂尾轮虫后的适 口活饵料
,

一般采用卤虫幼体
,

但成本高
、

耗能

大
。

而挠足类既难以培养又不能满足生产上的需求
。

枝角类作为活饵料培养
,

具易大面积培养
、

成本低
、

营养

丰富
、

易消化
,

且对环境有较强的适应性等优点
。

在 自然界这两种搔均是优势种
,

春末初夏为繁殖盛期
,

此时

也正是许多鱼虾蟹的人工繁殖季节
。

经妒鱼育苗生产试用
,

效果较好
。

两搔均为怀卵量高
,

产仔量多的种类
,

各项生长
、

生殖指标都较接近
,

因此
,

两 l蚤均为理想的活饵料培养对象
。

其生长的适宜温度为 15 一 25 ℃
,

经短

期驯化可在盐度 6 以内大量培养
。

建议在生产上培养两沃时
,

上限温度宜控制在 25 ℃左右
,

盐度以不超过 6

为好
。

采收时间至少培养一周
,

有利于稳产高产
,

以保证育苗生产需要
。

杨天勇
、

胡 章同志系浙江水产学院九五届毕业生
。

浙江水产学院已 与原宁波大学
、

宁波师范学院联合办学
,

统称宁

波大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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