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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以强壮藻钩虾"以下简称钩虾#作为中国明对虾和日本囊对虾的天然饵料!以对虾人工

配合饲料为对照研究钩虾对中国明对虾和日本囊对虾生长和抗病力的影响% 对两种规格的中

国明对虾*体质量分别为"31// <313239# > 和"2138 <314:9# >!分别记为 *(组和 L(组+和

日本囊对虾*体质量为"3127 <3134: 4# >!记为 *L组+分别投喂人工配合饲料和钩虾!养殖

/7 I% 结果显示'"4#与人工配合饲料相比钩虾可以提高 L(组和 *L组对虾的特定生长率和

*L组对虾的成活率&"2#钩虾可以显著提高 *(组和 *L组对虾血细胞总数"!=3137#&"/#

钩虾可以显著提高 / 组对虾血清总蛋白含量"!=3137#及 *(组和 *L组血蓝蛋白含量"!=

3137#&"9#钩虾可以显著提高日本囊对虾溶菌酶活力"!=3137#&"7#钩虾可以显著提高 (L

组和 *L组对虾酚氧化酶活力和超氧化物歧化酶活力"!=3137#&"0#钩虾可以显著性提高

*(组和 *L组对虾血清过氧化物酶相对活力"!=3137#&"8#对虾健康指标总得分与其感染

Y**.后的 433N致死时间关系密切!两者之间呈现一定的线性关系"=

2

C3119: 1#% 研究结

果表明!钩虾与对虾人工配合饲料相比可以促进中国明对虾和日本囊对虾的生长及提高对虾

抗病力%

关键词! 中国明对虾& 日本囊对虾& 强壮藻钩虾& 养殖& 抗病力

中图分类号! *1001455555555555 文献标志码'&

55中国明对虾#A),,)(/+),%)'*#12,),*2*$和日

本囊对虾 #N%(*'+),%)'*:%+/,2#'*$是我国对虾

养殖的主要品种' 由于受病害影响"从 23 世纪

13 年代初开始对虾产量急剧下降"近些年虽有恢

复但根本问题仍未解决' 对虾发病的主要原因可

分为养殖环境的恶化
(4)

和病原的入侵
(2)

' 王克

行
(/)

在 :3 年代初提出在对虾池中移植和繁殖底

栖饵料生物的设想"底栖饵料生物不仅可以摄食

养殖池中残饵改良养殖环境
(9)

"还为养殖动物提

供动物性饵料' 关于动物性饵料能够促进对虾生

长的研究前人已有报道
(7 61)

'

本研 究 主 要 研 究 强 壮 藻 钩 虾 # O.+2$1/)

7%&2;%$对中国明对虾和日本囊对虾生长和抗病

力的影响' 钩虾在水产养殖中的重要作用已被

证实"申志新等
(43)

研究发现青海淡水钩虾肌肉

必需氨基酸组成中蛋氨酸 H胱氨酸的含量超过

了 (&"5Y+"评估模式和全鸡蛋蛋白质评估模

式中的含量"因此认为青海淡水钩虾可作为一

种优质饲料' 武云飞等
(44)

研究发现青海钩虾有

利于罗非鱼两品系的生长和增色效果"此外刘

艳春等
(42)

认为在对虾养殖池中投放合适比例的

青苔&藻钩虾和日本囊对虾"可实现天然生态养

殖"至日本囊对虾体长达 0 ?: D9前不用向养殖

池投饵料' 所以将强壮藻钩虾作为对虾天然饵

料来研究其对对虾生长和抗病力的影响有着重

大意义'

45材料与方法

!"!#实验材料

强壮藻钩虾#下文简称钩虾$于 2344 年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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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采集于山东省胶州湾并且人工养殖&繁殖以获

得足够生物量 (体长 #3107 <3132$ D9)%2 种规

格中国明对虾"初始体质量分别为 # 31// <

31323 9$ > 和#2138 <314:9$ >%日本囊对虾初始

体质量为#3127 <3134: 4$ >%对虾人工配合饲料

#蛋白含量为 97N$'

!"9#实验设计

将 29 个底面积为 3193 9

2

"深为 31:3 9的

圆柱形蓝桶#底部具排水孔$消毒并清洗干净后

每 : 个桶为一组"共分 / 组' 第 4 组放养体质量

为#31// <31323 9$ > 的中国明对虾并记为 *(

#A9:00A?#12,),*2*$ 组%第 2 组放养体质量为

#2138 <314:9 $ > 的中国明对虾并记为 L(

#9;II02A?#12,),*2*$组%第 / 组放养体质量为

#3127 <3134: 4 $ > 的日本囊对虾并记为 *L

#A9:00N?:%+/,2#'*$组' / 组对虾放养密度均为

23 尾5桶"分别从每组中随机选取 9 个桶作为饲

料组#使用人工配合饲料饲养对虾 $ "每组中剩

余 9 个桶作为钩虾组#使用钩虾饲养对虾$ ' 每

天 30!33&42!33&4:!33 和 29!33各投喂一次且

过量投喂 #根据残饵&对虾胃饱满度等综合判

断$ "每天换水 4 5/ 去除残饵及粪便' 养殖期间

水温为 28 ?21 Q"盐度为#4:1: <3194$ "3+为

:19 ?:10"溶氧不小于 013 9>5'"养殖周期为

/7 I'

养殖实验结束时分别从 *(&L(及 *L组中

的钩虾组和饲料组中随机选取 /3 尾对虾' 将

*(&L(及 *L 组中钩虾组的对虾分别命名为
$

组&

&

组和
*

组"饲料组的对虾分别命名为
%

组&

(

组和
)

组"

$

至
)

组每组 / 个平行"每个平行

43 尾对虾' 饥饿 29 K 后从对虾第 9&7 腹节注射

白斑病毒粗提液#23

!

'5尾$"观察对虾在不同时

间点的累积死亡率"实验期间不投饵"每天仅吸出

对虾排出的粪便'

!"B#血清和白斑综合征病毒$U<<C%粗提液的

制备

血清制备!养殖结束后每组随机取 43 尾对

虾"使用一次性无菌注射器从对虾腹部血窦中

抽取血淋巴"9 Q过夜"9 Q离心 43 9;=# 7 333

C59;=$ " 623 Q保存备用' 白斑综合征病毒

#VK;H2A3/HA@=IC/92O;CGA"Y**.$粗提液制备!

取携带 Y**.对虾 #黄海水产研究所病研室惠

赠$的鳃组织"在 311N生理盐水中研磨"7 333

C59;= 离心 43 9;= 后再使用 3197 99的滤纸过

滤上清液即得到 Y**.的粗提液" 6:3 Q保存

备用'

!"D#测量指标与方法

特定 生长率与 成活率 5 5 特 定生长 率

#A32D;B;D>C/VHK C:H2"*E$$按下列公式计算!*E$

#N5I$ C433 #'=R

H

6'=R

3

$ 5D"R

3

&R

H

分别代

表实验开始和实验结束时对虾湿体质量"D为养

殖天数' 养殖实验结束时记录每组每个平行对虾

的存活数"存活率按下列公式计算!存活率 #N$

CI

H

5I

3

@433N"I

3

和 I

H

分别代表实验开始和

实验结束时对虾的数目'

血细胞数总数55使用 413 9'的无菌注射

器从对虾腹部血窦中抽取血淋巴"用 43N的福尔

马林将血淋巴固定#血淋巴D固定液 C4D4$"混匀

后使用血球计数板计数'

血清总蛋白含量和血蓝蛋白含量55血清

总蛋白含量参考汪家政等
(4/)

使用的考马斯亮蓝

法求 得' 血 蓝 蛋 白 含 量 的 测 定 参 %;D<2CA/=

等
(49)

的方法"并稍作改进' 取血清样品 433

!

'"加入 133

!

'68*缓冲液"在波长 //9 =9下

测定 光 密 度 值" 血 蓝 蛋 白 浓 度 # 9>59'$ !

M

//9 =9

C21/3 @"4

//9

'

溶菌酶活力测定55溶菌酶活力使用南京建

成生物工程研究所研发的溶菌酶检测试剂盒中的

空白对照法测定'

血清酚氧化酶活力测定55血清酚氧化酶

活力采用改进的 &AK;I:

(47)

和雷质文等
(40)

的方

法' 以 '7多巴为底物"在 10 孔酶标板进行' 10

酶标板中的小孔内依次加血清 43

!

'"314 9/05

'磷酸钾缓冲液 # 3+C019 $ 233

!

'和 3134

9/05''7多巴 43

!

'"将酶标板放入酶标仪中震

荡 9 次"在 913 =9波长下每 2 分钟测一次吸光

值' 按每分钟增加 31334 为一个酶活力单位

计算'

血清超氧化物歧化酶活力测定55血清超氧

化物歧化酶活力使用南京建成生物工程研究所的

*"4试剂盒测定'

血清过氧化物酶相对活力测定55血清过氧

化物酶#6"4$相对活力 O

6"4

的测定采用改进的

史成银等
(48)

的方法在 10 孔酶标板中进行' 酶标

板的小孔中依次加 23

!

'血清和 4:3

!

'显色缓

冲液#81/ > 柠檬酸和 441:0 > 二水磷酸氢二钠用

99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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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菌水稀释至 4 '$"在酶标仪中于 913 =9波长

下测定吸光值 O

4

' 再向酶标板小孔中加 23

!

'

显色液#9 9> 邻苯二胺"9

!

'/3N过氧化氢"43

!

'显色缓冲液$"置于酶标仪中摇匀后"避光显

色 47 9;="于 913 =9波长下测吸光值 O

2

' 血清

中 O

6"4

以 O

2

6O

4

计算'

对虾健康指标总得分与其抗 Y**.能力的

关系55将对虾特定生长率&存活率及其免疫指

标均作为其健康指标"规定当某个健康指标存在

显著性差异时#!=3137$"该指标相对较高者得 4

分"相对较低者为得 3' 当该指标不存在显著性

差异#!>3137$时均得 3 分' 最后分析健康指标

总得分与对虾感染 Y**.后 433N致死时间的

关系'

!"K#数据处理

使用 *6**4713 软件对实验数据进行 D检

验' 以 !>3137 为不存在显著性差异%!=3137

为存在显著性差异%!=3134 为差异极显著'

25结果

9"!#特定生长率与成活率

对 *(组中国明对虾分别投喂钩虾与人工配

合饲料"前者的特定生长率稍低于后者"L(组中

国明对虾表现出相反的结果%对 *L组日本囊对

虾分别投喂钩虾和人工配合饲料"前者的特定生

长率高于后者并达到了显著性差异 #!=3137$

#图 4$' *(组及 L(组的中国明对虾分别摄食

钩虾和人工配合饲料"其存活率之间差异不大%

*L组中日本囊对虾摄食钩虾的存活率要比摄食

人工配合饲料高#图 2$'

图 !#中国明对虾和日本囊对虾的特定生长率

"

代表存在显著性差异' 下同'

?/5"!#$'(12(6/./65,->7',%7(-.?8$20-*-+0+%)4

A8G&,4-0$(+,(12(67/8(03

"

C23C2A2=HAHK2C2;A:A;>=;B;D:=HI;BB2C2=D21RK2A:92M20/V1

图 9#中国明对虾和日本囊对虾的存活率

?/5"9#$'(1*,8/8%0,%7(-.?8$20-*-+0+%)4

A8G&,4-0$(+,(12(67/8(03

9"9#对虾血细胞总数

*(组的中国明对虾和 *L 组的日本囊对虾

分别摄食钩虾和人工配合饲料"其血清中的血细

胞总数差异较大且达到了显著性差异 # !=

3137$"对 L(组的中国明对虾分别投喂钩虾与人

工配合饲料"其血清中血细胞总数差异不大#!>

3137$#图 /$'

图 B#中国明对虾和日本囊对虾血清中血细胞数目

?/5"B#$'()*+&(,-.&0--46(001-.?8$20-*-+0+%)4

A8G&,4-0$(+,(12(67/8(03

9"B#血清总蛋白与血蓝蛋白含量

*(组&L(组及 *L组中的对虾分别摄食钩

虾与对虾人工配合饲料"其血清总蛋白均达到了

显著性差异 #!=3137$%*(组的中国明对虾与

*L组的日本囊对虾分别摄食钩虾与人工配合饲

料"其血清中血蓝蛋白含量差异较大且达到了显

著性差异#!=3137$"L(组中血蓝蛋白不存在显

著性差异#!>3137$#图 9$'

9"D#溶菌酶活力

中国明对虾和日本囊对虾分别摄食钩虾和人

工配合饲料"其血清溶菌酶活性"由图 7 可以看出

*(组与 L(组的中国明对虾在溶菌酶活性上不

存在显著性差异#!>3137$"*L组的日本囊对虾

在溶菌酶活性上存在显著性差异#!=3137$'

79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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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D#中国明对虾和日本囊对虾血清总含量和血蓝蛋白含量

?/5"D#$'(7-7%02,-7(/)%)4'(+-63%)/)-.&0--4-.?8$20-*-+0+%)4A8G&,4-0$(+,(12(67/8(03

图 K#中国明对虾和日本囊对虾血清中溶菌酶活力

?/5"K#G67/8/7/(1-.T<a-.?8$20-*-+0+%)4

A8G&,4-0$(+,(12(67/8(03

9"K#血清酚氧化酶活力

*(组的中国明对虾在酚氧化酶活性上不存

在显著性差异#!>3137$%L(组的中明对虾在酚

氧化酶活性上存在显著性差异#!=3137$%*L组

的日本囊对虾在酚氧化酶活性上差异极显著

#!=3134$#图 0$' *(组不存在显著性差异可能

由于中国明对虾幼虾捕食钩虾能力有限所致'

图 V#中国明对虾和日本囊对虾血清酚氧化酶活力

""

代表存在极显著性差异' 下同'

?/5"V#G67/8/7/(1-.X_/)?8$20-*-+0+%)4

A8G&,4-0$(+,(12(67/8(03

""

C23C2A2=HAHK2C2;A2JHC2920@ A;>=;B;D:=HI;BB2C2=D21RK2A:92

M20/V1

9"V#血清超氧化物歧化酶活力

*(组的中国明对虾与 *L 组的日本囊对虾

在超氧化物歧化酶活性上存在显著性差异 #!=

3137$%L(组的中国明对虾在超氧化物歧化酶活

性上不存在显著性差异#!>3137$#图 8$'

图L#中国明对虾和日本囊对虾血清超氧化物歧化酶活力

?/5"L#G67/8/7/(1-.<_=-.?8$20-*-+0+%)4

A8G&,4-0$(+,(12(67/8(03

9"L#血清过氧化物酶相对活力

*(组中国明对虾在过氧化物酶相对活力上

存在极显著性差异#!=3134$%L(组中国明对虾

在过氧化物酶相对活力上不存在显著性差异

#!>3137$%*L组日本囊对虾在过氧化物酶相对

活力上存在显著性差异#!=3137$#图 :$'

图 M#中国明对虾和日本囊对虾血清过氧化物酶相对活力

?/5"M#G67/8/7/(1-.E

X_=

/)?8$20-*-+0+%)4

A8G&,4-0$(+,(12(67/8(03

09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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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M#对虾感染 U<<C的累积死亡率

第
$

组中国明对虾在 /0 K 433N致死"第
%

组中国明对虾在 29 K 时 433N致死%第
&

&

(

组中

国明对虾在整个实验过程的累积死亡率的变化趋

势比较一致"433N致死时间均为 09 K%第
*

组的

日本囊对虾的 433N致死为 08 K"而第
)

组的日

本囊对虾在 29 K 时即 433N致死' 由此可以说明

钩虾与人工配合饲料相比可以提高中国明对虾和

日本囊对虾的幼虾抗 Y**.能力"尤其是日本囊

对虾的幼虾#图 1$' 钩虾对中国明对虾幼虾阶段

的作用要大于中期阶段'

9"\#中国明对虾和日本囊对虾健康指标总得分

与其抗 U<<C能力之间的关系

表 4 显示中国明对虾和日本囊对虾的健康指

标总得分与其感染 Y**.后 433N致死时间"由

表4中的数据可以看出第
$

组&

%

组&

*

组&

)

组

的健康指标总得分排序为
*

>

$

>

%

>

)

"433N

致死时间排序为
*

>

$

>

%

C

)

%第
&

&

(

组健康

指标总得分接近"433N致死时间相同' 由图 43

可以看出健康指标总得分与感染 Y**.433N致

死时间之间存在一定的线性关系#=

2

C3119: 1$'

图 \#中国明对虾和日本囊对虾感染

U<<C累积死亡率

?/5"\#$'(2(,6()7%5(-.4(%7'-.?8$20-*-+0+%)4

A8G&,4-0$(+>'/6'>(,(/).(67(4&3 U<<C

表 !#中国明对虾和日本囊对虾的免疫指标与其抗 U<<C能力之间的关系

$%&"!#$'(,(0%7/-)1'/2-.'(%07'3 /)4(; %)4,(1/17%)6(7- U<<C.-,?8$20-*-+0+%)4A8G&,4-0$(+

指标

;H29

*(

$ %

L(

& (

*L

* )

特定生长率 *E$ 3 3 3 3 4 3

存活率 AGCO;O:0C:H2 3 3 3 3 3 3

总蛋白 H/H:03C/H2;= 4 3 4 3 4 3

血细胞 M0//I D200A 4 3 3 3 4 3

血蓝蛋白 K29/D@:=;= 4 3 3 3 4 3

溶菌酶 '*Z 3 3 3 3 4 3

酚氧化酶 6" 3 3 4 3 4 3

超氧化物歧化酶 *"4 3 4 3 3 4 3

过氧化物酶相对活力 &

6"4

4 3 3 3 4 3

合计 H/H:0 9 4 2 3 : 3

对虾 433N致死时间5K HK2H;92B/C433N I2:HK /0 29 09 09 08 29

图 !J#健康指标得分与 !JJ[致死

时间回归曲线

?/5"!J#A(5,(11/-)6*,8(&(7>(()'(%07'3 /)4(; %)4

!JJ[ 0(7'%07/+(

/5讨论

*(组中钩虾组的特定生长率低于饲料组"

L(组中钩虾组的特定生长率高于饲料组' 推测

其原因可能在于中国明对虾幼虾捕食钩虾的能力

相对较低' 故使用钩虾作为中国明对虾天然饵料

时应注意对虾在幼虾阶段能否捕食到足够的钩

虾"必要时应投喂少量人工配合饲料' *L 组钩

虾组特定生长率高于饲料组说明日本囊对虾幼虾

具有良好捕食钩虾的能力' 总体来说钩虾作为一

种天然饵料可以促进对虾的生长"尤其是日本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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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虾' 与董世瑞等
(4:)

&胡贤德等
(41)

和王平等
(23)

认为天然动物性饵料比人工配合饲料更能促进对

虾的生长的结果相一致'

*(组&L(组及 *L组中的对虾分别摄食钩

虾和人工配合饲料后"对虾在血细胞总数&血蓝蛋

白含量和过氧化物酶相对活力这些指标上均表现

出相同的变化趋势即 *(组和 L(组在这些指标

上存在显著性差异#!=3137$"L(组在这些指标

上不存在显著性差异#!>3137$' 此外"钩虾还

可以显著提高中国明对虾和日本囊对虾血清总蛋

白含量' 这说明钩虾与人工配合饲料相比可以显

著提高中国明对虾和日本囊对虾幼虾的免疫力"

这一结果与林少琴等
(24)

以蚯蚓投喂小鼠和王娓

等
(22)

以蝇蛆投喂对虾均可以提高生物体的免疫

机能相似' *(组的中国明对虾在所测的 8 个免

疫指标中有 7 个指标表现出显著性差异 #!=

3137$%L(组的中国明对虾有 2 个指标表现出显

著性差异#!=3137$%*L组中日本囊对虾在 8 个

指标上全部表现出显著性差异#!=3137$' 这也

充分说明钩虾与人工配合饲料相比可以显著提高

日本囊对虾的免疫力"其次是小规格的中国明对

虾"对中等规格的中国明对虾影响较小' 根据日

本囊对虾钩虾组与饲料组在生长与抗病指标上产

生显著差异可能由于饵料营养的不同造成对虾体

质的差异
(2/)

'

由图 43 可以看出对虾感染 Y**.后 433N

致死时间与其健康指标总得分之间存在良好线性

关系#=

2

C3119: 1$' 分析 433N致死时间可得摄

食钩虾的日本囊对虾 >摄食钩虾的中国明对虾 >

摄食饲料的中国明对虾 C摄食饲料的日本囊对

虾"故表现为中国明对虾和日本囊对虾摄食钩虾

有助于提高自身抗病力' 王娓等
(22)

认为蝇幼在

提高对虾抗杆状病毒感染过程中发挥的重要作

用"此外董世瑞等
(4:)

和胡贤德等
(41)

发现不同饵

料组中的对虾感染 Y**.后的成活率表现出显

著性差异这些结论均与本研究结果相似'

目前在水产养殖过程中常被用作对虾天然饵

料的有蚯蚓&沙蚕和卤虫等' 刘石林等
(7 60)

使用

蚯蚓和沙蚕饲养中国明对虾发现蚯蚓和沙蚕均可

以提高中国明对虾的生长率' 单独投喂蚯蚓对虾

成活率不受影响"血细胞数目&抗菌酶活力及酚氧

化酶活力均得到显著提高%单独投喂沙蚕对虾成

活率下降并且上述各项免疫指标不存在显著性差

异' 故刘石林等
(7)

认为蚯蚓比沙蚕更适合做中

国明对虾的天然饵料' 王彩理等
(29)

研究卤虫对

中国明对虾生长的影响时指出卤虫可以提高对虾

的生长率但其易受环境&气候的影响不易在水体

中稳定存在"难以满足鱼虾育苗的需要' 本研究

将钩虾作为中国明对虾和日本囊对虾的天然饵

料"发现钩虾不仅可以提高对虾的生长&免疫指标

和抗病力而且钩虾适应性比较强"在养殖池中繁

殖速度快"能够形成对虾稳定的天然饵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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