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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工控制培育绩蛙幼苗研究
’

林笔水 韦信敏 钟指挥

(国家海洋局第三海洋研究所
,

厦门)

提 要 本文探索采用溢蟋幼体实验生态研究的成果
,

控制绕蜓幼体各发育阶段较佳生

态条件
,

进行人工控制培育幼苗研究
,

取得了较好的效果
。

单位出苗量为5
.

肠万粒了万
,

至 2 1
.

璐

万粒 ..’“
含 ,

每公顷产最达 8 00 。千克至 2 00 00 千克
。

这比自然海区正常年景蜓苗产量提高 10 一2。

多倍
,

从而显示出工 厂化人工育苗的可行性和发展前景
。

文中也提及在人工控制培育幼 苗 中

巫待解决的若干问题
。

这些为隘蛙人工控制培育幼苗进一步深入研究提供有益的参考
。

主题词 组蛙
,

幼休
,

人工育苗

溢蛙 习俪、
。

哪玩 。
、淤枷

a (La 。
。

耐) 在福建省的贝类养殖业中产量居首位
。

长

期以来蛙苗主要依靠天然苗
,

然而天然苗种产量丰歉不定
,

以致溢蛙养殖业的发展受到

很大限制
。

为了改变这种被动局面
,

开展溢蛙人工控制育苗是势在必行的
。

溢蛙人工育苗在国外尚未见报道
,

国 内已有些研究
:
龙海县水产局等 c, “、 张云飞

‘幻
、

陈文龙等闭
。

他们着重于溢蛙人工催产
、

土池人工育苗和循环水池人工育苗等
,

为溢蛙人

工控制育苗提供了可贵的参考资料
。

但在人工育苗中
,

如何根据幼体各阶段所需较佳生

态条件
,

把整个育苗过程置于人工控制条件下进行
,

从而提高育萝的效果
。

开展人工控制

育苗
,

还有赖于对绕蛙幼体各发育阶段生态条件的研究
。

何进金等
汇‘ , ‘〕(,) 许章程等

(助曾对

级蛙浮游幼虫和稚贝的食性和食料
、

底质
、

光照和幼体密 度等方面进行研究
,

林笔 水

等比
了

](’ ,对不同亲贝来源衍生后代的浮游幼虫 和稚贝适宜的温 度 和盐度等主要生态因子

进行系统的探索
。

这些为溢蛙人工控制育苗提供了可靠的理论基础
。

材 料 与 方 法

1
,

材料 为了配合垦区人工有苗
,

本试验的亲 贝取自生活于较高盐度(比重 1
甲

。招一t 眼协的福清

和莆田等海域 1一2 龄亲蛙
,

平均壳长 5
.

瓷功
夕

体重7
.

6克
。

亲蛙运来后暂养于室外水池数天
,

然后取出亲

贝
,

用人工催产的方法获得D 形面盘幼虫
。

本文曾提交给巾国水产学会第四次全国会员代表大会暨学术年会(1 98 7 年1 1月5一拍日 )
,

并在学术讨论的

分组会土宣读
、
本文承张云飞先生审阅

,

木所陈水波
、

周莲贞和黄翔玲同志参加部分试验工作
.

谨此致谢
。

(劝 张云飞
,

1 9 8 0
,

隘蟋人工育苗
。

‘2 ) 何进金等
,
1 98 7

口

若干生态因子对溢怪稚贝上长和存活的影响
。

(未刊稿 )

(助 许章程等
,
l卯7

,

缴蛙浮游幼虫生长发有和存活与若干生态因子的关系
。

〔未刊稿 )

(的 林笔水等
,

1朋 7
,

温度和盐度与缴绿幼体生存生长及发育的关系
。

〔未翅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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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 亲贝经人工催产后
,

受精卵在自然海水中(盐度为 28
,

。编左右 )孵化成 D 形面盘幼虫
。

用

幻 号筛绢网拖取幼虫
,

按一定密度投放到各实验容器中
。

浮游幼虫期是置于经砂滤和 消 毒 后
,

盐 度

1哇
.

0偏的培养液中
,

在 24一2 2
.

0 水温中培育到稚贝
,

稚贝置于盐度 胎
.

0偏左右的自然海水中
,

在水温

韶一 14
,

C中培育
,

当稚贝长到一定大小时
,

投进底质
,

然后每隔7se 10 天再加进适是底质
,

一直培育到蟋

苗
。

在培育过程中定期更换新鲜培养液
,

并以叉鞭金藻(D 宕, 时。‘a 硫酬扛. , ‘”成‘)
、

钙质角毛藻(盘伽
-

切‘盯os Ca 而行邵约
、

三角褐指藻 (Ph 阳
。d酬叨

祝仍 公衬阳四时咖)和扁藻(尸众材鲜柳
” aS 翎b伪犷d云f叮饥初 )为

饵
,

定时取样进行测量和观察
,

实验结束时测定其存活率
、

体长和体重
。

为了使育苗试验能顺利进行
,

在

育苗中还进行了不 同培育容器
、

培养液盐度
、

水质处理
、

光照来源和底质投放等方面的试脸
。

结 果

I
,

繁殖习性

(1) 繁位期 组蛙在福建省的主要繁殖季节是在
“

秋分
” 、 “

寒露
” 、 “

霜降
”

和
“

立冬
” 。

不同产地
,

它的产卵盛期也有差异
。

(2) 产卵习性及人工催产 溢蜓性细胞是分批排放的类型
,

一般是在夜间排放
。

人

工催产方法是
,

将亲贝阴千 1一 2 小时
,

然后冷刺激 (1 2a 0 左右 ) 4 至 10 小时
,

再流水(2。。。

m l/ 秒一2 6 0 0 m l/ 秒)5一8 小时
。

亲贝通常在晚上 10 点至翌晨 2 点左右排放精 卵
,

用上

述方法获得的精卵
,

受精率可达 9 2
,

5 %
,

孵化率在 80 % 以上
。

亲贝排放精卵数量
,

视其性

腺的成熟度而定
,

我们曾用 6 千克亲蛙获得 1
.

24 亿只 D 形面盘幼虫
。

(3 ) 胚胎 发育 精子由顶体
、

头部
、

颈部和尾部组成
,

约 70 林
。

卵子呈圆形
,

卵径约

8 5一90 “ ,

精卵受精 10 多分钟出现第一

卜
.

, ‘

忿
.

\ 、

广、奋

心
_

‘
.

5 8
‘

5 工2
甲

4 1 6
.

3 2 0
甲

3 2 4
.

2 2 8 3 32
.

3 4 0
.

0 4 5
.

0

盐度‘翁 ) Sa l主n iry (乳 ,

图 1 组蟋胚胎发育与盐度的关系

1
.

担轮幼虫期 2
甲

接近刀形面盘幼虫期
8

,

D 形面盘幼虫期

n g
,

1 勘坛t切二 be 俪ee n 跳」j成ty an d 七助 娜
-

b即。刀io d概lo p翅。 , It乞f 战” o ” o

恻
份 z“ 乙眯时 : ￡时。

1
,

T r叱h o
Pl

i o r o s七a

舒 2
,

A n 毛。r主o r 毗 a g e o f

D 一v e li卿
r 3

,

D 一

刊11卿
r s ta 卯

极体
,

然后再出现第二极体
,

经 2
、

4
、

8
、

16
、

32 细胞期
,

再经桑堪期
、

囊胚期
、

原

肠期
、

担轮幼虫期和 D 形面盘幼虫期
。

在

水温 2 2吧
,

盐度 26 漏生境中需 20 至 24

小时左右
。

胚胎在不同盐度中发育速度

是有很大差异
。

在盐度 4
.

5荡至 45 编中

发育情祝如图 1所示
。

由图 1表明
:

¹ 胚

胎在盐度 28
,

3汤组别中发育最好
,

在20

小时内
,

胚胎发育到 D 形面盘幼虫期占

8 2
.

4肠
,

还有 13
.

7% 发育到接近 D 形面

盘幼虫期
。

º适宜盐度范围为 20
.

3 至

40
.

。瓜
,

在结束试验时
,

虽然仅有 20 , 一

30 多发育到 D 形面盘幼 虫期
,

但 还 有

60 % 以上发育到接近 D 形面盘幼虫 期
。

À在低于盐度 28
.

3编的组别中
,

随着盐

度的提高
,

其发育速度加快
,

而高于盐度

2 8
.

3瓜的组别中
,

则得到相反的结果
。

洲夕
产

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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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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浮游幼虫培育

D 形面盘幼虫以 5一13 只 / m l 的密度
,

投放到预先经砂滤和 30 W 紫外线灯消毒 过
,

并调配成盐度 14
.

0荡的培养液中
,

前期以又鞭金藻和钙质角毛藻为饵
,

后期加适量扁藻
。

饵料浓度为 2
.

5一 10 万细胞 / m l
,

采用两种换水方式
,

一种是幼虫在 2
.

5 和 13 万毫升的

水体中培育
,

每二天全更换新鲜培养液一次
,

另一种是幼虫在 。
.

5 万
, 、

0
.

8 万
,

和 2 万
.

水

体中堵育
,

每天吸池底残饵和幼体排泄物一次
,

并更换 1邝 至 1邝 水体
。

幼虫在自然光照

或 3 2。。Lu
x 光照条件下

,

水温为 2 4一2 2oc 生境中培育 6 天左右即可变态成稚贝
。

幼虫

的生长情况如图 2
、

3 所示
。

其日平均增长率为 7
.

2拓
,

日增长量为 12
·

7 林/天
,

存活率高

且稳定在 5 7
,

8一8 1
.

2终
,

单位水体能培育出稚贝 2 0 0一400 万粒/ 汀
, ,

高者可达 1 0 3 3 万

粒/万
,

(见表 1)
。

为了提高培育效果
,

进行了如下试验
。

�
咨瓷
u。工�o。"

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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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
, .

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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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
户茸 开人队 、人 , 峪山Lu传 U 刀l e 瞬a y)

『

图 2 隘蜓浮游幼虫生长曲线和 日增长里 图 石 隘蛙幼虫
、

稚贝和怪苗日增长率

1
.

壳长 2. 壳高 8 旧增长量 a
.

幼虫 b
.

稚贝
。

.

蟋苗

及9
.

Z G 功研嘴h c u 工v e a n d 山以y 还侧, F褚
.

3 D 吐ly in cr饱s m g rat
。吐 tho 认rv ae

, 。体t,

. 喊 七he la r v ae or s云”

哪
。哪呱“ e o 牲吕云对c云“ a n d 能ed li乙g 已武 从” o 怜。”韶呱a co 哪吕古r i哪 a

1
.

5助11 Ie n g th 2
.

S h e卫 五‘ g ht a
.

工迫 r y助 b
.

匆
。七, 。

甲

S理d li n g s

3
.

D 吕
沂 i n o re a s e

(l ) 不同容器的培育效果 缴蟋幼虫在玻璃圆缸 (底径 x 高度 为 3 0 x 5 0 皿 盛 2
.

5

万 m l 培养液 )
、

玻璃水族箱 (长度 x 宽度 x 高度为 1 07 x 弱 x 30 二 盛 1 3 万 m l 培养液》

和水池 (盛 。
.

S M
, 、 0

.

82 叮
,

和 2 形
协
的培养液 ) 培育

。

结果如表 1 所示
,

幼虫在三种不

同容器中培育
,

都能获得较好效果
,

幼虫存活率在 5 7
.

8 至 9 1
.

2形之间
,

变态成稚贝的变

态率都在 6 1
.

1另以上
,

高者可达 98 终
,

用水族箱等小容器虽然单位水体可 获 得 10 3 3 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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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 a b le

表 1 级蛙幼虫在不同容器培养的存活率和变态率

s u r v lv 叭 包地d 口et am 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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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 ar 认g 纽 切 e d lff . r . ”t 丫

喇
e玩 (19 肠

.

1 0)

容容 器器 水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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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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粒 /万
3 ,

但每二天要全部更换一次新鲜培养液
,

而且容器小给操作带来不便
。

用水池 培

育
,

也可获得 2 56 万粒稚贝 /万
,

至 4 75 万粒稚贝 /万
‘ ,

换水和操作简单方便
,

所以溢蛙幼

虫培育采用水池比较合适
。

(2) E D T A 有效 浓度试验 溢蛙浮游幼虫期最适盐度为 12
,

4编左右山 (. ’,

因而需用

淡水来调配
,

由于我们 的试验场地难于取到井水做为淡水源
,

只好采用 自来水
,

而 自来水

管是镀锌管
,

所以 自来水中含有一定量的锌离子
,

它对幼虫生长发育会产生巨大影响
。

实

验结果表明
,

自来水不经 乙二胺四乙酸二钠 (简称 E D T A )处理
,

幼虫壳缘凹凸不平
,

引起

严重畸形
,

而且幼虫未能存活到变态
。

若加进 0
.

1 至 3 p p m 浓度的 E D T A 时
,

其存活和

变态率如表 2 。

由表 2 看到
:
¹ 培养液含有 2 PPm 浓度 E D T A时

,

其幼虫存活率 (稚
.

3% )

和变态率 (45
,

。拓 )都最高
。

º浓度低于 Z p pm 时
,

幼虫存活率和变态率随着浓度的升高

而提高
,

若浓度高于 2 ppm 时
,

其存活率和变态率反而下降
。

» 幼虫在 。
·

lpp m 浓度 中

培育
,

它的存活率仅 27
.

0那
,

结束实验时也未能发育到变态
,

而且出现部份畸形
。

由上述

结果不难看到
, E D T 交、有效浓度应是 。

.

5 至 3 p Pm
,

最佳浓度应为 1一2 p pm
。

( 3) 不同盐度的培育效果 由试验结果获得
,

幼虫在培养液盐度为 14
.

。漏中的存 活

率皆在 80 % 以上
,

而在盐度为 26
.

0筋中的存活率均低于 46
.

8拓
,

有的仅 3
.

6 % ,

在另一些

试验中
,

幼虫时常未到变态就全死亡
,

可见幼虫在盐度 26
.

0荡生境中培育的存活率极不

稳定
。

这个结果与在 400 m l 玻璃烧杯中试验的结果相一致
。

(4 ) 组怪 幼虫在不同 光照来源下 的存活率 试验结果表明
,

幼虫不管是在自然光照

下或在 32。。L u 二 日光灯的光照下
,

存活率均在 80 % 以上
,

差别不大
。

( 4 ) 见 卫2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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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E D T A 不同浓度与级妊浮游幼虫存活和变态的关系(1 98 5
.

1 1)

T a U e 2 E f众沁t s of E D T A e
on

e e r n tra tfo n o n tn e

sur
v lva l au d m eta m o r p h“七

r at右 o f s 理”o 耳。”‘‘琳。 e o加tr “艺口 la va re (19肠
,

11 )

组组另明明 培 养 液液 E D T五浓度度 存活率(万 ))) 变态率(另 ))) 备 注注

GGG 加n ppp C u l毖u re so ] U 七io nnn E D T 人 e o n 加
r n ---

S U r V 汇V a l 了扭t eee 飞丁n 十只 n 、n 了 T .石n , i闷闷 R e刃n a r kkk

七七七七邓云10 。 (pp m ))) (万))))))))))))))))))))))))))))))) 〔b lu ln nnn、、、、、、掬 (男)))))

IIIII 梅水 + 自来水水 0
.

111 2 7
.

000 OOO 部分畸形
---

氏氏氏a w时肛 + T 舀p w a t心上上上上上 P伪 r七山fo rm it yyy

22222 海水 + 自来水水 0
.

555 阳
.

777 25
.

000 发育正常常

SSSSS oa w a切
r + T叩下切 亡。rrrrrrrrr N o r n l合l 山帕ID P---

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飞e n 亡亡

88888 海水 + 自来水水 1
.

000 85
.

888 3 5
.

33333

SSSSSe a w 昌七e r + T 冲砒tB rrrrrrrrrrr

44444 海水 十 自来水水 2
。

000 84
.

555 4石
.

(}}}}}

决决决昌w 合七。r + r 印w 盆七。rrrrrrrrrrr

55555 海水 十 自来水水 8
.

000 7 2
,

000 16
。

00000

SSSSSe a

wa te r 十T aP w a t。上上上上上上

66666 海水 + 井水水 000 6 6
.

000 12
.

石石石

SSSSS oa 切协切r + F功
sh w a七。rrrrrrrrrrr

77777

}
一 海产

十

吵水
』』

000 000 DDD 严重畸形形

lllll
~

a

~
+ 诬习卫w a ; e rrrrrrrrr

黝
士lo u s

由fo r 刀〕i...

七七七七七七七yyy

注
:
培养液盐度 14

.

0瓜
,

水温以一 2 2℃
。

每杯荞边仪力只幼虫
。

N o 七e : T 加 邸血 i乙y o f 七切 e u ]心u 拍 即iu 亡io n i日 1 4
甲

o肠
,

出加 右e m Pe拙t 口r e 15 豁一2 2 ℃ 翻 d 山n 瓦之y 之,

」。。, 坛r v ae p o r
醉as 孰

3
.

推贝和蛙苗培育

稚贝的培养液
,

由原先要经砂滤和消毒后配成盐度 14
,

0荡
,

以 7一10 天左右时间逐

步过渡到不经砂滤和消毒的 自然海水
,

但 自然海水需经 24 小时澄清再经 25 号筛绢过滤
,

盐度约为 28
.

0汤
。

当稚贝壳长长至 394
.

4
、

435 和 8 5 2
.

9 卜 时
,

分别加进事先处理过 的底

质
,

以后每隔 7一 10 天添加适量底质
。

换水方式是
,

在底质未加进时
,

每二天吸取池底稚

贝和它的排泄物及残饵
,

经一定规格 (1。。一2 00 目/ 时)筛绢过滤
,

除去残饵和排泄物
,

稚

贝放回原池
。

每次更换 1/3 至 1 / 5 的水量
。

当底质加进后
,

每二天更换 1/ 2 至 1/ 3 培养

液一次
。

投 以单细胞藻为饵 (以扁藻为主
,

叉鞭金藻
、

钙质角毛藻和三角褐指藻为辅 )饵料

浓度为 1一2 万细胞/ m l
,

有时高达 6
.

2 万细胞/功l
,

在培育过程中昼夜充气
。

前期每天 以

3 2。。Lu
x 日光灯照 10 小时左右

,

后期改用自然光照
。

培育水温为 2 2一1 4o C
,

溶解氧含量

在 4
.

02 以上
,
PH 值为 8

.

0 至 8
.

n
,

氨氮含量在 O
·

s m g / L一
一
o

.

25 m g / L 之间
。

经 60 天
、

7 3 天和 81 天培育
,

结果如图 3 和表 3 所示
,

由表 3 看到
:
¹ 稚贝培育密度为 8

.

0 、 11
.

7 和

24
.

5 万粒 /万
,
都可正常存活

。

º稚贝壳长长至 3洲
.

4
、

435 和 8 5 2 · 9 “ 时投放底质
,

其存

活率可达 60 那以上
。

» 稚贝和蛙苗生长速度与放养密度成反比
,

密度为 8
.

。万粒/ 万
.

时

平均日增长量为 10 3
·

3叮天 ,密度为 24
.

5 万粒/万
,

时平均日增长量仅 66
·

7 lL/ 天
。

¼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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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控制育苗的结果
,

按抽样测定计算
,

产量达 7 0。。一1 0 200 k g /公顷
,

产壳长 7 t n上a 以上蛙

苗 5 4 6 0 0一 7 3 4。。万粒/公顷
,

壳长 4
·

38 ~ 蛙苗 2 10 6 0 0 万粒 /公顷 ; 若按实际收获量计

算
,

产量可达 8 0 0 0一2 0 0 0 0 k g /公顷
。

表 3 溢怪稚贝和怪苗培育结果 (19 8 6
.

n
.

4一1盼7
.

1
.

24
.

)

T a b lo 3 R . s吐ts o f
rea

r玩9 o f & . 0 0 ”口‘。 10 e o o s加似“ s
声七

5
an d s e e d lin g 。

(扮86
.

1 1
,

组一19 87
,

1
.

2 4)

组组 别 Qrou
PPP lll 222 555

水水 池(In
盆
) W at e r

和n d

~
(m

泣
))) 0

.

以沁 555 0
.

的加加 0
一

8 16 000

密密 度(万粒 / m
:
) D 的咐y (只 i护p 。。加

.

))) 1 1
。

777 8
。

000 24
一

555

培培养时间(天 ) 丑努了血9 t llne (d肠泞))) 8 111 7 888 由由

添添加底质时稚贝大小 (U ))) 壳长长 壳长长 壳长长

LLLe
n g七h o主sP 肠七日by

a d 已匕g 日u b s七r a七 (卜恤))) 8石2
,

999 3 9 4
.

444 4弱
.

000

取取样测定定 平均壳长(功边))) 7
.

0 111 7
。

汉汉 4
.

8888

SSS a m Pli n g de t o r m 卜卜 Mo a乃 ‘朋d lin g ]en p h (扣土逸 )))))))))

nnn a t I0 nnnnnnnnnnnnnnnnnnnnnnnnnnnnnnnnnnnnnnnnnnnnnnnnnnnnnnnnnnnnnnnnnnnnnnnnnnnnnnn

单单单位重最 (k g /心))) 1
.

能OOO 1
.

叨OOO 0
.

7 0 000

UUUUU 川t
秘 ig h t(k g /In, )))))))))

存存存活率(万 ))) 能
.

777 朋
.

000 防
.

999

sssssu 斤Iv a l ra 七。 〔万 )))))))))

单单单位蛙苗数 (万位/皿
.
))) 7

.

肚肚 6
。

4 666 2 1
.

叨叨

UUUUU 及主击n

田b o r o f se e d五力朗 ( x i 少p 。。/功
盈
)))))))))

折折折合产盈盈 经苗粒数 (万粒/ 公顷 ))) 沼40000 砚已1〕〕 2 1臼义K)))

CCCCC o 直v er t lonnn 双 u m b e r ( x 1 0 ‘P。日/恤)))))))))

蛙蛙蛙蛙苗重且 (鲍/ 公顷))) 1叩oooo 丈02 阅阅 7侧;心心

刃刃刃刃甲旧i沙 t (k盯恤 )))))))))

实实实实实实实实实实实实收重巨(k g /坦
1
))) 222 1. 8888 0

一

888

实实 收 量量 W e工沙 t (k g / m
.
)))))))))

ooo u 毖Pu 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
折折折合产盈 (k g /公顷))) 2侧X 幻幻 1 8 8 〕))) 8以) )))

CCCCCo n vo n i叻 (k g /恤)))))))))

平平均日增长盈 (卜/ 夭))) 8 e
.

444 丁05
.

555 6 6
.

777

MMM
e

an 面n 了血 c拍a泌 (协/ d a了)))))))))

讨 论

1
.

人工育苗与实验生态研究的关系 实验生态研究通常是在小水体中进行
,

其结果

是否能在较大水体中推广应用
,

如何把实验生态研究成果与育苗生产实践相结合
,

这是开

展人工控制育苗急待解决的间题
。

本研究旨在寻找一套行之有效
,

即能把整个育苗过程

完全置于人工控制之下
,

又能达到高产稳产
,

做到有计划地培育苗种
,

以满足生产上的需

要
,

从而促进继蜓养殖业的发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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级怪人工控制育苗工艺流程简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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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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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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浮游幼虫培育

L即四留 r e a r in g

水温25
O
c左右

稚贝和妊苗培育
1 8孙加 a n d 水泊dlin g : r ea r l且g

高 盐

H ig h 级lin 计y

人人工饵料料

八八r tif玩认1 foo dd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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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FF 以泪』r g a n」匀叮叮

海 区 养 殖

Cul 饭刀拍 。几 t细 吕当压

实验生态研究结果表明
,

幼虫期的存活
、

生长和发育与培育水温有着密切关系
,

在最

适温度下
,

可获较高的变态率和存活率
,

而且生长速度快
,

大大缩短其浮游期
,

而幼虫的最

适温度是受其所处环境的盐度所制约〔以幻 。

在开展缀蛙育苗时
,

自然水温保持在 2 4’C左

右
,

若培育水采用 自然海水(盐度为 26 一 2 8荡)
,

实验结果表明
,

它的存活率不但低
,

而且

也极不稳定
。

若是降低培育水的盐度至14 汤
,
就可大大提高其存活率

,

并能稳定在盯
.

8一
81

.

2拓之间(见表 1》
。

降低培育水的盐度
,

在实验生态研究时采用井永为淡水源
,

由于试

验场缺乏井水
,

故采用 自来水做为淡水源
,

为了克服自来水中锌离子对幼虫存活
、

生长和

发育产生严重影响
,

我们进行了添加 E D T A 有效浓度试验
。

由表 2 的结果表明
,

自来水

需添加 。
.

spP叮 以上浓度的 E D T A 后才可以做为淡水源
,

从而解决淡水源不足的问题
。

叮4 ) 见 么妞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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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虫期是它生活史中最娇弱的阶段
,

在育苗中
,

我们采用实验生态研究处理培育水的

方法
,

采取以防为主的措施
,

培育水不仅要砂滤而且还需经紫外线消毒
,

为幼虫能健康生

长发育创造了良好环境
。

在育苗中我们还选用较佳盐度
、

温度
、

饵料品种和浓度
、

适宜 的

光照强度和时间等最佳或较佳生态条件
,

在 0
.

5 至 2 万
,

水体中
,

单位水体育出 2 00 一凌。

万粒稚贝 /卫
昌。

幼虫变态成稚贝后
,

由于它的器宫构造逐步完善
,

对周 围环境的适应力和抵抗疾病的

能力逐渐增强
,

它的最适温度比浮游幼虫期来得低 [., 坎
‘, 。

当我们把幼虫培育到稚贝时
,

那时的 自然水温也已下降到 2 2一 1 4℃
,

在此温度范围
,

稚贝在自然海水中 (盐度为 2 6一

邹荡 ) 能正常地生长发育
,

而且存活率也很高
。

因而我们把培养液从原米盐度 H 荡逐步

过渡到仅用 2 5 0 目筛绢过滤 已澄清 24 小时的自然海水 (盐度为 2 8
.

0荡左右
,

不经紫外 线

消毒 )
。

我们采用严格控制培育条件育苗
,

得到表 3 的结果
,

从表 3 看到
,

稚贝放养密度为

8一 2 4
.

5 万粒 /形
.

分别培育 73 天
、

81 天和 60 天
,

经取样测定
,

单位面积出苗量为 5
.

奶万

粒 /M
. ,
了

.

34 万粒 /万
,

和 21
.

0 6 万粒 /M
“ ,

存活率分别为68
.

0终
、
6 2

.

7那和 85
.

9 %
。

每公顷

产量达 7 0 0 0 千克和 1 0 2 00 千克
。

若按实际收获量计算
,

每公顷产量可达 8 0 0 0 千克
、

1 8 8 0 0

千克和 2 0 000 千克
。

这比自然海区平均亩产 100 斤 t吕」 (7 5 0 k g / 公顷 )高出 10 一20 多 倍
,

也比 自然海区历史最高产量 2 2 5 0 k g /公顷高出 2一7 倍左右
。

从而显示出人工 控制育苗

的可行性和发展前景
。

从本试验结果再次验证了实验生态研究结果的可靠性
。

同时也说

明了实验生态研究与人工育苗的有机联系
,

人工育苗必须在实验生态研 究结 果 的指导

表 4 缴蛙稚贝在无底质生境中试验结果 (19舱
.

n
,

4一12
,

24 )

T a b le 4 E 又碑 r

加
e毗 al r e‘u l七5 o f s认on 的

“c “又“ c o 九s汀￡〔才。 sPa 协姗
r纽g

恤 n o n o u b扰r自t 还恤b it at io 。 (1 98 6
甲

11
.

连一1 2
.

2 4 )

容容器底面积积

VVV e 决犯 l人 r e aaa

(((
c ID . )))

水水 池池池

下下V a to rrr 8 6 1
.

000 77
。

111

111刀 n ddddddd

8887 9888 6 4
.

555

培养天数(天)

R e a r hi g T l川。

(血了)

稚贝和怪苗平均壳

长
x
壳高(梦)

Me a n S ae 山1。卿

工心 n g伍 (P )

备 注

卫凌1 。月江k o 〕1 一; rn n t

6 80 火盛5 1

无充气

筑Ot 舀e 了吕抚 d

7 5 2 x 拟S

无充气

N o t a e
拙七

e d

仪越石x Z朔0

有充气
,

因水温升至邪℃

以上引起死亡 如
r 二t仑d

,

刀e舀d oc 皿
r o d a 毛 m o 了8

th a卫 2 5 ℃
.

试验前稚贝为 2 工,
.

3 冰 1 7 ,
.

3 卜
。

I月工, g t h 劫d 恤论址 吐 印吕七。 加趾。
.

3 x 1 79
,

3 认 w he n t址 : 。工p o ri功习及t , aa 加咨功
,

(4 ) 见四3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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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进行
,

并在育苗过程中不断地提出新课题
,

扩大和加深实验生态研究的内容
。

两者互相

促进
,

使育苗工作能得到预期的结果
。

2
.

几个值得深入探索的间题 ¹ 人工饵料
:

要搞人工控制育苗
,

需要大量的饵料
,

如

果单纯依靠单细胞藻类
,

势必给育苗工作带来困难
,

而且还可能增加育苗成本
,

因而探索

人工饵料来代替生物饵料是急需解决的课题
。

º无底质的培育方式
:
现在培育蛙苗都采

用传统式有底质的培育方式
,

这给培养带来许多困难
,

而且也未能充分利用水体
,

能否不

用底质来培育蛙苗
,

我们曾做过初步尝试
,

其结果如表 4 。

从表 4 看到
,

放养密度为 77
.

1

粒 /姗
,

时
,

在无充气条件下可培育 14 天
,

长到平均壳长 x 壳高为 580 只 431芦时死亡
,

而

密度 64
.

5 粒 /e m ,
无充气条件下

,

存活 15 夭
,

平均壳长 火壳高为 7 52 冰 5 13 协
。

若是在 13
.

3

粒 /c m ,

密度下加 以充气
,

培育 34 天
,

平均壳长 x 壳高为 5 0 45 x 243。卜,

因水温失控升至

25
·

c 以上引起蛙苗死亡
。

试验虽然未获成功
,

但从实验结果来看
,

不加底质培育蛙苗是有

可能成功的
,

这有待今后进一步探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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