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角突臂尾轮虫的培养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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轮虫是一群小型多细胞动物
。

它是许多水产动物幼体
、

成体和人工育苗时经济动物幼体适 口 的 天然饵

料
。

褶皱臂尾轮虫 (B
ra c 人勿~ 川ic以以站)作为海产动物人工育苗幼体的饵料已有 20 余年「刘 卓等

,

1卿丑
。

淡

水轮虫目前尚无大量培养成功 的种类
。

角突臂尾轮虫(B
.

。

卿“ar 动 体长 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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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宽 85
一 165 卿 仁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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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卵径在 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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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初孵化的鱼苗以及其它动物幼体适 口 的饵料
,

很常见
,

分布广
,

数量较多
,

且

又容易获得
。

我们选用它作为培养对象
,

在于为养殖鱼类开辟新的饵料来源
。

温度和食料是轮虫生长繁殖极

为重要的生态因子【何进金
,
l哭l〕

。

目前
,

轮虫培养多以单细胞藻类为食饵
,

我们用小球藻 、。而陀ua sP
.

) 和

小球藻发醉草浆混合食料(后称混合食料 )进行角突臂尾轮虫培养
,

以开发我国丰富的天然草资源蛋白
。

培养

结果表明
:

在水温 邓℃
,

以 l :l 混合食料的培养效果最好
。

1 材料与方法

1
.

1 材料来源与处理

角突臂尾轮虫采 自上海市水产研究所养鱼池
,

经镜检在解剖镜下用 吸管分离挑选纯种
,

培养作为种源
。

正式培养时男七选孤雌生殖初孵化的行动活泼的雌性幼体
,

用吸管移人盛有 100 而各种培养液的 2印nil 烧杯

内
,

起始浓度为 2 个 / d
,

并将烧杯放人相应水温的周转箱内
,

进行控温培养
,

温差 士 0
.

5℃
。

每组设三个平行

试验
。

小球藻取 自实验室培养种
。

发酵草浆所用旱草采 自本校校园
,

去除根
、

枯枝黄叶
,

洗净
、

打浆
,

滤去渣

质
,

用 自来水配制成一定浓度
,

置于室温内发酵
,

备用
。

制作小球藻密度 (个 / d )与光密度的对应曲线
。

发酵

草浆浓度以光密度表示
。

1
.

2 分组培养

水温 25 ℃组和 28 ℃组各设 8 个试验组
,

其中 5 个组投喂小球藻
,

浓度为 9
.

o x l护
、

7
.

o x l护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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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 x l护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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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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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 l护和 4
.

s x l护个 / 而 ;3 个组投喂混合食料
,

其小球藻浓度为 3
.

5 x l护个 / d
,

发酵草浆液光密度为 0
.

2 10
,

二者的比例为 l : 1
、
1 : 2 和 l :5o

在不同水温
、

食料和食料浓度条件下进行一次性连续培养
。

1
.

3 瞬时增殖率(
r
)

r = Ln (o
。一马 )/ t[形e o 一 M田石n e z 田记 。记劝n 一卯2 ]

式中
,

马 = 起始种群密度
,

乌 二 t 时间种群密度
,

t= 时间
。

2 结 果

2
.

1 投喂小球藻组

由表 l 可见
,

不论水温 25 ℃或 28 ℃
,

均以第四组的效果最佳
,

增殖率为 0
.

肠7 和 0
.

075
。

2
.

2 投 喂混合食料组

由表 2 可见
,

本组以水温 2B ℃和 l :l 的投喂浓度效果最佳
。

与表 l 相比较
,

显而易见
,

混合食料组比小

球藻组具有更好的增殖效果
,

其最佳的增殖率为 0
.

0 8 7
,

小球藻组为 0
.

075
。

这是因为混合食料中除小球藻既

是食料
,

又能进行光合作用产生氧气改善水质外
,

发酵草浆含有丰富的有机物和细菌
,

对适宜于 生活在富营

养水体的角突臂尾轮虫仁黄祥飞
,

1985 〕来说是很有利的
。

表 1

T目bl e l

投喂小球藻料小时后角突臂尾轮虫的增殖率(水温 25 ℃和 28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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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投喂混合食料 24 小时后角突臂尾轮虫的增殖率 (水温 25 ℃和 2 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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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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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连续培养时角突臂尾轮虫的增殖及数量变化

在 汾℃水温和 1 : 1 混合食料组
,

轮虫起始种群为 2

个 / d
,

随着时间的推移
,

个体数逐渐增加
,

至第 6 天达到

高峰
,

种群密度增至 2如 个 / nil
。

此后轮虫数量逐渐下降
,

即便再添加食料
,

种群密度仍迅速下 降(图 l )
。

这时培养

液中出现原生动物
,

并且数量逐 日增加
。

轮虫受到 自身代

谢产物的
“

自家
”

污染
,

又受到原生动物的排挤
,

种群就逐

渐被原生动物所代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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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小结
图 1 角突臂尾轮虫种群的数量变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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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验结果表明
:
以 28 ℃水温

,

混合食料 l : 1 的组合
,

培

养效果最佳
,

角突臂尾轮虫种群密度可高达 Z扣 个 / d
。

轮虫到达高峰后
,

由于残饵和代谢产物等的积累
,

引起水质恶化
,

此时轮虫种群处于极不稳定状态
,

数量

会迅速下降
,

并被其它种群排挤
、

代替
。

可见
,

室内培养与 自然水体中一样
,

轮虫高峰期只 能维持一定时间
。

生产实践证明
,

采用人为措施可 以延长高峰期[李永函
,

19 9 3 〕
。

至于室内培养如何延续高峰期还有待进一步

探讨
。

作者中杨新喻同志现在上海市前卫特种水产养殖公司工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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