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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 日本对虾的养殖业发展历史并不长
,

有关 日本对 晓峰水产养殖育苗厂
,

平均体长为
,

备用 海水盐度为

虾虾苗对环境 因子适应性 的研究报道较为有 限
。

在育苗
,

温度为 ℃左右
。

实验仪 器有 一 型 自动

和 养殖中
,

环境因子直接影响虾苗成活率和生产效益
。

为 换档数字式照度计
,

用 以测定虾苗所处 环境的光照强度

此
,

本文试图通过参考有限的相关资料
,

自己设计实验
,

在 一 型 计
,

用以测定虾苗所处环境的 值

实验室利用人工模拟水域环境条件下
,

就 日本对虾虾苗对 型溶解氧测量 仪
,

用 以测 定虾 苗所 处 环境 的溶解 氧

若干环境 因子 如光照强度
、

温度
、

盐度
、

溶解氧
、

值等 型盐度电导温度测量仪
,

用 以测定 虾苗所处 环 境 的

进行适应性研究
,

揭示其适 应性规律
,

为 日本对虾虾苗培 盐度和温度 自己设计制作 的玻璃水槽 图 和 白铁皮水

育和养殖生产技术提供粗浅的参考依据
。

槽 图 为光照强度和虾苗对温度
、

盐度
、

值
、

溶解氧等

因子适应性实验器具
。

另外
,

还 有水桶
、

塑料管
、

水勺
、

电
’

勺
‘ , , , 子 ’公 热棒

、

电灯光源等各种实验器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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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

先将铁皮水槽 和 玻璃水槽 分 区标 号为 一
、

二二
、

三
、

四
、

五 区段
,

铁皮水槽每 的 长度 为
一

个单位 区 段
,

玻璃水

槽每隔 幻 长度为一 个单位 区 域
。

在做虾 苗对光照 强

度适应性实验时
,

在玻璃水槽 的 个侧 面外表 面用黑色 的

胶带纸贴
,

以保证水域 个侧 面 无 外来光 的干 扰 一 个

小侧面用硫酸纸贴上
,

以保证在黑 暗的环境下 打开硫酸纸
一

端的光源
,

使射人 水域 的光线在每个断面 分布均 匀
,

且

形成
一

个纵 向梯 度
。

在 做虾 苗对 温 度 盐 度
、

溶解 氧

值 适应性实验时
,

从铁皮水槽的一端通 人 和放出温 水‘高

盐度水
、

高溶解 氧水
、

高 值水
,

另一端则通 人和放出冰

水 低盐度水
、

低溶解氧水
、

低 值水
,

以 使水槽 中形 成
一

个温度 盐度
、

溶解 氧密 度
、

值 梯 度
,

实验时把虾苗

用 窗纱 网捞人实验水域 中部
,

待虾苗静息适应后
,

每

测 定 一 次虾苗在各 区 段 的分布数量 及 相 应 区 段 的 因 子强

度平均值
。

在做虾苗对温度与盐度
、

温度 与溶解氧的双 因

子适应性正 交实验时用上述同样 的方法
。

数据处理

根据记录 的原始实验数据和计算
,

列 表 表 中 行

数据 为 次实验所测得和经计算所得 表 中的第
一

行数据为第一 批虾 苗实验 和计算所 得
,

第 一 行 数据

为第二批虾苗实验 和计算所得
,

每批 实 验 虾 苗共 尾
,

分别计算各环境 因子影 响下 各 区段水域虾 苗所 占的百 分

率以 及各区 段总的 平均值
,

根 据因 子 值和 分布 百分率
,

分

析得 出虾苗在水域环境 中的适 应性分布规律
。

表 虾苗在各光 照 区 段分布百分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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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结果与分析

虾苗对光照强度适应性实验结果及分析

由表 可 知
,

虾苗在第一
、

二
、

三
、

四 和 五 区段分布时
,

平均光照强度依次为 一 、 一 、 一 、

一 和 一 ,

其相应 的分布百 分 比率依 次

为 一 、 一 、 一 、 一 和

。

随着光照 强度的增强
,

虾 苗的分 布 百分率也增 大

光照强度在 以上 的水域 区 分布百 分率较高
,

尤其是

光照强度在 〕叉 以 上 的水域分布 占优势 而 且 实验 时

在第五 区段虾苗大 多分布在 中部 区
,

由此 分析可 知
,

日本

对虾虾苗具有正趋光性
,

虾苗的适光范围为 一 、

虾苗对温度适应性实验结果及分析

由实验所得数据求算各区 段虾 苗分布率 的平 均值 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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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度的 平 均值
,

结合图
、

图 分析得 出
,

虾苗在温度 为

℃的 区段分布百 分率最高
,

随着 水温 的升高或降低
,

虾

苗的分布百分率 下 降
。

在 ℃时
,

虾苗 的分布 为 左

右
。

这说明 日本对虾是不耐低温 的
,

得出虾苗的忍 耐温度

为 一 ℃
,

适宜温度为 ℃
,

最适温度为 一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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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虾苗在各温度区段分布百分率变化曲线
、

忆

虾苗对盐度适应性实验结果及分析

由实验所得数据求算各 区段 中盐度平均值和分布百

分率平均值
,

结合图 分析得 出
,

在盐度 为 时
,

分布百

分率达到最高
,

之后分布呈 直线下 降趋势
。

同时
,

当盐度

小于 时
,

虾苗的分布百分率为
,

即说明 日本对虾不

耐低盐
。

当盐度为 时
,

虾苗的分布只有
,

而 且还呈

下降趋势
。

这表 明当环境 中 的盐度太 高 大于 时
,

虾

苗是无法存活的
。

在盐度 为 时
,

日本对虾虾苗的

分布百分率最高
。

由此可知
,

日本对虾虾苗的最适盐度 为

盐度为 时
,

日本对虾虾苗的分布百分率在

以上
,

因此可得出虾苗适盐范围为 一 ,

比较广 虾

苗忍耐盐度范围为
。

虾苗对溶解氧适应性实验结果及分析

根据实验所得 数据列表
,

求算各溶解氧段平均值
,

以及相应的虾苗分布平均百分率可 以得 出
,

当溶解氧大于
· 一 ‘时

,

虾苗的分布是 比较密集 的
。

随着溶解氧密

度的增大
,

虾苗分布百分率提高
。

在溶解氧含量相对较低

的
· 一 ‘ ,

仅有 的虾苗分布
,

且 呈 下 降趋 势
。

因

此
,

虾苗的耐氧浓度一般不能低于
一 ‘。

虾苗对 值适应性实验结果及分析

由实 验所得 数据
,

计算分布百 分 率和 值 的平均

值
,

用 语言得出散点拟合分布百分率的曲线 图 图
。

根据图 分析
,

值为 时
,

虾苗的分布百 分率是

最高的
,

拟合曲线的最高点为
。

在 图最高点的左边
,

随着 值的不 断减小
,

虾苗分布百 分率快速减 小
,

当

值为 时
,

虾苗分布百分率为 左 右
。

在最 高点 的右

边
,

随着 值的不断增 大
,

虾苗分布百 分率快速减小 当

值为 时
,

有较少虾苗分布
。

虾苗在 值为

之间都有分布
,

在 值为
,

一 时
,

虾苗的分布百

分率大于 叨
,

因此
,

虾苗 的 值最适 值为 一 。

故
,

日本对虾虾苗 值适应范围在 一 ,

耐受范围为
。

虾苗对温度 和 盐度 的正 交适应性 实验结果

及分析
由图 分析可 知

,

虾苗分布百分率很低 一 时
,

水中的盐度在虾苗的适应范围之内
,

而水温大大地超过 了

虾苗所能承受 的 ℃
,

因此 可认为该 区 段虾苗分布很少

的原因是 由于 温 度过 高造 成 的
。

在 虾 苗 分布 百 分 率 为
一 段上

,

随着 温度的上 下波动
,

分布百 分率总体

上呈降低的趋势
,

盐度变化不大的情 况下
,

虾苗分布百 分

率呈上升趋势
。

在虾苗分布 一 段上
,

盐度变化不

大
,

温度上下波动
,

有逐渐变小的趋势
,

虾苗的分布百 分率

呈不断上升势头
。

总体上
,

盐度在 之 间上下 波动
,

变化不大时
,

温度从开始时的 ℃降到 了 巧 ℃
,

呈 下降趋

势时
,

虾苗分布的百 分率不 断上升
。

而且
,

日本对虾虾苗

在温度和盐度同时作用 下
,

由实 验数据进行方差 分 析得

出
,

在适盐范围内温度对虾苗的分布百分率的影响极 为显

著
。

因此
,

在温度 和盐度两个 因

子中
,

温度是主导因子
。

虾苗对温度和溶解氧的正交适应性实验

根据实验所得数据点 图
,

由图 分析得 出
,

在虾苗分

布百分率 一 时
,

温度变化不 大且在虾苗所能承受 的

范围内
,

溶解氧含量低于虾苗所能承受的范围
,

上下波动
,

总体呈下降趋势
,

虾苗 分布极 少
。

在虾苗分布百 分率为
一 时

,

温度和溶解 氧两者都是 上 下 波 动
,

总体上

呈下降趋势
,

虾苗分布百分率呈缓慢 上 升 在虾苗分布百

分率 一 铭 时
,

温度缓慢下降到虾苗的最适温度
,

溶

解氧含量上下波动
,

变化幅度不大
,

虾苗分布百 分率大幅

度上升
。

从整体可 以看 出
,

在溶解氧和 温度共同作用
,

且

虾苗所能承受的温度和溶解氧范 围内
,

虾苗的分布总体上

受温度影响较大
,

而溶解氧的影响不 大
。

而 且
,

在 日本对

虾虾苗在温度和溶解氧同时作用下
,

由实验所得数据进行

方差分析得 出
,

在溶解氧适宜范围 内
,

温度对虾苗的分布

百分率的影响极为显著 二 。 。

因此
,

在温度和溶解氧两个因子中
,

温度是主导因子
。



期 水媲年旧 本对虾虾苗对若干环境 因子 的适应性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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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与建议

日本对虾虾苗具有较强的趋 光性
,

宜在光照较强 的水

域生 活
。

因此建议从虾 苗培育到养殖初期
,

把光照 强 度控

制在 一 为宜
。

日本对虾虾苗 体长 为 一 的最适温度范 围为

℃
,

适宜温度范 围 为 ℃
,

可忍 耐 温 度范 围为

℃
。

因此
,

建议育 苗 池 水 温调 控 在 ℃为宜
,

而养殖放苗时选择 虾 池 水温在 ℃以 上
,

养殖池 与育苗

池水温温差不超过 ℃〔’〕。

日本对虾虾苗 的 耐 受盐 度为
,

适 盐范 围为
一 。

另据有 关 资料
,

日本 对虾 亲虾 的适 盐 范围 为

圈
。

因此
,

可 以得 出 日本对 虾虾苗不 耐低 盐
,

虾 苗和 亲

虾对盐度的适应性有 差 别
。

建 议在培育 虾苗 和 虾 苗放 养

时
,

注意海水 的盐度的调控
。

尤其是虾苗养成时 注意盐度

卜︺一出杭

捌尧
呱、、

公⋯
卿。﹄,︸目﹄。江日‘︺

户侧翎

温 度
盐 度

。日 月 上 。

找 飞

润

虾 苗所 占的内分率 飞

〔三 ‘】 。 旧 佑

图 虾苗在各温度和盐度正交区段分布百 分变化率

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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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逐渐调控
。

由虾苗对溶氧适应性实验的结论可知
,

日本对虾虾苗

一般 比较适应溶解 氧高的水域
,

一 般不低 于
· 一 ‘ 。

因此建议虾苗培育时足 够充气
,

保障水体有足 够 的溶氧

虾苗天然放养时注意水域溶氧保障
。

根据虾苗对 值适应性实验
,

日本对虾虾苗最适

值为 一 ,

适应值为 一 。

由此 可 以得 出
,

日本

对虾虾苗的生存环境是偏弱碱性的
,

而且适应范围很窄
。

据资料川
,

日本对虾亲虾 的 适 应 值为 一 。

因此
,

建议虾苗培育水域的 值一般保持在 一 之

间为宜
,

不宜有大的变化
。

随着虾苗长大
,

水域 值可适

当增大
。

在虾苗对温度和盐度的双 因子正交适应性实验时
,

测

得的温度和盐度均在虾苗所能承受 的范围内
。

在这两 个

环境因子同时作用 时
,

温度起 主 导作用
,

盐度处 于 次要地

位
。

在温度和溶解氧的双因子正交适应性实验时
,

测得的

温度和溶解氧均在虾苗所能承受的范围内
,

在这两个环境

因子 中
,

温度起主导作用
,

溶解氧处于次要地位
。

因此
,

在

养殖场培育 日本对虾虾苗时
,

温度
、

盐度和溶解氧三 者间

相互制约
,

相互影响
,

共同作用
。

但在三个因子 中
,

温度为

主导因子
,

盐度和溶解氧次之
。

建议在培育 日本对虾虾苗

时
,

特别要注意调控好温度
,

其次也要 注意盐度与溶解 氧

调控
。

︵曰
︸

己
云
工日︶

嘛准块

卯﹄祠司﹄。日山尸

侧明

一 温 度

溶解氧

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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虾苗所占百分率

虾苗在各温度和溶解氧正交实验 区段分布百分变化率曲线

四

锋 低盐度养殖 日本对虾试验 「〕中国水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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