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高锰酸钾超过 ≅ 则对匍匐幼虫产生

较大影响 导致死亡率急剧上升 ≅ 浓度是安

全的 且幼虫存活率高于对照组∀

 在泥螺人工育苗过程中 应从卵群孵化阶段

开始就施用高锰酸钾∀ 育苗中有效浓度为 ≅

每天 次投放 一次性用药也可采用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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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部台湾东风螺对饵料的摄食和饵料蛋白质的消化率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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Ξ  作者于 年 月在厦门大学海滨实验场 就波

部台湾东风螺 Βαβψλονια φορµ οσαε ηαβει 对几种饵料

和饵料蛋白质的消化率进行了测定比较 以期为该种

的人工养殖和配合饲料研制提供基础资料∀

 材料与方法

 材料

 实验对象 波部台湾东风螺购于厦门霞

溪市场 壳长约 放养于装有 海水的塑料盆

中 每盆 ∗ 只∀ 实验螺先在室内暂养 投喂饵

料 以适应环境和饵料的变化∀之后饥饿 使其消化

道排空∀取体质健壮者作为实验材料∀实验结束后 用

× 型托盘扭力天平称取螺重 用游标卡尺测定螺的

壳长∀

 供试饵料种类  选择 种供试饵料 即

鳗鱼配合饲料 厦门上洪水产饲料有限公司生产 含灰

分 !甲鱼配合饲料 厦门上洪水产饲料有限公司

生产 含灰分 !虾肉!枪乌贼肉!菲律宾蛤仔肉!

罗非鱼肉 去皮!骨并剁碎 ∀ 种饵料每样购买

预处理后放冰箱保存 以保证整个实验阶段使用同

一来源的饵料∀

 方法

 理化因子测定 实验在空调室中进行 水

温控制在 ? ε 海水盐度为 ∀

 温度对最大摄食量的影响  实验的水温

梯度用控温仪控制 设置 ε ε ε ε

ε ε ε 等共 组进行 经过 绝食后投喂枪

乌贼肉 经 取出残饵 计算出日摄食量∀

 饲养管理和粪便收集 实验期间 第一天

上午 Β 投喂饵料一次 日投量根据暂养时估计的

量 投饵 后将残饵取出 烘干称取干重∀第二天以

后 间每天上午 Β 和下午 Β 用密网收集

粪便各一次 称湿重 然后置于 ε 烘箱中烘

称取 收集的总干重 待测元素含量∀

 化学成分测定方法和消化率的计算

饵料和粪便样品烘干后 用美国产 ≤ 元素分

析仪测定其 ≤ 的含量∀

饵料蛋白质消化率 ≈ 饵料 百分含量≅ 摄入

饵干重 粪便 百分含量≅ 粪便干重 饵料 百分

含量≅ 摄入饵干重 ≅

饵料消化率 ≈ 摄入饵料重 排出粪便重 摄入

饵料重 ≅

日摄饵率 摄入饵料重 螺重 ≅

 结果

 波部台湾东风螺对饵料蛋白质消化率
结果见表 ∀

 波部台湾东风螺对饵料的消化率
结果见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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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波部台湾东风螺对饵料蛋白质的消化吸收率

饵料 饵料的 含量及元素比 粪便的 含量及元素比 饵料蛋白质消化率

种类 Β ≤ Β Β ≤ Β

甲鱼配合饲料

鳗鱼配合饲料

虾肉

菲律宾蛤仔肉

枪乌贼肉

罗非鱼肉

图  波部台湾东风螺对 种饵料的消化率

注 ) ) 菲律宾蛤仔肉 ) ) 鳗鱼配合饲料 ≤ ) )

甲鱼配合饲料 ⁄) ) 虾肉 ∞ ) ) 罗非鱼肉

ƒ ) ) 枪乌贼肉

 波部台湾东风螺的日摄饵率
结果见图 ∀

图  波部台湾东风螺对 种饵料的日摄饵 干重

率

 水温对波部台湾东风螺摄食量的影响
结果见表 ∀

 讨论

 饵料蛋白质含量对波部台湾东风螺饵料

蛋白质消化率的影响
根据在鱼类的研究 蛋白质消化率降低可由饵料

蛋白质含量下降或灰分提高或受脂肪含量的影响而引

起≈
≤ Β 和 Β 的比值可作为脂肪和蛋白质相对

含量的指标≈ ∀ 从表 可见 几种饵料的 ≤ Β 和 Β

都较接近于蛋白质比值 说明这些饵料的蛋白质含

量高 脂肪含量较少∀ 除了虾肉外 波部台湾东风螺对

另 种饵料的蛋白质消化率随着蛋白质含量的提高而

增加 说明该种对蛋白质有较强的消化能力 这与在鲫

鱼≈ !虹鳟≈ 上观察到的结果一致∀ 虾肉的蛋白质消化

率低 说明其饵料效果不佳∀ 本种与日本东风螺相

比≈ 相同点是鲜饵蛋白质都比配饵高 不同点是波部

台湾东风螺对虾肉蛋白质的消化率为 而在

日本东风螺高达 ∀配饵的蛋白质消化率低的可

能原因之一是它们的灰分含量较高∀ 鳗鱼配合饲料的

含量虽然较甲鱼配合饲料高 但波部台湾东风螺对

其蛋白质的消化率却低后者约 两种配饵的 Β

和 ≤ Β 的关系正好相反 表 可见 在研制配饵

时应注意 ≤ 三者之间的恰当比值∀

表 2  水温对波部台湾东风螺摄食量的影响

水温 螺个体数 投饵量 残饵量 摄饵量 平均每只摄饵量

ε

海洋科学



 波部台湾东风螺的饵料选择
表 和图 ∗ 图 综合起来看 用鲜饵投喂波部台

湾东风螺的效果比配饵好∀配饵日摄食率高 但饵料及

饵料蛋白质的消化率却较低∀ 作为鲜饵的枪乌贼肉和

虾肉 其本身经济价值高 并且饵料消化率低于罗非鱼

肉和菲律宾蛤仔肉 故不宜选 为波部台湾东风螺养殖

生产的常用饵料∀ 罗非鱼肉和菲律宾蛤仔肉日摄食量

较少 两者的饵料及饵料蛋白质的消化吸收率较高 而

它们本身的经济价值与波部台湾东风螺相比低很多

因此是波部台湾东风螺养殖生产较适宜的饵料∀ 作者

认为 目前的波部台湾东风螺养殖试验宜以鲜饵投喂

为主 但同时应加紧研制配饵的配方和加工工艺∀

 水温对波部台湾东风螺摄食量的影响
水温是影响动物新陈代谢和生长的重要生态因

子 与养殖技术控制密切相关∀ 从本实验结果知道 波

部台湾东风螺在水温 ε 以下和 ε 以上时日摄食

量急剧减少∀ 这与郑恒仲对另一亚种台湾东风螺

Βαβψλονια φορµ οσαε φορµ οσαε 的实验结果相类似≈ ∀

可见该种人工养殖应尽可能控制水温在 ε ∗ ε

之间 使其能较好地摄食和生长∀尤其应注意水温高于

ε 时投饵要控制好 若投饵过多易造成水质败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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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方陆上水池养鲍的初步试验
Α ΠΡ ΙΛΙΜΙΝΑΡ Ψ ΕΞΠΕΡ ΙΜΕΝΤ ΟΝ ΑΒΑΛΟΝΕ ΧΥΛΤΥΡ Ε ΙΝ

ΤΑΝΚΣ ΙΝ ΣΟΥΤΗΕΝ

王素平   聂宗庆   林 斌   邱其樱   游小艇   祝 立

福州市水产科学研究所

福建省连江县水产综合场

α  为解决南方养鲍问题 作者在进行从国内外引种

试验的同时 亦开展了陆上水池养殖试验 现将陆上池

养中的部分结果报告如下∀

 摄食与生长实验

 材料与方法
实验在连江县国营水产综合场进行∀ 水池长

!宽 !平均深度 ∀ 用 孔径的

无结节聚氯乙烯网片制成 ≅ ≅ 网箱

架设于水池表层 网箱入水深 ∀每一网箱底部铺

一黑色玻璃钢波片作为幼鲍的附着基质 其面积略小

于网箱∀ 每一水池并排摆设 ∗ 个网箱∀海水从水

池顶上的塑料管小孔喷淋入各网箱 从水池的出水端

近底部处溢出∀ 日供水量一般保持在水池水体的

倍∀

在有新鲜海带季节时选用鲜海带作为饵料 其他

季节用冷藏海带或盐渍海带∀ 在摄食率试验中有空白

组 以扣除饵料本身的消长值∀

年 月 日由大连运来 周龄皱纹盘鲍

Η αλιοτισδ ισχυσηαναι 苗 平均壳长 年

月 日由福建东山县运来 周龄杂色鲍 Η δ ιϖερ2

σιχολορ 苗 平均壳长 ∀ 用于摄食率与生长试

验的放养密度 皱纹盘鲍为 只 网箱 杂色鲍为

只 网箱∀

 结果
结果示于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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