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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2004 年和 2005 年分两次进行方斑东风螺(Baby lona areolata)幼苗变态初期的饵料种类和投饵量的对比

喂养实验 , 比较南美白对虾(Litopenaeus vannamei)、远海梭子蟹(Portunus pelagicus)、竹夹鱼(Trachurus

japonicus)和文蛤(Meretri x meretri x)及其投量对螺幼苗的影响。实验螺均取刚转入底栖 , 壳长 2～ 3mm 的幼

苗。经过 20多天培育 ,幼苗壳长达 4 ～ 18mm 、成活率最高的是摄食南美白对虾的螺幼苗 , 为 60%、最低是摄食

文蛤的 ,为 17%,各项综合指标均较好的是摄食竹夹鱼的螺幼苗。投喂量过大或不足都会导致螺幼苗成活率降

低 , 投喂量的合理控制是影响方斑东风螺幼苗培育成活率的另一个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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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e compa rat ive feeding experiments w ere perfo rmed concerning food species and

food regime at ea rly stage metamorpho sis o f Baby lona areolata larvae during 2004 ～ 2005.We

compared the ef fect o f food species , including Litopenaeus vannamei ,Portunus pelag icus ,

Trachurus japonicus ,Meretrix meretri x , and their food regime on Baby lonia areolata larvae.

Baby lonia areolata juveniles ,whic w ere just bot tom set t led and 2 ～ 3 mm in shell leng th ,were

used in this experiment.After 20 day s o r mo re rearing , the juveniles grow ed to 4 ～ 18 mm in

shell leng th.The highest surviv al rate reached 60% coming f rom the juveni les eat ing

Li topenaeus vannamei and the low est one w as 17% f rom those eating Meretrix meretrix , and

the juveniles eating Trachurus japonicus had a relatively high surviv al rate and grow ing rate.

The results indica ted that ex cessive and insuff icient fo od regime w ould reduce survival rate of

Baby lonia areolata larvae.Therefore , the moderate food regime w as another key factor inf luen-

cing the survival rate during the rearing Baby lonia areolata larvae.

Key word:larvae , surviv al rate , Baby lonia areolata , fo od

　　方斑东风螺(Baby lona areolata), 又名东风螺 、

香螺 ,隶属于软体动物腹足纲(Gast ropoda ),蛾螺

科(Buccinidae)种类 ,主要分布于我国的广东 、广西 、

海南沿海 ,其肉质鲜美 ,营养丰富 ,具有很高的食用

价值和经济价值 , 产品在国内外市场极为畅销 ,市

场需求量大[ 1 ～ 7] 。长期以来方斑东风螺主要依靠海

水捕捞 ,自然资源日益衰退 ,依靠采捕天然贝已远远

不能满足市场的需要 。因此 ,需要通过人工育苗 ,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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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人工养殖 ,才能够满足市场对方斑东风螺的大量需

求 ,同时也对自然资源起到保护作用。但是 ,我们在

人工育苗实验过程中发现 ,方斑东风螺幼体在培育过

程中 ,有 2个时期死亡率很高 ,一是由浮游转为底栖

期 ,二是在幼苗变态初期 。对于后一阶段幼苗大量死

亡的原因 ,我们 2004年和 2005年从饵料方面进行探

索 ,分别进行了饵料种类和投饵量的对比实验 ,在提

高幼体成活率方面取得了比较明显的效果。现将我

们的实验报道如下 ,以期能为方斑东风螺人工育苗中

期饵料的选择提供一些参考。

1　材料与方法

1.1　稚贝来源

　　以 2004年和 2005年春季人工培育的方斑东风

螺稚螺为试验材料 。每次实验所使用的方斑东风螺

幼苗均选自同一批次培育出来的稚螺 ,规格为 2 ～ 3

mm 。

1.2　实验方法

1.2.1　不同饵料品种的投喂实验

　　根据近年来对方斑东风螺的育苗养殖生产实践 ,

选择南美白对虾(Li topenaeus vannamei)、远海梭子

蟹 (Portunus pelagicus)、 竹 夹 鱼 (Trachurus

japonicus)和文蛤(Meretri x meretri x)作为方斑东

风螺培育至幼苗阶段的饵料进行喂养实验。实验取

400粒壳长 2 ～ 3 mm 的幼苗 ,分别放养于 4个 14L

的实验缸中。每缸放苗 100粒 , 4个重复 。每缸分别

投喂上述 4种饵料 。每天投喂量根据螺苗实际摄食

情况变化 。实验期间每天换水 2次 ,每次换水四分之

一 ,水温控制为 26 ～ 30℃。第 1 次实验从 2004 年 5

月 2日开始 ,至 2004年 5月 29日结束。第 2次实验

从 2005年 5月 2日开始 ,至 2005年 5月 29日结束 ,

实验方法同第 1次实验。

1.2.2　不同投饵量的对比实验

　　实验取 400粒壳长 2 ～ 3 mm 的幼苗 ,分别放养

于 4 个 14L 的实验缸中 。每缸放苗 100 粒 , 4 个重

复 。第 1次实验从 2004年 5 月 2日至 2004 年 5 月

29日 ,以同样的 4种饵料南美白对虾 、远海梭子蟹 、

竹夹鱼和文蛤进行不同投饵量的对比实验 ,通过改变

投喂量观察实验结果及相关数据的变化。实验初期

饵料投喂量为 1 ～ 3g ,随着螺苗的生长实验中期投饵

量增至 3 ～ 5g ,到实验后期投饵量达到 5 ～ 10g 。每种

饵料以加量投喂和减量投喂都分成实验组和对照组 。

实验期间同样每天换水 2次 ,每次换水四分之一 ,控

制水温为 26 ～ 30℃。第 2次实验从2005年5月 2日

开始 ,至 2005 年 5月 29日结束 ,实验方法同第 1 次

实验。

2　结果与分析

2.1　不同饵料品种的投喂实验结果

　　从表 1的结果中我们发现 ,以南美白对虾 、远海

梭子蟹 、文蛤和竹夹鱼饲养方斑东风螺幼苗均有一定

效果 ,成活率最低的也在 30%以上 ,其中以喂养远海

梭子蟹组生长最好 ,平均壳长日增长量达到了 0.44

mm 。但是蟹在死亡后自身体液流出 ,容易引起喂养

水体的水质变坏 ,影响螺苗的生长 ,导致螺苗成活率

降低。喂养南美白对虾组的螺苗成活率最高 , 达到

60%,但是该组螺苗生长发育比较差 。喂养文蛤贝类

组是 4个组中喂养效果最差的一个 ,不但成活率低 ,

而且生长发育速度比其他三组都差 。以竹夹鱼为饵

料的实验组螺苗成活率比较高 ,为 55%,而且生长速

度也比较快 ,是 4种饵料中使用最方便的一种 ,综合

效果属于最好。

2.2　不同投饵量的对比实验结果

　　表 2不同投饵量对比实验结果表明 ,投喂量过大

或不足都会导致幼苗成活率降低 。在其他环境条件

相同的情况下 ,投喂量过大对幼苗成活率的影响程度
表 1　方斑东风螺幼苗投喂不同饵料的各项实验指标变化情况

Table 1　Changes in all experimental indexes of B.areolata larvae with different food species

饵料 Food
实验苗数(粒)
Num ber
of larvae

饲养成活率
Su rvival rate
(%)

螺苗壳长 Shel l length(mm)

实验开始
Beginning of
experiment

实验结束
End of
experimen t

　净增长
Net grow th

日平均增长
Average
daily grow th

南美白对虾
L.vannamei

100 60 2.30 11.60 9.30 0.34

远海梭子蟹
P.pela gicus 100 45 2.50 14.50 12.00 0.44

文蛤
M.meretrix 100 31 2.30 7.10 4.80 0.18

竹夹鱼
T.ja pon icu s 100 55 2.40 12.80 10.20 0.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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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饵料不足时更大 ,更明显 。在饲料不足的情况下 ,

虽然幼苗的生长发育比过量投喂组明显地减慢 ,但是

成活率比过量投喂组高得多。这个结果在 4种饲料

试验组的变化趋势基本一致。

　　从表 2还可以看出 ,喂养文蛤的螺苗的各项指标

都明显低于其他各组 。喂养南美白对虾的螺苗和喂

养远海梭子蟹的螺苗都分别有其最具优势的单项指

标值 ,但是如果比较综合指标 ,还是喂养竹夹鱼的螺

苗的综合指标最高。

3　讨论

　　本次实验发现 ,喂养竹夹鱼的螺苗成活率比较

高 ,生长速度也比较快 ,综合指标最高 ,而且整个育苗

过程水质相对不容易变坏 ,对一方斑东风螺人工育苗

来说 ,是值得进一步研究和提倡利用的饵料种类。南

美白对虾作为饵料喂养的螺幼苗成活率相对较高 ,但

是螺幼苗的大小差异比较大 ,如果要在生产中使用此

类饵料 ,还应该先解决这方面问题;另外 ,这种饵料在

水中极易腐烂 ,如果投喂量控制不好 ,将会迅速败坏

水质 ,最终导致育苗的失败 。以远海梭子蟹为饵料喂

养螺幼苗可以提高幼苗的生长速度 ,但是由于蟹肉在

水中比较容易腐烂 ,处理比较麻烦 ,在生产性大规模

育苗中使用很不方便 ,建议最好不使用。文蛤作为饵

料饲养螺苗的成活率最低 ,这可能与文蛤肌肉结构比

较坚韧和实硬有一定关系 ,由于方斑东风螺的摄食方

式以吸食为主 ,对肌肉韧性较强的文蛤肉 ,摄食就比

较困难 ,需要分泌更多分泌物来溶解和消化这一类食

物;螺苗摄食文蛤贝肉比较困难或者是不喜欢摄食这

种饵料 ,以致于饵料经常过量残留;尽管实验过程中 ,

我们采取了及时换水改善水质条件的措施仍难以解

决问题 。

　　饵料品种对方斑东风螺幼苗初期成活率的影响

很大 ,同时 ,饵料投喂量也是影响方斑东风螺幼苗初

期成活率的关键的因素之一 ,应该引起重视。根据我

们两年的实验结果 ,不管使用哪种饵料 ,如果在投喂

表 2　方斑东风螺幼苗不同饵料控制投饵量期间各项实验指标变化情况

Table 2　Changes in all experimental indexes of B.areolata larvae with different food regime

饵料 Food
成活率
Su rvival
rate(%)

实验苗数
(粒)
Number
of larvae

螺苗壳长 Sh ell length(mm)

实验开始
Beginning of
experiment

实验结束
End of
experim en t

　　净增长
　　Net
　　grow th

平均日增长
Average
daily grow th

南美白对虾
L.vannamei

增量 30%
Increment of 30% 24 100 2.3 12.3 10.0 0.37

常规投喂
Normal food regime

60 100 2.3 11.6 9.3 0.34

减量 30%
Decrement of 30% 45 100 2.2 10.7 8.5 0.32

远海梭子蟹
P.pela gicus

增量 30%
Increment of 30% 22 100 2.3 13.5 11.2 0.42

常规投喂
Normal food regime

45 100 2.5 14.5 12.0 0.44

减量 30%
Decrement of 30% 37 100 2.4 13.1 10.7 0.39

文蛤
M.meretrix

增量 30%
Increment of 30% 15 100 2.2 7.8 5.6 0.21

常规投喂
Normal food regime

31 100 2.3 7.1 4.8 0.18

减量 30%
Decrement of 30% 22 100 2.3 6.6 4.3 0.16

竹夹鱼
T.ja pon icu s

增量 30%
Increment of 30% 32 100 2.3 12.5 10.2 0.34

常规投喂
Normal food regime

55 100 2.4 12.8 10.2 0.38

减量 30%
Decrement of 30% 43 100 2.2 11.1 8.9 0.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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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上控制不当 ,都将对幼苗成活率造成很大影响 ,严

重时还可能导致整个育苗生产的失败 ,因此 ,投喂量

的确定与饵料品种的选择同样重要 。选取适宜的饵

料品种是首要环节 ,合理的控制投饵量是影响方斑东

风螺幼苗培育成活率的另一个关键 。

　　本次两年的饵料试验虽然取得比较明显的效果 ,

但是由于本次试验只局限于小型容器中 。小容器育

苗易于管理和观察 ,例如 ,容易清除残饵 ,换水方便 ,

等等 。如果用大水体培苗 ,管理和观察都比较困难 ,

尤其是 6 ～ 8月份幼苗大量进入肉食性阶段 ,此时水

温是全年中最高的 ,残饵和排泄物大量沉淀积累在育

苗水体 ,水质极容易变坏 ,影响螺苗生长 ,甚至导致螺

苗死亡。这有待于下一步进行深入研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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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都很少;而试验组空盲肠的乳酸菌浓度分别比对照

组高 20.96%和 13.52%(P <0.05)。说明益生素

能有效地抑制雏鸡肠道中的大肠杆菌等有害菌的生

长繁殖 ,提高乳酸菌等有益菌的浓度 ,改善雏鸡肠道

内的环境 ,提高雏鸡的健康水平 ,提高鸡群成活率 。

3　结论

　　试验组各周平均体重分别比对照组增加

3.40%, 3.52%, 10.04%, 9.08%, 8.53%,11.65%,

其中第 3 周 、第 4 周 、第 5 周和第 6 周差异极显著

((P <0.01),第 1 周和第 2 周差异不显著(P >

0.05)。从各周的增重率来看 ,第 1周 、第 3周和第 6

周分别比对照组高 19.31%、17.15%和 21.56%(P

<0.01);第 4周比对照组高 7.08%(P <0.05);第

2周和第 5周也高于对照组(P >0.05)。全期益生

素组平均增重比对照组高 12.81%(P <0.01)。益

生素不但能显著地提高雏鸡的增重 ,而且还能显著地

降低料重比 ,提高饲料转化率 ,达到了降低生产成本

的目的。

　　试验组腹泻死亡总数及腹泻死亡率均低于对照

组 ,且差异显著(P <0.05)。试验组空肠和盲肠的

大肠杆菌浓度分别比对照组低 26.16%和 27.90%

(P <0.05),沙门氏菌在两个组中都很少 ,试验组空

盲肠的乳酸菌浓度分别比对照组高 20.96%和

13.52%(P <0.05)。益生素能够有效地抑制肠道

中的大肠杆菌等有害菌的生长繁殖 ,提高乳酸菌等有

益菌的浓度 ,改善肠道内环境 ,从而提高雏鸡的健康

水平 ,提高鸡群的成活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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