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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 口黑妒鱼苗摄食天然饵料

和配合饲料的研究

杨和荃 楼允东 唐秀峰

(上海水产大学渔业学院
,

2 0 0 0 9 0)

徐 宇
(江苏省高邮市水产局

,
2 2 5 6 0 0 )

提 要 本文报导 了以浮游动物和浮游动物加配合饲料饲养大 口 黑 妒 iM
c r o P t er us

as lm厉 de
;
鱼苗的研究结果

。

大口黑妒鱼苗开 口摄食轮虫类和无节幼体
,

其后依次为枝角类和挠足

幼体
,

枝角类和挠足类成体
,

对食物具有明显的阶段性和选择性
。

投喂浮游动物加配合饲料组的生

长优于浮游动物组
。

体长和体重 日平均增长分别为 1
.

3m m
、
1

.

2 3m m 和 24
.

69 m g
、

20
.

35 m g
, t 检验

差异显著
。

其成活率分别为64
.

4 %和 5 1
.

5%
,

二者相差 1 2
.

9%
。

可见浮游动物加配合饲料对促进大

口黑妒鱼苗生长和提高成活率都有明显效果
。 .

关链词 大口黑妒
,

天然饵料
,

配合饲料

鱼苗成活率和生长速度与许多因素有关
,

其中水温和食物是极为重要的生态因子
。

从饵料

方面看
,

适时供给适当大小
、

足够数量和适 口优质饵料至关重要
。

如果鱼苗得不到上述的饵料
,

成活率就低
,

个体大小也参差不齐
,

甚至相差极为悬殊
,

在有的种类中还会出现弱肉强食的同

类残食现象
。

大 口黑妒 M ic r

OP t er u : : al m ol’ de
:
原产北美

,

引入我国后
,

在养殖过程 中往往成活

率低
、

个体大小不一
。

有关大 口黑妒的食性国内外都进行过研究
,

学者们指出
,

其鱼苗成活率不

高的关键是天然饵料数量不足
,

不适 口 所致「张韵桐等
,

1 99 2〕 ;
食性变化快

,

各期所要求的饵料

种类不 同〔w ick st or m 和 A p lP e g a t e ,

1 98 9 ]
; 在一般饲养条件下很难满足其对食物的要求

,

为

此
,

试探用微囊饲料作为开 口饵料
,

探讨添加人工配合饲料以解决食物不足的问题 (余耿廷
,

1 99 1 )
。

本试验针对大 口 黑妒鱼苗在天然饵料不足时添加人工配合饲料
,

借以了解这种饲养方

法的效果
。

1 材料与方法

1 鱼苗

试验用鱼苗取 自江苏省高邮市特种水产养殖场
,

刚出膜的同巢鱼苗
。

浮游动物采 自该鱼池

1 9 9 5闭4 一2 2收到
。

( 1) 余耿廷
,

1 9 9 1
。

用微囊饲料作大口黑妒开 口饲料及人工驯养试验
。

水产科技
,

(3 )
:

25 一 2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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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自然生长的种类
。

由高邮颗粒饲料厂供给的配合饲料颗粒大小在 1 5 0拌 m 左右
。

1
.

2 鱼苗饲养

将刚出膜的同巢鱼苗分别移至面积为 3 x 2 2 ( m
Z
)水深为 0

.

sm 的 I号和 I 号土池 内
。

每池

放鱼苗 2 0 0 0尾
。

投饵时间 I号池每日 1 0 :

00 投喂浮游动物
; 贾号池每日 10 :

00 和 1 7 :

00 投喂配合

饲料
。

共饲养 20 日
。

1
.

3 样品采集和处理

每 日投饵后
,

取池水 1 0 0 o m l
,

经固定
、

沉淀和浓缩后取 0
.

l m l 在显微镜下计数
,

统计样品

中各类浮游动物所占百分比
; 另在投饵后一小时

,

随机捞取 10 尾鱼苗
,

固定后测定全长
、

体长和

体重
,

并在显微镜下对胃内各类饵料生物进行计数
,

并计算百分率
。

以饵料选择指数公式 L 一 r

一 P [ S t ar
u s s , 1 9 9 2 ]表示对饵料的选择性

。

上式中
, r 一 胃中内含物数量百分率 ( % ) ; P ~ 水样中

各种饵料动物所占百分率 ( % ) ; L 一饵料选择指数 ( 其变化范围从一 100 %至 + 100 % )
。

从饵料选择指数可判定鱼苗对饵料的选择情况
,

正值表示有选择性
, _

负值表示无选择性
。 r

) 50 %
,

L毛。表示有选择性
。

每组随机取 4尾鱼苗
。

4 日龄以前的在显微镜下测定全长和体长
,

4日龄后则用直尺测量
,

5

日龄开始测定全长
、

体长
、

体重及总重
。

求出体长一体重方程
。

2 结果

2
.

1 鱼苗对天然饵料的摄食情况

2
.

1
.

1 鱼苗开 口摄食的时期和饵料种类

刚出膜的鱼苗全长 3
.

6m m 左右
,

5日龄时全长 5
.

4 一 6m m
,

尚具卵黄囊和油球的鱼苗就开

始摄食
,

进行混合性营养
。

此时 口径为 4 30 一 5 3 5拌m
,

胃内食物是轮虫类 (主要是臂尾轮虫属

B ar hc l’on us 和晶囊轮虫属 A sP la cn h an 的种类 )和无节幼体
。

2
.

1
.

2 鱼苗对饵料的选择

鱼苗随着 日龄的增加
,

体长和消化道等都发生变化
,

以适应摄食和消化食物的需要
。

我们

根据鱼
.

苗的形态结构的变化
,

将其对食物的选择分为三个阶段
,

各阶段鱼苗饵料的选择指数见

表 1
。

表 1 大口黑妒鱼苗饵料选择指数 (L )

T a b
.

1 F o od
s e l e c t i v e le v e l ( L ) o f l a r v a M ic r 口Pet ur

s s a
lm

o记 es

池中饵料生物组成 胃内饵料生物组成 饵料选择指数 (L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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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阶段
。

全长 5
.

4一 6
.

sm m 的鱼苗
,

卵黄囊逐渐消失
,

胃呈管状
,

幽门垂尚未出现
,

口径

4 30 一 6 9 5拜m
。

此 阶段鱼苗对轮虫类和无节幼体的饵料选择指数 (l
,

)为正值
。

表示 5一 8 日龄鱼

苗主要摄食轮虫类和无节幼体
。

对枝角类和挠足类的 L 值为负值
,

表明对其无选择性
。

第二阶段
。

全长 8
.

1一 20
.

o m m 的鱼苗
,

胃部膨大
,

鳍褶分化
,

鳞片尚未完善
,

口 径达 8 25 一

2 1 0即m
,

对枝角类和挠足类幼体的饵料选择指数为正值
。

但主要摄食枝角类
,

其数量在胃内含

物中的百分比超过 50 %
。

枝角类主要是裸腹搔人夕d ian 和 }蚤刀口户h +nl
a 。

第三阶段
。

全长 2 1
.

3一 3 0
.

o m m 的鱼苗
,

鳞片完善
,

口径达 2 5 0 0一 3 0 5 0拜m
。

此时期鱼苗对

枝角类和挠足类成体的选择指数为正值
,

其中对枝角类的选择指数为最大
。

可见该阶段的鱼苗

仍然以摄食枝角类为主
,

不过挠足类的数量也有所增加
。

而对轮虫类和无节幼体则无选择性
。

2
.

2 鱼苗对配合饵料的摄食情况

通过对 l 号池鱼苗消化道内含物的镜检发现
,

大 口黑妒鱼苗对配合饲料的摄食亦可分为

三个阶段
,

其摄食量随 日龄的推移而增加
。

第一阶段
。

5一 8龄
,

全长 5
.

4 一 7
.

l m m
,

鱼苗开口摄食
,

此时消化道内的配合饲料占有一定

的比例
,

但以轮虫类和无节幼体的数量最多
。

第二阶段
。

9一 18 日龄
,

全长 8
.

5一 22
.

3m m
。

配合饲料所占比例迅速 增加
,

并发现摇蚊幼

虫
,

枝角类和挠足类所占比例不大
。

第三阶段
。

19 一 25 龄
,

全长 23
.

5一 34
.

o m m
。

配合饲料所占比例增幅较大
,

摇动幼虫的数量

略有增加
,

枝角类和挠足类的比例更小
。

2
.

3 鱼苗的生长与成活率

2
.

3
.

1 生长

在 I 号和 l 号池中各取鱼苗30 尾
,

测量体长和称体重
,

经数据处理得出生长方程曲线
。

体

长
、

体重生长方程的相关系数
,

I 号池 R
,
一 0

.

9 7 42
,

I 号池 R
Z
一 0

.

99 38
,

相关性相当显著
。

/ll一
,

、 nl们一ùWR

.

t卜,.
-,怪` .ì rl

O公é

W 一 抢
.

8 1 7 7 又 1 0
以

厂 l
_

〔 R
L

一 日
.

0 7 4 2
. n 一 3 0 )

/

/
了

ù

/一
。

ǔ
书

ù

l…l一
。

ǎ汉一件
ù ,

甘ù

一

/ ///

z/

nC八、场甘

ǎ以à洛
,

ùù

/
}

:

_ 一互 _ ~ ~ ~占~ ~ ~ ~ ~ ` 一~ ~ 占~ -

6 ( ) 8 ( ) 1叉)O

一
{木长 ( m n 、 、 休 1几( m n ` )

图 1 1 号池鱼苗体长 (I
J

)与体重 (W ) 生长曲线

F ig
.

1 T h
e g r o w t h e u r v e o

f b o d y l e n g t h ( l
一
) a n d

b
o
d y w e ig h t (W ) o

f t h
e

l
a r v a

M
.

s a l z n o id e s

in P o n
d l

图 2 皿号池 鱼苗体长 (I ) 与体重 (W ) 生 长曲线

F ig
.

2 T h
e g r o w t h

e u r v e o
f b

o d y le n g t h ( I )

a n
d b

o
d y w e ig h t ( W ) o

f t h
e la r v a

M
.

s a l , n o i d e s in p o n
d .



3期 杨和荃等
:

大 L l黑妒鱼苗摄食天然饵料和配合词料的研究

两池 鱼苗生长情况
:

I 号池 平均全长2 6
.

6m m
,

体长方差 S {一 0
.

0 44
,

尾数 n 一 20
。

l 号池 平均全长 2 9
.

6m m
,

体长方差 S ;一 0
.

0 45
,

尾数
n 一 20

。

以上数据是最后一次实测 40 尾鱼苗所得出的结果
,
t 检验

,

两池鱼苗生长的差异显著 [ t -

3
.

19 > t 。
.

。。
(2

.

1 0 1 )」二此结果表明添加配合饲料比单独投喂天然浮游动物饵料效果好
,

鱼苗生

长快
。

因为天然饵料不易满足鱼苗摄食的需要
。

2
.

3
.

2 成活率

饲养 20 夭后干池
,

I 号池获得鱼苗 1 0 2 9尾
,

其个体间差异大
; l 号池获得 鱼苗 1 2 8 7尾

,

其

个体间差异小
。

成活率分别为 51
.

5%和 64
.

4 %
。

l 号池 比 I号池高出 12
.

9 %
。

3 讨论

( 1) 投喂浮游动物的大 口黑妒鱼苗经 20 天饲养
,

全长达 30
.

o m m
,

平均 日增长 1
.

23 m m
,

W i e k s t r o m 和 A p p l e g a t e 「1 9 8 9」报道的日增长为0
.

9 3m m
,

张韵桐等仁1 9 9 2」报道的日增长为 1
.

1 8 m m
,

本研究结果 比他们分别增长 0
.

3 m m d/ 和 0
.

05 m m d/
。

其主要原因可能与饵料和放养密

度有关
。

( 2) 以 tS ar u s s
[ 1 9 8 2」的饵料选择公式对大 口黑妒鱼苗食性进行分析表明

; 在鱼苗期间对

天然饵料的摄食具有明显的阶段性选择
,

并且具有食性转换快的特点
。

这一结果与 P ar m l e y 等

「1 9 8 6 ]
,

W i e k s t r o m 和 A p p l e g a t e [ 1 95 9〕以及张韵桐等 [ 1 9 9 2 ] 用此公式得出的结果及划分的

三个阶段基本一致
,

即鱼苗开口 摄食时对轮虫类和无节幼体的选择指数为正值
,

其后对枝角类

和挠足幼体的选择指数为正值
,

第三阶段对枝角类和挠足类成体的选择指数为正值
。

( 3) 从总体来看
,

大 口 黑妒 鱼苗期间主要摄食浮游动物
,

但也摄食底栖动物摇蚊幼虫

( C h i r o n o m i d a e )
。

p a r m l e y 等 〔1 98 6 ]报道全长 2 2
.

s m m 的鱼苗对摇蚊幼虫的选择 已占优势
。

本

研究的 l 号池
,

鱼苗全长在 1 5
.

Om m 时对摇蚊幼虫的选择性也出现占优势的情况
。

( 4 )本研究的 I 号池
,

鱼苗全长达 25
.

o m m 时仍未见对摇蚊幼虫有选择性
。

可见对摇蚊幼

虫的选择性出现差异
,

与饵料的适口 和丰歉有关
。

另一方面也说明在配合饲料和天然饵料同时

存在的情况下
,

其更趋向于对天然饵料的选择
,

那怕是平时不摄食的种类也具有选择性
。

( 5 )本研究的两种不同饲养方法的结果表明
:

添加配合饲料以弥补天然饵料的不足
,

对鱼

苗有促进生长的作用
。

同时还表明摄食配合饲料是迫不得 已
,

属迫食
。

这可从 I 号和 I 号池对

摇蚊幼虫选择性的差异得到证实
。

( 6) 就本研究的结果来看
,

在天然饵料不足的条件下投喂适 口的配合饲料
,

可以代替部分

天然饵料
,

以解决生产过程中饵料不足的困难
。

因为目前生产单位都以肥水来培育天然饵料
,

这就很可能不能及时为鱼苗提供适口 而又充足的天然饵料
。

( 7) 本研究初步证实配合饲料对大 口黑妒鱼苗有促进生长的作用
。

但是对投喂量
、

投喂方

式以及配合饲料的成分等都有待进一步研究
、

探讨
。

另外
,

能否设想以配合饲料代替天然浮游

动物饵料等也需进一步探索
。

梁明森同志参加部分工作
,

特此致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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