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5卷第3期

1996年9月

上海水产大学学报
]OURNAL OF SHANGHAI FISHERIES UNIVERSITY 

Vol. 5. No.3 

Sep.. 1996 

沙栖新对虾繁殖和幼体发育的初步研究

纪成林 黄瑞

(上海水产大学渔业学院. 200090) (集美水产学校， 厦门 361000) 

提 要 沙栖新对虾Meta户enaeus moyebi kishinouye广泛分布于印度一西太平洋地区，我

国分布于福建、台湾、广东、海南和广西沿海，为我国东南沿海常见虾类之一，一般体长55-90毫

米，其中雄性以60-65毫米、雌性以70一85毫米的体长出现频率最高，该虾群体中性成熟比例随体

长增加而增大，在繁殖季节内体长在80毫米以上的个体性腺多已成熟。沙栖新对虾个体虽小，但生

长发育很快，对环境的适应，尤其对低盐和低氧的抗耐能力较强，离水后较长时间尚能存活，适于

活虾运输和销售，为我国沿海养殖虾类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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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材料与方法

试验所用亲虾来源于福建厦门集美农贸市场，作者于4一7月分批共采购536尾旷192尾，

♀334尾) ，由于上市的沙栖新对虾离水时间过长，一般都处于濒死状态，需从中挑选鲤腔中颗

舟片(scaphogna thite)尚能划动(其频率每分钟不低于40次)的个体采取急救措施，使之在短时

间内恢复常态。方法是:将濒于死亡的亲虾放入比重1.014-1. 020，pH 为7.8土O.3的海水中

连续充气10-15分钟， 当顿舟片的划动增至每分钟130-145次、心跳达70次以上时，其游泳足

就开始频频划动， 原来侧卧的虾体就直伸起来平游于水中，并进行正常摄食，卵巢发育已成熟

的雌虾当天夜晚就开始产卵，作者在进行育苗的同时，对其性腺发育、胚胎发育和幼体发育作

了较为详细的观察，现报道如下。

2 观察结果

2. 1 性腺发育

2.1.1 精巢

成熟的精巢呈乳白色，位于肝区至第一腹节之间，盘曲状，由多叶组成，其重量 约为体重的

0.25一0.8%。精巢由为数众多的精子囊组成，由精原细胞逐步发育形成精子。雄虾成熟的外观

标志是，位于第五步足基部上方有一豆形白色的精英囊，精英(spermatophore)可重复产生，
繁殖期内，雄虾可多次交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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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2 卵巢

成熟的卵巢由左右并列的两大叶组成，根据其在体内的部位和形态，又可分为前叶、中叶

(侧叶) 和后叶。前叶1对，前端呈钩曲状，从责门胃伸达至食道;中叶6对，各叶末端尖形，中叶位

于肝脏背侧，向两侧下垂的高度约为头胸部高度的2/5;后叶1对，自头胸部后端沿肠道上方向

后伸至脏门附近，其高度、宽度均由前而后逐步变窄，并在腹部各节交界处有明显缝痕，侧观后

叶呈阶梯状。

通过早期卵巢形态审视和镜检观察，卵巢在未发育前为细管状，无色透明;发育早期的卵

巢呈窄小带状、色泽由乳白变为浅黄色F继续发育之后，卵巢呈嫩绿色，此时卵细胞增大、细胞

质增多，卵黄开始沉积;发育后期，卵巢大而宽扁，并向两侧扩展，表面具电状纹，出现裂沟，卵

细胞进一步增大、卵黄大量 沉积。在厦门地区，侠至四月下旬，大部份雌虾卵巢己趋成熟，宽大

饱满，卵巢各叶极度伸展，外观卵巢绿褐色，此时卵巢腔内已出现游离卵粒，有的雌虾开始产卵

活动，五月份产卵趋向高峰。

据统汁，四月上旬成熟雌虾比例很小，中旬成熟雌虾占所采集雌虾的17.2%，下旬为44%;

五月上旬65.8%、中旬58.5%、下旬为67.8%;六月上旬为42.8%、下旬为28.4%，由此可见，四

月下旬至六月中旬为沙栖新对虾的繁殖盛期。

2. 2 产卵活动及胚胎发育

2.2.1 产卵活动

沙栖新对虾夜间产卵，行体外受精。受精卵沉性，静止水中渐沉于底，充气时卵即悬浮于水

中。刚产出的卵多数为圄球形，少数为不规则的多边形或梨形，但数分钟后即变为园球形。

沙栖新对虾的产卵量因亲虾个体大小和卵巢饱满程度不同而有差异，一般为几万粒至十

几万粒。亲虾产卵后，卵巢后叶萎缩比较明显，边缘轮廊模糊，有时在第三腹节处间断，但在温

度等条件适合、营养充分的情况下，卵巢由年轻一代卵母细胞还可继续发育成熟而再次产卵。

在繁殖期内，一尾雌虾可产卵2-3次，每次产卵间隔时间为7-11天，整个产卵过程可持续近

一个月时间。

2.2.2 胚胎发育

卵产出后不到1小时就开始卵裂，为完全均等分裂，此后每隔15-20分钟分裂一次，第一、

二次为纵裂，第三次进行横裂，在形成8个分裂球后便出现分裂腔，因每次分裂后的分裂球略

有扭转，故表现出螺旋型卵裂特征。

原肠形成后3小时胚胎即发育成肢芽期，在其腹面出现3对芽体，即第一、第二触角和大顿

的雏形，肢芽期发育时间较长，约经11一12小时形成膜内无节幼体，几小时后即孵化、出膜成为

营自由生活的第一期无节幼体。

在水温23.5-24'C时，约17小时就可完成胚胎发育全过程〈表1) 。

2.3 幼体发育(图版D

沙栖新对虾具有多幼体阶段和渐微变态的特点。刚出膜的幼体需经12次蜕皮才变态为仔

虾CPostlarva) ，其中需经过无节幼体CNauplius) 、道状幼体CZoea) 和糠虾幼体CMysis) 3个发育

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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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me process of Embryonic Development of Metapenaeus moyeb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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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1 元节切体

体长290-420微米。体不分节，呈倒梨形，身体前端正中处有一单眼，尾端有成对尾棘，依

靠3灭了附肢(第一、第二触角和大颗)在水中作间歇性运动。在无节幼体发育阶段可以第一、第二

触角的刚毛数和尾棘的对数作为鉴别各期的主要特征(表2.图1-3)。

无节幼体I至u形态变化

Morphological Changes of Nauplius (N，-.) 

表2

Tab.2 

附肢形态变化
尾棘对数

体长范围

(微米)
发育时期

军页大第二触角第一触角

内、外肢皆具3根光滑刚毛
内肢4根光滑刚毛

外肢5根光滑刚毛

内肢5根刚毛，其中2根羽毛状

外肢6根刚毛， 其中5根羽状

具7根光滑刚毛

在7根刚毛中，其中1根

为羽状刚毛

290-316 N， 

内外肢刚毛全变为羽状

内肢刚毛同N2

外肢6根刚毛全为羽状

320-330 N2 

基肢内缘出现咀嚼部雏形

内肢5根刚毛中3根为羽状

外肢增生1根棘状刚毛

2根羽状刚毛3 338-360 N3 

咀嚼部雏形增大

内肢末缘增生1棘状刚毛

外肢棘状刚毛变为羽状

3根羽状刚毛4 362-378 N， 

咀嚼部呈盘状3根羽状刚毛6 380-396 Ns 

咀嚼部变为臼状
内肢6根刚毛中4根羽状

外肢又增生1棘状刚毛

外缘增生1根小刚毛，

共8根刚毛
7 400-420 N， 

2.3.2 潘状幼体

体分节，头胸部被有宽大的头胸甲，腹部细长;口器形成;在水中以"蝶泳"方式游动。在发

育中以额角的有无及尾肢是否出现作为分期的主要特征(表3，图4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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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育时期

21 

22 

23 

体长范围
(微米)

前期，668一719

末期，782-873

前期，1068一1172

末期，1222一1274

前期，1285-1320

末期，1332一1344

2. 3. 3 糠虾切体

表3 渣状幼体I至E期形态变化

Tab.3 Morphological Changes of Zoea (ZI-3) 

形态特征及附肢形态变化

无额角 ，头胸部前缘有1对尖突，其腹面有1对瘤突;复眼无柄。腹部开始分节，尾棘7对。

附肢7对(2对触角.1对大锁.2对小领及节一、二颗足)末期出现第三顿足雏形。

头胸甲前端出现额角 ，复眼外露，具眼柄，头胸甲的后缘可达第三胸节后缘，复部6节，

第三顿足出现，附肢增为8对。末期略显尾肢雏形。

头胸甲的后缘达第五胸节g腹部7节，尾棘仍为7对。尾肢出现，外肢长于内肢，但短于尾

节，由于尾肢形成，附肢成为9对。 末期略显步足雏形。

糠虾幼体末期附肢发育基本齐全09对)，已初具虾形，额角上缘齿形成，第一触角基部出

现平衡囊(图10)，第三触角外肢形成鳞片，内肢成为触鞭。在该阶段幼体发育中以步足和游泳

足的变化较大，成为主要形态特征(表3、图7-10)。

发育时期

M1 

M2 

M3 

体长范围
(微米)

前期，1353-1478

末期，1523-1596

前期，1604一1729

末期，1735-1818

前期，1864-1882

末期，1998-2097

2.3.4 仔虾

表4 糠虾幼体I-m期形态变化

Tab.4 岛1orphological Changes of Mysis (岛11-3) 

形态特征及附肢形态变化

额角无齿，头胸甲元肝束IJ。大颗无触须，步足基肢2节，内肢短于外肢，内肢末端未呈整

状，游泳足以第五对首先发育， 但仅呈乳头状突起;尾肢的内、外肢与尾节等长。

额角上缘具一齿，头胸甲具肝刺。大顿具触须，但无刚毛，步足内肢与外肢等长，内肢末

端呈.状，游泳足增大，分2节。

额角上缘1-2齿，步足内肢增长，长于外肢，末端蜜状构造完善;游泳足伸长，末端具

刚毛。

幼体变态形成仔虾后即转入底层生活，游泳时呈水平游泳状态。

(1)第I 期仔虾(Pj)(图11)额角上缘2-3齿，第一触角内肢长于外肢; 第二小颗颗舟片增

大，刚毛增多;步足内肢增长、外肢缩小，茧的构造完善;游泳足仍为单枝型。尾棘仍为7对。

(2)第E期以后仔 虾(P2-n)额角上缘齿逐渐增至7-8枚，尾节由平而变凸， 尾棘逐步退化

而消失，游泳足由单枝变为双枝，至此沙栖新对虾的形态构造基本完全。



4.第一期活状幼体腹

8. 第二期糠虾幼体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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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 版 沙牺新对虾幼体发育

Platel Larval development of Meta户enaeus moyebi 

1.第一期无节幼体腹面观 2.第一期无节幼体第一触角 3.第二期无节幼体第一触角，

面观 5.第二期活状幼体背面观 6.第三期活状幼体尾肢 7.第一期糠虾幼体腹部侧面观s

部侧面观 9. 第三期糠虾幼体背面观 10.第三期糠虾第一触角 11.第一期仔虾背面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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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讨论

3. 1 沙栖新对虾与中型新对虾及中国对虾幼体形态比较

在沙栖新对虾、中型新对虾M. intermedius和中国对虾Penaeuschinensis的幼体形态逐

期比较中，发现上述3种对虾对应的各期幼体形态基本相似， 沙栖新对虾与中型新对虾同为一

属，幼体形态似有更多相同之处，如中型新对虾始自无节幼体W期(N6) 直至1-m期仔 虾

(PI-3) ，其尾棘始终为7对[纪成林、黄 瑞，1986J，沙栖新对虾也为7对，而对虾属的中国对虾

则在温 状E期(Z3) 时又新增1对共8对尾棘[赵法箴，1965J，又如上述两种新虾在牒虾E期

(M3)时于第一触角基部出现平衡囊，中国对虾却侠至仔虾形成时才出现，这些差异体现出新

对虾属和对虾属各自的属性特征。

上述三种对虾在仔 虾形成后.其尾节及尾棘的变化较大，中型新对虾仔 虾变态至 P15-17

时，原先7对尾棘中的前3对(即I、E、E对尾棘) 就以m- [ -1的顺序先后消失，继而第N对

尾棘也经过增长、缩短和变小的过程而最终消迹，后3对(V、W、Vll) 尾棘则形成尾节的活动棘

而保留终生[纪成林，黄 瑞，1990J，沙栖新对虾不形成活动棘而于仔虾18次蜕皮之后尾棘逐

渐消失，说明同属种类幼体形态虽基本相似，但也存有差异。
3.2 关于幼体发青分期的问题

作者在资料中发现，新对虾属在无节幼体和活 状幼体的分期上比较统一，前者分6期，后者

分3期，但对于糠虾幼体的分期却划分不一，Mu thu 等口978J将近缘新对虾M. affinis和多氏

新对虾M. dobsmú的撩虾期分为5期(M1-S)，并在第V期糠虾幼体与第I期仔 虾CPj) 之间又

增加两个中间期，据作者观察，幼体在上→次蜕皮之后到下一次蜕皮之前，其体长和形态结构

并非固定不变，而处在渐微变化之中，同一期幼体在期末时的体长较之期初有所增加，形态也

有所变化，故不能将同期幼体的初期和末期形态划分为两个发育期。根据新对虾幼体形态变化

具有渐微变态的特点，将沙栖新对虾幼体发育分为无节幼体6期(Nl-6) ， 状幼体3期(ZI-3) ，糠
虾幼体3期(MI-3) 及仔虾若干期(P1-n) 较为适合。

钱学林、陈子聪参加丁试验工作。本文承赵维倍、楼允点两位教授审阂，谨此致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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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PRELIMINARY STUDY ON BREEDING AND PRE-LARVAL 

DEVELOPMENT OF MOYEBI SHRIMP METAPENAEUS MOYIBI 

Ji Chen-ling 
(Fisheries College. S FU. 200090) 

Huang Rui 
(Jimei Fisheries School. Xiamen 361000) 

ABSTRACT Moyebi shrimp Meta户enaeus moyehbi is a common species in the coastal sea 

of southeastern China. It is a cultured species which has a stronger adaptability to the envi

ronmental conditions and can survive a longer time after leaving water， which is a suitable 

for transportation and marketing as living shrimp. The breeding peak occures between April 

and June in the Xiamen Region of Fujian Province. The spawning amount is 70000-100000 

eggs and the embryonic developmcnt can be completed within 17 hrs at 23 -24 'C of water 

temperature. The larval development can be divided into 4 stages， i. e. Nauplius (Nl-6)， 
Zoea(Zl-3)' Mysis(Ml-3) and Postlarva(P1_n). In the process of breeding of moyebi shrimp 

compared with other species， there are different characteristics in the gonad development， 
spawning， embryonic development and larval development. It is important to control these 

characteristics in the artificial breeding produ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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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velopment 

Meta户enaeus moyebi， gonad developnent， embyonic development， larva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