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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湖秀丽白虾生物学与食性的研究

施炜钢 严小梅 郁旭文
,

国水产科学院淡水渔业研究中心
,

无锡

提要 对太湖秀丽白虾怀卵亲体进行培养
,

两次共获苗 万余尾
,

在实验室内成功地完

成了虾苗至亲体一个生命周期的饲养
。

同期结合对太湖白虾的定期采样测定
,

分析描述了太湖白

虾的生长与繁殖规律
,

并对其食性进行了定性与定量的研究分析
。

关链词 太湖 白虾生长 繁殖 食性定量分析

太湖秀丽 白虾 尸。 。。 , ,‘。、 , ,‘。‘ 。“ 、 、 一 为太湖主要经济渔获对象
“

太湖三小
”

之一
。

无论从产量或产值上讲
,

它在太湖渔业中都居于较重要的地位
。

随着沿湖各研究单位对
“

三

小
”
的不断深入研究

,

相应提出了太湖大银鱼
、

短吻银鱼的一系列增殖保护措施
。

本项实验对

太湖白虾生物学和食性进行研究
,

期望通过本项实验
,

能为合理调整太湖
“

三小
”
种群结构

,

提高其综合效益
,

提供一些基础性参考依据
。

材料与方法

生物学测定

由于在太湖中白虾幼虾难以采集
,

采集到的其它规格标本 目前尚无法鉴定月龄
,

为确保

实验材料为同一年龄组
,

制定在 白虾繁殖季节 月 从太湖采集抱卵亲虾
,

在实验室 中饲

养
,

至幼体出膜
,

并将幼体分离移入水箱中人工饲养
,

每月取 尾进行生长指标测定
。

食性分析测定

定性测定 从 月起
,

每月从太湖中采取白虾标本 尾
,

同期从实验室水族箱中采

取相同月龄的人工养殖虾 尾
,

平行进行 胃解剖
,

在镜下观察食性成分结构
。

定 量测定 每月从实验室水族箱中采取 白虾 尾
,

实验分 步
‘

取 尾移入投有浮游生物的定量水体中
,

若干小时后
,

固定水样
,

镜下观察水体浮

游动物的初始浓度
、

终末浓度
。

实耗生物均量 尾
·

小时
初始浓度 一 终末浓度

·

水体积
培养尾数

·

培养耗时

取 尾进行 胃解剖
,

取 胃内容物称重

取 尾移入净水中进行排空试验
,

饱食状态下的 白虾
,

头胸 甲下的 胃内食物很清

收稿日期 年 月 日 接受 日期 年 月 日
。

作者简介 施炜钢
,

男
,

年生
,

助理研究员
。

年毕业于大连水产学院养殖系
。

主要从事大水面养殖及渔业

资源工作 发表有
“

长江 「 ’下游河蟹资源变动特征及原因
” 、 “

太湖秀丽白虾增殖机理剖析
”

等论文
。



。 湖 泊 科 学 卷

晰
,

又见察至 胃内食物完全消失时
,

记录排空时间
。

实耗碎屑及生物虽 尾
·

小时 一 胃内容物均重 平均排空耗时

实耗碎屑均量 尾
·

小时 一 实耗碎屑及生物童 一 实耗生物均量
‘

日常饲养管理

采用 水族箱对 白虾出膜幼体进行饲 养
,

水族箱具充气
、

循环水
、

排污设备
,

以防水

质突变
。

日常投喂浮游生物
、

颗粒饵料
、

动物内脏
、

肉糜蛋白
、

螺
、

蚌等
。

实 验 结 果

白虾亲体及幼体生物学

表
、

的实验抱卵亲虾从太湖中采集
,

采捕时均 已抱卵
,

故 实际抱卵天数不止 一

天
。

出膜结束后对分离出的幼体打样估算
。

由于幼体破膜持续近一周
,

亲虾与幼体同在一个

水体中
,

密度较高
,

幼体分离工作壁较大
,

亲虾摄食幼体较严重
,

因而幼体 出膜估算量低于实

际 出膜量
。

后几次幼体出膜时
,

采用粗 目筛网在水族箱朝阳面拦截一小块空间 夜间采用光

照
,

幼体有 明显趋光性
,

钻过筛孔聚集到朝阳处
,

减低了亲虾对幼体的伤害
,

效果 良好
。

我们

也曾当亲体腹部的卵粒眼点出现时
,

将卵块剪
一

‘放入净水中进行循环水充气孵化
,

取得了较

好的效果
,

但此方法对亲虾杀伤严重
。

出膜幼体垂直倒挂于水体中
,

进人平游阶段约需 天

左右
,

结果见表
、 。

第一 组 只亲虾产后两天 内全部脱壳并存活
,

脱壳后 的亲虾于 月 日前后第二次抱

卵
,

抱卵里明显小于第一次
,

约为第一次的
。

抱卵期 天 此时水温高于 月
,

于 月

表 第一组亲虾抱卵结果
飞

亲亲亲 亲体取样地点点 取祥日期期 数 量量 孵化水温温 酸碱度度 最低溶解氧氧 出苗日期期 孵化时司司

虾虾虾虾虾 只
‘

天
渔渔渔港乡乡

亲亲亲虾产后存活率率 亲吓均体长长 均全长长 均体重重 均抱卵量量 产后脱壳率率 出膜幼体沽算算
了 一 才 川 粒 写 尾

虾虾虾 幼体破膜均体长长 破膜均全长长 破膜均体重重 至平游期期 至平游期期 至平游期期 虾苗成活率率
苗苗苗

了 一们 一 均体长 ,。 均全长
了 , ,

均体重 ,。 环

表 第二组亲虾抱卵结果
飞 西

亲亲亲 亲体取样地点点 取祥日期期 数 量量 孵化水温温 酸碱度度 最低溶解软软 出苗日期期 孵化时间间

虾虾虾虾虾 只
‘

天
三三三山湖湖

‘ 。

亲亲亲虾产后存活率率 亲虾均体长长 均全长长 均体重重 均抱卵量量 产后脱壳率率 出膜幼体体
写 刀 粒 写 估算 尾

】

虾虾虾 幼体破膜均体长长 破膜均全长长 破膜均体重重 至平游期期 至平游期期 至平游期期 虾苗成活率率

苗苗苗 盯 , ,刀 , 均体长 川。 均全长 , 均体重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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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后 出膜
,

只死亡
,

仅剩一只亲虾再次脱壳存活
,

于入冬前死亡
。

第一组 出膜幼体生长至 月 日
,

有 尾虾当年达性成熟抱卵
,

约占养殖虾雌雄总数

的
,

整个周期 天
,

其它多数生长至 年 月 日 天
,

隔年
,

全部达性成
,

雌虾头胸 甲下性腺呈淡绿 色
,

并排卵于腹部
,

进入抱卵期
。

卵椭圆形
,

具粘性
,

产后粘 附于

一 腹肢上
,

随着胚胎发育
,

卵 色由淡绿 色渐变成淡黄色 期略透明
,

眼点明显可见
。

熟第

第二组出膜幼体生长至 , 月 日
,

也有少部分虾 当年达性成熟
,

并开

始抱卵
,

整个周期 天
。

同期 在太

湖采集到的最小个体成熟亲虾
,

其

个体及 怀卵量均大于人工饲 养虾
,

结合笔 者 拐 , 年调查 ①
,

测

定对照见表
。

白虾食性定性测定结果

白虾摄食种类及 出现频率测定

见表
。

太湖优势种生 物量 为 , , 年
、 、

月 和 年 月 月 共

次 在全太湖 个 样点 实测均 值
。

太湖白虾 胃内主要浮游动物种类出

现频率见图
。

经水族 箱饲 养观察发现
,

白虾

对 浮游动物 的摄食无 明显偏爱
,

主

要取决于饵料的易得性
。

由表 可

弘
,

后期略笼

食物出现频率

咚 太湖自然生长白虾 胃内食物出现频率

一 相应于表 刁各浮游生物种类
匕 一 。

元 七上

见
,

白虾 胃内浮游动物 出现频率基

本与太湖常年的优势种群相吻合
。

白虾明显偏爱新鲜动物蛋 白
,

并残食刚脱壳的同类
,

在饵

料贫乏时才摄取颗粒饵料及腐屑
。

白虾喜栖敞水区
,

而怀卵虾喜隐匿
、

攀悬于水生植物上
。

表 太湖白虾生物学最小型测定
人 、 一飞 一 王

群群 体体 采集地点点 日 期期 均体长 , 飞 , ,

均体重 动动 平均抱卵量 粒

当当当 实验室室 名

年年年 实验室室

太太太 湖湖 】

隔隔隔 实验室室 心

年年年 太 湖湖

太太太 湖湖

太太太 湖湖

太太太 湖湖

① 施炜钢
。

太湖秀丽白虾生长特征的初步研究
。

太湖水产增技
, ,

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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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白虾摄食种类及出现频率测定

图图图 太 湖 白 然 生 长 白 虾虾 实 验 宝 人 工 饲 养 白 虾虾

标标标标标标标标标标标标标标标标标标标标标标标标标标标标标标标标标标标标标标标标标标标标标标标标标标标标标标标标标标标标标标标标标标标标标标标标标标标标

浮浮浮 游 生 物 种 类类 太湖优势势胃内出出 浮 游 生 物 种 类类 胃内出现现

种种种种生物量量现频率率率 频率率

个 环

么么 无节幼体 。川胡 ,, 温剑水蚤
’

人。”。 夕‘ 叩泞 ··

拟剑水蚤 , , 。乙。 , 。 锥肢蒙镖水蚤 , 。 以 。 。。 乙扮。 ‘‘

长刺温剑水蚤 望肠 , 二叼
, , , , 盆‘‘ 僧帆熟羞

。
户 。 韶

、

汤匙华哲水蚤 占。。
,‘‘ ‘ , 、‘‘ 象鼻令蚤。 ,

,‘。
··

荡镖水蚤
, 。‘ 。 , 阴 。 , 盘肠下蚤 人驴试口邢 泞 ”

··

猛水蚤 , , 。 众。以 。。

胜花臂尾轮虫虫

赖爪低鼻搔 占 川 。。。 , 人。 “ 。印 。。刀‘泞泞 】】 打 “‘人阳 。“ 月 。 夕件了 护“ 况

叭昭昭

柯氏象鼻搔 “。胡“ ,‘。 。, 。 , 。 ,“ 盼 角突臂尾轮虫虫

直额碟月冤魁 刃 。研“ , 、衍
。对 , 话话 刀 ‘ 旬此留才泞 “ 几 扛 了‘ “ 朋

长肢秀 析蚤蚤 曲腿龟甲轮虫 ‘ 。 戒
“ 。 , ““

动刃几 梦田阴“ “ ,‘“人门‘乙。尹 , 的 ,‘ ,‘ ‘ 迈氏三肢轮虫 岁山。‘ “ 。 ,

僧帽蚤 , 人。 。 。‘。“ ‘ ,‘、 、、 跃进二肢虫 万山。
, 尸“韵‘‘

沟痕泡轮虫 。刃人。 , , , 留‘ ‘、 。 、。 ,
剪形臂尾轮虫虫

螺形轮虫 ‘ 。“之以乙。 。 , 人￡。。 , 话话 月月 打 , ‘‘ 。 ,‘,‘ 、 ,‘ ‘ 岁

角突臂尾轮虫 价爪去。“ 。 。
卿 , 如 。。 螺形龟甲轮虫 人 。耐拟“ 伪 货盯钻钻

针簇多肢轮虫 梦。 , 人, , ‘、乙。 。 ,、 无节幼体 八 。呷 ‘”““

舞跃轮虫 刀 、。。‘ 即 几。 材 ‘ 、 , 了 、 无齿幼蚌 巾‘以 州勿
···

矩形轮虫‘ 。。 ,尸 、, 、,‘ , ‘ , 「 ‘
幼螺 “‘ 对 , 。刀。泛 , “ 尹 , ,“ 尸尸尸

曲曲曲腿 龟甲轮虫 。‘, 广 。 二“ 、。。。。 螺 卵 口 丫尸。户“记“ “

白虾的生长与食性定量测定结果

白虾生长与食性定量见表
。

实耗碎屑及动浮总量 只 」 沐 刁
·

饵料系数 实耗碎屑及动浮总量 体重净增量二 刁二

饵料转换率 体重净增量 实耗碎屑及动浮总量 刁 写

本批实验用苗为 月 日出膜
,

实耗碎屑均量包括颗粒饵料
、

腐屑
、

动物内脏
,

肉糜总

量
,

浮游动物量另计
。

饵料系数及转换率均按水体中所有可食饵料总量计算 包括水体 自生

及外源性饵料
。

食性试验 目的是要描述白虾在天然水域非人工投饵情况下所食各种饵料的

系数与转换率
,

因此在饵料系数的计算上不同于人工养殖情况下仅考虑人工投饵量与净增

重量的关系
,

而忽略了水体 自生及外源性饵料
。

各月龄的体长及体重增长曲线见图
。

体长与体重间有一定的相关关系
,

但不密切
,

这与白虾的脱壳生长特性有关
,

实测发现

相同体长下的刚脱壳虾与临近脱壳虾在体重上差异很大
,

后者明显重于前者
。

由表 可见
,

月至第二年 月即冬季白虾生长缓慢
,

饵料转换率较低
,

摄食饵料大都

用于体能消耗
,

一 月和 一 月生长速度较快
,

饵料转换率较高
,

饵料系数也相对较低
。

不同生长阶段的饵料系数及转换率见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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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白虾的生长与食性定量测定结果
·

、

测测定日期期 体长均值值 体重均值值 胃内容物物 排空时可可 实耗碎屑屑 实耗动浮浮 实耗碎屑屑 不同生长阶段段

均重 及动浮均量量 均量量 均量量量量量量量量量量量量量尾 尾
· 。 尾

·

饵 料料 饵料转换率率

系系系系系系系系系系 数数 纬

‘

。

, ‘

。 。

】

小小 于
···········

乙七、

丫 案庵互侧长

目目目 ‘目 , , 一‘

”旨于飞一丁一

而
月份

咚 各月龄体长 实线 和休重 虑线 增长
, 吕

小结与讨论

年“弓的白虾生物学最小型均小于 飞 一 , 年 表
。

白虾亲体似乎

有规格趋小迹象
,

但因笔者缺乏连续年 ’资料
,

目前尚难以下结论
。

太湖
“

三小
”
均为一年生

,

并喜栖于敞水区
,

无论从生境及饵料利用上均极为相 似
,

近年来随着对太湖的繁保措施及禁

捕期的逐步调整完善
,

使得太湖银鱼 资源得 以保护发展的同时
,

湖鱿及 白虾的产量有所下

降
,

湖鱿资源得 以抑制
,

因其低值不受欢迎为我们合理调整
“

三小
”

种群结构的 目标之一
,

但

由于未制定相应的白虾增殖保护措施
,

加之太湖 目前的高强度捕捞
,

白虾资源量近年来有所

下降
,

白虾产量从 年的 增至 年历史记录
, 刁年起又有下降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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际协脚冲嘛。

图 各月龄体长组饵料系数及转换率
体长 饵料转换率 饵料系数

,

势
。

而银鱼产量近年来在相对稳定的同

时略有上升
。

如何制抑湖鱿
,

确保银鱼
、

白虾
,

合理调 整种群结构是 当前太湖迫

切需要研究的项 目 图 理
。

虾苗破膜时均体长 、 均

体重
。

至平游期约 天
,

平游期

均体长花 , 飞 均体重 , 。

一 月孵化的虾苗
,

经二个半

月左右的生长 天 有少 部分当年虾

能达生物学最小型
,

并交配怀 卵
,

能继

续生长至第二年
。

这与巢湖白虾生殖方

式基本一致
。

巢湖当年性成熟白虾体长

为 飞 ① ② ,

也与太湖白虾规格相近
。

太 湖 白虾其生物学最小型 指标如

表 所示
。

钓 幼体能正 常 出膜的水质条件

水温 一 一 溶解

氧 一 。 亲虾抱卵期长短因

水温而异
,

需 巧一 天
,

采用循环水保持水质清新可明显加速幼体出膜
。

产后亲虾 一 天

内即行脱壳
,

继续生长 天左右
,

再行第二 次抱卵
,

产后大都死亡
。

由于在太湖中采集到的 白虾样本个体大小不一
,

尤其 一 月问的样本年龄结构复杂
,

因而无法精确地描述太湖白虾的寿年 但在实验室人工饲养并观察
,

其年龄约为 月
,

大部

户三巴洲礼

年份

冬 太湖
“

三小
”

捕扮产星统计
匕 一 、 一 勺

① 谈奇坤
。

巢湖的虾类
。

巢湖渔业资源增殖研究资料
,

第 集
,

洲 。一
。

② 谈奇坤等
。

巢湖虾类的资源及其增殖
。

巢湖渔业资源增殖研究资料
,

第 集
。

一
。



期 施炜钢等 太湖秀丽白虾生物学与食性的研究

表 太湖白虾生物学最小型指标
, , 训‘ 。 , ‘口 心“ 扛占 于 且 , 〕 。

样品来源

实验室取样

同期太湖取样

体 长 全 长 体 重 怀卵址 粒

分虾至 月龄 左右达性成熟
。

第一次抱卵经约 天
,

幼体出膜 即形成太耐中的春汛苗
,

至 月龄左右
,

第二次抱卵约 天
,

幼体出膜 即形成太湖中状汛苗
,

而后相继死亡
。

经

养殖问接证 明了太湖白虾生殖为分批产卵
,

由于第二次抱如量 明显小于第一次
,

可能就是造

成太湖秋汛苗量少于春汛的缘故
。

养殖 中首次发现春季苗仅经 天生长
,

有少部分能达性

成熟
,

并能生长至第二年再次加入生殖群体
,

其生殖机制有待研究
。

进入平游期后即摄取浮游植物及轮虫为饵
,

一周后就能捕捉小型枝角类与挠足类
,

并转人杂食性
。

对浮游动物的种类尤明显选择性
,

主要取决于饵料易得性
。

太湖样本胃内浮

游动物种类随太湖浮游动物优势种类变化 可变化
。

白虾 明显偏爱新鲜动物蛋 白
,

如螺
、

蚌
、

动

物内脏
、

尸体
、

水陆生昆虫等
。

在饥饿时也才摄取颗粒饵料
、

腐屑
、

正在脱壳的白虾
,

或挖取同

类及 自身卵粒
。

出膜幼体经 朽 天生长
,

体长可达 。、 、 ,

体重 饱
,

饵料系数为 饵料

转换率为
。

太湖白虾无专一捕捞期
,

渔获产虽均为银鱼等其它鱼汛 中夹带产童
,

但太湖渔民设置的
“
虾把

”网具
, ‘ 月 可渔获虾为清一 色抱卵虾

,

对 白虾资源杀伤极大
。

同时太湖吸螺丝船在

虾苗汛期对其杀伤很大
,

因虾苗游泳能力很弱
,

大量的虾苗在吸螺丝船作业时被吸入舱 内
,

造成虾苗资源的巨大损失
。

鉴于近年来 白虾资源衰退
,

因此在 白虾繁殖季节 一 月 应禁止
“

虾把
”

网具作业
。

虾

拖网
、

抄虾 网网 目拟不小于 , ,

严格控制吸螺丝证的发放数额
,

以保护虾苗资源
,

并规定

作业 区域
,

在太湖目前现有的三个常年繁殖保护远 内开展人工植被工作
,

以诱导亲体进入繁

殖保护区免遭杀伤
。

本实验 因受人力所限
,

未能平行进行摄食节律试验
,

故饵料系数及转换率可能还不

能精确反映实际客观
。

由于大湖采集的 白虾
,

年 龄结构复杂
,

鉴定 尚有 困难
,

幼体又难以采

集
,

因而采用室内饲养结合大湖调查来对其生长及食性定量进行研究分析
,

讨接地对太湖 白

是生殖
、

生长及食性加以描述
。

白虾生活于敞水性水域中
,

室内人工试养在生态环境
、

饵料结

构
、

生命周期等方面与自然水体相 比均会有很大差异
,

从生长角度也能看出人工养殖的白虾

个体
、

产卵量均小于 自然水体
。

致谢 本实脸得到 大湖潮管会凌更生
、

胡绍冲同志大 力支持与协助
,

值此表示 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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