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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 要 本文通过培养试验探讨了绿色把夫藻(Pavlova viridis)的生长特性，认为该藻具

有指数生妖期较长、藻群绝对密度较高且维持高峰时间较长等优良特性.该藻具有较广泛的生态

适应性，能适应光强500-100001x、温度6-30'C、海水比重1. 002-1. 016.特别能在低盐度(比重

为1.002)、低光照(400-500 lx)条件下良好生长，生态上符合罗氏沼虾人工育苗的客观要求.在育

苗水体中保持一定数量饵料性徽藻并投饲其他生物饵料构成人工生态育苗体系进行工广化育苗，

以角毛藻(Chaetoceros sp. )、小球藻(Chlorella sp. )为对照，比较3种微藻培育罗氏泪虾闭状幼体的

效果，发现绿色把夫藻与角毛藻效果相当而明显好子小球藻.本文作者认为绿色把夫藻是罗氏沼

虾人工生态系育苗的理想用藻.

关键调 绿色把夫藻，罗氏沼虾，人工繁殖，生态系

罗氏泪虾(A{acrobrachiur.n rosenbergii)目前正作为一种名特水产晶而日益发展，苗种生产

是其重要一环。长江口及杭州湾问口区有不少单位进行罗氏泪虾苗种生产，但自然条件不甚理

想，河口自然海水比重1.002远低于育苗要求(1.007)[李增崇、高体佑.1981].水中离子组成

及含量比例均失去海水特性[朱正国等.1993J，育苗期(3--5月〉 室外水温(10--20'C)远低于

育苗水温要求(28--30'C) [李增崇、高体佑.1981J，育苗期阴雨天多，自然光照不足。所以采取

人工供热、人工配制海水等措施以保证罗氏泪虾育苗条件。如果取传统用卤虫幼体为饵料并及

时排湾大量换水的"清水育苗"方式，会造 成大量人工海水的耗费。作者在罗氏沼虾育苗水体中

投加卤虫及合适单胞藻建立一个人工生态系统，以减少换水量，提高育苗效果。建立该生态系

统的关键在于选用合适的单胞藻。本文通过考察绿色把夫藻的生长特性、生态适应性及其培育

罗氏泪虾幼体的效果，探讨绿色把夫藻 成为上述地区罗氏泪虾人工生态系育苗用藻的可行性

和实用性。

1 材料和方法

1.1 试验材料
穰种均由上海水产大学饵料生物研究 室保种培养，试验前活化纯培养，取指数生长期的藻

液进行试验。罗氏泪虾描状幼体选自上海市东海水产养殖公司越冬亲虾所产情状I期幼体

1994-03-15收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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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I)。

1.2 研究方法
1. 2. 1 绿色祀夫藻的培养

基本培养液依f/2配方配制C华汝成.1980J.所用海水均为盐卤加闭口区自然海水调配比

重至1.008.煮沸消毒$培养期间 pH值一般随 培养物的种群增长而略有升高，变化幅度在8.0

-8.5之间F除特 殊说明外培养均在250ml锥形瓶中静止分批式进行，每天定时振荡3-4次。

(1)生长测定一一研究绿色把夫碟和角毛藻在相同条件(25'C、比重1.008.充气培养〉的生
长情况，分朝南窗口(光照强度小于10000 lx)和 朝北窗口〈 光照强度 小于3000lx)2种自然漫射

光，自然昼夜交替，每个试验重复3次。每天定时用血球计数板测定培养物碟细胞浓度。培养时
间为10d.

(2)温度试验一一培养温度范围为6-30'C.共设3档温度16-15'C、15-25'C、25-30'C。
光照为自然搜射光，最高光照不超过4000 lx.自然昼夜交替。培养时间为10d。

(3)光照强度试验一一根据实验 室实际条件，设4组光照试验z 朝南窗口漫射光(8000-

10000 lx)、 朝北窗口漫射光(4000-5000 lx)、 暗室日光灯光摞(2000 lx)、室内自然光强(400-

500 lx).每组各设2个重复，各组光照周期为自然昼夜交替，培养温度为 室温(10-22'C).培养

10d 以上。

(4)比重试验一一光照(2000 lx)和 室温(10-22'C)一定，用自然河口水稀释盐卤成4种比

重的海水(1.016、 1.008、 1.004、 1.002)配制f/2培养基进行培养，各组设2个重复。

1. 2. 2 绿色祀夫藻用作罗氏沼虾生态牟育苗竹效果
试验按饵料组 成分成4组z一组不投单胞碟而保持卤虫无节幼体密度4个Iml 作为对照F其

它3组除卤虫无节幼体4个Iml，分别添加绿色把夫碟〈保持40X10'个Iml)、角毛藻(20X10'个/

ml)、 小球藻(40X10'个Iml).每组供试幼体均为600尾，试验设3个重复。试验用东海水产养殖

公司深井水调配的人工海水(比重1. 007)在有效水体为3 1的大烧杯中进行，水播加热恒温

28'C .光照500-1000 lx.各组均微量充气，每天早晚吸湾、换水、投饵各1次，定期计数存活的

幼体，测量10尾幼体体长并检查发育状况。

2 结果

2.1 绿色把夫蔼的培弊
2.1. 1 生长

从藻类生长曲线〈图1、 图2)看出，培养条件相同，绿色把夫藻的指数生长期8-10d.最高密

度6.4X106-9. 8X106个/时，且高峰持续时间长F 角毛蝶的指数生长期仅2-剖，最高藻细胞

密度2.8X106.......4. OX106个/时，且高峰持续时间极短，极易老化而藻群"崩愤"。

2.1: 2 温度
表1显示绿色把夫藻在6-30'C的范围内均能生长繁殖，且繁殖率随温度增高而提高。值得

住意的是6-15'C温度范围碟群繁殖率与其他2组差异不大，最高密度 符合生产要求。

2.1.3 尤照强度
表2显示绿色。把夫藻在500-10000lx 光强范围内能生长、分裂繁殖。培养前期碟群增殖率

随光强度加大而明显提高，培养后期增殖率差异不大。特 别是 室内自然光强的一组， 光强仅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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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 1 Growth curves of two kinds of algae 
radiated by natural diffused light (4000 lx) from 
window facing north at room temperature (25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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圄2 朝南窗 口 自 然 漫 射 光 (10000 lx) 室 温

(25'C)条件下2种藻类的生妖曲线

Fig. 2 Growth curves of two kinds of algae 
radiated by natural diffused light 00000 lx) from 
window facing south at room temperature (25'C) 

寝1 温擅对绿色把夫部生长繁殖的影响
Table 1 Effect of temperature on growtb and reproduction of Pøvlovø viridis 

6-15'C 15-25'C 25-30'C 

接种密度(X10' cell/ml ) 31 31 31 

最高密度(X 10' cell/ml ) 472 547 745 

s. g. r 0. 27 0. 29 0. 32 

注 Spe cific growth ra te (叫·仙 即K=肘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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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0-500 1x，糠群却能持续缓慢增快到较高密度，且部液始终呈现鲜亮的黄绿色F而强光
10000 1x下培养后期常见部细胞发自沉淀，藻液棍黄，迅速老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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寝2 光照强度对绿色相夫藻生长的影响
Table 2 Etfect ot llght intensity on growth ot Pøvlovør viridis 

光照强度(1x)

10000 4000-5000 2000 

N(X 10' cel1/ml) 31 31 31 
s. g. r 

N(X 10' cel1/ml) 264 219 179 
s. g. r 0.71 0.65 0. 58 

N(X 10' cel1/ml) 338 280 185 
8. g. r 0.48 0.44 0.36 

N(X 104 cell/ml) 417 380 260 
s. g. r 0.32 0.31 0.27 

N( X 10' cell/ml) 667 583 385 
s. g. r 0. 30 0.29 0.25 

N(X 10' cell/ml) 

3卷

400-500 

31 

73 
0.29 

95 
0.22 

145 
O. 19 

242 
0.14 

510 

表3表示绿色把夫糠能在比重为1.002"""'1. 016的范围内正常生伏，且随盐度变化部群增殖

率无显著差异(P>O.O日。多次试用谈水(比重1.000)培养均未 成功，说明该穰非谈水种。

比重
接种密度(X I0‘cell/ml)

最高密度(X 10' cell/ml) 

s. g. r 

表3 盐度对绿色把央精生长的影响
Table 3 Eftect ot sallnity on growth ot Pøvlovø viridis 

1. 016 1. 008 1. 004 

77 77 77 

501 465 557 

0. 17 0. 21 0.24 

2.2 绵色把夫蔼用作罗民泪虾生态系育苗的效果

1. 002 

77 

433 

0.20 

从罗氏泪虾幼体 成活率、变态率比较分析和幼体体长变化〈表4)来看，单胞藻添加组显著

优于对照组(P<O.O日，添加把夫糠和角毛蝶的幼体成活率〈培养9d)是对照组的2倍，把夫藻

与角毛藻育苗效果无差异，均优于小球藻(P<0.05).

试碰幼体总数〈尾}

9 d幼体存活数(尾〉

初始全长(mm)

表4 罗民泪虾i置状幼体成活事及生长状况
Table 4 Growth and survival ot larvae of Møcrobnu:1dum ro"n1nr，耐

对照组(清水〉 把夫藻组 角毛.组

600 600 600 

157 332 326 

1. 56土0.05

培养9 d幼体全长(mm) 2.06土0.30 2.22土0.09 2.13土0. 12

9 d幼体发育期 1-1V IV-V IV-V 

小球藻组

600 

284 

2.07士0. 08

1-1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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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讨论

在罗氏泪虾育苗水体中添加单胞碟，单细胞碟类直接或通过卤虫生物包囊由食 物链间接

给幼体提供营养。另一方面单胞碟通过生理过程吸收水中氨化物和 CO2，行光合作用增加溶氧

量，为幼体创造良性循环的生存环境，从而可减少换水，大量节约人工海水，优化了育苗工艺.

根据长江口杭州湾河口地区罗氏泪虾育苗客观条件，选择建立人工生态系的理想用嚣，一

方面育苗效果要好，另一方面要能有效地大面积生产。上述地区育苗期间盐度低〈比重1.002)， 

使得常用的单细胞藻类中只有广盐性的小球部、角毛穰和绿色把夫藻才能直接利用自然海水

而无须人工配制海水培养[寰国英，1988，Chen， 1991J。从育苗效果看，小球藻不如角毛部和绿

色把夫碟，这可能是由于小球藻细胞壁厚，卤虫或幼体摄食 后不消化。此外，本研究还初步测定

了3种单胞臻的脂肪酸组 成及含量，发现小球部含1812ω6较多，而高度不饱和脂肪酸(HUFA)

的含量远低于 角毛穰和绿色把夫藻。甲壳类虽能将必需脂肪酸1813ω3和1812ω6合 成为2015ω3

和2216ω3，但转化率太低，不能满足幼体生长发育的需要，必须从外界摄取[McConaughy，

1985J。即使少量的小球藏被消化，其营养的缺陷也会影响幼体存活率和生快速率。角毛藻的育

苗效果虽然与绿色把夫藻相当，但由于 角毛藻的生长繁殖要求高温(25-35'C)、高光照(8000

-100001x)【刘继渊，1982J，与上述地区育苗期间自然水温低00-20'C)、阴雨天多、光强弱

(ζ40001x)等客观条件不相适应，大量生产需人工加热或照明必然增加耗能。

绿色把夫藻具有广温(6-30'C)、广盐〈比重1.002-1. 030)、对光强适应范围广(500-

10000 lx)，尤其对低光照、低温度、低盐度具有较强适应力，在快江口杭州湾河口区罗氏泪虾

育苗生产季节(3-5月〉能直接利用海区低盐度的河口水(比重1.002)在常温、自然光照条件下

进行大面积生产。该碟具有指数生长期和高峰维持时间较长等生长特性，便于藻类培养与幼体

培育协调同步，及 时供应新鲜的部 液。 绿 色 把 夫 藻属金藻门(Chrysophyta)、普林覆纲

(Prymnesiophyceae)、把夫藻目(Pavlovales)，细胞具有不等长鞭毛，常作旋转游动，故在水中

悬浮性好，分布均句[Green，1955J，细胞壁薄，幼体摄取后易消化，加之该藻含高度不饱和脂

肪酸丰富，能满足罗氏泪虾幼体生长发育之需，从而提高罗氏泪虾幼体的成活率和生快速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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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VLOV A VIRIDIS AS BAIT FOR ARTIFICIAL 

PROPAGATION OF MACROBRACHIUM 

ROSENBERGII IN IMITATING 

ECOLOGICAL SYSTEM 

Lu Jun and Zhang Dao - nan 

CDepartment 0/ Aquaculture. SFU. 200090) 

ABSTRACT The characteristics of growth， the appropriate culture 

conditions and the effect of Pavlova viridis as feed on artificial propagation of 

Macrobrachium rosenbergii were studied in the paper. The results with strong 

evidence showed that Pavlova viridis grew well within a wide range of 

temperature (6-30'C)， salinity (1. 002-1. 006) and light intensity (500-10000 

lx)， especially in low salinity O. 002) and low light intensity (400-500 lx). 

Compared with Chlorella sp. and Chaectos sp. as feed for Macrobrachium 
rosenbergii propagation， Pavlova viridis was as good as Chaectos sp. and better 

than Chlorella sp. Based on the experimental results， it could be concluded that 

Pavlova viridis was a suitable microalgae for artificial propagation of 

Macrobrachium rosenbergii in imitating ecological system. 

KEYWORDS Pavlova viridis， Macrobrachium rosenbergii， artificial 

progpagation， ecological syste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