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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prawn red appentlages disease is eat~ed by some infecting vibrio or bacillus． The experiment we 

conducted  Oil the infeetion of the prawn with 曲 嘲  an d 毫o alginolytieus as proved suc— 

ccssfu1．Wc found that the enviroment and constitution of the prawn had a great influence Oil血e mortality 

of theprawnirffected ．w hjchis 83．3 l'nOl~in,adverse environmentthan thatin favorable environmemt． 

After infectioa the mortality of the prawn with a poor constitution is 2．5 to 3 times that of the normal 

on皓 within 24 hours．Therefore，in the coul3e of production of farming prawn，the problem of  im proving 

culture environment an d bu．ding up constitution of the prawn must be solved in  addition to'steriliz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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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彳， ，。提要 
报道了全国首次对虾配售懈料评优试验。试验方法包括取样程序、试验虾 

的选择、试验蝙组 控制环境条件、处理死虾和残饵、结果的评定。该方法埔保j试 

验结果的 准嘲 性和可比性 。 ． 

试验结果与依据标准(发布号为SC2002—94)桂测的结果一致，优质产品的饲 

随着对虾人工养殖业的迅速发展，对虾人 

工配合饲料的研究和生产也广泛展开“～ ．在 

全国已经形成了初具规模的对虾配合饲料生产 

行业，涌现了一批好的和比较好的对虾 合饲 

料产品，但是也有一些质量低劣、掺杂使假的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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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进入市场 。为了提 高对虾配合饲料产品的质 

量，促进对l虾养殖业的发展，农业部于 199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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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了全国首次对虾配合饲料产品评优工作。 

本试验的日的，一是通过产品的实际喂养 

效果 比较试验，为全国对虾配 合饲料评选工作 

提供依据．以确定产品的优劣和等级 ；二是为了 

进一步验证由黄海水产研究所负责起草的中国 

对虾配合饲料标准草案(发布后的标准号为 

SC2002—94)，以期对各项指标做进一步的验证 

和修订；三是为了在全国范围内对对虾配合饲 

料喂养效果的比较试验方法积累经验．使试验 

方法逐渐规范化、标准化，以增加试验结果的准 

确性和可比性[‘~” 

l 材料和方法 

1．1 试验用配合饲料 由农业部鱼虾饲 

料检测中心统一到企业抽样后，将样品编号密 

存，分批送到试验场地，在常温下保存使用 

1．2 试验用虾 取自青岛市螃山区红岛 

乡养虾场同一个养虾池，选用健康无病，发育正 

常的虾作为试验材料．体长范围、7．0～9．0cm。 

1．3 试验设施 A，B，C 3个水泥池(8．0m 

×4．．0m×1_7m)，放 虾容器 为直径 80cm，高 

80cm的圆柱 形网笼 ，网的孔径为 1．5ram，网笼 

底铺设双层聚乙烯薄膜 水泥池内水深 60cm。 

1．4 试验分组 每样品设 A，B，C 3个平 

行组 ，每组放试验虾 30尾，分放于 A池、B池、C 

池，有 l2份样品参加试验，另设 1个对照组，分 

别编为 l～l2号和 l3号。 

1．5 水的处理 自然海水经 24h沉淀后 

用 120目筛绢过滤使用。 - 

1．6 换水 每次投饵前换水 30 ，同时 

流水 1h，全天 3次 换 水，日换水 量为 i00～ 

200 。 

1．7 对照组饵料 主要是新鲜蛤肉，在新 

鲜蛤肉供应有困难时用冷冻蛤肉代替。试验期 

间喂冷冻蛤肉的时间占 1／4。 

1．8 投饵 每天投饵 3次，时间分别为 6 

时、l5时、l9时，每次投饵量分别为It投喂量的 

3O ，30 ，40 。El投喂量比实际需要量略多。 

1．9 残饵的收集和处理 每天上午用塑 

料管虹吸，用 120目筛绢袋收集残饵，用同一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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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挤水称重 ，然后作残饵千湿比．换算成干重。 

1-10 死虾 及时拣出并对肢体完整的死 

虾称重 

1．1l 虾体测量 虾体经拧干的纱布吸水 

后 ，用电子台称(精度 0．O01g)称量体重．用直板 

刻度尺(精度 0．1mm)测量体长 为避免虾体损 

伤 ，仅在试验开始和结束时各测量 1次。 

l-l2 试验 中对虾体长和体重测量、饵 料 

称量和投喂、残饵处理等均固定专 人用相同方 

式操作 

1．13 水质监测情况 溶解氧 6．9～ 

8．Omg／L、盐度 28～32，pH8．2～8．3，水温 23～ 

29℃ 。 

1．14 试验过程 8月 l4．15日两天把试 

验用虾运进室内水泥池中暂养．8月 24~26 It 

进行预备性试验 ，正式试验时间 8月 27 El～l0 

月 5日，历时 40(I。 

1．15 试验结果用计分的方法(见表 1)进 

行评定。 

根据当时对虾配合饲料的生产和使用情 

况 ．饲料系数 2．5属较好的对虾配合饲料，因此 

确定 2．5作为饲料系数的比较参数。 

寰 1 

TIb．1 

合饲辑囔井试麓结果计分方法 

【elhod 0诅mⅡ-g nua'k on fhe feedh~ 稍印皇缸嘲 I 

，目mh of xmmafeeds 

2 结果 

试验结束时体长、体重、成话率、饲料系数 

以及计分结果分别列于表 2和表3。本试验所采 

取的试验方法确保 了试验方法的准确性和可 比 

性，不同配合饲料试验结果差别柜大。经对体 
长、体重增加情况统计表明，体长 体重的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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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增加 0．1，表现显著。最好的与最差的试验结 

果相 比，体长增 长量高 出 3倍 ，增重高 出近 l0 

倍，成活率高出 25．5 ，饵料系数低者还不到 

高者的 I／2。3号饵料系数为 2．6，被评为优质产 

品第一名。 

衰 2 

Tab．2 The删 t 0fthe l a  t ofh rmulI鼬  

本试验结果与依据《中国对虾配合饲料》标 

准草案对配合饲料样品理化检验的结果(表 4) 
一

致，喂养效果最好的饲料也是理化检验得分 

最高的饲料，说 明标准规定的技术指标基本上 

反映了配合饲料的质量。 

衰 3 配合饲料口l井试验计分结果 

I讥 l The睇蝌 of(hefeed~ t dⅢ蜘td IIfeeds 

饲料样 体长增长 体重增长 或括率 懒料 

品编号 (era) (s) ．( ) 系数 

3 讨论 

3．1 本次试验的意义。近几年我国对虾配 

合饲料工业发展很快，但由于投有在同等条件 

下进行比较试验，难以对其使用效果进行客观 

的评价 在全国范 围内抽取配合饲料样品，在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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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条件下进行喂养效果 比较试验，这在我国尚 

属首次。在这次试验中，从取样到试验结果的评 

价完全由饲料产品加工，研铷的局外入主持进 

行，并采取了一系列较为科学的方法，确保了实 

验结果的准确性和可比性 ，为今后的类似试验 

提供了经验。这次试验对于对虾配合饲料产品 

质量的提高，对于建立和完善对虾配合饲料产 

品质量评价体系将发挥重要作甩 。 

3．2 试验对虾的选择。选择试验对虾的原 

则应该是使各试验组对 虾在性别、体长、体重、 

健康状况等方面处于同一水平线上。试验对虾 

的体长范围应处于生长迅速并且对配合饲料依 

赖程度比较大的生长阶段。本次试验由于安排 

时间较晚，选用了体长(生物学体长，下同) 

8．Oem(波动范围为 7．0～9．Ocm)的对虾。笔者 

认为选择体长 6．O～8．Ocm体长的对虾，个体差 

异不超过 1．Ocm，组间差距不超过 0．5cm的对 

虾作为试验材料较为合适 

据观察研究，中国对虾雌雄个体间在体长 

海洋科学 

一2  7  9 7  0 6  0 3  2  9  2  3 
累一 拖 钒 幅 ∞ 轴 柏 曲 

6  3  6  6 6  O  0 0  0 0  7  1  

埔 埔 H 埔 埔 n n 

5 3 1 7 0 2 5 2 7 4 8 8 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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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cm前没有明显差异．12cm以后雌虾生长速爱 

明显高于雄虾。因此在选用试验虾时 ，应根据试 

验时间的安排，或者雌雄不分，随机选用．或仅 

用同性虾，或者搭配各试验组性比相同。本次试 

验 由于开始时间较晚．虾体长已在 8cm左右 +试 

验时间处于养殖对虾生长的中后期(体长 8～ 

l 4ern)，全部选用雌虾 ，另外，试验用虾还应健康 

状况 良好 +无病 ，无损伤。 

去l对虾配合饲料理他控验得分 

Tab-l 1k of ysI 删 cheml,ml offormula吣  

饲料样品编号 1 2 3 4 5 6 8 9 10 _] 12 

得分 59．4 5&8 62．0 50．6 60．1 55．4 42．2 51．9 46．0 49．7 47．7 58．3 

注：理化检验满分为 60分。 

3．3 试验水环境条件 。水环境条件的控制 

应本着两个原则：一是 充分满足对虾对水环境 

条件的要求，把各项水质指标控制在最佳水平 

上；二是要保持各试验组水环境条件的一致 该 

试验安排在本所囊岛试验基地，海区水质状况 

良好，与养殖有关的水环境要素稳定．无污染。 

试验用水经充分沉淀后用 l2O目筛绢过滤，基 

本排除了海水中天然饵料的影响 每种饲料的3 

个平行组分放于 A，B．C 3个水泥池中，水质条 

件相同。试验期闻 ld 3次换水．每天换水量达 

100~200 ，经测试水质良好。 

3．4 试验方法的选择 在试验设计中曾 

考虑两种不同的试验方法，一种是象本试验超 

样．每个试验组的对虾是个群体；第二种是每试 

验组仅放 1尾虾 ，每个样品可以设 8～lO个平 

行组。我们曾计划两种试验方法结合进行．但由 

于准备时闻仓促，条件有限．未能如愿以偿。这 

两种方式各有利弊．第一种操作简便．但对虾之 

间残食严重，因而死亡率偏高；第二种撤除了虾 

之间的残食．所得数据较为准确．但工作量很 

大 试验方法的确立应遵循两条原则，一是要确 

保试验的准确性和可比性 ，二是尽可能与饲料 

的实际使用情况相接近。为此，建议对这两种试 

验方式利用同样的试验材料进行 比较验证 ，以 

取长补短．有机结合 +确立一套完善的试验方 

法。 ． 

3．5 残饵和死虾的处理 试验期间对残 

饵和死虾的处理是工作量较大的两项工作。由 

于各种饲料的水中稳定性不同，会有不同的散 

失量。稳定性差的饲料．散失量大，浪费就会增 

J995年第 6期 

加．饲料的消耗总量(为对虾摄食量与散失量之 

和)就大。饲料系数就会相应提高。另外，由于残 

饵 与对虾粪便混在一起，在实际操作 中尽管精 

心辨别和收集残饵。但很难把残饵和粪例完全 

分开，对试验结果也会有一定的干优。但这样． 

在 试验结果的可比性方面不存在问题 ，并且与 

饲料的实际使用情况相似。 

对于死亡个体及时发现和拣 出。肢体完整 

的个体称重并减去该组初始平均体重，求出死 

亡虾增重；肢体残缺的个体 ，记录死亡 日期和试 

验天数．按本组个体平均增重，计算死虾增重． 

作为计算饲料系数的依据 ，尽管如此，由于每尾 

对虾初始体重、增重速度是不同的，因此谩差仍 

然是不可避免的。 

3．6 试验结果的判定 应选择体现配合 

饲料产品质量的主要指标作为试验结果的评价 

标准。使用配台饲料的最终目的是为了提高对 

虾养殖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试验对虾的体 

长和体重的增加、成活率、饲料系数与这一 目标 

相关，作为评价饲料产品质量优劣的具体指标 

是适宜的。相比较而言，对虾体长、体重的测定 

系统误差较小，而测定成活率、饲料系数的系统 

误差较大．在试验结果的综合评价体系中它们 

理应占不同的比例．即体长、体重的增加所占的 

标准分数应 高于成活率、饲料系数所占的标准 

分数 

7 对虾饲料产品评优主要依据两个方 

面，一是根据本次喂养试验提供的数据．二是根 

据中国对虾配台饲料标准草案．对各参选产品 

进行理化检验所提供的数据。从最后评选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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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 ，两个方面所得数据是一致的 ，说明标准草案 

中规定的技术指标基本上客观地反映了产品的 

质量。通过本次试验对标准草案中的个别指标 

作 了修改，如配合饲料 中的水分含量，在 1988 

年前的地方标准规定低于或等于 1 3 ，1989年 

本标准草案规定低于或等于 12 ；但是这次参 

与产品评优的样品，水分含量全部低于 l2 ，波 

动范围为 6．82～11．62 ，表明我国配合饲料的 

加工生产能力在迅速提高 。为了反映这种变化 ， 

有利于配合饲料的储运，把水分含量改为低于 

或等于1i 。该项标准已于 1994年由农业部作 

为水产行业强 制性 标准发 布实施 (标准号 为 

SC2002—94)。随着 科研和生产的发展还要进一 

步完善和提高。 

3．8 配合饲料质量方面的突出问题 在 

试验期间看到配合饲料的质量有两个 突出问 

题 ，值得研究解决 。一是对虾对某些饲料明显厌 

食。一些好的饲料如 3号、1号等投喂以后，0．5h 

左右，70％以上的个体达到饱胃，抢食活动明 

显；相反，有的饲料投喂以后，对虾毫不理睬，2h 

后观察，投喂的饲料几乎原封不动。而此时此刻 

80 的虾却处于空胃状态，也就是说它们宁肯 

空腹挨饿，也不愿摄食这种饲料，对这种现象产 

生的原因应进行探讨，据分析。可能是由气 味、 

颜色等饲料的感官特征引起，因此应加强配合 

饲料诱食特征和诱食荆的研究。二是有的饲料， 

对虾很乐意摄食并且摄食量很大但生长缓慢。 

疾病较多 常见的穰病有；褐斑病、黑鳃病、红腿 

病。异常现象有：软壳、体色老化不鲜艳。产生这 

种现象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根据耐不同配合饲 

料的不同喂养效果比较分析，其中配合饲料营 

养不平衡可能是原因之一。因此。生产和使用质 

量优良、营养全面的全价对虾配合饲料乃是今 

后饲料行业发展的方 向。对于实践业 已证明质 

量低劣、喂养效果差、对l虾厌食的配合饲料．生 

产加工单位应停止生产，技术监督部门应采取 

坚决的管理措施，用户应拒绝使用。 

3．9 尽快实现对虾配合饲料效果试验方 

法的标准化 通过这次试验 ，我们认为对虾饲料 

喂养效果 比较试验方法标准化的对象应包括 ： 

试验设施、取样方法和程序、试验对虾、环境条 

件、管理要求、试验期限、结果评价等方面 标准 

化方法的制订应根据 当前对虾配合饲料科研和 

生产的水平与经验，对影响试验结果的要素，经 

研究、生产 使用等多方面的代表充分协商一 

致 ，做 出统一规定 ，经 国家有关部门审批唇实 

、旖。优质高效配合饲料 的使用 ，对于净化水环 

境，防治对虾病害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对虾配合 

饲料喂养效果试验方法的标准化将会提高试验 

结果的准确性和可比性，促进饲料产品质量的 

提高，增强饲料生产企业的竞争意识，提高企业 

的现代化管理水平，从而为好的企业、好的产品 

开拓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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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CoⅣⅡ’ATIVE EXPERIMENT 0F F10RM ULA FEEDls FoR 

Penaeus ch主tl口t1．sis 

Yu Dongxlang，U Xlaoehuarz，Zhou S~quan and Gao Chunran  

(Y~oto ^幽 P．*m~cklas／／g~． 咖 D 266071) 

R 船“ ：Ma ·22·l995 

Key W otda：Formula f吲 ，Com~ vision of quality，F．xperiment method 

This pape r reports the experiment f~nlXlXing and appraising the quality of formula feeds for Penaens 

曲 ． The expe riment method included sam p~ g pr ocedure，selecting experim ent pr awns， organizing 

into groups．controlling~nvirol~ental condRions，hancU~g dead bgglJes an d residual feeds，and evaluating 

the  expe rimen t result．Tatmethod  crm arecl acc ttraey and戗蝴 arab丑“y ofthe expe rimen trecur． 

The experim ent resultw∞ in keepingwith thatof thet吲 accordingtothedraft standard(the symbol 

and numherof the standardissued ：SC2002—94)．Thefeed eoeffclant ofthe hig~a—quality formulafeedwag 

2．6． This experiment afforded useful experiences the standardizatJorl of experim ent method of formu1a 

一

6中 
渤海东侧海岸带黄土中的放射虫 

鞠小华 

· 

气 

提要 阐述j海岸带黄土中放射虫的种类及组合特征．并对其来源进抒了探讨。 

初 步认为：放射虫最轫是在问冰期 高海面时被黄海暖流带入渤海的，后来在冰期低 

海面时，裸露的海底受强天的西北向低空气流作用，致使一些放射虫壳休伴随沙尘 

而沉降到附近海岸黄土之 中。 

化石，主要分布于热带、亚热带海域和大洋暖流 

区。在渤海和北黄海的第四纪沉积物中，至今尚 

未发现，仅在古渤海西部平原海侵地层中曾有 

人发现浮游有孔虫化石 ]。 

最近，作者在分析渤海东侧海岸带(118 ～ 

l22 ．37。20，～4O口N)黄土对．发现其 中含有较 

1995年第 6期 

多的放射虫 它们来自于何处?如何赋存到黄土 

中?对海岸带黄土形成机制及古气候与古环境 

变迁的研究来说，具有重要的科举意义。 

海岸带黄土中含有孔虫I化石，已有较多报 

·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项 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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