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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 要 挑选受精卵颜色呈褐色或接近褐色的抱卵虾，放入网箱多点布局孵化，直

接放流孵出幼体是大水面日本沼虾资源增殖的有效方法 % &##’ 年，采用此法对湖北省阳

新县网湖日本沼虾进行增殖，其产量从增殖前（&### 年）的 ’####() 上升至 "*###()，取得显

著增殖效果 %进箱孵化的抱卵数量（!，()）可用计划生产量（"，()），总回捕率（#）及个体平

均体重（$，) + ,-.）计算：!""·（’###·#·$）/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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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沼虾（%&’()*(&’+,-. /,00)/1/2,2）是我国淡水中最重要的经济虾类，其产量主要依赖于天然捕捞 %由于

对日本沼虾的捕捞力度不断加大，致使其资源量日趋减少 %寻找有效的方法恢复日本沼虾资源十分必要 %人们

对日本沼虾人工孵化与育苗作了许多探索，并使人工育苗获得成功［’ 3 $］%但是人工育苗规模有限，远远不能满

足大水面投放需要，因此必须寻找其它增殖途径与方法 %对大水面日本沼虾的增殖，到目前为止，仅见一般性

的建议［4 3 ’"］，尚需进一步研究 %
本项目组分别在武汉市武湖（&###56&）和湖北省阳新县网湖（!$###56&），对日本沼虾人工增殖的方法和途

径进行了研究，旨在指导大水面日本沼虾的资源保护和增殖工作，同时也为大水面其它水生动物的保护和增

殖提供借鉴 %

! 工作方法

! %! 日本沼虾网箱孵化

&### 年 * 3 $ 月，在武汉市武湖利用网箱在非人工增氧条件下进行抱卵虾不同孵化密度、受精卵不同发育

时期的孵化对比试验，依据孵化率，筛选抱卵虾进箱孵化适宜密度和最佳时机 %孵化率 7 抱卵虾孵空尾数 +抱
卵虾总尾数 8 ’##9 %

试验用孵化网箱规格 :6 8 ’6 8 ’6，网目 &; 7 &<6，设置在水深 ’% *6、透明度 "# 3 !#<6 的湖水中，网箱入

水深度 #%46%试验用抱卵虾从武湖及周围湖泊日本沼虾渔获物中挑选 %试验期间，每日投喂虾体重 "9的生面

条，分早、晚两次投喂；每日检查网箱，及时清理出孵空亲虾和死虾，并作好相应记录 %
! %" 放流技术

依据日本沼虾生物学特性，提出进箱孵化抱卵虾数量计算公式，并计算湖北省阳新县网湖 &##’ 年人工增

殖所需抱卵虾数量 % &##’ 年 ! 3 : 月，挑选所需的抱卵虾放入孵化网箱，采用多点布局孵化、直接放流孵出幼体

的方法，对网湖日本沼虾进行人工增殖 %比较增殖前后日本沼虾渔获量，以检验抱卵虾数量计算公式的可靠性

和放流技术的可行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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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结果与分析

! !" 网箱人工孵化

若在大水面中分散设置孵化网箱，受条件的限制，很难保证对每个网箱实施人工充气等增氧措施 !为寻找

更普遍适用的方法，本试验特地在非人工增氧条件下进行 !
进箱孵化的抱卵虾密度越小，孵化率越高；当密度达到 "#$ % &’ 时，孵化率税减至 ()!*+；适宜孵化密度应

为 ’#$ % &’ 左右（表 (）!
表 ( 还显示，从抱卵虾进箱至出现孵空亲虾耗时 " , (-. 不等，至全部孵空历时 ’( , ’/. 不等，说明进箱孵

化的抱卵虾孵化耗时不一致 !较早抱卵的，较先孵空 !若能对抱卵虾人工挑选，选择受精卵发育时期靠后者，则

孵化耗时会缩短，孵化管理时间也会相应缩短，从而可降低管理的劳动强度和物力投入 !为此，进行了进一步

试验（表 ’）!
表 ( 日本沼虾网箱孵化比较试验（水温 (0 , -12）

345!( 64789:;$ 8<&=4>47:?@ @A=@>:&@;7 <B !"#$%&$"#’()* +(,,%+-+.(. :; ;@7 C 84$@（7@&=@>47D>@：(0 , -12）

抱卵虾进箱孵化密度（#$ % &’）
抱卵虾从进箱至孵空耗时（.）

至开始出现孵空亲虾 至全部孵空

死亡率

（+）

孵化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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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 受精卵不同发育时期的抱卵虾网箱孵化试验（水温 ’/ F ’2）

345!’ 64789:;$ 8<&=4>47:?@ @A=@>:&@;7 <B .:BB@>@;7 .@?@G<=&@;7 HI$<7@J（7@&=@>47D>@：’/ F ’2）

受精卵颜色 进箱抱卵虾密度（#$ % &’） 进箱至孵出幼体的耗时（.） 孵化率（+）

黄绿色 ’!1 K (* 0*!1
淡黄色 ’!1 K (1 E1!1

褐色（复眼出现） ’!1 !/ E*!1

日本沼虾受精卵发育早期呈黄绿色，中期呈淡黄色，后期复眼出现，呈现出褐色［(’ , ("］，因此可通过受精

卵颜色来判断其大致发育时期 !
表 ’ 表明，受精卵发育时期越靠后者，不仅孵化耗时越短，而且孵化率也越高 !因此，在生产实践中宜选择

受精卵呈褐色或接近褐色的抱卵虾入箱孵化，以缩短孵化管理时间和提高孵化率 !
! !! 进箱孵化的抱卵虾数量计算

可依据完成计划生产量所必须回捕到的日本沼虾尾数，总回捕率以及日本沼虾相对繁殖力等参数反推

进箱人工孵化所需抱卵虾数量，建立如下计算公式：

/" 0·［12·1·2］3( （(）

式中，/ 为进箱孵化的抱卵虾数量（#$）；0 为计划生产量（#$）；12 为相对繁殖力（@$$J % $）；2 为个体平均体重

（$ % :;.）；1 为总回捕率（ L 孵化率·幼体成活率·幼虾成活率·成虾成活率·捕捞强度）!
由于日本沼虾相对繁殖力 12 L (1/)!)/ F (/! E"@$$J % $!，为便于计算，可取 12 L (111@$$J % $ !则式（(）简化

为：

/" 0·（(111·1·2）3( （’）

! !# 网箱多点布局孵化放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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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工孵化网箱应全湖多点布局孵化，让孵出的幼体直接进入全湖各个水域，使日本沼虾种群全湖分布，以

利于日本沼虾种群生长与增殖 !
"##$ 年，网湖计划通过人工增殖手段使日本沼虾产量从 "### 年的 $####%& 增加至 ’####%&!日本沼虾平均

规格按 ’& ( )*+，总回捕率按 $!#,，由式（"）计算，至少需要 $###%& 抱卵虾进箱孵化 !
为方便管理，在全湖均匀分设 ’- 个点架设网箱（即约每 $’#./" 设 $ 个点），每点“一”字型设 $" 个网箱，每

个网箱面积 "/"，每箱放入抱卵虾 ’%& 左右 !这样实际进箱孵化的抱卵虾共计 $"##%&!均挑选受精卵呈褐色或

接近褐色的抱卵虾进箱孵化，每批虾孵化管理时间 - 0 $’+ 不等 !截止 "##$ 年 $$ 月份，网湖已捕捞日本沼虾

’-###%&!说明进箱孵化所需抱卵虾数量与由式（"）计算值相符，网箱多点布局孵化放流技术可行 !

! 讨论

! !" 关于日本沼虾的放流

日本沼虾孵化后，幼体可直接放流，也可将幼体人工育成幼虾后放流 !
幼虾可在池塘、水泥池或密网箱中人工育成［$ 0 1］，只是育苗管理技术比较复杂，配套设施要求亦高 !直接

放流幼体和放流幼虾的效果差异，由于目前缺乏相关研究资料，因而难以确定将幼体育成幼虾后再放流是否

更为合理 !就本研究来看，直接放流幼体的增殖效果还令人满意 !故在增殖工作中直接放流幼体是可行的 !
日本沼虾从幼体，经幼虾至成虾各阶段均受到众多捕食者捕食，各阶段的成活率一般不高 !若孵化率取

2#,，幼体、幼虾及成虾成活率均取 -#,，捕捞强度取 -#,计算，则总回捕率（!）为 -! 1,；若幼体成活率取

$#,，其它参数不变，则 ! 3 $!$,；若幼体和幼虾成活率取 $#,，其它参数不变，则 ! 3 #!""-, !总回捕率（!）

同日本沼虾各阶段的成活率及捕捞强度等密切相关 !由于日本沼虾幼体等各阶段成活率目前尚无资料可参

考，故直接放流幼体时，总回捕率（!）一般不应估计过高，宜取 -,以下 !
直接放流幼体时，应注意让幼体更充分地扩散到整个水体中，以提高幼体成活率 !这就要求孵化网箱尽可

能均匀分布 !为管理方便，可将一定范围内的孵化网箱集中在一起管理，让孵出幼体随水流及自身的运动扩散

到该水域中 !据本研究结果，每 $’#./" 范围内设一个点集中布设孵化网箱的方法可行，可作为其它水体增殖

日本沼虾时参考 !
! !# 关于孵化网箱的管理

抱卵虾在孵化网箱中孵化时间要经历几天甚至二十几天不等，为防止抱卵虾因饥饿死亡或相互残食，影

响孵化率，在整个孵化期间投喂管理十分重要 !生面条易得、便宜、易保管，在水中保持时间较长，用它作为日

本沼虾饵料是个很好的办法 !本试验中每日投喂虾体重 ’,的生面条解决了日本沼虾饥饿问题，有效降低了

因饥饿而引起的死亡 !
由于受精卵发育不一致，必然有的虾先孵空，有的虾后孵空 !日本沼虾在孵空后立即有一次蜕皮的生理现

象［$4，$-］，若不及时清出孵空亲虾，这些软壳虾很容易成为其它抱卵虾口中食，从而造成不必要的损失 !在用网

箱孵化日本沼虾时，及时清出孵空亲虾的工作十分必要 !从这个角度考虑，孵化用网箱规格不宜过大 !若单个

网箱规格过大，则进箱孵化的抱卵虾数量必然很多，在网箱清理工作中大量的虾堆积在一起，不利于分拣已孵

空亲虾 !本试验中，增殖用的孵化网箱均采用 "/" 小网箱，分散了抱卵虾，使分拣空虾工作变得容易 !此法可供

今后增殖工作参考 !
此外，在孵化管理过程中出现过多起水鸟袭击孵化网箱，取食其中的日本沼虾事故，为防止类似事件发

生，建议孵化网箱采用全封闭式网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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