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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乐清湾脊尾白虾的繁殖和世代的初步研究 

馀 君 义 
浙 省玉环 县科 委) 

摘要 脊尾白虾分布很广．普见我国沿海，是我国特 的三种经济虾类之一，也是人工养殖对虾的 

主要竞争生物。 

本文探讨了浙江乐清湾所产脊尾白虾的繁蹙 写性和种群 l廿代 ；井提出了减少或控制人工养殖对虾 

塘内脊尾白虾的混生数量，从而提高人工养殖对虾产量以及发展脊尾白虾人工养殖的关键性摧施。 

脊尾 白虾 Exopalaemon car~mcauda系热温 

带海区底栖虾类，广泛分布于我国沿海，是我国 

特有的三种经济虾类之一。脊尾白虾在浙江乐 

清湾资源丰富，渔期很长。它生长快、繁殖力 

强，且壳薄肉质细嫩、昧美而营养丰富，常混于 

鱼虾养殖池塘内，既是一种很有养殖前造的虾 

类，又是当前人工养殖对虾的主要竞争 生 物。 

作者对浙江乐清湾沿岸对虾人工养殖塘多年调 

查表明，脊尾白虾在沿岸对虾人工养殖塘的混 

生 数量 一般 占对虾收获量的 27％，低产虾塘混 

生数量可达 57％，高产虾塘则占5％，对人工 

养殖对虾产量的提高有较大的影响。 

为了减少或控制对虾养殖塘内脊尾白虾的 

混生数量，从而提高对虾产量以及发展脊尾白 

虾人工养殖，有必要了解脊尾白虾的繁殖习性、 

群体组成和世代等生物学特性。 

关于脊尾白虾的文献，刘瑞玉曾在形态、构 

造、生活习性做过一些描述 ，粱象秋描述了脊 

尾白虾幼体发育阶段的形态特征 ；肖化卿、施 

祥元、陈克欧曾分别做过脊尾白虾人工育苗和 

人工养殖的试验 。本文就 1980年以来在浙 

江乐清湾调查观察的有关资辩对该水域脊尾白 

虾的繁殖和世代进行讨论。 

一

、 材 料 和 方 法 

研究材料取 自浙江乐清湾海区 (圈 1)，采 

用点面结合及野外观察的方法，定期对该水域 

捕获的脊尾白虾进行随机取样测定，每改测定 

1OO一3O0尾，共测定个体 13400尾，汁 1 30余 

改，其中进歼若干年度的逐月取样观察。此外， 

在室内采用常强下单容器单独饲养的方法对脊 

尾白虾进行了饲养观察，以了解其生态和生长 

发 育状况。 

图 I 浙江乐请湾样本采集点分布 

二 、 结 果 

(一)絮殖 

·文奉承国家商洋局第二诲洋研究所昊 吕高级工程 师 

审问井提出修改意见 ，谨此致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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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产卵期 依据浙江乐清湾水域的逐月取 

样 察，该水域脊尾白虾的产卵期始自早春 2 

月， 一6月为盛期，l0月下旬基本结束。在自 

然海区，一般 1月下旬就可捕到性腺发育成熟 

的紊虾，2月初少数性成熟个体开始产卵，抱卵 

亲虾逐渐增多。3月下旬始抱卵 亲 虾 大 量 出 

现，产卵群体大，群体体长分布较宽，卵巢发育 

先后参差不一，形成多层次的产卵群体结构；往 

往出现前一批生殖尚未结束，后几批又加人生 

殖活动的情况；在同一抱卵群体中，有新抱卵的 

亲虾，也有抱卵较久的亲体，有初次抱卵的亲 

虾，也有第 2次性成熟抱卵的亲虾；一直延续到 

7月中旬前后产卵群体才骤减。 过 了 8月 盛 

夏 ，抱露亲虾又逐渐增多，但群体小，群体体长 

分布幅度狭，产卵群体组成较趋单一， p巢发育 

相对阿步整齐 (图 2)； 在 l0月下旬，抱卵亲虾 

较少见到。 

抱卵后的脊尾白虾卵子早 期 发 育，水 温 

r2。一15oc约需一个月左右即可破膜孵化；水 

温升到 22—25ac时，从产鄙到孵化约需 2嗣时 

间。脊尾白虾胚后发育幼体变态到仔虾要经过 

6次蜕皮，自然海区脊尾白虾明显存在着“清明 

苗”、“夏苗 、“秋苗 三个苗发讯期，其中尤以 

。夏苗 数量最大，繁殖盛期孵化破膜的大量幼 

体(体长仅 1 9—2．2ram)几乎与对虾茁同期 进 

人海水养殖池塘，在塘内变态发育、生长、繁殖。 

2，繁殖力 脊尾白虾有同一亲体在同一生 

殖期内进行数次襞殖的现象。往往抱卵亲虾腹 

部所拖的卵尚未孵化出膜，体内卵巢又发育到 

第 1v—v期，待幼体出膜 ，即可蜕皮再次抱卵。 

在繁殖期内，不但雌虾能数狄抱卵，而且有不同 

世代的亲体参加繁殖，形成多层次的产卵群体 

结构。 

脊尾白虾的产卵量与体长有关。大个体抱 

卵量多，反之则少 ；体长 51ram 的亲虾抱卵量为 

I7 e粒，体长 77ram的抱卵亲虾，其抱卵量为 

2910粒。 春季在浙江乐摘湾水域摘到的脊 尾 

白虾是属于越年型的，十体均较大，卵也多；在 

夏秋季捕到的当年生个体普遍小型化，抱卵量 

也较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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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 2 各月产卵群体体长舟布 

— — ⋯ — — 抱卵群体； ——性成熟群体 

3．雌雄性比 在生殖季节 ，自然海区群体 

中，雌虾多于雄虾，性比为 2 39：1(表1)；在非 

生殖季节，群体中的雌雄数基本相等，性比为 

1．1 6：1。 不同体长的亲虾性比也有一 定 的 差 

异，在生殖季节，性比的差异显著性集中表现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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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长 超过 50mm 的生殖群体 上(表 2)。 

寰 1 不同 月份性 比的出现 蛭率 

It8 74 44 7 ．63*

⋯  

u月 10 B¨l。- i 

皇羔 篓 
衰2 ；Fill~~长组雌、举性比 的组成 (单位：ram) 

。| 

性比 ／。| 

4．性成熟情况 浙江乐清湾水域脊尾自虾 

性成熟最小个体体长 44 mm，抱卵个体最小体 

长49ram，最大 93ram。 剐孵化出膜的幼体到 

性成熟，一般经过 3—4月的生长即可。但不同 

季节出生的幼体 ，其性成熟时间与最小体长也 

不 同。 

夏季出生的幼体(夏初出生的除外)经 3个 

多月的生长，在 i 0月份就长到 50ram以上，最 

大体长可达 68ram，但未发现有性成熟的个体； 

直到翌年的2月，体长长到 70ram以上(最大体 

长 77mm)才性成熟，并开始产卵。从幼体到参 

加生殖，前后所需时间为 6个月左右，生物学最 

小体长为 72．3ram。 

秋季出生的幼体生长到翌年的 4月底 5月 

初参加生殖，其最大体长 58 ITlm，最小体长为 

54ram，从幼体到参加生殖所需时间 6个 月 左 

右，生物学最小体长为 54．9ram。 

春季出生的幼体在夏季参加生殖，其最大 

体长为 65ram，最小体长为 51ram。 从幼体到 

参加生殖所需时间为 4个月左右，生物学最小 

体长为 56．$mm。 

夏初出生的幼休 ，在秋季参加乒殖，其最大 

体长为 62ram，最小体长为 54mm。 从幼体到 

参加生殖所需时间为 3个月左右，生物最小体 

长为 58．1mmo 

(二)种群世代 

将自然生态条件下逐月连续采集的样品作 

群体组成分析 (圈 3)，发现浙江乐清湾水域不 

同季节脊尾白虾亲体的生殖强度、亲体大小及 

其出生的幼体数量均有不同，每年出现明显的 

二个世代。其划分根据是：由越冬世代中的早 

生期在 2—4月间参加生殖出生的幼体和 越 冬 

世代中晚生期在 5—6月间参加生殖出生 的 曲 

体称为第一世代，第一世代到夏秋发育成熟、繁 

殖产生第二世代。 

浙江乐清湾沿岸的脊尾白虾，其越冬世代 

在 1 2月份个体可达 55--67mm，70ram以上的 

个体较少见。到了翌年 2月初，越冬世代中早 

生期个体可达 70—77mm，平均个体 72 3ram， 

它们出生的幼体数量多、个体也大。在 4月下 

旬始，这部分个体体长已达 70--90mm 的生殖 

雌体，其群体密度急剧下降，表明其经过数次生 

殖后，绝大部分已自然死亡。在 —6月闻接替 

生殖的越冬世代中晚生期群体，其 亲 体 长 度 

54—58ram，平均 55ram，它们出生的幼体数量 

不多，个体也较小。这部分生殖杂体在 6月下 

旬开始消失。整个越冬世代约从 2月到 6月l 

生殖以后相继死亡。其后接替生殖的是第一世 

代性成熟亲体。显然，脊尾白虾在浙江乐清湾 

水域每年能从初春的 2月一直到深 秋 的 lO月 

进行生殖，生殖时间持续这么长，这是由数个不 

同世代先 后生殖完 成的。 

三 、 讨 论 

根据上述脊尾自虾的繁殖习性 和 世 代 情 

况，作者认为一方面可从对虾养殖管理上寻求 
一 个 适宜的途径来防治脊尾自虾，从而提高对 

虾产量，同时还可利用脊尾白虾繁殖力强 、生长 

决、生殖周期短这一生物学特性来发展脊尾白 

虾的人工养殖 。 

1．浙江乐清湾沿岸对虾人工养殖一般 自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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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乐请湾脊尾白虾各月群体组成变化 

月下旬开始至 1 0月下旬结束。从养殖 周期 来 

看，对人工养殖对虾构成威胁最大的是脊尾白 

虾越冬世代中的早生期在 2—4月间繁 殖 出生 

的幼体和晚生期在 5—6月间繁殖出生的幼体。 

此时正值该水域脊尾白虾繁殖盛期，海区孵化 

的幼体数量多，密度大，撅易从进出水J前门进 

入虾塘，形成高密度群体，与人工养殖对虾争 

食饵料和栖息空间，严重影响对虾的前期生长， 

在虾塘内繁生的白虾还会影响对虾的中后期生 

长。因此，防治工作主要从对虾养殖前期管理 

上着手，采取下列措旋：A结合清塘，彻底杀灭 

r塘内残留的脊尾白虾越冬世代和第一世代的 

“清明苗 。B养殖虾塘前期进水闸门过滤 网目 

控制在 O 2mm以内为宜，以防止脊尾白虾幼体 

大量进入；待自然海区脊尾白虾繁殖盛期过去， 

方可更换进水闸筛踊。 c．对已经混入人工养 

殖虾塘的脊尾自虾，可利用其喜欢在进水闸口 

附近栖息以及成熟亲体喜欢在大潮汐期间到虾 

塘环淘深水区产卵繁殖习性，采用在罾网审撤 

点米糠诱捕的办祛予以清除，效果较为理想。 

2脊尾白虾作为浙江乐清湾水域的主要经 

济虾类，具有优良的生物学特性。它对环境的 

适应能力强，能在水温 5—32℃ 的低盐或高盐 

水域中生活；食物链短，以海洋单细胞藻类为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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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食性也较杂，̂̂ 糠麸到动勘饵料均能吃；一 

昆亲虾能抱卵数次，生殖周期短，生长速度快， 

年中繁殖期为 8个 月，生长期达 11个 月；该水 

域脊尾白虾苗源丰富，一年中有三次苗发高峰 

期，可以根据该水域脊尾白虾的世代变动和繁 

殖习性，对常规海水池塘采取多梯度放苗 ，轮捕 

轮养，投放人工藻礁或设置增饵网，施肥培水的 

办法和技术措施来养殖脊尾白虾，易获得亩产 

l 50- 250公斤的产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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油菜田三突花蛛的生物学特性初报 

丛 建 国 
(山东省潍坊教育学院生物系 

摘要 通过大田观察和室内饲养，发现武汉地区油菜田三突花蛛 3月中旬开始出来活动，4月中旬 

达到高峰期，主要隐蔽于穗菜花丛中，I三【待猎物到来，不结 网，有飞航习性，数量达 225头，百株，占总捕 

餐性天敌的 8 2％，同时开始交配、产卵。不仅与好虫、叶蝉的发生正相关 ，也和油菜的长势呈现正相关 

性，并对害虫起到明显的控制作用。可见，是油菜 田害虫的重要天敌。 

三突花蛛 (Mi~umenops fr“ 产 。‘“ )是 

湖北省油菜 田害虫的一大重要天敌，它种群数 

量大，对控制油菜田的害虫起着决定性作用。现 

将198 7年 l1月一l988年 5月对武昌郊区油菜 

田三突花蛛生物学特性进行的观察 结 果 作 一 

报 道。 

在武昌区周围固定五块油菜田，每隔 5天 

调查一次，调查时按五点取样，每点 1 00株，统 

计植株上害虫天敌的数量，所得标本带回室内 

分类鉴定，还到汉阳 、汉口、阳逻三地进行大田 

观察，了解其控制害虫的能力。在此过程中，还 

于 1988年 3月底采回越冬三突花蛛亚成蛛，分 

单个培养至成昧后配对交尾 、产卵、护卵及寿命 

和食性等观察。饲养时，将其放在 10×1．5厘 

米的试管中，用沾水的棉团放在试管内供蜘蛛 

取水，以菜蚜 、叶蝉作为饵料，一般 l一2天投放 
- 一 次新饵料 ，并保持管内清洁。 

结 果 

(一)油菜田三突花蛛与其它辅食 性 天敌 

的种群数量比较(见表 1)。由表 1看出，三突花 

蛛是涵菜田捕食性天敌中发生量最大的 一 粪， 

占常见捕食天敌总量的 82％。 

毫 1 兰突花蜂与其它捕食性无敌在 同时翱 

发生数量比较 

百丹H ＼  鳓 S 台计 【％) 
置＼  中 下 上 中 下 上 

一  — —  

百 三宾花蛛 3 40 1lS 22 5 2 395 B 2 

株 其它蜘蛛 24 4．9 
天 花 蝽 2 20 7 3l 6

．4 敌 

数 拮培 7 3 15 3．1 
【头) l D 2 16 3

． 3 瓢 虫 

三突花蛛在捕食性天敌这个群落中，其空 

间位置与油菜田群体结构紧密联系，总的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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