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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用精制饲料添加一定量的磷脂和多不饱和脂肪酸 , 饲喂中华绒螯蟹大眼幼体并育

成Ⅲ期仔蟹。结果表明:饲料中添加一定量的磷脂对提高大眼幼体育成仔蟹的成活率有较显著的作

用 ,而添加多不饱和脂肪酸对提高大眼幼体到Ⅲ期仔蟹的成活率的作用不显著 , 但可显著地提高大

眼幼体到 I 期仔蟹的成活率。另外 ,饲料中的不饱和脂肪酸含量可显著地影响仔蟹体内脂肪酸的百

分含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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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 ,我国中华绒螯蟹(Er iocheir sinensis)养殖面临的主要问题之一是仔蟹的成活率较

低 ,而提高仔蟹的成活率 ,要解决饲料和水质两个关键问题 。有关中华绒螯蟹饲料方面的研究

国内很少见 ,尤其是对仔蟹在脂肪方面的营养需求的研究至今仍是一个空白 。但从中华绒螯

蟹本身的脂肪组成 、以及十足目甲壳动物脂肪代谢的特点[ Ch apelle 等 1986 , Kanazawa 等

1985 , Jones等 1979 ,Sulkin 1978]来看 ,饲料中的脂肪组成及含量对中华绒螯蟹的生长和成活

率 ,尤其是早期发育的影响是一个不容忽视的重要因素 。作者用精制饲料添加不同脂肪对中

华绒螯蟹大眼幼体育成Ⅲ期仔蟹的成活率和生长的影响进行了初步探讨。

1　材料和方法

1.1　饲料成分

饲料基础成分:酪蛋白 50%,脂肪 3%～ 8%,糊精 23%,矿物质 10%,复合多种维生素

2%,胆固醇 0.5%,维生素 E 0.15%,甘氨酸 0.5%,微量元素 0.02%,盐酸三甲胺 0.15%,酵

母提取物 0.5%,复合氨基酸 1%,苯甲酸钠 1.2%,纤维素添加至 100%。

各组饲料的脂肪组成 ,以及豆油 、大豆磷脂和马面鱼肝油的脂肪酸组成分别见表 1和表

2。

1.2　饲料工艺

各组份经过球磨机球磨后 ,过 80目筛 ,然后将各组份用搅拌机充分混合 ,粘合剂粘合 ,再

由饲料机压挤成条形后 ,立即冷冻干燥。干燥后低温(-25℃)保存 ,使用前用粉碎机粉碎 ,过

筛 ,制成 0.5 ～ 0.9mm 径度的颗粒饲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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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各组饲料的脂肪组成

Tab.1　Lipid compositions of the different diets

饲料编号 脂肪成分 配比＊ 饲料编号 脂肪成分 配比 饲料编号 脂肪成分 配比

A1
　
　

豆　油
　
　

6
　
　

A2
　
　

豆　油　　　4
PUFA＊＊ 　 　
2
　

6
　
　

A3
　
　

豆　油　　　2
PUFA 　 　　
2
大豆磷脂　　2

6
　
　

B1 马面鱼肝油 3 B2 马面鱼肝油 6

C1
　

马面鱼肝油　4
豆　油　　　2

6
　

C2
　

马面鱼肝油　4
大豆磷脂　　2

6
　

C3
　

马面鱼肝油　4
大豆磷脂　　4

8
　

　　＊:占整个饲料重量百分比 , ＊＊:C20∶5ω3和 C22∶6ω3两者占 58.54%

表 2　豆油 、大豆磷脂和马面鱼肝油的脂肪酸组成(%)

Tab.2　The fatty acid compositions of the source lipids(%)

脂肪酸 C14∶0 C16∶0 C16∶1ω7 C18∶0 C18∶1ω9 C18∶2ω6 C18∶3ω3 C20∶4ω6 C20∶5ω3 C20∶4ω3

豆　油 0.30 11.35 0.18 3.37 20.08 52.77 9.73 0.30 0.30 0.66

大豆磷脂 0.28 22.31 　 3.89 9.86 56.26 6.37 0.44 0.52

马面鱼肝油 2.37 24.92 6.94 6.83 20.89 1.22 0.75 1.05 7.73 19.10

1.3　实验步骤

实验用的大眼幼体取于滁洲市水产研究所一号育苗池 ,分别装 350只大眼幼体于 10只小

型循环水族箱 ,每只箱盛水 14 L ,水深为18 ～ 20 cm ,箱径为 30 cm ,编号分别为 1-A1 ,1-A2 ,1-

A3 ,1-B1 ,1-B2 ,1-C1 , 1-C2 ,1-C3 ,1-D1 , 1-D2 。同时 ,分别装 200只大眼幼体于 8只玻璃缸 ,容

积为 30cm×40cm×10cm ,编号分别为 2-A1 , 2-A2 , 2-A3 , 2-B1 , 2-B2 ,2-C1 ,2-C2 ,2-C3 ,重复

实验一次 。以上所用大眼幼体均未经过淡化 ,盐度在 17左右。大眼幼体分装后马上分组投喂

并进行两天的逐步淡化 ,成为淡水。编号中英文大写字母及后续数字表示各水箱所投喂饲料

的编号 ,其中 D1和 D2为红虫饵料编号。

1.4　饲养管理

每天早上换水 1/3 ,去除死苗 ,并计数。换水后 ,按大眼幼体体重的 2%投饵 ,早上 、中午 、

下午各测水温一次(21±2)℃,饲养期间均在充氧下进行。

2　结果

2.1　不同的脂肪酸组成及磷脂含量对仔蟹存活的影响

通过 19天的实验 ,各水箱最后成活蟹中基本上有 50%变为Ⅲ期仔蟹(表 3)。

8组饲料中 , A3饲料效果最好 ,发育到 Ⅲ期仔蟹的个数最多 ,总成活率最高 ,其次是 B2和

C3饲料 。它们的成活率均高于对照组的红虫饵料。

从 A1 、A2 、A3组看 ,在饲料的基础脂肪豆油中单独添加长链多不饱和脂肪酸(A2),能比

较显著地提高 I 期仔蟹的成活率 ,但对发育到 Ⅲ期仔蟹的总成活率的提高作用不大。而在此

基础上添加一定量的大豆磷脂(A3),则可比较显著地提高成活率(在两组实验中 ,A3 组的成

活率均最高 ,分别为 31.71%和 27%。

从B1和 B2的饲喂效果来看 ,B1的成活率均低于B2 ,说明对于马面鱼肝油作为饲料的脂

肪源添加 6%的效果要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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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C1 、C2和 C3饲料组看 ,在马面鱼肝油的基础上添加豆油或大豆磷脂 ,其效果明显不

同 ,添加磷脂的 C2和 C3的成活率都明显高于添加豆油的 C1组 ,进一步说明添加磷脂对提高

仔蟹的成活率有一定作用 。C2和 C3 的效果略有差别 ,这主要是由于磷脂含量的不同所致 。

总之 ,在一定范围内添加的磷脂含量越多 ,对提高仔蟹成活率的作用就越大 。

从表 3中还可以看出 ,大眼幼体的死亡率特别高 ,通过实际观察可知 ,绝大部分大眼幼体

是在蜕皮之前死去的 。
表 3　不同饲料饲养下各组仔蟹不同阶段的死亡和成活情况

Tab.3　The survival and mortality of juvenile crab at different diets

编号
放养总

数(只)

各期死亡总数(只)

大眼幼体 Ⅰ期 Ⅱ期 Ⅲ期

消失数＊＊

(只)

各期成活数(只)

Ⅰ期 Ⅱ期 Ⅲ期

成活率

(%)

Ⅰ期仔蟹

成活率(%)

1-A1 350 206 10 4 0 91 9 18 12 11.14 15.14
1-A2 350 224 17 8 1 63 6 23 8 10.57 18.00

1-A3 350 200 18 9 2 10 0 48 63 31.71 42.86

1-B1 350 242 9 6 0 60 5 7 21 9.43 13.71
1-B2 350 208 7 1 2 81 5 31 35 20.29 17.42

1-C1 350 267 3 2 0 60 0 8 10 5.14 6.57
1-C2 350 204 8 1 1 100 6 12 18 10.29 13.14

1-C3 350 214 2 3 0 80 4 26 21 14.57 16.00
D1 350 225 7 8 3 56 0 9 42 14.57 19.71

D2 350 255 12 7 8 40 3 8 22 9.43 15.70

2-A1 200 88 19 7 0 54 2 11 19 16.00 29.00
2-A2 200 93 27 9 4 33 4 18 12 17.00 37.00

2-A3 200 72 14 2 0 48 0 18 36 27.00 35.00
2-B1 200 61 26 2 0 74 6 18 13 18.50 32.50

2-B2 200 43 21 4 0 86 3 24 19 23.00 35.50
2-C1 200 99 17 1 1 59 4 6 13 11.50 21.00

2-C2 200 83 23 11 0 54 0 9 20 14.50 31.50

2-C3 200 91 18 4 0 47 4 12 18 17.00 28.00

　　＊所有进入 I 期仔蟹的总和 ,包括成活和死亡的 Ⅰ 、Ⅱ 、Ⅲ期仔蟹;＊＊消失数=放养总数-成活各期总数-死亡总数 ,

它基本反映了自相残杀情况

2.2　不同脂肪酸组成对仔蟹体内脂肪酸组成的影响

从表 4中可以看出 ,饲料中脂肪酸组成的不同 ,对蟹体脂肪酸组成都有一定的影响 ,仅就

在8种饲料下仔蟹各脂肪酸的变异系数Ci来看 ,除 C18∶1外 ,不饱和脂肪酸的变异均比较大 ,

依次是 C18∶2(0.45),C16∶1(0.37),C22∶6(0.35),C20∶5(0.21)等 , C18∶1的变异系数较小 ,

可能是因为8组饲料的这种脂肪酸变异系数 Di很小(0.08),它就不可能较多的影响仔蟹体中

这种脂肪酸的变化。由此看来 ,饲料中脂肪酸的组成对仔蟹有显著影响的主要是不饱和脂肪

酸 ,这种情况对甲壳动物可能是普遍的[ Millamena 等 1988] 。反之 ,甲壳动物体某一阶段的

脂肪酸组成在很大程度上可以反映这一阶段主要的摄食成分和营养状况[ Mourente 等

1995] ,甚至可以用甲壳动物体脂肪酸组成的特性判定它们当前可能活动的区域 ,如河口 、近海

和深海等[ Castell等 1995] 。

对于饱和脂肪酸 C14∶0 、C16∶0 、C18∶0来说 ,尽管饲料脂肪酸组成的变化也比较大(Di分

别为 0.52 、0.42 、0.42),但对育成仔蟹体内的这些脂肪酸组成影响不大(Ci分别为 0.14 、0.

08 、0.14),而从大眼幼体发育成仔蟹的趋势看 ,C16∶0的百分比组成下降 , C14∶0和 C18∶0的

百分比组成升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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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大眼幼体 、由大眼幼体育成的仔蟹及相应饲料脂肪的脂肪酸组成

Tab.4　The fatty acid compositions of the lipids of megalopa , the juvenile crab and feeding dietary lipid

组别 脂肪酸 C14∶0 C16∶0 C16∶1 C18∶0 C18∶1 C18∶2 C18∶3 C20∶4 C20∶5 C22∶6

A1 大眼幼体 1.24 17.36 13.59 2.26 2.83 4.82 2.21 2.27 16.41 2.68
　 饲料 0.30 11.35 0.18 3.37 20.08 52.77 9.73 0.30 0.30 0.66

　 仔蟹 2.24 14.84 5.12 5.84 24.59 21.02 　 3.60 8.16 3.28

A2 大眼幼体 1.24 17.36 13.59 2.26 2.83 4.82 2.21 2.27 16.41 2.68
　 饲料 3.47 6.62 5.64 1.75 21.07 27.77 2.41 1.07 12.92 9.73

　 仔蟹 2.96 13.09 2.16 8.23 20.96 12.85 　 4.85 14.71 9.68
A3 大眼幼体 1.24 17.36 13.59 2.26 2.83 4.82 2.21 2.27 16.41 2.68

　 饲料 5.76 10.72 5.47 2.39 21.75 19.69 1.67 0.96 12.12 9.43
　 仔蟹 3.44 15.69 1.75 8.59 19.00 12.75 　 4.38 12.01 6.52

B1 大眼幼体 1.24 17.36 13.59 2.26 2.83 4.82 2.21 2.27 16.41 2.68

　 饲料 2.37 24.92 6.94 6.83 20.89 1.22 0.75 1.05 7.73 19.10
　 仔蟹 3.54 15.11 3.60 8.26 22.88 8.15 　 0.07 5.03 15.25

B2 大眼幼体 1.24 17.36 13.59 2.26 2.83 4.82 2.21 2.27 16.41 2.68
　 饲料 2.37 24.92 6.94 6.83 20.89 1.22 0.75 1.05 7.73 19.10

　 仔蟹 2.84 17.19 5.10 9.06 26.54 8.23 0.13 5.49 13.57 8.00

C1 大眼幼体 1.24 17.36 13.59 2.26 2.83 4.82 2.21 2.27 16.41 2.68
　 饲料 2.68 8.66 2.99 5.32 22.10 29.58 3.90 0.66 3.18 7.02

　 仔蟹 3.33 16.03 4.82 7.03 23.38 13.91 3.87 11.13 8.56
C2 大眼幼体 1.24 17.36 13.59 2.26 2.83 4.82 2.21 2.27 16.41 2.68

　 饲料 3.03 25.93 5.71 6.11 19.40 12.66 1.60 0.93 6.05 13.67
　 仔蟹 3.37 15.11 2.66 8.58 21.23 5.80 0.13 4.91 16.99 13.57

C3 大眼幼体 1.24 17.36 13.59 2.26 2.83 4.82 2.21 2.27 16.41 2.68

　 饲料 3.37 22.61 4.60 5.23 17.22 19.72 1.99 0.61 5.90 9.59
　 仔蟹 3.04 16.46 3.88 9.18 24.03 6.14 4.32 13.91 10.81

红虫 大眼幼体 1.24 17.36 13.59 2.26 2.83 4.82 2.21 2.27 16.41 2.68
　 仔蟹 　 16.29 6.64 5.81 21.11 4.93 0.28 6.55 16.03 5.54

　 幼蟹(5.4g) 　 20.46 18.13 3.76 27.00 6.02 3.18 8.14 10.94 2.39

仔蟹体中各脂肪
酸的变异系数 Ci

0.14 0.08 0.37 0.14 0.10 0.45 　 0.14 0.21 0.35

饲料组各脂肪
酸的变异系数 Di

0.52 0.42 0.47 0.42 0.08 0.82 　 0.33 0.60 0.56

从B1和 B2组看 ,饲料中的脂肪源一样 ,其脂肪含量不同 ,不会影响仔蟹体内脂肪酸组

成。这从另一侧面说明 ,影响机体脂类的脂肪酸组成的因素主要是饲料脂类的脂肪酸组成 ,与

饲料中这种脂类的含量多少无关。

值得注意的是 C20∶4ω6的变化 ,尽管各饲料含量甚微(0.5%～ 1.0%),仔蟹体中的这个

脂肪百分含量明显高于大眼幼体 ,且随着蟹体的发育含量逐步增加 ,对于平均重 5.4g的幼蟹 ,

C20∶4ω6含量上升到 8.14%,对于成蟹的鳃 , C20∶4ω6 含量为 13%以上。从一般的生理角度

分析 , C20∶4ω6是合成前列腺素的前体 ,而前列腺素在机体中是一个效应很大的活性物质 ,它

在生殖 、消化和呼吸系统中都有一定作用 ,且控制着离子对某些膜的通透性及抑制脂质分解等

[沈　同等 1980] 。这些作用对于仔蟹非常重要 ,因为仔蟹正处于生长发育阶段 ,消化和呼吸

系统的发育还不完善 ,C20∶4ω6的升高可能有助于消化和呼吸系统的发育 ,尤其是它的升高可

能有助于鳃对某些离子的通透性的控制作用加强 ,抑制鳃组织脂质的分解能力也进一步完善 ,

而这些都有利于增强鳃的渗透压调节能力[ Pequeux和 Gills 1981 、1988] ,使仔蟹更好地适应

淡水环境 。

从 A1组看 ,饲喂不含 C20∶5ω3和 C22∶6ω3的饲料时 ,尽管与其它组相比 ,仔蟹体的含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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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 ,但与大眼幼体相比 ,C22∶6ω3的含量还略有升高 ,这表明蟹体内具有合成多不饱和脂肪酸

的能力 ,即由短链的不饱和脂肪酸合成 ,其途径可能按 C18∶3ω3→C20∶5ω3→C22∶6ω3 ,因为在

各组饲料中都有一定量 C18∶3ω3 ,而仔蟹体中 C18:3ω3的含量甚微(表 4),说明从饲料中吸收

的C18∶3ω3基本上都转化为 C20∶5ω3 和 C22∶6ω3 ,这与前人的结果是一致的[ Chapelle 和

Zwingelstein 1984 ,Kanazawa 等 1985 , Jones等 1979 , Teshima等 1986a] 。

2.3　不同饲养条件下各期仔蟹的生长情况

表 5　不同饲料饲养下各期仔蟹的生长情况

Tab.5　Effects of different diets on the growth of the juvenile crab

饲料
(Ⅰ)蜕壳空壳长
平均±SD(样本数)

(Ⅱ)蜕壳空壳长
平均±SD(样本数)

平均蜕壳次数
±SD

A1 2.394±0.089(9) 3.032±0.146(18) 1.745±0.175

A2 2.342±0.142(13) 3.021±0.055(8) 1.875±0.110

A3 2.326±0.121(11) 3.018±0.172(17) 2.152±0.180

B1 2.359±0.098(14) 2.994±0.103(8) 1.927±0.310

B2 2.311±0.092(12) 2.843±0.132(6) 1.996±0.093

C1 2.374±0.126(10) 3.121±0.108(7) 1.833±0.304

C2 2.365±0.098(10) 2.931±0.227(13) 2.031±0.111

C3 2.322±0.154(11) 3.041±0.173(10) 2.071±0.127

表 5中的样品均取自第一实验组。通过方差分析 , I 期仔蟹 、Ⅱ期仔蟹的壳长生长和平均

蜕皮次数无统计上的显著差别(P>0.05)。

Ⅰ期　　F7 ,82(0.589)<F0.05 ,7 ,82(3.76)P>0.05

Ⅱ期　　F7 ,82(2.37 )<F0.05 , 7 ,82(3.76)P>0.05

平均蜕皮次数　　F6 ,7(1.23)<F0.05 ,6 , 7(4.21)P>0.05

由表 5可知 ,A3饲料饲养下的仔蟹蜕皮次数高于其他组 ,其次是 C2 ,C3 ,最低的是 A1 。

虽然不同饲料下对仔蟹的生长和蜕皮没有统计上的显著差别 ,但从实验的基本数据看 ,

A3对加速仔蟹蜕皮还是有影响的 ,其次是 C2 , C3 ,这三种饲料中脂肪的共同特点是添加了一

定量的磷脂 ,且都含有多不饱和脂肪酸 。A1饲料饲养的仔蟹平均蜕皮次数均低于其它组 ,而

A1饲料中既没有多不饱和脂肪酸 ,也没有添加磷脂 ,这从另一个侧面反映 ,饲料中多不饱和脂

肪酸和磷脂 ,尤其是后者对仔蟹的蜕皮有影响 。

3　讨论

3.1　长链多不饱和脂肪酸对仔蟹成活率的影响

在饲料的基础脂肪豆油中单独添加长链多不饱和脂肪酸(A2),能比较显著提高Ⅰ期仔蟹

的成活率 ,但对发育到Ⅲ期仔蟹的总成活率的提高作用不大 ,这表明:PUFA 对仔蟹的早期发

育比较重要 ,与 Levine 和 Sulkin[ 1984]对地蟹(Eurypanopeus dep reddus)的早期发育的研究

结果相一致 ,他们发现若饵料中缺乏 C20∶5ω3和 C22∶6ω3时 , 状幼体就不能顺利蜕皮发育

到大眼幼体 ,而添加后 ,成活率则大大提高。

PUFA对仔蟹的总成活率提高作用不大 ,可能是中华绒螯蟹生存环境发生变化的缘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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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中华绒螯蟹的早期发育必须在半咸水中进行 ,故其脂肪酸组成应似海水或半咸水水生动

物的脂肪酸组成 ,即ω3系列的 PUFA ,尤其是 C20∶5ω3和 C22∶6ω3的含量比较多 ,而甲壳动

物一般体内不能合成这两种脂肪酸 ,或合成能力相当有限[ Teshima 等 1986a , Kanazawa 等

1985 ,Chapelle和 Zwingelstein 1984] ,所以 ,若饵料中含有一定量的 C20∶5ω3和 C22∶6ω3 ,对

中华绒螯蟹的早期发育有促进作用 ,比如从大眼幼体变态成 I 期仔蟹这一阶段 ,而这一阶段

C18的不饱和脂肪酸 C18∶2ω6和 C18∶3ω3 含量过高 ,则可能抑制其生长和成活[ Millamena

等 1988] 。如 A1和 C1组 I 期仔蟹的成活率在两组的实验中相对较低(第一组分别为 15.14 ,

6.57 ,第二组为 29 ,21),可能是这两组饲料中的 C18∶2ω6 和 C18∶3ω3 含量高的缘故(表 5 ,

A1 为 5 2.7 7%+9.78%,C1为 29.58%+3.90%)。

从大眼幼体开始 ,中华绒螯蟹已开始向淡水过渡 ,大眼幼体以后各期仔蟹已完全能适应淡

水生活 ,而淡水水生生物体脂肪组成中 ,C20∶5ω3和 C22∶6ω3的含量要比海水少得多 ,但 C20∶

5ω3和 C22∶6ω3作用可由其它脂肪酸(C18∶2ω6和 C18∶3ω3)替代 ,因此 ,这可能不是影响发育

及仔蟹的总成活率的重要因素 。

3.2　饲料中添加磷脂(大豆脂磷)对仔蟹成活率的影响

饲料中添加磷脂(A3 , C2 ,C3),可提高仔蟹的成活率。磷脂的作用可能是由于中华绒螯

蟹和其它甲壳动物磷脂代谢的特点所决定。一方面 ,对于绝大多数甲壳动物来说 ,提供体内磷

脂合成的主要前提 ,如 CDP-乙醇胺 、胆碱 、α-磷酸甘油等大多数必须由外源提供 ,因为甲壳

动物对这些前提物的合成能力很有限 [ Jones 等 1979 , Kanazawa 等 1985 , Chapelle 和

Zwingelstein 1984] 。一般外源性磷脂由肝胰腺吸收后 ,很快被转运到血淋巴中 ,组成血淋巴

中脂类的主要成分 [ Spazian 等 1986 , Chapelle 等 1986] ,并在血淋巴中以高密度脂蛋白

(HDL)形式运输到组织 ,供组织膜的构建 。另一方面 , Teshima 等[ 1986b 、c]还发现磷脂对日

本对虾从饲料中吸收的胆固醇和甘油三酯 , 在体内的运输有催化作用 。 Chapelle 和

Zwingelstein[ 1984] 也发现 ,中华绒螯蟹鳃中的磷脂酰丝氨酸的含量对鳃中 Na-K-ATP 酶活

性调节有重要作用 ,其渗透压调节就是靠此酶来完成的 ,而渗透压调节能力对于大眼幼体发育

到Ⅲ期仔蟹的影响是相当重要的[成永旭等 1997] 。综上所述 ,若饲料中缺乏磷脂 ,必然会使

甲壳动物体内磷脂代谢发生障碍 ,从而严重影响其生长和生存 ,相反 ,若在饲料中添加了磷脂 ,

则会明显促进其生长和生存。

4　结论

由精制饲料添加一定量的磷脂和多不饱和脂肪酸饲喂中华绒螯蟹大眼幼体并育成Ⅲ期仔

蟹的实验。结果表明:饲料中添加一定量的磷脂对提高大眼幼体育成仔蟹的成活率有比较显

著的作用 ,并能加速仔蟹的蜕皮 ,而添加多不饱和脂肪酸对提高大眼幼体到 Ⅲ期仔蟹的成活率

的作用不显著 ,但可比较显著地提高大眼幼体到 Ⅰ期仔蟹的成活率 。另外饲料中的不饱和脂

肪酸的含量可显著地影响仔蟹中的百分含量 。所以 ,在大眼幼体育成仔蟹这个阶段 ,要特别注

意投喂一定量的磷脂食物 。

本研究得到了滁州市水产研究所包祥生研究员的大力支持 , 加工系 86级研究生周德权同学为实验提供了浓缩的多不

饱和脂肪酸 , 在此一并表示感谢。成永旭现在厦门大学海洋系博士后流动站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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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FECTOF DIETARY POLYUNSATURATED FATTY ACIDS ,
PHOSPHOLIPIDS ON THE SURVIVAL AND GROWTHOF

ERIOCHEIR SINENSIS FROM THE MEGALOPA TO THE JUVENILE

CHENG Yong-Xu , YAN Sheng-Liang , WANG Wu , SHI Zheng-Feng , TAN Yu-Jun
(Fisher ies College , Shanghai Fisher ies University , 　200090)

ABSTRACT 　　Effects of dietary polyunsaturated fa tty acids , phospholipids on the

survival and growth of Chinese cr ab , Er iocheir sinensis , f rom the megalopoa to the juvenile

wer e studied using purif ied diets.The result shows that the sur vival of E.sinensis juvenile
is gre atly incre ased by addit ion of the soybean phospholipids.But the sur vival to III
juvenile is not significantly changed by only addit ion of the PUFA (C20∶5+C22∶6=58.
5%), except somewhat incre asing the sur vival from megalopa to the I juvenile.Mor eover ,
the composi tion of the unsatur ated f atty acids of the juvenile seems to vary significantly

with the die tary level.
KEYWORDS　　Er iocheir sinensis , Megalopa , Juvenile , Phosphol ipid , Polyunsatur ated
fat ty acid(PUFA), Survival r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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