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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刺参幼参成活和生长的

几个因素的研究
’

孙 慧 玲

‘黄海水产研究所)

提 要 在刺参人工育苗过程中
,

从稚参到幼参阶段极易受外界综合因子影响
,

成活率

很低
。

本文采用数理统计的方法
,

选择四种因子对此阶段死亡率进行试验
。

从方差和直观分析

看到推参的附着密度和饵料品种对其成活率和生长的影响大于水温和换水方式
。

稚参附着 密

度以 。
,

2 头 / cIn
方

为最佳
夕

。
.

5 头 / 。m
;
次之 ; 饵料以鼠尾藻磨碎液为最佳

,

其次是鼠尾藻液和叉

鞭金藻的混合浓
。

主题词 刺参幼参
,

生长
,

成活率

近年来各科研试验单位刺参人工育苗水平相继提高
,

稚参单位出苗量达 功 万头 / 平

方米者已不罕见
,

最高有达 4 0万头 /平方米以上的 (指 0
.

1一 0
.

2 毫米稚参 )
。

但在生长

过程中
,

不断受外界因子的干扰
,

稚参到 1 厘米左右幼参的成活率大为降低
,

形成 了刺参

人工育苗的第二危险期
。

此种现象 已广泛引起从事刺参人工育苗工作者的关注
。

1 9 8 2 年

杨静
、

王景泉
‘, ,分别对稚参最适培育水温和稚参最适附着密度等方面做过试验 ; 1 9 8 4一

1 9 8 5 年隋锡林等也曾探讨过稚参附着密度等
,

1 9 8 4 年黄海水产研究所拼农刺参人工育苗
鉴定材料中对稚参附着密度也曾有过阐述

。

但以上工作多属单因子试验
,

并多采用直观

比较的方法
,

很难说明幼参复杂的致死原因
。

本试验企图通过数理统计的方法
,

选择儿个综合因子对稚参到幼参阶段致死和生长

的影响进行初步探讨
。

材 料 与 方 法

考虑到稚参在1奄米左右时常有死亡离峰
,

本试验选择稚参的最小体长为0
.

能 1毫米
,

最大体长0
.

3伪

毫米
,

结束时缓小 1
.

邱毫米
,

最大6
.

0 2 毫米
。

试验于 1 08 4年 9 月。 日开始到同年10 月 9 日结束
.

试验容

器为70 0。毫升方玻璃缸
,

附着面积以缸的四壁和缸底计算
。

水温用控调仪控制
,

调整至本试验最低温度

组
,

其他温度组用控温仪水浴加热
,

使之升温至各所需温度组
。

试验过程中温度变化在 土。
,

5 ,o 左右 ; 换

水量每天 1 / 2
,

流水量为一个虽程
。

布置试验时因个体太小故体长测定在显微镜下进行
,

结束时用方格

座标纸测得
,

均为仲展时的体长长度
。

用正交试验法设计并安排试验
,

根据表 1 所列因子和水平选用了 玩
。
(妒 )的正交表

,

并用方差分析

本文承黄海水产研究所张捉副研究员指导
,

并由长岛增殖站刘新荣同志协助试验
,

特致谢意
。

(1 ) 王景泉
,
生韶 2

。

刺参稚参培育密度的初步探讨
。

黄海所刺参人工育苗鉴定材料 附件 1 7
。

杨 静
,

1 982
。

温度对刺参稚参生长发育及成活试脸初报
。

黄海所刺参人工育苗鉴定材料 附件 乓

(幻 刺参入工育苗总结
,

: 9别
。

黄海水产研究所刺参人工育苗鉴定材料 主件 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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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试验因子及水平

T比le 1 F a o to rs a n d le v els of
·

密密度(A )(头/
。
m

,
))) 饵料(B ))) 水温(C ) (度 )))

山山 n sityyy fO O ddd 、, a 七。 r 毛e m Pe ra t u 功功

11111 0
.

222 鼠尾藻磨碎液液 1 888 流水水

22222 0
甲

555 叉鞭金藻藻 2 111 换水水

习习习 1
。

000 鼠尾藻磨碎液液 邪邪 (流水 )
...

十十十十 叉鞭金藻藻藻藻

44444 1
甲

555 (鼠尾藻磨碎液 )
...

邪邪 (换水 )
幸幸

拟水平(irn it a t lv O le砚1 )

和直观的方法分析研究其试验结果
。

幼参在整个试验过程中的成活率和体长的增长为试脸指标
。

试 验 结 果

1
.

幼参成活率指标试验结果

幼参成活率的正交试验及结果如表 2 。

对表 2 的资料进行尸检验结果如表 3
。

从表 2 直观分析
,

成活率 以第 4 组最好
,

各因子水平为 式B .o. D.
,

其次为第 1 组
,

其

条件为 AI B IO
I

几
。

进一步从 刀值看
,

A
、

B 值明显大于 O
、

D 值
,

即四种因子对稚参 到

幼参成活率影响的主次顺序为 通协刀、D 、O 依次减弱
,

说明在试验范围内
,

四个因子中

密度和饵料对成活率影响大于温度和换水方式
,

第 1
、

4 两组较好的组合中
,

附着密度和

饵料品种各均处于同一水平上
。

以 h 值看
,

各因子的最好水平在 Al 几o. D.
,

这与成活率

的直观分析也是基本相一致的
。

由表 3 刃检验分析
,

不同饵料因子 B
,

和不同密度因子 A
,

对幼参成活率的影响差异

显著
,

其置信度达 95 书 ; 而在同一置信度下
,

C
、

D 因子无显著差异
。

这与直观分析也相

吻合
,

即在试验范围内
,

饵料和密度的不同对成活率有明显的影响
。

对以上分析得出的主要密度因子 A
,

进行了多重比较如表 4
。

从表 4 中可以看到最优

水平的 A
,

与 A。、

A. 有显著性差异
,

与 A
:

的显著性差异不显著
,

故密度以 。
.

2 和0
.

5头 /

平方厘米明显好于 1
.

0和 1
.

5 头/ 平方厘米
。

2
.

幼参增长指标的试验结果

幼参体长增长的正交试验结果及直观分析如表 5
。

对表 5 资料进行尸检验如表 6o

由表 5 正交试验的增长直观分析
,

最好的组合为第 1 组 人B
,
口
主
刀

1 ,

其次为 第 3 组

人B aCa D
。。

从丑值看
,

通和 B 因子值明显大于 C 和 D 因子值
,

并由 月值得四种因子对幼参

增长影响的主次顺序为 B。且分刀弓C 依次减弱
,

说明在试验范围内
,

四种因子中饵料品

种和附着培育密度对幼参增长影响较大
。

从 h 值看
,

各因子最好水平为 Al 凡认D
, ,

其主要

因子水平与以上从增长的直观分析基本是一致的 (B
, = B

‘

拟水平)
。

由表 6 的尸检验分析
,

在各因子中
,

饵料因子 B 和密度因子A 对幼参增长影响差异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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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幼参成活率的正交试验

Ta b拓 2 0 竹h呢
o心“ e x pe r lm e n t o f

~
v lv 压1 r ate 纽 ju 甲

en li e

眺姗姗
b e r

.

编编 号号 密度 (通 ))) 饵料 (B ))) 水温 (口))) 方式
一

(刀 ))) 成活率万万
乙乙u 功b o rrr

如n 日l毛yyy fO O ddd t e m r旧ra 七u 拍拍 m 司
eee 吕仪 r V 运l 望昌切切

11111 111 111 111 lll 2 5
.

石999

22222 111 222 222 222 1 7
.

4 111

33333 111 333 333 3 *** 1 2
甲

8 999

44444 111 4 *** 444 4 ***

始
‘

1 333

55555 222 111 222 3
冲冲

1 3
.

它666

66666 222 名名 111 4
***

1 5
甲

邵邵

77777 222 333 444 111 1 3
.

8 333

88888 222 生牢牢 333 222 2 3
.

6 111

99999 333 111 333 4
水水

1 3
.

5 555

111 000 333 222 444 3 半半 7
.

3 999

III111 333 333 111 222 6
.

6000

111 222 333 4
术术

222 111 1 2
.

6 444

lllllllllll尸尸尸

lll 333 444 111 444 222 1 0
甲

9 444

111 444 444 222 333 111 4
。

6 888

JJJ555 444 333 222 4
水水

13
甲

吕666

111 777 444 疾
***

111 3 韦韦 1 9
,

士777

KKK JJJ 〔旧
,

咬世世 〔3
。

9 444 6 6
.

6 999 5 6
.

7 444 万 = 2阳
.

2 888

III((( 6石
.

9 333 4 4
一

8 111 5 6
甲

6777 5 3
甲

4 66666

KKK ::: 司L)
+

士888 4 0
.

6 888 良
甲

6 333 6 2
甲

7 11111

且且 444 4户
』

1555 98
甲

肠肠 7 5 2999 赫
.

盯盯盯

bbb ,,

24
,

7 666 1石
.

8444 16
。

6 777

{
“

’

‘”””

hhh 盆盆 1 6
,

4 888 1 1
。

2 000 14
。

丈777
.

{
“

甲

“““

五五::: 1 0
。

D匕匕
L

{
’‘

’

“,, 1 3
.

6 666

}
‘3

’

‘88888

hhh --- 1 2
.

峨沁沁
.

{
’“ 6‘‘ 1 8

.

8 222
‘

}
”

‘

8‘‘‘

RRRRR 工4
0

7工工

{
‘3

’

‘,,

}
‘

·

1 666
’

1
8

’

‘66666

万一二 万 -

丑1 = 五-

刀 ; =

刀一二

马

从

D : 二从 均为拟水平

及 二众 扭r o a n 】m 计at lv e 加v el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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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苏 幼参成活率的F检验

T a b le 3 F te st o f su r v iv al r at e 纽 ju v e n ile o . a e u e

灿加
r

.

变变异来源源 召名名 刀夕夕 肚召召 万 F 二 0sss

的的 u托 e o f v a r i几 tio uuuuuuuuuuu

一一一一一二厂二一一一一一 一一下二万犷一一一一下万互 , 戈兀二一一洲洲,, 0 去工
一

了乙乙 JJJ J 矛U
。
刀 沙沙 注U

.

习l 母 吕
.

乙巧巧

... . . . . J‘~ ~ ~ ~ ~ ~ ~ ~ ~~~

一
~ 自

‘
曰

‘

J

- 一
, , ,

~
, 如 . ...

—
-

- - -

一一一
~ ~ J . . .. . . . . . . . . . . . . . . . . . .

.
~ J

.
~ ~
曰曰

.

一
~ . , . . . . . . . , . 卜...

BBBBB 46 3
.

生111 333 1 54
‘

4777 9
、

5 2
.

9 2 888

心心心 阳
甲

石牙牙 333 淞
.

邵邵 1
.

4 1 9
。

2 888

刀刀刀 ] 6 6
.

4 222 333 6 5
甲

盯盯

拐拐
.

阶阶 888 1 6
.

2 222

表 4 刁 因子各水平对幼参成活率影响的显著性检验

T a b lo 4 N ot a b ility te劝 o f fac to r A o f d iffe r e n t le v e l e ffe e t e d

弧r v iv a l r a t e o f jav en il 。 眺
e创u o b e r

.

一遂鱼一⋯丛窦过华盆匕扛巫盎止

—
二址一一一⋯一一二翌生一一

一

!—
一

里竺一

—!—
一二- 一一一一

一

—
兰‘一一阵一毕黔一一⋯—

止里二—卜一一二生一一一

—
兰篇一一一{一一一翌竺匕一一

-

{一一兰卫豆
-

一

—{—一兰一一一
一

月 璐

{ ’0
4

0 5
:

}
。

·

肠 { b

著
,

其置信度扯 95 书 ; 在同一置信度下
,
o 和D 因子无显著性差异

。

这一结某与直观分析

相吻合
,

均表现为饵料和密度的不同对增长有着明显的影响
。

讨 论 和 结 语

1
.

密 度 由试验表明
,

密度是试验因素范围内的主要影响 因子
,

特别在幼参成活

率方面
,

密度A 因子和饵料 刀因子均为主要因子
。

从以上分析和 刀尸值 (。 二 0
.

0 5 时)来

看
,

A 因子 1
·

1 3 > B 因子 1
,

03
,

为其首要影响因子
,

对其成活率将产生较大的影响
。

在试

验密度范围内
,

以 0
.

2 头 /平方厘米为最佳
,

这与隋锡林
,

王景泉的单因子试验结果是一致

的
。

密度过大会导致大量死亡
,

而且生长也是缓慢的
。

正交试验和尸检验分析均表现了

密度影响的重要性
。

多重比较 (表 4 )说明最优水平 人 与 A 。
和 且

‘

有显著差异
,

因此在

实际生产中须使其保持在最佳密度
,

才能使成活率保持较高水平
。

在生产中不但要重视成

活率
,

还要从成本考虑
,

从本试验也可知稚参密度以 。
,

2一 0
.

5 头 / 平方厘米为好
,

(表 4 中

进
,

和 A
:

在 a 二 。
·

05 时差异不明显 )
。

在育苗生产中以控制大耳幼体数量的方法来拉 制

稚参密度
,

若稚参附着的密度过大应及时予以稀琉
。

2
.

饵 料 从以上试验分析中
,

亦可看到饵料对稚幼参影晌的重要性
,

尤其对稚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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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幼参体长增长的正交试验

介b le 5 o r th og o n缸 t韶t o f g r o , 魂h in ju v e n ile s e a euc ~ 加
r

.

编编 号号 密度 (过 ))) 饵料 〔丑))) 水温 (C〕〕 方法 (D ))) 增 长长
nnn U扭h o rrr d曲

5 1七yyy fO O ddd t o m P e r a t u拍拍 m o d 。。 刁〔n
ltn )g 代 二

l

」生,,

11111 111 111 111 111 4
.

7 333

22222 111 222 222 222 1
,

盯盯

33333 lll 333 333 3 *** 4
‘

O333

44444 111 4 *** 444 4 *** 3
.

汐汐

55555 222 111 222 3 水水 3
,

1 111

66666 222 222 111 4 *** 1
.

9 222

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
.

6牛牛77777 222 333 444 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

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
.

8 11188888 222 怪
书书

888 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

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
.

5石石
99999 333 111 333 4 ***************************

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
.

3 444111 000 333 222 444 3
***************************

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
甲

7 666
111 111 333 333 111 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

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
,

6 333
111 222 333 4 率率 222 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

JJJJJJJJJJJJJJJJJJJJJJJJJJJJJJJJJJJJJJJJJJJJJJJJJJJJJJJJJJJ 硬刃刃
111333 444 111 444 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

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
.

4 666
」」444 444 222 333 又又又又又又又又又又又又又又

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
.

工333
111555 444 333 222 4 ***************************

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
,

C ]]]
111 666 444 4

***
111 3 出出出出出出出出出出出出出出

另另另另另另另另另另另另另另另另另另另另另另另另另另另另另另
二

4 3
+

8 666
无无rrr 1 3

.

6 000 1 1
。

6 999 1 2
甲

0 222 1 3
.

4 66666

无无::: 1 2 通888 6
.

2 999 1 0
,

妞妞 分
.

1头头头

肠肠肠 工0
.

石888 12
。

石666 1 2
.

1石石 1 1
。

0 99999

峨峨峨 7
.

2 000 13
.

3 222 9
,

2 555 1 0
‘

1 77777

卜卜卜 3
甲

犯犯 2
.

9222 3
.

0 ]]] 3
,

3 77777

丙丙222 3
,

1 222 1
.

皮皮 2
甲

6 111 2
。

2 99999

九九... 2
.

肠肠 3
‘

1 444 3
.

0 888 2
.

丁77777

、、、 1
。

8OOO 3
.

朋朋 2
,

3 111 2 5 44444

君君君 1
,

6 000 了
.

了666 0
.

片片 ]
.

硬脚脚脚

丑t 二

B’ D : = D s

B : 二 B . ,

D t 二

Da
,

从
, 刀 ,

均为拟水
、

犷

D : 二

几 瑰帕 昌11 im i ta ! ivo lo v o l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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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 幼参增长的 F 检验

T ‘ble 6 F 协 t of g r o , 雌h 纽 ju v e n i肠 s e a cuc u血b e r
,

变变异来源源 名习习 刀尸尸 五汇万万 刀 万0
.

0 555

ssso u 祀e o 生v a r ia 毛io nnnnnnnnnnn

AAAAA 石
一

8 999 888 1
.

9 000 1 6
,

1 5 * O
,

卫888

丑丑丑 7
.

6 111 333 2
‘

5 333 2 0
,

韶
水 9

.

2 888

CCCCC 1
,

铭铭 333 0
.

4777 3
.

9 3 9
,

2 888

刀刀刀 2
‘

石万万 333 0
,

肠肠 6
.

9 9 9
,

2 888

误误差
e r

ro
rrr 0

.

3 666 333 0
.

1 222 *

羞异显著著

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 bv 通o n s d 汁e r s主t了了

...

蓉变异异 1 7
.

8 666 1吕吕吕吕

士士。 }庄1 V a t 乏a t io nnnnnnnnnnn

参坐长影响为首要因子 (从刃尸值看
, “ = 。

.

05 时
,

B 因子 2
·

25 > A 因子 1
.

74)
。

从试

验可知
,

此期间以投喂 鼠尾藻磨碎液为最佳
,

或者鼠尾藻磨碎液与单胞藻的泥合液 亦可
,

但不宜只投单胞藻
。

试验表明前二者与后者有显著差异
。

这主要原因可能是随着刺参生

活习性的改变
,

对其饵料的要求也随之变化 ,在稚幼参阶段为旬甸性生活
,

对单胞藻的摄

食机会少
,

且换水时单胞藻易大量流失
,

而鼠尾藻磨碎液会沉附于壁上
,

换水不易大量流

失
,

便于稚参摄食
。

因此从稚参刚刚附着之时
,

就应重视饵料的更换
,

及时地投喂 鼠尾藻

液
。

如果此期不及时更换饵料
,

仍以大量投单胞藻为主
,

对其成活和生长将产生较大影

响
。

在大面积水体生产中
,

也曾见过刚附着稚参由于忽视了投喂鼠尾藻磨碎液而导致稚参

大量死亡和存活稚参生长缓慢的事例
。

3
.

水温和培育方式 这两个因子在试验范围内
,

为次要因素
。

几年实践得知
,

在稚

参到幼参的培育中
,

自然的培育水温一般在 23a o左右
,

高温期上层水温可达 筋℃以上
,

与

试验温度范围基本相符
,

故在生产中
,

自然水温度变化范围对幼参的成活率和生长无显著

的影响
。

杨静曾做过 2 1
O

C一3 护C对稚参影响的试验
,

认为 2犷C一27
0

0 为宜
, 3。

。

C将使稚

参死亡
。

故育苗期若出现 高温期
,

应加强换水
,

以降低因气温而升高的水温及增加溶氧
。

在试验中培育方式的流水和换水结果差异不大
,

在生产中只要保持水体中有足够的溶氧
,

无论换水
,

流水均可
。

在大池实际生产中常常采用流水培育
,

这是一种好方法
,

既能增加

溶氧
,

又能慢慢调节水温的变化
。

同时
,

还应注意由于培育水池的结构和流水时进出水的
“

短路
”

而造成的换水
“

死角
” ,

有时使得水中溶解氧低于 3 m l/l
,

这种缺氧现象对稚参幼参

是十分有害的
。

因此
,

在流水不易充分交换的情况下
,

可以采取换水和流水相结合的方

法
。

在稚参到幼参的培育过程中
,

从本试验因子中看到
: 以密度和饵料对其成活率和增

长产生的影响为最大
,

为使育苗取得好的成绩
,

就应使这两个因素保持最佳水平
。

本试验

认为
:

密度在 。
.

2一 0
.

5 头 /平方厘米为佳 ; 饵料以鼠尾藻磨碎液为佳
,

其次为鼠尾藻液和

单胞藻的混合饵料
。

水温和培育方式在本试验范围内影响不显著
,

在 自然条件下产卵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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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的稚幼参时期
,

自然的培育水温变化范围对幼参无明显影响
。

在培育方式方面
,

认为只

要保持培育水中有充足的溶解氧和高温期间培育池中上层水温不致过高的情况下
,

换水

和流水方式均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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