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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用多层浅屉高密度活运东方对虾 ①

崔建云 ② 籍保平 王 平华

中国农业大学食品学院

摘 要 从外部形态及行为学观点出发
,

观察并分析了东方对虾在浅水中的行为特点
,

提出采用多层浅屉高

密度保活运输方案
。

暂养试验结果表明
,

采用这种方法可将东方对虾的活运密度进一步提高到 一 ’
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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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

,

一

· 一
,

一

问题的提出

东方对虾
,

因其生长在我国的黄海和渤海一带
,

又称中国对虾
。

其肉质细嫩鲜美
,

是上等的

对虾品种
,

畅销国际市场
,

但因其体质脆弱
,

目前尚未找到无水活运的实用方法 而利用传统的

水产品活运设备运输东方对虾时
,

活运密度 虾只质量与水体和虾只所占容积的和之 比 很低
,

食用商品虾的活运密度一般不超过
· 一 ,

致使一般仍只能以冷冻产品形式上市
,

其收购

价格也只能按死虾计算
,

市场价格低于其他对虾品种
。

找出新的高密度东方对虾保活运输方

法
,

使能更多地以活虾上市
,

是提高东方对虾养殖业经济效益的重要措施
。

对于传统的水产品保活运输设备
,

为提高活运密度所采取的措施主要是从生理学观点出

发
,

集中在对水体质量和代谢水平的控制方面川
。

这些措施对于普通鱼类的活运都是极为有效

的
,

但是对于对虾的活运则嫌密度过低
。

对虾与鱼类在外部形态及行为方面都有着明显的差

别
,

它们对活运密度也具有重要影响
,

因此
,

笔者从东方对虾的外部形态及其行为学的观点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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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
,

通过试验提出了旨在提高其活运密度的具体措施
。

东方对虾相关外部形态及其行为学特点分析

外部形态特点
。

东方对虾的额角处于虾体的最前端
,

是其游进和攻击时首先接触前方障碍

的部位
,

为虾只的主要攻击工具
。

与其他对虾相 比
,

其额角较长
,

明显凸出
,

整体较细
,

攻击能力

强
,

同时易受伤
、

折断
,

折断后虾只体质明显变弱
,

将会很快死亡
。

大触角的触鞭极长
,

是其体长

的 倍多
,

所构成的触及防护区域宽度方向及长度方向较大 比虾体 自身大得多 而高度方向

较小
,

使得 自由状态下的虾只密度很低
。

额角及触鞭折断后
,

还会因其外形受损而降低其商品

质量
。

游动特点
。

对虾的肌肉为许多由横纹肌构成的强大有力的伸肌和缩肌
,

它们的迅速收缩使

尾部向腹部弯曲
,

通过尾扇击水所产生的反作用力使虾体骤然后弹图
。

虾只这种运动与额角一

起构成强烈的攻击能力
,

而运动强度和幅度受到允许空间的制约
。

行为学特点
。

同其他品种的对虾一样
,

东方对虾昼伏夜出 白天伏卧在池底
,

游动区域和活

动量非常小 夜间活跃
,

游动觅食
。

对虾游动与伏卧时所需的空间相差很大
。

通过上述分析可以看出
,

有可能通过适度限制东方对虾高度方向的活动空间来大幅度减

小虾只占用的空间
,

限制其运动强度
,

从而提高活运密度
,

并控制相互伤害程度
。

暂养试验

根据上述分析
,

笔者提出了
“

多层浅屉活运
”

的设计思想
,

即通过设置虾屉将活运箱体的内

部空间按高度方向分隔成若干薄层单元
,

限制虾只的活动范围
,

并且保护虾只避免因局部聚集

形成叠压而引发争斗和伤害
,

以大幅度提高活运密度
。

为此
,

在河北省乐亭境内京唐港附近的

装甲兵养虾场
,

按照设计思想针对东方对虾进行了暂养试验
。

浅水内东方对虾行为的观察试验

试验在泡沫塑料箱 内进行
,

其内部底面尺寸为
,

水深
。

海水取 自

该养虾场孵化室沉淀池
,

一
,

一
,

卜 一 ’ 一 ‘ 。

水温保持常

温 实测为
‘

,

取虾的养虾池 自然水温为
,

充分供氧
。

试验时各放入 尾 实测

平均生物学体长
,

尾
· 一 ‘ ,

虾只密度
· 一 一 尾

· 一 。

试验时间为

从第 夭 至第 天
。

在试验过程中
,

连续观察虾只在这种浅水中的活动及其行

为
。

观察发现 从 以后及整个白天对虾都表现出相当的安静
,

虾只稳定地伏卧在箱底
,

基

本保持原地不动 以后逐渐开始活跃
,

到次 日 期间最为活跃 —虾 只的活

动范围很大
,

相互之间身体接触时间大大增多
,

经常发生争斗
,

激烈时会高高跃出水面
,

甚至箱

外
。

据观察试验结果可以认为
,

能够将东方对虾置于垂直高度较小的空间内活运
,

但需要采取

措施适当限制对虾的活动范围
,

以控制其后弹跳跃幅度及速度
,

而且最好在虾只处于伏卧状态

的白天完成活运过程
。

虾屉内高密度暂养试验

通过在实验室高密度暂养来模拟活运过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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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验在玻璃水族箱内进行
。

内置事先专门设计的多层虾筐
,

试验过程中全部虾只所处的水

体环境相同
。

虾筐的底面积为
,

上面开 口 ,

其他 个面采用网眼为

的金属 网
,

外覆塑料窗纱
。

隔网为板形
,

结构与筐相同
,

通过固定隔网限定层高
。

水温通过

加冰块调整
,

充分供氧
,

并用睛纶棉持续进行过滤
。

浅屉内虾 只行为观察暂养试验
。

试验从第 天 开始至第 天 结束
。

实测养

虾池水温 暂养试验水温 ℃
,

初始水温 ℃
,

放入虾后即加冰降温
,

经 水

温降至 ℃
,

整个试验过程中的平均水

温为 ℃
。

试验用虾计 尾 实测平

均生物学体长
,

虾 只规格为

尾
· 一‘ ,

总平均 密度
· · 一 即

尾
· 一 。

层高设置及虾只分配见

表
。

暂养 后存活率为
,

而后

将虾 只全部转 入 另一水族箱进行常温

表 浅屉层高设置及虾只分配

折合密度
层高 虾只数量 尾

—
尾

· 一 · 一

℃ 低密度
· 一 ’ 暂养

,

后存活率仍为
。

观察发现 虾 只在 白天能安静地伏卧在隔网这种比较稳定的底面上
,

而在夜间较为活跃
,

但明显不如在顶部开放的浅水内活跃
,

虾只的位置交换现象很少发生
,

而且其过程进行缓慢
,

活动空间明显受到 了限制
。

采取分层措施使虾只处于高度方向较小的空间时
,

虾体后弹弯曲幅度较小
,

不能产生大幅

度后弹所需的反作用力
,

同时后弹幅度受到虾屉层高的限制
,

这些都使后弹速度降低
,

削弱了

虾只的攻击能力
,

从而减少了虾只相互间及其 自身的伤害
,

大大提高了活运密度
。

值得注意的是
,

在屉内暂养试验阶段
,

从试验开始后第 小时开始有 尾虾意外地被卡在

夹缝中而不得活动长达
,

此后经低密度暂养得以恢复
,

并未死亡
。

说明有可能通过限位进

行对虾活运
,

即在充分保证水体环境质量的前提下
,

通过更为严格的限制虾 只活动空间来实现

活运
。

这有待进一步试验
。

层高对虾 只存活质量的影响试验
。

目的在于通过对同一水体环境中层高不同时虾只存活

质量的考察来确定设计层高
。

试验从第 天 开始至第 天 结束
。

实测养虾池水温 ℃ 暂养试验水温
,

其中装虾初始水温 ℃
,

经 水温降至 ℃
,

整个试验过程中的

平均水温为
。

暂养试验水 士 ‘ 、
、

二 二人 。
、 。

, 。 。 八
’

门
‘

扑 “ ‘ 。 、 。
曰 ,

哟巡小 表 暂养试验层高设置及虾只 分配
质

,

铸
,

, 一 · 一 ‘ 。

试

验用虾 尾
,

实测平均 生物学

体长
,

虾 只规格为 尾
·

一‘ ,

总平均密度
· 一

即 尾
· 一 。

层高设置及

虾只分配见表
。

暂 养 后 存 活 率 约 为

折合密度
层序号 层高 虾只数量 尾

—
尾

· 一 · 一

顶层

底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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呱 的存活率为
,

此时虾只存活情况见表
,

其中
,

体弱虾只是指那些并未死亡但却

呈现侧卧的虾只
,

它们在随后进行的低密度暂养过程中体态也得到了恢复
。

表 浅屉 暂养 虾只 的存活情况

健 康 体 弱 死 亡
层序号

———
数量 尾 比率 数量 尾 比率 数量 尾 比率 铸

月匕丹

⋯
山八石︸吕,口,‘自︺八乙汽八匕,目乙自甘了︻了口,土

⋯
乙‘尸尸了了匕内内二口顶层

底层

高密度试验阶段结束后对滤出的固形物进行检验
,

发现绝大多数固形物是折断额角
、

触鞭

及脱掉的头胸甲
。

对死亡虾 只进行检验
,

发现几乎 肠的死亡虾 只的额角均 已不同程度折

断
,

而存活虾只中约有 肠的额角完好
,

死亡虾只有部分处于脱皮状态
。

试验结果表明
,

层高对于存活率及存活质量有明显的影响
,

随层高的递减
,

体弱及死亡虾

只 比例呈递增趋势
。

这可能是由于高密度暂养时
,

一方面过度限制活动空间高度使虾只应激水

平过高
,

另一方面虾筐
、

虾屉为刚性的金属 网结构
,

虾只在进行体位调整活动时额角插入网眼

后有时会造成额角折断
,

致使死亡
。

因此
,

虾屉层高不宜低于
,

以给虾只一部分 自我进

行体位调整活动的余地
,

使其应激水平不致太高 在设备设计时需要注意隔网材料的选用
,

它

们应具有一定的柔性
,

便于额角脱出
。

结 论

从外部形 态及行为学观点出发
,

针对东方对虾采用相应措施
,

可以进一步提高活运密

度
,

这是对传统方法的重要补充
,

比通过药物麻醉控制代谢水平更为安全
。

采用多层浅屉结构限制虾只高度方向的活运空间
,

大幅度地提高了活运密度
,

试验条件

下的密度达 ’ 一 ,

实际活运密度可达 ’ 一 。

虾屉层高以 为宜
。

层高设计原则是 虾只可动而不可叠
,

虾只可动以调整体

位
,

不可叠以控制虾只的后弹强度
,

并减少虾只间的争斗
。

虾只额角的损伤是虾只死亡的重要原因
,

虾屉的隔网须有一定的柔性
,

便于额角脱出
,

避免因设备原因直接造成额角折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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