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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水輪虫大量培養之二三試驗及其對蝦類幼生之飼育效果
丁雲諒林森榮

The Studies on Mass Production of Rotifer,

Brachionus Plicatilis and Feeding' for Shrimp Larva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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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水輪虫 Brachionus plicatilis 在水產種苗初期餌料擔任很重要的角色
, 諸如香魚 (1) 、鋼魚

1)(3)
、蝶魚

(�) 、鳥魚
(5)
等之稚魚期、單節蝦

(6)
及草蝦之眼幼車期和據蝦期

(7) (8) 、織 (1)
之眼幼虫等均可

使用輸虫加以培養 , 尤其近來聾年眼卵的減產 , 售價日高之下 , 輪虫也將自愈被重親。
海 7]( 輪虫的培育技術開發已有多人加以探討

(9) 叫間 , 輸虫依其鐵毛攝取水中徽細有機體而生活 ,

所以一股培育餌料以 Chlorella sp. Dunaliella sp. Chlamydomonas sp. 酵母、細菌、華鰻飼

料等之單一餌料或兩者相互配合 , 主要為選取容易培養 , 便宜方便且有裁者 , 本省所產蓋帽酵母粉攘
林

(8)
報告亦可得到很好教果 ( 每ml 約 200 隻左右 ) , 所以為進一步了解其適當投餌量及加入添加物是

否有較佳敷果 , 並將所培育之輪虫做為斑節蝦、草蝦幼苗之餌料 , 以觀察其餌料敷果 , 而實施本試蹟

自 IJ

.

材料與方法

輪虫培育試驗均以水試所蓋南分所室外長方形水泥池 (4mx2mx1m) 為主 , 水深保持15cm '
約 1 噸水 , 試驗之水為海 7Jc 加自來水沖說

, 使其堪度為18� 忌 , 各池並加以打氣 , 試驗期間為 4 月至 7

月 , ;水溫不加于控制 , 隨自然而贅 , 一敵保持在 25.0-30.5.C 之間。



live* live frozen* frozen frozen frozen
Kinds of feed

dried dried dried artemia
rotifer rotifer rotifer rotifer rotifer rotifer

powder powder †y�l�a�s�s

No. of zoo zoo zoo 200 zoo zoo zoo
Nauplius 4

Survival Mysis 1 O 68.5 24.0 72.0 14.5 91. 0 79.0

rate

% Post O 65.0 16.5 59.0 1.0 85.5 73.0
larv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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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臺糖酵母翰投放量對輪虫飼育放果之試驗 :
周六個水泥池各接種輸虫 1.5£. 密度爵的00 隻Iml. 酵母盼量依次每日各投放 50g 、 100g 、 150g

、 200g 、 25 句 .30 旬 , 接種後每日計數輸虫密度。
H 蓋糖酵母韌加各種添加物對輪虫飼育放果之試驗 :
用五個水泥池各接種輸虫㊣ ' 密度為 2700 隻 Iml. 各地臉每日投放蓋糖酵母紛250g 外

, 並依次每

日配合投放Methionine 25g 、 Vitamin E 2.5g 、 Methionine 25g 加Vitamin E 1. 25g 、

綜合Vitamin 7g 、另一不投放添加物做為對照。

開混加深水井之淡水培養輪虫之可能性試驗 :
用二個水泥地

, 一個抽深水井水沖淡海水 , 另一使用自來水做比較 , 同樣古巴成溫度 18%,
,
然後接

種輸虫 4£' 密度 8150 隻 Iml' 並每天投飼蓋糟酵母盼 250g 。

關海水輪虫對班節蝦幼苗培育教果之試驗 :
1 於室內使用 � 塑膠透明筒七個 , 各放入m節蝦無節幼虫第四期 (Nauplius 4 ) 幼苗 200 尾

, 水量保持 4 & ' 每天換水半量一次
, 並打氣 , 各筒投飼之餌料類別如表 1 , 即使用活輪虫、冷

凍乾燥輪虫〈分粉末狀及細塊狀〉、冷凍輪虫、豐年蝦等餌料
, 在Nauplius 4 gp 投飼濃縮之矽

藻 (Skeletcnema sp.) 一次
, 但 No.1 活輪虫及No.3 冷凍乾燥輪虫〈粉末狀〉則不加矽藻。投放

量活輪虫及冷凍輸虫各為語言重 o. 甸、冷凍乾燥輪虫為 o. 站 , 聾年蝦聾 , 保持 5 隻 Iml 的密度﹒

Table 1 Feeding effect of rotifer on the larvae of Penaeus

japcnicus from stage Nauplius 4 to stage post larva.

*With no Skeletonema costatum, the other fed once the

concentrated Skeletonema costatum at the stage Nauplius 4

z. 於室內使用 � 塑膠透明筒六個 , 各放入斑節蝦眼幼虫第三期 (Zoea 3) 幼苗 zoo 尾
, 分兩組

各投放冷凍輸虫及聾年蝦、前者每天投放濕重 O. 悔 , 後者維持每ml10 隻之密度。

的海水輪虫對草蝦幼苗培育投果之試驗 :
1. 在室內使用 � 塑膠透明筒三個 , 各放入草蝦眼幼虫第二期 (Zoea 2)

.活輪虫、冷凍輪虫及Nitzschia sP. 三種不同餌料。

z. 於室內使用 5& 塑膠透明筒三個 , 各放入草蝦樺蝦期幼虫第一期 (Mysis 1 ) 幼苗 zoo 尾
, 分別

投放冷凍輸虫、冷凍繞開額及學年蝦三種不同餌料 , 前兩者每芙投放濕重 1 g , 後者維持每
ml 10 隻之密度。

幼苗 200 尾 , 分別投放

結 果

村蓋糖酵母粉投餌量對輪虫飼育教果:
試驗期間共 1Z 天 , 其嘩份隨蒸發、下雨而有變化 , 但各池之變化大致相同 , 約為16-23%0' 飼育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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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圖 1 所示 , 輸虫飼育密度隨投餌量之增加而增高 , 投飼 300 公克者
, 曾高達 502 隻 Iml'

, 250 公

克者為 460 隻Iml ' 200 公克者 364 隻 Iml ' 150 公克者 222 隻 Iml , 100 公克者 144 隻 Iml ,50 公克

者一直在 39 隻 Iml 以下排徊 , 沒有高案。各池pH 變化如圖 2 所示 , 投餌量愈高 , 其pH 值愈低 ,

投飼 300 公克最低 ,pH 值為 7.7 (7.7-8. 幻
, 50 公克者最高為 8.8 (8.3-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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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1 Growth of rotHer fed on different amount of yeast.

� 臺搪酵母掛加各種添加物對輪虫飼育教果 :
試驗期間共12 夫 , 其堪份受雨量影響而有激烈之變化的為 6 -19� 品 , 但各池變化均相同 ,pH 值為

7.1-7.9 , 試驗結果如圍 3 所示 , 以添加維他命 E 敷果最佳 , 密度達 149 隻 ImI' 綜合維他命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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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 2. pH variation of different feeding amount of Yeast.

, 偶有冷凍輪虫者之平均活存率為

之為106 隻 Iml, 添加氯基酸 (Methionine) 與不添加者同爵的隻 Iml
, 添加費、基酸及維他命 E

者成績最差僅80 隻 Iml �

開深水井培養輪虫之可能性 :
試驗期間共 12 天 , 墟份濃度為16-22%0 ' 本溫為 26.2-30.8

� C , pH 值變化為 7.9-8.7' 試驗結

果如圖 4 所示。利用自來水沖淡者其投果比地下水略好
, 最高密度達 332 隻 Iml , 地下井水者只

有224 隻 Iml 。

制海水輪虫對斑節蝦幼苗培育教果
.

1. 海水輪虫對於斑節蝦幼苗 Nauplius 是 -post larva 1 之試驗 , 從 3 月 25 日起至 4 月 5 日止

' 試驗期間永溫為 20. 3-25. 2
� C 。結果如表 1 所示 , 其中以冷凍輸虫敷果最佳 , 至梅蝦期 (

Mysis) 之活存率為 91. 0 克 , 變為稚蝦期 (post larva) 亦達85.5 克。其次為飼育豐年蝦無

節幼虫者 , 臨蝦期為 79.0 克 , 稚姆期為 73.0 克 , 再次為飼育活輸虫者 , 慷蝦期 68.5 克 , 稚蝦期
65.0 克。但早期不投飼矽藻 (Skeletonema sp.) 者 , 沒有發現變為 (Zoea 2 。使用冷凍乾燥

輪虫 , 經處理成盼宋狀者 , 亦有很好的教果 , 棟蝦期為 72.0 克 , 稚蝦期 59.0 克
, 但早期不配合

投飼矽藻者 , 棟蝦期為 24.0 克 , 稚蝦期為 16.5 克。冷凍乾燥不經處理
, 成塊狀投飼者 , 成績很差 , 變

為稚蝦只有 2 尾 , 活存率僅 1% 。叉飼育冷凍輪虫變為慷蝦期亦比其他來得快
, 在 4 月 1 日背

數時發現飼育冷凍輪虫者變為慷蝦期有 173 尾
, 飼育活輪虫者有的尾 , 飼育鹽年蝦無節幼虫者

僅有 5 尾而已。

2. 由上之試驗得知單節蝦幼苗 , 投飼冷凍輸虫與投飼豐年眼無節幼虫一樣有很好的教果 , 而進行
梅頓期 (Mysis stage) 之比較試驗。從 4 月 28 日至 5 月 3 日血

, 其結果如表 2 所示。在朦蝦

期之活存率非常接近 , 均在90 克左右 , 在 Mysis 3之活存卒
, 利用 t 分布測定其差異極不顯著

df=6
(t�J.:O� 05=2.447>0.241)

, 而至稚蝦 (post larv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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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7.8 土 8.1 鬼 , 飼育豐年蝦無節幼虫者為89.8 土 6.0 克 , 經利用 t 分布測定 , 在機車 0.05 時 , 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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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4 Growth of rotifer in running water and ground water.

Table 2 The comparison of the larvae from stage zoea 3 to post larva 1

of Penaeus japonicus fed with frozen rotifer and A.rtemia.

Kinds of feed frozon rotifer Artemia

No. of Zoea 3 200 200

的海水輪虫對草蝦幼苗培育教果

1. 使用活輸虫、冷凍輪虫、矽藻 (Nitzschia sP.) 飼育草蝦 Zoea 2 之結果如表 3 所示
, 在



No. of Zoea 200
.

200 200

Z. 2 100 100 100
Survival

rate Z. 3 72.5 74.0 85.5

%
M.1 24.0 49.0 23.0

No. of Eoea 3 200 200 200

M.1 100 100 100

Survival
M.2 71. 0 67.5 69.0

rate

% M.3 30.0 •ê�.�0 12.0

P.1 24.5 53.5 1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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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oea 期飼育矽藻者成績相當良好 , 活存率高達85.5 克 , 其他飼育活輸虫及冷凍者分別為 74.0%

及 72.5 克。在變為Mysis 期
, 飼以矽藻及活輪虫者 , 僅為23.0 克 '24.0 克。而飼以冷凍輸虫者

則達49.0 克 , 成積相當良好。

Table 3 Feeding effect of different feeds on stage Zoea of Penaeus monodon.

Kinds of feed live rotHer frozen rotHer Nitzschia sP.

2. 使用冷凍輸虫、鹽年蝦無節幼虫、冷凍接閱類飼育草眼Mysis- 期 , 其結果如衰 4 所示。在變為

Mysis 者 , 各種飼料其活存率均在67.5-71. 0克 , 成讀良好 , 但變為Mysis 3 者 , 除豐年蝦
無節幼虫有54.0% 外 , 飼以其他者 , 活存率急速降低 , 冷凍輪虫為30.0 克 , 冷凍樟帥額者為
12.0 克。而Mysis 3變為 post larva 之活存率並無顯著之改變。

Table 4 Feeding effect of different feeds on stage Mysis of Penaeus monodon.

Kinds of feed frozen rotHer Artemia frozen coPepoda

討 論

生物都有其一定之攝餌量, 所以投飼量應受其左右﹒投放量少 , 攝餌不足 , 不僅成長參差不齊 ,

且其繁殖能力也差 ; 如投放暈過多 , 則由於聽餌的發生 , 反而產生有害因子 , 危害生物之生存。此次
試驗 , 投放50 公克者 , 一直在39 隻Iml 之密度下排徊 , 而設放量較高者 , 其早期繁殖力較低 , 顯然受



440

到抑制 , 而後由於細菌繁生 , 殘餌抑制減低 , 輸虫得到克分營養而急速成長 , 所以早期的餌料不能投

放過多 , 其是後隨個體數的增加再行增加 , 依攘此次試驗結果推算 , 每 105 隻 ' 早期投餌量以噩搪酵母

粉14 公克左右為宜
, 然後投餌率逐日減少 , 至第 10 日約為0.6 公克即可。古

)1103) 等會計算一隻輪虫一

夫攝取酵母菌數 , 早期為8.158x10� .而後逐漸降低
, 最後為 1. 242x104 平均為3.830 X 104 。蔡等

(14)
曾指出輪虫最適當之pH 值為6.8-7.8. 本試驗除投300 公克者

, 曾降至此標準外 , 其餘均高出此

標準很多 , 尤以投 50 公克及100 公克者為甚
, 此是否導致其密度不高之原因 , 有待進一步研究。

維他命 E ' 關係生物體的住機能
, 酵母翰添加維他命 E. 有促進其繁生之故果

, 所以加入維他命

E 及綜合維他命均比不添加者密度高。 Methionine 為魚類必蜜的氯基數之一種
, 為生物體成長營養

之一 , 此次酵母粉添加 Methionine 及添加Methionine 與維他命 E 者其成敏並不比不添加者高
, 此

.可能由於酵母粉本身已有足勝之 Methionine. 再行添加達 10% 之多
, 可能造成所需之氯基酸不能平

衡 , 產生抑制作用 , 此可由頭 3 君出 ,
有加Methionin'e 者其增值延至第六天才開始 ..而其他各種於第

一四夫即行增值。此次試驗中正逢雨季
, 壇 {分濃度受影響 , 從 18.91 白降至 11%0' 文由於水量增加

, 故早期
密度均無法提高 , 經再行加入海水 , 維持原來之瑾度 , 密度才行提高 , 因夫氣不穩定 , 時有陰雨 , 無

法達到最高密度。

海水輪虫為半淡鹹水性之生物 , 其適合繁殖之墟份濃度 , 據蔡等
(
山報告是 10-15 鈍 , 尤以 15 屆

最適 ; 伊藤則以 10-12,960 為最適宜 ; 林
(8)
則認為 18,9£0 繁殖最適宜。本試驗均以虛度 18,960 為基準加以培

養 , 為降低海水墟度 , 一位均使用自來水 , 但因一股水產繁殖場均處於偏僻地方 , 自來水可能受到 1良

制 , 乃探討可否利用井水代替 , 據試驗站果 , 利用井水者其最高密度雖然沒有像加自來水者之高 , 但

亦曾達 224 隻 Iml. 此種差異可能由於水中之內合物不同所致
, 接靜岡縣水試場

( 間 , 亦會發現使用不
同本質其增殖密度不同之現象。

提節蝦限幼虫 (Zoea) 之何料以矽藻類馮主
, 雖可用社嗨受精卵 , 活酵母等以資補充 , 但完全

取代則活存率將會額苦降低 , 本試驗以輸虫或冷凍乾爆粉末狀輸虫代替 , 前者完全失敗 , 後者也只有
245 右的活存率 , 此可能與剛變為眼幼虫期之活力有關。以後隨著成長 , 其攝餌力亦隨之增強 ,

可攝食

餌料種類為之增多 , 例如早期曾加投矽譯者 , 其變為 !揮自按期者 , 就有 68.5 克 , 投放冷凍乾燥粉末狀輸
虫者 , 也由 24.0% 提高為 72.0 克。叉眼幼虫期飼料在此次試驗中以冷凍後之輸虫為最佳

, 此可能由於
其沒有活力易被攝食所致 , 冷凍乾膀: 塊狀輪虫 , 則由於易況澱不易被分散致攝食不良 , 所以成績最差

斑節蝦樑蝦期之飼料一般以豐年蝦為主 , 但豐年蝦近來價格甚高 , 所以如何減少蝦苗成本為各芳
所重親 ,

揚
(

的曾使用螺旋藻代替部份豐年蝦悍到良好之成潰
, 本試驗以各種形態之輸虫饅食 , 其結果

活輸虫及冷凍輪虫其成績並不差於投飼豐年蝦無節幼虫
, 均得到90% 以上之成績 , 但投飼冷凍乾燥論

虫者其成績較差 , 尤以塊狀者為甚 , 活有率僅 6.8% .可能因塊狀太大且易況澱無法攝食之故。文冷

凍輪虫與盟年蝦投飼路蝦期 , 經詳細比較結果 , 早期樣蝦期 , 其成績並無差異 , 而後隨其蝦苗之成長
投飼輪虫者 , 成績隨之不降 , 此可能成長後 , 較不易捕食小型之餌料所致。

草蝦之限幼虫期‘, 一般均投飼SkeZetonema costatum, 由於此矽藻連體而成細長狀
, 眼幼虫抱到

一根的可漫慢享受 , 而另一種矽藻 Nitzschia sp. .單細胞個體細小 , 不易為後期眼幼虫所捕獲
, 所以早期活存率很高 , 而後期則降低。冷凍輸虫之飼育放果較活輸虫為佳 , 其結果與斑節蝦相同。
草蝦 !別按期早期飼以冷凍輪虫或接關類 , 其成績均與飼以盛年蝦者並無差異 , {旦變 :r

及 Post larva' 就有顯著差異 , 尤以冷凍控胸頓為劣 , 其原因也可能與斑節蝦一樣。
從以上之試驗可君出 , 蝦類之限幼虫早期在此次試驗之飼料中 , 似乎沒有能取代目前所使用之矽

藻類者 , 而後期即可使用冷凍輪虫代替之。糢蝦期之早期一樣可使用冷凍輪虫或活輪虫代替豐年蟬 ,

但後期則在此次之試驗飼料並無法取代豐年蝦之地位。在目前盟年蝦缺貨及高價聲中
, 使用輪虫代替

部份豐年蝦 , 將會使我們節省不少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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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試驗為了解培育輸虫之適當投餌暈 ( 臺糖酵母韌〉及加入其他添加物是否有較佳之故果 , 並將 /

斯培養之輪虫做為斑節蝦及草蝦幼苗之餌料 , 以觀察其飼育教果。 1
1. 海水輪虫飼以蓋糖酵母紛 , 如早期投飼過多有抑制增殖現象 , 經一 ;投潛伏後才能大量繁殖 , 依

接圖 1 可君出在第一天密度為7.35 隻1m!. 每升水量放 2g 為適 , 然後第二天投放句 , 第三天投旬 , 第
四天投旬 , 隨著密度之增加其投餌量應隨之增加 , 依攘屁次試驗在第六天郎可達 440 隻1m! .可供採

集為餌 , 叉酵母輯中添加維他命 E .則有促進其繁生之教果 , 其密度比不添加者來得高。
2. 輪虫可取代蝦類眼幼虫後期之餌料一矽藻 , 及陳蝦期早期餌料一聾年蝦 , 尤以經冷凍者比活的

輪虫敷果為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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