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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在每 100 g等氮、等能纯化饲料中分别添加 0, 100, 200, 400, 800, 1 000mg维生素 C (V c)多聚

磷酸酯 ( LAPP) ,用这样配制成的试验饲料饲喂已淡化5 d的河蟹大眼幼体及后续幼蟹 25 d,探讨 Vc

对大眼幼体和幼蟹生长、存活、蜕壳频率及抗逆性的影响, 同时探明幼蟹对 V c的适宜需求量,结果

表明,饲料 Vc添加量为 100~ 400 mg /100 g时,可以保证幼蟹正常生长、存活和蜕皮, 尤其以投喂添

加 V c 200mg /100 g( C2组 )和400 mg /100 g( C3组 )饲料的 Ó期幼蟹增重率、存活率和平均蜕皮频

率较高, 其中 C2 组 (上述各指标值 )分别为 516118%, 62183%, 2158, C3组分别为 458189%,

66117%, 2161; 饲料中缺少 V c时 (如 C0组 ) , Ó期幼蟹的增重率、存活率和平均蜕皮频率最低, 分

别为 265131%, 26167% 和 2126. 饲料中 V c的添加量达到 800mg /100 g ( C4 )和 1 000mg /100 g

( C5 )时,幼蟹的蜕皮反而受到抑制,平均蜕皮频率降低,蜕皮周期延长, 且存活率降低,到 Ó期幼蟹

的增重率、存活率和平均蜕皮频率在 C4 组分别为 35517%, 31133%, 2139, 在 C5 组分别为

307153% , 28156%, 2119. 此外,各处理组幼蟹对抗逆性影响的试验表明,在一定的范围内,饲料中

添加 Vc能提高幼蟹的耐低氧能力和耐 pH突变能力,而对耐盐度突变能力没有明显的影响.综合

上述结果可以得出,为保持幼蟹良好生产性能,饲料中添加的 V c应为 200~ 400 mg /100 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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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维生素 C (V itam in C, V c)是水产动物饲料中不

可缺少的维生素之一,它不但是动物生长、代谢及维

持正常生理机能所必需的营养素, 而且在恢复组织

创伤和抵御疾病侵袭等方面具有重要的作用
[ 1 ]
.中

华绒螯蟹 (E riocheir sinensis, M ilne Edw ards, 1853,河

蟹 )在体内不能合成 Vc, 它们所需的 V c必须从饲料

中获得. 至今有关河蟹幼蟹对 Vc的需求量以及饲

料中 V c添加量对其生长、蜕皮和存活等的影响尚

未见报道. 本实验以维生素 C 多聚磷酸酯 ( L -

ascorby l- 2- po lyphosphate, LAPP)作为 V c源, 以幼

蟹的增重率、平均蜕壳频率、存活率以及抗逆性为判

据, 探讨了 Vc对幼蟹的生理作用和幼蟹对 Vc的营

养需求量,以期为幼蟹研制营养平衡的人工配合饲

料以及维生素预混饲料提供参考资料.

2 材料和方法

211 实验用蟹、实验饲料和饲养管理
21111 实验用蟹

实验于 2000年 4月 29日至 5月 26日在上海

市浦东新区孙桥名特水产开发有限公司进行. 实验

用蟹取自该公司大规格亲蟹 (雌蟹平均体重为

200 g /只,雄蟹平均体重为 300 g /只 )人工半咸水繁



育苗,为已淡化 5 d, 体色呈淡黄色、有光泽和透明

感、活力强的大眼幼体.

21112 实验饲料配制
以不含维生素的原料来配制基础饲料 (表 1) ,

其中酪蛋白由美国进口, 上海新兴化学试剂研究所

分装, V c源为 LAPP.实验饲料为在基础饲料中分别

添加不同含量的 LAPP配制而成, 以不含 LAPP为对

照组 (表 2) .

表 1 基础饲料的组成

组成 含量 (% ) 组成 含量 (% )

酪蛋白 4110 复合维生素 1) 310

糊  精 2510 复合无机盐 2) 210

明  胶 1510 氯化胆碱 015

纤维素 810 甘氨酸 015
鱼鱼油 310 甲壳素 015

卵磷脂 015 黏合剂 110

1)复合维生素 (不含 V c)每 100 g饲料中含: VB1 0115 g; VB2 01375 g;

VB3 110 g; VB5 110 g; VB6 014 g; VB7 0104 g; VB11 011 g; VB12 0101 g;

VA 01004 g; VD3 010 875 g; VE 11125 g; VK 0105 g; 肌醇 1010 g,纤

维素 85166 g.

2) 复合无机盐每 100 g饲料中含: N aH
2
PO

4
1010 g; KH

2
PO

4
2115 g;

C a (H 2 PO 4 ) 2 # 2H2O 2615 g; C aCO 3 1015 g; KC l 218 g; M gSO 4 #

7H2O 1010 g; A lC l3 # 6H 2O 112 g; ZnSO 4 # 7H2O 01511 g; M nSO4

# 4H 2O 至 M nSO4 # 6H 2O 01143 g; KI 01058 g; C uC l2 01051 g;

C oC l2# 6H 2O 01176 g; 乳酸钙 16150 g;柠檬酸铁 01061 g.

表 2 不同试验饲料中 LAPP的添加量 (m g /100 g饲料 )

组   别 C0 C1 C2 C3 C4 C5

Vc( LAPP) 0 100 200 400 800 1 000

将各种饲料的原料分别粉碎, 按设计量准确称

重后逐级均匀混合,然后加鱼油和 LAPP重新混匀,

以 宝牌 H J- I水产饲料为黏合剂, 用小型绞肉机

挤压制备成颗粒饲料,于 50~ 60 e 烘干至水分含量
在 10%以下,置于 4 e 通风条件下保存备用.

21113 饲养管理

将实验蟹用 Sartor ius牌电子天平称 (精度为

0101mg)准确称重后分成 6组, 随机放入规格为

45 cm @ 30 cm @ 15 cm的无毒聚乙烯塑料箱中, 每箱

盛水1315 dm
3
,水深为 10~ 12 cm, 每只箱为一个实

验组, 放养已淡化 5 d的大眼幼体 200只, 对每一处

理组设 3个平行组.

每天早上剔除死蟹和残饵, 换水 1 /3. 间歇充

气,日投饲料量为蟹体重的 5%左右, 每天 08: 00,

16: 30各投喂一次. 养殖水体水质条件:水温为 ( 21

? 2) e , 溶解氧为 7190 ~ 8149 mg /dm
3
, pH 值为

712 ? 013, NH 3) N为 01009 ~ 01001 3 mg /dm
3
. 饲

养25 d后大眼幼体发育变态成Ó期幼蟹.

大眼幼体经过第一次蜕皮,当 50%发育变态为

Ñ期幼蟹后分别统计Ñ期幼蟹和未蜕皮的大眼幼体

个数,并准确称取幼蟹体重; 当Ñ期幼蟹再次蜕皮成

为Ò期幼蟹后,分别统计 Ñ期和Ò期幼蟹数,并且称

取它们的体重,计算平均体重,余此类推.根据所得

结果计算出幼蟹的体重增长率、存活率和平均蜕皮

频率.平均蜕皮频率的计算公式如下:

F =
E nIn

N
,

式中, F为平均蜕皮频率; n为存活幼蟹发育期数; In

为对应发育时期的存活幼蟹个数; N为各期存活的

幼蟹总数.

212 样品采集和分析

实验结束时, 采用高压液相色谱 (HPLC )法分

析测定各处理组幼蟹全蟹的 Vc含量. 具体操作参

照W ang等
[ 2]
和 N elis等

[ 2]
所用方法.将样品加重蒸

水研磨后离心, 将分离、提取的上清液以 0122 Lm微
孔滤膜过滤,上机测定.

213 抗逆性实验

在饲养25 d后, 以幼蟹的存活率为指标, 开始进

行缺氧耐力、耐盐度突变和耐 pH 值突变能力的实

验. 耐低氧能力试验操作为: 从各个处理组随机抽取

10只活泼、健康的 Ó期幼蟹,放入不充气的水簇箱

中饲养 48~ 72 h,观察幼蟹存活情况;耐 pH值突变

和盐度突变的能力试验操作为: 从各个处理组随机

抽取 10只活泼、健康的 Ó期幼蟹, 放入不同盐度或

pH值的水簇箱中饲养,观察其对 pH值 (由 7123骤
然下降至 4135 )和盐度 (由 51475骤然上升到
111246)突变的反应, 对每一处理组设 3个重复组.

214 数据统计分析

对所有的实验数据资料采用 SPSS系统进行单

因素方差分析,若存在显著差异, 则用 Duncans多重

比较法进一步确定组间差异.

3 结果和分析

311 Vc对幼蟹增重率的影响

大眼幼体发育变态为 Ñ期幼蟹时, 各处理组幼

蟹的增重率差异不显著 ( P > 0105) ;饲养 25 d后, 各

处理组幼蟹的增重率见表 3.以 C2组幼蟹增重率最

大, 为 516118%; C3 组次之, 为 458189%; C0组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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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仅为 265131% .统计分析表明, C0与 C1, C2, C3,

C4和 C5组间差异显著或极显著 (P < 0105或 P <

0101) ,其中 C1与 C2, C5两组间、C3与 C4, C5两组

间有显著性差异 (P < 0105) , C2与 C4, C5两组间有

极显著差异 (P < 0101) ,而 C1与 C3, C4两组间、C2

与 C3 组间以及 C4 与 C5 组间差异不显著 ( p >

0105) .

表 3 饲料中 V c(LAPP)含量对幼蟹增重率 (% )的影响

组别
平均初体重加或

减标准差 /m g

平均终体重加或

减标准差 /m g

平均增重率加或

减标准差 (% )

C0 6186 ? 0134 25106 ? 1164 265131 ? 23185d)

C1 6186 ? 0134 32133 ? 2114 371133 ? 31108bc)

C2 6186 ? 0134 42127 ? 1180 516118 ? 26130a)

C3 6186 ? 0134 38153 ? 2137 458189 ? 30159ab)

C4 6186 ? 0134 31127 ? 1120 355178 ? 17149b)

C5 6186 ? 0134 27196 ? 1159 307153 ? 32141b)

注:同一项目不同均值上标字母相同表明组间差异不显著 (P >

0105 );上标字母不同表明组间差异显著或极显著 (P < 0105或 P <

0101 ).

312 Vc对幼蟹存活的影响

对不同处理组各期幼蟹的存活率见表 41由表
4可知,大眼幼体变态成Ñ期幼蟹时,各组的幼蟹存

活率均很高, 6个处理组平均存活率高达 94186%,

且差异不显著 (P > 0105) ;发育到Ò期幼蟹时,各处

理组幼蟹存活率开始出现明显的差异 (P < 0105或
P < 0101) ,其中 C3组的成活率最高, 达 86150%; C2

组次之, 为 84167% ; C0组最低,为 58167%; 25 d后

各组间差异更显著 (P < 0105或 P < 0101) , 仍以 C3

处理组为最高,达 66117% C0组最低, 仅为 26167%.

C5处理组幼蟹的存活率比 C3组的低了 131169%,

仅比 C0组的高了 7110%.

此外,实验过程中观察到,各期死亡的幼蟹均为

个体较小或刚蜕皮的幼蟹, 同时饲料 V c添加量为

400 mg /100 g以内时, 各期存活幼蟹的活力呈现出

随 V c添加量增加而增强的趋势.

313 Vc对幼蟹的平均蜕皮频率的影响

幼蟹平均蜕皮频率结果见表 5. 由表 5数据可

表 4 饲料中 V c( LAPP)含量对幼蟹存活率 (% )的影响

组别
放养数 /

只

Ñ期幼蟹平均存活率
加或减标准差 (% )

Ò期幼蟹平均存活率
加或减标准差 (% )

Ó期幼蟹平均存活率
加或减标准差 (% )

C
0 600 94167 ? 0176a) 58167 ? 1176b) 26167 ? 2157d)

C1 600 95100 ? 0150a) 80133 ? 1176a ) 55150 ? 4158b)

C2 600 94167 ? 0176a) 84167 ? 1126a ) 62183 ? 4116a)

C3 600 94183 ? 0176a) 86150 ? 1132a ) 66117 ? 3151a)

C4 600 95117 ? 0176a) 68150 ? 1132c ) 31133 ? 2175c)

C5 600 94183 ? 0176a) 65183 ? 1161c ) 28156 ? 1191cd)

注:上标字母说明同表 3.

表 5 饲料中 V c(LAPP)含量对幼蟹蜕皮的影响

组别
M /

只

第一次蜕皮后

M CÑ MF

第二次蜕皮后

C Ñ C Ò MF

第三次蜕皮后

CÑ C Ò C Ó MF

C0 600 27 534 0195a) 78 189 1171bc ) 36 46 78 2126bc )

C1 600 32 532 0194a) 61 380 1186a) 35 86 209 2153a)

C2 600 26 529 0195a) 79 410 1184a) 33 93 251 2158a)

C3 600 24 534 0196a) 59 448 1188a) 31 91 275 2161a)

C4 600 37 527 0193a) 67 242 1178b) 27 58 102 2139b)

C5 600 35 526 0194a) 97 206 1168c) 41 56 74 2119c)

注: M 为大眼幼体; C Ñ为Ñ期幼蟹个数; C Ò为Ò期幼蟹个数; C Ó为Ó期幼蟹个数;MF为蜕皮频率.上标字母说明同表 3.

知,大眼幼体蜕皮变态成 Ñ期幼蟹时, Vc对其蜕皮

频率的影响不明显, 各处理组间差异不显著 (P >

0105) ;发育变态到 Ò期、Ó期幼蟹时影响才开始表
现出来. Ó期幼蟹平均蜕皮频率以 C3 组最高, 为

2161; 其次是 C2组; C5组最低,仅为 2119.统计分析
发现, C0组与 C1, C2, C3 组间有显著性差异 ( P <

0105) ,而与 C4和 C5组间差异不显著 (P > 0105).
观察发现 C1, C2, C3三个组幼蟹蜕皮同步率高、

发育较整齐, C4和 C5组幼蟹蜕皮同步性差、个体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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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相差较大,而 C0和 C5组幼蟹的蜕皮次数减少, 蜕

皮周期相对延长.

314 饲料中不同浓度 Vc(LAPP )对幼蟹 Vc含量

的影响

对各组幼蟹 V c含量的测定结果见表 6.由表 6

可看出,幼蟹体内 V c浓度呈现出随饲料中 LAPP水

平升高而增加的趋势. 统计结果表明, C0组与 C1,

C2, C3, C4, C5组间差异显著 ( P < 0105) , C1, C2两

组与 C3, C4, C5 3组间存在显著性差异 (P < 0105 ),
而 C1与 C2组间以及 C3, C4和 C53组间差异不显著

(P > 0105) .

表 6 饲料中 Vc( LAPP) 浓度对幼蟹 V c含量 (Lg /g)的影响

组别 C0 C1 C2 C3 C4 C5

Vc含量 39134 ? 311d) 79187 ? 512c) 139121 ? 817b) 158181 ? 819a ) 161123 ? 1012a) 163124 ? 1114a)

注: 上标字母说明同表 3.

315 Vc对幼蟹耐低氧能力、抗 pH值突变、抗盐度

突变能力的影响

在饲料中添加 Vc对幼蟹抗逆性能影响的结果

见表 7.停止充氧 48 h后,各组幼蟹死亡率以 C0组

为最高, C4组为最低, 其余从高到低依次是 C1, C5,

C2, C3组, 统计分析表明, 幼蟹的存活率在 C0, C1,

C2, C3和 C5组与 C4组间有显著差异 (P< 0105),而

存活个体活力以 C2, C3和 C4组较强, C0组活力最

差. 停止充氧时间延长至 72 h时, 水体中溶解氧下

降至 0176mg /dm
3
,各处理组幼蟹的死亡率均很高,

C0, C1, C2, C3, C4和 C5组幼蟹的死亡率分别高达

100% , 100% , 90%, 90%, 90%, 100%, 各处理组间

幼蟹存活率差异不显著 (P > 0105), 且幼蟹存活的
活动能力也很弱.

表 7 不同 V c浓度处理组停止充氧 48 h后幼蟹耐缺氧、耐 pH值突变和耐盐度突变能力的观测结果

组别
放养数 /

只

耐氧试验幼蟹平均

死亡率 (% )

pH值突变幼蟹平均

死亡率 (% )

盐度突变幼蟹平均

死亡率 (% )

C0 30 80100 ? 10100b) 63133 ? 15128b) 40100 ? 10100a)

C1 30 73133 ? 5177b) 60100 ? 10100b) 40100 ? 10100a)

C2 30 66167 ? 5177b) 40100 ? 10100b) 33133 ? 5177a)

C3 30 60100 ? 10100b) 43133 ? 11155a) 30100 ? 10100a)

C4 30 56167 ? 5177a ) 56167 ? 15128b) 30100 ? 10100a)

C
5 30 70100 ? 10100b) 60100 ? 10100b) 36167 ? 5177a)

注:上标字母说明同表 3.

  在水体 pH值由 7123突然降至 4135的 3 d后,

C0, C1, C4, C5四个处理组幼蟹的死亡率较高,而 C2,

C3两处理组的较低, 并且这两组幼蟹的活力最强.

统计结果表明, C3组与 C0, C1, C2, C4, C5组间死亡

率差异显著 (P < 0105) ,而 C0, C1, C2, C4, C5组间差

异不显著 (P > 0105). 此外, 各组幼蟹的体色均有一

定的变化.

在饲料中 Vc添加量对幼蟹耐盐度突变的能力

影响不明显,盐度由 51475迅速上升到111246, 变幅
达 51771,各处理组幼蟹 5 d内均能正常存活,且均有

幼蟹蜕皮.各处理组之间差异不显著 (P > 0105) ,但
饲喂添加了 V c饲料组的幼蟹活力相对较强.

4 讨论

V c是甲壳类必不可少的营养素, 在饲料中添加

适量的 V c有助于甲壳类动物的生长、存活和健

康
[ 1]
. 在机体代谢过程中, V c参与体内的羟基化反

应以及物质代谢中氧化还原体系的构成,保护酶系

统中的活性巯基,进而参与机体代谢,促进细胞间质

合成,降低毛细血管的通透性,促进伤口愈合, 增强

机体免疫功能和抗病能力. 此外, V c参与铁的吸收

和叶酸的还原.大多数陆生动物能由葡萄糖醛酸合

成 V c,但绝大部分水生动物 (包括虾蟹类 ), 由于在

这一生物合成过程中最后的阶段缺乏所需要的古洛

糖酸内酯氧化酶 ( gu lono lactone ox idase)而不能合成

Vc
[ 4, 5]

,所以虾蟹要得到充足的 V c需靠饲料的不

断供应.

实验结果表明,处理组中大眼幼体变态成 Ñ期
幼蟹时的增重率、平均蜕皮率、存活率等指标的差异

1331期  陈立侨等: 中华绒螯蟹幼蟹维生素 C营养需求研究



不显著 (P > 0105) , 其原因可能是大眼幼体变态成
Ñ期幼蟹的时间较短, 体内积累的 V c尚未耗尽,外

源 V c的作用未充分发挥的缘故, 而 Ñ期幼蟹继续

发育至 Ò期、Ó期时,各处理组幼蟹的生长率、平均

蜕皮率和存活率出现了显著性差异 ( P < 0105) .在
适宜范围内, 随着添加 Vc量的增加, 幼蟹的增重

率、平均蜕皮率和存活率均呈上升趋势, 如 C2, C3

组. V c能促进幼蟹生长发育和存活, 是由于它能调

节机体的新陈代谢, 加速体内积累的营养物质的分

解,转化为机体生长所需的物质和能量,从而促进幼

蟹的生长发育. 此外, 幼蟹是河蟹快速发育阶段之

一,它需要很高的能量,处于一种代谢需要状态,而

V c作为这一过程中的必需组分,适量添加 V c有助

于其健康生长,增强体质, 同时 Vc参与机体的羟基

化反应,能将脯氨酸和赖氨酸转变成羟脯氨酸和羟

赖氨酸,而后两者是构成胶原蛋白的主要物质,适量

添加 Vc能促进幼蟹胶原蛋白和几丁质的生物合

成,有利于外壳的硬化. 若 Vc缺乏、不足或过量均

会引起机体新陈代谢紊乱, 影响幼蟹的正常生理生

化过程, 进而显著影响其生长发育和存活 (P <

0105) , 如 C0, C4和 C5组,其幼蟹的增重率、平均蜕

皮率和存活率均较低 1
其他研究者研究甲壳类动物的 V c营养需求时

也得出了相似结果 1适量添加 V c能促进对虾幼体

变态、生长, 增强对虾的抗病力、抗应激能力和抗低

氧能力以及提高其存活率等
[ 6~ 12 ]

,而 V c缺乏或不

足或过量时会影响对虾的生长发育、蜕皮和存活,并

出现 /黑死病 ( b lack death) 0 [ 12~ 21] 1本实验还发现,

饲料中缺乏 V c时, 虽然幼蟹的增重率和成活率均

较低, 却没有出现类似海水虾类中所表现的 V c缺

乏症状,如黑斑病等, 这可能与本实验期较短以及淡

水与海水甲壳类动物的种间差异、生长环境不同有

关,这与刘永坚等
[ 22]
和吴锐全等

[ 23 ]
对罗氏沼虾的

研究结果较一致 1
实验发现, 饲料中的 V c水平会影响幼蟹全蟹

中的 Vc含量, 随着饲料中 Vc添加量的增加, 蟹体

内的 V c含量升高 1A lava等
[ 24]
在报道中指出饲料

中的 V c在一定程度上使日本对虾 (P enaeus jap oni-

cus)全虾和卵巢中的 Vc量增加并达到饱和 1Shiau
等

[ 25]
研究得出, 斑节对虾 (P enaeus m onodon)肝胰腺

中的 V c量随饲料中 V c酯 (硫酸酯和单磷酸酯 )水

平的升高而增加 1中国对虾 (P enaeus chinensis)肝胰

腺和肌肉中 Vc浓度也随饲料中 LAPP含量的增加

而升高
[ 20]

. 这与本实验的研究结果是一致的.

耐低氧能力试验表明, 饲料中添加 Vc可以提

高幼蟹耐低氧能力,延长其存活时间,且随着饲料中

Vc浓度的升高幼蟹的存活率也逐步提高, 这说明饲

料中的 V c能够增强幼蟹的耐低氧能力, 但随着水

体中溶氧量的降低,各组幼蟹的存活率都较低,这也

表明 V c提高幼蟹耐低氧能力是有一定限度的. 当

水环境中溶解氧降低到一定限度时, 如停止充气 72

h, , 水中溶解氧为 0176mg /dm
3
时, 则添加 V c也不

能阻止幼蟹的死亡. Vc添加量的不同对幼蟹耐低氧

能力影响的作用机理是由于适量的添加 Vc能促进

幼蟹的新陈代谢,改善了幼蟹的生理状况,从而提高

了幼蟹对低氧的耐受能力; 与之相反, V c的缺乏影

响了幼蟹体内的某些生化代谢过程, 从而使幼蟹对

耐低氧抵抗力下降. 这与饲料中适量添加 Vc能增

强对虾的低氧和缺氧耐受力的研究结果是一致

的
[ 8, 26, 27]

.在耐 pH值突变能力试验中发现, 幼蟹的

死亡率,以 C0, C1, C4和 C5四个组较高, C2和 C3两

组较低,且存活幼蟹的活力最强,这表明添加 V c能

在一定范围内增强幼蟹对 pH值突变的耐受力. 耐

盐度突变试验表明,各处理组幼蟹对盐度突变都有

较强的耐受力,且能正常蜕皮, 但投喂添加了 V c饲

料处理组的幼蟹活动能力相对较强, 这与 M erchie

等
[ 28]
研究斑节对虾对抗盐度突变能力的结果不同,

他们发现饲料中添加 V c可提高对虾抗盐度突变能

力, 随饲料中 V c含量的增加,斑节对虾对盐度突变

的耐受力也增强, 这是否与河蟹是咸淡水种类有关

尚有待于进一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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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ies on vitam in C requirements of the juvenile crab

(Eriocheir sinensis)

CHEN L-i qiao
1
, A IChun-x iang

1
, WEN X iao-bo

1
, L IU X iao- ling

1
, JIANGH ong-bo

1

( 1. College of L ife Science, East China N orm al Un iver sity, Shangha i 20062, China )

Abstract: L-ascorhy l- 2- po lyphosphate ( LAPP) w as used as a v itam in C source to study the dietary Vc require-

ments o f the juvenile crabs, E riocheir sinensis. A cu ltured trial for 25 d w as perform ed using six levels of LAPP at

0( C0 ), 100( C1 ), 200( C2 ) , 400( C3 ), 800( C4 ) and 1 000mg /100 g( C5 ) d iet in ison itrogen and isoenergy pur-i

fied diets. E ach treatment w as run in trip licate. The resu lts show tha t the norma l g row th, surv iva l and ecdysis o f

the juven ile crabs w ere ma intained when purified d iets w ere supp lem ented w ith 100 ~ 400 mg /100 g diet v itam in

C. Thew e ight grow th rate, surv iva l rate and averagemolt frequency o f juvenile crabs at StagesÒ and Ó fed w ith C2

and C3 are higher than those of crabs fed w ith C0, C1, C4 and C5. In the range from 200 mg /100 g d iet to 400 mg /

100 g d ie,t thew eight grow th ra te, surv iva l rate and ecdysis frequency o f the juvenile crabs at StagesÒ and areÓ

are increased w ith increase o f vitam in C conten,t when juven ile crabs at S tage Ó fed w ith C2 and C3, the results

are 516. 18%, 458. 89%, 62. 83%, 66. 17%, 2. 58 and 2. 61 respect ive ly. Performance o f juven ile crabs at

S tage Ó are sign ificant ly reduced by feedingV c-de ficient diets. Those data of the C0 are 265. 31%, 26. 67% and

2. 26 respective ly. D iets that are excessively supplemented in Vc do no t perform better. W hen diets w ere supp le-

mented Vc at 800~ 1 000mg /100 g die,t thew e igh t grow th rate, surv iva l rate and ecdysis frequency of the juven ile

crabs at Stages Ò and Ó are low ered. The results of the juvenile crabs evaluat ions at S tage Ó are 355. 7%,

307. 53% , 31. 33% , 28. 56%, 2. 39 and 2. 19 respect ively. The ant-i stress trial resu lts a lso demonstrate that

w hen the juven ile crabs fed w ith the d iets supplemented w ith V c the ir ab ility to endure hypox ia and pH saltation w as

enhanced(P < 0. 05) . How ever the Vc levels do not show significan t effects on to lerance for sa lin ity saltat ion o f the

juvenile crabs (P > 0. 05) .

In conclusion, The opt imal v itam in C leve ls for juven ile crabs are 200~ 400mg /100 g d ie.t V itam in C can a-l

so increase the ant-i stress ab ilities of juvenile crabs.

Key words: juvenile crab o f (E riocheir sinensis) ; v itam in C; nutrit iona l requirem en;t ant-i str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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