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以上的估算尚属保守 如果在熟练掌握新技术后

可望节省投饵量 ∗ 同时 对于原来饵料成

本占生产成本 的虾农而言 采用新技术后可望更

大幅度地降低其生产成本∀除了显著的经济效益 采用

新技术后能避免大量残饵积于虾池 从而达到维持良

好的养殖环境和抑制对虾病害发生之目的∀

因此 笔者在此向广大虾农力荐这一投饵新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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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硫磷农药对 4 种海洋微藻的毒性效应3

ΤΟΞΙΧΙΤΨ ΕΦΦΕΧΤ ΟΦ ΠΑΡ ΑΤΗΙΟΝ ΟΝ ΦΟΥΡ ΚΙΝ∆Σ ΟΦ Μ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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Ξ  ≥ 认为 毒物在低浓度下对微藻有

/ 毒物兴奋效应0或/ 毒物刺激作用0 ∀ 这一

/ 毒物兴奋效应0在其他污染物的实验中也发现过 如

石油!锌!镉等在低浓度下对单细胞藻的生长和光合

速率均显示促进作用≈ ∀

在前期工作≈ ∗ 的基础上 继续开展对硫磷对海

洋微藻的毒性效应 这对进一步阐明有机磷农药对海

洋微藻的毒性机制 保护海洋环境有重要意义∀

 材料与方法

 试验藻种

选用青岛海洋大学水产学院藻类实验室提供的

种 海 洋 微 藻 亚 心 形 扁 藻 Πλατψµ ονασ συβχορδ ι2

φορµ ινγ !金藻 Ισοχηρψσισ γ αλβανα !盐藻 ∆ υναλιελλα

!中肋骨条藻 Σκελετονεµ α χοστατυµ ∀

 有机磷农药

选用我国沿海常用的一种有机磷农药 ) ) 对硫

磷 ° 化学名称为 2二乙基2 2 2硝基苯

基 硫代磷酸酯 属高毒杀虫剂∀ 试验中采用乐陵农药

厂生产的重量比为 的对硫磷瓶装乳油 现用现

配∀

 培养方法和条件

营养盐选用 配方≈ 原配方中的 ƒ ≤ 和

∞⁄× 以 Λ 的柠檬酸铁代替 扁藻营养液需

另加脲素至 ≅ ∀

种海洋微藻在光强为 ∗ ¬ 光Β 暗

Β ? σ为 ? Τ 为 ∗

ε 的条件下一次性培养 指数生长期接种∀

 生物效应指标

细胞密度 用 ∏ 碘液固定样品 血球计数板

计数∀

叶绿素 的测定  参照 方法 用

2 型分光光度计测定∀

过氧化物酶 ° ⁄ 活性的测定  参照华东师范

大学生物系植物生理教研组主编 的5植物生理

学实验指导6的方法∀

 实验

 对硫磷农药对海洋微藻生长的刺激效应

由图 可见 低浓度的对硫磷农药对 种海洋微

藻都有刺激增长作用 只是出现增长的时间和浓度不

同 而在高浓度对硫磷农药处理下 则出现明显的生

长抑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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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对硫磷对 种微藻生长的刺激效应

扁藻 金藻 ≤ 盐藻 ⁄ 中肋骨条藻 培养

培养 培养 培养 培养 图 同

 对硫磷对藻细胞叶绿素 含量的影响

由图 可见 低浓度的对硫磷农药刺激藻细胞内

叶绿素 含量的增高 进而会增强光合作用 而高浓

度的对硫磷农药则引起藻细胞内叶绿素 含量的降

低 并会进一步抑制光合作用∀

 对硫磷对藻细胞内过氧化物酶活性的影

响

° ⁄ 是细胞内控制细胞分裂的酶之一 它的活性

大小关系着细胞分裂的速率大小∀ 从图 可

以看出 低浓度的对硫磷能刺激藻细胞内 ° ⁄ 活性

增高 加快细胞分裂速率 而在高浓度胁迫下 则抑制

了细胞的分裂∀

 讨论

 ° ⁄ 活性与细胞密度的关系

° ⁄ 的重要生理功能之一是调节植物内源激素

的合成水平 从而控制植物细胞生长发育 因此 植物

细胞要保持旺盛生长繁殖状态 就必须具有一定的

° ⁄ 活性∀结果表明 在低浓度的对硫磷刺激下 扁藻

和金藻细胞内的 ° ⁄ 活性增强 使得合成新细胞壁

物质的能力增强 使藻细胞处于旺盛的分裂状态 结

果使得藻细胞的细胞密度增加 而呈现出刺激生长的

效应 而在高浓度对硫磷胁迫下 藻细胞内的 ° ⁄ 活

性减弱 唐学玺等人认为 ° ⁄ 活性的降低很

可能是由于细胞内产生了干扰 ° ⁄ 活性的物质 ) )

° ⁄ 抑制分子∀

图  对硫磷对 种微藻细胞内叶绿素 含量或 ° ⁄ 活

性的影响

∞ ƒ 分别为扁藻!金藻细胞内叶绿素 含量 分

别为扁藻!金藻细胞内 ° ⁄活性

 叶绿素 含量与细胞密度的关系

植物体内的叶绿素 浓度是植物生理状况的一

种反应 叶绿素 是所有藻类中 丰富和 基本的光

合色素 是光能的接受体∀ 而光合作用是单胞藻重要

的生理过程之一 通过光合作用 可将光能转化为化

学能 把无机物转化成有机物∀

从试验中推测 低浓度的对硫磷农药能促进单胞

藻内叶绿素 含量的增加 从而使光合作用增强 细

胞生长旺盛 分裂速度加快 从而使细胞密度增加∀ 这

同高尚德≈ 等人研究结果一致 他们认为低浓度的

× × ≤ 三丁基氯化锡 × °× ≤ 三苯基锡 不仅能刺激

金藻和扁藻细胞数目的增长 而且对两种藻的光合色

素和光合速率都有刺激促进作用 他们认为这是明显

的 / 毒物兴奋效应0∀ 吴喻端等≈ 亦发现低浓度的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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油!铅!镉对单胞藻的光合速率均显示促进作用∀

 细胞密度的增加与赤潮发生可能存在的

关系

近年来由于海洋开发事业的兴起 致使海洋污染

严重 赤潮频繁发生 已成为当代袭扰许多国家的一

种世界性海洋灾害∀ 关于赤潮原因的研究一般认为赤

潮和环境污染有关 邹景忠等人认为 海洋污染富营

养化会导致赤潮的发生 但海域富营养化只是赤潮发

生的物质基础 赤潮的发生还必须存在能够促进浮游

植物暴发性增长的某种特殊物质或刺激因素和适宜

的水文条件!气象条件∀

作者推测 不同的藻类对同一种农药的反应不

同 在一定条件下有可能导致某些单胞藻出现暴发性

增长 成为海洋优势种 引起赤潮的发生 从而成为赤

潮发生的一个诱因 这与贾贵林等人的研究结果相

近 即低浓度的对硫磷农药污染有可能成为赤潮发生

的一个刺激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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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古裸腹 生产性培育的初步研究

ΤΗΕ ΠΡ ΕΛΙΜΙΝΑΡ Ψ ΣΤΥ∆Ψ ΟΝ ΤΗΕ ΒΥΛΚ ΧΥΛΤΥΡ Ε ΟΦ Μοινα

µ ονγ ολιχα

徐长安

福建省水产养殖公司 福州

α   蒙古裸腹  Μοινα µ ονγ ολιχα 大小适宜

∗ Λ 营养丰富 蛋白质含量 干重 达

脂肪含量高达 并具有较高的海水鱼虾所

必需的高度不饱和脂肪酸含量 与日本虎斑猛水蚤

Τριγ ριοπυσϕαπονιχυσ 相当≈ ∀其繁殖能力强 对环境

耐受力高 人工养殖能达到一定的密度 是一种很有

开发价值的海水鱼虾活饵料≈ ∀ 本文初步研究了该

 的大量培养技术∀

 材料与方法

  种来源与试验条件

种  自 年从孟加拉国海水虾池采回后 经

室内不断扩大培养形成一定群体∀ 试验在 个 ≅

≅ 的室内水泥池中进行 每池布 个气石∀

采用砂滤海水和地下水 淡水源 培育∀

 环境因子调控

根据 年实验得出 该  适生长水温为

∗ ε 适宜盐度范围为 ∗ 以 佳 ∀ 因此

培养时采用蒸气锅炉加热维持水温 ∗ ε 每天

加入一定比例淡水 调节比重在 ∗ 之

间∀

 饵料试验

经 年实验得知 该  以小球藻 Χηλορελλα

为饵生长 佳 且饵料密度需要 ≅ ∗ ≅

个 ∀以每个池为一组 分别设小球藻组 !小球藻

面包酵母组 和面包酵母组 ≤ ∀小球藻组投喂小

球藻浓度达 ≅ ∗ ≅ 个 上午一次投喂

小球藻 面包酵母组为上午投喂小球藻浓度约 ≅

个 傍晚投喂面包酵母 # 面包酵母

组投喂量为 # 分上午和傍晚各投喂 次∀

 日常管理

培养时水位 接 种密度为 个 ∀每天

加砂滤海水或小球藻液和淡水共 直至加满水

海洋科学

α 收稿日期 2 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