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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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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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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适生长水温为

∗ ε 适宜盐度范围为 ∗ 以 最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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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饵生长最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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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位 ∗ ∀之后每天换水 ∀这样连续培养

后  密度达 个 左右 即可进行采收∀ 每

池隔天带水间疏采收 次 采收量为 ∀根据 体生

长繁殖情况及水色 判断培育水质的恶化程度 以便

移池重新接种培养∀

每天上午定时换水!投饵!调节比重 加温维

持水温 ∗ ε 定期镜检 体生长!密度和怀卵率

等情况∀

 结果

在相同环境条件下 以投喂不同品种的饵料培养

蒙古裸腹 其结果见表 ∀

从表 可看出 组投喂不同的饵料培养的效果

差别不大∀ 但采收的时间却明显不同 以小球藻组为

最长 面包酵母组最短∀

在培养的最初 小球藻组 生长繁殖最快

但当 体适应摄食面包酵母后 生长繁殖速度逐渐赶

上 培养到第 天时 组 密度相差不大 均在

个 左右∀但单独投喂面包酵母的池子内 ≤

由于水质较差 池底沉积物多 采收 后  繁殖力

则明显下降 镜检时  体怀卵量少 整体密度不断下

降 甚至出现/ 翻池0现象 从而造成全部死亡∀

 讨论

在水温 ∗ ε !比重 ∗ 条件

下 接入 种 个 时 经 的培养  体密度可

达 个 由于种群密度过大及水质易恶化  

生长繁殖相对缓慢∀

由于该 的饵料量需求较大 小球藻浓度要达

≅ ∗ ≅ 个 才能满足生长繁殖的要求∀ 因

此 单靠投喂小球藻就很难保证供应 必需补充外来

食物如酵母类等∀ 但单独投喂面包酵母时 残饵易污

染水质 使水质恶化 影响 的生长繁殖 适用于一次

性收集的培养方式 不适合带水间疏采收的培养方

式∀因此 采用上午投喂小球藻液使其饵料浓度达 ≅

个 傍晚时再补充面包酵母 # 的培养

方式 既减少了小球藻的需求量 又保证  类有充足

的饵料 培养效果较好∀但带水采收 后 随着 死

体的增多及残饵的积累 池底沉积物增多 水质恶化

氨氮及硫化物的形成 造成  繁殖力下降 此时必需

移池重新进行接种培养∀

 结论

 大规模培养蒙古裸腹 的适宜采收密度为

个 小球藻和面包酵母均是较好的饵料 但以

小球藻 面包酵母作为饵料的培养方式最优 其中小

球藻饵料密度为 ≅ 个 面包酵母的投喂量为

# ∀

 培养该  可一次性采收 也可带水间疏采

收∀ 但间疏采收时要注意水质恶化 一旦发现水质差

即移池重新接种培养∀

 在大面积的生产培育中 采取  体循环式

的培育方式 既可保证  体的最大密度 满足生产的

需求 又相对保证了  的种群纯度 使之不致污染和

变异∀

表 1 不同饵料对 类生长繁殖的影响

饵料种类

培养密度 个

培养天数
采收天数

小球藻

小球藻 面包酵母

面包酵母

参考文献

 郑 重!曹文清∀海洋枝角类生物学∀厦门 厦门大学出版

社

 何志辉!秦建光!阎立光等∀全国鱼虾饲料学术讨论会论文

集∀ 北京 北京学术期刊出版社 ∀ ∗

 杨和荃∀ 水产学报 19 ∗

年第 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