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化 而消化盲囊主要完成对小分子的吸收∀ 双壳贝类

同化率与消化酶含量的关系还有待确定 它们之间的

关系可能与饵料生化组成有关∀

 研究种类

国外学者研究的双壳贝类种类较多 但主要是对

贻贝科!牡蛎科和扇贝科贝类同化率的研究∀ 而国内

研究的种类则较少 主要集中在一些重要经济双壳贝

类如扇贝和魁蚶等 见表 年以后 ∀

 关于双壳贝类同化率概念的一点说

明

和 认为 贝类的能量分配如

图 ∀ 根据这个理论 双壳贝类同化率 ≥∞

Υ Ρ χ Χ 利用直接法!灰重比例法和有机硅比例法

测定的只是双壳贝类吸收率 ∞ Χ Φ Χ 用放

射性同位素法测定的 / 同化率0比较接近真正意义的

同化率∀ 国外学者在 年代以前较多用

年代以后较多用 ∞

国内学者所测定的双壳贝类 / 同化率0大部分是吸收

率∀ 同化率的测定很麻烦 所以大部分学者用双壳贝

类吸收率来代替双壳贝类同化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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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因子对海产鱼类受精卵及早期仔鱼发育的影响3

ΕΦΦΕΧΤΣ ΟΦ ΕΝς ΙΡ ΟΝΜΕΝΤΑΛ ΧΟΝ∆ΙΤΙΟΝΣ ΟΝ ΦΕΡ ΤΙΛΙΖΕ∆

ΕΓ Γ Σ ΑΝ∆ ΕΑΡ ΛΨ ΛΑΡ ς Α ΟΦ ΜΑΡ ΙΝΕ ΦΙΣΗΕΣ

王宏田  张培军

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 青岛

Ξ  任何一种海产鱼类要实现大规模人工养殖 皆有

赖于高质量鱼苗的充分供应∀ 对于鱼类早期生活习性

的掌握 是鱼苗稳产的关键∀ 了解环境因子对海产鱼

类受精卵!早期仔鱼发育的影响 将有助于我们主动

控制饲养条件 创造 佳饲养环境∀

常见的影响海水鱼类早期发育的环境因素包括

盐度 光照 溶解氧量 温度 πΗ 值

其他因素∀

评价一种因素对鱼类早期发育影响的指标包括

孵化率!孵化期 早期仔鱼的体长 卵黄囊

的体积及吸收效率 一定时期内仔鱼的成活率及

体长!体重∀

各种因素对不同种类的海水鱼的影响并不完全

相同 因此不同鱼类有不同的 适饲养条件 但这并

不妨碍我们对各种饲养条件进行借鉴∀

 盐度

许多海水鱼类的受精卵能够在较自然海水的盐

度 ∗ 低和高的较大范围内保持其形态不发生改

变∀ ϑον ς Ηελϖικ 指出这主要是因为神经胚时

期以后的受精卵与外界环境之间的物质交换降低 以

及卵黄栓关闭后的受精卵已经建立起较为完善的盐

度控制系统≈ ∗ 但当盐度过高或过低时 卵膜难以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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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细胞与周围介质之间的物质平衡 卵细胞会发生损

伤!破裂∀ 盐度对于孵化期的影响因鱼类的不同而不

同∀ Παχιενχια Σ Ψονγ 指出有些鱼的孵化期随

着盐度的升高而缩短 有些鱼的孵化期随着盐度的升

高而延长 有的则不受盐度影响∀

许多鱼类能在很高 如 和很低 如 的盐度

条件下保持着较高的孵化率 但这并不意味着仔鱼有

较高的成活率 因为在超常条件下孵化的鱼往往身体

弯曲!尾巴卷曲 呈不正常体态∀ 有的学者认为 这是

由于盐度过低时 溶液比重减少 仔鱼难以从卵壳中

自由地孵出和形成尾部的肌肉组织∀ 是否还有其他原

因 有待进一步研究∀

仔鱼的体长以及卵黄囊的体积 也与盐度有一定

的关系∀ 高盐度条件下鱼体较短!卵黄囊较小 低盐度

条件下鱼体较长!卵黄囊较大∀ 有些学者认为 受精卵

在高盐度条件下的早熟以及在低盐度条件下水含量

较多是造成这种差异的原因∀

初孵仔鱼能够在很宽的盐度范围内存活 主要是

由于它们的体壁结构与组份使其保持很低的渗透力

从而维护其体液组份的稳定∀ 同时 神经内分泌系统

的逐步完善 使仔鱼能够主动调节渗透压 从而保持

体内环境的稳定∀ 但随着时间的推移 在低盐度中生

活的仔鱼具有更高的成活率∀ 这主要是因为 低盐

度条件下 仔鱼较不活泼 因而消耗较少的能量 高盐

度条件下 初孵仔鱼需消耗更多的能量以维持体内环

境的稳定 低盐度条件下 仔鱼对卵黄有较高的利

用效率 高盐度条件下仔鱼较快地吸收卵黄并在频繁

的运动过程中将能量耗尽∀ 因而当饵料供应不足时

高盐度条件下的仔鱼更容易因饥饿而死亡∀

Χραωφορδ 在其论文中报道 鲽科鱼类在不

同的发育时期对盐度有不同的要求∀ 因此 在鱼类饲

养过程中 有必要经实验确认不同时期的 适盐度条

件∀

 光照

适当增长光照时间 将有利于幼鱼的生长∀ 这主

要是因为大多数海洋鱼类都是依靠视觉进行觅食的∀

在某些情况下 比如在针对尖吻鲈所进行的研究中发

现 过度强烈的光照将会对仔鱼造成损伤 而低强度

光照 可有效提高仔鱼的成活率∀ 对一种新品种的鱼

类而言 何种强度的光照有利于仔鱼的生长需实验确

定∀

光照对于海水鱼的孵化同样具有影响∀ 这种影响

主要表现在使孵化期发生改变∀ Ισηιδα 等人认为 尚

未孵化的仔鱼感受光照的刺激从而大量分泌 或停止

分泌 孵化酶 一种蛋白水解酶 这种酶能使卵壳破

裂 从而使仔鱼孵出∀ Οστηολµ 认为 仔鱼的松

果体可能是光照感受器∀ 光照周期!光照强度!光照波

长对于海水鱼的孵化皆有影响 影响的结果与鱼的种

类有关≈ ∀

 溶解氧

充足的氧气对于孵化后的仔鱼的正常生长是必

需的 这是共知的常识∀ 养殖单位用通气!换水等方式

使水中溶解氧含量足以供鱼类的需求∀

充足的氧气对于受精卵的孵化未必有利∀Οππεν−

Βερντσεν ∆ Ο 等 的实验表明 低氧环境能够

促进仔鱼的孵化 而高氧环境则使仔鱼的孵化推迟∀

根据 Ρ οµ βουγη 的观点 当卵内氧气供应不足

时 仔鱼迫于缺少氧气而尽早孵化以求生存∀ 这说明

尚未孵化的仔鱼已能感受外界信息的剌激而分泌蛋

白水解酶∀ 孵化酶的分泌是如何控制的仍不清楚∀ 另

外 在氧气供应不足的情况下孵化的仔鱼在以后的生

长过程中是否有不良反应也未见报道∀

 温度

鱼类受精卵孵化的过程 实质上是受精卵本身发

生的一系列生理!生化反应的过程 这一系列反应过

程通常需要适宜的温度条件∀ 温度对于孵化过程中孵

化 酶活性的影响 会直接影响孵化期∀ Λυχζψνσκι

在他的实验中表明 适当提高孵化过程中的温

度 有利于缩短孵化期∀ 但 Ηαγλυνδ 等人 指出

环境温度的变化 同样会改变受精卵细胞膜的渗透

性 这对孵化会产生破坏性的影响∀

温度对于刚孵化的仔鱼的体长有何影响尚未见

报道∀ 较多的实验表明 孵化 个星期左右的仔鱼在

较高的温度条件下生长较快 且成活率高∀ 这主要是

因为较高温度条件下 仔鱼的眼!颚发育得较快 因而

在较短的时间内即能主动觅食∀ Σαντερρε等人

认为 这种竞争优势一旦确立 便有利于其生长!发

育∀

不同的鱼在不同的发育阶段 有其不同的适宜温

度范围∀ 即使同一种鱼 在不同的环境条件中生存较

长时间后 也会有不同的适宜其生长!发育的温度范

围≈ ∀

温度与盐度相互作用 共同影响仔鱼的发育 其

作用机理在于温度能影响仔鱼体表结构调节渗透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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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能力∀ 有些鱼类 如真鲈 适宜在较高温度 较低盐

度或者较低温度 较高盐度的条件下生长 而有些鱼

类 如侧枝鲽 则适宜在较高温度 较高盐度或较低温

度 较低盐度条件下生长∀ 这种差别可能是在长期的

生活过程中适应环境的结果∀

 πΗ 值

由于受精卵的细胞膜有一定的调节能力 因此

πΗ 值在一定范围内的变化不会影响鱼的胚胎发育∀

但这种变化一旦超出一定范围而影响胚胎内环境的

平衡 将会对其形成危害∀ 由于温度能够改变卵膜的

渗透调节能力 因而 πΗ 值的适应范围与温度相关联∀

初孵仔鱼对于 πΗ 值的调节 与淡水鱼相似 是通过神

经内分泌系统实现的∀

环境中的 πΗ 值降低时 鱼代谢产生的 ΝΗ 在水

中以 ΝΗ 的形式存在 从而对仔鱼更容易形成危

害≈ ∀ 另外 仔鱼体液的 πΗ 值与水的 πΗ 值相差过

大 易使仔鱼体内形成高碳酸值 Ηψπερχαπνια 从而

导致仔鱼死亡∀

有报道认为降低饵料 πΗ 值能够增强饵料的适口

性≈ 从而促进幼鱼的摄食∀ 这将有利于幼鱼的生长

发育∀

 其他因素

主要的一种因素是因环境污染而引起水质恶化

对鱼形成伤害∀ 鱼类代谢产生的 ΝΗ 等排泄物 同样

不利于幼鱼的生长∀ 对于排泄物污染 一般可用及时

清底!/ 常流水0等方式很好地加以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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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海生物污着有新涂料
这是一种无毒!高效的防海生物污着的新涂料 特别适用于养殖网笼和其他网具上防止海洋生物污着∀这一

产品由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的科学家研制成功 它从海洋生物中提取并人工合成 应用于扇贝!鲍鱼等及各种

鱼类的海水养殖网笼上 经过多年在莱州!日照等沿海海域的实海挂网实验证明 可增加扇贝养殖产量 ∗

实验还证明这种生物制品无任何毒副作用∀

每公斤涂料可涂刷 ∗ 个扇贝养殖网笼 养成笼 其他网具的涂刷可以此类推∀

如果您的养殖网具有生物污着之虞 请与我们联系∀

免疫多糖 ΙΠΣ 效果不错
产品简介

免疫多糖系由天然活性多糖及其佐剂构成的口服型免疫抗病药物∀它是采用生物化学技术和微生物工程技

术从多种海洋及陆地生物以及微生物中提取而得 富含免疫多糖及多种活性因子 不含任何抗生素及化学药品∀

该产品添加于饲料中经动物口服后 可激活动物自身的免疫系统 增强机体的抗应激能力 对病毒!病菌感染及

环境恶劣等因素造成的机体免疫功能低下有显著效果 从而可在群体水平上有效地抵御不同病因的多种疾病∀

技术水平

该项成果为中国科学院/ 八五0重大应用研究成果 并于 年 月通过了中科院组织的专家的鉴定 认

为通过口服免疫方式防治病害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年获第八届全国发明展览会金奖 年被列入国家级科

技成果重点推广项目 是一类极有实用价值和发展前景的水产养殖动物口服免疫药物∀

此药物可应用于

对虾暴发性流行病的防治 鲍鱼工厂化养殖中抗病能力的提高 海水!淡水鱼类的病害防治∀

有需用药者可直接与本部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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