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渤海涟虫类和软体动物幼虫食性的观察3

杨纪明

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 青岛

提要  根据消化道内食物分析结果得出 涟虫类 细长涟虫 Ιπηινοε τενερα !三叶针尾涟虫

∆ ιαστψλιστριχινχτα 和驼背涟虫 Χαµ πψλασπισ !瓣鳃类 后期幼虫和腹足

类 后期幼虫都营浮游植物食性 以硅藻类为主要食物∀细长涟虫以星脐圆筛藻!

未查明的圆筛藻和辐射圆筛藻为主要摄食对象 三叶针尾涟虫以舟形藻和新月菱形藻为主要

摄食对象 驼背涟虫以辐射圆筛藻为主要摄食对象∀ 瓣鳃类后期幼虫以辐射圆筛藻和未查明

的圆筛藻为主要摄食对象 腹足类后期幼虫以未查明的圆筛藻!辐射圆筛藻和中心圆筛藻为

主要摄食对象∀

关键词  渤海 涟虫类 瓣鳃类后期幼虫 腹足类后期幼虫 食性

Ξ  涟虫类和软体动物幼虫是经济鱼类的天然饵

料≈ ∀关于它们的食性 尚未见有专题报道∀本文根据

中各季采集到的样品 对渤海细长涟虫 Ιπηινοε

τενερα !三叶针尾涟虫 ∆ ιαστψλισ τριχινχτα !驼背涟虫

Χαµ πηψλασπισ 的 食 性 以 及 瓣 鳃 类

和腹足类 后期幼虫的

食性作一初步分析∀

 材料和方法

  通过消化道内食物分析方法 来揭示 种涟虫以

及瓣鳃类和腹足类后期幼虫的食性特征∀ 所用的

个涟虫类标本是 年渤海周年调查时用采泥器捕

获的∀ 所用的 个软体动物后期幼虫标本是

年 月 ∗ 年 月在渤海用大型浮游生物网

筛绢 网口直径 长 进行浮游动

物和鱼卵!仔鱼大面积 β χ∗ β χ∞ β χ∗

β χ 调查时垂直拖取采获的∀ 起网后当场把这些

样品放入 福尔马林溶液中固定保存∀以后在显微

镜下进行观察 首先辨明消化道内含有食物与否∀ 如

有 则为实消化道 进而作食物种类的鉴定 并分别计

数∀ 如无 则作空消化道丢弃处理∀ 通过观察 发现这

些标本的空消化道率很高 如涟虫类达 瓣鳃

类后期幼体虫 壳顶幼虫 为 腹足类后期幼

虫为 ∀ 所得实消化道样品数分别为 和

个 全部用于鉴定和计数∀此外 还测定了渤海一些

单细胞藻类和原生动物的个体重量 供消化道内相应

种类的个体数换算成更正重量用∀ 重量百分比按下式

计算

  重量百分比 该成分的更正重量 食物总

更正重量 ≅

 研究结果

2 1 涟虫类的食性

  由表 可知 渤海涟虫类的消化道内含物计有

种 都是浮游植物 包括硅藻类和甲藻类两个类群 以

前者居绝对优势 占食物组成的 重量 后者

只占 ∀ 显然硅藻类是涟虫的主要食物∀ 涟虫类

中的细长涟虫以硅藻类中的星脐圆筛藻 占食物组成

的 !未查明的圆筛藻 和辐射圆筛藻

为主要摄食对象 它们在其食物组成中所占

的比例都超过 ∀三叶针尾涟虫 以硅藻类中的舟

形藻 和新月菱形藻 为主要摄食对

象 它们在其食物组成中所占的比例也都超过 ∀

驼背涟虫则以硅藻类中的辐射圆筛藻 为主

要摄食对象 还摄食少量的尖刺菱形藻 ∀由上

可见 涟虫类营浮游植物食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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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2 瓣鳃类后期幼虫的食性

  由表 可知 瓣鳃类后期幼虫消化道内含物计有

种 都是浮游植物 只包括硅藻类一个类群 显然硅

藻类是瓣鳃类后期幼虫的主要食物 它在食物组成

中所占的比例达 ∀硅藻类中的辐射圆筛藻

和未查明的圆筛藻 是瓣鳃类后期

幼虫的主要摄食对象 它们在食物组成中所占的比例

都超过 ∀由上可见 瓣鳃类后期幼虫营浮游植物

食性∀

2 3 腹足类后期幼虫的食性

  由表 可知 腹足类后期幼虫消化道内含物计有

种 也都是浮游植物 只包括硅藻类一个类群 显然

硅藻类是腹足类后期幼虫的主要食物 它在食物组成

中所占的比例亦达 ∀硅藻类中未查明的圆筛藻

!辐射圆筛藻 和中心圆筛藻

是腹足类后期幼虫的主要摄食对象 它们在食物

组成中所占的比例都超过 ∀ 由上可见 腹足类后

期幼虫营浮游植物食性∀

表 1 渤海涟虫类和软体动物后期幼虫食物组成 重量百分比

Ταβ 1 Φοοδ χοµ ποσιτιον οφ χυµ αχεανσ ανδ ποστ λαρϖαε οφ µ ολλυσκσ ιν τηε Βοηαι Σεα

食物名称 细长涟虫 三叶针尾 驼背涟虫 涟虫类 瓣鳃类后 腹足类后

涟虫 平均 期幼虫 期幼虫

硅藻类 ⁄

 星脐圆筛藻 Χοσχινοδ ισχυσαστεροµ πηαλυσ

 中心圆筛藻 Χοσχινοδ ισχυσ χεντραλισ

 偏心圆筛藻 Χοσχινοδ ισχυσ εξ χεντριχυσ

 辐射圆筛藻 Χοσχινοδ ισχυσραδ ιατυσ

 未查明的圆筛藻 Χοσχινοδ ισχυσ

 舟形藻 Ν αϖιχυλα

 新月菱形藻 Ν ιτζσχηια χλοστεριυµ

 尖刺菱形藻 Ν ιτζσχηια πυνγ ενσ

 斜形藻 Πλευροσιγ µ α

甲藻类 ⁄

 三角角藻 Χερατιυµ τριποσ

合 计

 表示重百分比不足 表示消化道内未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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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ιαστψλισ τριχινχτα Χοσχινοδ ισχυσ ραδ ιατυσ Χαµ πψλασπισ Χοσχινοδ ισχυσ ραδ ιατυσ

Χοσχινοδ ισχυσ √ Χοσχινοδ ισχυσ Χοσχινοδ ισχυσ

ραδ ιατυσ Χοσχινοδ ισχυσ χεντραλισ √

盐田生态系统的生物调控3

李岿然  白 洁  李永祺  李淑霞

青岛海洋大学

提要  借助盐田生态系统结构分析的结果 提出了盐田生态系统生物调控的基本模式 给

出了控制变量的控制水平∀

关键词  盐田 生态系统 生物调控

Ξ  用生物调控的方法保持盐田生态系统的平衡 因

成本低和无毒无害等特点 而成为当今盐业生产中的

重要科研课题∀

 生物调控的指导思想

在盐田生态系统中 沿水流的方向分布着不同的

生物群落∀ 在养殖区 对虾以人工饵料为食 残饵及对

虾排泄物以碎屑的形式加入到卤水中或沉淀到池底

给卤水带来了丰富的氮和磷 低盐区的藻类利用这些

氮 和磷 ° 得以大量繁殖 随水流进入中盐区的浮

游单胞藻和有机碎屑被卤虫所滤食 在高盐区 卤虫

不能存活 红色嗜盐菌则以卤虫残骸为蛋白源 并消

耗上级卤水带来的其他有机质 嗜盐菌最终随老卤排

出∀

盐田生态系统结构分析的结果表明 嗜盐菌密度

解释了氯化钠百分含量变化的 Ρ

而嗜盐菌密度又依赖于上级卤水中的卤虫生物量≈

因此通过调节卤虫生物量控制嗜盐菌密度进而控制

盐质是有效的和可行的 同时卤虫和嗜盐菌又都是重

要的生物资源∀ 据此 盐田生态系统生物调控的指导

思想应该是以盐为主 分级调控 合理捕捞 综合利

用∀

以盐为主就是把原盐生产的质量问题放在首位

分级调控就是对不同的亚系统采取不同指导方针的

调控措施 合理捕捞就是加强盐田卤虫资源的科学管

理 综合利用就是在保证盐质的前提下尽可能地利用

好盐田生物资源∀

 生物调控的控制系统

2 1 控制系统的一般模式

文献≈ 把盐田生态系统分为 个亚系统 并给

出了系统变量间的数量关系 据此给出盐田生态系统

中生物控制系统的一般模式 如图 所示 ∀ 该模式把

原盐中氯化钠百分含量大于等于 作为生物调控

的最终目标 为达此目的对系统进行分级调控 逆水

流方向将调控分为 级 见图 ∀图中以 ι ι

指示调控的级别!控制的对象和位置∀

2 2 各级生物调控的模型

 一级调控 ) ) 结晶池 嗜盐菌密度的

控制 由文献≈ 知 嗜盐菌密度 ϑ ≅ 个 与

原盐中氯化钠 ≤ 百分含量之间有如下关系

≤ ϑ ϑ

要使原盐中氯化钠百分含量不低于 即达到优

制盐标准 则结晶池嗜盐菌密度的控制方程为

ϑ ϑ ∴ 即

ϑ ϑ [

解此不等式得

[ ϑ[

即嗜盐菌密度应控制在 ≅ ∗ ≅ 个 ∀

 二级调控 ) ) 中盐亚生系 的卤虫生

物量的控制  由文献≈ 知 嗜盐菌密度与中盐亚生

系 的卤虫生物量 Β 之间有如下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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