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沟纹巴非蛤滤水率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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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在实验室条件下
,

用流水装置测定 了体质量
、

昼夜节律
、

藻密度和流逮对沟纹巴非蛤 尸

滤水率的影响 结 果表明 单位体质量滤水率随个体体质量的增加 而 减小
,

二者之间呈 负

幂函数关 系 尺
‘ 一 。石

一

卜 在 个昼夜里
,

测 定 了
、 、 、 、 、

共 个时间点的滤水率
,

滤水率在 时最小
、

时最大
,

二者差异显著 住 ,

与其

它 时刻的滤水率无显著差异
。

在一定藻密度范围 内
,

滤水率随着藻密度的增加而增大
,

当藻密度超过

士 川 】“ 个 之后
,

滤水率反而降低 在 一 的流速范围 内
,

滤水率随流速的增大而

增 大
,

当流速达到 后滤水率增加不 显著 尸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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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省二亚市红沙港是典型的热带海湾
,

沿岸

高密度养殖对虾
,

湾内网箱养鱼
,

养殖结构不合理
。

投喂鱼虾 的饵料大部分 以养殖废物 的形式排入环

境中
,

养殖 自身污染严重
,

海水富营养化 日趋严重
,

为赤潮发生提供了重要 的物质基础
。

利用食物链上

不 同营养级之间的相互作用
,

来净化水质
,

控制赤

潮
,

符合环保
、

经济的要求
,

是 目前国内外研究的

热点
。

贝类是水域生态系统中的重要组成
,

大量滤

食浮游植物
,

对浮游植物的下行控制作用和净化水

体的效果明显【’一 】
。

滤水率是反映贝类获取食物速

度的第一个指标
,

是研究双壳贝类生理
、

能量代谢
、

估算养殖容量
、

建立一定养殖区域内的养殖模式
、

探 索 贝类对 水质 调 控 的重要 参数
。

沟 纹 巴 非 蛤

尸 在中国主要产于海南岛

的三亚
、

乐东
、

东方
、

陵水
,

见于东海和南海
,

栖

息于数 深 的浅海底
,

肉味鲜美
,

经济价值较

高
。

未见沟纹 巴非蛤滤水率的报道
。

年 月至

年 月进行了流速
、

昼夜节律
、

藻密度
、

体质

量对沟纹 巴非蛤滤水率的影响实验
,

目的在于了解

其在不同条件下对浮游植物的控制效果
,

为估算适

宜 的养殖容量
、

合理规划一亚红沙港湾 内养殖结

构
、

建立 良好的生态模式
、

改善水质
、

预防赤潮发

生提供科学依据
。

材料和方法

室 内滤水试验装置
本试验采用王吉桥等 的试验装置

,

只是在分

流水箱上增加了 个滤食前水样取水 口
。

试验期间

贮水槽和分流水箱不间断充气
,

使单胞藻分布均匀
。

分流水箱的溢水 口使水位保持恒定
,

出水 口用调气

阀控制流速
。

实验 贝类置于 又 的

试验水槽内
。

实验材料
实验用海水来 自海 口海区

,

经沉淀
、

消毒
、

曝气后使用
。

沟纹 巴非蛤采于 三亚红沙港
,

选取活

力好的个体把表面洗刷干净
,

在室 内水族箱 内暂

养
,

每 天 投 喂足 量 的 中肋 骨 条 藻 人
,

连续充气
。

称体质量和测量壳长
、

壳宽
,

按大小分成实验组
。

中肋骨条藻藻种购 自海南大学海洋学院
,

本实

验室用 配方扩大培养
,

实验时用海水稀释至设

定的密度范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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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方法

流速对滤水率影响实验设
, , ,

个梯度
。

海水盐度
, ,

藻密度 肚
个

。

体质量对沟纹 巴非蛤滤水率的影响设 个梯

度 处
, 士 , 士 ,

干肉体质量分别为 士 , 士 ,

士 。

藻密度 士 个
,

海水盐度
, 。

昼夜节律试验在连续 中
,

每 取 次样
, , , , 、 , 。

海水盐度
, ,

藻密度 士 、 个八
。

藻 密 度 分 为 个浓 度 梯 度 价 “ 个

士 , 士 , 士 , 士 ,

士 。

海水盐度
, 。

实验时每组设 个平行
,

每个平行 只沟纹 巴

非蛤
,

除流速试验外
,

其它实验流速为
。

除

昼夜试验外
,

其他实验 和 各取样

次
,

每次重复取样 次
。

单胞藻数量采用显微镜细

胞计
·

数法
,

每个样品计数 次取平均值
。

实验结束

后
,

取 出软体部分
, ’

烘干至恒质量
,

称量干 肉

质量
。

动物滤水率和单位体质量滤水率计算公式如

下

尺行 一
‘ 尸尺 砰

式中 为滤水率
, ,

为单位体质量滤水

率
,

和 分别为滤食前
、

后的藻密度

个
,

为流速
,

砰为动物干 肉质量
。

数据分析
实验数据 以平均值士标准差表示

,

试验结果用

软件 进行单因素方差分析和多重

比较进行差异显著性分析
,

应用 求得回

归方程和作图
。

结果

不 同流速下 沟纹巴非蛤的滤水率
流速梯度实验所用沟纹 巴非蛤的生物学特征

见表
,

不 同流速下沟纹 巴非蛤的滤水率见图
。

在 一 的流速范围内
,

沟纹 巴非蛤的滤水率

随着流速的增大而增大
,

流速 和 的

滤水率无显著差异
,

但二者显著高于流速

和 的实验组 尸
。

表 实验用沟纹巴非蛤的生物学特征

恤 丫“

实验组 体质量 壳 长 壳宽 壳质量 肥满度

流速组

昼夜节律组

藻密度组

石 士

士

士

士

士

士

士

士

士

士

士

士

干肉质量

士

士

士

士

士

,

士

注 肥满度二干 肉质量 卜壳质量

‘ 一 一一

一一一 ‘

流速

图 流速对沟纹巴非蛤滤水率的影响

体质量对沟纹巴非蛤滤水率的影响

种不 同体质量的沟纹 巴非蛤的滤水率见图
,

随着体质量的增加
,

单位体质量滤水率降低
,

通过

幂回归得到方程 ‘
一 ’ 为肉干质量

,

推 导 出滤 水 率与体组织干 质 量 呈 幂 函数关系
行

· 。

昼夜节律对沟纹巴非蛤滤水率的影响

昼夜节律实验所用的沟纹 巴非蛤的生物学特

征见表
,

昼夜 个时间点的滤水率见图
。

沟纹

巴非蛤的滤水率在 时最低
,

为
名

,

以后逐渐上升
,

在 时达到最

大值
· ,

之后缓慢下降
,

到 时到达

最低点
。

通过 的 单因素方差分析和 多

︵︵加︶闷︶

铸书鸭炯岭长举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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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 比较

,

与 的滤水 率差异 显 著
尸

,

二者与其它 时刻的滤水率无显著差异

尸
。

动调节 论
,

即贝类受其体内营养和能量需求等内在

因素及环境变化外在因素的影 响及 时对摄食行为

进行主动的生理性调节
,

以最大限度的维持对营养

和能量的获取
。

因此滤水 摄食 率是一个动态

指标
,

其大小随滤食性贝类的体质量大小
、

摄食节

律等内在因素和饵料密度
、

流速
、

温度
、

盐度
、

值等外在环境因素的的变化而变化
,

这是 贝类为适

应 内外环境变化而调节 自身生理活动的结果
。

勺白目,丈

刀

,

︵︵加川︶曰︶

呀共鹤姻岭妙举畔

平均干 肉质量

图 体质量对沟纹巴非蛤滤水率的影响
厂

几几几
图 藻密度对沟纹巴非蛤滤水率的影响

时刻

图 昼夜节律对沟纹巴非蛤滤水率的影响

价

沟纹巴非蛤在不 同藻密度时的滤水率
所用沟纹 巴非蛤的生物学数据见表

,

不 同藻

密度 下的滤水率见图
。

在试验范围内
,

随着藻密

度的增加
,

沟纹 巴非蛤的滤水率增大
,

藻密度在
对了个 时滤水率达到最大值

,

藻密度继续

增加滤水率反而下降
。

经过差异显著性分析
,

藻密

度 对 个 的实验组与 “个 无显

著 差 异
,

与其 它 各 实验 组 差 异 显 著
。

讨论

滤水率 清滤率是反映贝类获取食物的能力 速

度 的第一个指标
,

在贝类摄食行为和 能量学研究

中具有重要地位
。

多数学者支持贝类摄食行为的主

贝类体质量是影响其滤水率的重要内在因素
,

随着体质量的增加营养需求总量增加
,

通过增大滤

水率来满足营养需求的增多
。

多种贝类的研究结果

表 明滤水率随体质量 的增大而增大
,

呈幂 函数关

系 厅 ” 为软体部干质量
,

为体质量系数
。

但是随着体质量的增加
,

贝类单位体质量营养需求

减少
,

单位体质量滤水率与组织干质量呈负幂函数

关系
,

凡任
一

, 。

说明贝类可 以通过调节滤水率来

满足不 同生长阶段的营养需求
。

很多研究表明上述

函数关系式中 值一般小于 】
,

多为 一 扩
·

一 , 。

吧 研究了 种贝类的滤水率
,

值在
一 ,

认为 值随种而异
。

本实验结果完全符

合上述规律
,

尺 、 证 ‘ , ’,

方
一 一 ,

则 乙

值为
。

沟纹 巴非蛤滤水率在 昼夜中出现 次高峰和

低谷
,

呈现节律性变化
。

王吉桥等 测定了 种贝

类 滤 水 率 的 昼 夜 变 化
,

除 紫 石 房 蛤 及仪

外
,

紫贻贝 岭
。 、

太平洋牡虾

恻
、

菲 律 宾 蛤 仔 扭 叩

飞口,门门

︵︵加
·

国︶已

铸书鸭咖娜长尽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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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滤水率波动很大

,

每 出现 次

滤食高峰和低谷
。

吴桂汉等 川的结果也表明昼夜节

律对菲律宾蛤仔的摄食率影响非常明显
,

不同时间

点的摄食率差异极显著
。

昼夜节律对滤水 摄食率的

影响机制还不清楚
,

吴桂汉等 川认为生物生存所依

赖的自然环境会发生周期性变化
,

生物在进化中适

应这种变化而形成了节律性生理变化和行为
,

摄食

率的昼夜节律性是这些生物节律性行为之一
。

饵料浓度对摄食生理 的影响一直是研究的热

点
。

大多数贝类都有一个最适饵料浓度范围
,

高于

或低于这个范围滤水率都会减小
’ ,

’ 。

超过适宜

的饵料浓度时
,

随浓度的增加
,

滤水率急剧下降
,

但摄食率稍微降低
,

变化比较平缓
,

说明菲律宾蛤

仔可 以通过调节滤水率来稳定摄食率
。

本实验结

果表明沟纹巴非蛤在中肋骨条藻密度超过 对

个 后滤水率降低
。

等 ’ 】认为这是滤食性

贝类调节摄食率的方式之一
,

通过降低滤水率减少

滤食的饵料量
。

有关流速对滤水率影响的报道很少
。

栉孔扇 贝

在流速低于 时摄食率明显降低
,

随水流

的加快摄食率提高
,

流速为 八 达到最大值 习
。

但流速过高则会干扰贝类的摄食活动
,

导致不能正常

摄食
,

太平洋牡蜗在流速超过一定限度 一 几

时生长受到抑制 ‘“】。 本实验结果说明流速对滤水率

有一定的影响
,

在 一 流速范围内
,

沟纹巴

非蛤的滤水率随着流速的增加滤水率增大
,

但当流

速超过 爪 时滤水率增加不显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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