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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度 !盐度和光照条件对翡翠贻贝滤水率的影响

杨晓新 林小涛 计新丽 许忠能 黄长江

暨南大学水生生物研究所 广州

汕头大学海洋生物室

提要 在实验室的条件下 研究照度 !温度 !盐度对翡翠贻贝 Περνα ϖιριδισ)滤水率的影响 ∀结

果表明 在一定温度 ∗ ε 和盐度 ∗ 范围内 滤水率与温度 !盐度呈正相关关系

但温度和盐度的交互作用不明显 ∀ 开始时翡翠贻贝的滤水率随温度的上升而增加 当温度

达到 ε 以上时 滤水率的变化趋缓或不再增加 ∀翡翠贻贝的滤水率随盐度的升高而增大 特

别是在低温的条件下 滤水率随盐度的变化更为明显 ∀此外 在照度为 ∗ ¬范围内 各

照度条件下翡翠贻贝的滤水率无显著性的差异 ∀

关键词 翡翠贻贝 滤水率 光照强度 温度 盐度

贝类主要滤食海水中的浮游生物和有机碎屑 ∀

近年来 国外已有利用贻贝的滤食作用来改善富营

养化峡湾水质的报道≈
× 年研究过利

用贻贝的滤食作用来抑制与治理赤潮 ∀这些研究结

果证明滤食性贝类在抑制和治理水体富营养化 ! 改

善水质上具有一定的潜力 ∀

翡翠贻贝 Περνα ϖιριδισ) 是重要的海水养殖品

种 ∀魏贻尧 年 练建生 年 柯才焕等 年

和苏进和等 年对翡翠贻贝的研究多着重于其生

长 !繁殖生态 !人工育苗和养殖上 而有关其摄食生

态方面的研究尚未见报道 ∀本文着重研究光照 ! 温

度 !盐度等因子对翡翠贻贝滤水率的影响 以期了解

不同季节 ! 不同条件下翡翠贻贝对浮游植物的摄食

压力及其变化规律 为利用翡翠贻贝控制水体中浮

游植物的生物量 改善水质 预防赤潮提供科学依

据 ∀

材料与方法

实验材料

翡翠贻贝取自大亚湾 在实验室内置于塑料盆

中暂养 ∗ 每天定时投喂足量的扁藻 连续充

气 ∀暂养期间 温度控制在 ε 左右 盐度为 照

度为 ¬ 光周期为 Β Β ⁄ 每天换水

次 ∀选取壳长 ≅ 壳宽约为 ∗ ≅ ∗

的贝供实验用 ∀实验前 改用 Λ 滤膜抽

滤过的海水饲育 让其断食 并在 内将水温 !盐度

与照度逐步调至实验设定值 ∀

滤水率的测定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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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 ε 个梯度 盐度为

等 个梯度共 个温 2盐组

合 每个组合设 个重复和一个空白对

照 在各种温盐组合条件下测定翡翠贻

贝的滤水率 ∀

数据分析

实验结果以平均值 ? 标准差表示

各组差异用方差分析的方法进行 Φ检

验与多重比较 ∀

结果

光照影响

各种照度条件下翡翠贻贝的滤水

率见表 ∀经方差分析 证明不同的光照

条件下翡翠贻贝的滤水率没有显著性

的差异 Π ∀

实验容器采用装有 实验用水的圆筒型塑料

水槽 实验前 将 个实验贝移入水槽中 投喂亚心形

扁藻 Πλατψµονασσυβχορδιφορµισ) ,使饲育水中的藻密度

达到 个细胞 以后每隔 补充饵料 次

后 更换全部饲育水开始实验 ∀实验开始时的饵料

密度设为 个细胞 实验时间为 ∀实验结束

后 取水样计算藻类细胞数 并测定实验贝的壳长与

壳高 称其软组织的鲜重与干重 ∀

滤水率以实验结束时对照组与各实验组饵料密

度之差按下式计算

Φ= ς( Χ Χτ )/ (τ# Ν# Ω)

式中 , Φ为单位体重滤水率( # Χ Χτ 分

别为实验结束时对照组 !实验组的藻浓度(个/

τ为实验时间 ( ∂ 为实验水体积 Ν为实验贝

数 , Ω为实验贝软组织的干重( ∀

实验用水为经 Λ 微孔滤纸过滤的海水 ∀除

特别说明外 实验时各实验组的盐度为 温度为

ε 照度为 ¬∀实验采取止水充气法 ∀

实验项目

光照影响 光照实验设照度为

和 ¬ 个实验组 每组设 个重复和 个

空白对照 不放实验贝 实验时饵料密度为 个

在各种照度条件下分别测定翡翠贻贝的滤水率 ∀

温度 !盐度的复合影响 实验温度设

温 !盐复合影响

各种温盐组合条件下翡翠贻贝的滤水率见表

∀温度 !盐度对滤水率都有极显著的影响 ∂

Π< 但二者的交互作用则不显著 ∂

Π ∀无论在何种盐度下 开始时翡翠贻贝的滤

水率皆随温度的上升而增加 当温度达到 ε 以上

时 滤水率的变化趋缓或不再增加 ∀无论在何种温度

下 翡翠贻贝的滤水率均随盐度的升高而增大 特别

是在低温的条件下 滤水率随盐度的变化更为明显 ∀

不同盐度下滤水率与温度 或不同温度下滤水率

与盐度的单元回归关系皆可用方程式 Φ= α βξ表示 ,

式中 ξ代表温度或盐度 , α , β为常数 , 其中 α为截

距 , 而 β值的大小反映滤水率受盐度或温度变化影

响的大小 ∀各盐度条件下滤水率与温度的回归结果见

表 上部 ∀当盐度为 时 β值最大 ,其余各盐度条

件下 β值相差很小 ∀各温度条件下滤水率与盐度的

回归关系见表 下部 从表中可看出 当温度为

ε 时 β值最大 , ε 的 β值次之 , 即最低温与最高

温两种条件下 β值都有增大的趋势 ∀

滤水率与温度 !盐度之间的复回归关系可用下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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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不同照度下翡翠贻贝的滤水率

Ταβ .1  Φιλτρατιον ρατε οφ Περνα ϖιριδισ ατ διφφερεντ λιγητ ιντενσιτψ

照度 ¬ 壳长 ≅ 壳宽 软组织干重 滤水率 #

∗ ≅ ∗ ? ?

∗ ≅ ∗ ? ?

∗ ≅ ∗ ? ?

∗ ≅ ∗ ? ?

表 2  不同温度 !盐度下翡翠贻贝的滤水率(Λ / (γ#η))

Ταβ .2  Φιλτρατιον ρατε οφ Περνα ϖιριδισ ατ διφφερεντ τεµ περατυρε ανδ σαλινιτψ

盐度
滤水率 #

ε ε ε ε

? ? ? ?

? ? ? ?

? ? ? ?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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ξ ξ

表示

Φ= ν = Ρ =

Π

式中 ξ 为温度 ξ 为盐度 ∀

讨论

本实验结果表明 光照对翡翠贻贝的滤水率没有

显著影响 ∀关于光照强度影响贝类滤水率方面的研究

很少 ∀ 据山本护太郎 年报道 扇贝科的

Πατινοπεχτεν ψεσσοενσισ的稚贝和幼贝的摄食具有明显

的昼夜节律 其滤水率的时间变化与照度有密切的关

系 随照度的增加而降低 随照度的降低而上升 ∀除此

之外 几乎所有的研究者在研究不同环境因子对贝类

影响时 都没有考虑光照的影响 ∀本实验的结果证实

单纯的照度条件对翡翠贻贝的滤水率没有影响 ∀但本

实验都在昼间进行 缺乏夜间的实验数据 因此 翡翠

贻贝的摄食是否有昼夜节律 还有待进一步的探讨 ∀

本实验结果表明 温度对翡翠贻贝的滤水率有显

著影响 在 ∗ ε 温度范围内 各盐度下的滤水率

均有随水温的升高而增大的趋势 ∀盐度对滤水率的作

用也很明显 在 ∗ 的盐度范围内 各温度下的滤

水率均随盐度的升高而增大 ∀尽管方差分析的结果表

明盐度与温度没有显著的交互作用 但从滤水率与温

度或盐度的单元回归关系式看 式中的 β值都在低温

ε 或低盐 时最大 证明在低温条件下盐度

对滤水率的影响最大 而在低盐条件下温度对滤水率

的影响最明显 ∀翡翠贻贝是一种广温 !广盐性的贝类

其生长的适温范围为 ∗ ε 最适温度为 ∗

ε 适盐范围为 ∗ ≈ ∀本实验中除了在最低

温 2盐组合 ε 2 条件下测得 # 的最

低滤水率 以及在最低温度 ε 与盐度 等温

2盐组合和最低盐度 与 ε 的温 2盐组合下测得

较低的滤水率之外 其余各种温 2盐组合的滤水率皆

在 # 以上 证实翡翠贻贝确实具有较强的

温度与盐度的适应能力 ∀

本实验中 在最适温 2盐条件下 ε 2 测得翡

翠贻贝的最大滤水率为 # ∀与其他贝类相

比 翡翠贻贝的滤水率属高属低 很难下结论 ∀因为贝

类的滤水率除种间差异外 还受贝体大小 发育阶段

等生物因素和水温 !盐度 !流速 !饵料的结构及浓度等

环境因子的影响≈ ∀如同一科的贻贝 Μψτιλυσεδυλισ

在不同的条件下的滤水率低值为 ƒ 年获得

的 # 而高值达 # ≈ 相差近

倍 ∀所以很难直接比较翡翠贻贝与其他滤食性贝

类的滤水率 ∀鉴于本研究的最终目的在于通过在南方

沿海增养殖区养殖滤食性贝类来控浮游植物的过度

繁殖 从而改善水体环境 为此 本研究中所设的温

度 !盐度范围都是以广东省沿岸内湾的水文资料为依

据 而实验所设定的饵料密度则为海区富营养化标准

的上限值≈ ∀广东沿海四季的水温 !盐度平均值为 春

季 ε 夏季 ε 秋季

ε 冬季 ε ≈ ∀如果以本

实验的饵料密度和贝体大小来计 从翡翠贻贝的滤水

率与水温 !盐度的复合关系式可得到春 !夏 !秋 !冬的

滤水率分别为 和 # 如

果以一个干重为 本研究中实验贝平均干重

的翡翠贻贝计 在 个季节中 平均 以 计 的

滤水量分别可达 和 ∀本实

验结果表明 在富营养化的海区中适度放养翡翠贻

贝 将可对浮游植物构成一定的摄食压力 起到改善

水质的作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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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滤水率与温度或盐度的单元回归结果

Ταβ .3  Τηε ρεσυλτσοφ µονοτιπλερεγρεσσιον φορ φιλτρατιον ρατε

οφ Περνα ϖιριδισ ανδ τεµ περατυρε ορ σαλινιτψ

盐度或温度 ε α β Ρ Π

温

度

盐

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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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斑紫菜离体组织再生苗的研究

梅俊学 费修绠

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 青岛

提要 条斑紫菜叶状体离体组织 切块 在一定培养条件下 其营养细胞经过一系列的变化

可产生出幼苗 ∀本研究发现切块越小出苗越早 !单位面积离体组织出苗量越多 ∀成熟叶状体上

靠近雌雄性细胞的区域与其他部位的营养细胞相比形成幼苗较早 离这一区域越远的细胞成

苗越晚 ∀离体组织细胞成苗的适宜水温为 ∗ ε 在 ∗ ε 下部分细胞进行不规则分裂

形成深紫红色的细胞团 当降温至 ε 时 它们仍可转化为幼苗 ∀

关键词 条斑紫菜 离体组织 再生苗

张炳楷 !曾 刚 ∀大亚湾的水温和盐度 ∀大亚湾海洋生

态文集 ∀北京 海洋出版社 ∗

Αµβιο 中文版 25 ∗

最近不少研究者证实紫菜叶状体离体组织可以直

接产生叶状体苗 这种生苗方式与传统方式完全不同

有可能成为获取苗源的新途径 ∀本文研究了条斑紫菜

叶状体离体组织切块在叶状体上的位置 ! 切块大小和

培养温度等几个因素对再生苗的影响 以求进一步了

国家重点科技项目攻关计划资助项目 2≤ 2 号

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调查研究报告第 号 中

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实验海洋生物学开放实验室的

连绍兴工程师提供实验材料 在此谨表谢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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