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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水族箱中培养海洋动物远蛟淡水动物复

杂得多
,

甚至在靠近海边
,

易于取得新解的海水

的情况下
,

照料海水水族箱需要静多的时简和

注意
。

水族箱中的海水是菌类植物生长的良好

环境
,

海水很快就会污化
,

引起其中动物的死

亡
。

大多数海洋动物对温度
、

含氧量和盐度的

变化很敏感
。

水族箱水中含氧量的减吐对其中

动物起特别有害的作用
。

为了培养海洋生物
,

往扫三建立特别的
、

复杂

的和价迷高昂的
、

可以握常换水的水族箱
。

新

鲜海水沿陶臀
、

瓷臀
、

成扮臀导管
,

被从海中压

人 ; 多余的水樱由水族箱上部的开口或直接由

边椽流入排水系就
。

不断的新鲜海水水流在水

族箱中保持住适宣的温度和正常的含氧量
。

建

立这徉的水族箱需很大的耗费
,

只有进行海洋

生物研究的专r气机构(如海洋生物工作站)才能

做到
。

这样的海水水族箱的体积常是很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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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它很少适用于培养小的生物
,

特别I是浮游生

物
,

它们能随着排出的水而流出水族箱外
。

我们建裁一种非常便子携带
、

价廉而叉容

易看管的装置
。

这种装置适用于培养小型的水

生生物
,

包括浮游生物在内
。

装置的一般形式

和个别祖成零件如圆
。

清糜的海水盛入大玻瓶 (B ) 中
,

水从那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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握拉装有活栓 (K )的虹吸管注入第一个刁峪养 如左圈
。

它俩由玻璃制成
,

具有不高的直壁或

缸(Ma)
。

将大玻瓶放在一个装有冰瑰的盆(几) 斜壁的杯或碗的形式
。

通拉培并缸上部的一侧

巾
,

使其适当地变冷
。

单个小培养缸的原大小 穿进一条宜便巧一7毫米的玻璃昔
。

管 尚 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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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端边椽扩大成喇叭 口状
。

在其上面垂 七一小

地作浮游生物网用的筋捐所做成的滤器
。

筋捐

的号数 (洋者注
:

即网 目的大小)按着培养对象

的大小来选择
。

应孩尽可能利用不致使培养生

物流出的最大网目
。

用橡皮圈把撼器固定于玻

璃管喇叭 口上
。

小培养缸里的水更换井常简单
,

新照羊海水从了左l皮瓶中袒虹吸管加入
,

过剩的海

水樱过溥器和玻管流人下面的一个培养泪
一 。

最

后一个培养缸的水由橡皮管流人水捅 (3 )
。

同

样地可以装置好多套小培养缸
,

可以很方便地

利用一架M 一卫4 型双筒放大镜来观察其
f
l

,

培养

的动物
。

在使用这种流动海水小培养缸时
,

主要的

缺点就是滤器很易被硅藻所长满
。

把结养段备

放在险暗的地方可能消除这个缺点
。

同时
,

稠

节活径 (K)
,

适当地减少注入的水
,

活扑最好安

置得使大瓶中的水不是成一股水流喷出
,

而是

一滴一滴的滴下来
,

滴下的水江有一个 自利白勺

作用
,

即每一滴水可以破坏水的表面腆
,

促进通

气
。

所以
,

我俏的这种装置可以很筒便地使氧气

充足
。

另外一种破坏水表面膜的方法是普利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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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提出的
,

)鱼用于浅有

流水的小培齐缸系毓中
。

这种方法需要装置复

杂的机件
,

井 日要用相当大的机械力
。

撼器在有严重污化的情况
一

「可以很容脚均

更换
,

如果
,

虽然采取处置
,

撼器仍然很快的被

长满而使水不易通过
,

那末
,

最好用一个一个分

开的小培养缸
,

定期的从
_

E面装满新解海水
,

井
_

且蔽其流出
,

到滤器的高度为止
。

培养缸最好安放在凉爽险暗的房尚里
,

在

气温过高时
,

有时将单个的培养缸放入培弄lil1

内
,

周圃放些冰瑰使其变洽
。

我倒在上述的培养缸装置内
,

、

成功地坛

芥 了各种小的海洋动物
。

例如放人培养缸中的

水蛆水母类和钵水母类的卵
,

黄育成了实囊幼

虫
,

附着在培养缸壁上; 形成了水蟋世代
。

这样

得到水蛇体粼 厂两个月
。

同样成功地进行了研

究吸虫生活史的实阶
。

为了这个失输
,

在小培

养缸中
,

培弄 了被感染的软体动物和所产生的

摇尾幼虫
。

所提出的这肿培养缸能够利用来进行与培

养小形生物毛关的 (其中也包括淡刀赵上物 )其他

工作
。

(黄明显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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