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胶州湾内纺锤水蚤休眠卵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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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岛 266 07 1)

收稿 日期 1991 年 8 月加 日

关健 词 纺锤水蚤
、

休眠卵

城
提要 描述 了胶 州湾内双 刺纷锤水蚤 ( A切如 晌队

洛卿 ) 和大平洋纷锤水蚤 ( A
.

即喊斥
” )

卵的形态
,

揭示 了底 泥中休眠 卵数蚤季节变动与种群数量变 动的关 系
,

并探讨 了温

度
、

盆度
、

泥覆盖 等环境因子对休眠 卵孵化率的影响
。

双刺纺锤水蚤和太平洋纺锤水蚤是近岸低盐种
,

在胶册湾内
,

它们是优势种
。

双刺纺锤水蚤主

要出现在冬春季
,

太平洋纺锤水蚤主要出现在夏季
。

许多研究证实
,

北温带沿岸水域许多季节性出

现的挠足类能产生休眠卵
,

当这些种类在水体中消失时
,

它们以休眠卵的形式存在于底泥中
。

本文

就是研究在胶州湾内这两种纺锤水蚤 的种群通过休眠卵进行延续的机制
,

以及环境因素如何影 响

休眠卵的孵化
。

反

1 材料与方法

1
.

1 取样

在湾东近岸 B S
站 (站位 120

0
E , 3 6 0

0 9
.

3o

N ) 自 29 8 8 年 5 月至 19 8 9 年 5 月
,

每月采 1~ 2 次

Zc m 厚的表层泥样
。

1
.

2 采集与处理

19 8 8 年 5 月 9 日在表层水温 12
.

7 ℃时进行海上采样
,

立 即返回实验室
,

挑取双刺纺锤水蚤雌

性成体 30 个
,

雄性成体 15 个
,

放入盛有 ZOOml 盐度为 33 的海水的结晶皿中
。

海水事先经煮沸
、

0
.

朽、m 滤膜抽滤
、

充气处理
。

投 喂足量的三角褐指藻 ( 月铂代‘义匆俪 加幼创吭以溯 ) 和 球等鞭金藻

(几娜加夕励 州肠泪 ) 在 18 土 0
.

5℃ 的水浴中培养
。

每两夭换水一次
。

用吸管收集卵
。

太平洋纺锤水蚤的实验方法同上
。

采集时间为 19 8 8 年 8 月 22 日
,

现场表层水温为 24
.

6℃
,

在

25士 0
.

5℃的水浴中培养
。

1
.

3 环境条件对休眠卵孵化率的影响

1
.

3
.

1 温度的影响 19 8 9 年 1 月 3 日采集的泥样
,

用 320 目分样筛冲筛后
,

挑取两种纺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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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蚤的休眠卵
,

分 别放入 1 0
,

1 5
,

20
,

25
,

30 C (各士 0
.

5 ℃ )的水浴中培养
。

为减少海水蒸发
,

用塑

料布将结晶皿 口封闭
。

每 3d 换水一次
。

海水盐度为 33
,

根据不同温度
,

每隔 4一 24 h 在解剖镜下检

查休眠卵孵化情况
,

记录未孵化卵的个数
。

L 3. 2 盐度的影响 样品处理及实验方法同上
。

盐度梯度设置为
: 5

,

20
,

35
,

50
,

65
,

80
,

6

个组在温度为 15 士 0
.

5 ℃的水浴中培养
,

每天镜检一次
,

记录未孵化卵的个数
。

1
.

3
.

3 底泥覆盖的影响 挑取两种纺锤 水蚤的休眠卵各 30 个
,

分别放入两个试管
。

厚 Zcn :

的泥粗于卵上
,

加入适量海水
,

在 15 士 0
.

5 ℃的水浴中培养
。

10d 后检查孵化情况
。

将未孵化的卵挑

出后
,

在 15 ℃的条件下继续培养
、

观察卵孵化情况
。

J

2
。

1

结果与讨论

卵的形态鉴定

双刺纺锤水蚤培养 1d 后
,

有卵产生
。

如图 1 (A )所示
,

卵膜形态不规则
,

光滑无折皱
。

卵呈棕黄

色
.

膜与内部物质之间有空隙
。

卵平均直径为 91
.

lo m
。

培养 5 ~ 6d 后
,

所产卵的卵膜出现不同程度

的折皱
,

如图 1 (B )
。

颜色有所加深
。

膜与内部物质之间无明显空隙
。

平均直径为 82
.

1士 林m
。

太平洋纺锤水蚤培养 ld 后产卵
,

如图 l (c )
。

卵呈棕黄色
。

膜与内部物质之间有均匀空隙
,

但随

着卵的发育
,

该空隙逐渐缩小
、

消失
,

卵平均直径 77
.

Zo m
。

未发现不同形态的卵产生
。 司

5 0 p m

别

图 1 双刺纺锤水蚤和太平洋纺锤水蚤卵的形态

(A ) 双刺纺锤水蚤光滑型卵 ; (B) 双刺纺锤水蚤折皱型卵 ; (C) 太平洋纺锤水蚤的卵

R g. 1 1 1玲 e g g s m or pho l呢y 。记A 刀月自 闰队阴 an d A刁口承
二

(A )sm oo th type 咒9 o f A
.

阮孙卿 ; (B )e
rin比

t月兄 e
路

o f A滋J认双
1 ; (C)

e
路

o f A
.

,侣洒刀

2
.

2 底泥中卵数工的季节变化

如图 2 所示
,

5 ~ 6 月
,

当水体 中双刺纺锤水蚤大量出现时
,

底 泥中卵的数量急剧上升
,

并于 6

月底达到最高值
,

为 1
.

25 x l护 个 / m
, ;
随后数 量急剧下降

,

8 月上 旬
,

数量降至 4
.

3 X lo 4m /个
’;

1 9 8 9 年 4 月降至最低值
。

6 月中旬
,

随着太平洋纺锤水蚤种群数量的增加
,

底泥中卵的数量同时增加
,

7 月下旬达到最高

值
,

为 1
.

18 x 1 0 “个 /砰
,

9 月底降至 1
.

1 x l沪个 /砰
; 10 月份开始

,

数量缓慢下降
,

翌年 4 月
,

为 2
.

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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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 1 0 4
个 / m Z 。 (图 3 )

zi lli ou x 和 u y e
的研究发现

,

纺锤水蚤 的许多种类能产生兼性休 眠卵和专性休 眠卵
,

前者在条

件适宜时就能孵化
,

而后者孵化需一段休眠期 [4, 5〕
。

如果这种现象也适合于胶州湾内这两种纺锤水

蚤 的话
,

就可以解释为什么底泥中卵的数量高峰之后有一个陡然的下降
,

减少的这部分卵是由于当

时就孵化了
。

6 月底至 7 月下旬
,

双刺纺锤水蚤卵的数量急剧下降
,

但水体中该种的数量并不多
,

可能是因为此时水温 已超过 20 ℃
,

即使卵孵化
,

幼体尚未发育
。

太平洋纺锤水蚤卵的数量在 7 月份

陡然减少
,

这些卵的孵化造成了 8 月份该种数量的高峰
。

双刺纺锤水蚤主要出现在冬春季
,

6 月底
,

当胶州湾水温达 20 ℃ 以上时
,

该种逐渐消失
,

当冬末初春温度条件适宜时再孵化为无节幼体
。

太

平洋纺锤水蚤是夏秋季种
, 9 月以后该种逐渐消失

,

产生休眠卵度过冬季不利环境
。

来年春季
,

休眠

卵孵化为幼体
。

2
.

3 环境条件对休眠卵孵化率的影响
2

.

3
.

1 温度的影响 两种纺锤水蚤的休眠卵在实验范 围的各温度梯度都能孵化 (图 的
。

在

实验温度范围内
,

基本上孵化速度与温度呈正相关
,

但两种均呈 15 ℃ 比 20 ℃孵化速度快的现象
。

双刺纺锤水蚤的休眠 卵在 20 ℃ 时孵化率最高
,

为 95
.

3 %
,

以下依次是 25 ℃ 为 93 %
,

30 ℃ 为

91
.

3 %
,

巧℃为 85
.

3 %
,

10 ℃为 82
.

6 %
。

总的看来
,

孵化率随温度升高而增加
,

但超过 20 ℃ 时
,

孵化

率随温度升高而下降
。

太平洋纺锤水蚤休眠卵孵化率 巧℃ 时最高
,

为 96
.

6 %
。

除 10 ℃孵化率为

65
.

4 %比较低外
,

其他各温度条件下相差不大
。

岁日 (个 / m ,
)

1
.

6 火 1 0 6 r

挠足类 (个 / m ,
〕

, 8
.

0 x 10 ,

1
.

4 〕( 1 0 , 7
.

0 火 1 0 。

1
.

2 公1 0 e 6
.

OX 1 0 3

5
.

0 K 1 0 3

类足挠
、龟
‘..

、1日以日
卜勺

1 。

一
‘

{{
“

,

。 火 ’。’

l }{
“

“
’。’

{ {{
‘’ “ ’。“

{ J}
’

t

。“ ’。“

} }

4
.

0 火 1 0 .

3
.

0 丫 1 0 .

2
.

0 x 1 0 3

1
.

0 大 1 0 ,

、
一

’

一
5 6 7 8 9 1 0 1 1 1 2

19 8 8 时间 (月)

2 3 4

图 2 双刺纺锤水蚤种群数量及底泥中卵的数量季节

变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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胶州湾内
,

温度可能是影响这两种纺锤水蚤休眠卵产生及孵化的主要因素
。

从自然情况看
,

双

刺纺锤水蚤在水体中于 7 月份基本消失
,

翌年 1 月重新出现
;
太平洋纺锤水蚤于 9 月份消失

,

翌年

5 月重新出现
。

看来
,

双刺纺锤水蚤产生休眠卵以渡过高温的夏秋季
,

太平洋纺锤水蚤产休眠卵利

于越冬
。

6 月底
,

当胶州湾内水温升至 20 ℃时
,

已不适于双刺纺锤水蚤的生长发育
,

估计此时或更

早一点产生休眠卵
。

实验也证明
,

18 ℃的温度诱导双刺纺锤水蚤产折皱卵膜型的卵
,

这种卵很可能

是休眠卵
。

太平洋纺锤水蚤秋天以后在水体中消失
,

休眠卵在底泥 中经过 8 个月的时间
。

翌年 5

月
,

当水温升至 10 ℃左右时
,

开始孵化
。

其他许多学者的研究也表明
,

温度是诱导海洋浮游挠足类

休眠卵产生及孵化 的主要因素 [z. 3刀
。

‘

但为什么本实验中
,

休眠卵在 10 ℃一 30 ℃的温度范围内都能

孵化
,

而自然条件下
,

须待来年温度合适时才孵化呢 ? 这可能是因为休眠卵在孵化前需经过一个低

温过程
,

才能打破休眠状态 图
,

也可能是长期形成的生物节率的原因
。

2
.

3
.

2 盐度的影响 双刺纺锤水蚤在 5 ~ 50 的盐度条件下能孵化
,

太平洋纺锤水蚤在盐度 5

一 6 5 的盐度条件下能孵化 ;孵化率和孵化速度都在 35 时最高
; 浓度减小或增大

,

孵化率和孵 化速

度都要减小
。

虽然有的研究结果表明
,

盐度有时是影响休眠卵孵化的重要因素 [3. “〕
,

但胶州湾内盐度比较稳

定
。

实验也表明
,

两种纺锤水蚤休眠卵的适盐范围很大
。

因此
,

在胶州湾内
,

盐度不会成为这两种休

眠卵孵化的限制因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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缸

2
.

3
.

3 泥覆盖的影响 埋于泥中的休眠卵不能孵化
。

将卵从泥中取出后
,

在 巧℃的条件下
,

两种休眠卵都能正常孵化
。

Uye 和 H e m ing er 困 以及本实验都证 明
,

埋于泥中的休眠卵
,

即使在最适温度
、

盐度条件下仍不

能孵化
,

这可能是因为底泥中的卵处于缺氧状态 闭
。

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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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 y ar e d es e r ibed

.

T he d e n s ity o f e g g s in

th e se a bo tto m w as th e h ig hes t sh o r tly be fo r e th e d isa PPea r
an

e e o f e o pe lx 心5 fr o m th e Pl助k to n ; th e n u m be rs

o f e g g s th e n s r a d u a lly d e e r

韶ed u n til th e a P卜浓r a n ce o f th e n e x t Plan k to n ie po Pu la tio n
.

R es tin s e g gs

o b ta in ed fr o m se a 一 bo tto m sed im e n t w e r e h a teh e d a t d iffe r e n t te m pe r a 加爬 an d sa lin ity e o n d itio n s in th e

labo r a t o ry
.

A w id e ra n g e o f sa lin ity
,

fro m 5 to 5 0 fo r A泊幼沥胡 an d fro m 5 to 6 5 fo r A
.

脚司俪 w as

fa V o u ra b le fo r h a tCh in s
· 。

E ss s fa il ed to h a tc h W ith in the Se d im e n t m u d
·

T e m 讲r a tu re Se e m s to be th e m a in

fa e to r th a t in flu e n e in g th e Pr o d u e tio n a n d h a teh in g o f res tin g e g gs
·

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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