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测定含碘奶粉!碘蛋等十分方便∀ 采用初始电位法 只

需测定样品溶液的初始电位值 然后根据上述经验公

式 即可迅速计算出样品中的碘含量 结果比较理想∀

含碘奶粉是由海藻碘晶 青岛海藻碘晶制品公司

提供 浓度约为 用奶粉稀释后制得∀ 从 袋奶粉

中取 个平行样分析 用碘离子选择性电极公式法测

定的结果有很高的重复性 且符合工艺控制所预期的

结果 碘蛋由青岛市卫生防疫站提供 样品号由防疫站

设置 作者的测定结果送交防疫站后对方很满意∀这里

可以看出 碘蛋的含碘量是较高的∀ 同时 我们的测定

结果也是可靠的∀ 另外 从表 也可以看出 作者提出

的初始电位法与传统的银量法测定结果比较 误差也

在可信度范围内 简单!准确!方便 这在工业生产中或

在检验部门都是非常重要的∀

 有机碘和无机碘的测定
从上可以看出 这一方法虽然克服了银量法操作

较为烦琐的弱点 用于微量无机碘 碘离子 的测定快

速有效∀ 但是 仍然无法直接测定有机碘和碘酸盐 只

有通过有效的消解方法如碱灰化法或强酸消解法 将

有机碘转化为无机碘后才能测定∀ 消解过程中应当注

意 如果转化的无机碘是碘酸盐形式 那么 要将它先

转化为碘离子 并且避免用含硫化合物 如硫代硫酸钠

作为还原剂 因为碘离子选择性电极容易硫中毒 使电

极失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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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粪海胆的摄食与吸收的初步研究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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Ξ  马粪海胆是我国与日本的特有种 在我国主要分

布于黄渤海沿岸 向南可分布到浙江!福建沿岸 是我

国海胆类中最主要的经济种之一∀ 因其经济价值较高

而自然资源量又逐年减少 现已被列为新的海水增养

殖种∀因而 有关其摄食生物学的实验研究将为其增养

殖提供重要数据与参数∀ 马粪海胆的摄食与吸收及其

影响因子的研究国外已有报道 松井 但迄今国

内尚未见报道∀ 本文系马粪海胆对几种海藻的摄食与

吸收及体重对其相对摄食量影响 的初步研究结果∀

 材料与方法

 材料
实验用马粪海胆采自青岛近海 经 周左右的室

内暂养后进行正式实验 实验在室内玻璃水箱中进行∀

实验用海水为沉淀沙滤过的天然海水 盐度约为

水温为 ∗ ε ∀

 马粪海胆对 种海藻的摄食与吸收

实验用海藻系采自青岛近岸的新鲜海带!裙带菜

和孔石莼∀ 海胆经 饥饿后进行正式实验∀ 每种海

藻投喂 分 次投喂∀ 每次投喂前 用感量为

的扭力天平称出约为海胆湿重 的海藻进行投喂∀

再次投喂前需将残饵收集起来并称重∀ 用下式计算日

摄食量和日摄食率∀

日摄食量 个#
总投饵量 总残饵量
海胆个数≅ 投喂天数

日摄食率
日摄食量

海胆平均湿重

在每种海藻投喂结束时用乳胶管将海胆粪便虹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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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大烧杯中 静置 使其沉淀 去除上清液后 将余

液进行抽滤 将带有粪便的滤纸与经海水充分浸泡的

空白滤纸一同放入 ε 烘箱中烘 取出 用分析天

平称重 两者之差即为粪便干重∀然后测定 种海藻的

干湿比 用下式计算海胆对 种海藻的吸收率∀

吸收率
摄食量≅ 干湿比 粪便量 干

摄食量≅ 干湿比

将上述实验重复 次∀

 马粪海胆的相对摄食量与体重的关系
取 只经室内暂养的马粪海胆 按其体重大小分

组 将各组海胆分别置于 只 ≅ ≅

的玻璃水箱内 饥饿 后进行投喂∀实验用饵料为经

洗盐!烘干处理后的水发干海带∀本实验进行 结束

时将残饵收集起来 经淡水冲洗后进行烘干称量∀然后

用下式计算其相对摄食量∀

相对摄食量 #
投喂量 干 残饵量 干

海胆湿重!投喂天数

 实验结果

 马粪海胆对 种海胆的摄食与吸收

表 1 马粪海胆日摄食量!日摄食率与吸收率的测定结果

饵料种类 海胆平均湿重
日摄食量

湿重 干湿比 干重
日摄食率 吸收量 粪便量 吸收率

个

海带 ?

裙带菜 ?

石莼 ?

  从测定结果看 马粪海胆对裙带菜的日摄食量及

日摄食率最高 其次是海带 最少的是石莼 而就吸收

率来看 却是对石莼的吸收率最高 其次是裙带菜 最

后是海带∀

 不同体重马粪海胆的相对摄食量

表 2 马粪海胆的相对摄食量测定结果

组别 海胆个数 海胆平均湿重 相对摄食量 ≠ Ω Ψ

ω #

?

?

?

?

?

  结果表明 随体重的增加 其相对摄食量相应减

少 以 Ω Ψ 为横纵坐标做图 图 可看出有较明

显的线性关系∀ 对 Ω Ψ 做一元线性回归得 Ψ

Ω ρ ∀ 检验结果为 Ψ 与

Ω 之间为显著负相关 π ∀ 将上式变换得 Ψ

ω ∀

 讨论

马粪海胆对裙带菜的日摄食率最高 其次是海带

而最低的是石莼∀笔者认为这与石莼的叶片较薄 海胆

对其摄食效率较前两者低有关 相反 海胆对石莼的吸

收率均高于海带与裙带菜∀ ƒ∏ 通过对虾夷马粪海胆

Στρονγψλοχεντροτυσ ιντερµ εδ ιυσ 的消化吸收过程的深

入研究发现 在连续摄食的情况下 海带在海胆消化道

内的保留时间不超过 而石莼在其消化道内保留时

间为 ∀ 马粪海胆的消化吸收机制与其相同∀ 马粪海

胆对海藻的相对摄食量随其体重的增加反而下降∀ 这

种现象在大多数动物中普遍存在 这是由于小个体动

物因其生长发育的需要相对较多的营养 另外其活动

强度和代谢水平也都高于大个体 所以就出现相对摄

食量与体重呈负相关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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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牡蛎剥离精卵的存活时间及受精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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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材料与方法

实验用牡蛎为乳山湾当地养殖 的长牡蛎 平均

壳长 肥满度 洗刷干净后 放入池内

暂养∀实验时随机抽取 ∗ 个牡蛎 剥去右壳 露出软

体部分 用水滴法区分雌!雄个体并将雌!雄牡蛎严格

分开放置∀ 镜检精卵的质量 选取卵子发育较好的雌

体 将卵巢剥离下来 破碎后用 Λ 的筛绢过滤 去

除较大的组织碎片 制成卵液盛于 的

烧杯中 每隔 观察卵子的形态 并取约 ∗

个卵子盛入 的小瓶中 加入 滴活泼的精

液使之受精 后统计受精率∀

选取精子活跃的雄贝 取少量性腺通过滴管的吹

打使精子从精巢上脱落下来 制成精液分盛于 小

瓶中 分别存放在 ∗ ε ∗ ε ∗ ε

∗ ε 的条件下 每隔 ∗ 取样观察不同温度下精

子的活动情况 另取一部分精液加入新鲜的过滤海水

分别稀释 和 倍 盛于 小瓶中 存放

于 ε 条件下 每 ∗ 取样观察不同浓度的精子存

活情况∀以精子停止活动后当做精子死亡∀每组实验重

复 次∀

 结果

 不同温度下牡蛎卵子的离体时间与受精

率
牡蛎卵子的存活时间随温度的升高而缩短 其受

精率随离体时间的延长而下降 最后解体死亡∀

表 1  不同温度下牡蛎卵子的离体时间与受精率

离体时间 相对受精率

∗ ε ∗ ε ∗ ε ∗ ε
对照

3
3 3

3 3 3 3
3 3 3 3 3 卵子解体

3 3 3 3 多数解体

3 3 卵子解体

卵子解体

3 有少数畸形胚胎

3 3 畸形胚胎占半数以上∀

表 2  不同温度下精子的存活情况 精子浓度 ≅

个

离体时间 精子存活情况

∗ ε ∗ ε ∗ ε ∗ ε

对照 活跃 活跃 活跃 活跃

活跃 活跃 活跃 较活沃

活跃 活跃 活跃 较活沃

活跃 活跃 较活跃 个别活动

活跃 较活沃 少数活沃 死亡

活跃 少数活动 死亡

较活跃 个别活动

少数活动 死亡

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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