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Ξ  作者在进行有关海洋食物链能流转换实验研究

中 遇到了玉筋鱼 Αµ µ οδψτεσ περονατυσ 养活的困

难 致使该项实验中途停顿 因此 进行了玉筋鱼的养

活实验∀ 本文阐明了在人工条件下养活玉筋鱼的过程

和方法∀

 玉筋鱼的养活实验

年 月 日 从青岛近海捕获玉筋鱼数

尾 放入玻璃水族缸内 暂养 微充气 并投喂适

量卤虫 Αρτεµ ια σινιχα ≤ 幼体 投喂密度为 ∗

个 后 随机取样 观察其胃含物 结果表明

玉筋鱼几乎不摄食∀ 在此同时 进行其行为观察 发现

玉筋鱼多在水的中上层集群 辗转游动 即便在黑暗

中 也不停止 且其头部常常撞击缸壁 后 这些玉

筋鱼全部死亡∀

同年 月 日 又捕获活玉筋鱼数 尾 暂养实

验过程如上所述 同样出现集群游泳 撞缸壁 不摄食

现象 后全部死亡∀

年 月 日 将新捕获的 尾玉筋鱼放入

约 厚细沙铺底的玻璃缸内 玉筋鱼立即钻

入沙内 很少游动 于是投喂适量卤虫幼体 约 ∗

个 第 天 细沙上层发现玉筋鱼的砖红色粪便

镜检结果为摄食卤虫幼体所致∀ 随机取出数尾玉筋鱼

样品 经解剖发现胃中有大量卤虫幼体 证明玉筋鱼在

这种环境下 能够正常摄食 此实验持续 在此期

间 玉筋鱼的钻沙行为及摄食无异常∀实验期间共有

尾玉筋鱼死亡 死亡率为 ∀

从上述实验中 作者发现 玉盘鱼的养活关键是细

沙铺底 这个结果 与玉筋鱼在自然环境中喜栖沙底质

海区这一特性相吻合≈ 在上述实验的基础上 作者又

进行了玉筋鱼生长实验∀

 玉筋鱼的生长实验

年 ∗ 月 作者又进行了两次玉筋鱼生长

实验 玉筋鱼在实验室水族缸中驯养数日后 停食

用湿沙布包裹 每 尾一组称重 并选取部分测量其

体长和体重 实验鱼尾数见表 在此同时 留数

尾玉筋鱼称重 在 ε 下烘干 测量干重含量和能量

含量∀

实验是在 厚细沙铺底的陶缸 中进行

的∀ 饵料为孵化后 ∗ 的卤虫 我国北方近岸海

域产的海产卤虫卵 孵化率 ∗ 幼体 每天

上午 时左右投喂 搅匀后 立即用 取样器在水

体的不同层次!不同位置取水样 次 混合后 将这

水样计数卤虫幼体 投喂密度约 ∗ 个

∀ 第 天投喂前 再次用上述方法取样 得出剩余饵

料密度 以此计算玉筋鱼的日摄食量∀ 与此同时 设立

对照组 发现 内的卤虫幼体死亡率及附底率很低

合计小于 在此忽略不计∀每天剩余饵料取样后

用吸管吸出附着在细沙上的粪便 然后换水 实验

结束前 停止投喂 玉筋鱼的体重等测定如上所

述∀ 在实验过程中 卤虫幼体按孵化后 ∗ 分别取

样测定其个体重量!干重及能量含量平均值∀

实验分别进行 在此期间玉筋鱼无一死

亡 摄食等行为正常 而且体重有了增长 进一步说明

了水底铺沙环境适合玉筋鱼正常生活∀

由表 可见 在两次实验中 玉筋鱼的平均摄食卤

虫幼体量分别为 个 和 个 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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湿 重为 和 干重为 和 ∀

卤虫幼体转化为玉筋鱼的生态生长效率分别为

和 湿重 能量转换效率分别为

和 ∀

表 1 玉筋鱼摄食卤虫幼体生长实验

日期 实验鱼数 水温 起始均重 结束均重 日摄食幼体数 日摄食量 日摄食量 生态生长效率 能量转换效率

湿重 干重

月 日 尾 ε 尾 尾 个

∗ ∗ ≅

∗ ∗ ≅

 讨论

自然环境中的玉筋鱼栖息于沙底质海区 以浮游

动物为主要摄食对象≈ 本研究中 玉筋鱼实验室养活

成功的关键 是我们给予玉筋鱼的生活环境 包括水底

铺沙和提供卤虫幼体作为饵料 与其生活的自然生境

相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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α  年对运动的和不运动的单胞藻进行了浓缩

方法的研究 其目的就是筛选毒副作用小!浓缩沉淀效

果好!成本低的海产单胞藻凝絮剂 为单胞藻的开发利

用提供一种方法∀

 材料和方法

 材料

藻种  球等鞭金藻 Ισοχηρψσισ γ αλβανα 小新月

菱形藻 Ν ιτζσχηια χλοστεριυµ φαρµ α µ ινυτισσιµ α ∀

培养用水 取自太平角的自然海水 沉淀!过滤!

消毒 盐度为 ∗ ∗ 在 的有

机玻璃桶中培养 水温 ? ε ∀

所用凝絮剂 氯化铁≈ƒ ≤ # 明

矾≈ ≥ 聚丙烯酰胺

≈ ≤ ≤ ≤ ν 聚 合 氯 化 铝 ≤ ° ≈

ν≤ ν µ 聚合氯化铁 ≤ ° ≈ƒ ν≤ ν µ 甲壳

素 即墨产 ∀

石灰水 用新鲜灰膏 加 自来水浸泡

取其上清液∀ 以上化学药品均在试验前先配成母液

备用∀

 试验方法
  试验分别在 量筒! 的细口瓶及

锥形量筒中进行 取生长处于指数生长期的

藻液 小新月菱形藻 密度 球等鞭金藻

分别加入量筒!细口瓶和锥形量筒中 其量为

藻液 然后加入不同浓度的凝絮剂 同时充分

搅拌 定时测定量筒!细口瓶及锥形量筒 处

上清液的细胞数∀ 沉淀结果以单位时间内的沉淀度

表示∀ 沉淀度计算

沉淀度 ≈ 原藻液细胞数 上清液细胞数

原藻液细胞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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