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种氢离子浓度下带负电荷 这种电荷的变换会引起

原生质膜对培养基中某些个别离子的渗透性的改变

从而影响细菌对营养物质的吸收≈ ∀ 培养基的

值变化 打破了培养基中的离子间的化学平衡 使化学

平衡发生移动 生成一些沉淀 降低了培养基中的营养

盐的浓度∀ 可见从两方面都可得出 值直接影响光

合细菌的生长∀由试验结果可以看出 光合细菌生长的

最适 值为 ∀

 综合上述 温度!光照和 值同时影响着

光合细菌的生长∀而且温度!光照! 之间是相互制约

的 温度与光照的强弱应是对立统一的∀ 所以 光合细

菌生长的最适条件是互应的∀ 即温度高 光照应弱 温

度低 光照应强∀ 如果是温度高 光照强 值就会迅

速升高 培养基产生沉淀 抑制光合细菌的生长 如果

温度低 光照弱 光合细菌得不到最佳能源 它的生长

速度也很慢∀ 经试验得出光合细菌生长的最适条件

温度为 ∗ ε 光照应为 ∗ ¬ 培

养基 为 ∀ 温度为 ∗ ε 时 光照为

∗ ¬ 其培养基 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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泡沫分离技术在水产养殖上的应用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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α  泡沫分离法又称气除法 2 是利用泡

沫与水界面的物理吸附作用以表聚物形式去污净水的

方法∀在本研究中 泡沫分离设置在沉淀!砂滤之后 是

常规育苗用水处理的第三个步骤∀在充气条件下 首先

转换表聚物由溶解!悬浮态变为吸附态 然后运动吸附

态的表聚物至液体 海水 表面被析出∀ 年 作者

在文登北海资源增殖站栉孔扇贝苗种生产中进行了泡

沫分离技术及其应用的系列研究 取得良好效果∀

 材料与方法

 试验材料
扇贝幼虫 栉孔扇贝选幼后 的 ⁄ 型幼虫∀

泡沫分离装置 在距预热池底部 呈/ 非0字

型处布置 5 的硬聚乙烯管 作为空气扩散器 管

壁均布 5 ∗ 小孔 孔间距 池壁外设一

阀门控制气量 由罗茨风机 供气 气流速度

∗ ∀ 预热池深 水体 ∀

泡沫水 在预热池泡沫溢出处收集浮起的泡沫

或用 目筛网捞取泡沫 液化后用作实验∀

 方法

⁄ 型幼虫培育对比实验  分别以泡沫水 液化泡

沫 !处理水 泡沫分离后 !砂滤水 未经泡沫分离 作

为饲育水 在 烧杯中以 个 密度移入同

一批 ⁄ 幼 各设一平行组 共 组 进行 ⁄ 幼培育对比

实验∀ 幼体平均壳长 Λ 水温 ε 常规饲育

月 日∗ 月 日 每日进行生长和成活率测量∀

表聚物含量粗略测定 取 摇匀的泡沫水于

洁净的培养皿中在 ε 烘箱里烘干 由分析天平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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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固化物重∀

悬浮颗粒粒径!浓度及体积浓度测量计算  取泡

沫水稀释液 用目微尺!血球计数板测量计算∀

水质分析 取泡沫水!处理水!砂滤水!沉淀水进

行 ⁄ ≤ ⁄ 2 分析∀

图  三种海水中扇贝壳长生长曲线

 试验结果

 生长情况和成活率

生长情况见图 ∀ 处理水!砂滤水!泡沫水中 ⁄ 幼

成活率分别为 ∀ 因此认为泡沫表聚物

对扇贝幼体生长!存活起抑制和毒害作用∀

 表聚物含量

泡沫水烘干后得到 固化物 其中

盐度为 故可粗略得出泡沫水表聚物含量为

∀ 可见 泡沫能大量吸附和浓缩析出污物∀ 悬浮颗

粒! 微型浮游生物及溶解有机质是其主要组成

≥ ∀

 悬浮颗粒浓度和平均粒径

表 1 每升海水中悬浮颗粒的数量!体积及平均粒径

样品 数量 体积 平均粒径

粒 Λ Λ

砂滤水

处理水

泡沫水

注 处理水为泡沫分离 ∀

在显微镜目微尺可辨粒度下 微粒粒度范围为

∗ Λ ∀ ∗ Λ 微粒在分布数量上占绝对优势 此

粒径范围内微粒也是泡沫分离的主要清除对象∀

 水质测定结果
表 2  泡沫水!处理水!砂滤水!沉淀水水质分析比较

水质状况 ⁄ ⁄ 饱和度 ≤ ⁄ 2

Λ Λ Λ

泡沫水

处理水

砂泡水

沉淀水

从表 可看出 经泡沫分离处理后的海水 其各项

海水理化指标均明显地向有利于养殖种类的方向转

换∀这一趋势在海水工厂化育苗系统中很有实用价值∀

 讨论

 溶解有机物 主要组份有蛋白质及其衍生

物!糖类!类脂化合物!腐植质维生素及颗粒有机碳 已

被证实是海水中有机碎屑及毒性物质的重要来源∀ 可

能阻碍养殖种类的生长或使有毒物质积存于养殖系统

中 以此导致水质优养化及细菌活性的累加 从而也使

水质其他负载指标超过养殖种类的耐受程度引发疾病

或死亡∀

 常规海水育苗中 砂滤池细砂平均粒度约

Λ 厚 左右 容易得出 透过细砂 直径 Ρ

进入循环系统中的微粒的最大粒径 ρ 为

ρ
Ρ

β
Ρ

β
Ρ

Ρ 即

ρ 属于 Λ 这与作者测得的数值是一致

的∀ Λ 的微粒对养殖种类是有害的∀ 已有过

Λ 的微粒引起虹鳟死亡的生物学鉴定报道

≤ ετ αλ 而该范围微粒恰恰又在数

量上占优势∀ Λ 微粒因沉降速度缓慢难以通

过沉淀清除 而且颗粒越小 要通过其他方法滤除如机

械过滤越困难 ≤ ετ αλ ∀即使采用了反复生

物过滤 其绝大多数仍存留下来 ∏ 本研究

结果表明 泡沫分离能较好清除这些微粒∀

 2 的升高及 值变化易引起养殖种

类的致毒和紧迫∀ 2 浓度的降低被认为是在氨的

形 成之前 由于生化氧需求 ⁄ 的转移造成的

° √ ∀ 本研究未作 ⁄ 测定∀

 泡沫分离的效率主要受气泡大小的影响 另

外 泡沫分离的效率还受 值!水与空气比 液面高

度!气泡与水接触时间等诸因素影响∀我们对泡沫分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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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进行了定性试验 有效地改善了水质∀至于在何种

情况下 能够达到最高有效率 因为对其热动能的发生

过程并不十分明了 还有待于进一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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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水产消息# ΑΘΥΑΤΙΧ ΝΕΩ Σ ΦΡ ΟΜ ΤΑΙΩ ΑΝ

蝙蝠鱼午仔鱼红鼓鱼将列为种苗中心新鱼种

  台湾继续开发新鱼种种苗繁殖技术 将继续扩大

推广午仔鱼养殖∀ 于北部宜兰地区进行石斑鱼越冬试

养 以了解该地区发展石斑鱼养殖的可行性∀于全省适

宜地区辅导红鼓鱼试养户 户 评估养殖发展可行

性∀完成圆眼燕鱼 蝙蝠鱼 人工孵育及四丝马跋鱼 午

仔 的养成技术∀

台湾有关组织推动开发海水鱼种苗生产技术

  石斑鱼类肉质细嫩鲜美 大受台湾!香港地区及中

国大陆!日本等消费者欢迎 将成为亚太地区今后最重

要的养殖鱼类 且最适合于箱网中养殖 因此种苗需求

量庞大∀目前除了台湾有能力人工繁殖马拉巴石斑!青

点石斑!长石斑外 部分开发中国家利用毒鱼方式捕捉

天然野苗供养殖 对海域生物资源破坏甚大 已引起国

际生态保育界的重视 希望借助台湾石斑鱼种苗量生

产能力 大量供应养殖所需 以消除东南亚各国毒鱼现

象∀

本年度除计划以老鼠斑列为首要的开发鱼种外

褐点石斑!白点星斑!七星斑及目前市价高达数千台币

的苏眉 曲纹唇鱼 均列为开发鱼种∀

台大渔业科学所发表养殖鱼种的基因转殖成果

  台大渔业科学所/ 水产生物实验室0研究小组已经

研究出以精子为载体 携带生长基因的技术∀该技术为

首先找到鱼类的生长激素基因 然后以电解的方式让

这些基因进入鱼类的精子 让这些出身良好的精子找

寻卵子 日后孵出的鱼就是长得快的优良品种∀整个过

程最关键的部分 就是如何控制/ 电0的步骤 让精子成

为成长基因的载体∀ 在实验室中成功的例子有泥鳅和

九孔等∀泥鳅经过基因转殖过程后 生长速度比平常的

泥鳅快 倍 养殖 个月就可看出体型显著不同∀目

前业者养殖九孔约需 以上才能上市 而在小型的!

封闭式的环境饲养/ 基因转殖九孔0半年内就达市场尺

寸∀预测 在一般大型养殖环境中 效果应当同样良好∀

另外 以添加含有生长激素酵母的饲料 喂食乌鱼

后 乌鱼的生长速度显著加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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