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Ξ  对于小型底栖动物在海洋生态系统中的作用已

有大量的研究∀ 张志南!钱国珍等 于 年!

年! 年和 年 ≥ 年 2

° 年 ≤ 年 对各种不同类

型水域中的小型底栖动物的研究也有许多报道 但是

对于养虾池塘中的小型底栖动物的研究则报道甚少∀

海水线虫在海洋小型底栖动物中无论从数量上还是

从种类上都占有相当大的比重 甚至是绝大部分 因

而是非常重要的类群∀ 国内外很多底栖动物专家都把

它列为重点研究对象∀ 线虫在虾池的小型底栖动物中

亦会是重要组分 因而对虾池生态系和对虾养殖都有

重要作用∀

年 ∗ 月 对设立于山东省海阳市黄海水

产集团公司第二养虾厂 号虾池中的 个鱼虾混养

实验围隔 分别以 ≤ ⁄ 表示 内的海水线虫的数

量和生物量的变动进行了研究∀ 并观测了这一变动与

底栖动物另一重要类群小头虫的数量变动之间的关

系 以期为虾池研究提供资料∀

 材料和方法

 实验围隔

每个围隔均用聚乙烯防水编织布缝制而成∀ 围隔

面积 ∀ 围隔上下端均开口 上部露出水面

左右 下端深埋于池底∀ 围隔水深 左右∀ 围隔

四角用木桩和铁丝交叉固定∀ 为模拟池塘真实情况

每个围隔内安装一部微型搅水机以保证水体的混合∀

围隔所设的池塘每年清池 底质为粘土质土壤 表层

一般有一层疏软的土层 下部为硬泥∀ 围隔内中国对

虾的放养量为 尾 并且在 个围隔中配养了不同

密度的罗非鱼 分别为 尾 尾 尾 尾∀罗非鱼置

于网笼中圈养 吊放在围隔中∀ 虾的饲喂采用完全投

放人工配合饵料的方式∀

 取样及观测

实验观测共进行了 其中前 为放养虾

苗之后的养成期 后 为收虾之后∀ 实验期间围隔

内的水温变动范围为 ∗ ε 随时间变化而逐渐

升高 盐度为 ∗ 呈逐渐降低趋势∀ 月份检

测 个围隔底质中有机物的平均含量分别为

∀

每隔 ∗ 取样一次∀取样管用有机玻璃管制

成 长度约为 内径大小为 ∀取样长度

∗ 采样上船后立即用带橡皮头的直棍从另一

端插入将泥样挤出 装入 的广口瓶中∀ 每个围

隔采重复样 样品带回实验室处理∀ 先用虎红染液染

色 以上 用 的分样筛筛选 筛出的标

本盛入 的磨口玻璃瓶中 用 的福尔马林溶

液固定保存 解剖镜下计数并测量∀

 数量及生物量计算

根据记录的结果计算出线虫的密度!生物量∀ 样

品的测量和记录以及计算方法均按照文献进行∀

 实验结果

 线虫的数量及生物量的变动

表 列出了从 ∗ 月围隔底质中海水线虫的密

度及生物量的数值∀ 可以看到 个围隔内的线虫的数

量和生物量从 月 日∗ 月 日有急剧的降低

平均值从 降到了 其后

到 月 日的一段时间里 各种数值均保持在较低

的水平上∀ 从围隔 到围隔 ⁄ 海水线虫的平均密度

有逐渐升高的趋势∀

表 列出了收虾以后 月 日 几个围隔底质

中海水线虫的密度∀ 表中的数值较表 中的数值有大

幅度升高 平均密度从 月 日的 升到了 月

日的 大致升高了两个数量级∀ 从围隔

到围隔 ⁄ 线虫的平均密度仍然呈现升高的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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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收虾前线虫的密度 个 及生物量

的变动

时间 密度 个

月 日 ≤ ⁄ 平均

平均

时间 生物量

月 日 ≤ ⁄ 平均

平均

注 各个围隔平均密度的计算不含 月 日的数值∀

表 2 收虾后线虫密度的变化 个 2

时间 密度 个

月 日 ≤ ⁄ 平均

 与小头虫数量的相关

表 列出了 个围隔底质中小头虫的密度∀

表 3 4 个围隔底质中小头虫的密度 个 2

时间 密度 个

月 日 ≤ ⁄ 平均

小头虫的密度如同线虫的密度一样呈现波动状

态∀ 将线虫的平均密度与小头虫的平均密度进行对数

转换 利用转换后的数值画出折线图形 图 两条

折线的变化有着很好的相似性∀ 相关分析发现 相关

系数高达 表明二者存在着及其显著的相关关

系∀

图  海水线虫与小头虫密度 经对数转换 的变动

 讨论

 关于线虫数量与生物量变动的差异

所研究的几个围隔的海水线虫的数量和生物量

在总体上有着相似的变动趋势∀从围隔 的数据中可

以看到 月 日线虫平均生物量比 月 日要小

而从密度上来看却相反 这与线虫的不同生长阶段有

关∀ 处于幼年龄的线虫密度较高 但体型较小 而处于

成熟期的线虫密度因被捕食和自然死亡等因素而密

度降低 但是体型较大 生物量较一定阶段的幼年期

高密度的线虫的生物量高是可以理解的∀

 对虾与线虫及小头虫的关系

围隔中线虫的密度和生物量从 月到 月上旬

降低了一个相当大的幅度∀ 而在养殖的中后期线虫数

量和生物量有所上升∀ 月 日在每个围隔中放养了

尾 左右的中国对虾 到 月 日围隔生态

系完全建立起来 养殖对象完全放齐 再采样 对虾已

经经历了 多天的养成管理 在这期间开始正常的

投喂幼虾饵料∀ 线虫数量和生物量骤然降低的原因只

能来自虾对线虫的捕食所致∀

另外 对于所研究的几个围隔收虾以后的线虫的

变化情况作了追踪研究 从最终结果看到线虫的数量

和生物量自收虾后又有了较大的回弹∀ 把数据进行对

照可以更充分的说明 对虾对线虫的摄食是造成线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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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量和生物量迅速降低的主要因素∀

小头虫的消长趋势与线虫的消长趋势是一致的∀

实验中小头虫与线虫存在着相关的和相似的数量变

动这一点则和张志南 年的结论是一致的∀ 这可

能是由于它们要求的环境条件和敌害压力有较大的

一致性 也可能其他原因∀

 环境因子与线虫的关系

个围隔到 月份有机物的含量均已经达到了

左右 为线虫等能耐受有机质污染的底栖动物

的繁殖和生长提供了良好的环境∀ 从几个表中的数值

可以看出 个围隔内线虫的数量在 月下旬到 月

上旬都有上升的趋势 这可能与围隔内的水温的升高

和围隔内有机物质的积累有关∀ 对于白沙湾的

线虫夏季的高峰解释为由于水温的升高导致了线虫

的生殖活动升高从而升高了线虫的密度∀ 张志南

对秦皇岛灯塔!新煤码头 月份线虫出现的高

峰值也作了类似的判断∀ 经历了一个数量上的高峰以

后 线虫的密度紧接着在 月份出现了一个低谷∀ 张

志南等在研究青岛湾有机质污染时在 ≥ 站也出现了

类似的结果∀ 考虑到黄!渤海地区的降雨期主要集中

在 月份 围隔内的海水盐度有相对降低的趋势∀ 在

对虾的摄食压力基本稳定的情况下 分析原因可能是

盐度因雨水的冲淡降低而导致线虫密度和生物量的

降低∀

 罗非鱼与线虫的关系

因为罗非鱼的养殖方式为网箱圈养 对线虫不会

产生直接的影响∀ 针对各个围隔在对虾养成期当中线

虫的平均密度和平均生物量与罗非鱼的放养量所作

的相关分析 ρ ρ 可以看出 它们

有着较强的相关关系∀ 究其原因 除了罗非鱼能够为

底质提供有机质含量丰富的粪便而改善线虫的生活

环境以外 其他更深层的影响尚需进一步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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宽吻海豚的年龄鉴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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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振国   冯 洁

青岛海豚表演馆

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 青岛

α  宽吻海豚属 Τυρσιοπσ 包括宽吻海豚 Τ τρυνχα2

τυσ 和北太平洋宽吻海豚 Τ γ ιλλε 两种 现在世界各

国大型水族馆均有饲养 已成为主要表演动物∀ 为了

便于简便地了解海豚的大致年龄 本文将对有关的实

践经验予以小结∀

众所周知 要想知道海豚的确切年龄 必须是在

人工繁殖饲养条件下 或者是动物死后根据牙齿上存

在着的层状结构将牙齿纵剖或横切!酸蚀!染色观察

切面上/ 年轮0而定 这就为海豚的年龄鉴定带来了难

度∀ 因此 对于捕来的海豚生前的确切年龄是不知道

的∀ 为解决这一问题 笔者根据实践经验 总结了下列

方法对海豚进行年龄鉴定∀

刚生下来的海豚上吻部两侧长有黑色须毛 须毛

褪后 毛孔终生存在 幼小的海豚牙齿整齐 齿短而

小 舌体两侧有较多的皱褶 刚断奶的海豚腹部光滑

无斑点 最多不超过 岁∀ 根据体重和体长鉴定 见

表 随着年龄增大 海豚牙龄磨损 皮肤弹性也随之

下降 腹部出现斑点 且年龄越大 斑点越多 一般说

来 海豚的外伤越多 年龄越大 外伤少者为小龄海

豚 利用超声波检查雌性生殖系统 看其是否有成熟

卵泡发育以判定其是否成年∀

表 宽吻海豚年龄与体长!体重的关系

鉴别项目

种名 初生时体长 雌性年龄 雄性年龄 最大体重

岁 及体长 岁 及体长

宽吻海豚 ∗ ∗ ∗ ∗

∗ ∗

太平洋宽 ∗ ∗ 最大体长 ∗

吻海豚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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