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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要   对大连石庙鲍育苗池冬!春季底栖藻类的组成作了调研 共发现藻类 种 含变

种 其中有 种及变种为辽宁省新纪录∀藻类组成有如下特点 硅藻种类比较丰富 冬!春季

藻类群落组成有一定的主次 演替表现十分明显 种类的重现率不高∀

关键词  底栖藻类 群落组成 鲍育苗池

Ξ  幼鲍育苗的开口饵料 主要是小于 Λ ≅ Λ

的某些种类的底栖硅藻∀ 目前 所使用的饵料藻类一

般都是从当地采集的天然底栖藻类∀ 在采苗前的饵料

培养过程中 育苗池中的温度!光照等环境因素在很

大程度上受自然条件的影响而变化 即随季节而改

变 这无疑会影响育苗池中底栖藻类的组成和丰度并

进而影响到采苗后幼鲍的摄食和生长发育∀ 因此摸清

育苗池中采苗前藻类的组成和丰度的变化特点不仅

有一定的学术价值 而且对指导饵料生产也有实际的

意义∀目前 尚未见到这方面的研究报道∀本文对鲍育

苗池初冬!早春两季底栖藻类的组成和分布作了初步

研究 同时也对分离出的几种底栖藻类作了初步鉴

定∀

 鲍育苗池概况

石庙苗种场位于大连市西南部海岸边 从 年

代起开始鲍的人工育苗 现有育苗池 以上∀

所用自然海水的盐度为 1 ? 1 ? 1

并富含下述营养盐 2 约 2

约 1 2 约 ° 2° 约 ∀ 此

外 在饵料培养期间还经常在育苗池内补充 ° ƒ

≥ 等营养盐∀ 采苗前育苗池内的水温不经加温 与自

然海水水温相近∀ 光照强度是在自然光照条件下加以

人工遮挡 一般在 ¬以下∀

 样品的采集与处理

2 1 样品采集

用于藻类组成研究的样品分别采自 年初冬

和 年早春∀ 采集地点是大连石庙苗种场鲍育苗

池∀ 采集时用海绵从附着板上刮取底栖藻类 放入采

集瓶中 加入池水 用 福尔马林固定∀ 记录采样时

的水温!光强! 等环境因子∀ 用于藻种分离的样品

采集时间为 年 ∗ 月 地点同上 采样瓶中不

加福尔马林∀

2 2 藻种分离纯化

用含 琼脂的 培养基进行平板分离∀ 经

几次分离纯化后即得到单种培养物∀

2 3 制片和鉴定

硅藻经过酸化处理 制成永久封片 其他藻类制

临时装片 用光学显微镜拍照鉴定∀ 某些种类的硅藻

经特殊处理后用电子显微镜拍照鉴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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Ξ 本文曾在中国藻类学会第四届会员大会及第八次学
术讨论会 年 月 ∗ 日 成都 上交流∀ 大
连石庙苗种场王淑红!宋大志协助采集样品 辽宁师
范大学研究生李梅!石若夫参加部分藻种分离及纯化
工作 特此致谢∀
收稿日期 2 2



表 1 大连石庙苗种场鲍育苗池冬!春季藻类属种分布

Ταβ 1  Τηε διστριβυτιον οφ γενερα ανδ σπεχιεσ οφ αλγαε ιν ωιντερ ανδ σπρινγ ιν τηε αβαλονε βρεεδινγ ποολ ιν

Σηιµ ιαο ∆ αλιαν

藻类属种
相对数量

初冬 早春

蓝藻门 ≤

色球藻属 Χηροοχοχχυσ

 小形色球藻 Χ µ ινορ

平裂球藻属 Μερισµ οπεδ ια

 优美平裂藻 Μ ελεγ ανσ

鱼腥藻属 Αναβαενα

Α

螺旋藻属 Σπ ιρυλινα × ∏

 方首螺旋藻 Σ πρινχεπσ • ≥ •

颤藻属 Οσχιλλατορια ∂ ∏

 小颤藻 Ο τενυισ

席藻属 Πηορµ ιδ ιυµ

 小席藻 Π τενυσ

鞘丝藻属 Λψνγ βψα

 马氏鞘丝藻 Ε µ αρτενσιανα

绿藻门 ≤

扁藻属 Πλατψµ ονασ •

 心形扁藻 Π χορδ ιφορµ ισ ≤ ⁄

绿枝藻属 Πρασινοχλαδυσ ∏ ∏

 绿枝藻 Π λυβριχυσ ∏ ∏

丝藻属 Υλοτηριξ

 多形丝藻 Υ √

刚毛藻属 Χλαδοπηορα

 疏枝刚毛藻 Χ ινσιγ νισ

硅藻门

小环藻属 Χψχλοτελλα

 条纹小环藻波罗的海变种 Χ στριατα √ βαλτιχα ∏

冠盘藻属 Στεπηανοδ ισχυσ∞

ϖ 极小冠盘藻 Σ µ ινυτυλυσ ≤ √

园筛藻属 Χοσχινοδ ισχυσ∞

ϖ 辐射园筛藻 Χ ραδ ιατυσ∞

ϖ 孔园筛藻 Χ περφορατυσ∞

根管藻属 Ρ ηιζοσολενια ∞

ϖ 伯戈根管藻 Ρ βεργ ονιι °

双壁藻属 ∆ ιπλονεισ∞

ϖ 施氏双壁藻 ∆ σχηµ ιδ τιι ≤ √

ϖ 威氏双壁藻 ∆ ω εισσφολγ ιι ≥ ≤ √

舟形藻属 Ν αϖιχυλα

 系带舟形藻 Ν χινχτα ∞ ∂ ∏

ϖ 长舟形藻 Ν λονγ α

 多枝舟形藻 Ν ραµ οσισσιµ α ≤ √

ϖ 柔软舟形藻 Ν µ ολλισ • ≥ ≤ √

ϖ 颗粒舟形藻 Ν γ ρανυλατα

ϖ 盔状舟形藻 Ν χορψµ βοσα ≤ √

布纹藻属 Γψροσιγ µ α

Γ

海洋科学



表 1 续

异极藻属 Γοµ πηονεµ α

Γ

双眉藻属 Αµ πηορα ∞

 易变双眉藻 Α προτευσ

ϖ 咖啡形双眉藻 Α χοφφεαεφορµ ισ

 狭窄双眉藻 Α ανγ υστα

桥弯藻属 Χψµ βελλα

ϖ 新月桥弯藻 Χ λυνατα • ≥

脆杆藻属 Φραγ ιλαρια

 克罗顿脆杆藻 Φ χροτονενσισ

 腹脆杆藻 Φ χονστρυενσ ∞ ∏

ƒ χονστρυενσ √ συβσαλινα ∏

 羽纹脆杆藻 Φ πιννατα ∞

 变异脆杆藻 Φ ϖιρεσχενσ

针杆藻属 Σψνεδ να ∞

 平片针杆藻 Σ ταβυλατα

 肘状针杆藻 Σ υλνα ∞

 肘状针杆藻双头变种 Σ υλνα √ βιχεπσ ≥

 近缘针杆藻束状变种 Σ αφφινισ √ ∏

ϖ Σ ινϖεστιενσ • ≥

斑条藻属 Γραµ µ ατοπηορα ∞

ϖ 海洋斑条藻瘦弱变种 Γ οχεανιχα √ µ αχιλεντα • ≥ ∏

ϖ 小沟斑条藻 Γ ηαυµ υλιφερα

卵形藻属 Χοχχονεισ∞

Χ φλυϖιατιλισ • √ φλυϖιατιλισ

ϖ 盾卵形藻小形变种 Χ σχυτελλυµ √ παρϖα ∏

曲壳藻属 Αχηναντηεσ

ϖ 豪克曲壳藻 Α ηαυχκιανα ∏

Α

 优美曲壳藻 Α δ ελιχατυλα ∏

ϖ 极小曲壳藻 Α µ ινυτισσιµ α

ϖ 瓜哇曲壳藻亚缩变种 Α ϕαϖανιχα √ συβχοντριχτα

菱板藻属 Η αντζσχηια ∏

 双尖菱板藻 Η αµ πηιοξψσ ∞ ∏

菱形藻属 Ν ιτζσχη

ϖ 洛伦菱形藻密条变种 Ν λορενζιανα √ δ ενσεστριχτα ∏

ϖ 边缘菱形藻亚缩变种 Ν µ αργ ινυλατα √ συβχονστριχτα ∏

ϖ 钝头菱形藻刀形变种 Ν οβτυσα √ σχαλπ ελλιφορµ ισ ∏

ϖ 双头菱形藻 Ν αµ πηιβια ∏

Ν απιχυλατα ∏

 针状菱形藻 Ν αχιχυλαρια • ≥

ϖ 匈牙利菱形藻 Ν ηυνγ αριχα ∏

注 采样记录 初冬 年 月 ∗ 日 水温 ∗ ε 水面光强 ∗ ¬ ∗ ∀ 早春 年 月 ∗

月 日 水温 ∗ ε 光强 ∗ ¬ ∗ ∀

1ϖ 为辽宁省新纪录 十为个别的 为略多的 为大量的∀

 结果与讨论

该育苗池中藻类种类较为丰富 共发现 种 含

变种 分别隶属于 门! 纲! 目! 科! 属∀其中

有 种及变种为辽宁省新纪录 见表 ∀

育苗池中的藻类组成有如下特点

硅藻种类占优势 共有 种及变种 其中绝

大多数是中小型种类∀ 而蓝藻和绿藻种类较少 分别

为 种和 种∀ 造成这种状况的主要原因可能与温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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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光照强度有关∀ 采样季节平均水温在 ∗ ε 之

间 相对有利于硅藻的生长 不利于绿藻和蓝藻的生

长∀ 育苗池中的光照强度通常不超过 ¬ 有利于

一些中!小型种类硅藻的生长 而不利于绿藻及大型

硅藻的繁殖∀

藻类群落组成主次上随季节变化较为明显∀

从初冬到早春 蓝藻和绿藻种数显著减少 而硅藻种

数增加并成为绝对优势种群∀ 在初冬样品中共获藻类

种 其中蓝藻 种!绿藻 种 硅藻 种∀ 而在早春

样品中共检出藻类 种 其中绿藻 种 硅藻 种

无蓝藻∀ 造成这一结果的主要原因可能是由于温度的

降低∀ 如前所述 温度下降相对有利于硅藻的生长 不

利于绿藻和蓝藻的生长∀

两个采样季中藻类的重现率不高∀ 在硅藻门

中 两季均出现的共 种 占硅藻总种数的 ∀

在绿藻门中只有 种 占绿藻总种数的 ∀ 蓝藻门

中重现率为零∀ 这表明育苗池中藻类多样性指数高

水质良好∀

硅藻门中的某些属类具有较多的藻类种类∀

其中 菱形藻属 种 舟形藻属 种!脆杆藻属!针杆藻

属和曲壳藻属各 种 双眉藻属 种∀具有 种的属类

为卵形藻属!斑条藻属!双壁藻属和园筛藻属∀ 其他属

类都只有 种藻∀

已经分离成单种培养的几种底栖藻类经鉴定

分别为柔软舟形藻!盔状舟形藻!咖啡形双眉藻!盾卵

形藻小形变种!针状菱形藻和绿枝藻∀其中 种底栖硅

藻都是重现率高或丰度高的种类 已对它们的培养条

件作了较为全面的研究∀

总的来看 该育苗池中的底栖藻类不仅种类丰

富 而且很有特色 特别是中!小型硅藻种群占明显优

势∀ 如能根据这些特点通过控制培养条件选育出饵料

效应较好的种群结构或进一步组建优良的人工种群

结构将有可能显著提高幼鲍育苗生产的产量和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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