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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菲律宾蛤仔是我国北方海区滩涂的主要养殖经

济贝类 关于它的繁殖生物学!生态等规律已进行过

深入的研究≈ ∀ 但关于它的代谢如呼吸!排泄等规律

的研究还未见报道 本文研究了菲律宾蛤仔在有埋栖

物如砂子 无埋栖物情况下的呼吸!排泄规律 为弄清

它的代谢规律提供理论依据∀

 材料和方法

菲律宾蛤仔 以下简称蛤仔 来源于青岛市农贸

市场 随贝生长的不同时期采回后放玻璃钢水槽内暂

养一周 每天定时投喂单胞藻并换水∀ 实验前两天取

出 去除其表面附着物 放水族箱内用过滤海水暂养

两天 以备实验用∀升温时每天升 ε 直到达到实验

所需的温度∀ 实验用的海水为脱脂棉过滤海水∀ 实验

容器视蛤仔大小不同分别选用 的

锥形瓶∀ 实验的温度设置为 ε ε ε

ε ∀ 实验贝的规格为 种规格 见表 !表 每一处

理设 个重复∀ 在有砂实验中 每一实验容器内加等

量的酸处理的砂子∀ 锥形瓶装满过滤海水后用塑料薄

膜封口 根据贝的规格及实验水温的不同 实验持续

∗ 根据始末溶氧!氨氮浓度的变化计算耗氧率

≅ !排氨率 ≅ ∀ 实验结束后 用游

标卡尺测蛤仔的壳高!壳长 取软体部用吸水纸吸去

表面水份 用 °2 型电子天平称重 精确至千分之

一克∀

 结果

 蛤仔在无砂情况下的耗氧率!排氨率

蛤仔在无砂情况下的耗氧率!排氨率见表

表 1 蛤仔的耗氧率!排氨率

壳高 ≅ 壳长 湿重 温度 ε 耗氧率 ≅ 排氨率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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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蛤仔有砂情况下的耗氧率!排氨率

壳高 ≅ 壳长 湿重 温度 ε 耗氧率 ≅ 排氨率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从表 中可以看出 随贝规格的增大 单位体重的

耗氧率! 排氨率呈下降的趋势 随温度的提高 单位体

重的耗氧率呈上升的趋势 单位体重的排氨率呈下降

的趋势∀ 蛤仔的耗氧率!排氨率与温度!体重的关

系符合下式 ΘΟ Ω Τ ΘΝ

Ω Τ经检验相关达及显著水平 Π

∀

 蛤仔在有砂情况下的耗氧率!排氨率

蛤仔在有砂情况下的耗氧率!排氨率见表 ∀

从表 中可以看出 随贝规格的增大 单位体重的

耗氧率!排氨率呈下降的趋势 随温度的提高 单位体

重的耗氧率呈上升的趋势 单位体重的排氨率呈下降

的趋势∀ 蛤仔的耗氧率!排氨率与温度!体重的关系符

合下式 ΘΟ Ω Τ ΘΝ Ω

Τ 经检验相关达及显著水平 Π ∀

 讨论

 温度!体重对蛤仔耗氧率!排氨率的影响

蛤仔在无砂!有砂情况下的耗氧率!排氨率的变

量分析结果见表 ∗ 表 ∀

表 3 蛤仔无砂情况下的耗氧率的变量分析

变差来源 ≥≥ ≥ Φ Π

总的 Τ

湿重 Α

温度 Β

Α≅ Β

抽样误差

从以上 表中可以看出 温度!湿重及温度与湿重

的交互作用是影响耗氧率!排氨率的主要因子 经检

验相关达及显著水平 Π 这与文献≈ 在研

究其他贝类时的结果是相似的∀

表 4  蛤仔无砂情况下的排氨率的变量分析

变差来源 ≥≥ ≥ Φ Π

总的 Τ

湿重 Α

温度 Β

Α≅ Β

抽样误差

表 5  蛤仔有砂情况下的耗氧率的变量分析

变差来源 ≥≥ ≥ Φ Π

总的 Τ

湿重 Α

温度 Β

Α≅ Β

抽样误差

表 6  菲律宾蛤仔在有砂情况下排泄的变量分析

变差来源 ≥≥ ≥ Φ Π

总的 Τ

湿重 Α

温度 Β

Α≅ Β

抽样误差

 埋栖物 砂子 对蛤仔代谢的影响

众所周知 菲律宾蛤仔属埋栖型的贝类 喜栖息

在内湾风浪较小!水流畅通并有淡水注入的中低潮区

的泥砂滩涂上 营穴居生活∀ 在这样的生活环境里 它

的一切活动 包括代谢 处于正常水平 生态环境的改

变必然会影响它的一切生理活动 包括呼吸!排泄 ∀

在泥砂环境里 蛤仔的呼吸!排泄处于正常状况 当栖

海洋科学



息条件改变时 如把它放在无埋栖物的光滑底质中

它的生理状况发生变化 导致蛤仔的耗氧率!排氨率

的改变∀ 蛤仔在有砂!无砂情况下的耗氧率!排氨率的

差异显著性检验 ) ) τ 据贵州农学院 年 检验

的结果见下表∀

表 7  菲律宾蛤仔在有砂!无砂情况下的耗氧率和排

氨率差异显著性检验−τ检验

Τ τΟ τΝ τ Π

从表中可以看出 蛤仔在有砂!无砂情况下的耗

氧率!排氨率的差异是显著的∀ 可见 生态环境对动物

代谢的影响是很大的∀ 因此 在研究埋栖型贝类的呼

吸!排泄等生理规律时 在实验方法!实验设计上应尽

量模拟其自然的生态环境 这样的研究才更有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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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等 章一平等 分别研

究了草莓因表皮易损伤 极易感染灰葡萄霉菌等真菌

而极难保鲜的问题 本文作者则用蟹壳制备出水溶性

的 2羧甲基甲壳胺 ≤ ≤ 并以此涂膜对草莓进

行了保鲜效果的初步研究∀国内未见有关 ≤ ≤ 制备

及用于草莓保鲜的报道∀

 材料与方法

 原料!试剂及仪器

 原料 梭子蟹壳 烟台产 草莓 青岛市

售 ∀

 试剂  正丁醇!甲醇!一氯醋酸!山梨酸

钾!冰醋酸 以上试剂纯度均为 ∀ 盐酸!氢氧化钠

纯度为 ≤ °∀

 仪器 ° ≥2 ≤ 型酸度计 2 型电动搅

拌器 ≥ 型电热恒温水浴∀

 ΝΟΧΧ 的制备工艺

梭子蟹壳按翟羽伸 报道方法制备出甲壳

胺后 用加热法≈ 制备 ≤ ≤ 其工艺过程如下

甲壳胺
正丁醇

ε 搅拌
ψ 溶胀

分 次加入
一次 再搅拌

ψ 碱性甲壳胺

固体 ≤ ≤ ≤ 分 次加入
一次 ∗ ε 搅拌

ψ 粗 ≤ ≤
加

用冰乙酸调
抽滤 ψ

甲醇溶液
洗涤

ψ 抽滤

无水乙醇
洗涤

ψ 抽滤
ε 烘干

ψ ≤ ≤ 成品
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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