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Ξ  裙带菜 Υνδαρια πιννατιφιδ α 无性繁殖系育苗法

是 年代初由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应用细胞工程

方法发展起来的一种新的育苗方法≈ 该方法利用培

养的裙带菜无性繁殖系进行育苗 大大缩短育苗时

间 降低人力!物力的消耗 出苗整齐不脱苗 可以进

行多茬育苗 实现多茬养殖∀ 以山东省为例 室内常规

育苗法需 ∗ 个月左右 才能培养出达商品标准

的幼苗 而无性繁殖系育苗法最多只需 个月 这

样就大大地降低了成本 并且提高了育苗成功的稳定

性≈ ∀ 年中科院海洋研究所曾以山东自然种群为

苗源 成功地进行了生产性育苗实验∀ 但近年来 山东

自然种群由于孢子体毛囊密度高 口感差等缺点 在

养殖中已逐渐被淘汰∀ 而日本品系的叶片柔嫩!光滑

口感好 在国际市场上有很大潜力 因此 日本品系的

引进极大地受到了养殖者的欢迎∀ 年 月下旬至

月上旬 作者在中科院海洋所青岛石老人育苗基

地 应用日本品系的无性繁殖系 成功地培育了生产

性苗帘 个 通过了有关专家的验收∀ 本文试就日

本品系无性繁殖系生产育苗技术及实验结果作一简

要介绍∀

 育苗前的准备

 无性繁殖系的建立及培养

选择体长!叶宽的健康藻体作为种菜 冲洗!消毒

后采孢子 待游孢子萌发后 在光强 ∗ ¬

温度为 ε 条件下 通气培养∀ 周后 根据细胞大

小 将雌雄配子体分开 保存在 ε 光强 ¬左

右条件下 使其只进行营养生长而不发育 即形成无

性繁殖系≈ ∀ 在适宜的条件下 将无性繁殖系扩养≈

备用∀

 附苗器的处理

将附苗器放入池中 用淡水浸泡 每两天换一次

水 直到浸泡水无色为止∀ 将附苗器晒干 系上坠石

备用∀

 贮水池!砂滤池的处理

贮水池刷洗后 用漂白粉消毒∀ 将砂滤池上面

厚的细砂取出 冲洗干净后放回 将贮水池中的漂

白粉水放入砂滤池中 进行消毒 然后 用海水将两池

冲洗干净∀ 附苗前一星期 将水泵入贮水池 黑暗沉

淀 一是将悬浮物沉到池底 二是抑制杂藻的生长∀

 育苗池的处理

用漂白粉水浸泡 然后用竹刷将附着物及杂

物刷去 用砂滤水冲洗干净∀

 无性繁殖系附苗前的处理

计算附苗所需的无性繁殖系的量 在附苗前将其

打碎 进行悬浮培养 备用∀

 附苗及培养

 附苗

月下旬进行附苗∀将混合均匀的!一定浓度的无

性繁殖系 均匀地喷洒在附苗器上 将附苗器慢慢地

放入一定水深的池中 静养 ∀

 常温培养

在育苗过程中 定期换水∀ 为了加速幼苗的生长

水中加入适量的 2 和 ° 2°∀ 从第 天开始

进行通气培养 每天摆洗 以清除杂藻 减轻杂藻对幼

苗生长的危害∀ 从最初附苗到达到商品标准 温度为

ψ ε 光强在 ∗ ¬之间∀在培养过程

中 对日本品系无性繁殖系的发育及孢子体的生长进

行了观察 结果如下 在上述条件下 附苗后的第

天 发现 ∗ 个细胞的孢子体 第 天 幼苗一般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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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个细胞 大苗肉眼可见 第 天 幼苗普遍

∗ 长 第 天 大苗可达 ∗ 小的约

∗ ∀经取样计数 出苗密度为 棵 其中

∗ 大苗为 ∗ 棵 ∀

 结论

用了约 培育了日本品系裙带菜的商品幼苗

在培育过程中 未发现畸形病和其他病害∀ 出苗整齐

无局部死亡现象∀ 实验的成功表明日本品系裙带菜的

无性繁殖系能够用于生产性育苗 这为发展日本品系

裙带菜的人工养殖创造了有利条件 相信这种育苗方

法的推广将为发展我国裙带菜的人工养殖作出新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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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洋哺乳动物饲养设施的空间要求与设计标准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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Ξ  近年来 随着国内经济和旅游业的发展 许多城

市开始兴建水族馆 在一些大型水族馆中海兽的饲养

正日益普遍∀ 由于我国在这方面起步较晚 加之对海

洋哺乳动物的生理和生活习性并不十分了解 一些海

兽饲养设施在设计上比较盲目 有些与饲养和展示的

要求不符 甚至影响到海兽的正常活动与健康∀ 本文

参照有关国家海兽饲养设施的设计标准 向业内人士

介绍有关海兽饲养设施设计的基本要求 以供参考∀

 设计依据

人工饲养条件下 海洋哺乳动物的活动必然会受

到饲养设施空间的制约 据 Ηουσε等 年报道 海

兽饲养过程中的高死亡率很大程度上是由于饲养空

间狭小和动物社群隔离等胁迫所致∀ 因此饲养设施空

间的大小是关系海兽健康和饲养成败的重要因子之

一∀

由于所饲养海兽种类不同 每种海兽在体长!体

型及行为方式等方面差异很大 因此不同国家和地区

关于海洋哺乳动物饲养设施的设计标准也不一样∀ 国

际海洋哺乳动物公园和水族馆联盟 Αλλιανχε οφ Μα−

ρινε Μαµ µ αλΠαρκσ ανδ Αθυαριυµ σ 总结了海兽长期

饲养经验 在美国农业部动植物检疫局 ΑΠΗΙΣ

年颁布的美国海洋哺乳动物管理条例的基础上 提出

了有关海洋哺乳动物饲养设施最新要求 使海兽饲养

设施的设计标准更为科学和准确∀ 本文参照上述标

准 并结合香港海洋公园和近年我国有关海兽饲养情

况 着重介绍饲养条件下常见海洋哺乳动物饲养池设

计的基本要求∀

 成体平均体长 ΑΑΛ

确定 ΑΑΛ 的依据是以前收集的大量形态学资料

野外自然环境和人工饲养条件下有代表性的成熟个

体 同时还必须考虑海洋哺乳动物个体的性别差异∀

对于鲸类动物 其体长的测定为吻端或额窿最前

端至尾鳍缺刻的直线距离 鳍脚类动物和裂脚类的海

獭 其体长测量方法为鼻尖至尾尖的直线距离 海牛

体长的测定方法为口器前端至圆形尾最远端的直线

距离∀

 饲养动物的数量

机构计划饲养动物的数量与饲养空间大小密切

相关∀ 在饲养条件下同一设施中海兽数量一般不应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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