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塔玛亚历山大藻对墨西哥湾扇贝幼体发育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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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和海洋两大环境之间的相互关系 特别重视大河流

域人类活动对海洋大环境的影响 ∀对于海洋大环境来

说 一个海区的人类活动可以影响另一海区的海洋环

境 正如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所述 / 海洋区域的种种问

题都是密切相关的有必要作多一个整体来加以考

虑0 ∀因此海洋环境保护要树立海洋大环境的思想 不

应只顾局部不顾全局 ∀

综上所述可以得出 研究和解决陆地大河流域人

类活动对海洋大环境的影响 以及海洋各部分各区域

之间的相互影响 树立陆地和海洋统一的全局观念

实行统一规划的科学管理 应当多保护海洋大环境的

基本战略 也是实行海洋经济持续发展的必要条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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塔玛亚历山大藻是一种能产生麻痹性贝毒的有

毒甲藻 它所引发的赤潮在世界各地多有发生 对海

水养殖业和人们的生命安全造成很大的威胁≈ ∀有毒

赤潮发生时 贝类起一种媒介的作用 可将有毒藻产

生的毒素累积在体内 沿食物链转移给高营养级生物

和人 使之中毒≈ ∀已有研究表明有毒藻对贝类本身

的生命活动也会产生不利影响 ∀但这些工作多数是围

绕着贝类成体展开的 对幼体发育阶段的研究报道

甚少 ∀本文以墨西哥湾扇贝 Αργοπεχτεν ιρραδιανσχον2

χεντριχυσ)的 ⁄形幼虫 !眼点幼虫 !稚贝和仔贝为对象

研究了塔玛亚历山大藻对扇贝幼体发育阶段 早期 ⁄

形幼虫阶段 眼点幼虫至稚贝阶段 仔贝阶段 的影

响 以期对海洋生态系统的保护和海洋经济贝类的

/ 洁净0生产提供一些科学依据 ∀

材料与方法

材料

实验用幼虫取自青岛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贝

类生物实验组 实验用仔贝取自青岛西部沿海金沙滩

水产开发有限公司 ∀实验用海水是从胶州湾外青岛太

平角引入中科院海洋所水族楼的无污染管道海水 使

用前经沉淀沙滤和脱脂棉过滤 再经高温消毒并充分

暴气使之达到氧饱和 ∀

实验用塔玛亚历山大藻藻种 Αλεξανδριυµ

ταµαρενσε) 由暨南大学提供 为 × 品系 ∀培养条

件 非无菌培养 培养基 温度 ? ε 光照

¬光暗比 Β ∀实验用藻取自指数生长期 ∀

实验海水温度用 • ≥ 2 型和 • 2 型控

温仪恒温水浴控制 ∀海水盐度通过加蒸馏水调节 用

国家自然科学重大基金资助项目 号 国家自

然科学基金资助项目 号 九五攻关课题

号 国家重点基金资助项目 号 中国科学院海

洋研究所调查研究报告第 号 ∀

本工作得到了中国科学院海洋所张福绥院士 !何义朝研

究员及张涛博士的热情指导与帮助 谨致谢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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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手持式盐度计测定 仔贝实验直接取用经无

污染管道沉淀沙滤过的海水 ∀实验用 δ 规格

的培养皿作培养容器 ∀用 ∏ 显微镜和

∏ 解剖镜观察 ∀仔贝实验用容器为 烧

杯 ∀

方法

扇贝早期发育观察方面的实验参照匡世焕

年的方法 ∀取指数生长期的塔玛亚历山大藻经 Λ

筛绢过滤浓缩 用 的计数框计数 ∀实验分 组

个对照组和 个实验组 实验组藻密度分别是

个 每组 个平行

容器放入恒温水浴预热 ∀实验条件下 藻的生活状况

良好 ∀

塔玛亚历山大藻对墨西哥湾扇贝早期 ⁄

形幼虫的影响实验 将水浴缸周围罩上黑布 造成黑

暗环境 ∀取刚孵化出不久的墨西哥湾扇贝早期 ⁄形

幼虫 在解剖镜下挑取活力强的个体平均分配到各实

验容器中 只 皿 并另取样固定测其大小 ∀以球

等鞭金藻为饵料 日投饵量为 ∀观察记

录 内不同密度梯度下幼虫的沉底率和死亡率 ∀

沉底率是指活力不强的个体占总个体数的比例 ∀衡量

个体活力不强的方法是 轻晃幼虫 使其集中于培养

皿的中部 解剖镜下观察 为限 如 后幼虫

仍沉底不动则视其为活力不强 ∀实验海水温度控制在

ε 海水盐度调节至 ∗ ∀

塔玛亚历山大藻对墨西哥湾扇贝眼点

幼虫的影响实验 将水浴缸周围罩上黑布 造成黑暗

环境 ∀取眼点幼虫 在解剖镜下挑取活力强的个体平

均分配到各实验容器中 只 皿 并另取样固定测

其大小及眼点幼虫所占比例 ∀每 彻底换水及藻

液 以球等鞭金藻为饵料 日投饵量约

∀每 观察不同容器中幼虫的变态及存活情

况 ∀实验期间不投附着基 ∀实验结束时 对变态后稚贝

的个体大小进行测量 ∀实验海水温度控制为 ε 海

水盐度调节至 ∗ ∀

塔玛亚历山大藻对墨西哥湾扇贝仔贝

的影响实验 扇贝仔贝的爬升附着实验参照刘红

年的方法 ∀用 的大烧杯作培养容器 每

杯 只贝 平均壳高 ∀ 取指数生长期的塔玛

亚历山大藻经 Λ 筛绢过滤浓缩 用 的计

数框计数 配置出两个平行组 ∀ 个对照 个实验藻

密度梯度 ∀为了保证藻细胞长时间悬浮 每个密度是

分 次投喂形成的 ∀假设藻细胞不被摄食 则最终可

达到的密度分别是 个 ∀

定期对仔贝的爬升附着情况进行观测并对结果进行

统计 ∀仔贝实验直接取用经无污染管道沉淀经沙滤过

的海水 ∀温度为 ε 盐度为 ∀

结果

塔玛亚历山大藻对墨西哥湾扇贝早期

⁄形幼虫的影响

对墨西哥湾扇贝的早期 ⁄形幼虫 壳长 ≅ 壳高

Λ ≅ Λ 进行了短期急性影响实验 ∀第

观察结果表明 各实验密度组幼虫的存活

均未受到影响 死亡率为零 但高密度组 个

幼虫的游泳能力受到抑制 表现为沉底率高于其

他密度组 如图 所示 ∀

图 塔玛亚历山大藻对墨西哥湾扇贝早期 ⁄形幼虫

内沉底率的影响

塔玛亚历山大藻对墨西哥湾扇贝眼点

幼虫的存活及变态的影响

对墨西哥湾扇贝眼点幼虫 壳长 ≅ 壳高

Λ ≅ Λ 眼点幼虫的比例 的影响实

验表明 各实验密度组的死亡率和变态率与对照组相

比无显著性差别 Π 值得注意的是 低密度

组 个 的变态率明显高于对照组 约为对照

组的两倍 如表 所示 ∀附着变态后稚贝个体的相对

大小率 实验密度组个体的平均大小 对照组个体的

平均大小 显著降低 ∞≤ 个 如图 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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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 ∀

图 暴露于不同藻密度的墨西哥湾扇贝的眼点幼虫变态

后个体相对大小的比较

塔玛亚历山大藻对墨西哥湾扇贝仔贝

爬升附着的影响

的实验观测表明 有毒藻对仔贝的爬升能

力有明显的抑制作用 分别表现在对爬升率的影响

∞≤ 个 和对爬升高度的影响如图

所示 作用 后仔贝的附着率与对照组相比显

著性降低如表 所示 ∀

讨论

本实验结果显示 塔玛亚历山大藻能对墨

西哥湾扇贝的幼体发育产生不利影响 ∀另外 在对栉

孔扇贝受精卵孵化影响的实验中还发现 塔玛亚历山

大藻能显著抑制栉孔扇贝受精卵的孵化 ∀类似的作用

在其它赤潮藻种中也有发现 ∀例如 等 年

的实验报道 在 个 的藻 Χηρψσοχ ηροµυλινα

πολψλεπισ ετ ° 密度下 约有 的紫贻贝

Μψτιλυσ εδυλισ 卵不能受精 在 个 的藻密

度下 受精卵细胞几乎 解体 ∀而对于扇贝的稚

贝 ° 2 √ 和仔贝 ∏√ 也有相关报道 ∀

⁄ 等发现 有毒赤潮甲藻 Γψροδινιυµ ≤ƒ Αυρε2

ολυµ , × ∏ 具有抑制作用 ∀ 个 的藻

密度下 稚贝 ° 2 √ 实验中 的死亡率为

∀另一组针对仔贝的实验 的死亡率为

∀而且还发现仔贝的生长线出现畸形现象≈ ∀

麻痹性贝毒产生于藻细胞内部 ∀对栉孔扇

贝的实验中 作者推测塔玛亚历山大藻对受精卵孵化

的抑制作用可能是由藻细胞表面的物质引起 ∀在本实

验中 作者发现由于藻细胞相对较大 Λ 幼虫

不能摄食 ∀观察死亡个体 还发现其面盘周围粘着了

相当多的藻细胞 且胃的颜色很淡 说明几乎没有摄

食 因此作者推测对幼体 仔贝除外 发育的影响也是

藻细胞表面物质的作用 ∀而仔贝 壳高 能够摄食

塔玛亚历山大藻 实验观察为真粪 因此藻细胞内有

毒物质的抑制作用也应被考虑在内 ∀ 等用两

种能产生麻痹性贝毒的甲藻 Αλεξανδριυµ µινυτυµ

Γψµνοδινιυµ χατενατυµ 对一种桡足类

浮游动物 Ευτερπινα αχυτιφρονσ)进行实验发现 虽然这

种浮游动物尝了几个甲藻细胞后 避开不再摄食 但

有毒甲藻对其无节幼体的抑制作用还是非常强的 ∀所

以他推测是这种甲藻分泌的胞外毒素或其他产物在

起作用≈ ∀ ≥ 等认为塔玛亚历山大藻 Α.

ταµαρενσε) 的溶血作用是由非麻痹性贝毒物质引起的
≈ ∀

幼体发育是种群顺利繁衍的重要环节 ∀水

体中 受精卵的孵化 浮游性幼虫的生长 !变态 !附着

整个一个周期只有 左右的时间 ∀这期间 水质环

境的优劣对于扇贝的长成关系重大 ∀由本实验结果可

实验与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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鲍的杂交育种高产技术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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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皱纹盘鲍 虾夷盘鲍 杂交育种

鲍的人工育苗与养殖 在我国已有近 的历

史 ∀由于多年来忽视种质改良 始终采用我国自繁自

养的鲍做亲鲍 使亲缘关系越来越近 易造成种质退

化 其后代抗逆性较差 剥离后大量死亡 ∀结果 导致

许多鲍育苗单位连年出现亏损或倒闭 ∀为此 作者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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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塔玛亚历山大藻对墨西哥湾扇贝仔贝爬升率的影响

图 塔玛亚历山大藻对墨西哥湾扇贝仔贝爬升高度的

影响

知 塔玛亚历山大藻对墨西哥湾扇贝幼体发育的各阶

段生命活动均能产生不利影响 ∀因此在自然界贝类繁

殖期 它所引发的赤潮很有可能影响贝类的幼体发

育 使其种群数量下降 给生态系统带来不良后果 ∀

结论

塔玛亚历山大藻能抑制墨西哥湾扇贝早期 ⁄形

幼虫的游泳能力 对 ⁄形幼虫的生长产生影响 使长

成的稚贝个体较小 而且它还能抑制仔贝的爬升附着

能力 ∀总之 塔玛亚历山大藻对墨西哥湾扇贝幼体发

育的各阶段均产生了不利影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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