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污着生物对莱州湾海湾扇贝养殖的危害及防除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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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湾扇贝在我国北方沿海自 世纪 年代引

进以来 已形成规模化生产 ∀本文将通过多年养殖实

践着重讨论海洋污着生物对莱州市金城镇海湾扇贝

养殖的危害及对策 并介绍一些有效的防除方法 ∀

海湾扇贝养殖网笼上的污着生物的

基本情况及危害

莱州湾在 年开始试养海湾扇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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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海洋附着生物在养殖笼上的基本情况

年份 不同季节的附着情况 主要危害的附着生物

∗ 未发现附着生物污着

∗

月 少量稚贻贝 藤壶 苔藓虫

∗ 月 石灰虫 苔藓虫

∗ 月 大量苔藓虫 苔藓虫

月中旬 少量薮枝虫 海鞘

月中旬起 大量的贻虫和单齿蛤 海鞘

∗ 月中旬 大量海鞘 海鞘

月底开始 大量牡蛎 内海域 少量单齿蛤和吻钩虾

月初始 大量海鞘 内海域 少量苔藓虫

月中旬 大量牡蛎 少量海鞘 牡蛎

月中旬 大量牡蛎 牡蛎

月 薮枝虫 牡蛎

月初 牡蛎在笼盘上大量附着 牡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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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迅速发展到 ≅ 至今已达 ≅

是我国海湾扇贝养殖相对集中的海区之一 扇贝

养殖笼的附着物日趋严重 而且其附着生物的种类也

在不断变化 已成为生产上亟待解决的一个重要问

题 ∀近年来 养殖笼上的附着生物的基本情况见表

表 显示 莱州湾金城镇海域在每年 ∗

月份扇贝养殖期的扇贝笼上的附着生物主要有贻贝 !

藤壶 !牡蛎 !苔藓虫 !薮枝虫 !单齿蛤 !海鞘 !吻叶钩虾 !

石灰虫等 其危害最甚的种类有苔藓虫 !牡蛎 !海鞘 ∀

附着的种类具有明显的月 ! 季和年际变化和区域性

内外海 差异 例如贻贝 小稚贝 的大量附着在

月 薮枝虫在 月 牡蛎开始于 月 而海鞘与苔藓虫

则在 月份 ∗ 年扇贝养成笼上生物污着最

甚 危害最大是苔藓虫 在 年以后主要是海鞘和

牡蛎 在 内海域以牡蛎多 而 外

的海域以海鞘多 ∀同时可以看到苔藓虫 !海鞘 !薮枝

虫 !贻贝 !单齿蛤和吻叶钩虾主要附着在网上 而牡

蛎 !藤壶 !石灰虫等主要附着在板上 在梗绳上主要为

贻贝 而牡蛎与藤壶附着很少 笼上的薮枝虫在朝流

面明显多于背流一侧 而隔板背面的附着大大多于上

面 附着生物的附着具有群体性 观察表明 有牡

蛎和苔藓虫附着时 一定伴随单齿蛤 而海鞘附着时

则未见苔藓虫 水螅也少 吻叶钩虾多时 海藻就少

附着生物的危害程度不同 例如贻贝附着期在

月份 此时为扇贝的稚贝暂养期 可以通过换成养成

笼消除影响 吻叶钩虾对扇贝养成没大的危害 而牡

蛎附着危害最大 ∀据文献报道≈ 渤海附着生物的种

类组成较简单 但优势种明显 多数是广温 !低盐 !广

盐种 主要的优势种是浒苔 !水螅 !苔虫 !藤壶 !海鞘

等 ∀多数种类在夏 !秋水温较高的月份附着 盛期是

∗ 月 水温在 ε 以上 月至翌年 月完全没

有生物附着 ∀对于附着盛期的试板 在短期内 ∗

个月 即可达到很大附着量 这主要由于藤壶 !海鞘或

水螅大量附着的结果 ∀长期固定在海中的设施 其附

着量主要是由牡蛎 !藤壶和海鞘大量附着所至 ∀例如

位于莱州湾东侧的龙口港的挂片试验表明≈ 表层板

有 种附着生物 浒苔占湿重 泥藤壶占湿重

∀底层板有 种生物 纹藤壶占湿重 !阔

口隐槽苔虫占 !西方三胞苔虫占 ∀而邻近

莱州湾的北黄海有大量的紫贻贝 !内刺盘管虫和柄瘤

海鞘等 ∀由此可见 作者的观察结果与上述文献报道

相似 ∀附着生物对生产造成的危害主要有 方面

造成养殖笼重量加大 透水性差 严重影响扇贝的生

长 同时增加设备投资和维修费用 增大生产管理强

度 某些附着生物 例如牡蛎和藤壶等 不仅增加

养殖笼重量 而且直接与扇贝争饵料 影响扇贝的长

成 使质量和产量降低 近两年来 发现从稚贝开

始 牡蛎在扇贝壳上附着 直接伤害扇贝的生长 !以致

造成死亡 ∀据作者 年的现场实验 在 月份将养

成笼的苔藓虫清除掉 则所获得产量增加 ∗

∀如果能找到一种可行的方法 不仅可以消除附

着生物的危害 增产和提高产品质量 同时可以使扇

贝提前下海增长养殖期 促使产量和质量提高 说明

养成笼的附着生物防除将直接影响扇贝物的产量 ∀

养殖网笼污着生物防除的途径

减少附着的措施

通过对养殖区附着生物种类附着习性的了解

采取合理的生产管理技术 减小附着生物的危害 例

如根据不同种类附着生物的附着习性 采用不同季节

在不同深度挂笼 养成笼下海时间避开附着高峰期和

网套笼的方法 予减少或避开附着生物在养成笼的附

着 ∀这种途径尽管已在个别地区采用 但效果不理想

主要原因在于目前对各养殖区附着生物的了解不够

环境条件和污着生物种类的变化 包括月和年际变

化 难于掌握 ∀因此其生产管理上有相当难度 故未能

推广使用 ∀

采用防污涂料的方法

选取某些药物配制成涂料 涂在养殖笼上 利用

药物的特性 有效地阻止或抑制污着生物的附着 ∀这

种方法必须满足两个条件 无毒 或低毒 和价格低

廉 方能在生产中获得推广使用 ∀

防止污着生物的污损研究 至今已有 多年的

历史 自 年出现防污涂料直到现在是以毒料毒

杀附着生物为理论依据 ∀人们在漆膜中使用铜 ! 汞 !

镉 !砷 !铅的无机化合物或有机锡 并建立漆膜的毒物

渗出理论 取得了显著的防污效果 ∀但这种含毒料防

污漆严重污染海水 破坏生态环境 影响水产养殖 不

能作为用于尼龙 !聚乙稀等高分子合成纤维材料的养

殖网和渔网的防污剂 ∀而且价格高 ∗ 元 生

产实际上 无法使用 ∀

在污着生物附着机理的研究中许多学者认为≈

网笼或附着基体只要在海水浸泡数小时 就会出现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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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面附着一层由细菌为主的微生物生成的粘性薄膜

而这种海洋细菌膜所产生的信号 即外源凝集素 它

是诱导某些无脊椎动物 如藤壶 !贻贝之类 和藻类附

着栖息的重要媒剂 ∀如果能利用生物技术研制专一性

的抑制剂来干扰附着生物的幼体及藻类固着行为 或

使用那些信号分子的类似物质及其衍生物来堵塞其

化学感受器部位 从而阻止其附着 ∀这些研究成果和

构想在理论上为控制生物附着提出新的依据 ∀上述思

想开拓了以生物学研究为基础的新思路 即被附着体

的诱导对孢子附着的作用 ∀对有关孢子的附着的机

理 尤其是酶 !植物生长素和藻类激素的作用等问题

作了大量的调查和研究工作 ∀在 年代 有人发现用

碳酸酐酶 可用作为抑制剂涂在物体表面干扰污着生

物的代谢 此外多酚氧化酶也具有类似的作用 ∀这些

发现对于附着机理的认识都是关键性的 但用酶化合

物来抑制生物污损 需要高的剂量 从经济上考虑 不

是切实可行的 ∀ 年代初 国外学者从钙生生物的外

壳生成过程 也就是从其碳酸钙晶核形成及其晶体生

长过程的研究中惊人地发现 几乎所有的无脊椎动物

和脊椎动物的矿化组织中的天然有机基质中都富存

蛋白质 也就是说生物的碳酸钙晶体点阵中渗透可溶

的有机基质 而这种基质中有一种叫糖蛋白 按重量

计 含 糖类 是一种十分高效的 ≤ ≤ 晶核生

成及其晶体生长的抑制剂 而不是过去认为的引发

剂 确切地说 最近 多年来 已成功地从生物自身

提取了一种有机基质 具有高效无毒抗生物附着 用

来干扰污着生物的代谢和抑制生物生成的 ≤ ≤ 固

着 这类聚合物及其衍生物 其抑制活性基团能力十

分稳定 不随温度 !压力 ! 值等环境因子的改变而

改变 既可直接施加到水中 又可添加进流动的水管

中 防止生物结垢 ∀

表面活性肽 简称 ≥ ° 是 年代国外科学家从

巨蛎属 !硬壳蛤属 !鹦鹉属中所含有的一种有机基质

中提取的生物活性物质 能强有力地抑制海洋中诸如

藤壶 !牡蛎 !船蛆 !藻类等海生物附着 这种化学物质

为聚合结构 ÷ ≠ ∀这是一种高效能的防海生物附

着物质 在液体中只要添加进 ≅ ∗ ≅

就能干扰生物代谢 达到抑制海生物附着的目的 又

不危害养殖贝类的发育生长 ∀

≥ °的防生物污着作用 ≥ °是一种生物亲和的

有机聚合物 其分子的一端拥有一个多阴离子区 分

子的另一端具有非离子部分憎水区 ∀所以 ≥ °是极性

分子 其中多阴离子区能吸附在结晶体表面 封锁晶

体继续生长 而憎水区同时在结晶体表面扩展开来

阻碍晶体的结晶点阵生长的扩展 ∀这一抑制结晶体生

长的机理已根据 分析多阴离子 憎水的理论所证

实 ∀

中国科学院海洋所詹滨秋等于 ∗ 年间

从海洋双壳类中分离 提取了 ≥ ° 运用天然 ≥ °配

制的涂料在莱州湾和青岛近海扇贝养殖网笼上使用

证实 ≥ °具有高效抑制生物附着的能力 ∀并从

年以来 通过几十次人工合成 建立了实验室的合成

设备 初步掌握人工高温热聚合 ≥ °的工艺条件 包

括温度 !催化剂 !时间 !渗析等 和 ≥ °合成原料的成

分选择和配比 具有日合成 ≥ °的能力 ∀利用合

成的 ≥ °配制成几十种配方涂料 先后在莱州湾 !青

岛 !日照 !荣成 !大连 !浙江等地近海进行合成 ≥ °涂

料挂网实验 上千个挂网 结果表明人工合成的 ≥ °

具有无毒高效的防污效果 ∀

用于海水养殖网笼上的无毒防生物附着涂料的

研究还应该注意两个问题 首先抑制剂应采用复合配

方 根据作者近期实验发现 利用 ≥ °来防除钙生污

着生物的附着 随后将出现非钙生附着生物 例如藻

类和海棉等 因此 复合配方才是较好解决此问题的

方法 ∀其次 涂料应采用水溶性涂料 它将有利于降低

成本和减少环境污染 ∀得以实际使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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