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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倍海水中 钙对盐胁迫的缓解作用较大 尤

其是 倍海水胁迫时 ≤ 处理能使叶绿素 含量

基本与天然海水对照相等 说明脯氨酸和可溶性糖的

积累 膜透性的降低可帮助藻提高抗盐胁迫的能力 ∀

在 倍高盐胁迫下 可溶性糖和叶绿素 含量

变化相同 也出现下降 而不成为渗透调节物质 ∀这可

能是由于胁迫增加了叶绿体膜的透性 使叶绿体结构

遭到破坏 细胞中叶绿素与叶绿体蛋白间结合变得松

弛 叶绿素 含量下降 光合作用能力下降 从而使可

溶性糖含量下降 ∀≤ 处理对叶绿体膜有保护效应 使

得叶绿素 和可溶性糖含量有所增加 ∀这种保护效应

与钱骅等 年所做的钙对大麦液泡膜功能的保护

效应可能是相似的 ∀在 倍海水中 孔石莼的脯氨

酸含量也有积累 但培养时间稍长 藻体即出现变形

滑腻 ≤ 处理略有缓解 但藻也开始解体 叶绿素

的含量仅为天然海水对照的 ∀这说明植物以脯

氨酸的积累来增加对渗透胁迫的抗性有一定限度 钙

对胁迫的缓解作用也有一定限度 ∀在缘管浒苔的恢复

实验中 作者注意到脯氨酸和可溶性糖含量迅速下

降 恢复到接近天然海水对照水平 而叶绿素 含量

除 ≤ 处理外 其余各 ≤ 浓度均无恢复 继

续下降 说明 ≤ 缓解高盐胁迫的效果较

好 ∀由于底栖海藻的生长环境为海水 所以加钙处理

的浓度要比高等植物高些 作者的实验表明 加

≤ 处理效果最好 因没有做更多的钙浓度实

验 还不能确定其为最适浓度 ∀

参考文献

檀建新 !董永华等 ∀植物生理学通讯 34 ∗

汪良驹 !刘友良等 ∀植物生理学报 25 ∗

华东师范大学生物系 ∀植物生理学实验指导 ∀上海 人民

教育出版社 ∀ ∗ ∗

卢元芳 ∀植物生理学通讯 35 ∗

本文编辑 张培新

虾夷扇贝筏式养殖高产技术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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虾夷扇贝 ( Πατινοπεχτεν ψεσσονενσισ) 不仅个体肥

大 !肉质鲜美 而且市场广阔 !效益明显 属人工养殖

的优良品种之一 ∀由于它属半栖贝类 没有发达的足

丝 所以 开展人工筏式养殖困难较大 ∀笔者于

年开始研究虾夷扇贝筏式养殖技术 在十余年的生产

实践中反复摸索 终于根据虾夷扇贝的生态习性和生

长规律 研究出一种新式养成笼和人工筏式养殖方法≈ ∀于

年春在同一海区和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 进

行了养成对比试验 取得了令人满意的效果 ∀现已推

广应用于规模性生产 ∀

海区条件

试验海区位于荣成市桑沟湾东部偏北处 ∀平均

水深 左右 流速 ∗ 表层水温年变化

∗ ε 底层水温年变化 ∗ ε 每年

∗ 月份升温最快 ∗ 月份降温最快 最大月变

化为 ε 最大日变化 ε 海水透明度周年变

化范围为 ∗ 平均 ∗ 月份较小 一

般在 ∗ ∗ 月份较大 一般在 左

右 ∀海水中的营养盐类含量一般 硝酸盐

氨氮 无机磷 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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贝苗 为 年春人工培育的商品苗 经中

间暂养到 年 月 日 筛选出个体平均高

的大规格贝苗共 头 ∀

器材 共 种不同养殖方法的养成器

材 = 层的新式养成笼 个 的

层老式笼 个 λ 的聚乙烯芯

绳 根和 = 的胶丝 吊耳用 ∀所

用筏架均为海上原有养殖筏架 筏间 架身长

共 台 ∀吊绳为长 ∗ 的 合的聚乙烯绳共

根 ∀

方法

分苗养成 ∀ 年 月 日 将筛选

好的 粒平均壳高 的虾夷扇贝苗按新式

笼 头 笼 老式笼 头 笼 吊耳养每吊 头 进

行分苗养成 ∀分苗时带水操作防止干露 ∀同时进行

种不同养殖方法的对比试验 新式网笼详见国家专利

∀

吊耳方法 ∀ 先在贝苗的左耳上用

的钻头打孔 再用 的胶丝逐个穿耳并

绕缠在芯绳上 边穿边绕 每隔 ∗ 个在芯绳上穿插

固定一次 使贝苗均匀分布于芯绳周围 贝间距

每吊 个 ∀

水层调整 ∀ 初挂水层 随水温升

高水层逐渐加深 水温达到 ε 时 水层下降至

左右 ∀当高温期过后 水温下降到 ε 以下 逐渐提

升水层到 ∗ 并进行清笼和拣除死贝 ∀同时 进行

了调整水层 !不调整水层和后期调整水层的度夏对比

试验 ∀

使用吊漂 ∀在台风季节来临之前 全部

采用吊漂养殖 漂绳长 使筏架没于水面以下

∀同时 在老式笼 !新式笼和吊耳养 种方法中

都进行了与不使用吊漂养殖的对比试验 ∀

使用坠石 ∀在每个网笼的底端系一重约

的坠石一个 其作用是增加网笼在风浪中的稳

定性 ∀

定期观测 ∀每月定期观测生长和死亡情

况 并一一作好记录 ∀

试验结果

种方法的养殖结果 ∀ 新式养成笼周期

成活率平均壳高和个体重分别为 和

吊耳养的周期成活率平均壳高和个体重分别

为 和 老式网笼养周期成活率 !

平均壳高和个体重分别为 和 ∀

度夏期不同水层的生长情况 ∀ 虾夷扇贝

在高温的夏季进行的深水层度夏 当高温过后逐渐提

升水层的度夏成活率 ! 平均壳高和个体重分别为

和 一直未调整水层 始终保持

水层度夏的成活率 ! 平均壳高和个体重分别为

和 水温达到 ε 时虽然进行

深水层度夏 但水温下降到 ε 后却没有适时逐渐

提水层的周期成活率 ! 平均壳高和个体重分别为

和 ∀

吊漂技术对生长 !成活的影响 ∀ 新式网笼

养使用吊漂的成活率 !平均壳高和个体重较不使用吊

漂技术分别提高

吊耳养使用

吊漂技术的成活率 !平均壳高和个体重较不使用吊漂

技术的分别提高

和 老式网笼吊

使用吊漂的成活率 !平均壳高和个体重较未使用吊漂

的分别提高

和 ∀

讨论

试验结果表明 种不同筏养方法中 以

新式网笼养较为理想 其周期成活率分别是老式网笼

养和吊耳养的 倍和 倍 其生长情况也明显

好于老式网笼类和吊耳养 ∀分析其原因是由于新式网

笼的合理结构适应于足丝极不发达且异常活跃的虾

夷扇贝的生态习性 ∀新式网笼能将每个贝苗分隔开

来 杜绝了贝苗间的相互碰撞 !磨擦和咬合 可为贝苗

生长提供安定的生活环境 保证了贝苗的正常生长 ∀

而老式网笼养 每层贝苗处于堆积状态 贝苗间相互

碰撞 !咬合 特别是在风浪天尤为严重 这是老式网笼

养成活率低 !生长差的根本原因 ∀吊耳养虽然能将每

个贝苗分隔开来 但在打孔时往往造成机械损伤和在

海中极易受到附着生物和敌害生物的侵害都会严重

影响其生长和成活率 特别在大风浪中碎孔脱苗现象

更为严重 这是吊耳类不够理想的根本原因 ∀

度夏期不同水层的生长情况表明 虾夷扇

贝在水温达到 ε 时 及时逐步加深水层 进行深水

层度夏 在高温期过后 水温低于 ε 时再逐渐提升

水层 其度夏效果较为理想 ∀其成活率较未采取深水

层度夏和虽然采取深水层度夏 但高温期过后未及时

提升水层的分别提高 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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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生长情况也明显好于后两

者度夏形式 ∀分析其原因 是因虾夷扇贝本属于冷温

性贝类 它在水温超过 ε 后摄食量逐减 超过

ε 后基本停止摄食 ∀而采用较深水层度夏可使其避开

表层高温 可使虾夷扇贝始终处于相对适应的温度范

围内 从而有利于其安全度夏 ∀另外 因夏季是台风季

节 表层受风浪影响极不稳定 也不利于虾夷扇贝的

正常生长 ∀虽然采用深水层度夏但高温期过后未有及

时提升水层的 其生长情况明显偏差 分析其原因是

与上水层饵料较深水层相对丰富有关 ∀

不论那种养殖方法 在度夏期应用吊漂技

术 对虾夷扇贝的生长与成活皆有明显效果 特别是

对老式网笼养殖方法其效果更为明显 成活率提高

平均壳高增加 平均个体重增加

∀这是因为应用吊漂技术可有效地提高稳定性 可使

贝苗处于相对稳定的生活环境有关 特别是夏季台风

季节使用吊漂技术就更为重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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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创建于 年 是目前

中国规模最大的多学科综合性海洋科学研究机构 ∀海

洋研究所建所以来 在海洋气象 !海洋环流 !潮流 !海

浪 !风暴潮 !海洋沉积 !海洋地球化学 !海底岩石结构 !

化学海洋学 !海藻化学 !海洋资源化学 !海洋生物分类

区系 !海洋生态学 !实验海洋生物学 !海洋水产养殖生

物学与农牧化 !海洋生物技术 !海洋工程环境 !赤潮与

海洋环境保护 !海洋腐蚀及防护 !海洋观测与遥感技

术等等诸多方面的研究中 做出了许多开创性和奠基

性的工作 取得了近 项具有很高学术水平和应用

价值的科研成果 并形成了大量宝贵的科技档案 ∀

海洋科技档案概况

海洋研究所的海洋科技档案是 年开始建

档并逐渐发展起来的 并对 ∗ 年间的科研

项目档案进行了补充归档 至今形成了 ∗ 年

连续 的海洋科技档案积累 ∀ 现有科技档案

卷 表 ∀

现在 海洋科技档案达到 卷 不同学科各

种档案卷数所占的比例为 海洋物理 包括水文和气

象 占 海洋地质占 海洋化学占 海洋

无脊椎动物和海洋脊椎动物各占 海洋动物实

验占 海洋植物占 海洋仪器研制占 船舶

仪器设备占 海洋声像占不到 基建占

∀

档案内容所涉及的调查范围 包括了我国从北到

南的所有海域 渤海 !黄海 !东海 !南海 及一些邻近海

域 也涉及到了太平洋 !南大洋 !南极洲等世界广阔洋

域及区域 ∀这些海洋科技档案是科研人员数十年艰苦

奋斗加上灵感与智慧的结晶 是国家投入了大量的人

力 !财力 !物力换来的宝贵财富 ∀因此 努力利用好这

些档案 使其发挥最大效益 是档案工作中的重要环

节 ∀另外 从这些海洋科技档案的成分构成及其积累

过程 也可看出建国以来海洋科学的发展过程 ∀

从海洋科技档案看海洋科学的发展过程

自新中国成立以后 海洋科学得到了飞速发展

取得了许多重大科研成果 ∀ ∗ 年 共形成

海洋科技档案 卷 ∀其中 海洋物理档案 卷

几乎占该时期形成档案的一半 约占 ∀其他形

成档案相对较多的学科依次是 海洋无脊椎动物

卷 !海洋脊椎动物 卷 !海洋地质 卷 !海洋植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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