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毒液不仅能造成严重的局部症状 还可引起中枢

神经系统 !心血管系统 !呼吸系统的症状 ∀吐根碱虽有

效 但由于其毒副作用较大 近来市场上未见销售 ∀因

此 避免赤鱼工的伤害首先应以预防为主 让人们了解

赤鱼工鱼的生活习性及其危害性 并采取必要的防护

措施 ∀为避免被蜇伤 渔民当收获到赤鱼工鱼时 则应

马上小心将其尾巴剁去 ∀ 年以后的发病率比以

前大幅度下降 可能是由于近年来渔类资源的减少及

防护措施的加强如海水浴场的鲨鱼网 !海上作业时戴

防护手套等所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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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胆人工苗个体生长差异很大≈ ∀浮游幼虫变态

参差不齐是造成附着后个体生长差异的重要原因 ∀所

以 人工诱导浮游幼虫变态在海胆苗种生产中具有重

要的现实意义 ∀

作者于 年在紫海胆 Αντηοχιδαρισχρασσισπινα)

人工育苗试验中 发现紫海胆浮游幼虫变态时间差异

很大 早的 受精后 即变态 而迟的 仍未变

态 ∀

材料与方法

材料

人工催产 !授精 人工培育的紫海胆幼虫 采用

受精后 的八腕长腕幼虫进行实验 ∀

方法

玻璃烧杯 每个放紫海胆浮游幼

虫约 只 用 ≤ 溶液浸泡 浓度分别为 ∗

共设 个试验组和 个对照组 浸泡时间根

据不同的 ≤ 浓度分别为 ∗ ∀处理后立即换

水 后统计变态率 ∀

容积 的塑料桶 ≤ 浓度

浸泡 每次处理浮游幼虫 只 ∀处理后用

筛绢网捞进培育池 ∀

实验水温 ε 海水比重 实验期间投喂

角毛藻 ∀

结果与讨论

结果

试验结果见表 ∀

浮游幼虫在不同浓度的 ≤ 溶液中反应

的程度不同 ∀ 幼虫反应不明显 幼虫仍浮游

于水中 ∀ ∗ 就有明显的反应 浮游

幼虫大部分沉底 ∀ ∗ 内幼虫全部

沉底 镜检可见有的幼虫已开始变态 ∀

福建省水产厅资助项目闽水科 号紫海胆人工育

苗技术研究项目部分研究内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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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 组的个别幼虫在显微镜下

连续观察 投药 浮游幼虫各长腕表皮组织开始

向基部收缩 从末端开始 渐渐露出长腕骨针 同时慢

慢向反口面翻转 时各腕只剩下长长的骨针

浮游幼虫完成变态 成为不规则的半球形 ∀换水后

幼海胆伸出管足附着 ∀

对受精后 的八腕长腕幼虫 用浓度

为 ≤ 在 的塑料桶中浸泡 每

次浮游幼虫 ≅ 只 两次共处理浮游幼虫 ≅

只 ∀处理后的浮游幼虫移入培育池 后可见附苗

架和池底有大量幼海胆附着 池中有少量尚未变态的

浮游幼虫 变态率约 ∀

本实验在 个烧杯中 死亡幼虫仅

只 ∀在 水体的实验中未发现有明显的死亡 但

变态后 的幼海胆有异常死亡现象 ∀

讨论

从实验结果看出 紫海胆浮游幼虫变态

率与 ≤ 浓度和浸泡时间在一定范围内成正相关 而

且 ≤ 浓度越高浮游幼虫变态越快 ∀当 ≤ 浓度和浸

泡时间分别达到 和 时 浮游幼虫变

态率接近 此后 ≤ 浓度继续升高只是缩短变

态的时间 ∀因此 是达到最高变态率的最低

≤ 浓度 ∀在 水体中的人工诱导变态实验也获得

了满意的结果 说明 是人工诱导紫海胆浮

游幼虫变态的合适的 ≤ 浓度 ∀

据王波报道≈ 川原逸朗用 ≤ 对红海

胆进行诱导变态实验 在 的

不同 ≤ 浓度条件下 八腕后期幼虫浸泡 变态

率分别为 ! ! ! ! 比照本实验

的结果 紫海胆在类似的 ≤ 浓度下 短时间的浸泡

就可获得很高的变态率 ∀ 通过试验认

为 和 的 ≤ 对紫球海胆

Στρονγψλοχεντροτυσ πυρπυρατυσ) 的诱导变态没有明显效

果≈ ∀说明对不同种类的海胆 ≤ 诱导变态的效果有

明显的差异 ∀

本实验从浮游幼虫到变态后幼海胆附

着 死亡率几乎为零 说明小于 的

≤ 浓度不会造成浮游幼虫的死亡 ∀但是 人工诱导

变态 的幼海胆却有异常死亡的现象 除了实验期

间底栖硅藻繁殖不足可能是主要原因以外 是否与人

工诱导变态有关还有待进一步的研究 ∀

海胆受 ≤ 刺激会收缩管足并从附着基

上脱落 ∀所以在 ≤ 溶液中幼虫变态后无法附着 必

须尽快换水 一般换水后 幼海胆即能正常附

着 ∀

作者于 年进行紫海胆人工育苗实

验 在同一天人工授精 !孵化的浮游幼虫 受精后

开始有个别浮游幼虫附着变态 而直到受精后

还有部分浮游幼虫尚未变态 ∀受精后 变态率不足

是不是普遍现象 有待进一步证实 给育苗实

验造成了困难 ∀采用 ≤ 浸泡诱导浮游幼虫变态 提

高了浮游幼虫变态率 缩短了育苗时间 成为紫海胆

人工育苗的重要技术手段 ∀在生产性育苗中 人工诱

导浮游幼虫变态的方法 将发挥更为重要的作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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