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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产贝类在笼内放养一定时间后 近海的一些

动物就在养殖笼壁上定居下来 成为污损生物 ∀这些

生物在笼壁上占据一定空间 在那里运动 !摄食 !呼吸

和排泄等 对贝类的生命活动造成一定的影响 ∀郝允

碧等 年指出扇贝养殖笼上有多种污损动物和植

物 郑东强等 年指出珍珠贝养殖笼上的污损生

物主要是海鞘等 曹善茂也研究了扇贝养殖笼上的污

损生物 ≈ 王建军等 年进行过网箱养殖场污损

生物的研究 ∀笼养鲍鱼正在我国沿海一带兴起 但尚

未见有关其笼上的污损生物方面的研究报道 ∀本文对

这类污损生物的组成和数量进行了初步的研究 ∀

材料和方法

于广东汕尾碣石鸿腾水产种苗养殖公司鲍鱼养

殖场取材 ∀在鲍鱼养殖池靠近进水口和出水口各取

个放养有鲍鱼的养殖笼 置于桌面 用小铲 !刀片或

镊子取下附着在笼上的各类生物 分别收集 ∀然后将

笼置于一盆内 盆内盛有加了少量酒精的海水 将笼

的各个面都在海水内浸泡 ∗ 以使笼面上的较

小的动物全部落到海水中 然后用纱布过滤 收集动

物 进行分拣 ∀所有动物均用 福尔马林固定 ∀各

类动物分别计个数 !称重 ∀海绵动物因个数不好确定

因而未计个数 龙介虫类因个体太小 不便取下计重

而未计重 ∀龙介虫类的统计 计算鲍鱼笼上 小块笼

壁共 中的虫个数 求出个数 再乘以鲍

鱼笼的实有面积 除外笼上空洞所占面积 ∀各笼中各

类动物的数量等于 笼中各类动物之和除以 ∀

结果

肉眼能看见的鲍鱼养殖笼上的污损生物都是动

物 包括海绵动物 !海葵 !涡虫 !沙蚕 包括栖居于角质

管中的种类 !龙介虫类 !瓣鳃类 贻贝为主 !腹足类

马蹄螺为主 !甲壳类 主要是端足类 少数等足类

和海鞘 表 ∀

个数最多的是龙介虫 平均每个笼有 个 多

数笼有 个以上并占污损生物总个数的 以上

最高可达 其次是甲壳类和沙蚕类 前者平均

每笼有 个 多数占总个数的 ∗ 后

者平均每笼有 个 多数占总个数的 ∗

表 表 ∀各个池的笼的污损生物为

∗ 个 表 ∀

湿重最高的是海鞘 平均每笼有 多数占污损

生物总湿重的 ∗ 其次是海绵和瓣鳃类

前者平均每笼有 多数占污损生物总湿重的

∗ 后者每笼有 多数占污损生物总湿重

的 ∗ 表 表 ∀各个池的笼的污损生

物湿重是 ∗ 表 ∀

从附着时间来看 在放养 个月零 月 日

放养 的笼上 除海葵 !涡虫和甲壳类外的种类都有

了 龙介虫已有 个 海鞘达 个 湿重 海

绵 个 ∀可见鲍鱼养殖笼是很容易被污损生物

所附着的 ∀

本次研究未能在现场测各类生物的附着面积 但

从现场观察结果及对采回来的各类生物的湿重和个

体大小来分析 在养殖笼上附着面积最大的应是海鞘

和海绵∀有的笼上是海鞘占优势 有的是海绵占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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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鲍鱼养殖笼上污损生物的组成及数量

池号 2 2 2 2 2 2 2 2 亲鲍 2 2 合计 平均
养殖时间

起

止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海绵 湿重

海葵 湿重

个数

涡虫 湿重

个数

沙蚕类 湿重

个数

龙介虫类 个数

瓣鳃类 湿重

个数

腹足类 湿重

个数

甲壳类 湿重

个数

海鞘 湿重

个数

表 2  鲍鱼养殖笼上各种污损生物个数的百分组成 3

池号
总个数

个

个数的百分组成

海葵 涡虫 沙蚕类 龙介虫类 瓣鳃类 腹足类 甲壳类 海鞘

2
2
2
2
2
2
2
2

亲鲍

2
2

3 海绵未统计 ∀

表 3  鲍鱼养殖笼上各种污损生物的湿重百分组成 3

池号
总湿重 湿重的百分

海绵 海葵 涡虫 沙蚕类 瓣鳃类 腹足类 甲壳类 海鞘

2
2
2
2
2
2
2
2

亲鲍

2
2

3 龙介虫未统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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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材料名称 !编号及水分含量

编号 名称 地点 水分含量

细基江蓠 广西北海

细基江蓠 广东湛江

细基江蓠繁枝变种 广东湛江

细基江蓠繁枝变种 海南海口

近年来 随着我国南方九孔鲍养殖业的发展 细

基江蓠繁枝变种 Γραχιλαρια τενυιστιπιτατα √ ∏ 的

人工栽培在我国东南 !华南沿海地区蓬勃兴起 为此

作者于 年元月在广东 !海南 !广西采集细基江蓠

繁枝变种和细基江蓠 Γραχιλαρια τενυιστιπιτατα 应用

° ≤ !原子吸收等分析手段 测定其营养成分 主要

包括蛋白质 !氨基酸 !脂肪 !粗纤维 !灰分 !矿物质及微

量元素等 并与其他几种大型藻类比较 综合评价细

基江蓠和细基江蓠繁枝变种的营养价值 ∀

材料与方法

材料

细基江蓠采于广东湛江特呈岛和广西北海竹林

盐场自然海区 细基江蓠繁枝变种分别采于湛江东海

岛以及海南海口荣山 时间均为 年 月 ∀采集的

江蓠用滤纸吸干水分后于 ε 烘箱烘干 并测定水

分含量 结果见表 ∀

广东省科委和湛江市科委资助项目 号 ∀

收稿日期 2 2 修回日期 2 2

细基江蓠繁枝变种和细基江蓠营养成分的比较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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污损生物主要占据鲍鱼笼的外侧 而在笼的内

侧极少 ∀海鞘和海绵绝大多数附着在笼的外侧 ∀甲壳

类和沙蚕主要生活在笼边的交接处和角落的一些泥

沙和江蓠 鲍鱼饵料 之中 ∀另外也观察到有海绵和龙

介虫类附着在鲍鱼壳上 ∀由于本次研究不是按研究污

损生物的挂扳试验的方法严格地按月 ! 按季来取样

而是根椐生产上安排方便来取样 因此对各类生物的

附着随环境条件变化的情况尚难确定 ∀

讨论

鲍鱼养殖笼上的污损生物从个数来看主要是

龙介虫类 其次是甲壳类和沙蚕类 从湿重来看主要

是海鞘 !海绵和瓣鳃类 ∀海鞘成为主要的污损生物 这

一点和扇贝 ≈ 及珍珠贝 郑东强等 年养殖实验

养殖网笼的情形是一致的 ∀而龙介虫 !端足类和贻贝

也是主要的污损生物也和扇贝养殖笼 ≈ 是相同的 ∀郝

允碧等 年也指出其扇贝养殖笼上的优势污损生

物包括海鞘和贻贝 ∀从笼上的污损生物湿重 来

看 鲍鱼养殖笼上的污损生物是没有扇贝养殖笼上的

污损生物 ∗ 多 ≈ 其可能的原

因是该鲍鱼养殖场的养殖用水是经过过滤的 此

外 养殖笼具及养殖的环境彼此也不同 ∀

由于龙介虫很小 且主要附着在笼的外面 看来

对鲍鱼的影响不大 ∀因此 影响较大的是海鞘 !海绵 !

甲壳类和沙蚕 ∀如果研究能证明它们的确会影响鲍鱼

的生命活动 那么它们就是防除的主要对象 ∀污损生

物主要分布在笼的外侧 可能是由于鲍鱼在笼的内

侧运动 影响污损生物幼体在笼内侧的附着和成活 ∀

甲壳类和沙蚕在笼角等处较多 可能是由于那里易

于隐藏 !觅食并形成了一个适于它们生长的小生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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