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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要 在 ε 水温条件下 对体重和饵料浓度对菲律宾蛤仔 Ρυδιταπεσ πηιλιππιναρυµ 呼吸和

排泄的影响进行了研究 ∀结果表明 耗氧量和排氨量随体重的增加而增加 而呼吸率和排泄率

均随体重的增加而减小 ∀在饵料浓度小于或等于 ? ΤΠΜ范围内 蛤仔呼吸率

随着饵料浓度的增大而增大 超过这一浓度范围 其呼吸率随着饵料浓度的增大而减小 ∀在饵

料浓度小于或等于 ? ΤΠΜ范围内 蛤仔排泄率也是随着饵料浓度的增大而增

大 而超过这一浓度范围 其排泄率随着饵料浓度的增大而减小 ∀蛤仔的氧氮比随着饵料浓度

的升高而降低 说明饵料浓度较高时 蛤仔体内蛋白质代谢率增高 ∀

关键词 饵料浓度 菲律宾蛤仔 呼吸率和排泄率

呼吸和排泄是动物进行能量代谢的基本生理活

动 是生物能量学研究的重要内容 呼吸率 !排泄率及

其随环境因子的变化是反映动物生理活动的重要指

标 ∀ ⁄ 等 年认为在自然海区中 各种自

然因素 如浮游植物的大量繁殖 !海底沉积物的再悬

浮作用等 以及人为因素 如人工养殖 !海洋污染等

都会对海水中浮游生物量产生影响 ∀而浮游生物的变

化直接影响到滤食性贝类的摄食 ! 代谢等生理活动
≈ ∀有关温度 !盐度和体重等与贝类呼吸和排泄关系

的研究都有过报道 ≈ 但有关饵料浓度对贝类呼吸

率和排泄率影响的报道却较少 ∀本文主要研究了不同

饵料浓度对不同体重菲律宾蛤仔 Ρυδιταπεσ πηιλιπ2

πιναρυµ 呼吸率 !排泄率和氧氮比的影响 为滩涂养殖

系统养殖容量研究提供数据参考 ∀

材料与方法

实验材料

菲律宾蛤仔购于青岛市集贸市场 清洗干净后

放于水族箱中暂养 适应 后 进行分组实验 ∀有关

菲律宾蛤仔的生物学数据见表 ∀

国家/ 九五0攻关项目 2 2 2 专题的部分成果 ∀中国

科学院海洋研究所调查研究报告第 号 ∀

收稿日期 2 2 修回日期 2 2

实验步骤

实验前把蛤仔放在玻璃缸中 每个缸中放 只

蛤仔 ∀实验水温为 ε 盐度为 饵料为小球藻

Χηλορελλα 浓度分别为 ? ?

? 和 ? ΤΠΜ ΤΠΜ,

总颗粒物 ∀ 每种浓度设 个平行组 ∀ 实验容器为

∗ 锥形瓶 ∀蛤仔每摄食 后 将其取出

放在锥形瓶中 每个容器中放 只蛤仔 另设 个空

白对照组 ∀容器装满水后用塑料薄膜封口 ∀ 后测定

其呼吸率和排泄率 全天共测 次 取其平均值作为

表 1  菲律宾蛤仔的生物学数据( ν

Ταβ .1  Βιολογιχαλ παραµετερσ οφ τηε εξπεριµενταλινδιϖιδυαλσ( ν

编号 ΣΛ Ω Ω ∆ Ω Σ Ω Φ

? ? ? ? ?

? ? ? ? ?

? ? ? ? ?

注 ΣΛ :壳长 ; Ω Ω :湿重 ; ∆ Ω :干肉重 ; Σ Ω :干壳重 ; Φ:肥满度 干肉重 干壳重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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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菲律宾蛤仔耗氧量( 与湿重 回归方程的有关参数 ν

Ταβ .2  Παραµετερσ οφ τηε αλλοµετριχ ρελατιονσηιπ βετωεεν οξψγεν χονσυµ πτιον

θυαντιτψ( ανδ ωετ ωειγητ( γ) οφ Ρ . πηιλιππιναρυµ

饵料浓度 α ? ≥∞ β ? ≥∞ ρ

ΤΠΜ

? ? ?

? ? ?

? ? ?

? ? ?

本文的最终结果 ∀水中溶解氧和氨氮

含量分别采用 • 碘量滴定法和

次溴酸钠氧化法测定 ∀

结果与分析

体重和饵料浓度对菲律宾

蛤仔呼吸率的影响

根据实验结果得出菲律宾蛤仔

耗氧量 Ρ)与其湿重( Ω)的回归方程

为 Ρ = αΩ β ,这与贝类的耗氧量( Ρ)与体重( Ω)的指

数方程式( Ρ = αΩβ )相符 ,回归方程的参数 α , β及相

关系数见表 ∀在相同的饵料浓度时 蛤仔耗氧量随

体重的增大而增大 而呼吸率却随着体重的增大而减

小 图 ∀

图 饵料浓度对菲律宾蛤仔呼吸率的影响

ƒ ∞

Ρ .πηιλιππιναρυµ

饵料浓度对菲律宾蛤仔耗氧量也有明显的影响

图 表 ∀在饵料浓度为 ? ?

ΤΠΜ时 α值 蛤仔单位体重代谢水平 分别为

说明在相同的体重条件下 蛤仔单

位体重的呼吸率随着饵料浓度的增大而增大 而当饵

料浓度为 ? ? ΤΠΜ时 , α

值为 这时蛤仔呼吸率却随着饵料浓

度的增大而减小 ∀β值 体重指数 蛤仔代谢率变化与

体重的关系 在不同饵料浓度中分别为

和 说明在相同的体重条件

下 随着饵料浓度的增加 蛤仔个体的耗氧量受体重

的影响逐渐增大 ∀当饵料浓度为 ?

ΤΠΜ时 组蛤仔呼吸率达到最高 为 #

湿重 当饵料浓度大于 ? ΤΠΜ时

蛤仔呼吸率开始下降 当饵料浓度达到 ?

ΤΠΜ后 其呼吸率不再下降 而是几乎保持在一

恒定水平 ∀ 组 ! 组蛤仔变化趋势相同 ∀

饵料浓度和体重对菲律宾蛤仔排泄率

的影响

菲律宾蛤仔排氨量 Ν)与湿重( Ω)回归方程也表

示为 Ν= αΩβ ,回归方程的参数 α , β及相关系数见表

∀在相同的饵料浓度条件下 蛤仔排氨量随体重的增

大而增大 而其排泄率也是随着体重的增大而减小

图 ∀蛤仔排泄率与饵料浓度的关系如图 所示 ∀

α 蛤仔单位体重排泄水平 值在饵料浓度为 ?

? 和 ? ΤΠΜ时变

化为 说明在相同的体重条

件下 蛤仔单位体重排泄率随着饵料浓度的增大而增

表 3  菲律宾蛤仔排氨量(Λ 2 与湿重 回归方程的有关参数 ν

)

Ταβ .3  Παραµετερσ οφ τηε αλλοµετριχ ρελατιονσηιπ βετωεεν αµ µονοα2Ν εξχρετιον

θυαντιτψ(Λ 2 )ανδ ωετ ωειγητ( ) οφ Ρ . πηιλιππιναρυµ

饵料浓度 α ? ≥∞ β ? ≥∞ ρ

ΤΠΜ

? ? ?

? ? ?

? ? ?

? ? ?

大 而当饵料浓度大于 ?

ΤΠΜ时 α值为 说明

其单位体重排泄率却在这一饵料浓

度时减小 ∀ 组蛤仔在饵料浓度为

? ΤΠΜ时 其单位体

重排泄率达到最高 为 Λ #

2 湿重 ∀ 组 ! 组蛤仔也有

此规律 ∀ β 体重指数 蛤仔排泄率变

化与体重的关系 值的变动范围为

∗ 变化较小 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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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饵料浓度对菲律宾蛤仔排泄率的影响

ƒ ∞ 2 ¬

Ρ .πηιλιππιναρυµ

饵料浓度和体重对菲律宾蛤仔氧氮比

的影响

Β 比可表示生物体内蛋白质与脂肪和碳水

化合物分解代谢的比率 ∀菲律宾蛤仔的 Β 蛤仔

单位体重呼吸氧原子数与排出氨态氮原子数之比 为

∗ 总平均值为 ∀当饵料浓度分别为

? 和 ? ΤΠΜ时 蛤仔 Β

随着体重的增大而减小 而饵料浓度 ? 和

? ΤΠΜ 较高时 蛤仔 Β 与体重

的关系并不明显 ∀

在相同的体重条件下 饵料浓度为 ?

和 ? ΤΠΜ时 蛤仔 Β 较高 而饵

料浓度 ? 和 ? ΤΠΜ 较

高时 蛤仔 Β 比明显降低 说明当饵料浓度较高

时 蛤仔体内蛋白质代谢率增高 图 ∀

讨论

影响贝类呼吸和排泄的因素很多 如体重 !饵料

浓度 !温度 !盐度和溶解氧状况以及个体大小 !活动状

况 !性腺发育等 ≈ ∀其中体重是一个很重要的影响因

素 ∀许多研究表明 贝类的耗氧量 Ρ)与体重( Ω)的

关系符合指数方程式 Ρ = αΩ β ,其中 α值一般变化较

大 ,而体重指数 β值变化较小 一般介于 ∗ 之

间 且多低于 ∀ 年报道了 种贝类的 β值

介于 ∗ 之间 平均值为 ∀从作者的结果

看 β值范围为 ∗ 与他们的结果相

似 ∀菲律宾蛤仔的排氨量与体重也呈明显的幂函数关

系 个体较小的蛤仔单位体重的排泄率比个体较大的高∀

饵料浓度是否也能够影响贝类的呼吸率和排泄

率 不同学者对于不同贝类研究的结果差别很大 ∀

等 年和 年发现饵料浓度对贻贝

Μψτιλυσ εδυλισ) 的呼吸率并没有影响 ∀而 √ 等

年和 年则发现饵料浓度对食用鸟蛤(Χερα

图 饵料浓度对菲律宾蛤仔氧氮比的影响

ƒ ∞ Β

Ρ .πηιλιππιναρυµ

στοδερµα εδυλε 呼吸率有很大影响 ⁄ 等

年也发现饵料浓度对营底栖生活的砂海螂 Μ. αρε2

ναρια 的呼吸率和排泄率有明显影响 而对营底上生

活的海扇贝 Πλαχοπεχτεν µαγελλανιχυσ 的呼吸率并没有

影响 ≈ ∀他们认为这可能与这些贝类的栖息位置有

关 营底栖生活的贝类如砂海螂 Μ. αρεναρια)和食用

鸟蛤( Χ. εδυλε 在栖息环境中所接触的饵料浓度和质

量变化较大 它们对于饵料浓度的变化较敏感 ∀作者

的结果也证明了营底栖生活的菲律宾蛤仔的呼吸率

和排泄率明显地受到饵料浓度的影响 ∀ 和

× 年发现当饵料浓度过高时 这时蛤仔的呼

吸率降低 作者认为是因为蛤仔的滤水率降低了 ∀

和 × 年发现砂海螂 Μ. αρεναρια 的

Β 比也随饵料浓度的增加而降低 说明饵料浓度

超过一定限度 蛤仔体内蛋白质代谢增高 ∀这一点与

作者的结果相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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卵形鲳 大规模死亡的病原及其防治

周永灿 朱传华 张 本 苏永全

海南大学水产系 海口

厦门大学海洋系

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南海水产研究所 广州

提要 报道了海南海水网箱养殖卵形鲳 大规模死亡的病原及其防治方法 ∀对典型患病个

体进行病原分离并经回归感染实验表明 引起该病的病原为嗜麦芽假单胞菌 ∀该病原菌对青

霉素类药物和呋喃类药物均高度敏感 在生产中应用这些药物对该病进行防治效果良好 ∀

关键词 卵形鲳 Τραχηινοτυσοϖατυσ) ,嗜麦芽假单胞菌( Πσευδοµονασ µαλτοπηιλια) ,疾病 ,

药物防治

ΕΦΦΕΧΤΣ ΟΦ ∆ΙΕΤ ΧΟΝΧΕΝΤΡΑΤΙΟΝΣ ΟΝ ΡΕΣΠΙΡΑΤΙΟΝ

ΡΑΤΕ ΑΝ∆ ΑΜΜΟΝΙΑ ΕΞΧΡΕΤΙΟΝ ΟΦ ΧΛΑΜ Ρυδιταπεσ

πηιλιππιναρυµ

• 2 ÷ ∞ ± 2 ∏

(Ινστιτυτε οφ Οχεανολογψ, Χηινεσε Αχαδε µψοφ Σχιενχεσ, Θινγδαο

Κεψ Ωορδσ: ⁄ Ρυδιταπεσ πηιλιππιναρυµ ¬

Αβστραχτ

∞ ¬ Ρυδιταπεσ

πηιλιππιναρυµ ∏ ε × ∏ ¬

×

¬ ×

× ∏

¬ 本文编辑 李本川

卵形鲳 ( Τραχηινοτυσοϖατυσ 属于鲈形目 鲈亚

目 科 鲳 属 俗称白鲳 分布于印度洋 !太平洋和

大西洋的热带和温带海域 为我国南方沿海常见的种

类 ≈ ∀近年来 卵形鲳 的人工养殖在海南各沿海地

区迅速开展 目前已成为海南海水网箱养殖鱼类的主

要品种之一 产生了十分良好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

益 ∀不过 由于海南各地卵形鲳 的养殖都采用高密

度的网箱养殖 加上在养殖过程中缺乏合适的病害防

治措施 因重大流行病暴发而引起的大规模死亡时有

发生 造成了严重的经济损失 ∀为了系统了解海南养

∗ 教育部骨干教师基金资助项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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