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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环境条件下文昌鱼耗氧的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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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昌鱼 Βρανχηιοστοµα βελχηερι Τσινγταυενσε ×

属于脊索动物门 ≤ 头索动物亚门

≤ 文昌鱼科 ∀在系统

演化上 它是介于无脊椎动物到脊椎动物的过渡类

型 ∀据 ≤ 年认为文昌鱼是和脊椎动物亲缘关

系最近的现存的无脊椎动物 ≈ ∀因此它成为了研究脊

椎动物起源的珍贵材料 ∀文昌鱼也有一定的经济价

值 其营养丰富 味道鲜美 ∀但是据方永强等 年

的调查结果 由于栖息环境改变和环境污染 近年来

文昌鱼种群及数量都在锐减 ≈ ∀为了保护这种具有特

殊学术意义的动物 开展全人工养殖的研究是十分必

要和急需的 ∀

年 童第周首次在实验室培养条件下 使文

昌鱼成功产卵 ∀之后 金德祥 年 ≈ !杜琦等

年 ≈ ! 吴贤汉等 年和 年 ≈ ! 张士璀等

年曾先后进行过文昌鱼人工培育及其发育生物学的

研究 ≈ ∀但用人工海水 河沙 对文昌鱼进行人工培

养尚未见报道 ∀作者在实验室分别以天然海水与人工

海水培养文昌鱼 对其耗氧率与生长发育 结果将另

文报道 进行比较 ∀以探讨以人工海水培养文昌鱼并

使其产卵排精的可能性 ∀如果实现在实验室内以人工

海水培养文昌鱼 并能使其正常生长发育繁殖 将更

加广泛地解决对文昌鱼各个发育时期试验材料的需

求问题 对推进在各个领域对文昌鱼 !对脊椎动物起

源的研究以及对文昌鱼的科普工作都具有重要意

义 ∀

耗氧率是水生动物代谢活动的重要特征 也反映

动物在外界环境条件下的生活状况 ∀我们测定文昌鱼

在两种海水培养系统中的耗氧率 以比较其在两种海

水中的代谢状况和水平 ∀经过研究发现 人工海水培

养的文昌鱼的平均耗氧率较天然海水组显著为低 ∀

材料与方法

文昌鱼的饲养

实验用文昌鱼于 年 月 日采自青岛沙子

口附近海底沙中 暂养于水族箱内 ∀ 月 日运回海

口后 以天然海水于实验室内培养 ∀ 年 月 日

随机取出 尾文昌鱼分别测量体长 !体重后随机分

为两组 每组 尾 ∀分别以天然海水 !原产地海沙和

人工海水 !河沙培养在约为 的玻璃缸中 ∀缸底铺

沙约 缸内连续充气 ∀每天测量水温 换水 投喂

单胞藻 小球藻 !扁藻 !盐藻 !大溪地金藻等 ∀人工海

水与天然海水的盐度调为一致 ∗ ∀

海水与沙

培养文昌鱼及实验中使用的天然海水取自海口

市秀英港 ∀人工海水以广东省徐闻县东达实业发展总

公司东达海洋生物制剂厂出品的 型速溶海水

晶和放置 后的自来水配置 ∀河沙是从建筑工地取

回 筛选出粒径与海沙相仿部分 用漂白粉消毒并洗

净后晒干 ∀使用前以人工海水浸泡两天 ∀测定耗氧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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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使用的天然海水和人工海水均在室内放置 ∀两

种海水的 值均为 ∀

耗氧率的测定

测定装置采用陈国华等 年 ≈ 的装置 并参

照黄玉瑶 年 ≈ 的装置加以改装 ∀呼吸瓶用两个

的大口瓶改装而成 海水由贮水桶经虹吸管

分两路流经处于同一平面上的两个呼吸室 ∀实验文昌

鱼置于一密封的呼吸室中 另一密封呼吸室作为空白

对照 ∀ 经动物呼吸和空白实验后 海水分别流入水

样瓶以及各自的废液收集槽 ∀分别测定对照组与实验

组海水的含氧量 Θ≤ Θ× 单位为 Λ 流经呼吸室

的水流量 Θ 单位为 并以下式计算实验鱼的

耗氧率 Ρ 单位为 ≅ 2 2

式中 Ω为实验鱼体重 ∀海水的溶氧量用 •

氏法测定 ∀

年 月 日 将人工海水饲养的文昌鱼取

出 放入呼吸瓶中 ∀分别测定其在 和 ε 时的

耗氧率 ∀每个温度测定两次 取其平均值作为该温度的

耗氧率 之间间隔 ∀每次温度的改变用 左

右完成 达到一个新的温度时 让实验鱼适应

后取样 ∀测量时海水的平均流速为 ∀实

验结束后分别测量文昌鱼的体长与体重 ∀

月 日依照同上的方法测定天然海水组文昌鱼

的耗氧率 测量时海水的平均流速为 ∀ 两

组测定操作的开始时间均为 Β ∀

结果与讨论

实验结果

人工海水组文昌鱼的平均体重为 天然海

水组文昌鱼的平均体重为 分别于取样测验

的前一天停止喂藻 ∀两种海水的 为 盐度

对水源充气 ∀用事先准备好的海水冰块和控温

电热棒调节水源温度 ∀ 月 日两天的实验室水

温均为 ε ∀两组文昌鱼在 ε 时的平均

耗氧率见表 ∀

从表 可以看出 在 ε 水温下 天然海

水培养的文昌鱼的耗氧率均较人工海水组为高 且

差异显著 ∀在 种温度中 两组文昌鱼均在 ε

时 耗氧率最高 分别为 ≅ 和

≅ ε 时 次 之 分 别为

≅ 和 ≅ 在

ε 时 两 组 文 昌 鱼 的耗氧率最低 分别为

≅ 和 ≅ ∀

讨论

耗氧率是动物体内代谢强度的重要指标 它反

映了动物体的生理状况 也反映了动物在外界环境条

件影响下的生活状况 ∀耗氧率高则代谢水平高 反之

亦然 ∀ 年方永强等 ≈ 的实验结果表明 在文昌鱼

的繁殖季节 其生长主要表现为性腺重量的增加 且

∗ ε 是文昌鱼性腺发育的最适温度 高于 ε

不利于性腺的发育 ∀作者实验中 在适温范围 两组文

昌鱼的耗氧率都随温度的增加而增加 ε 时两组

文昌鱼的耗氧率都达到最高 ∀水温高达 ε 时 两组

文昌鱼的耗氧率都有所降低 这与前者的实验结果是

一致的 ∀另外 廖朝兴等 年认为 ≈ 鱼类在水温

高于最适温度时 耗氧率降低 代谢作用减弱是由于

在适温范围内 体内酶作用物的亲和力较大 ∀超出最

适温度时则降低 ∀

天然海水培养的文昌鱼在 ε 水温时耗

氧率平均高于人工海水组 说明天然海水更有利于文

昌鱼的性腺发育 ∀从表 可见 到实验末 两组文昌鱼

的体重虽然没有显著差异 但天然海水组文昌鱼的体

长显著长于人工海水组 ∀在测量时发现 尽管两组文

昌鱼性腺的平均直径没有显著差异 但是 天然海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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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的文昌鱼的性腺个数较人工海水组为多 数据未显

示 ∀廖朝兴等 年引用 年田村的研究结果

认为 鱼体直接维持生命的多种组织 如肾脏 !脑 !生

殖腺 !肝 !鳃 !肠等的耗氧率较非直接维持生命的多种

组织如骨骼 !肌肉 !脂肪等为高 ∀我们认为 天然海水

组文昌鱼体中 性腺所占的比例较人工海水组大可能

是导致天然海水组文昌鱼耗氧率比人工海水组高的

主要原因 ∀

本实验所使用的人工海水对文昌鱼的代谢水平

虽有显著的负影响 ∀但这并未影响其存活率 !生长及

阻碍其性腺的发育 ∀而该人工海水对文昌鱼代谢的影

响机制 仍有待进一步研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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