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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世纪 年代美国的 ≥ 和挪威的 2
发现卤虫 Αρτε µια 无节幼体可作为鱼类幼体

的饵料以来 ≈ 卤虫在海水养殖中的作用逐渐得到越

来越多的重视 ∀国际上对卤虫基础生物学的研究亦越

来越深入 并于 年在比利时成立了 / 国际卤虫研

究中心0 对不同地理起源的卤虫品系的特征进行了

比较全面的研究 ∀

我国对卤虫的开发利用始于 世纪 年代后

期 对其生物学的研究则始于 世纪 年代中期 ∀

我国是一个盐湖大国 盐湖及盐湖卤虫主要分布在我

国的西部和北部 ∀任慕莲等对西北地区 处盐湖进

行了调查 发现 处盐湖有卤虫 并对部分湖区卤虫

的资源量及生物学进行了深入的调查与研究 ∀阿其克

库勒湖位于库木库里盆地 海拔 湖水面积

盐度 水化学类型为 ≥型 硫酸盐型

镁亚型 ≈ ∀除武云飞等报道湖区存在孤雌生殖卤虫

外 ≈ 尚未见该湖区卤虫研究的进一步报道 ∀本文从

生物学测定 !孵化质量 !染色体倍性组成 !繁殖方式等

方面对产于新疆阿其克库勒湖的卤虫进行了初步研

究 并与青海尕海的卤虫进行了比较 ∀

材料与方法

材料来源

试验采用的 个品系的卤虫卵均为经过加工的

商品卵 分别产自新疆阿其克库勒湖 ÷ 和青海尕

海 ± 均由青岛海大百川生物工程有限公司提

供 ∀

生物学测定

干燥卤虫卵卵径的测量 每个品系在

显微镜下选择 粒经 ε 烘干 后的卵 进行

测量 ∀

吸水卤虫卵卵径的测量 将干燥的卤

虫卵放入自来水中吸水 在吸水过程中为了防止卤虫

卵进入孵化阶段 同时加入数滴鲁哥氏液抑制其活

性 吸水 后 每个品系在显微镜下选择 粒球形

卵进行测量 ∀

脱壳卵卵径的测量 取吸水 的卵

按文献≈ 的方法 用次氯酸钠溶液去掉卵的外壳 待

卵呈现金黄色时 在显微镜下测其卵径 ∀每个品系测

粒 ∀

无节幼体体长的测量 取卤虫卵在煮

沸消毒后的海水中 ε 光照 ¬下进行孵化

在孵化出的无节幼体达 时 取出无节幼体快速

固定后在显微镜下测量体长 ∀每个品系测 只 ∀

卤虫卵孵化质量的测定

卤虫卵孵化率 !孵化效率 !孵化速度等孵化质量

指标的测定方法参照卞伯仲 ≈ 的报道 ∀

染色体制片及倍性组成的观察

染色体数目的观察采用压片法制片 ≈ ∗

新疆阿其克库勒湖和青海尕海卤虫生物学特性比较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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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要 从生物学测定 !孵化质量 !染色体倍性 !繁殖方式等方面对产于新疆阿其克库勒湖和

青海尕海两品系孤雌生殖卤虫 Αρτε µια 进行了对比研究 ∀结果表明 阿其克库勒湖卤虫

的生物学测定值明显高于青海尕海卤虫 两地卤虫加工卵的孵化率和孵化速率没有明显差

异 尕海卤虫孵化效率高于阿其克库勒湖卤虫 两地卤虫的染色体倍性均以二倍体为主 其中

阿其克库勒湖卤虫有三倍体存在 尕海卤虫有四倍体 ∀两地卤虫的胚后发育速度相近 ∀研究过

程中未观察到阿其克库勒湖卤虫进行卵胎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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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两盐湖卤虫卵及无节幼体的生物学测定值

Ταβ .1  Τηε βιοµεασυρεµεντ ϖαλυεσ οφ τηε χψστσ ανδ ναυπλιι οφ τωο Αρτεµια στραινσ

品系 干燥卵径 吸水后卵径 脱壳卵径 壳厚 无节幼体体长

Ξ ? Σ) ( Ξ ? Σ) ( Ξ ? Σ) ( Ξ ? Σ)

÷ ? ? ? ?

± ? ? ? ?

  注 Ξ ? Σ 为平均值和标准差 单位 Λ

染液染色后观察 !计数 ∀

卤虫的生长与繁殖

分别取两个品系卤虫卵放入消毒的海水中

¬连续光照 温度为 ε ? ε 条件下进行孵

化 ∀取刚孵化出的无节幼体 只投放于消毒的海水

中培养 每天观察 吸污 补充新鲜海水 投喂杜

氏藻 ∆υναλιελλα ∀观察并记录抱卵时间 !繁殖时

间及产后代方式 ∀每个品系设置 个平行 ∀

结果

生物学测定值

在显微镜下干燥的卤虫卵呈深褐色 像一个漏气

的皮球 一端凹陷 吸水后卤虫卵呈圆球形 仍为深褐

色 去壳卤虫卵圆球形 呈金黄色 ∀

从表 可以看出 ÷ 品系卤虫卵各项生物学测

定值明显大于 ± 品系 差异显著 ∀从两品系卤虫卵

卵径的分布图中可以看出呈明显的正态分布 阿其克

库勒卤虫卵的卵径大都集中在 ∗ Λ 处 而尕

海的则集中在 ∗ Λ 处 ∀

孵化质量的测定

本研究所选两个品系 ÷ !± 的孵化率 !孵化效

率和孵化速度如表 所示 ∀从表中可以看出 ÷ 和 ±

品系的孵化率 !孵化速度和孵化的同步性 Τ 基本一

致 孵化效率则差异显著 ∀图 为两品系的孵化速率

曲线 从图中可以看出 两品系的孵化速率基本一

致 ∀

图 两个品系卤虫卵的卵径分布

ƒ ⁄ ∏ Αρτε µια

表 2  两品系卤虫卵的孵化率 !孵化效率和孵化速度

Ταβ .2  Τηε ηατχηινγ περχενταγε , ηατχηινγ εφφιχιενχψ ανδ ηατχηινγ ρατε οφ τηε χψστσ οφ τωο Αρτεµια στραινσ

品系
孵化率

Ξ ? Σ

孵化效率

只

孵化速度

Τ Τ Τ Τσ

÷ ?

± ?

  Τσ Τ Τ

染色体倍性分析

由表 看出 两品系卤虫均以二倍体为主 ÷

品系的三倍体分裂相占 ± 品系有一例四倍

体 占观察总数的 研究中还发现有非整倍体

研究报告 Ρ ΕΠΟΡΤΣ



海洋科学 年 第 卷 第 期

图 两品系卤虫卵的孵化速率曲线

ƒ Αρτε µια

表 3  两盐湖卤虫的倍性组成

Ταβ .3  Πλοιδψ − χοµ ποσιτιονσ οφ Αρτεµια φροµ τωο σαλτσ

λακεσ

品系 观察个体

总数

不同倍性的个体数及百分比

÷

±

分裂相 ∀

卤虫的生长与繁殖

表 为两品系卤虫出现卵囊时间 !成熟时间 !第

一次产后代的时间 ∀从表中可以看出 个参数在两

品系间无太大的差别 ∀研究中发现 ÷ !± 均为孤雌

生殖的品系 ÷ 未见雄体 ± 仅见一例雄体 ∀在繁殖

方式上 ± 品系行卵生和卵胎生 ÷ 品系在试验期

间只观察到卵生 ∀

讨论

本研究所测的生物学测定值表明 不同地理品

系卤虫的生物学测定值存在着显著差异 ∀卵径的大小

究竟是由什么原因决定的至今尚未有定论 ∀有人认为

与染色倍性组成有关 多倍体卵径大于二倍体 也有

人认为与盐度等环境因素有关 ≈ 如同一盐场的不

同盐度的盐池中的卤虫也存在一些差异 ≈ ∀

孵化效率是评价卤虫卵质量的重要指标 孵化效

率取决于卵的大小 !杂质含量和孵化率 ∀本研究所选

两品系的卵都是经过精加工的商品卵 杂质含量小于

孵化率只相差 个百分点 但孵化效率相差一

倍以上 ∀二者孵化效率的差别主要是由于卵径大小不

同造成的 阿其克库勒湖卤虫卵卵径比尕海卤虫卵卵

径大 ∀

本文所研究的两卤虫品系以二倍体占大多数 均

达 以上 但也发现了非整倍体细胞相 ∀这一现象

曾多次被前人所报道 如 发现巴勒斯坦

三倍体卤虫染色体数波动范围为 ∗ 五倍体卤虫

染色体数波动范围为 ∗ ≈ 等报道旧

金山湾卤虫染色体数的波动范围为 ∗ ≈

报道大盐湖卤虫染色体数的波动范围为 ∗ ≈

等发现欧洲的 Α.τυνισιανα和二倍体孤雌生

殖的卤虫种群的染色体数在 的基础上以 递增

最大可达到 并在西班牙的卤虫中发现了染色体

数为 的卤虫个体 ≈ ∀ ∏ 在他的卤虫

遗传学综述中指出了卤虫染色体非整倍性的两种变

化类型 即一 变化的染色体数既包括偶数也包括奇

数 其二 染色体数在 的基础上以 递增 最大可

达到 ≈ ∀

不论是两性生殖的卤虫还是孤雌生殖的卤虫都

有两种产后代的方式 即卵生和卵胎生 ∀繁殖方式究

竟与何有关尚未有定论 有人认为与遗传和环境因子

有关 ≈ 曾有人报道过卵生是由食物的量和质诱发

的 ≈ 也有人认为在养殖的培养液或饵料中存在特殊

的成分如铁和叶绿素对诱发卵生有一定的影响 ≈ ∀

繁殖方式还与培养的时间有关 即培养时间长的卵生

占优势 ∀本研究未发现阿其克库勒湖卤虫进行卵胎

生 这一现象是否为该品系卤虫的稳定性状尚需进一

步研究 ∀

参考文献

卞伯仲 实用卤虫养殖及应用技术 北京 农业出版

社

任慕莲 郭焱 王基琳 等 中国西北部盐湖卤虫生态及

资源 哈尔滨 黑龙江出版社

潘震球 孙建华 卞伯仲 等 山东盐田及新疆盐湖卤虫

生物学测定值的比较 海洋湖沼通报

杨光 蔡含筠 侯林 中国六个盐湖卤虫品系生物学特

征的研究 海洋湖沼通报

徐娟儿 我国不同产地卤虫生物学初步研究 青岛海

表 4  两品系卤虫的发育参数

Ταβ .4  ∆εϖελοπ µεντ παραµετερσ οφ τωο Αρτεµια στραινσ

品系 出现卵囊的

时间

个体抱卵

时间

第一次产后代

时间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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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Αρτε µια

° ≥

° × Αρτε µια •

∏ √ °

∞ ƒ ∏ ∏ ∏

Αρτε µια

≠ ∂ ∂ ∂ √ ×

Αρτε µια ×

× ≤ ∏ Αρτε µια

≥ ≥

≤ ∏ Αρτε µια °

° ≥ ° ×

Αρτε µια • ∏ √ °

≤

∏ ∏ Αρτε µια

∏ ƒ √

≥ ° ⁄ ⁄ •

Αρτε µια •

∏ √ °

∏ √

∞

∂ ⁄ ≥ ° ≤ ∏ Αρτε µια

∏ ∏ ° ≥ °

× Αρτε µια • ∏

√ °

Αρτε µια

° ≥

ΧΟΜΠΑΡΙΣΟΝ ΟΦ ΤΗΕ ΒΙΟΛΟΓΙΧΑΛ ΧΗΑΡΑΧΤΕΡΙΣΤΙΧΣ

ΟΦ Τ ΩΟ Ατερµια ΣΤΡ ΑΙΝΣ ΦΡ ΟΜ ΑΘΙΚΕΚΥΛΕ ΛΑΚΕ ΑΝ∆

Γ ΑΗΑΙ ΛΑΚΕ

• •

Χολλεγε οφ Φισηεριεσ, Οχεαν Υνιϖερσιτψοφ Χηινα , Θινγδαο ,

Ρεχειϖεδ : ∏

Κεψ Ωορδσ: Αρτε µια ∏ ≤

Αβστραχτ

× ∏

Αρτε µια ∏ ÷ ≥ ÷ ± ≥ ± 2

√ ∏ × ∏ ∏ ≥ ÷ ≥ ±

× ≥ ÷ ≥ ± ≥ ÷

≥ ± ƒ ≥ ÷ ∏

≥ ± ∏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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