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表 4 实验期内具不同呼吸孔数目稚鲍的累积死亡率

测试日期 抽样 呼吸孔数目及累积死亡频数

年 月 日 样本数 枚

∗

累积死亡率

表 5 成活稚鲍与死亡稚鲍的呼吸孔数目!频率及累积频率

测试日期 成活稚鲍 死亡稚鲍

年 月 日 样本数 呼及孔数目及频率 样本数 呼吸孔数目及频率

枚 枚

  

  

  

  

  

  

  

累积频数

累积频率

 稚鲍壳长与呼吸孔数目
稚鲍只有达到一定的壳长规格才能形成相应的呼

吸孔数目∀根据 年不同呼吸孔数目稚鲍壳长统计

资料 第一个呼吸孔大多在壳长 ∗ 时形

成∀第二个呼吸孔在壳长 ∗ 时形成∀第三

个呼吸孔在壳长 ∗ 时形成∀ 第四个呼吸

孔在壳长 ∗ 时形成∀

 稚鲍剥离时间及规格
由于缺乏底栖硅藻 我国目前稚鲍剥离规格仅为

∗ ∀ 实验表明 剥离后死亡的稚鲍大多是壳长在

以下的小型群体∀当受精卵形成后 ∗ 群体

平均壳长达到 左右 这时稚鲍群体中有 以

上的个体都已达到了成鲍的呼吸孔数目 见表 表

若在此时剥离可以大幅度降低稚鲍死亡率∀当然这

要在搞好饵料培养及控制投池密度的前提条件下进

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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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主要采用投喂单细胞藻类作为植物性鲜活饵料 但

是由于对虾育苗期正值 ∗ 月份 气温和水温都很

低 加之单细胞藻类培养技术和水体的限制 往往难以

培养 不能满足对虾育苗生产的要求∀现在生产上一般

用蛋黄!豆浆来弥补单细胞藻类的不足 但这两种代用

饵料价格较贵 对水质污染严重 易造成对虾幼体疾病

的发生 往往得不到理想的育苗效果∀为了更好地开发

试验对虾幼体的代用饵料 作者对海藻磨碎液代替单

细胞藻类的可行性及海藻的抗菌作用进行了研究∀

 材料和方法

 实验材料
实验于 年 ∗ 月在青岛市城阳区海丰对虾

育苗场进行∀实验海藻有绿藻门的袋礁膜 Μονοστροµ α

ανγ ιχαϖα ! 缘管浒苔 Ε ντεροµ ορπηα λινζα ! 孔石莼

Υλϖα περτυσα 和 褐 藻 门 的 裙 带 菜 Υνδαρια

πιννατιφιδ α ! 鼠尾藻 Σαργ ασσυµ τηυνβεργ ιι ! 萱藻

Σχψτοσιπηον λοµ ονταριυσ ∀

 实验方法

 海藻磨碎液的制备  取干净鲜嫩的各种

海藻 放入研钵中加入少量过滤海水 研磨一定时间

后 用 目筛绢过滤 滤出的藻液作为中国对虾蚤状

幼体 ∗ 期 的饵料∀ 海藻磨碎液的主要成分

有 单个海藻细胞!几个海藻细胞相连的细胞团和有机

碎屑等 其密度的计算单位为海藻细胞数 ∀ 用于配

制培养基的海藻磨碎液的提取方法为 每种海藻各取

份 每份鲜重 置于研钵中 分别加入 过滤海

水! 乙醇和丙酮 研磨 用 目筛绢过滤

得到各种海藻磨碎液∀

 海藻磨碎液投喂中国对虾蚤状幼体的实

验 实验容器为 烧杯 内装 过滤海水 放

置在自制的控温箱内 控温至 ∗ ε ∀ 实验分为

组 ψ ! ψ 和 ψ 糠虾幼体 期 ∀实验开

始时 每个烧杯放入刚变态的各期蚤状幼体 尾 实

验过程中不充气 不换水∀实验投喂饵料为球等鞭金藻

Ισοχηρψσισ γ αλβανα 和各种海藻磨碎液 每种

饵料设 个平行组∀并以球等鞭金藻作为对照∀各种饵

料的投饵量相同 均为过量∀实验 后计数幼体存活

率和变态率∀

 海藻的抗菌实验 配制含有以不同方式

提取的各种海藻磨碎液的 ∞ 和 °≠ 培养基 海

藻磨碎液的加入量为 ∀ 实验菌采用 个标准菌

株和 个自然海水样品∀ 标准菌株为溶藻胶弧菌

ςιβριο αλγ ινολψτιχυσ 和 副 溶 血 弧 菌 ς

παραηαεµ ολψτιχυσ ∀ 将菌株接种入 ∞ 液体培养基

中于 ε 培养 ∗ 分别取少量用无菌海水稀释

成 菌悬液 取 以涂抹平板菌落计数法接种

于 ∞ 培养基上∀ 自然海水样品经筛绢过滤!用无

菌海水稀释至 倍 取 以同样方法接种于

和 °≠ 培养基上∀ 将接种实验菌的培养基于

∗ ε 下培养 计数 个平行组的平均菌落数∀

 数据的分析与整理
幼体的存活率以存活的未变态和变态幼体数占放

入幼体总数的百分率表示∀ 幼体的变态率是指已变态

存活的幼体数占放入幼体总数的百分率∀ 各实验组的

存活率和变态率均以 个平行组的平均值表示 并进

行卡方 Ξ 检验 比较对照和各种海藻磨碎液对于幼

体存活率和变态率有无显著性差异∀ 若显著 Ξ

Ξ 表示海藻磨碎液不能代替单细胞藻类作为对虾

幼体饵料 若不显著 Ξ Ξ 表示海藻磨碎液可

以代替单细胞藻类作为对虾幼体饵料∀

 实验结果

 海藻磨碎液投喂中国对虾蚤状幼体的实

验
由表 可看出 在实验的 种海藻中 缘管浒苔!

孔石莼!鼠尾藻和萱藻作为对虾幼体的饵料效果较好

而且经卡方检验表明这几种海藻磨碎液可以代替单细

胞藻类作为对虾幼体的饵料 而袋礁膜和裙带菜作为

饵料的效果较差 这可能与它们含胶质太多 易污染水

质有关∀同时通过观察发现幼体对海藻磨碎液的摄食!

消化吸收较好 因此海藻磨碎液可以代替或部分代替

单细胞藻类作为对虾幼体的饵料∀

 海藻的抗菌作用
实验结果表明 海藻对溶藻胶弧菌!副溶血弧菌两

种对虾幼体的病原菌及海水中的细菌和真菌都有一定

的抑制作用 而且随着海藻种类和提取方法的不同其

抗菌效果不同 说明不同的海藻可能含有不同的抗菌

物质 在实验海藻中 孔石莼!鼠尾藻和萱藻的抗菌效

果较好 而袋礁膜 缘管浒苔和裙带菜的抗菌效果较

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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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海藻磨碎液与球等鞭金藻作为中国对虾蚤状幼体饵料效果的比较

饵料种类
ψ ψ ψ

存活率 变态率 存活率 变态率 存活率 变态率

球等鞭金藻

袋礁膜 3

缘管浒苔

孔石莼

裙带菜 3 3 3

鼠尾藻

萱藻

注 表中带/ 3 0表示卡方检验显著∀

表 2 海藻对溶藻胶弧菌和副溶血弧菌的抑制作用

实验菌种 海藻的提取方法
菌落数 个

袋礁膜 缘管浒苔 孔石莼 裙带菜 鼠尾藻 萱藻 对照

溶藻胶弧菌

过滤海水

乙醇

丙酮

副溶血弧菌

过滤海水

乙醇

丙酮

表 3 海藻对海水中细菌和真菌的抑制作用

培养基名称 海藻的提取方法
菌落数 个

袋礁膜 缘管浒苔 孔石莼 裙带菜 鼠尾藻 萱藻 对照

∞

过滤海水

乙醇

丙酮

°≠

过滤海水

乙醇

丙酮

 讨论

 大型海藻与单细胞藻类含有相似的营养成

分 而且海藻表面附着大量底栖硅藻!有机碎屑等 由

此共同组成的海藻磨碎液 营养丰富 可完全满足对虾

幼体的营养需求∀ 据王良臣等≈ 认为中国对虾幼体摄

食方式主要是靠附肢拨动水流滤食水中的藻类和有机

颗粒 对食物的性质无严格的选择性 只要食物颗粒大

小合适 都可被摄食 因而海藻磨碎液很易被对虾幼体

摄食 本文实验的几种海藻如孔石莼!鼠尾藻 在北方

沿海分布很广 一年四季均可生长 在很多海区能成为

优势种 产量较大∀因此海藻磨碎液代替或部分代替单

细胞藻类作为对虾幼体的饵料是可行的∀

据缪国荣等报道≈ 利用海藻提取液育肥海湾扇

贝 Αργ οπ εχτεν ιρραδ ιανσ 亲贝活力旺盛 性腺饱满

取得较好的效果∀因此 在海产动物的人工育苗中采用

海藻磨碎液代替单细胞藻类作为饵料 应引起足够的

重视∀

 海藻的抗菌作用已被许多学者所证实 如

≤ 和 ≥
≈ 认为 英国沿海的海藻有抗菌性

质∀据巴斯洛报道≈ 许多海藻提取物有明显的抗菌物

质 一些海藻的抗菌活性甚至超过抗菌素∀本文实验的

几种海藻对中国对虾的两种病原菌及海水中的细菌和

真菌有明显的抑制作用 而且不同种类的海藻所含的

抗菌成分不同∀巴斯洛≈ 认为 海藻中的抗菌物质是脂

肪酸类!碳酰化合物!含溴化合物和酚类化合物 还含

有藻类多糖等抗病毒物质∀因此 海藻磨碎液不仅可以

作为海产动物的饵料 而且还能起到预防疾病的作用∀

从水产药物的角度出发 海藻中抗菌!抗病毒物质在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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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动物养殖上的开发利用 还有待于进一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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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种海洋动物中硒化学形式和分布3

ΧΗΕΜΙΧΑΛ ΦΟΡ ΜΣ ΑΝ∆ ∆ΙΣΤΡ ΙΒΥΤΙΟΝ ΟΦ ΣΕΛΕΝΙΥΜ ΙΝ

ΣΕς ΕΡ ΑΛ ΜΑΡ ΙΝΕ ΑΝΙΜΑ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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α  硒是人体必需微量元素 硒在人类抗癌防癌 抗衰

老等方面具有重要作用≈3 4 5 ∀ 近年来研究发现 硒的

化学形式与其生物利用率密切相关∀ 海洋生物是公认

的富硒食物 但有关海洋生物中硒的化学形式国内未

见报道∀ 本文对几种常见海洋动物中硒的化学形式和

分布进行初步探讨∀

1 材料与方法

1 1 主要材料及试剂

1 1 1  贻贝!扇贝!海虾!蛤蜊!牡蛎购于青岛南

山农贸市场∀

1 1 2 硒 色谱纯∀

1 1 3 ΗΧλ ΗΝΟ3 ΗΧλΟ4 均为分析纯∀

1 2 方法

1 2 1 原料预处理 用刀具将贻贝!扇贝!海虾!

蛤蜊!牡蛎的软体部分取出 用高速组织捣碎机粉碎

备用∀

1 2 2  分离提取 精确称取一定量样品放入带

橡木塞的试管中加入一定量蒸馏水 放入均质器中均

质 采用 Χαππον
≈6 介绍的一种提取方法 将均质物分

离为固体残余物!水溶液提取物!ΤΧΑ 沉淀层 3 种组

分 然后分别测定硒含量∀

1 2 3 硒含量测定≈1 7  用原子吸收法 准确称

取一定量样品 加入浓 ΗΝΟ3!ΗΧλΟ4 放置过夜 然后

置砂浴上加热消化∀ 经以上消化 Σε− 被氧化为 Σε−

而 Σε− 未发生变化 消化液转入 10µ λ容量瓶中

用 3 ΗΝΟ3 稀释至刻度 混匀 上机测定∀以上步骤用

于测定样品中 Σε− 和 Σε− 含量 为测定总硒含量 包

括 Σε− 则将 初样品液加入浓 ΗΧλ置沸水浴中煮

沸一定时间 使 Σε− 还原为 Σε− 然后按上述步骤测

定总硒含量 Σε− 含量可由总硒含量和 Σε− Σε−

含量计算得出∀

2 结果和讨论

2 1 几种海洋动物中硒化学形式和分布

结果见表 1∀

表 1  5 种样品中硒化学形式和分布

种类
硒

≥ 2  ≥ 2 ≥ 2

贻贝

扇贝

海虾

蛤蜊

牡蛎

从表 可见 所有样品中含有较多的 ≥2 和 ≥ 2

∀ 种样品中≥ 2 含量较低 除了牡蛎中含量

较高外 其余均在 ∗ 之间∀

 不同提取物中硒化学形式和分布

以前实验结果表明≈ 贻贝和扇贝中硒大部分存

在于蛋白质中 而对硒存在的化学形式和分布未知 为

此 采用 ≤
≈ 介绍的一种蛋白质提取方法 对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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