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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材料和方法

实验的大部分于 年 ∗ 月完成∀ 虾夷马粪

海胆 Στρονγψλοχεντροτυσ ιντερµ εδ ιυσ 幼胆为大连水产

学院 年人工培育的 ƒ 代幼海胆 ?

∀

 低盐及正常海水中虾夷马粪海胆幼胆的

成活率
低盐海水为经暴气的自来水与自然海水 配

制而成 自然海水为经砂滤的黑石礁沿岸水∀ 盐度测

定采用 ≥≠ ≠ 2 型光学折射盐度计∀ 实验容器采用

烧杯代用 每个盐度组采用壳直径为 ?

幼胆 个 分为 ∗ 组 具体是将幼胆放入

各盐度水中一定时间后取出放回到自然海水中并观察

∗ 后计数成活率 盐度 以上放入时间为

以上∀ 实验期间温度为 ? ε ∀

幼胆在各盐度下不同时间的成活率以该时间后将

海胆放回正常海水 后的成活率为准∀

 盐度和饵料对幼胆摄食!生长的影响
饵料为海带 Λαµ ιναρια ϕαπονιχα 和石莼 Υλϖα

∀ 各组均采用 个幼海胆 ? ∀

实验期间每日全量换水 次 充气培养 自然光周

期 光照度小于 ¬∀ 实验前后分别用游标卡尺及

天平测定幼胆壳径!体重 用滤纸吸干体表水 !投饵及

残饵量 用滤纸吸干表面水 ∀每 投喂并清除残饵

次 过量投饵∀ 各盐度组均设海带和石莼空白对照组∀

投喂海带各组实验时间为 投石莼各组为 ∀

海胆在各盐度下的日相对摄食率和日相对生长

率 采用文献≈ 中公式计算≈ ∀

 结果

 各盐度下虾夷马粪海胆的成活率
结果见图 ∀

在 ∗ 盐度下 后幼胆未出现死亡

现象 可正常生活∀

图  不同盐度下虾夷马粪海胆幼胆的成活率

 盐度对幼胆摄食与生长的影响
实验结果见表 ∀

方差分析结果表明 各盐度组虾夷马粪海胆摄食

海带的日相对摄食率均明显高于摄食石莼组 °

两种饵料 ∗ 各盐度组的日相对摄食

率和日相对生长率 ⁄∏ 多重比较说明 在 !

盐度下 海胆的摄食!生长基本不受盐度影响 随

盐度的降低 海胆的摄食!生长逐渐减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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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海胆的摄食!生长明显好于 组 其中

组最差∀

 幼胆的外形和早期性腺发育
观察表明 海胆的外观在各盐度组间无明显差别

但海胆体色与饵料有关 摄食海带各组幼胆为褐色!红

褐色 而摄食石莼的幼胆则表现为灰白色夹杂绿色∀

实验后观察幼胆的早期性腺发育表明 幼胆在

∗ 盐度下摄食海带和石莼均有一定程度的

性腺发育 性腺组织呈现出淡黄色至深黄色 形状从细

线到粗线状 高盐度组个体性腺组织块比低盐度组稍

粗大 摄食海带组个体性腺组织色泽比石莼组个体略

深 明显观察到性腺发育的最小个体为

个体∀随个体增大 性腺组织增大!变粗!色泽加

深∀

表 1 虾夷马粪海胆在不同温度下的摄食与生长

饵料 盐度 摄食总量
饵料对照 种类 海胆总重 日对照摄食率 日相对生长率

Ε Γτ Ε Γ Ε Γτ Ε Γ 初始重 终了总重

海
 
带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石
 
莼

    

    

    

    

    

    

注 表中字母表示同一饵料下 ⁄∏ 多重比较的结果 标有相同字母的均值在 水平上无显著差别∀Ε Γτ Ε Γ 饵料终了

总重和初始重量∀

 讨论和结论

孙勉英等≈ 曾报道 大连紫海胆 Σ νυδ υσ 在盐

度为 条件下 内即有死亡 以下不摄食!不生

长 只有在 以上才可以摄食与生长∀本研究表明 虾

夷马粪海胆的耐低盐能力比大连紫海胆略强 主要是

由于种的特异性∀此外 从作者长期室内养殖实验对比

看 对 其 他 水 质 等 方 面 前 者 亦 比 后 者 要 求 低∀

≠ √ √ 等≈ 报道 虾夷马粪海胆受精卵胚胎发

育的适宜盐度范围为 ∗ ∀ 本研究说明幼海胆比早

期胚胎的耐盐范围广 原因是随个体发育期的推后 个

体对外界环境 包括盐度 的抗逆性增强∀

在摄食率测定中 由于鲜海带和石莼在实验期间

存在生长现象 故设置了海带和石莼的空白对照组 并

对 高绪生等≈ 研究大连紫海胆的日相对摄食率的计

算方法进行了修正 将实验期间饵料 海带和石莼 的

生长考虑了进去 从而相对减小了计算的误差∀

川村一 ≈ 的研究表明 以上虾夷马粪海

胆个体主要摄食一些大型藻类 对食物的选择依次为

海带!孔石莼 Υλϖα περτυσα !马尾藻 Σαργ ασσυµ

等∀本研究表明 虾夷马粪海胆 ∗ 对海

带的摄食率和生长率均高于对石莼的摄食 同时早期

性腺色泽亦好∀ 作者认为 开展虾夷马粪海胆的增养

殖 应选择在海藻比较繁茂的沿海 人工养殖应以海

带!裙带菜!马尾藻!石莼等褐藻和绿藻为主 在以上藻

类缺乏时 适当配以其他藻类 可收到良好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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