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α  现将 年 月进行的高锰酸钾对泥螺 Βυλλαχ2

τα εξ αρατα ° 胚胎孵化!浮游幼虫及匍匐幼虫的

试验结果总结如下∀

 材料与方法

 材料
泥螺卵群采自舟山朱家尖泥螺养殖场 年

月∗ 月 在实验室用砂滤海水冲去卵群表面的淤

泥!脏杂物等 按 卵群 的密度培养于玻璃缸

内∀ 间隙充气 每天全换水一次∀

 方法
设置预备试验确定合理的高锰酸钾浓度样度∀ 正

式试验设重复组和对照组≈ ∀ 试验用水系自然砂滤海

水再经脱脂棉过滤 海水比重 ∗ 为

∗ 平均水温 ε ∀

镜检卵群 至胚胎发育至膜内面盘幼虫时 在镜下

将卵群切成小块 每块含受精卵 ∗ 粒 计数后投

入预先配制好的各样度浓度中 孵化率按泥螺面盘幼

虫破膜营浮游生活的数量与投入时卵块所含受精卵的

数量之比来计算∀ 膜内幼虫平均壳高 Λ 平均

壳宽 Λ ∀ 设 ≅ ≅ ≅

≅ ≅ ≅ ≅ 个浓度

梯度 每隔 全换原样度浓度溶液 现用现配≈ ∀

收集当天孵化出膜的浮游幼虫 壳高 Λ
壳宽 Λ 用作浮游阶段试验材料∀ 浓度梯度同

上 幼虫密度 ∗ 个 每天换水 次 每次换原

水 不充气!不投饵 定时取样计算存活率∀

取孵化后浮游幼虫培养于塑料圆盆内 幼虫密度

个 每天换水 次 每次换原水 饵料以小球

藻 Χηλορελλα 为主 保证水体中有藻细胞 个

连续充气 经 后发育成匍匐幼虫 壳高

Λ 壳宽 Λ ∀ 匍匐阶段试验在玻璃圆缸中进行

浓度设 ≅ ≅ ≅ ≅ ≅

个梯度 幼虫培养密度 ∗ 个 ∀ 每天全

换水 次 不投饵!不充气 定时取样计算存活率∀对照

组出现死亡 按文献≈ 对死亡率进行校正∀ 安全浓度

按经验公式计算∀

 结果

 高锰酸钾对膜内幼虫及孵化的影响

卵块投入较高浓度的高锰酸钾溶液中 ∴ ≅

受精卵及卵群膜均被染成黄褐色 颜色随浓度

增大或时间延长而加深 直至烤焦状 并表现出不同程

度的失水状况∀镜检发现 膜内面盘幼虫的活力随高锰

酸钾浓度增加而下降 转动次数依次减少 面盘收缩

直至死亡 其死亡时间随浓度的增大而成倍提前 表

∀

表 1  不同浓度高锰酸钾对泥螺胚胎存活率的影响

高锰酸钾浓度 试验卵量 死亡率

≅ 个

对照

在低于 ≅ 的各组中 泥螺膜内面盘幼虫

均能长期存活且活动良好 受精卵发育至 膜

内幼虫开始孵化出膜 孵化持续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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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组中 总孵化率在 以上 而 ≅

组的孵化率达 对照组仅 表 ∀

表 2 不同浓度高锰酸钾对泥螺孵化率的影响

浓

度

≅

试

验

卵

量

个

孵化个体数 个 孵化率

第
一
天

第
二
天

第
三
天

第
一
天

第
二
天

第
三
天

对照

 高锰酸钾对浮游幼虫的影响
泥螺胚胎孵化后即营浮游生活 依靠面盘纤毛的

摆动而使其悬浮于水中∀当环境条件不适时 面盘缩入

壳内并沉于水底∀ 通过镜检观察心跳及内脏蠕动与否

来决定其是否死亡∀

试验开始后 观察 低于 ≅ 组中浮游幼

虫活动自如 沉底个体少且在底上停留时间短 在

≅ ∗ ≅ 组中 沉底个体增多 约占总个体

数的一半 在 ≅ 组中 幼虫活动迟缓 大量幼

虫沉于底上 面盘及足全部缩入幼虫壳内 在 ≅

组中 幼虫的面盘及足全部缩入壳内 无浮游个体∀ 以

上各组均未发现死亡个体∀

后取样观察 ≅ 以上组中的个体出现

死亡 随浓度增加 死亡率明显上升∀ 低于 ≅

的各组幼虫活动正常 活力与对照组一致 均未发现死

亡个体∀

后观察 ≅ 组中幼虫全部死亡 ≅

以上各组出现不同程度的死亡 ≅ 以下各

组中个体活动正常∀

表 3 不同浓度高锰酸钾对泥螺浮游幼虫存活的影响

高锰酸钾浓度 死亡率

≅ 内

对照

注 随机取样 次 每次取幼虫 ∗ 个于镜下检查∀

根据机率单位法 求得 时 ≤ ≅

时 ≤ ≅ 时 ≤

≅ 安全浓度 ≥≤ ≅ ∀

 高锰酸钾对匍匐幼虫的影响

浮游幼虫经过 ∗ 发育成匍匐幼虫 面盘退

化 足部伸缩频繁 营底上匍匐爬行生活 镜检其足部

伸缩情况来判断其是否适应生活环境 观察心跳与内

脏蠕动与否来决定其存活情况∀

在 ≅ 以下各组中 匍匐幼虫生活正常 足部

伸缩频繁 后的存活率与对照组无差别∀

≅ 以上各组中 随着浓度上升 死亡率亦增

高 表 ∀

表 4 不同浓度高锰酸钾 72 η 后匍匐幼虫的存活情况

浓度 镜检观察 死亡幼虫数 死亡率 校正死亡率

≅ 幼虫数

3 3

对照

3 试验平行组∀

试验结果表明 低于 ≅ 的高锰酸钾对泥螺

匍匐幼虫的存活是安全的∀同时在试验中也观察到 对

照组水体中有大量的原生动物 死亡幼虫壳内有许多

微小生物的活动 而在投放了高锰酸钾后的各组水体

中 原生动物及其他微小生物极少或几乎没有 水质较

清∀ 在 ≅ 组中 幼虫死亡率低于对照组 作者

认为与其水中原生动物少!水质清有一定关系∀浓度高

于 ≅ 的各组中 尽管水质清 原生动物绝迹 但

幼虫死亡率上升 其原因主要是高锰酸钾产生毒性而

引起∀

 讨论

 高锰酸钾浓度高于 ≅ 对泥螺胚胎

产生较强毒性 导致胚胎死亡∀ 在 ≅ 以下浓

度 对卵群孵化有促进作用 提高孵化率 且使孵化相

对集中∀ 因此在卵群孵化阶段 采用 ≅ 的高锰

酸钾来处理水体 每天投放 次以保证高锰酸钾浓度∀

 浮游幼虫对高锰酸钾的安全生活浓度为

≅ 根据 ≥≤ ≤ ≅ ≤ ≤

计算 连续使用也不会引起幼虫活动异常和死亡∀ 以

试验中可知 ≅ 以下浓度 内幼虫

存活且活动正常 因此若需较高浓度的高锰酸钾进行

消毒时 可以采用 ≅ 但不能连续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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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锰酸钾超过 ≅ 则对匍匐幼虫产生

较大影响 导致死亡率急剧上升 ≅ 浓度是安

全的 且幼虫存活率高于对照组∀

 在泥螺人工育苗过程中 应从卵群孵化阶段

开始就施用高锰酸钾∀ 育苗中有效浓度为 ≅

每天 次投放 一次性用药也可采用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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柯才焕  符 艳  汤 鸿  周时强  李复雪

厦门大学海洋系!亚热带海洋研究所

Ξ  作者于 年 月在厦门大学海滨实验场 就波

部台湾东风螺 Βαβψλονια φορµ οσαε ηαβει 对几种饵料

和饵料蛋白质的消化率进行了测定比较 以期为该种

的人工养殖和配合饲料研制提供基础资料∀

 材料与方法

 材料

 实验对象 波部台湾东风螺购于厦门霞

溪市场 壳长约 放养于装有 海水的塑料盆

中 每盆 ∗ 只∀ 实验螺先在室内暂养 投喂饵

料 以适应环境和饵料的变化∀之后饥饿 使其消化

道排空∀取体质健壮者作为实验材料∀实验结束后 用

× 型托盘扭力天平称取螺重 用游标卡尺测定螺的

壳长∀

 供试饵料种类  选择 种供试饵料 即

鳗鱼配合饲料 厦门上洪水产饲料有限公司生产 含灰

分 !甲鱼配合饲料 厦门上洪水产饲料有限公司

生产 含灰分 !虾肉!枪乌贼肉!菲律宾蛤仔肉!

罗非鱼肉 去皮!骨并剁碎 ∀ 种饵料每样购买

预处理后放冰箱保存 以保证整个实验阶段使用同

一来源的饵料∀

 方法

 理化因子测定 实验在空调室中进行 水

温控制在 ? ε 海水盐度为 ∀

 温度对最大摄食量的影响  实验的水温

梯度用控温仪控制 设置 ε ε ε ε

ε ε ε 等共 组进行 经过 绝食后投喂枪

乌贼肉 经 取出残饵 计算出日摄食量∀

 饲养管理和粪便收集 实验期间 第一天

上午 Β 投喂饵料一次 日投量根据暂养时估计的

量 投饵 后将残饵取出 烘干称取干重∀第二天以

后 间每天上午 Β 和下午 Β 用密网收集

粪便各一次 称湿重 然后置于 ε 烘箱中烘

称取 收集的总干重 待测元素含量∀

 化学成分测定方法和消化率的计算

饵料和粪便样品烘干后 用美国产 ≤ 元素分

析仪测定其 ≤ 的含量∀

饵料蛋白质消化率 ≈ 饵料 百分含量≅ 摄入

饵干重 粪便 百分含量≅ 粪便干重 饵料 百分

含量≅ 摄入饵干重 ≅

饵料消化率 ≈ 摄入饵料重 排出粪便重 摄入

饵料重 ≅

日摄饵率 摄入饵料重 螺重 ≅

 结果

 波部台湾东风螺对饵料蛋白质消化率
结果见表 ∀

 波部台湾东风螺对饵料的消化率
结果见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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