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个细胞 大苗肉眼可见 第 天 幼苗普遍

∗ 长 第 天 大苗可达 ∗ 小的约

∗ ∀经取样计数 出苗密度为 棵 其中

∗ 大苗为 ∗ 棵 ∀

 结论

用了约 培育了日本品系裙带菜的商品幼苗

在培育过程中 未发现畸形病和其他病害∀ 出苗整齐

无局部死亡现象∀ 实验的成功表明日本品系裙带菜的

无性繁殖系能够用于生产性育苗 这为发展日本品系

裙带菜的人工养殖创造了有利条件 相信这种育苗方

法的推广将为发展我国裙带菜的人工养殖作出新贡

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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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洋哺乳动物饲养设施的空间要求与设计标准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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Ξ  近年来 随着国内经济和旅游业的发展 许多城

市开始兴建水族馆 在一些大型水族馆中海兽的饲养

正日益普遍∀ 由于我国在这方面起步较晚 加之对海

洋哺乳动物的生理和生活习性并不十分了解 一些海

兽饲养设施在设计上比较盲目 有些与饲养和展示的

要求不符 甚至影响到海兽的正常活动与健康∀ 本文

参照有关国家海兽饲养设施的设计标准 向业内人士

介绍有关海兽饲养设施设计的基本要求 以供参考∀

 设计依据

人工饲养条件下 海洋哺乳动物的活动必然会受

到饲养设施空间的制约 据 Ηουσε等 年报道 海

兽饲养过程中的高死亡率很大程度上是由于饲养空

间狭小和动物社群隔离等胁迫所致∀ 因此饲养设施空

间的大小是关系海兽健康和饲养成败的重要因子之

一∀

由于所饲养海兽种类不同 每种海兽在体长!体

型及行为方式等方面差异很大 因此不同国家和地区

关于海洋哺乳动物饲养设施的设计标准也不一样∀ 国

际海洋哺乳动物公园和水族馆联盟 Αλλιανχε οφ Μα−

ρινε Μαµ µ αλΠαρκσ ανδ Αθυαριυµ σ 总结了海兽长期

饲养经验 在美国农业部动植物检疫局 ΑΠΗΙΣ

年颁布的美国海洋哺乳动物管理条例的基础上 提出

了有关海洋哺乳动物饲养设施最新要求 使海兽饲养

设施的设计标准更为科学和准确∀ 本文参照上述标

准 并结合香港海洋公园和近年我国有关海兽饲养情

况 着重介绍饲养条件下常见海洋哺乳动物饲养池设

计的基本要求∀

 成体平均体长 ΑΑΛ

确定 ΑΑΛ 的依据是以前收集的大量形态学资料

野外自然环境和人工饲养条件下有代表性的成熟个

体 同时还必须考虑海洋哺乳动物个体的性别差异∀

对于鲸类动物 其体长的测定为吻端或额窿最前

端至尾鳍缺刻的直线距离 鳍脚类动物和裂脚类的海

獭 其体长测量方法为鼻尖至尾尖的直线距离 海牛

体长的测定方法为口器前端至圆形尾最远端的直线

距离∀

 饲养动物的数量

机构计划饲养动物的数量与饲养空间大小密切

相关∀ 在饲养条件下同一设施中海兽数量一般不应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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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 头 但在同一饲养池中 如果所饲养海兽的数量

太多 由于群体中个体大小!年龄和性别等方面的差

异 一些处于弱势的动物容易遭受到来自群体内其他

个体的压迫 从而影响其正常活动与健康∀

 海洋哺乳动物饲养池设计的基本要

求

 鲸类饲养池设计的基本要求

 最小水平距离 ΜΗ∆  就两头动物而

言 通常要求 ΜΗ∆ ∴ ∗ ΑΑΛ 之后每增加 头

如果保持池深不变 则 ΜΗ∆ 随池面积的增大需增加

∗ ΑΑΛ ΜΗ∆ 池水容积均为饲养 头动物时的

参考标准 ∀

 池水的容积 Μς  一般地 Μς ∴

ΜΗ∆ Μ∆ ∀对于平均体长等于或小于 µ 的小

型鲸类 超过 头后每增加 头 饲养池的容积原则

上最少需增加 ΜΗ∆ Μ∆ 而对于平均体长

大于 µ 的鲸类 则超过 头后每增加 头 池子

的容积最少需增加 ΑΑΛ ∀

 最小池深 Μ∆  对于饲养池 只要 Μ∆

∴ ΑΑΛ 即可满足鲸类正常活动的需要 通常要求最小

池深不小于 µ 但表演池的深度一般应考虑适当

大于此标准∀ 水族馆中常见鲸类饲养空间的参考尺寸

见表 ∀

表 1 水族馆常见鲸类饲养空间的基本要求

种名 ⁄ ∂ 第 头动物需 之后每增加 头动物 ⁄

增加容积 需增加容积

杀人鲸

Ορχινυσ ορχα

伪虎鲸

Πσευδ ορχα χρασσιδ ενσ

宽吻海豚

Τυρσιοπσ τρυνχατυσ

鼠海豚

Πηοχοενα πηοχοενα

白鲸

∆ ελπηιναπτερυσλευχασ

真海豚

∆ ελπηινυσ δ ελπηισ

太平洋白边海豚

Λαγ ενορηψνχηυσοβλιθυιδ ενσ

 鳍脚类饲养空间的基本要求

与鲸类不同的是 鳍脚类动物 如海狮 海豹等

除了保证其生活所必需的水环境外 尚需一块陆地

以满足其休息!社群活动和繁殖的需要∀

 水池最小水平距离 ⁄  鳍脚类动物

所栖息水池的最小水平距离通常不应小于其平均体

长的 倍 即 ⁄∴ ∀

 池深 ⁄  池深以大于或等于平均体

长一半以上较为理想 但一般不应小于 ∀

 陆地面积 ⁄  鳍脚类陆地休息场

最小面积应为所栖息每头动物平均体长平方的总和

即 ⁄ ∴ Ε ∀

 水池面积 ≥  水池部分面积要求至少

等于或大于休息场的面积 即 ≥ ∴ ⁄ ∀

 几点说明

 一套完整的!以展示为目的的海兽饲养设

施 除饲养池外 还应包括隔离池或治疗池 表演池和

繁育池 这里须特别强调 文中所介绍的标准仅仅是

海兽饲养池最基本的空间要求 实际工作中应适当考

虑比现有标准略大∀

 所有海洋哺乳动物饲养设施在设计时 为

使设施内通风良好 减少氯气或其他有害气体的聚

集 室内垂直高度一般要求至少 以上∀

 对于海狮!海豹等鳍脚类动物 当两头或两

头以上性成熟的雄性个体混合饲养时 陆地部分必需

分隔成两个或更多个相互独立的区域 通过设置视觉

海洋科学



障碍 避免彼此间相互攻击∀

 淡水豚饲养池设计也可参照上述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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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种多管藻中脂肪酸的分析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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Ξ  多 管 藻 是 红 藻 门 松 节 藻 科

多管藻属 Πολψσιπηονια 的海生藻

类 国外对其研究的历史已有 多年 到 年代前

后 和

° × √ 等人比较详细地研究了多管

藻属内的 Πολψσιπηονια λανοσα 等所含的脂肪酸 年

代初 李烈英等人对几种海洋生物中的高度不饱和脂

肪酸进行了比较研究≈ 发现多管藻属中的 Π µ ορ2

ροω ιι中脂肪酸的主要成分为饱和脂肪酸 Β 与高

度不饱和脂肪酸 ∞° 二十碳五烯酸 其他种类脂

肪酸含量很少∀ 作者近两年对产于我国近海的多管藻

Π υρχεολατα 和 Π ϕαπονιχα 进行了研究 本文将报道

经提取!分离以后 用毛细管气相色谱法分析测定这

两种多管藻内脂肪酸的组成与含量的结果∀

 实验

 试样

多管藻 Π υρχεολατα 年 月采自青岛市八

大关前海域∀

多管藻 Π ϕαπονιχα 年 月采自青岛市八

大关前海域∀

试样鉴定是在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海藻分类

学陆保仁研究员指导下进行的∀

 主要仪器与操作条件

脂肪酸的测定使用美国惠普公司产的 °

型气相色谱仪∀柱子为 ≤ ¬ 石英毛细管色

谱柱 ≅ 柱温 ε 汽化室温度

ε 检测器温度 ε 分流比 Β 载气流速

∀

 实验步骤

将用海水洗净的多管藻晾置数小时后置于 ε

烘箱中烘干 粉碎后过 目筛∀ 称取一定量在索氏提

取器中用无水乙醚提取 滤去不溶物 回收乙醚

溶剂 残留物即为粗脂肪 进一步干燥后定量∀ 粗脂肪

经皂化后 用甲醇在酸性条件下甲酯化 酯化产物用

硅胶薄层色谱分离 其中的脂肪酸部分用正己烷洗脱

后 取 Λ 进样 作气相色谱分析∀

 结果与讨论

 粗脂肪及脂肪酸的总量

粗脂肪乃是脂溶性的脂肪类混合物 包括脂肪!

游离脂肪酸!磷脂!甾醇!糖脂和部分色素!有机酸等∀

对两种多管藻试样的测定结果 以干藻重量为基准的

粗脂肪含量和粗脂肪中脂肪酸的总量 包括游离脂肪

酸和粗脂肪经皂化后生成的脂肪酸 如表 所示∀

表 1 粗脂肪含量和脂肪酸总量

试样 粗脂肪 脂肪酸总量

Π υρχεολατα

Π ϕαπονιχα

指粗脂肪中脂肪酸总量∀

 脂肪酸的种类和相对含量

测定两个试样中脂肪酸的气相色谱图如图 图

所示∀

由色谱图可以确定脂肪酸的种类及其相对含量

列于表 ∀

由表 可见 两种多管藻中 ƒ 分别占脂肪酸

总量的 和 ∀ ∞° 的含量虽不及 Π

µ ορροω ιι中 ∞° 的含量 但也都相当高

分别为总脂肪酸的 和 此外 Π υρχεο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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