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盐田生态系统的生物调控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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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岛海洋大学

提要  借助盐田生态系统结构分析的结果 提出了盐田生态系统生物调控的基本模式 给

出了控制变量的控制水平∀

关键词  盐田 生态系统 生物调控

Ξ  用生物调控的方法保持盐田生态系统的平衡 因

成本低和无毒无害等特点 而成为当今盐业生产中的

重要科研课题∀

 生物调控的指导思想

在盐田生态系统中 沿水流的方向分布着不同的

生物群落∀ 在养殖区 对虾以人工饵料为食 残饵及对

虾排泄物以碎屑的形式加入到卤水中或沉淀到池底

给卤水带来了丰富的氮和磷 低盐区的藻类利用这些

氮 和磷 ° 得以大量繁殖 随水流进入中盐区的浮

游单胞藻和有机碎屑被卤虫所滤食 在高盐区 卤虫

不能存活 红色嗜盐菌则以卤虫残骸为蛋白源 并消

耗上级卤水带来的其他有机质 嗜盐菌最终随老卤排

出∀

盐田生态系统结构分析的结果表明 嗜盐菌密度

解释了氯化钠百分含量变化的 Ρ

而嗜盐菌密度又依赖于上级卤水中的卤虫生物量≈

因此通过调节卤虫生物量控制嗜盐菌密度进而控制

盐质是有效的和可行的 同时卤虫和嗜盐菌又都是重

要的生物资源∀ 据此 盐田生态系统生物调控的指导

思想应该是以盐为主 分级调控 合理捕捞 综合利

用∀

以盐为主就是把原盐生产的质量问题放在首位

分级调控就是对不同的亚系统采取不同指导方针的

调控措施 合理捕捞就是加强盐田卤虫资源的科学管

理 综合利用就是在保证盐质的前提下尽可能地利用

好盐田生物资源∀

 生物调控的控制系统

2 1 控制系统的一般模式

文献≈ 把盐田生态系统分为 个亚系统 并给

出了系统变量间的数量关系 据此给出盐田生态系统

中生物控制系统的一般模式 如图 所示 ∀ 该模式把

原盐中氯化钠百分含量大于等于 作为生物调控

的最终目标 为达此目的对系统进行分级调控 逆水

流方向将调控分为 级 见图 ∀图中以 ι ι

指示调控的级别!控制的对象和位置∀

2 2 各级生物调控的模型

 一级调控 ) ) 结晶池 嗜盐菌密度的

控制 由文献≈ 知 嗜盐菌密度 ϑ ≅ 个 与

原盐中氯化钠 ≤ 百分含量之间有如下关系

≤ ϑ ϑ

要使原盐中氯化钠百分含量不低于 即达到优

制盐标准 则结晶池嗜盐菌密度的控制方程为

ϑ ϑ ∴ 即

ϑ ϑ [

解此不等式得

[ ϑ[

即嗜盐菌密度应控制在 ≅ ∗ ≅ 个 ∀

 二级调控 ) ) 中盐亚生系 的卤虫生

物量的控制  由文献≈ 知 嗜盐菌密度与中盐亚生

系 的卤虫生物量 Β 之间有如下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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ϑ Σ ΟΧ Α ψ

ζ Α Β Β

要使嗜盐菌密度满足一级调控的要求 则中盐亚生态

系统 的卤虫生物量的控制方程为

Β Β Σ ΟΧ ψ

ζ Α Α ϑ

若嗜盐菌密度的控制水平为 ≅ 个 在盐度

Σ 为 粘多糖含量 ΟΧ 和盐藻密度 Α 取平均值的

状态下 上式可简化为

Β Β

解得 Β Β 将数据转换成原单位 即

中盐亚生态系统 的卤虫生物量的控制水平为

或 ∀ 按照调控的指导思想 希望在保证盐

质的前提下尽可能多地捕捞卤虫 且由文献≈ 知卤

虫生物量超过 时 结晶池嗜盐菌密度将下

降 故中盐亚生态系统 出水中卤虫生物量的控制

水平为 ∀ 相应的卤虫捕捞量应按下式计算

捕捞量 现存量 控制量∀

图  盐田生态系统中的生物控制系统

ƒ  ×

 三级调控 ) ) 低盐亚生态系统的卤虫生

物量的控制 卤虫的滤食净化作用主要在中盐区 不

同年龄卤虫的滤食率和食物粒径组成不同 在可滤食

食物不足的情况下 卤虫还会刮食底栖藻破坏垫层

故必须保持中盐区有年龄结构合理并与浮游单胞藻

密度相平衡的卤虫种群 这是三级调控的主要任务∀

由文献≈ 可导出低盐亚生态系统的卤虫生物量

的控制方程为

Β Β Α ΣΣ ψ

ζ Σ Β

在藻密度!悬浮物 ΣΣ!盐度!中盐亚生态系统 的

卤虫生物量已知的条件下 令 Κ Α

ΣΣ Σ Β 则上式可简化为

Β Β Κ

低盐区卤虫生物量因受藻密度!多糖含量!溶解氧和

悬浮物的影响≈ 有时可能达不到上式所要求的控制

水平 需按下式人工补足

投放量 控制量 现存量

由文献≈ 知低盐区出水中卤虫生物量不宜超过

∀

 四级调控 ) ) 低盐亚生态系统浮游单胞

藻密度的控制  卤虫生物量要求与之相平衡的藻密

度 由文献≈ 低盐亚生态系统浮游单胞藻密度的控

制方程为

Α ΟΧ ∆ Ο ΣΣ ψ

ζ Β

令 Κ ΟΧ ∆ Ο ΣΣ Β

则有

Α κ Κ ∴

由于低盐亚生系浮游单胞藻密度主要受水温和磷的

影响≈ 要达到上式所要求的控制水平则需按下式计

算磷的需要量

Π Ν Β Τ ψ

ζ Τ Α

令 Κ Ν Β Τ

Τ Α 则有

Π κ

若磷不足可通过人工施肥予以补充≈
° 2° 含量不

能超过 ≈ 磷过多很难处理 应以预防为

主∀

 五级调控 ) ) 养殖区亚生态系统磷含量

的控制  养殖区的磷主要来源于海水输入!饵料投

入!底质释放!地表径流和大气沉降∀ 科学投饵 增加

养殖品种 迅速捕获营养盐 并使之在养殖区亚系统

食物网内进行转化是降低卤水磷含量的有效途径 有

待进一步研究∀

 盐田生物控制系统的管理

盐田生物控制系统的管理应包括生物控制系统

的建立和保持两方面的内容 为此 应作好以下工作∀

在盐场内部建立生物控制系统的管理机构∀ 选

育优良的嗜盐菌菌株进行实验室培养增殖 以备盐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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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种之需∀ 使用耐低温!耐高盐的优良品系卤虫

在低盐区人工增殖卤虫 可以延长卤虫在盐田中的滞

留时间 提高中盐区卤虫大龄个体的数量∀ 加强卤虫

资源的管理 做到合理捕捞 即有利于卤水的逐级净

化 又有利于增加卤虫产量∀ 在养殖区进行综合养

殖 合理安排养殖生物的种类数量 改善工艺 科学投

饵 以减少磷的输入 防止卤水富营养化的发生∀

进行定期监测 做好生物调控∀≥ 特别

强调把 作为灵敏的监测指标 认为 大于

时 会引起一系列的恶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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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西太平洋暖池的某些特征3

张启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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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要  利用 ∗ 年间的观测资料 对近期西太平洋暖池的某些特征及其变化进行

了分析∀ 结果表明 暖池某些特征的变化非常明显 而且与 ∞ ≥ 有极好的呼应∀

关键词  西太平洋 暖池 ∞ ≥

Ξ  进入 年代以来 ∞ ≥ 频频发生 先后出现

次 ∞
ζ 事件和 次 ζ 事件 特别是 ∗

年间出现了迄今最强的一次 ∞
ζ 事件∀ 与此

同时 世界上很多国家和地区 特别是亚洲和太平洋

地区相继出现气候异常现象∀ 本文利用 年代

∗ 年 的观测资料 对近期西太平洋暖池的某些

特征及其变化进行分析 以期进一步加深对暖池变异

特征的了解和对该海域海气相互作用过程的认识∀

 暖池分布

西太平洋暖池位于太平洋中!西部广阔海域 它

大致呈双舌状展布于赤道南!北两侧∀ 作者 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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