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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多毛类是潍坊市浅海及滩涂主要的底

栖生物种类 也是虾池中主要的底栖饵料生物∀ 为充

分合理地利用这部分资源 笔者于 ∗ 年春

夏季对该区近岸水域多毛类幼虫的变化情况进行了

初步调查∀

 调查内容与方法

 近海岸采集水样的定量调查

 采样时间 月中旬至 月中旬 每

一次 高潮时取样∀

 采样地点 寿光市第二水产养殖公司扬

水站外 潍坊市第二海水养殖试验场大坝外∀

 采样方法 用 采水器分表!中!下

水层和不同点共取海水 再用 目筛网过

滤浓缩 用 的福尔马林固定后计数∀

 计数 将水样或固定液用 目的筛网

过滤 用吸管将网内生物全部移入浮游生物计数框

内 在低倍镜下逐一计数∀ 每日记录被调查海区水温

及天气情况∀

 繁殖期调查

在近海取日本刺沙蚕和双齿围沙蚕生殖个体进

行性腺观察∀

 幼虫培育观察

年 月 日夜取寿光市第二水产养殖公司

育苗沉淀池内出现大量日本刺沙蚕生殖个体 异沙蚕

体 进行人工授精!洗卵 用 培养皿观察幼虫

形态 投喂小硅藻!扁藻 观察生长情况∀

 虾池中沙蚕和海稚虫类数量的调查

 年 月 日首次发现疣足幼虫 数

量为每升海水 个 以后逐次增多∀ 月上旬末至

月底为一高峰期 幼虫多为 ∗ 刚节的日本刺沙蚕

疣足幼虫 刚节幼虫体长 Λ 宽 Λ 刚节

幼虫平均长 Λ 另有少量担轮幼虫 未发现卵子∀

月底至 月中旬 海稚虫类幼虫数量达高峰 月

日高达每升 个 以后逐渐减少 但直至 月中

旬都可检查到疣足幼虫 虫体多为 ∗ 刚节 刚节

幼虫长 Λ ∀ 年与 年调查情况基本相

似∀

 月 ∗ 日夜间 育苗沉淀池内日本

刺沙蚕聚群产卵 水温 ε ∀ 受精卵呈蓝绿色 卵径

Λ 在 ε 水中孵化 后胚体开始转动∀ 担

轮幼虫长 Λ 宽 Λ ∀ 具 对疣足的幼虫长

∗ Λ 宽 ∗ Λ 复型刚毛∀后经培育至

的沙蚕幼体∀

 年 月中旬至 月中旬对潮间带双

齿围沙蚕解剖观察 卵径 ∗ Λ 不规则 未成

熟∀ 月 日在寿光市养殖公司进水渠水面有大量双

齿围沙蚕的生殖个体 异沙蚕体 群浮产卵∀

 讨论

 潍坊市近岸水域日本刺沙蚕幼虫的出现为

∗ 月 月中旬前后为高峰期 海稚虫类幼虫出现

时间较长 ∗ 月份都能发现∀但 月中下旬达高峰∀

潮间带大量分布的双齿围沙蚕 繁殖季节较晚 幼虫

出现时间在 月下旬∀

 根据虾池多毛类调查显示 日本刺沙蚕和

海稚虫类为主要种类∀ 日本刺沙蚕个体大!生长快 幼

虫在近岸水域大量出现的时间与虾池进水时间基本

一致 利用价值最高∀ 而海稚虫类虽然个体较小

∗ 但在虾池中栖息量大 仍可做为对虾的前

期饵料被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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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 不同成分的火山物质是来源于俯冲板块的重熔!

深部地幔 还是二者兼而有之 它们对本海区的海底

热液沉积物的组成有何影响 这些都有待于进一步的

研究∀

 冲绳海槽是目前十分活跃的海底热液活动

区 富金属的热液沉积物正在不断的沉淀堆积 因此

可以说类似于伊是名这样的热液活动区是研究热液

活动的天然实验室∀ 它为深入研究海底热液流体的来

源!流体的运移方式!流体中的各种元素的地球化学

行为!海底热液矿床的形成过程!成矿机制!成矿后的

各种地质作用创造了有利条件 对建立和完善成矿模

式!丰富热液成矿理论以及指导海上和陆上相应矿床

的勘探将提供理论依据 同时为可供对比的全球性海

底热液活动体系积累资料∀

 冲绳海槽中部的几个主要的热液活动区在

矿物组成和化学组成上存在着很大的差别 产生这种

差别的原因目前还不清楚 对于热液沉积物的矿物共

生组合和成矿阶段尚未得出规律性的结论 对某些有

用金属元素的赋存状态及富集成矿过程与规律我们

还知之甚少∀ 究其原因 主要是由于缺乏系统采样和

深入研究∀ 同样的原因使本区热液沉积物地球化学方

面的研究工作还缺乏系统性和全面性 因此对热液的

成因及来源等本质问题还没有统一的认识∀

 目前 很多学者将冲绳海槽的热液沉积物

与日本黑矿作对比研究 认为前者是后者的现代类似

物 但二者之间是否存在继承性还有待于进一步的研

究 而且这种对比在区域上是很局限的 很难说具有

普遍意义∀ 冲绳海槽热液沉积物的元素组和特征与洋

中脊的相比较存在很大差别 这是由于成矿环境的不

同 还是沉积物源不同 抑或是成矿机理的差别 目

前还不清楚∀

 将冲绳海槽的热液矿床与陆地类似矿床进

行横向对比 这是今后一个重要的研究方向∀ 然而 陆

地上沉积成因的金属硫化物矿床的成矿作用上与现

代海底正在进行的热液成矿作用之间究竟存在怎样

的联系 如何将现代海底热液活动及其成矿作用的研

究成果用于陆上矿床的勘查与开采 以上种种问题有

待于今后系统的调查与深入的研究∀

 结语

冲绳海槽海底热液活动的研究要想取得理论上

的突破 首要的是解决现场观测和采样这两大问题∀

同时要结合其他海底热液活动区的热液矿床和陆地

类似热液矿床的研究成果 进行纵向和横向对比∀ 然

而囿于目前研究设备和样品来源 国内的研究工作还

亟待深入∀ 现有的研究工作往往是从一点着手 虽然

能说明一些问题 但很难从全局去把握事物的本来面

目∀ 目前 一些国家已将深潜器等高科技产品运用于

海底现场的观测和取样 而我们还不能做到这一点∀

因此 当务之急是尽快发展研制我们海上调查采样设

备∀ 唯有如此 我们的研究工作才能产生质的飞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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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幼虫数量的调查 选择幼虫密度较大的时机

向虾池纳水 并施肥肥水∀定期采取虾池泥样 调查多

毛类的底栖种类!密度!体长等∀据此采取投喂一定数

量的磨碎对虾饵料措施 可最大程度地增加虾池的底

栖饵料生物量∀

在养虾试验池中 据 年 月 日调查 日

本刺沙蚕平均密度为 条 最高达 条

体长 ∗ ∀据 月 日调查 海稚虫平均

达 条 体长 ∗ ∀虾池中海稚虫类

数量最大 其次为日本刺沙蚕∀ 月中旬后数量锐减

海稚虫类几乎全被对虾吃光 剩余的主要为日本刺沙

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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