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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沿海扇贝育苗场普遍采用棕绳是合理的 ∀在生产实

践中还可考虑在必要时添加 和肾上腺素 以进一

步提高幼体附着和变态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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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洋中胶体粒子和痕量金属之间存在着相互作

用≈ ∗ ∀这种作用 使得痕量金属结合在胶态物质上

从而影响着痕量金属的化学存在形态 降低了痕量金

属如铅 !铜等对海洋生物的毒性 并且还通过胶体粒

子的絮凝作用将痕量金属从海洋中除去 从而影响着

痕量金属的循环和变化 ∀海洋中天然胶体组成多样

结构复杂 ∀⁄∏ ⁄ 等 年 ! ∏ 等

年 ƒ ¬ ∞ 等 年的研究表明 水合氢氧化铁胶

体是海洋中胶体粒子的一个组成部分 痕量金属铜是

生物生长的必要的营养元素 但过量的铜对生物有毒

害作用 ∀在南沙海域 溶解态铜和胶体态铜的含量相

当 说明在天然海洋环境中 铜对胶体粒子的作用是

强烈的 ∀研究铜与 ƒ 胶体粒子的作用可以帮助

理解海洋中痕量金属与胶体的作用机理 ∀

实验部分

ƒ 胶体的制备和纯化

称取 ƒ ≤ # 溶于 蒸馏水中

取出 在不断搅拌的条件下 向其中滴加

溶液直到有沉淀产生 继续搅拌 再滴加

溶液 直到沉淀消失 生成透明的红棕色的氢氧化铁

胶体 将该氢氧化铁胶体放置 陈化 ∀将陈化后的

胶体用 Λ 的醋酸纤维滤膜过滤 除去制备过程

中产生的沉淀 滤液用 小型切向流超滤系

统 美国 公司生产 进行超滤 所用超滤膜能

截留 分子量的粒子 ∀

海水介质中 ≤∏ 与 ƒ 胶体粒子

的作用

取 只洁净的 三角瓶 分别加入

已过滤的新鲜海水 按 ∗ 的顺序用 的 ≤

溶液和 的 溶液分别调节溶液的 值

使之在 ∗ 范围内分布均匀 再分别加入一定

量的 ƒ 胶体和 ≤∏ 在 ε 恒温振荡 然

后分别用切向流超滤系统将 ƒ 胶体粒子截流

出去 测定滤液的 值 再将滤液的 值调到

左右 放置 用 电化学分析系统测定滤液中

≤∏ 的浓度 ∀

/ 九 # 五0国家科技攻关资助项目/ 南沙海域的综合调查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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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与讨论

ƒ 胶体粒子对 ≤∏ 的吸附交换

百分率 Ε 2 关系曲线研究

模拟实验了在海水介质中 不同浓度的 ƒ

胶体粒子对一定浓度的 ≤∏ 的吸附作用 ∀绘制了当

ƒ 胶体粒子的浓度 Χƒ 分别为

Λ 时 ƒ 胶体粒子对 ≤∏

的 Ε随 变化的曲线 结果如图 所示 ∀

由图 可见 随着体系中 ƒ 胶体粒子浓度

的改变 ≤∏ 在胶体粒子上的 Ε2 曲线发生明显变

化 ∀当 ƒ 胶体粒子的浓度较大时 如为

Λ 时 ≤∏ 在 ƒ 胶体粒子上的 Ε2 曲线

为一典型的 / ≥0 型曲线 随着 ƒ 胶体粒子的浓

度逐渐减小 曲线的形状由 / ≥0 型逐渐转变为 / 峰0

形 ∀如当体系中 ƒ 胶体粒子的浓度为 Λ

和 Λ 时 Ε2 曲线为在 ∗ 之

间有一极大值的/ 峰0形曲线 当 值继续增大时 Ε

反而随着 的增大而变小 ∀

图 海水介质中 不同加入量 ƒ 胶体对 ≤∏

吸附交换百分率2 关系曲线

ο π ω ≅ 分别为 Χƒ

Λ

从图 还可以看出两点 在低 值时

≤∏ 在 ƒ 胶体粒子上的吸附交换百分

率随 值的升高而增大 并且对于 ƒ 胶体粒

子浓度不同的体系 吸附交换百分率随 的变化曲

线基本重合 在高 值时 ≤∏ 在 ƒ 胶体

粒子上的吸附交换百分率随体系中加入的 ƒ 胶

体量的减少明显降低了 ∀

讨论

水合氢氧化铁固体表面含有可与溶液中阴 !阳离

子发生交换的羟基 可以认为 水合氢氧化铁对铜的吸

附就是氢氧化铁表面的羟基与铜发生阳离子交换的结

果 ∀当海水介质中加入一定量的 ƒ 胶体和

≤∏ 时 体系中有下列主要反应

式中 为 ƒ 胶体粒子 表示

海水中存在的天然有机物质 如腐殖质 !氨基酸等

为海水中的无机阴离子 如 ≤ ° 等 ∀ Κ, Β ,

分别代表海水中存在的化学平衡的平衡常数 !络合平

衡常数和固液之间的吸附交换平衡常数 ∀

海水介质中 当胶体粒子的浓度较大时 如为

Λ 左右时 由于胶体粒子的比表面积很大

使得 ≈ 远大于有机物浓度 ≈ 则在此条件

下 天然存在的有机物对 ≤∏ 在胶体粒子上的吸附交

换作用的影响可以忽略 则

由上式可见 当体系的 值增大时 Ε也是不断

增大的 ,表现为 Ε2 曲线的形状为/ ≥0型 ∀

当体系中 ƒ 胶体粒子的浓度较小时 此时

天然存在的有机物浓度 ≈ 和 ≈ 2 相比不能忽

略 则

∞÷°∞ ∞ × ×∞≤ ≠

实验与技术

  液相中的反应

Κ ≈ ≈

Κ ≈ ≈ ≈

Κ ≈ ≈ ≈

≤∏ ≤∏ Κ≤∏ ≈ ≤∏

≈≤∏ ≈ 2

≤∏ ν ≤∏ ν , Β≤∏ ν
≈ ≤∏ ν ≈ ≤∏

≈ ν

胶 液界面上的反应

≤∏ ≤∏

≤∏ ≈ ≤∏ ≈ ≈ ≤∏

≈

≤∏ ν 2 ≤∏ ν

2 ≤∏
ν

≈ 2 ≤∏ ν ≈ ≈ ≤∏ 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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Κ ≈ Κ≤∏ Κ

≈ 2 ≤∏ Κ 2 ≤∏ ≈ 2 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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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上式可以看出 ∆≤∏和≈ 都是 的函数 ∀对

于 ∆≤∏ 首先随着 的增大而减少 在某一 值下

∆≤∏有最小值 之后随着 的增大而增大 ∀≈ 随

的变化与 ∆ ≤∏情况正好相反 ∀

在 较低时 Κ ≈ 远小于 Κ ≈ 此时有

机物对 ≤∏ 2胶体粒子的离子交换影响很小 所以在

海水介质中 当加入 ƒ 胶体量较少时 Ε2 曲

线仍是上升的 ∀当 值较高时 Κ≈ 远大于 Κ

≈ 时 ∆≤∏随 增大而增大 ≈ 随 增大而减

少 结果使得 ≤∏ 在 ƒ 胶体粒子上的 Ε随

的增大而减少 ∀因此在海水介质中 ƒ 胶体粒

子在低加入量的情况下 ≤∏ 在 ƒ 胶体粒子上

的 Ε2 曲线为/ 峰0形曲线 ∀

小结

在海水介质中 ≤∏ 在 ƒ 胶体粒

子的 Ε2 关系曲线的形状与 ƒ 胶体粒子的浓

度有关 ∀

当 ƒ 胶体粒子的浓度较高时 其对

≤∏ 的吸附交换百分率2 曲线为/ ≥0型 当 ƒ

胶体粒子的浓度较低时 曲线由/ ≥0型转变为/ 峰0形

这是由体系内的各种化学反应所决定的 ∀

参考文献

∏ ∏ ∞ Μαρ. Χηε µ ., ∗

∏ Μαρ. Χηε µ ., ∗

∏ ετ αλ. .

Σχιενχε ιν Χηινα( Σεριεσ Β) , 40 ∗

∏ ∏ ∏ ετ αλ. .

Σχιενχε ιν Χηινα( Σεριεσ Β) , 39 ∗

本文编辑 刘珊珊

远海梭子蟹春季室内人工育苗的研究

ΤΗΕ ΣΤΥ∆ΙΕΣ ΟΝ ΑΡΤΙΦΙΧΙΑΛ ΒΡΕΕ∆ΙΝΓ ΟΦ Πορτυνυσ πελαγιχυσ

ΙΝ ΣΠΡΙΝΓ

廖永岩 曾 进

湛江海洋大学水产学院养殖系

关键词 远海梭子蟹 春季 盐度 人工育苗

有关远海梭子蟹 Πορτυνυσ πελαγιχυσ 幼体

培育研究 国外研究较少 国内仅洪万树等 年做

过其夏季人工育苗的初步研究 ∀而涉及 状幼体第

期的饵料效果及盐度适应性却未见报道过 ∀本文探讨

了远海梭子蟹种苗培育的实验室小规模技术方法 以

及 状幼体第 期的饵料效果和盐度适应性 供远海

梭子蟹苗种生产研究参考 ∀

材料与方法

材料

亲蟹 在 ∗ 月 抱卵亲蟹均购于民

享市场 ∀ 抱卵时体重范围是 ∗ 卵重

∗ 怀卵量 ∗ 背甲长 ∗

背甲宽 ∗ ∀

海水 试验所用海水均取自湛江自然海

区 砂滤后静置 用 目筛绢过滤备用 ∀盐度为

杨卫国 !赵丽梅 !余波等同志参加本实验部分工作 在此

表示感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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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时 ≤∏ 在 ƒ 胶体粒子上的 Ε 表达式

为

Ε Κ ≈ Κ ≈ ∆≤∏ Κ

≈ Κ ≈

式中 Κ Β≤∏ ≈ 2 ≤∏

Κ Κ Κ≤∏ ≈ 2 2 ≤∏

∆≤∏ ≈ Ε 3
Β≤∏ ν ≈ ≈ Κ

≈ Κ≤∏ Ε 3
Β≤∏ ν ≈ ν

≈ 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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