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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要 夜光藻的室内培养对于研究夜光藻的生理生态特性及其增殖机理是一个关键性

的环节
。

通过试验
,

发现在实验室条件下以扁藻作为饵料
,

夜光藻能良好地生长和繁殖
,

从而

为夜光藻的室内培养解决了关键性的饵料问题
,

实现了国内夜光藻室内的长期培养
。

关键词 夜光藻 培养 饵料

夜光藻是一种分布广泛的近海浮游生物
,

亦是最重要的赤潮生物之一
,

其赤潮发生

频率和范围均相当高 1) 。

对于这种赤潮及该生物种的研究多集中于野外调查中
,

室内研究

尚不 多见
。 1 9 8 8 年

,

我们在国内首先开展夜光藻室内培养研究
幻 ,

存活时间达一周
。

但迄

今尚未见到夜光藻长期培养存活的记录
。

一个重要的原因是由于夜光藻室内培养条件不

清
,

饵料问题没有得到解决
。

通过实验
,

选择了合适的饵料藻类
,

从而实现了夜光藻的室

内长期培养
。

1 材料和方法

供分离培养试验的夜光藻 ( N oc ilt uc
a ; 。 i nt ill 洲

:
) 系用浮游生物网采集自青岛前

海旅游码头附近海域
。

以 2 50 m l 烧杯作为试验的容器
,

先后进行两批试验
。

第一批 ; 在每一培养容器中加人消毒海水 2 00 m l
,

盐度为 3 2 ,

接种夜光藻 1 50 个
、

分

别接人扁藻 ( p l a t夕m o o a s s p
.

)
、

金藻 ( D i c r a t e r i a i n o r n a t a
)

、

三角褐指藻 (尸人
a o o j a c , y l“ m

t r i c o r n t “ m ) 和小球藻 ( c h l o r o l l a s p
.

) 作为饵料
,

初密度均为 3
.

8 x 1 0` c e l l / m l
。

每种饵

料设一平行样
。

试验延续 2 1d
,

其间人为保持饵料密度相对稳定
.

实验于 18 ℃水浴恒温

中进行
,

用 日光灯作为光照源
,

照度为 2 30 0 lx
, L : D 一 1 2 : 1 2 ( h )

。

第二批 ; 在每一容器中加人消毒海水 20 0 m l ,

盐度为 33
,

接人夜光藻 1 00 个
,

并分

别接人扁藻
、

金藻
、

三角褐指藻和巴夫藻 ( p训 l口 , a 丙 , idt’ ,
sT

e
gn ) 作为饵料

,

初密度为

x 1 0 ,ce ll/ m l
。

每种饵料试验设一平行样
。

试验延续 1d9
,

中间不再加人饵料藻类
。

实

验于 巧℃水浴恒温中进行
,

用 日光灯作为光照源
,

照度为 4 40 0 1x
, L : D ~ 1 2 : 12 ( h )

。

两批试验期间
,

每天上
、

下午各摇动培养杯 l 次
,

使夜光藻较均匀地分布在水体中
。

2 结果与讨论

由图 l 可以看出
,

在相同实验条件下
, 4 种不 同饵料中的夜光藻生长有着明显的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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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l 在相同条件下
, 4 种不同饵料对夜光

藻生长的影响

F i g
.

1 E f f e ` t s o f f e e d i n g d i f f e r e n t u n i c e l l u l a r

a l g a e o n g r o w t h o f N
o c z i l即 c a ` c i称 r i l l a 称 5 u n d e r

s a m e c o n d i t i o n s

—
扁藻 金藻 ; 一

·

一一三角褐指藻 ;

一
· ·

一
·

一小球藻
。

图 2 在不同条件下
, 4 种不同饵料对

夜光藻生长的影响

F i g
.

2 E f f e c t o f f e e d i n g d i f f e r e n t u n i e e l
-

l u l a r a l g a e o n g r o w t h o f N
o c r i l u c a s c i 月了i

-

l l a 月了 u n d e r d i f f e r e n t c o n d i t i o n s

—
扁藻 ( 2

.

。丫 10 ,

个 /m l) ; - - -

一巴夫藻 ( 3
.

2火

10 ,
个 / m l) ;

- -

一金藻 ( .2 4义 10
’
个 / m l ) ; -

·

一三

角褐指藻 ( 1
.

6 X 10
,

个 / m l)
。

异
。

以扁藻为饵料的夜光藻增长最为迅速
,

实验 3 周后由开始的 1 50 个增 加 到 9 00 个
,

而在其它 3 种饵料下生长不明显
,

甚至呈下降的趋势
。

以金藻为饵料的夜光藻数量相对

稳定
,

在短期略有增长之后仅表现出一种忍受状态
。
由图 2 中仍可看出扁藻下夜光藻生

长最为迅速
,

在 1 周之内即由原来的 100 个增加到 70 0 个以上
,

而其它 3 种藻下的夜光藻

初期虽略有增长
,

但增长不稳定
,

金藻和巴夫藻中的随后呈下降趋势
。

仅在以三角褐指藻

为饵料条件下夜光藻种群数量保持相对稳定
。

上述两批试验结果表明
,

由于试验条件的差异
,

以扁藻为饵料的夜光藻的增长率虽有

差别
,

但都表现出明显的增长趋势
,

说明在可控条件下
,

扁藻最有利于夜光藻的生长
。

虽然在野外的调查中
,

有学者发现夜光藻表现出一种广泛的捕食特性 ( U hl i g , e t a l
. ,

1 9 9 0 )
,

但在实验室内单种饵料培养夜光藻的效果是明显不同的
。

高山晴羲 ( 1 9 7 7 ) 在实验

研究中发现
,

异弯藻 (月
e t e r o s i g m a i n l a n d i c a

) 和衣藻 ( C人l a m 夕d o m o n a : s p
·

) 最有利于

夜光藻的生长
,

而卵形红胞藻 ( R h 口 d o m 口 n 。 , o , a l i s
) 则不利于其生长

。

M
c G i n n

( 19 6 9 )

发现
,

单种培养夜光藻较无菌培养 (
a xe in c

) 条件下对夜光藻生长更有利
。

我们在第一

批试验的第 Z ld 后
,

将除扁藻外的其它 3 种饵料组内重新投人扁藻
,

则可以看出夜光藻明

显增长
。

由此可见
,

夜光藻的室内培养时对单种饵料藻类有一定的选择性
。

利用上述实验结果
,

我们在 20 ℃恒温实验室内
,

用消毒海水对从青岛湾采得的夜光

藻进行纯种培养
,

以室内培养的扁藻为饵料
,

其间每周加人少量扁藻并换水
,

待夜光藻生

长到高密度时分组扩大
。

在培养中夜光藻生长 良好
,

能正常分裂繁殖
,

种群迅速扩大
,

自

1 9 91 年 7 月开始存活达 1 年以上
,

在国内首次实现了夜光藻的长期培养
,

为开展有关夜

光藻的生理生态特性等研究提供了良好的基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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