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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岛文昌鱼的实验室培育— 饵料

和沙对幼虫成活的影响
`

吴贤汉 张士璀
.

王 峰 张宝录 曲艳梅 王宏田

(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
,

青岛 2 6 6 0 7 1 )

提要 于 1 9 91 年 6 月一 1 9 9 2 年 12 月对青岛文昌鱼进行室内培育 研 究
。

结 果 表 明 :

1
.

沙是青岛文昌鱼幼虫生长发育必需的
,
但在实验室条件下

,
细沙比全沙和粗沙更有利于其生

存
。

2
.

就单胞藻而言
,
等鞭金藻是青岛文昌鱼幼虫生长和变态较理想的饵料

。

关镇词 青岛文昌鱼 实验室培育 饵料 沙

有关文昌鱼的形态
、

生态
、

发育
、

生理和进化等方面已有很多研究报道 (金德祥
,

1 9 8 5 ;

方永强
, 19 8 7 ; C a r r o l l

,

1 9 8 8 ; G u t h r i e ,

1 9 7 5 ; W u ,

19 8 5 )
,

但是
,

环境因子对文昌鱼幼虫

成活的影响尚未见报道
。

文昌鱼虽然在热带和温带海域都有分布
,

但是
,

由于环境污染
,

其种群正在减少
。

为保护这一在生物进化史上具有重要意义的动物
,

在实验室开展其人

工培育的研究是很有必要的
。

l
。

l

方法

亲鱼的饲养 于 19 91 年一 1 9 9 2 两年的 6 月中旬从青岛沙子口 采集青岛 文 昌 鱼

( B r a ” c h i o s t o m a b e l c h e r i , , i , : t a u e n s e
)

,

运回实验室养在泥缸中
。

泥缸 上口 直 径 为 7 6

c m
,

底部直径为 1 8 c m
,

高 4 7 e m
。

缸内置一层约 1 , c m 的沙
。

每缸内饲 养 2 0 0 0一 3 0 0 0

条文昌鱼
,

充气
,

每天更换一次海水
。

水温在 20 一 25 ℃ 。

L Z 胚胎的收集 青 岛文昌鱼约在晚上 7 点以后开始排精产卵
。

每天晚上排 精 产 卵

结束后
,

用 1 50 一 2 00 目的尼龙筛绢过滤收集
,

并用新鲜海水轻轻地洗 3 次
,

除去多余的精

子
,

然后将受精卵或胚胎放人新鲜海水中培养
。

其密度为 5一 10 个 /m l 。

L 3 沙处理 将青岛文昌鱼栖居地的沙漂洗
,

除去杂质
,

晒干
,

称之为
“

全沙
” 。

全沙经

过 40 目尼龙筛绢分选
,

通过 40 目筛绢的为
“

细沙
” ;未通过的则称为

“

粗沙
” 。

L 4 幼虫的喂养 在室温下
,

青岛文昌鱼卵子受精后 12 一 1 h5 孵化
。

孵化后约 d3
,

初

级鳃裂开始出现
,

幼虫开始摄食
。

此时将文昌鱼幼虫以 1一 2 个 /m l 的密度放在含沙 或

不含沙的 2 o o o m l 容器中培养
,

海水须经过滤
。

每 日投喂单 胞 藻
:
蓝 藻 ( C y a n 口h y ` e a 。

s p
.

)
、

小球藻 ( C h l o r e l l a s p
.

)
、

等鞭金藻 ( I s o c h r y s i , g a l b a n a
) 或蓝藻加小球藻 (按 1 : 1 混

合 )
。

喂量最终浓度约为 1田 ce lls 了m l
。

每次投饵前换水 l / 2
。

L S 成活率的计算 开始投饵后
,

每隔一
、

二天取样计算幼虫的成活率
。

取样前轻 轻

搅动海水
,

使幼虫均匀分布
。

每次取 10 个样
,

每个样品为 5一 10 m l 海水
,

逐一 计算其中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项目
,
3 9 0 7 0 1 4 , 号

。

吴贤汉
,

男
,

出生于 19 41 年 2 月
, 研究员

。

收稿 日期 ; 1 9 9 4 年 1 月 31 日
,

接受 日期 : 19 9 4 年 , 月 4 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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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 虫数
,

计数后将幼虫放回培养
。

2 结果与讨论

2 .1 沙对青岛文昌鱼幼虫成活率的影响 不同类型的沙对文昌鱼幼虫生长 发 育 的影

响结果见表 1 。

可以看出
,

在粗沙和全沙的实验组中
,

文昌鱼幼虫在一周内全部死 亡
,

而

在无沙的实验组中文昌鱼幼虫可存活 1d0 左右
,

相比之下
,

在加入细沙的实验组中
,

文

昌鱼存活时间最长
,

存活率也最高
。

作者曾计算过沙子 口马头文昌鱼栖息地的沙粒度
,

细

沙 占 10 多一 15 并
,

粗沙占 90 外一 85 多
。

那么为什么自然海域中的全沙并未影 响文昌鱼幼

虫生长发育
,

而对室内人工培育条件下的幼虫有较大的影 响呢 ? 其真正原因尚不清楚
,

有
.

待深人研究
。

但作者认为这可能是在不同的环境条件下
,

沙质中某些物质使养殖水体的

离子浓度发生变化所引起的
。

文昌鱼栖息地粗沙的成份组成与细沙有所差别
,

在实验室

条件下
,

由于培育用的水体小
,

且属非流动性
,

可能使沙质中某些物质在水中的浓度发生

较大变化
,

影响了文昌鱼幼体发育
,

而在自然海域中则不存在这类问题
。

表 l 沙对育岛文昌鱼幼虫成活率影响 (肠 )

T a b
.

1 E f f e e t o
f s a m d s o n t h e l a r v a l s u r v i r a l (% ) o f B r a n c h i i o s t o m a

b 亡I c人 e r f r s i月 g 了a “ e ” s口

日期 (月
·

日 X括号内为天数 )

基 质 0 7
.

1 4 0 7
.

2 2 0 7
.

2 3 0 7
.

2 , 0 7
。

27 0 7
.

3 0 0 8
。

0 2 0 8
.

0 6 0 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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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单饱燕对 , 岛文昌鱼幼虫成活率 (% )的影响
T a b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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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2 几种饵料对青岛文昌鱼幼虫成活率的影响 将 8 月 1 日产的文昌鱼幼体 放 进 容

器中培育
。

从表 2 可以看出
,

投喂蓝藻
、

小球藻及蓝藻加小球藻混合物等单胞藻
,

其幼虫

无一变态
,

在实验开始的一周内全部死亡
,

而等鞭金藻喂养的文昌鱼幼虫
,

两个月后仍存

活 7多
,

并且已完成变态
。

在单胞藻类中
,

等鞭金藻直径在 5一 7林m
,

且无细胞壁
,

营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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丰富 (陈椒芬等
, 1 9 8 7 )

,

因而对消化能力还很弱的文昌鱼幼虫来说是一种较理想的饵料

( w
u e t al

. ,

1 9 9 4 )
。

而小球藻和蓝藻均有细胞壁
,

文昌鱼幼虫无法进行 食物消化
,

导致

死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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