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紫色无硫细菌对栉孔扇贝幼虫生长

发育的影响
`

丁美丽 李光友 姜玉香 沈世泽 童保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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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以栉孔扇贝幼虫为材料
,

用 1 0 。。m l 烧杯模拟育菌现场条件
,

进行光

合细菌作为饵料添加剂的试验
。

分析表明
,

光合细菌 ( R娜
.

s p
.

) 中含粗蛋白 6 2
.

3% ; 18 种氨

基酸的总量为 5 1
.

2斗% ;维生素 B
, , B

Z , B
, 2

含量分别为 0
.

0 1 0 6 5%
, 0

.

0 0 9 3 8 8%
, 0

.

0 0 2 6 4肠 ;脂

类和其他生理活性物质
。
生长试验结果表明

,

在开始的 1 Z d ,

在补充 R声 , p
,

50 m g / L 和

1 00 m g
/ L 时

,

幼虫平均增长率分别为 6
.

6 和 ,
.

9拼m / d
,
对照组为 4

.

8拜m /d ; 加 R sP
.

sP 的幼

虫
,

提早出眼点 1一 Z d ; 发育成稚贝数比对照组增加 4 32 一 6 20 %
。

关键词 紫色无硫细菌 栉孔扇贝幼虫 饵料添加剂

扇贝在我国已成为海水养殖业中的支柱产品之一
,

但近几年在育苗过程中常出现扇

贝幼虫下沉现象
,

往往一夜间全部幼虫突然下沉死亡
,

经济损失是显而易见的
。

扇贝幼虫

下沉的原因
,

可能与其本身生理状况以及水质
、

营养
、

病害等均有关
。

本文主要从改善幼

虫营养
,

促进幼虫生长
,

增强防病能力着手
,

运用紫色无硫细菌作为饵料添加剂
,

以提高幼

虫对不良环境
、

病害的抵抗力
,

防止或减少幼虫下沉
。

1 材料与方法

L l 菌株 于 19 8 9年从胶州湾潮间带底沉积样及虾池中分离获得一批紫色无硫细 菌

( Rho do sP 翎 do m 。 , 。 :
.sP

。

简写为 R娜 sP
·

)
,

选择蛋白质含量高
、

氨基酸组成齐全
、

富含

维生素的菌株作为饵料添加剂
。

试验于 1 9 91 年 5一 6 月在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石老人

养殖基地进行
。

L Z 营养成分测定方法 用作粗蛋白
、

氨基酸及维生素含量分析的菌细胞的制作
,

将

生长对数期菌培养
,

经 5 o 0 O r
/m in 离心 30 m in

,

取沉淀菌细胞用蒸馏水仔细洗涤 3 次后
,

在 40 ℃鼓风干燥箱中烘干
,

保存在干燥器中备用
。

菌细胞中粗蛋白的含量
,

由本所 中心试验室测定
。

氨基酸分析
,

菌细胞经 4
.

2 m o l / L

N a o H 水解后测定色氨酸 ; 用过 甲酸氧化法处理测定胧氨酸 ;用 6m o l / L H CI 水解后侧

定其余氨基酸 (用 日立 8 3 5一 5 0 型氨基酸分析仪 )
。

氨基酸组成及含量
,

维生素 B ; ,

B Z ,

B 12

均

由北京营养源研究所测定
。

L 3 栉孔扇贝 ( C解
a m ys f ar : 。 ;

i) D型幼虫及试验方法 用同一批卵孵化 26 h 的扇 贝

* 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调查研究报告第 2 0 6 9 号
。

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所长基金资助
。

孟昭才
、

于义德同志参加部分工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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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受 日期 : 1 9 9 3 年 2 月 1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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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型幼虫作试验材料
。

取 10 00 ml 的烧杯
,

加人经沉淀
、

砂滤后的加温海水 80 0m l
,

移人 D 型幼虫 6 个 /m l
,

连续通气 ;投喂褐指藻
、

金藻和扁藻
,

每 h6 投喂 1次 ; 日换水 2次
,

每次换水量 l / 2
。

试验

用烧杯放置在恒温水浴中
,

温度开始为 19 ℃ ,

以后逐渐提至 23 ℃ 。

每天观察幼虫生长
、

发育情况以及内脏颜色
、

粪便等
。

试验共分 3 组
,

每组 2 个重复
,

第 1 , 2 组分别加 R sP .sP

培养液 SOm g / L 和 1 0 0m g / L
,

分早晚两次换水后投人
。

第 3 组为对照
。

2 结果与讨论

.2 1 菌细胞中营养成份的含量 分析试验表明
,

sR p .sP 中的粗蛋白含量为 6 .2 3外

( C
,

4 .7 5务 ; H
, 7

.

43 多 ; N
, 9

.

97 务 )
,

属高蛋白
,

蛋 白含量显著高于绿藻 (魏志荣等
,

1 9 8 8 )
。

蛋白中氨基酸成分齐全
,

而且各种氨基酸含量也高 (菌体中
,

18 种氨基酸总量为

51
.

24 舞 )
,

见表 1。 ’

菌体中作为辅酶组成的 B 族维生素含量
, B ,

为 .0 0 1 0 6 5多
, B Z

为

D
.

0 0 9 3 8 8并
, B 12

甚至高达 0
.

0 0 2 6 4多
,

比酵母菌体高得多 (魏志荣等
,

1 9 8 8 )
o

表 1 紫色无硫细菌菌体中氨基酸组成 (% )

氨 基 酸

天门冬氨酸

苏氨酸

丝氨酸

谷氨酸

甘氨酸

丙氨酸

撷氨酸

蛋氨酸

异亮氨酸

T a b
·

1 A m i n o a c i d e o n t e n t s o n e e l l o f R户5 s p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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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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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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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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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z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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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组氨酸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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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8

{{ 精氨酸 一
}

’
·

, 6

]} 脯氨酸 i
}

`
·

5 ,

}} 色氨酸 …
}

2
·

5 “
}} 胧氨酸 }

总和 5 1
.

2 4

.2 2 R sP sP
·

饵料添加剂对栉孔扇贝幼虫生长的影响 用 R sP sP
·

50 m g /L 和 100

m g / L 两种浓度作为幼虫饵料添加剂的观察表明
,

试验组幼虫
,

其生长普遍比对照组快
,

而且运动活泼 ;到试验第 1 2d
,

加 50 m g / L R sP
.

.sP 的试验组中幼虫已有眼点出现
,

比

对照提前出现眼点 l一 d2
。

个体的测量结果 (表 2 ) 表明
, 2 个试验组幼虫个体普遍比对

照组大
,

其 日增长分别为 6
.

6 拼m 和 .5 9产 m
,

而对照为 .4 8产 m
。

表 2 紫色无硫细菌对栉孔扇贝幼虫生长的影响

T a b
.

2 E f f e c t o f R P , s p
.

o n g r o w t h l a r v e o f C h l a , 夕 5 f a r r e r i

_ _

{
平均壳长 ( 。 m )

组 另U }

——
卜一三Ì

一

一一

竺一一 {一
一竺竺1 一一

对 照 1
` 0 8

·

5

}
’ 65

·

7

尺p“ p 一 ’ 。 m g / L }
` 0 8

·

5
}

` 8 7
·

3

“ p“ p
` , `。。 m g `L

}
’ 。 8 ”

}
` , ,

·

o

生

(

率
/d )

开开 始始 12 d 后后

1110 8
.

555 1 65
。

777

1110 8
.

555 1 8 7
。

333

1110 8
.

555 1 75
.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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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虫附着后逐渐发育成稚贝
,

到实验第 2 d6
,

逐个计算稚贝数
。

结果表 明
,

加 R P :
.sP

组发育成稚贝数两个浓度组分别比对照组增加 6 20 界 和 4 30 务 ; 加 5 0 m g / L 浓度组的
,

稚

贝数比对照组增加 6
.

2 倍
。

说明 R娜 .sP 对扇贝幼体正常发育
、

抵御不良环境具有积极

作用
。

.2 3 扇贝幼体生长与饵料的关系 本研究表明
, R sP .sP 饵料添加剂不仅粗蛋 白 含 量

高 ( 62
.

3多)
,

蛋白中氨基酸种类齐全 (贝类所需的全部氨基酸 ) 且含量高 (表 l )
。

对维持

水生动物正常生理功能所必需的维生素含量也尤为丰富
,

维生素 B ,

含量为 0
.

0 10 65 多 ;

B
Z

为 0
.

0 0 9 3 8 8务 ; 维生素 B , ;
含量高至 0

.

0 0 2 6斗多
。

栉孔扇贝苗期是以单细胞藻— 金藻
、

褐指藻和扁藻作为饵料的
。

据王渊源 ( 19 8 4 )

的分析结果
,

在三角褐指藻
、

扁藻
、

湛江叉鞭金藻中
,

17 种氨基酸总量占细胞的总量
,

依次

为 25
.

98 多
,

22
.

97 务
,

10
.

5 6多
。

前 2 种藻体不含蛋氨酸
,

末一种含蛋氨酸量甚少
,

而肤氨酸

含量在 3 种藻中均几乎测不出来 (表 3 ) (王渊源
, 19 8 4 )

。

同时一些单细胞藻生长需要外

源维生素 B l :

等
,

表明这些藻细胞本身不能合成这类维生素
,

因而单用这些单细胞藻投喂

扇贝幼虫可能营养成分不够全面
。

T a b
。

3 A m i n o

表 3 几种浮游植物氨基酸含量 (% )
a 。 i d c o n t e n t 。 i n c e l l : o f t h r e e k i n d p h y t o p l a n k t o n s

(% )

氨 基 酸

门冬氨酸

苏氨酸

丝氨酸

谷氨酸

脯氨酸

甘氨酸

丙氨酸

耽氨酸

撷氨酸

蛋氨酸

异亮氨酸

亮氨酸

酩氨酸

苯丙氨酸

赖氨酸

组氨酸

精氨酸

总 量

三角褐指藻 湛江叉鞭金藻 亚心 形扁藻

3
。

22 4

1
。

4 3 1

l
。

3 0 5

3
.

8 6 6

1
。

7 8 5

1
.

5 1 0

2
。

1 6 0

极 微

2
。

03 0

l
。

3 5 3

0
.

6 75

0
.

5 79

l
。

3 74

0
.

4 6 2

0
.

7 0 6

0
.

9 1 8

极 微

0
,

8 5 3

0
。

0 5 4

0
.

5斗4

0
.

9 3 1

0
。

18 9

0
。

8 7 4

0
.

3 6 4

0
。

13 7

0
。

5 4 7

10
.

5 6 0

2
.

3 5 6

1
。

1 7 0

1
。

0 7 5

3
.

9 6 5

1
。

15 6

l
,

4 8 5

2
。

4 6 0

极 微

1
.

64 0

1
.

3 3 1

2
。

1 13

0
.

8 0 3

1
.

4 70

1
.

18斗

0
。

4 2 8

1
。

3 3 9

2 5
.

9 7 9

1
.

0 , 5

2
。

0 3 3

0
。

6 6 9

l
。

2 2 0

1
。

0 7 6

0
。

4 3 1

l
。

18 4

2 2
.

9 7 5

同本研究相比上述 3 种藻氨基酸种类不如 R sP .sP 中的齐全
,

含量也不如 R sP .sP

高 ;维生素丰富
。

并且据有关报道 (张道南等
, 1 9 8 8 ; 翁稣颖等

, 19 8 ;2 魏志荣等
, 19 8 8 ;

金森正雄
, 1 9 7 8 ) 得知

,

在紫色无硫细菌细胞体中还有参与糖
、

蛋白质和脂肪代谢的重要

辅酶— 维生素 H ; 还有与呼吸作用有关的辅酶 Q
,

以及生理活性物质叶酸和类胡萝

卜素等
。

它与单细胞藻一起作为饵料食用
,

可起到营养互补的作用
,

促进生长与变态
。

特别是 R p : .sP 菌体中一些生理活性物质
,

如类胡萝 卜素
,

具有抗氧化及抗病变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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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 b
r a h i m

,

K
. ,

1 9 7 7 ; K a r a ,

J
. ,

1 9 8 9 ) ; 叶酸能促进具有吞噬异物 (包括致病菌 ) 功能的

血细胞成熟
。

这些都可使扇贝幼虫生长健壮
、

免疫力加强
,

提高对不良环境的抵抗力
,

从

而增加成活率与变态率
。

但饵料中各种营养成分不是独立的
,

而是在机能
、

代谢上相互关联的
。

对某一种营养

成分的需求量会受到饵料中或代谢中其他营养物含量的影响
。

因此
,

要求饵料不仅营养

成分齐全
,

还要均衡
,

这样才能收到最佳效果
。

在我们试验中
,

加紫色无硫细菌 50 m g / L

组其促生长
、

变态等效果反而优于加 l o om g / L 组
,

这可能与上述原因也有关系
。

当然可

能还有其他一些未知因素
,

有待进一步查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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