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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合细菌在扇贝人工育苗中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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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合细菌是一种能以光作为能源
,

以二氧化碳和有机物作为光合作用的供氢体
,

兼碳源而营养繁殖

的微生物
。

它广泛分布于水陆环境中
,

在厌氧弱光条件下具有分解低分子有机物和同化水中氨氮等作

用
,

故有净化水质的显著功效
。

同时
,

光合细菌体内含有丰富蛋白质
、

多种维生素和许多生物活性物质
,

是鱼
、

虾
、

贝幼体的良好饵料
。

据有关报导
,

光合细菌对鱼类具有明显的促生长作用和防治鱼虾疾病
、

净

化养殖水质等多方面的功能 [张道南等
,

19 88 )
。

早在 20 年前日本就开展了光合细菌的应用性及生产性

研究
。

在我国台湾省
,

80 年代初该菌也广泛应用于水产养殖业上
。

近几年来
,

上海
、

山东等地的有关院

校和科研单位〔马述法等
,

19 89 ;王育锋等
,

19 9 ) 伊玉华等
,

19 9 0]
,

在海
、

淡水鱼虾养殖方面进行试验并

在生产中加以应用推广
,

取得明显的经济效益 ; 在鱼
、

虾
、

贝人工育苗方面也开展了一些小型试验〔张道

南等
,

1988 ; 黄皓等
,

19 00 ; 董慧智等
,

19 9。」
。

但在大水体生产性育苗中应用光合细菌的工作尚未见报

道
。

为了提高扇贝人工育苗水平
,

近两年来
,

我们在扇贝育苗中对它作了应用性研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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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幼体发育和提高出池稚贝数量的作用
,

其中海湾扇贝增产 12 男
,

栉孔扇贝增产 3 5形
。

陈正宇等 ( 1 9 87) 认为
,

与其它物质成分比较
,

光合细菌体内蛋白质以及各种维生素含量都很高
,

且

含有丰富的类脂化合物
。

除含有大量叶绿素
、

类胡萝 卜素外
,

光合细菌还含有一种促进动物生长的生理

活性物质— 泛醒 (每克菌体中含量达 10 m g)
。

同时光合细菌无毒
、

易消化
,

利于保持良好环境和有利于

亲贝及幼体进行正常的生命活动
。

国内有关专家用光合细菌作为扇贝幼体和仔鱼开口 饵料所进行的小型试验证明
,

由于光合细 菌 中

的亚油酸和亚麻酸含量很低 (分别仅占整个脂肪酸组成的 1
.

4形和 0
.

8男 )
,

但幼体阶段需要大量的必需

脂肪酸
,

因此
,

单纯使用光合细菌作为幼体的开口 饵料
,

不如将光合细菌用作饵料添加剂效果更为显著

〔黄皓
,
1 990 ; 董慧智等

,

1 9 9 0〕
。

这是因为混合投喂幼体
,

既弥补了各自的营养不足
,

又提高了饵料的营

养水平
,

使营养成分更加完善
,

增强机体的抗病能力 [小川静夫
,

19 85 ; 小林正泰
,

19 81〕
,

其育苗效果显著

提高
。

2
.

在扇贝人工育苗中施加 2一 10 p pm 不同剂量的光合细菌
,

虽均促进幼体生长和增产稚贝数量的

作用 ;但由于剂量不同
,

其效果有所差别
,

其中以 6 p pm 效果最佳
,

4P p m 次之
,

ZP pm 和 10 p p m 较差
。

笔者认为
,

因为 Z P P m 剂量低
,

添加在单胞藻中
,

使饵料的营养不够充分
,

故效果不够稳定
。

剂量较

高的 10 p p m 效果也差
,

说明菌液促进幼体发育的效果并不随着菌液添加量的增加而递增 (乔振 国等
,

19 88 ;) 这是否因未同化的残留物过多
,

对幼体发育和附着有抑制作用
,

尚待研究
。

3
.

在扇贝人工育苗中施加适量的光合细菌菌液具有降低池水 N .H
一
N

、

促进有益微生物生长繁殖和

净化水质的作用
。

这是因为我们分离
、

培养的光合细菌是红色无硫细菌
,

属光能异养菌
,

能在厌氧光照

和好气黑暗两种不同条件下利用有机物进行繁殖
。

由于在扇贝人工育苗水体内
,

排泄物和残饵污染水

质
,

加上其他微生物的作用
,

水中氨离子浓度上升
,

氧气缺乏
,

从而引起幼体摄食和生长停滞
,

经常发生

病害
。

保持良好水质的常用方法是大量换水
,

其缺点是水体不稳定
,

耗电量大
,

有益微生物菌丛被破坏

等
。

若在池中投入适量光合细菌菌液后
,

正如陈正宇 ( 19 87 )一文中所述
,

它能把一般细菌分解有机物后

的产物在不消耗水中氧气的条件下起固氮或脱氮的作用
,

从而降低氨和氮离子浓度 ; 加之少换水又能促

进有益微生物的生长繁殖
,

有利于水质净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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