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盐度对大连紫海胆生长发育的影响
’

T H E I N F L U E N C E O F S A L I N I T Y O N D E V E L O P M EN T

A N D G R O 、 V T H O F T H E S E A U R C H I N

(歇 r o ” g y不o e e ” t r o t u s n “ d u s )

孙勉英 高绪生

(辽宁省海洋水产研究所
,

大连 )

S u 恤 M i a皿y i拉g 叨d e
a o X u 日h e n g

(叮二沁 尸汤 , 梦丑己̀ 拟犷
比 如的“ 川 e

oj 石~
纽 g p 犷凶玩郎

,

刀时沁件
)

关键词 大连紫海胆
,

生长发育
,

盐度
。

K E Y WO R D S o o a 、 I T o l 、 i。 (尽七
: o , 夕 , 20 。 。。 古, 。 云, s

洲己材
s
)

,
g 加w 七h

, 日al i n iyt

大连萦海胆是产于西北太平洋沿海水域的一种重要经济海胆
,

也是我国正在研究发展的新的海水

增养殖种类
。

为扒好其人工育苗
.

与增养殖技术
,

探讨主要环境因子对其生长发育的影响是必要的
。

廖玉

麟 ( 10 82 )
、

廖承义以 9盯 )
、

今井利为 ( 19 86)
、

伊东义信 ( 1 9郎 )
、
卫幻 i ( 1 9 6幻等曾就温度和饵料这两个重要

环灯
。

因子对海胆类的影响进行过研究
,

研究的对象包括大连紫海胆
、

马粪海胆 H 。。 `。洲` “ `讹 夕毗峨时
-

犷`。 二 。 、

虾夷马粪 ;履胆 &
: 。 ” 夕夕20。。 , 云: o亡。 s 茗耐

。 犷 , o d感“ “ 、

紫海胆迁树入。而 d a : 玄s 。 , 。 。 s名叩玄” 。 等
。

关于盐度

这一重要环境因子对海胆类的影响
,

松井魁等曾对马粪海胆进行过 研究并认为
:

海胆类生活在高盐水

域
,

对盐度的变化较为敏感
。

马粪海胆生活的最适盐度为 3。一 3 4偏
,

盐度高至 36
,

1~ 且
,

6荡海胆并不

毙死
,

反之
,

低至 2 3
,

5呱将急剧丧失活力
,

低至 龙
,

7 几则很快毙死
亡̀ ’ .

关于盐度对大连紫海胆的影响
,

迄今匡内尚未见研究报道
’

穷子我国的北部沿海盐度偏低
,

并旦冬季与夏季之间盐
, 之

之笼异较大
,

夏平部

分海域的盐度可低于 扮几
,

』
:

万
,

要在我国北方沿海进行大连紫海胆的资源增殖
,

必须首先探讨盐度对

其生长发育的影 ;向
。

材 料 与 方 法

试验通过分别考察不同盐度海水中大连紫海胆卵的受精率
、

受精卵的孵化率与变态率
、

浮游幼体和

成海胆的牛长速度与成活率等
,

综合探讨盐度对其生长发育的影响
。

试验所用的各种盐度海水为人工配制的
,

其中
,

高盐度海水是用普通砂滤海水添加一定星的食盐
、

低盐海水是用普通砂滤海水添加一定量的精过滤淡水配制而成
。

配制之后先静置半小时
,

用 S Y Y I一 1型

光学折射式盐庵计 (测 缴范围 S 偏。一幼几
,

测 量精度 0
.

3编 )进行初步标定
,

如初步标定值与设定值间偏

差天千 。
一

5兔则催进行适当的浓度调整
,

然后再次标定
,

直至三次标定结果的平均值与设定值间偏差不

捧
李国友同志参加部分试验

,

谦此致谢
。

收稿年月
: 工
姗 年 7月 ;简年 1“ . 修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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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于 士 o
,

6偏方可使用
。

换水时辛队的新水亦用上法人工配制
,

水温保持相同
.

供试验采卵用的种海胆采 自大连棒捶岛海区
,

从中选取壳径 氏m 以上
、

生殖腺完全成熟的
李

个休
,

用

浓度为 。
.

S M 的 K CI 溶液注射法诱导产卵
,

产卵时的海水盐度 3 1份
,

水溢 21℃
。

试验用成海胆为人工

培育的一龄个体
,

培育期间海水盐度在 即~ 3 3几间
。

试验于 19 图 年 9 月~ 1 9习0 年 5月间先后共进行 在次
,

试验盐度 1。~ 46 偏
,

试验时水温 20 士 2
0

C
。

试

验一
、

二考察的内容包括不同盐度下卵的受精率
、

受精卵的孵化率与发育速度
、

浮游幼体的生长速度与

变态成活率等
,

其中
,

试验二为试验一的补充试验 ;试验三
、

四考察的内容为成海胆在不同盐度下的摄食

率
、

生长串
、

活力与成活率等
,

其中
,

试验四为试验三的争院试验
,

其各组是采取逐级提高盆度 (或者逐级

降低盐度 )的方法
,

每级盐度恒定 7 夭
。
连 次试验的分组以及各组的试验盐度等如表 1

。

表 1 试验分组及各组的盐度条件

T 吕从 e 1 T h e d vl 记 e d g 犷o u P of 杠户
r
俪

e n t 扭n d 。公加玉t y co n d !桩的

试验次别 组 数 组 别 试验盐度 (菊 )

1 6 ~ 阳

2 3 ~ 3 5

10 ~ 4 0

3 2一 3弓*

4 0 ~ 4 6
韦

3 0一 2 0
客 水

2石一 19 咋 *

组组 (级 )间盐度差 (黔 )))

44444

22222

66666

曰上234

注
: 幸逐级捉高盐度 ;

报 令

逐级降低盐度
。

鉴于以上试验中有部分试验组的试验盐度与试验生物的原饲育 (或产卵 ) 盐度间盐度差较大
,

为避

免酬分组过程中的盐度突变可能给试验生物带来不良影响
,

这部分试验组的试验生物在由原培育水体

移往试验水体时采取逐级过渡法
,

过渡的级间盐度差控制在 2~ 6呱
,

试验生物在每级的滞留时间 3。分

钟
。

各试验组受精卵与浮游幼体生长发育速度和变态率等指标的测量方法为随机取样
、

镜检测试计数
,

每个样品每次取样晕 ” 二 的
。

各组成海胆的生长量
、

摄食量等用如下方法计算 :

2尸
一认 (万万行不1 玉劝币

义 1 0 0男

刀2 一

2 (评
: 一 平

i

)
A (W

; + 平
:

)
大 1 00劣

式中 : ” ;

一海胆的平均日摄食率 ;

叭一海胆的平均日增长率 ;

尹一该组海胆的总摄食量 ( g ) ;

w
工

一该组海胆的初始平均体重 ( g ) ;

w
:
一终了平均体重 ( g ) ;

B :

二该组海胆的初始数 (个 ) ;

B :

一终了数 (个 ) ;

连一试验天数 ( 日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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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 验 结 果

(一 )盐度对海胆卵的受精率的影响

由试验一与试验二的结果可以看出 :盐度对大连紧海胆卵的受精率有较明显的影响
,

虽然盐度在

16~ 3 9编间海胆卵可以受精
,

但是由于试验盐度的不同组间受精率也不同
,

其中
,

盐度在 23~
`

黝瓜间卵

的受精率均可达 拓形左右
,

组间差异不显著 ;盐度低于 2 3偏或者高于 浙编
,

随着盐度的再降低或者增高

受精率都将随之下降
。

结果见图 1
。

明化串`% )

图 1 盐度对海胆卵的受精率的影响

卫19
.

1 I n f l讹 n 胎 o f 既 l in i yt 姐 f e r t i l it y r a et o f 召
.

” “
而

s 鳍 g

注 : . 试验一的结果 ; A试验二的结果
。

(二 ) 盐度对受精卵发育的影响

由试验一
、

二的结果还可以看出
,

大连紫海胆受精卵的发育速度
、

孵化率等也与盐度相关
,

在本试脸

盐度范围内只有盐度在 25~ 肠乐间的各组受精卵可以发育至浮游幼体期
,

但组间因盐度的不同发育也

有差异
,

其中
,

以 31 几组受精卵的发育最快
、

幼体也最整齐 ;高于或低于 31乐
,

随盐度的递变其发育速度

均稍有减缓
,

两次试验结果一致 ;盐度低于 肠乐或者高于 肠偏
,

受精卵或者不能正常分裂
,

或者根本不

能分裂
,

其中
,

盐度为 场汤与 19 偏的 2 组受精卵均不分裂
,

16 小时后逐渐崩解 ; 2a 编与 39 禹的 2组受精

卵加% 以上不分裂
,

其余虽然可以分裂但卵裂畸形率较高
,

二分裂球或者大小相差悬殊或者形状异常
,

并且仅能发育至 2~ 1 0 细胞期即自行中止分裂
,

其后逐渐崩解
。

(三 ) 盐度对浮游幼体变态发育的影响

两次试验的结果又表明
,

海胆的浮游幼休 (长腕幼虫 ) 在不同盐度下的发育速度及变态成活串也有

较明显的差异
,

其中
,

以盐度为 31 几组幼体的发育最快
、

变态成活率最高
,

且幼体发育整齐
,

两次试验结

果一致 ;盐度高于或者低于 31 凡
,

幼体的发育速度
、

变态率等均将随盐度的递变而逐渐下降
。 一 ,

试验于孵

化后第 9 天
,

即各组幼体均发育至六碗期之后
,

分别统计各组的幼体数并计算其由受精卵发育至六腕幼

体期的变态成活串
,

其结果为 : 盐度 31 几组的变态成活率最高 ( 27
.

7男 )
,

盐度高于或者低于 3主乐随盐度

的递变其变态成活率逐渐下降
,

其中盐度在 27 ~ 韶偏间变态成活率高于 10 劣
,

邪落及距落 2 组变态成

活率低于 6不
,

盐度低至 邢公或者高至 39 荡则不能正常变态发育
。

详见图 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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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态率 %

图 2 盐度对浮游幼体变态发育的影响

F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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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盐度对成海胆生长的影响

试验三与试验四的结果表明
,

成海胆在盐度 10 编
、

15 偏以及娟偏的海水中管足收缩
,

失去附着能

力
,

熟 小时内全部死亡 ; 在 19ot ZQ 瓜的盐度下活力显著下降
,

豁 小时内少数个体死亡
,

多数呈麻痹状

态
,

一周内死亡率高达 肠一 100 万 ;在 21 编或 42~ “ 肠的盐度下基本不摄食
、

不生长
,

但一周内无死亡 ;

只有盐度在 2 2~ 40 偏间成海胆才可以摄食与生长
,

并且
,

随盐度的不同其摄食量与生长量均有较明显的

变化
,

详见表 2
、

图 o3

隅幽卿耀释

n曰nù

:
.ō,J

2
,

0

ǎ次à哥么奥泣抑并招卑m

」坦退」上
0 2 2 2 4 2 6 28

l闹 :
、 _

30 32 3 4 36 38 落O 42 5魁

图 3 各盐度下成海胆的摄食率与增长率

r i g
.

3 珑Uy f 仪姐还 g 玲切 a
dn g r o w ht 班 te o f 5

.

, “
湘

。 毗 玉 f fe 咖七耐 i n i t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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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盆度对成海胆报食与生长的影响 (试验三
、

四 )

T的 10 2 1助】伽
.
. c诫 一公资幼 tyn of侧日 n Ig. Od g八钾 r thO f 5

.

林妞。 (切 . t 3n ad te s t4 )

试试验次别别 组别别 盐度度 海胆数〔个 )))平均体里〔幻幻 总臀
盆盆平 均均平 均均 成 活 率率

(((((((肠 )))))))))))))))))))))))))))))))))(幻幻 日摄食率率 日增长率率 凡凡
刀刀刀刀刀 ;;;

几几 巩巩 巩巩巩
』

勺 JJJ爪爪 丑 ---

(((((((((((((((((((万 )))(万 ( )))赌 )))

1111111000 12000 000 0
.

5 7770
.

沁沁 000 000 1
.

222 000

2222222 场场 即即 0
’’

0
.

动动 0
。

8 111000
r

000 2
.

000 111

3333333即即 幼幼 公公 O
`

以以 0
.

防防 OOO
本本

2
`

000 000 1
4444444 肠肠 加加 勿勿 0

。

000 70
.

6888 牙
一

000 000 0
.

999 1oooo

5555555即即 2000 即即 O
。

00000 7 3
。

7772
。

00000 工 oooo

6666666 8 555加加 2000 0
.

肠肠肠 3
.

000 3
。

55555 1oooo

77777774 000 加加 即即 O
。

6 44444 O
一

555 3
.

11111工 oooo

0000000000000000000
.

6666666

1111111教教 黝黝 加加 0
、

6 7770
、

肠肠 3
、

000 3
`

666 2
.

l 111的的

触触触触触 即即 加加 0
.

6 666 0
.

份份 3
.

000
.

3
.

000 2
。

000 1oooo

扔扔扔扔扔 幼幼 2000 0
.

拍拍 0
.

8 111 3
.

000 2
.

7770
。

仑仑 1oooo

招招招招招 2000 加加 0
,

8 111 0
.

8 666 1
`

000 0
.

999 0
.

999 10 000

2222222 如如 即即 2 000 O
。

6 444 0
.

6 777 0
.

555 0
,

石石 0
.

777 1oooo
4444444 222 劲劲 2 000 0

,

6 777 0
。

6 888 口口 000 0
。

111 10 000

妞妞妞妞妞 2OOO 幼幼 0
,

6 888 0
.

6婆婆 000 00000 工0 000

奶奶奶奶奶 加加 000 0
.

以以以以以以 000

8888888 韵韵 加加 加加 0
.

5 333 0
.

6 111 2
.

777 3
一

盛盛 2
。

000 1 oooo

幼幼幼幼幼 加加 即即 0
.

6 111 O
。

初初 么
.

888 3
.

111 2
。

000 1 oooo

跳跳跳跳跳 邪邪 2OOO 0
.

7 000 0
。

7 666 公
,

000 2
.

000 1
。

222 1 oooo

胜胜胜胜胜 加加 2000 O
。

宁666 0
.

8 111 2
.

000 」
.

888 0
`

999 二加加

龙龙龙龙龙 加加 2000 0
,

8 111 0
.

8 444 OOO 000 0
.

555 I oooo

幼幼幼幼幼 加加 777 0
.

844444444444 肠肠

4444444 肠肠 加加 2OOO 0
.

7 000 0
.

阳阳 1
.

555 1
。

555 1
.

222 迁0 000

2222222 333 加加 邵邵 O
`

铸铸 0
.

7 999 0
.

公公 O
。

888 0
`

666 1OOOO

监监监监监 2 000 2000 O
。

7 999 0
.

沱沱 000 00000 1oooo

功功功功功 2OOO 000 O
`

7 88888888888 000

讨 论 与 结 论

1
.

盐度对大连紫海胆的每个发育阶段的生长发育均有较显著的影响 : 在最适盐度下其生长速度轰

快
,

发育最为良好 ;高于或低于最适盐度其生长将随盐度的递增或递减而逐渐下降
,

但是
,

在一定的盐度

范围内其生长发育及变态成活率等仍可维持在较高的水准
,

即适宜盐度 ; 超出适宜盐度
,

其生长最锐减
,

成活率下降
,

甚至不能正常发育或者很快毙死
口

2
.

大连紫海胆在不同的生长发育阶段对盐度的要求也不相同 : 受精卵至浮游幼体期生长发育的适

宜盐度为 27 ~ 36乐
,

最适 81 编 ; 盐度低于 盯落或者高于 肠偏其生长经慢
,

变态率低 ; 低于 23 乐或者高

于 39 吸则不能变态发育
。

成海胆期的最适盐度为 2 8
产 , 肠偏 ; 盐度低于 2 8偏随盐度的递减生长 逐渐 变

慢
,

盐度高于 肠脸随盐度的递增其生长速度逐渐变慢 ; 盐度低于绍偏或者高于胡低生长锐减 ;低于均公

咸者高于 4 6乐则很快毙死
。

下接第 81 页 (。 n ti n 。翻 o n F a砂 8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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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产研究丛书 ( 1 6 )
.

日本水产资源保护协么
【6 〕 奥谷乔司

,

19 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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头足类O 生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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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洋生态学
,

怕一 9] oa 东京大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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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

成海胆对盐度的适应能力比幼体期强
。

由于受其幼体期适盐范围较窄加之成海胆期移动能力不

强等因素所限
,

自然海区大连紫海胆一般仅分布在 27 乐以上的高盐水域
。

连
.

大连紫海胆对高盐海水的耐受力较强而对低盐海水的耐受力较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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