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Ξ  滤除率 单位时间水中食物颗粒完全被滤食的这

些过滤的水的体积 不仅能够表示滤食性动物的摄食

量 还是反映滤食性动物生理生态学状况的动态指

标 它的大小受诸多因子的影响 其中藻类浓度是一

个重要的影响因子∀ 关于藻类浓度对贝类滤除率的影

响 国外 等 已有报道∀ 本文着重研究

了藻类浓度对我国大规模养殖的滤食性贝类) ) 海

湾扇贝 Αργ οπ εχτεν ιρραδ ιανσ 和太平洋牡蛎 Χρασ2

σοστρεα γ ιγ ασ 滤除率的影响∀

 材料和方法

海湾扇贝取自青岛海洋大学太平角实验基地 太

平洋牡蛎取自胶南市水产养殖研究所∀ 随贝生长的不

同时期取回后放玻璃缸水槽内暂养 周 每天定时投

喂适量的单胞藻 定期换水 水温每天升 ε 逐渐达

到实验所需的温度∀实验前 用过滤海水暂养贝以

备实验用∀

实验用的海水为脱脂棉过滤海水 盐度为 ∗

∀ 实验在 个 ≅ ≅ 的水族箱内进

行 箱内用充气石充气 一是保证有充足的溶氧 二是

使藻类在箱内悬浮均匀∀ 实验贝的规格为海湾扇贝小

贝壳高≅ 壳宽 ∗ ≅ ∗ Ω 软

? 大贝壳高≅ 壳宽 ∗ ≅ ∗

Ω 软 ? 太平洋牡蛎小贝壳长

∗ Ω 软 ? 大贝壳长 ∗

Ω 软 ? ∀ 实验贝的数量为海湾扇

贝小贝 只 箱 大贝 只 箱 太平洋牡蛎小贝 只

箱 大贝 只 箱∀实验的藻类为新月菱形藻 Ν ιτζσχηι2

α χλοστεριυµ ∞ 藻类密度设置均为 个梯度

海湾扇贝小贝 ≅ ≅ ≅ ≅

个 大贝 ≅ ≅ ≅ ≅ 个

太平洋牡蛎小贝 ≅ ≅ ≅ ≅

个 大贝 ≅ ≅ ≅ ≅ 个

∀ 实验水温 小贝为 ε 大贝为 ε 两种贝 ∀

每一处理设 个重复 另一个为空白对照 不加贝 观

察藻类的变动情况 ∀ 根据贝规格及藻类密度的不同

实验持续 ∗ ∀实验结束后 取样!固定!浓缩!定

量 根据始末藻类密度变化计算滤除率∀

滤除率 ƒ 用下式计算

ƒ
Χτ Χ

τ
≅

ς
Ν

  式中 Χ ) ) 起始藻类密度 Χτ) ) 结束时藻类密

度 τ) ) 实验时间 ς ) ) 实验水的体积 Ν ) ) 实验

贝的个数∀

实验结束后 用游标卡尺测贝的壳高!壳宽或壳

长 用解剖刀把贝壳打开 取软体部用吸水纸吸去表

面水分 用 ° 2 型电子天平称重 精确至 ϕ ∀

 结果

 藻类密度对两种贝小贝滤除率的影响

藻类密度对两种贝小贝滤除率的影响见图 !图

∀

从图 !图 中可以看出 当藻类密度从 ≅

个 增加到 ≅ 个 时 太平洋牡蛎的滤除率

随藻类浓度的升高而增大 当藻类浓度为 ≅ 个

时 滤除率又高于 ≅ 个 的滤除率∀ 海湾

扇贝则表现出当藻类浓度从 ≅ 个 增加到

≅ 个 时 滤除率随藻类浓度的升高而增大∀ 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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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的藻类浓度范围内 藻类浓度与两种贝小贝的滤

除率关系可用下式表示

海湾扇贝 ƒ Χ ρ ν

Π ∀ 太平洋牡蛎 ƒ Χ ρ ν

Π ∀ 经检验相关均达极显著水平∀

图  藻类浓度对海湾扇贝小贝滤除率的影响

图  藻类浓度对太平洋牡蛎小贝滤除率的影响

 藻类密度对两种贝大贝滤除率的影响

藻类密度对两种贝大贝滤除率的影响见图 ∀

从图 中可以看出 当藻类浓度从 ≅ 个

增加到 ≅ 个 时 太平洋牡蛎的滤除率随藻

类浓度的升高而增大 当藻类浓度为 ≅ 个

时 滤除率则下降∀海湾扇贝则表现出当藻类浓度从

≅ 个 增加到 ≅ 个 时 滤除率随藻类

浓度的升高而增大 而当浓度为 ≅ 个 时 滤

除率高于 ≅ 个 的滤除率∀ 在适宜的藻类浓度

范围内 海湾扇贝 ≅ 个 !太平洋牡蛎 ≅

个 除外 藻类浓度与两种贝大贝的滤除率关

系可用下式表示

图  藻类浓度对海湾扇贝大贝!太平洋牡蛎大贝滤除率

的影响

海湾扇贝 ƒ Χ ρ ν Π

∀ 太平洋牡蛎 ƒ Χ ρ ν

Π ∀ 经检验相关达极显著水平∀

 讨论

从实验结果看 海湾扇贝和太平洋牡蛎都有共同

的规律 即在适宜的藻类浓度范围内 随浓度增加 滤

除率增大 超过一定的范围 随浓度增加 滤除率下

降∀ 在藻类浓度过低的情况下 滤除率也会增大 这与

许多学者在研究一些贝类时发现的规律是一致

的≈ ∗ 这是贝类自我生理调节的一种反应∀当藻类密

度过低时 贝类为了满足其生理需要大量滤水是不难

理解的 而随密度增大 开始时滤除率增加 当达一定

的密度后 滤除率又下降 则可能和生理生态学的多

种因素有关∀ 我们知道鳃是滤食性贝类的摄食和呼吸

的主要器官 起双重作用 因此它们的摄食和呼吸是

密切相连的 藻类密度增大一定会造成不同程度的鳃

阻塞 影响呼吸 为保证氧气的摄入量 则需要加大滤

水量 而藻类密度过高时 过量滤食的饵料则会形成

假粪 甚至造成滤除率下降∀ • 在研究 种

贝的滤食器官特征时发现 在高浓度下颗粒在鳃表面

的运动速度减慢 若鳃仍按正常的活动频率或提高活

动频率 易造成阻鳃现象 贝只有降低鳃活动频率 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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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滤除率才能维持正常的生理代谢∀ 因此 在贝类的

苗种生产中 投饵掌握少量多次的原则是有理论依据

的∀

从池塘养殖滤食性鲢鱼发现 在凌晨溶氧最低

时 其滤食浮游生物最少 表明它可将呼吸与摄食分

开 而低等的贝类是否能将两种活动分开还不清楚∀

有关贝类呼吸与摄食的关系有待进一步深入研究∀

从以上 个图中还可以看出 在适宜的藻类浓度

范围内 浓度对两种贝滤除率的影响程度都是太平洋

牡蛎高于海湾扇贝 对于小贝 ≥ 太平洋牡蛎

≥ 海湾扇贝 前者是后者的 倍 对于大

贝来说 ≥ 太平洋牡蛎 ≥ 海湾扇贝 前

者是后者的 倍 二者的差异与种本身的差异有

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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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藻作为饲料添加剂在家禽饲养中的效果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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Ξ  用作饲料添加剂的海藻一般是指生长在海水中

的大型经济藻类∀如海带!马尾藻!紫菜!浒苔等∀这些

海藻含有陆地植物无可比拟的微量元素!维生素!矿

物质以及其他特殊成分如甾醇!碘氨基酸!脂肪酸!丙

烯酸!萜烯和抗生素等∀ 实验证明 海藻作为饲料添加

剂与配合饵料混合使用对家禽的生长更有明显的促

进作用∀ 当前世界上许多先进的临海国家早已将海藻

粉作为家禽饲料中必需的添加剂广为应用∀ 据报道

全世界年产大约 海藻饲料添加剂 挪威就占

∀ 另外 丹麦!英国!法国!美国!加拿大!冰岛!

日本等国家也都在家禽饲料中添加一定比例的海藻

粉 并建有专门的海藻饲料添加剂工厂∀ 我国的海藻

饲料添加剂研究起步较晚 目前还没有专门的加工

厂 仍有 饲料添加剂依赖进口 而且普遍使用的

是营养型!维生素型!矿物质型及抗生型等几大类∀ 由

于饲料添加剂的要求非常严格 不注意各种营养成分

之间拮抗作用 盲目添加高剂量营养素反而降低了有

效成分 达不到促进生长的效果∀ 作者在海藻化学研

究的基础上 使用当年产晒干的海带和马尾藻粉混合

物作为饲料添加剂 添加到家禽的混合饲料中 产生

了非常明显的效果∀

 材料与方法

 实验材料

海藻粉 以下简称 ≥ 为当年产山东威海海带

Λαµ ιναρια ϕοπονιχα 和广西马尾藻 Σαργ ασσυµ

按 Β 的比例混合粉碎后的粉末 ∗ 目 ∀肉

鸡试验用京星一号肉鸡共 只 由广西区畜牧研究

所自繁∀ 其基础饲料由南宁市饲料厂提供 以下试验

用的家禽和基础饲料均由这两个单位提供 ∀ 蛋鸡试

验用罗斯商品母鸡共 只 日龄 ∀ 种鸭试验用

康贝尔鸭共 只 日龄 ∀ 肉鸭试验用樱谷肉鸭

共 只∀ 对照组均添加畜牧场常规使用的普通添加

剂∀

 试验方法

 京星一号肉鸡随机分成 组 每组

只 出壳称重后平养∀ 每组的防治药物!方法!时间等

均一样∀ 其中 组为对照组添加普通添加剂外 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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