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盐度对大连湾牡蝎胚胎发育及

幼虫生长的影响

刘海涛 董占武 徐志明

(大连市甘井子区水产科研所
,

1 6] 。 33 )

提 要 本文阐述了大连湾牡蛇胚胎发育速度和盐度变化对其胚胎及幼虫的影响
。

结

果表明
:

在水温 21
.

2℃
、

盐度 31
.

2 6编条件下
,

受精卵经 19 小时 80 分钟发 ,-fl 至 D 形幼虫
。

其

胚胎发育的有效盐度范围为 炸一 3。锡
,

最适盐度范围为 22一 3生几
。

在盐嚏 2 2一罚凡条件下
,

胚胎发育速度较快
,

均不超过 2。 小时
,

超出此盐度范围
,

则孵化时间延 长
。

神}盘幼虫在盐度

2 5
.

21一 3 4
.

肠偏间生长较快
,

平均 口增长速度为 8
.

5 4一。
甲

38 微米
,

且存活率均在 印形以上 ;

逾儿则生长速度和存活率均有不简程度的降低
。

关键词 大连湾牡纺
,

盐度
,

胚胎发育
,

面盘幼虫

大连湾牡蜘 (眺 `卿 a 不赫油二从。 砒行 C or 。曲 )仅分布于我国北方沿海
,

为大连沿海的

优势种
〔` 习,

是重要的经济贝类之一
。

我 国牡朗养殖已有很长历史
,

有关牡蜘人工育苗
、

胚

胎发育
、

生长
、

代谢及对环境因子的适应等方面的研究 已有过大量报道 〔卜容, , , . ’ ,

但多偏重

于近江牡蜘 (血老介 a “ 洲 z二而 : G uo dl )
、

长牡妨 (Os 云介 a g勺韶 T 五u n b e
gr )

、

褶牡蜘 ( os 考
嘟

州交
。 ,材 Za G斑 e z sn )

、

密鳞牡蚜 ( 0 5: 二 e a 由二阳 Za
,

。不乙o s a L is o h k e )等 J毛种
。

对大连湾牡砺的

研究大多在形态方面
。

六十年代初
,

一些学者对其胚胎发育和幼虫培育做过初步研究
〔, J

。

就盐度对大连湾牡妨胚胎发育和面盘幼虫生长
、

存活的影响
,

尚未见报道
。

本梦究测定了

在夭然海水中大连湾牡蜘胚胎发育速度
,

并在盐度单一因子的条件下对受精卵和面盘幼

虫分别进行观察
。

从胚胎生态学角度揭示盐度对胚胎发育速度及 D 形幼 虫 孵 化 率的影

响 : 确定胚胎发育有效盐度范围和最适盐度范围 ;探索盐度同面盘幼虫生长速度及存活率

的关系
。

为开展大连湾牡蜘人工育苗和增养殖生产提供参考
。

现将主要结果报告如下
。

材 料 与 方 法

1
甲

亲 贝 自失连湾海区采捕壳长 8一 1生厘米的亲贝
,

暂养十大连凌水黄泥洼养殖海区
,

供试验

取用
。

选择壳形规则
、

已达性成熟的亲贝
,

用解剖法分别获街精子礼卵子
,

供人工授精
。

2
.

授精
、

孵化 授精过程在经砂沈
、

沉淀处理的天然海水中进行
,

天然海水盐度为 81
.

26 瓜
。

为避

免个体间发育的差异
,

所尾精卵系由多个亲贝取得
。

授精 ;;寸将精液一次加入
,

精液加入时间视为受精时

间
。

授精后 1 分钟开始以容积法将受精卵分别置于各试验组中
,

使其最终密度为 40 个 20 1
,

最终盐度分

别达到 15
.

13几
、

16
,

13编
、
几7

.

14凡
、
2 0

.

17 编
、
2 2

.

1 , 瓜
、

2 5
.

2 1瓜
、

3 5
.

2 5临
、

3 7
.

24偏
、

4 0
.

23吓
。 、

4 5
.

21编
,

并以天然海水组做为对照
,

全过程不超过 3 分钟
。

受精卵孵化过程中
,

采用水浴法统一控制水温
。

胚胎

收稿年月
: 1 0沮 年 1 月 ;同年 9 月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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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育速度测定是通过连续显微观察
,

定时提取样本
,

根据各期胚胎出现比例按内差法确定的
。

为避免不

同次试验间因精卵质量不同导致孵化率不同的差异
,

每次试验均计数夭然海水条件下 2一 4 细胞期的卵

裂本
,

(卵裂率 二 2一在细胞卵裂数厂卵子总数 )作为计算依据
。

发肖至直线绞合幼虫 (以
一

『称 D 形幼虫 )

期后
￡̀ 〕 ,

用随机取样法分别计数 D 形幼虫数量
,

计算D 形幼虫孵化率 (孵化率 ~ D 形幼虫总
、

数厂卵子总

数
`
卵裂率 )

。

受精卵孵化和面盘幼虫培育试验所用容器均为有效容积是 1。。0(1 o 1 的圆形玻璃缸
.

3
.

面盘幼虫培育 以在常温 ( 2 1一 2犷C
,

平均 2 3
甲

o6 C ) 天然海水中孵化所得到的同批 D 形幼虫为

材料
,

尼容积法等分于各盐度组中
,

使其勒始培育密度均为
。 个 /`

,

其盐度分别为 : 。
.

13编
、

19
.

16编
、

2 2
.

1 9汤
、
25

.

2 1偏
、

2 8
.

2 4几
、

3工
.

2 6编 (天然海水 )
、

3 4
.

2 5编
、

盯
.

2 4踢
、
生0

.

23瓜
,

采用常温静水培育
,

光照

控制在 20 。一 400 勒克司 ; 每 日换7 k一次
,

换水量为总培育水体的 1 22一 3 / 4 ; 各盐度组等量投饵
,

每日

投三次 ; 前期饵料为湛江叉鞭金藻 ( D `。 : 。 ` 。 犷` a 习h a可云训夕。 ” 。`5 H u )
,

后期添加小球藻川 h l o : e 乙l a 彻 P )

和亚心形扁藻 (p 饭卿。 口, 二 。助韶 : 日 fi
。 :

, 感。 )
。

为避免因投饵和蒸发导致试验盐度的变化
,

每隔 3一5

天全量换水一次
,

使盐度的变化小于 0
.

4几
,

少于通过此法
,

弃除死亡个体
。

定期侧量面盘幼虫壳高
,

计数

存活数量
,

计算存活率
。

4
.

试验用水的配制 以夭然海水加淡水 (食用井水) 或盐水母液来配制不同盐度试验用水
。

盐水

母液的浓度为 10 %
,

系由淡水
、

精盐配制而成
。

淡水和盐水母液均经过滤并沉淀 2生小时以上
。

5
.

试验时间 19 90 年 6 夕」至 9 月 (累计 12 次 )
.

试 验 结 果

(一 ) 胚 胎 发 育

在一定条件下
,

各胚胎发育阶段都处于一个连续的变化过程中
。

为确定到达各胚胎

发育阶段的时间
,

本文以各发育阶段 的胚胎出现比例作为分期标准
。

1
.

极体出现时间
,

为出现极体的卵子数占受精卵 ( 以举起受精膜为准 ) 总数 10 环的

胚胎发育 时间
。

:
.

二细胞至 D 形幼虫各胚胎发育阶段的时间
,

为各发育阶段的胚角出现数量 占前一

发育阶段胚胎数量 20 多的胚胎发育时间
。

实验通过解剖法获得精
、

卵
,

在水温 2 0
.

扩C的天然海水中进行授精孵化
,

其 D 形幼虫

孵化率均达到 81
.

吐一 98
.

2终
。

观察卵子受精过程发现
:

卵子于受精后 3一 5 分钟表面 举

起一层透明的受精膜
,

此时卵子开始由梨形
、

椭圆形向圆形过渡
。

受精后 20 分钟左右
,

卵

核消失
,

卵子表面光滑圆润
,

此 时卵子直径 (不包括受精膜 ) 为 50 一 5 5 微米
,

平均 5 2
.

6 微

米 ;受精膜围卵间隙较小
,

宽度约为 5 微米
。

卵子于受精后 45 分钟和 1 小时 2 分钟在动

物极方 向分别出现第一极体和第二极休
,

然后再经过卵裂
、

囊胚
、

原肠胚
、

担轮幼虫等各胚

胎发育阶段
,

于受精后 19 小时 30 分钟形成壳形规则的 D形幼虫
。

其到达各胚胎发育阶

段的时间示于表 1
。

(二 ) 胚胎发育的有效盐度范围

本文对影响大连湾牡妨胚胎发育的盐度规定的生物学标准
,

为有效盐度范围和最适

盐度范围是指受精卵发育至 D 形幼虫 的孵化率分别达到 20 邓和 80 环 以上的盐度范围
。

从图 1 看出
:

大连湾牡砺胚 胎发育成 D 形幼虫的有效盐度下限约为 17 编
,

上限约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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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大连湾牡蜻胚胎发育时间 (湿度
:

匆
,

4 士 0
.

2℃ ;盐度 : 3 1
.

2 6编 )

T a b】e 1 T h e t im e
of t h e e m b r y o n i o d解 el o p m e n t o f o

.

t 必 l “ ” 切 h . ” . 趁 s 君s

( T . . Pe r毗 u r e 20
甲

4 士 0
;

Z
o

C ; s 址 i n l t y 3 1
.

加编 )

胚胚胎发育阶段段 发育时间 (时
,

分 ))) { 胚胎发 , 阶段段 发育时问 (时
,

分 )))

第第一极体体 0
,

4 555

)
十六细胞胞 2

,

5888

第第二极体体 1
,

佣佣
{

,
一

胚胚 5
,

4 555

二二 细 胞胞 1
,

2 111

…
原 肠 胚胚 7

,
4 555

四四 细 胞胞 I
,
石000

!
。 轮。 虫虫 1 1

,
0 666

八八 细 胞胞 2
,

2 000

{
” 形拟拟

1 9
,

3 000

39 偏
;
其最适盐度范围约为 22 一 3理荡

。

在接近有效盐度极限条件下孵化时
,

仅有少数受

精卵发育成壳形规则 的 D 形幼虫
,

多数胚胎在发育过程中畸形
、

滞育
,

发育至囊胚期后
,

胚

胎畸形
、

滞育数量较前期明显增加
。

匕J
ol

月山今̀
ǎ蓄冷勺旦岔玻牟

六浓ù哥权翁梁器田O

盐度( 炜 )

图 1 盐度同孵化率的关系

F i g
.

1 R o la 七i o n 块七w o e n as li n i七y a
nd h a t e卜

i n g r 今 t e o f t五o e山 b巧 0 o f t h e 叮 s t e r

遥5 2盯 2 5 30
1

3 5 4 0

盐度 〔;幼

图 2 盐度同胚胎发育速度的关系

F ig
.

2 Re la t i o n b e t w
e e少1 五a t o h i n g s a l i扛 i七y

a
nd 七h e t im e t从七 t h o e nl b r y O d e v o l o p t

o

s t r a i g h七 h i n g e h
r v a o

(三 ) 盐度对胚胎发育的影响

在有效盐度范围内
,

受精卵发育至 D 形幼虫期 的时间
,

如图 2 所示
。

结果表明
:

大连

湾牡蝎胚胎孵化速度同盐度密切相关
。

在盐度为 22 一 36 荡范围内
,

孵化速度较快
,

当水

温 2 1
.

2
O

C 时
,

其孵化时间均不超过 20 小时
,

其中以盐度 31 编时孵化速度最快
,

约需 18 小

时 30 分钟
。

盐度低于 22 偏或高于 36 编时
,

孵化速度明显减慢
。

在有效盐度下限和
_

L限

条件下发育时
,

孵化时间分别为 2 6 小时 30 分钟和 29 小时
。

比较
“

高盐度
”

和
“

低盐度
”

对胚胎发育的影响
,

受精卵在接近有效盐度极限条件下孵

化
,

并以天然海水组做为对照
。

观察胚胎发育情况
,

确定二细胞
、

四细胞
、

八细胞
、

囊胚
、

原

肠胚
、

D 形幼虫共六个胚胎发育阶段的发育时间
,

示于表 2。

在盐度 15
.

13 筋条件下
,

一些

胚胎仍能发育至原肠胚期
,

破膜后胚胎畸形
、

滞育
,

不能进入担轮幼虫期
。

在 4 5
.

21 编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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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下
,

少数胚胎发育至囊胚期
,

它们虽能在卵膜内转动
,

但均不能破膜孵化
,

于受精后 2 4

小时开始陆续死亡
。

比较盐度 20
.

17 荡和 40
.

23 荡两组胚胎发育时间发现
:

二者 自受精发育至原肠胚的时

间相近
,

分别为 8 小时 30 分钟和 8 小时 4 5 分钟
,

而到达 D 形幼虫的时间则有明显差异
,

分别为 2 1小时 10 分钟和 35 小 时 10 分钟
,

相差 14 小 时 , 同 样 比较盐 度 4 0
.

2 3荡积

31
.

26 汤两组的胚胎发育时间
,

其到达原肠期的时闻相差 1 小时 弱 分钟
,

而到达 D 形幼虫

的时间却相差 16 小时 4 0 分钟
。

表明
: “

高盐度
”

对原肠胚以前各胚胎发育阶段的发育速

度影响较小
,

而对后期原肠胚和担轮幼虫的发育则有较强的滞育作用
。

表 2 “
高盐度

”
和

“
低盐度

”
对胚胎发育速度的影响 (温度

:

幻
.

2士 0
.

2℃ )

T的 el 2 T h . “ f e c t .f hl 沙
s习场针y a

nd l啊
。以ul l t y 曲 让

. r国比 of

t h e

me b叮 o n加 d . , 班。 p m e n t ( T批拌
r
at

u r e : 2 1
.

2土 0
.

2
”
G )

1石
`

2 3 1 7
.

之4 1 2 0
。

1 7 3 1
,

即 } 邵
。

然 4更】
.

2习 」 4 5
.

2 1

二 细 胞

四 细 胞

八 细 胞

3
,

0(), 1
,
4 0 1

,
1 9 1

,
1 5 1 1

,
1 6 1

,
1 8 } 2

,
15

3
,
1 1 2

,

O() 1
,

拐 1 1
,

钧 1
,
5 5

4
,
1 0 2

,

4() 2
,
1 0 ! 2

,
2 1 2

,
3 6

囊 胚 1 2
,
30 D

,

即 6
,

盯 5
,

0 2 1 石
,

抓 6
,
3 7 1 1 1

,
2 0

原 肠 胚

D 形幼虫

封
,

叨 }垂亘
! 牙6

,

动

8
,

加 1 6
,
6 0 1 7

,

如 } 8
,

肠

2 ]
,

10 1 1 8
,

加 1 2 1
,

20 1 3 5
,
10

若比较 17
.

14 筋和 4 0
.

2 3荡两组胚胎发育时闻
,

还可看出
: 1 7

.

1 4荡组受精卵发育至原

肠胚以前各胚胎发育阶段时间均较 4 0
.

23 荡组长
,

而到达 D 形幼虫期的时间却较 幼
.

23 编

组提前 8 小时 3 0 分钟
。

表明
: “

低盐度
,

对胚胎发育的滞育作用与
“

高盐度
”

相比
,

较均匀

地分布于各胚胎发育阶段
。

观察
“

低盐度
”
和

“

高盐度
”

条件下胚胎畸形
、

滞育情况发现
:
在

“

低盐度
”

条件下
,

一些

胚胎虽能发育至原肠胚破膜孵化
,

但破膜后不久
,

有近半数的胚胎分裂成两个小胚体
,

它

们虽然具有较强的生命力和活动能力
,

但均不能继续发育 , 一部分胚胎壳腺虽然隆起
,

但

不能分泌双壳 ;仅有少数胚胎能够生成双壳
,

达到 D 形幼虫期
。

在
“

高盐度
”

条件下
,

一些

胚胎虽能发育至囊胚期
,

并在卵膜内转动
,

但多数不能冲破卵膜 , 少数破膜孵化的胚胎中
,

尚有部分胚胎始终不能分泌双壳
,

随着发育时间的延长
,

这些胚胎表现为胚体短而圆顿
,

面盘组织加厚
,

至此不再继续发育 ,仅有少数胚胎发育成规则的 D 形幼虫
。

无论是
“

低盐

度
”

组还是
“

高盐度
”

组
,

所得到的初期面盘幼虫 中
,

闭壳后面盘不能缩入双壳或绞合线中

央凹陷或壳缘不平滑等畸形幼虫均较多
。

在早期卵裂阶段
, “

高盐度
”

组和
“

低盐度
”

组均

有不同程度的畸形卵裂
,

这些畸形胚胎在
“

低盐度
”

条件下主要表现为分裂球松散
,

而在
。

高盐度
,

条件下则主要表现为卵裂球不规则
,
形成大小分裂球相差息殊

,

极不均衡
.

这些

畸形胚胎一般不能发育到囊胚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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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盐度同面盘幼虫生长及存活的关系

面盘幼虫在盐度 6 1
.

3 1一如
.

2 3编间生 长
、

存活情况示于 图 3
、

4和表 3
。

结果表明
:

(l )生长
。

面盘幼虫在盐度 22
.

9 1一 3 4
.

2 5荡间生长速度较快
,

经 24 天培育
,

幼虫壳高达

到 26 1
.

6一 2 8建
.

魂微米
,

平均 日增长速度为 8
.

40 一 9
.

35 微米
,

其中以 28
.

2 4编组生长 最

快
;
盐度高于 34

。

2 5编或低于 22
.

19 编时
,

生长速度减慢 , 在盐度 16
.

13 筋和 4 0
.

2 3编条件

下培育时
,

平均 日增长速度仅为 3
.

2 5 微米和 4
.

38 微米
。

从图 3 可以看 出
:

在培育 6 天 以

后
,

除 3 1
.

2 6汤组外
,

其余各盐度组的生长速度均有不同程度的增加
,

这种趋势在偏向
“

高

盐度
”

和
“

低盐度
”

组 中较为明显
,

培育 16 天后则 更为显著
。

(2 )存活
。

面盘幼虫经 24 天

培育
,

盐度 25
.

21 编
、

28
.

24 编
、

31
.

26 荡
、

3建
.

25 漏 四组的存活率均达到 50 % 以上
,

其中又

以 3 1
.

2 6编 (对照 )组最高
,

达到 62
.

0编 ; 盐度低于 2 5
.

21 编或高于 34
.

25 筋时
,

则存活率明

显降低
,

16
.

13 筋和 4 0
.

2 3编 两组的存活率仅为 10
.

0肠和 7
.

6%
。

3的卜

户一。愁洲华多叮公除

口n钊

产三找ù谑书州翁

60 . . 里二= 二二

2 改 J宝 8 10 12 1 4 土6 18 20 2 2 2 4

培养时 J可 ( 夭 )

图 3 盐度同而盘幼虫生长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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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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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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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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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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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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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5
,

2 1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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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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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盐度与面盘幼虫平均 日生长量的关系

r gi
.

生 E o la 七oi n b e t w e e n o a l in i t y a “ d m e a 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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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ly g r

wo 七h o f t }. 0 v e l ig e r

e
.

2 2
.

19肠
,

{
甲

盯
.

触肠
,

9
.

1 9
.

16肠
,

h 16
.

13编
、

表 3

i
。

钓
,

2 3璐
。

盐度与面盘幼虫存活率的关系

T a b l e 3 R e l眺 i o n b e t w e e n s 吐 i n l t y 幼 d ua r l v l v 以 r毗 e
of t h e v el l幽 r

盐 度 (偏 、

存活率 (笼 )

1 6
.

1 3 } 1 9
,

[ f川 2 2
.

1 1)…竺…三三二亘
} 6 7

·

住 } 6 +6 ” } 能
·

0

料
.

2 5
2 4

…
4 0

`

邪n刁一0

一八口

................

1 0
甲

0 } 2 3
+

9 4 2 3

试验中发现
,

将在天然海水中孵化所得到的 D 形幼虫置于各盐度组中后
,

除 3 1
.

26 荡

组外
,

其它各盐度组中的幼虫均有下沉现象
,

其下沉数量随试验盐度偏离原生活环境盐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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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1
.

6 2荡 )梯度的增加而增多 , 16
.

13 编和 40
.

23 编两组幼虫几乎全部沉底
,

显微镜下观

察
,

多数幼虫闭合双壳
,

偶尔伸出面盘做短暂游动
。

8 小时后
,

幼虫开始逐渐恢复游泳能

力
,

各组恢复游泳能力的时间也随试验盐度偏离原生活环境盐 度梯 度的 增加 而延 长
,

1 6
.

13 编和 4 0
.

23 偏组基本恢复游泳能力约需 3一连天
。

讨 论

大连湾牡斯在繁殖期通过解剖法获得精
、

卵进行人工授精
,

其发育至 D 形幼虫的孵化

率一般不低于 80 终
,

用这种方法完全可以获得大量的 D 形幼虫
,

并能培育至变态固着
,

避

免了人工诱导产卵过程中工艺复杂和常因精液过多而降低孵化率的缺欠
。

同时
,

采用人

工授精
,

可以较准确地确定受精时间
,

以观察胚胎发育速度
。

在水温 21
.

2吧的天然海水

中
,

大连湾牡鲡卵子受精后 19 一 20 小时发育至 D 形幼虫期
,

掌握这一时间
,

对在人工育苗

过程巾适时进行选育
,

转入幼虫培育阶段是十分必要的
。

研究表明
,

盐度与大连湾牡砺胚胎发育及面盘幼虫生长
、

存活密切相关
。

以往一些学

者曾就盐度对海产贝类胚胎发育速度的影响问题进行过研究
,

雨宫等人在长牡妨孵化试

验中发现
,

长牡妨受精卵在海水比重高时
,

孵化速度较快
,

海水比重低时
,

孵化速度变

慢哟 , 对翡翠贻贝的研究结果也证明了这一点
,

如在盐度为 3 1
.

1荡时孵化速度为 16 小时

15 分钟
,

而盐度 19
.

3编时
,

孵化速度为 26 小时 1 5分钟
t” 。

我们的实验结果为
,

大连湾牡

砺胚胎在盐度低于 31 编时
,

孵化速度随盐度升高而加快
,

在盐度高于 31 编时
,

孵化速度随

盐度升高而减慢
。

这一结果与长牡妨和翡翠贻贝的研究结果有所不同
,

这可能是由于不

同种贝类胚胎对盐度变化的特定反应
。

S
.

T
甲

T e七t el boa h等 〔1 9 8 1) 发现
,

温度和盐度对海

湾扇贝胚胎和幼虫的发育
、

存活有明显的影响 t . ,
。

我们的实验结果表明
:

在盐度 22 一 34 编

条件下
,

大连湾牡蝎胚胎孵化率均达 80 多 以上
,

超出此范围
,

孵化率明显降低
.
在面盘幼

虫培育试验中发现
,

盐度 2 5
.

2 1一34
.

25 编间各组存活率较高 (达到 5 0沐以上 )
,

且生长速

度快 ; 超出此盐度范围
,

存活率明显降低
,

生长速度也有所减慢
。

另有实验表明
,

盐度影响

美 国牡蜘固着物质的分泌
,

进而影响其固着时间
,

如在盐度为 2。荡时
,

其固着时间最短
,

盐度低于或高于 2 0筋时
,

均导致幼虫固着困难
,

固着时间延长〔 1 , 。

综上所述
,

海产贝类胚

胎和幼虫对其赖以生存的环境盐度有着特定的要求
,

超出其要求范围
,

将直接影响其胚胎

发育
、

幼虫生长及变态
。

考查胚胎孵化率
、

面盘幼虫生长速度及存活率三种因素
,

认为开

展大连湾牡砺人工育苗生产时
,

盐度应控制在 2 5一 3凌荡之间
,

此盐度范围亦可作为选择

增养殖海区的参考
。

受精卵在接近有效盐度下限条件下发育时
,

一部分胚胎在破膜孵化后不久便分割为

二个小胚体
。

这一结果与何义朝等 (上9 8 3) 的结论
“

贻贝胚胎在接近有效温度上限时
,

一

些胚体分割成 A
、

B
、

O
、

D 或 A B
、

O D 部分小胚体
”

相近
,

但就
“

低盐度
”

导致胚胎分割的

机制尚待进一步研究
。 “

高盐度
”

和
“

低盐度
”

均导致胚胎发育速度明显减慢
,

但
“

高盐度
,

对胚胎发育的滞育作用与
“

低盐度
”

有所不同
; “

高盐度
”

对胚胎发育的滞育作用偏重于原

肠胚和担轮幼虫期
,

而
“

低盐度
”

对胚胎发育的滞育作用则较均匀地分布于各胚胎发育阶

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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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 D 形幼虫置入各盐度组中后
,

除对照组外
,

其余各盐度组中的幼虫游泳能力均有不

同程度的降低
,

从而下沉至培育容器底面
,

随着时间的推移
,

幼虫又逐渐恢复游泳能力
,

这

种现象可能是由于幼虫对生活环境盐度突然变化一时不能适应的结果
。

考查幼虫生长速

度
,

在培育到第六天后
,

除对照外
,

其余各盐度组的生长速度均有所增加
,

十六天 后更为明

显
,

其中以
“

高盐度
”

和
“

低盐度
”

组生长速度增加的趋势较为显著
,

表明了幼虫对其环境盐

度的适应过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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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会海洋渔业资源专业委员会暨学术讨论

会及《远洋渔业》编委会在穗召开会议

本会海洋渔业资源专业委员会
,

于 19 91 年 11 月 1 8 日至 23 日在广州召开了四届 四次委员会议 受

资源开发利用讨论会
。

在会议期间的 11 月 22 日
,

还召开了 《远洋渔业 》 编委会会议

这是一次综合性海洋渔业资源开发利用学术讨论会
,

主要内容是 : 研讨我国近海渔业资源的生态结

构
,

资源开发
、

监测
、

增殖和管理 ; 交流外海和远洋渔业的开发和利用经验等
。

会议收到论文和摘要 2。余

篇
。

有 16 位代表在大会上进行了学术交流
,

介绍了南海和南沙海区渔业资源开发研究的历史
、

现状和

前景 ; 东海区海洋捕捞作业调整与资源利用问题 ; 关于海洋水产资源增殖开发研究中若干问题
,

影响夭

亚湾鱼类牛产力的主要生物类群 ; 影响增殖对虾回捕效果主要因素分析及其对策等
。

与会同志从巾 得

到不少启发和教益
。

与会代表建议 :

( 1) 各级领导重视海洋渔业资源调查研究工作
。

进一步加强海区性和重点渔场
、

海湾的综合性渔

业资源调查和监测
。

通过各种渠道争取资源调查研究课题
,

增加资源调查经费
,

迅速改变科研滞后于渔

业生产的被动局面
。

( 2) 近海渔业资源增殖是恢复和发展我国近海渔业生产的重要途径
。

当前应加强对渔业资源增 殖

的科学研究
,

囚地制宜地扩大增殖种类
,

选择能迅速向产业化转移的增殖对象
,

积极开展人工增殖放流
。

增殖基金应向科研倾斜
,

重点用于增殖技术的开发研究
。

要进一步密切资源增殖和渔政管理的关系
,

强

化增殖放流后的监测和管理
。

户

( 3 ) 尽快恢复和健全渔业生产资料统计制度
,

并在有关渔业法规中作出明文规定
,

凡从事海洋渔业

捕捞生产的渔船必须记好渔捞 日志
,

指定有关科研部门承担汇总整理工作
。

渔政船也应对生产船的渔捞

日志进行检查和监督
。

( 4 ) 发展外海和远洋渔业有利于减轻近海捕捞压力
,

保护近海渔业资源
。

近几年来
,

我国远洋渔业

取得长足发展
,

规模逐步扩大
,

不仅增加了我国水产品产量
,

也对转移近梅捕捞力量
,

减轻近海资源压力

起到积极作用
。

日前部份沿海省市的国营和群众渔船
,

积极开发利用南沙翼他陆架水域渔业资源
,

相继

向外海和远洋水域拓展
。

因此
,

应积极搞好远洋渔业的科技情报工作
,

结合生产进行外海和远洋渔业的

资源
、

渔场调查
,

及时提供渔场
、

资源
、

渔业祛规等信息
,

以促进我国远洋渔业的健康发展
。

会议期间
,

召开了 《远洋渔业 》编委会会议
,

总结了《远洋渔业 》 编辑部四年来的工作
。 《 远洋渔业 》是

国内唯一远洋渔业专业性刊物
,

自扮 87 年创刊以来
,

在中国水产学会
、

各级水产领导
、

渔政
、

生产部门的

关坏和大力支持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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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领导和生产部门发展远洋渔业的决策
、

选择开发

悔区和对象提供了必要的参考资料
。

随着我国远洋渔业的发展
, 《远洋渔业》 将继续努力

,

办得更好
,

井

使刊物从资料咨询发展成为我国远洋渔业的导向性刊物
。

会议得到了南海渔政局和南海水产研究所的大力支持
,

保证了这次会议顺利进行并取得圆满成功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