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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养条件对海哲蝗状体形成足囊

及足囊萌发的影响
`

郭 平

(辽宁省海洋水产研究所
,

大连 )

提 要 用卤虫 ( A , et , 么a )无节幼体作为海哲 ( R ho 孙沁 , “ es 。 忑。耐 a) 媳状幼体的饵

料
,

按不同投饵频次划分为 7 个营养水平
,

考察不同营养水平对海茸媳状体形成足囊及足囊萌

发的影响
。

结果表明
,

营养条件不仅对媳状体形成足囊的数量有直接影响
,

而且对足囊萌发也

有明显的间接影响
。

在具备丰富的营养条件下
,

媳状体形成足囊活跃
,

个体大
,

易于萌发 ;缺乏

营养则抑制足囊形成
,

即使形成足囊
,

个体也小
,

不萌发或萌发率很低
。

关链词 根口水母
、

海哲
、

足囊
、

营养

形成足囊是一些旗 口水母 (从 , ac 此`伽 a) 和根 口水母 (hR落加“ 哪 a) 蝗状幼休 无 性 繁

殖的一种方式
,

呈被囊状
,

在媳状幼体的固着基处形成
。

H y de ( 1 8 9 4) 首次对足囊进行了

描述
,

P川 e
de m

a n n ( 1 90 2) 再次提到了足 囊的结构
。

然而
,

且份。姗
r d ( 1 9 0 7) 描述 O h俨笋 a

--o

娜 的足囊在钵水母纲 的生活史中的重要性被意识到以前
,

足囊一直被认为是非遗传的胶

囊包
t , 〕。

H 6or u时 d ( 1 9 1 2) 又对 口加岁幼忆 足囊的细胞学
,

足囊形成以及自然和人工萌发

( g
e r

m i n时 i n g )进行了研究 ; H a d活i ( 19 1 2 )在 R ` r o u a r d 研究的空 白中
,

描述了 形成足囊

及萌发
; 这两个研究的主要区别是

。
前者认为足囊萌发成一个小的媳状体

,

后者发现足囊

可萌发成一个具纤毛的类似浮浪幼虫的结构 〔 , 1。 多年后
,

T c助。 u 一T ia 一 C h iu m ( 1 9 3 0) 对

hc
犷笋 a o 二。 的足囊重新进行了研究〔 , 仑〕。

aP
s p al ef f( 1 9 3 8) 报道了 抓`功“伽

a 夕u

ha 。 的媳

状体形成足囊〔 , 1 」
。

L i tt l e f o : d ( 19 3 9 )和 C a r 了0 o n d s e hu l t : ( 1 96 6 )描述了 口h二娜 a o 犷。 郊
-

感。卯
。 c落犷犷加 的足囊禹

, o ]
。

V
e r w e y ( 1 9 6 9 )记述了 口 , 。 , 。 a e a夕店Z乙a 才a 的足囊

「̀ ,习。

D va i肠 M
·

c玩 p二an ( 1 96 6
, 1 9 6 8) 研究了 且` 。 矛衍 a 。衬沁 的足囊的形成过程

、

组织 结构及组织化

学
〔 , 〕。 c a ld e r ( 1 9 7 5 )记述了 瓜

。夕落Z。二 a 。 。二二玄乙乙a 形成足囊及萌发 仁̀ 〕 。

T 耕 芜
、

陈 介 康

( 1 98 1) 在研究海蜚生活 史中
,

对海笙媳状体形成足囊及萌发进行 了描述 〔’ 〕
。

C幻 der ( 1 9 8 2)

记述了 及娜哪叩。 饥“ 。
ag 而 : 的媳状体形成足囊口 J

。

本文在实验室条件下
,

考察了营养

对海蚕媳状体形成足囊及足囊萌发的影 响
。

材 料 与 方 法

1
.

实验材料 1 0 36华 9 月 自辽东湾南部的金洲湾捕获性成热海誓作亲体
,

用人工方法 获得 受 精

卵
、

浮浪幼虫和媳状体
。

之同一批受精卵发育成的媳状体为实验材料
,

全部个体均具16触手
,

平均体长

今
本文蒙陈介康所长指导

、

审阅
,

特此致谢
。

收稿年月
: 1 9 89 年 5 月 ; 1分臼〕年 S 月修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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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

2毫米
,

附着于玻璃片上
,

分别置于玻璃皿中培养
。

2
.

培养管理 培养用水系取自大连市黑石礁近岸的天然海水
,

经黑暗沉淀并沙滤后使用
。

盐度为

3。一 3 2锡
,

p H 为 8一 8
,

3
。

试验在实验室内遮光进行
。

水温随自然水温变化
,

22
O

C一 ls
.

oo C
。

3
.

实验分组 以卤虫 ( A r 切 , 协 )无节幼体为饵料
,

按投饵频次不同
,

分为 7个营养水平组
。

每组标

本至少 1 0个
。

细吸管瞄准投喂
,

喂后换水 ;投饵间隔两日以上的各组为每两 日换水一次
。

4
.

观察记录 每 日在双筒显微解剖镜下观察
,

计数形成足囊及萌发个数
。

结 果

(一 ) 形 成 足 囊

投饵间隔期为 1
、

2
、

4
、

7
、

14
、

21 和 28 日 7 个组
,

经过 35 日的培养
,

结果见表 1
。

用于试验

的媳状体均数量不等地形成了足囊
。

形成足囊最多的组
,

平均每个媳状体形成 7
.

4 个 ,最

少的组
,

平均形成 1
.

1个
。

不同营养水平所形成的足囊数有较明显的差 异
,

见图 1 ( 图中曲

线上点数代表试验组别
,

下同 )
。

随着投饵频次的递减
,

足囊直径锐减 , 最大直径达 5 00 毫

米左右
,

最小 1 50 微米左右
。

试验开始时媳状体较瘦弱
,

形成的足囊较小
,

随着培养时间的

延长
,

媳状体肥壮
,

形成的足囊也增大
。

表 1 蝗状体形成足囊及足囊荫发

T a b l e 1 P od o公 y 蛇 f o r m at 至on 叨 d g e r 过 i n at 至o n f r o m s e y hP i s ot ut a e

四四四四四四 五

…
六六

编编 号号 足囊囊 萌发发 足囊囊 萌发发 足 , …萌发发 足囊囊 萌发发 足崔崔 萌发 ! 足囊囊 萌发发 足囊 {萌发发

11111 9 生生 7 000 7 000 4 000 5 0

…
1 000 2 000

22222 6 000 7 111 7 111 4 111 工 000 1 OOO 2 111

33333 9 111 8 000 6 000 3 111 l {))) 1 000 2 000

44444 5 111 7 222 8 000 1 000 2 000 2 OOO 1 000

55555 7 111 9 000 6 000 6 111 4 000 3 000 1 000

66666 8 222 8 333 石 000 2 000 4 000 1 000 工 000

77777 9 111 8 000 4 000 5 000 丈 000 S ())) 1 000

88888 石 111 g 111 8 111 3 000 2 000 1 000 O 000

99999 7 111 石 222 8 000 4 000 3 000 2 000 0 000

111 000 9 444 3 000 8 000 2 000 1 000 土 000 1 000

111 1111111 3 00000 1 0000000

111 2222222 石 OOOOOOOOOOO

刃刃刃 74 1666 7 1 999 7 5 222 习4 888 邪 OOO 1 6 000 1 1 111

工工工 7
.

4 1
.

666 7
,

1 0
。

999 6
.

2 5 0
。

1777 3
.

4 0
.

333 2
。

2 7 000 】
.

6 000 1
甲

1 0
.

111

口口此此 ;
.

、 :
.

25
{{{

lll 0
.

8 000 0
.

7 0
.

333
1111111

.

锡 1
,

04 1
。

倪 0
.

黔 1
,

4 3 0
.

4 6 1
。

4 2 0000000

二二二二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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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足囊萌发率

随着饵料频次的降低
,

足囊萌发率递减
。

逐 日足囊萌发率如图 4 ,

最高时萌发 率 为

2 8
.

6拓
。

各实验组萌发率均出现一个峰值
。

喇招并.议

阁 4 足囊萌发率

F i g
,

4 G 。

哪 i r 、 a t i一、 g 郑
.

比 5 o f t h
o p o d

。 。 y s t

( 四 ) 足囊萌发媳状体与原媳状体之比

经过 3 5 日的培养
,

通过足囊萌发获得的熄状体与原媳状体之比见表 2
。

以第一试验

组为例
,

足囊萌发媳状体是原熄状体的 1
.

6倍
,

也就是说
,

现有媳状体是原媳状体的2
.

6

倍
。

表 2 足囊萌发媳状体与原媳状体之比

T汕 l e Z R就10 o f t h e
un m肠 r

of
, e y户 l就。址 ae v i a 】川加 y st

g e r m i n at ot n
ot t h at o f t h e o r i砂n 砧 s e y P h i st . ae

实实 验 组组组组组 四四 五五 六六 七七

原原蛇状体数数 1 000 1 000 1 222 1 000 1 111 1 000 1000

一竺竺竺竺……全竺一一一 }一…一{
少暨梦兰竺

—
一阵里生一 {一二旦一…

萌发媳状体 /原蟋状体 } 1
·

” } “
·

” }

一1 … …二! …立一兰一…一生
-

{二 )川一竺一{一兰一
- 一生一… 翌 卜卫生}一牛卜二一
卫些 …一些 卜牛一{二井卜二兰

一

0
·

1 7 } 0
4

吕 I U } 0 } 0
·

又

(五 ) 横 裂 生 殖

除第一试验组媳状体发生横裂外
,

其余各组
,

在试验期间均未发生横裂
。

培养 25 日后

媳状体开始形成裂节
,

并且形成足囊明显变慢
,

几乎停止
。

出现裂节后 4 日释放出第一批

碟状体
。

裂节最多 18 节
,

最少 8 节
,

平均 可达 12 节以上
。

有释放碟状体的同时仍在形成裂

节
。

本试验组的 10 个媳状体全部发生了横裂生殖
,

并且全部释放了碟状体
。

足囊萌发的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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状体在实验期间内无一发生横裂生殖
。

讨 论

海蚕媳状体产生新媳状体的唯一无性生殖方式是形成足囊
,

足囊则萌发新媳状体 , 〕。

本研究结果表明
,

营养条件不仅对媳状体形成足囊的数量及质量有直接影响
,

而且对足囊

的萌发也有明显的间接影响
。

缺乏营养会抑制或促使媳状体长时间不能形成足囊
, 即使

形成
,

个体也小
,

不能萌发或萌发率很低
。

而具备丰富的截养
,

则形成足囊活跃
,

个休大
,

易于萌发
。

1
、

2和 3 试验组媳状体形成足囊的数量比较接近 (图 1 )
,

但直径确存在很大差距
,

萌发

率差异也非常显著 〔图 2 )
。

5
、

6和 7 试验组形成足囊量少
,

直径比较小
,

一般小于 2 00 微米
,

萌发率极低
。

投饵间隔时间较长的各试验组
,

媳状体不但不生长
,

反而缩小了 (表 3
,

试

验进行 28 日后测得 )
。

小个体媳状体
,

形成足囊小
,

数量少
。

本文认为
,

就本种而言
,

种群

所具有的这种通过足囊繁殖的方式增加种群数量的生物学特性
,

需要适宜的环境条件方

能在该种上反映出来
。

在自然海区
,

媳状体可以通过足囊萌发方式增加 自身数量
。

因此
,

从某种意义上讲
,

它可能比仅依靠有性生殖繁殖后代的种类更易受到环境因素的制约
。

这

也许是该种类资源数量波动很大的原因之一
。

表 3 媳状体体长

T 二 b l e 3 B o 浅y l o n 妙h o f t he s e y户 i o ot m a 。

实 验 组

体长 ( m二 )
…月

一

二…川州二…月二二{
2

·

石

一
o

【
`

4

5一2
·

6

…
`

·

o一 1
·

5

{
”

·

8一`
·

`
}

。
,

6一 o
·

9

…
o

·

5一 o
·

7 …。
·

5司 6

随着投饵频次的减少
,

足囊萌发的百分率锐减
。

5
、

6组所形成的足囊无一萌发
,

7组仅

有一个萌发
, 可见

,

饵料的丰衰
,

对足囊萌发有显著的影响
。

足囊萌发百分率全部呈现出

一个峰值
,

而且峰值点基本上在一条直线上 (图 4 )
。

究其原因
,

可能是由于试验水温随着

自然水温下降而下降
,

足囊萌发受着温度的制约
。

通常认为
,

不良的环境条件是形成足囊

的起始条件
,

被囊提供了保护作用
,

使其在恶劣的环境中得以幸存下来
。

当条件改善时
,

足囊中的组织团经萌发形成小的媳状幼休
,

是其物种抵御外界环境突变的反映
〔 . 〕 。

但本文

认为
,

就本种而 言
,

媳状体形成足囊是一种正常的无性繁殖芳式
,

并非需不 良条件的诱导
,

恰恰相反
,

形成足囊及萌发
,

需要适宜的条件及足够的营养作为基础
。

就目前所知
,

海笙 自身所具备的无性繁殖方式
,

仅为媳状体形成足囊
,

足囊萌发新熄

状体和媳状体横裂生殖产生碟状体两种形式
。

有关横裂生殖的研究
,

陈介康等作了许多

工作
,

曾报道了横裂生殖的形态特征
、

季节规律
、

温度对横裂生殖的诱导和抑制作用 以及

营养条件对横裂生殖的影响等仁卜
. ]

。

有关形成足囊及足囊萌发的报道很少
。

应当认为每

一个足囊都具备同样的萌发机制
,

可能是萌发受着某种或几种因素的制约
,

或者需要某种

化学因子的刺激方能诱导萌发
。

有关这些问题
,

有待于进一步的研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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