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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连紫海胆食性的初步探讨

高绪生 孙勉英 李国友 李世英

(辽宁省海洋水产研究所
,

大连 )

提 要 大连紫海胆成体在 自然海区摄食的饵料
,

包括多种大型海藻类
、

底栖硅藻类
、

某些小型贝类及有机碎屑等
,

其中以海带
、

石药等海藻类为主
。

调查与试验结果还表明
,

成海

胆摄食的饵料与其牛活水域的饵料生物种类有关
。

当饵料生物丰富时
,

成海胆对饵料的摄食

有一定的选择性
。

对绿藻
、

红藻
、

褐藻这三夫类海藻
,

其选择率的大小依次为褐藻
、

红藻
、

绿藻
.

揭藻中以对裙带菜
、

海带等最为嗜食 ; 红藻中嗜食角叉藻
、

石花菜 ; 绿藻中嗜食石苑
、

浒苔等
。

对

于某些动物性饵料
,

如鱼和贝类的碎肉等
,

成海胆也有良好的摄食习性
。

因而
,

成海胆的食性应

属杂食性
。

关键词 大连紫海胆
,

食性
,

海藻
,

动物性饵料
,

选择性
,

杂食性

大连紫海胆 从
: 。 ”夕乡幼邝时伪公砒

。 哪`璐 又称光棘球海胆
,

是我国所产的食用 海胆 类

中主要的经济种
。

由于其经济价值高而自然产量又不能满足 日益增长的市场需要
,

因而

其人工育苗与增养殖技术的研究已成为我国海水增养殖领域内的一个新的研究课题
。

其

中
,

对海胆在各生长阶段摄食习性的研究
,

是本课题的重要基础研究内容之一
。

关于海

胆在浮游幼体及稚海胆阶段的食性
,

冈崎谦次 ( 1 97 5 )
、

角田信孝 ( 1 9 7 5 )
、

廖承义 ( 1 987 )
、

孙

勉英 ( 1 9 8 9 ) 等均有过研究报道 ,关于成海胆阶段的食性
,

大岛泰雄 ( 1 9 5 7 )
、

F u ji ( 1 9 6 2 )
、

J一!

村一 广 ( 1 9 73 )
、

今井利为 ( 1 9 8 6 ) 等曾分别对紫海胆 A耐 h“ `而而
: 二哪 s“ 孙二

、

马粪海胆

从二初
。耐二时哪 夕二 lc 瓜二

俪哪
、

虾夷 马 粪 海 胆 月 t仰
。
男乙0c

。 二右勿 t。 `。 比恤毗二
、

红 海 胆

几
。
记0c

。耐伪 `哪 由恻
。

~ 等四个种进行过研究
。

对于大连紫海胆成体食性的研究 则 报

道较少
。

张凤派等认为
,

大连紫海胆成体的饵料是以养殖藻类为主川
,

但是对其摄食的饵

料种类及嗜性等则无较详细的研究报道
。

本文拟通过海区调查及室 内的生态试验等方法
,

对大连紫海胆成体摄食的饵料种类及其对各种饵料的摄食率
、

选择率等进行初步探讨
,

为

今后大连紫海胆人工增养殖选择饵料提供参考
。

材 料 与 方 法

对大连紫海胆成休食性的考察
,

一是用海区采样调查的方法
,

考察成海胆消化道内摄食的饵料种

类
、

数量等
,

并对其生活水域中饵料牛物的组成进行调查
,

以探讨在自然状态下成海胆的摄食习性及其

与饵料环境之间的关系 ; 二是通过室内生态试验
,

分别 folJ 试成海胆对数种饵料的摄食率与选择率等
,

并

将此结果与海区调查结果相比较
,

以进行再验证
。

调杳海域为大连市附近的小长山
.

岛东北海区
。

调查区的范围约 4 平方公里
,

水深 3一 1。。
,

底质为岩

礁与砾石
,

饵料生物生长繁茂
.

历史上一 直是大连紫海胆资源较丰富的水域
。

198 8 年 6 月与 9 月
,

分别

收稿日期
: 1 98 9年 8月 ; 1。即 年 习月修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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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潜水员持 l m 义 l m 的采样框
,

在调查区的海底按一定的间隔
,

随机选取采样点并采集采样点 1平方米

内的全部饵料海藻
,

以及大连紫海胆的成体作样本
.

采集后
,

立即解剖并取样分析所有样品海胆的消化

道前半部的内含物
,

统计其中所包含的饵料种类
、

数量以及每种饵料在全部内含物中所占的百分比
。

同

时
,

还对全部样品海藻的种类
、

数量以及各自占全部样品海藻的百分比等进行测最分析
。

成海胆消化道

内饵料种类的确定是在解剖镜下根据饵料碎片的形态进行分辫 ; 重量的称量使用感量为 。
甲

。1 9 的扭 力

天平
。

样品海藻的称量使用感量为 0
.

19 的架盘天平
。

饲育试验所使用的饵料包括褐藻
、

绿藻
、

红藻三大类
,

其种类为大连附沂悔区习见种
,

如裙带菜
、

海

带
、

鼠尾藻
、

角叉藻
、

石药 等共五裁 此外
,

还加试了一组动物性饵料作对比
,

以探讨成海胆对动物性饵

料的摄食习性及其饵料效果
。

本试验所使用的动物性饵料包括妈鱼碎肉
、

贻贝和杂色蛤仔的软体部
、

毛

虾
、

沙蚕等
。

日给饵量是单一投喂某一种饵料时按海胆体重的 1 0~ 30 男计
,

并视水温的高低与海胆的

实际摄食量作适当增减
,

以下次投饵时仍有一定的剩余饵料为准
。

几种饵料混合投喂时各组分等量
,

以

下次投饵时各组分均有一定的剩余饵料为准
。

单一投喂时海胆对每种饵料的平均 日摄食率 F 的计算式为
:

习W
l 一艺丝

2

_
W始 十W 络

2

K
10 0另

式中
:

艺W
l

一该组试验期间投饵总量 ( g ) ;

习W
:

一该组试验期间余饵总饭 ( g ) ;

W始 一该组试验开始时海胆总重 ( g ) ;

W终 一该组试验结束时海胆总重 ( g) ;

A一试验天数
。

混合投喂时海胆对每一组分的摄食选择率

C H A 二

C H 的计算式为
:

习W `
x 1 0 0男

~ 一 夕、V 。 _ _

_

U且 ” =
~

芝两二氢式茸习丽于
x I U U浴 `

式中
:

芝W
A一海胆对 A组分的摄食总量 (幼 ;

艺W卫一海胆对 B 组分的摄食总最 ( g ) ;

叉W
。一海胆对 C 组分的摄食总量 ( g )

。

试验所用的大连紫海胆采 自大连附近海区
,

壳径 4~ 氏m ,

体重 40 一 140 9
。

饲育容器为协2 6
K 7加坦

的网笼
,

网笼底部平置一片波纹板盛接饵料
。

试验 工,

每个网笼内饲育海胆 6个 ; 试验 11 至 工V
,

每个网

笼内饲育海胆 10 个
。

每次试验各个网笼内不仅海胆的数量相同
,

而且壳径
、

体重等尽量均衡搭配
。

为使各组的饲有环境条件尽量一致
,

各网笼共同吊养于一个 鑫m
.

的水池中
,

饲育密度按 加~ 肠个 ,

面
,

生物量不大于 2
.

6 k g了。
, 。

每天全部换水一次
,

换水前后的温差控制在 士 1℃之内
。

胜小时连续充

气
.

试 验 结 果

一
、

自然海区成海胆消化道 内饵料组成及该 海区饵料藻类组成等的调查结果

6 月
,

该海区的饵料藻类较为丰富
,

采集到的海藻的主要种类有绿藻 4 种
、

褐藻 8 种
、

红藻 3 种
、

底栖硅藻 2 种 以及大叶藻等
.

共计 18 种
。

优势种为石药与绳藻
。

调查区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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藻类平均生物量为 3k g /m
, ; 海胆消化道内可辨认部分的饵料种类包括绿藻 2 种

、

褐藻 3

种
、

红藻 2 种
、

硅藻 2 种
、

大叶藻以及贝壳碎片
、

砂粒等
,

其中
,

以海带所占的比例较大
。

此

外
,

消化道内还包含着较多量的已被磨碎的或半消化的
、

饵料的种类 已不可辨认的粘稠状

物
。

9 月
,

调查区内饵料藻类的种类与数量均较 6 月少
,

平均生物量已不足 kI g /砂
,

主

要种类包括绿藻 4 种
、

褐藻 6 种
、

红藻 3 种以及大叶藻等
,

共计 14 种
。

优势种为石纯
、

浒

苔与大叶藻 ;海胆的消化道内
,

可辨认部分的饵料种类包括绿藻 2 种
、

褐藻 2 种
、

红藻 l

种
、

硅藻 1 种
、

大叶藻以及贝壳碎片与砂粒等
。

此外
,

也有较多量的粘稠状物
。

以上二次调查所取得的海区饵料藻类的种类及各占的比例
、

海胆消化道内含物的种

类及各自所古的比例等详见表 1
。

表 1 被调查海区的饵料生物种类与海胆消化道内饵料的种类

T a b拓 1 , h e k妞 d s o f l i v i n g o r g an 贻 m s su yr 盯 de i n t h e s ae a er a a n d e x t r a e tde 址 t h e

d i g e s t iv
e t r a吐 of 5

.

扑 “ d姗

种种 类类 6月月

海海海区区 宇肖化道道 海区区 消化道道

绿绿 藻藻 石苑 U孟. a 矛。犷才权 s aaa + + +++ 咔 +++ + + +++ 刁 + +++

浒浒浒苔 刃” 容巴犷。拼 。犷 p加
s p

...

+ 斗斗 + +++ + + +++ 斗十 +++

礁礁礁膜 皿姗
礴犷。彻

s
+++P

+ 十今今今 +++++

松松松 藻 C O d落琳
日 ...P 十十十 十 +++++

褐褐 藻藻 裙带菜 伪面
犷亿 州” 物时访 d aaa +++++++++

海海海带 工。翎翻已月 a
J即旅`部部

斗 +++ + + +++++++

营营营藻 名 e , t o “ p彻
n 之。那耐

a r f舰凡凡 + +++++ +++++

绳绳绳藻 C彻川
。
介如二二

于十 +++++ + +++++

马马马尾藻 肠
护 g a s

洲饥
s ppp

干 + +++ +++ + +++ +++

鼠鼠鼠尾藻 名 布再叭吞汁娜落落
+ +++ 十十 +++ +++

网网网地藻 侧时洲。加 s p
---

十十十 + 」」 +++

鹿鹿鹿角菜 凡乙。 eft
。 。镶不̀夕。 o拍拍

+ +++ + 令令 +++++

红红 藻藻 角叉藻 C几o 月 d犷舰: s ppp + 冬冬 十十 斗斗斗

江江江黄 召 , a

碱
a , f a , ppp +++++ 刁 咔咔咔

石石石花菜 G碗。 。乙翻眺 。 p
,,

+++ +++ 十十 十十

其其 他他 大叶藻 2 05 止群。

批八明明
+ + +++ +++ + 斗 + +++ 十

抖
+ ”

’ ...

贝贝贝壳碎片片片 十十十 + +++

砂砂砂粒粒粒 十十十 十十

被被被消化的粘稠状物物物
令 + + +++++ + + + +++

注
: + * + *

> 3 〕男
, + 、 + 1 0 ~ 习。万

, + + 3 ~ 10男
, + 1 ~ 3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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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

成海胆对各种饵料的摄食率与选择率

本试验共进行 4 次
。

试验 I 分为 3 组
,

投喂的饵料分别为裙带菜
、

石药
、

裙带菜 + 石药
。

每组 1个网笼
。

试

验共进行 10 天
,

饲育水温为 1 6
.

2一 1 8
.

0℃
。

试验 11 分为 4 组
,

投喂的饵料分别为海带
、

裙带菜
、

石药
、

海带 + 裙带菜 十 石药
。

每组

平行 2 笼
。

试验共进行 1 5 天
,

饲育水温为 19
.

6一 20
.

a8 0
。

试验 m 分为 5组
,

投喂的饵料分别为海带
、

鼠尾藻
、

角叉藻
、

石药
、

海带 十 角叉藻 十

石纯
。

每组平行 2 笼
。

试验共进行 10 天
,

饲育水温 16
.

8~ 20
.

0’ 0
。

试验 v1 分为 3 组
,

投喂的饵料分别为海带
、

动物性饵料
、

海带 + 动物性饵料
。

每组

平行 2 笼
。

试验共进行 a s 天
,

饲育水温 1 7
.

0一 1 8
.

5
o

C
。

以上 4 个试验
,

饵料单一投喂的各组测得的海胆平均日摄食率 F 及其对海带的摄食
_ . _

_
_

_ _ 、 、 .

_ ~ “ _
二 _

,

一
_ . _

_
_ . ` _ _ . , _ . 、

_ 二 _
、

_
`

_ _
、 _ 、

P
: `

一 _
_

_
当量 (即该饵料的半均 目碌食举 刀

’

`
对姆带田半均 日澈 食 毕 上、 之 比1 亨

’等列寸 表 “ 。

儿种饵料混合投喂的各组测试结果见表 3
。

试脸结果表明
,

上述各种饵料中
,

单一投喂时成海胆的平均日摄食率以对裙带菜最

表 2 大连紫海胆对不同饵料的摄食率

丁的 l e 2 T h e f以泣玉n ` r川比.
of 5

.

撼 “ d 材 :

ot d lf fe er nt f侧城

次次别别 组 别别 饵 料 种 类类 总
赞

ttt 总
镖

ttt 畏牲峨峨 平均日日 对海带的的
((((((((( g ))) ( g ))) ( g ))) 摄食率率 摄食当 ttt

FFFFFFFFFFFFFFFFF F 生生

(((((((((((((((万 ))) 式式

IIIII 111 裙带菜菜 8 0
.

000 2 9
.

222 印
.

888 2
。

444 1
。

笼笼
盯盯盯盯刀口。犷墓a 州”

朋公谓面面面面面面面

2222222 石 苑苑 g 〕
.

000 咦9
.

000 3 1
.

000 1
.

666 0
。

7000

万万万万2公 a
脚

f 蓄脚脚脚脚脚脚脚

III III 111 海 带带 6 1 0
.

000 岌随
,

444 4 1 1
。

666 6
.

222 1
.

0000
瓜瓜瓜瓜
刁” 峪朋

犷
协 扣p 。 砚`必必必必必必必

2222222 裙带菜菜 6 1 8
.

000 邓 7
.

777 3 7石
。

SSS 6
.

555 1
.

0 555

UUUUUUU
,

洲倪湘杯了派面面面面面面面

3333333 石 珑珑 砚 2
。

OOO 4 7 0
甲

666 14 了
。

444 2
一

999 0
`

4 777

刀刀刀刀忑犯 p e r 七倪 aaaaaaaaaaaaaa

III HHH 111
_

海 带带 4 00
.

000 2峨石
.

777 1良
。

333 8
.

333 .1 oooo
石石石石

,

夕aP 叭落鸽鸽鸽鸽鸽鸽鸽

2222222 暇尾藻藻 4 00
.

000 B5 3
.

888 拐
。

么么 1
一

222 O
。

邵邵
召召召召盯刃“

刀
招饥 场创

孙乙召r

娜娜娜娜娜娜娜

8888888 角叉藻藻 4 0 0
。

OOO 8 6 0
.

000 4O
。

OOO 0
一

8 555 O
。

邹邹
CCCCCCC触洲击姗 吕p

,,,,,,,

4444444 石 药药 抓目
.

000 3印
,

OOO 吐0
。

OOO 0
.

8888 0
.

防防
UUUUUUU 乙” 。 柳

r l l场 aaaaaaaaaaaaa

IIIVVV 111 海 带带 阳0
.

000 1 1 0
。

OOO 4 7 0
.

000 2
.

666 1
.

阅阅
石石石石

,

夕
a p洲`似似似似似似似

2222222 动物性饵料料 仪如
。

OOO 1朋
.

555 4 2 4
0

555 2
,

333 0
。

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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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大连紫海胆对不同饵料的选择率

T ab l e 3 T h e P r e
fo re nt i al f e e i d ngr

t a
e 、 o f 5

.

牲 “ d“ 5
t o di f f e

re
nt f oo 皿

次次 哟哟 组 别别 饵 料 种 类类
.

泣兹 :饵量 }
.

1,
、

余招 歇歇 总摄食旦旦 选 择 率率

WWWWWWWWW I
W

:::

W
】 一

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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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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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0 1 4 4
.

555 朋石
,

石石 4 6
.

333

高
,

对石药最低
,

两者相差 1
.

5一 4 倍
;混合投喂时选择率以对裙带菜最高

,

对石纯最低
,

两

者相差 4~ 10 倍
。

成海胆对海带的摄食率比对裙带菜稍微偏低
,

但差异不明显
。

结 语 与 讨 论

1
.

调查与试验的结果均表明
,

大连紫海胆成体对多种海藻类
,

如褐藻中的裙带菜
、

海

带
、

鹿角菜
,

红藻中的角叉藻
、

石花菜
,

绿藻中的石药
、

浒苔
,

以及大叶藻的幼嫩叶片等都表

现出一定的嗜食性
。

其中
,

对裙带菜与海带最为嗜食
。

在自然海区
,

成海胆所摄食的饵料

是以某些海藻类为主
,

这与张凤滚等的看法是一致的
〔 , 〕 。

但是调查与试验结果还表明
,

大

连紫海胆的成海胆不仅摄食海藻
,

对某些动物性饵料也表现出 良好的嗜性
。

由表 1 可以

看出
,

自然海区生活的成海胆的消化道内除包含多种海藻外
,

棱蛤
、

滨螺
、

贻贝等幼小贝类

及其它水生动物也 占有一定比例
,

特别是在食饵老化季节该 比例有所增大
。

同时
,

室内的

饲育试验也表明
,

成海胆不仅可 以摄食鱼
、

贝肉等
,

而且对它们的摄食率及选择率明显

优于石纯等
。

因此笔者认为
,

大连紫海胆成体的食性应属杂食性
。

这与廖玉麟的看法相

一致
t , 一。

2
.

成海胆对不同种饵料的摄食率与选择率是不 同的
,

但对同种饵料摄食率与选择率

二者的高低常常是一致的
。

成海胆摄食率高的饵料
,

选择率往往也比较高
。

对于绿藻
、

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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藻
、

褐藻这三大类海藻
,

其摄食率与选择率的高低大体上是褐藻大于红藻 ; 红藻大于绿藻
。

但是
,

每一大类海藻中都有其相对嗜食的种
。

3
.

从调查结果看
,

成海胆所摄食的饵料种类与其生活水域中饵料生物的组成之间有

一定的关系
。

但是
,

这种关系又常因环 境因素的改变而有所变化
。

一般地讲
,

两者常常表

现出一致性
,

但在某些条件下两者又表现为非一致性
。

例如
,

当海区饵料生物不是太丰富

时
,

由于成海胆的食谱较广
,

因而两者多表现为一致性 ,当海区饵料生物丰富时
,

成海胆可

选择的余量大
,

又常表现出非一致性
。

由于大连紫海胆成体的摄食习性除要受 自身摄食选择性
、

摄食率
、

同化率等影响外
,

又要受季节
、

饵料环境等多种 因子的制约
,

而且这些因子之间又常常相互制约
。

因而
,

深

入探讨与研究成海胆的食性及其与饵料环境间的关系
,

对于正确地选择增殖海区并提高

其资源增殖效果都是十分必要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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