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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八十年代中期开始
,

鲍的工厂化人工育苗发展很快
,

但稚鲍的成活率很低 (仅在 20 %一30 %左右 )
,

严

重地影响着养鲍业的发展
.

中子辐照技术在柞蚕孵化〔王 琳等
,

19 85〕
,

对虾育苗喇玉彬等
,

199 1〕和淡水鱼

养殖【吕 迅
,

19 82」中的应用
,

都取得了很好的效果
。

它们的共同特点是成活率高
。

因此
,

我们从 19 88 年开始

进行中子辐照技术在鲍育苗中的应用研究
,

以期达到提高解化率
、

稚鲍的成活率和促进生长的目的
。

1 实验器材和方法

L l 实验器材

便携式密封管中子发生器
,

接通电源后便产生单能 l( 4M
e v )快中子

,

中子的产额在 10 、
·

s 一
, ,

且易防

护
。

辐照旋转台
,

在单相电动机带动下
,

绕自身轴线转动
,

置于其上样品也随同一起转动
,

使样品各个方位接

受的中子剂量尽量相同
。

中子监测仪是用于测量中子源辐射到样品上的剂量率的
,

由计时器测定出中子照射

的时间
,

便可算出样品接受的中子剂量
。

L Z 实验方法

L .2 1 样品的制备

把发育成熟的亲鲍和雄鲍分别放在玻璃钢水槽中
,

待它们排卵和射精后
,

按适当的比例混合授精
,

经过 8

分钟左右 (第一极体出现之前 )
,

把受精鲍卵加以浓缩
,

取其 10 0m0
l

,

每 10 m0 l分作一组
,

并进行计数 (人工查

数 )
,

其中 9 组为辐照组
,

1组为对照组
。

在大批量辐照时
,

样品的计数是从浓缩的受精卵中
,

随机取样查数
,

三

次求平均
,

然后乘上总浓缩受精卵液体体积得出
。

对于面盘幼体的样品制备方法基本上和受精卵的样品制备

一样
。

L .2 2 辐照方法

收稿日期
:
1 9 9组一 0 3一 1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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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装有样品的容器置于辐照转台上
,

使转台旋转
。

根据预先设计的照射剂量
,

把中子源调整到所需的剂

量率
,

开机的同时启动计时器记录时间
,

待达到预定的辐照时间 (一般为 5 分一 6 分左右 )
,

即停机
。

辐照的样

品和对照的样品放在同样的条件下进行培育和管理
。

2 实验结果和数据分析

2
.

1 实验结果的比较

在表 1
、

表 2 中分别给出三次不同剂量照射下各辐照组和对照组的孵化率与成活率的对照
。

表 l 受精鲍卵的孵化率对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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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 P a r i s o n o f a h a t e h i n g r a t e o f f e r t i l i z e d e g g s o f a b a l o n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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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稚鲍成活率对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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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 第二次

2 9
.

3 4

32
。

3 3

4 1
.

7 5

4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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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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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l
、

2 中最右边分别给出平均孵化率 P 和平均成活率 Q 与相应照射剂量之比的自然对数
.

由表 1 中可以看出
,

剂量为 7
.

5 x IO 5 n · c m 一 ,

一组的平均孵化率最高
,

比对照组的平均孵化率高出

33
.

5 %
,

相对提高 77
.

0%
。

所有剂量组的平均孵化率 55
.

9%
,

比对照组的平均孵化率高出 12
.

7 %
,

相对提高

2 5
.

5%
。

由表 2 可以看出
,

剂量为 7
.

5 x l o s n · c m 一 2

一组的平均成活率最高
,

比对照组的平均成活率高 15
.

4%
,

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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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提高 48
.

7 %
。

所有剂量组的平均成活率 73
.

7 %
,

比对照组的平均成活率高出 6
.

1%
,

相对提高 19
.

1%
。

对表 1和表 2 中各剂量组和对照组的数据进行 t 检验表明
,

辐照各组的孵化率
,

成活率相对于对照组的

提高是显著的
,

其可靠性几率大于 99
.

9 %
。

2
.

2 孵化率
、

成活率与照射剂量的关系

为了找出孵化率
,

成活率与剂量的函数关系
,

我们采用数学回归方法
。

假设孵化率为 P
,

成活率为 Q
,

样品

接受的剂量为
x ,

则它们与剂量之比的对数分别表示为

P

y l = In 下丁 叹l )`

X

Q
y Z一 In 令 ( 2 )`

X
、

_

y ,

和 y :

的值分别列在表 1和表 2 的最末一列中
。

对于剂量
x

和对数值 y , 、
y :

分别进行相关性分析
,

得到相关系数
r ; - 一 0

.

81 1 和
r Z一 一 0

.

8 99
,

对相关系

数作 eF
s

he
r

的 t 检验表明
,

相关性的置信几率均大于 99
.

0%
,

由此得出两个线性回归方程

夕
, = 3

.

1 8一 0
.

1 5
x

夕
2~ 2

.

7 2一 0
.

1 5 x

( 3 )

( 4 )

这里的交 和 如分别是在给定的
x

值处
,

yl 和 y Z

的平均估计量
。

在
x 一又处

,

算出标准离差是 S , : ~ .0 023

和 S , 2一 .0 025 这表明 ly
、
y Z

的实际值与平均估计值 夕
, ·

夕
2

是很接近的
。

回归直线如图 l 所示
。

最后由 ( l) 一 (4) 诸式可以得出孵化率和成活率的平均估计值与剂量的关系分别为

户= 2魂
.

0 5
x e 一 。 ’ 5

二
( 5 )

O ~ 1 5
.

1 8
x e 一 o

·

’ 5` ( 6 )

它们随照射剂量的变化曲线如图 2所示
,

从 ( 5) 式和 (6 ) 式可得出获得最大孵化率户二
、

和最大成活率的

最佳齐
,

J量 为
、 。 ·

( ;
.

(“ 7义 10
凡 n

·
e m

.

把此值代入 ( 5 )式和 ( 6 ) 式可算出户ma
二

= 5 8
·

98 %和 Oma
:

= 3 7
.

2 3%
。

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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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直线数学回归图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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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孵化率
、

成活率与剂量之间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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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辐照时机

为了寻找最佳辐照时机
,

我们曾对受精鲍卵
、

各阶段的胚胎幼体
、

剥离前后的稚鲍
、

亲鲍和底栖硅藻等样

品进行过中子照射
,

相比之下
,

辐照鲍卵和面盘幼体的效果较好
,

对受精鲍卵和面盘幼体照射后
,

测得的成活

率分别列在表 3 中
,

成对数据的 t 检验表明
,

这两个辐照时机的差异显著
,

其置信几率大于 95
.

0 %
,

即中子辐

照受精鲍卵明显的优于中子辐照面盘幼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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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稚鲍成活率与辐照时机的关系

T a b l e 3 T h e r e la t io n b e t柳
en t h e s u r

vi
v a l r a t e o f oy nu g a b a l o n e a n d t h e i r r a d i a t i o n

oc
e a s i o n

组别
辐 照 时 机

受精鲍卵 面盘幼体

2
.

70

2
.

48

1 4
.

2 0

一日

nOJ,
`
..

.月组2一
nù八U一匀119é亡」八O八八八曰ó八曰,é,ù尸a八川,dOdOOQù

2
.

4 生长速度比较

表 4 中列出了受精鲍卵经中子照射后同对照组在相同的条件下培育 359 天
,

测出的苗种规格及生长速

度
,

其中 1一 8 组为辐照组
,

9 组为对照组
。

从表 4可见
,

辐照组中最大个体比对照组大 3
.

8 3m m
,

相对增大 22
.

4%
,

所有辐照组的平均规格为 19
.

48

m m
,

比对照组大 2
、

4m m
,

相对增大 14
.

05 %
。

对相关数据 t 检验表明
,

上述结论的可靠性大于 90 %
。

表 4 鲍苗生长率对照

T a b l e 4 T h e e o
m P a r i s o n o f g r o

wt h r a t e o f t h e s P a t s

组 别 对照

苗种规格 m m

生长率 “ m / 日

2 0
.

6 9

5 7
.

6 3

1 7
.

0 2

4 7
.

4 1

2 1
.

7 6

6 0
.

6 1

1 9
.

4 8

5 4
.

2 6

2 0
.

9 1

5 8
.

2 5

18
.

9 4

5 2
.

7 6

19
.

9 8

55
.

6 6

1 7
.

0 4

4 7
.

4 7

1 7 0 6

4 7
.

5 2

3 结论与讨论

( l) 实验结果和统计处理表明
,

受精鲍卵经中子照射后
,

当鲍卵接受的剂量为最佳剂量时
,

孵化率可提高

2 5
.

3%一 55
.

9%
,

成活率可提高 19
.

4%一48
.

7 %
,

生长速度提高 14
.

05 %一 22
.

4%
;当接受剂量小于 4 X 10“ n

· c m 一 2

和大于 1护n · cm
一 2

时
,

孵化率和成活率都低于对照组 (见表 1和表 2 )
。

( 2) 从实验结果发现
,

受精鲍卵经适量的中子照射后孵出的幼体较对照组的活跃
,

很少有下沉和死亡现

象
。

这说明辐照后幼体的生命力或抗病能力增加了
。

( 3) 从实验结果的分析发现
,

在孵化率和成活率的表示式中都含有因子
x · e 一 。

·

’ 5` ,

这是否意味着孵化率

和成活率的提高是鲍卵内同一潜在生物机能被中子激活而产生的
,

是值得进一步探索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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