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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鲳仔鱼对不同盐度的耐受力及其耗氧量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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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为研究银鲳仔鱼对环境盐度的耐受性以及盐度与个体耗氧量的关系!以 2 日龄和 8 日

龄的银鲳仔鱼作为实验对象!实验时将银鲳仔鱼急性转入 1$43$23$/3$83$13 和 11 等 0 个盐

度梯度环境中进行盐度耐受力测试!以死亡率$89 P 半致死盐度 2'*889$半数死亡时间 5K

13

$

平均死亡时间 25K$不投饵存活系数 *&)作为耐盐指标评价银鲳仔鱼对不同盐度环境的耐受

情况!并用微呼吸仪对不同盐度下仔鱼的个体耗氧量进行了测定" 结果显示!低盐&盐度 1'和

高盐&盐度 13 以上'均不利于银鲳仔鱼的存活#2 日龄和 8 日龄银鲳仔鱼 2'*889 分别为盐度

9141 <281:3 和盐度 41118 </81:0#2 日龄银鲳仔鱼 5K

13

和 25K在盐度 43 </3 环境中显著

高于其他各盐度组!8 日龄银鲳仔鱼则在 43 <83 盐度环境中显著高于其他各盐度组#2 日龄银

鲳仔鱼在盐度 43 和盐度 23 环境中 *&)显著高于其他各盐度组!8 日龄银鲳仔鱼在盐度 23 和

盐度 /3 环境中 *&)显著高于其他各盐度组!在盐度 23 环境均最高" 从个体耗氧量的变化结

果来看!2 日龄银鲳仔鱼在盐度 43 </3 范围内没有极显著差异!而 8 日龄仔鱼在盐度 83 以下

均无显著性差异!而在盐度 13 以上环境中 2 日龄和 8 日龄银鲳仔鱼的个体耗氧量均显著高于

其他各盐度组" 结果表明!银鲳仔鱼的最适盐度耐受范围为 41118 <281:3!盐度升高可引起

银鲳仔鱼耗氧量的升高!而在耐受范围内并无显著影响"

关键词! 银鲳# 仔鱼# 盐度# 耐受力# 死亡率# 耗氧量

中图分类号! *:4018555555555555文献标志码%&

55 银鲳 # ".0%,-.*4&3#&,-$ 隶属于鲈形目

# 7?EA;X/E:?F$" 鲳 科 # *@E/:3@?;N3?$" 鲳 属

#".0%,-$"属近海暖温性中上层洄游鱼类"广泛

分布于印度 6西太平洋"南起波斯湾至印度尼西

亚"北至日本北海道"在我国诸海域均有分布) 该

鱼肉质细嫩鲜美"营养丰富"是中国主要的海产经

济食用鱼类之一"市场前景十分广阔) 目前"国内

外对于银鲳的研究主要集中在资源调查
'4(

&群体

遗传多样性
'2 6/(

&胚胎发育和仔稚鱼形态学
'8(

&繁

殖特性
'1(

&苗种培育
'7(

&营养学组成及摄食习

性
'0 69(

等方面"并取得了较大进展)

近年来"夏秋季普遍多雨"而降水易导致近岸

海水盐度变化"进而影响鱼类机体的渗透压调节&

能量分配和代谢调整等生理活动"最终威胁鱼类

的生长和存活) 一般而言"鱼类盐度耐受性测试

实验是研究鱼类渗透压调节能力的一种有效方

法"直接反映鱼类对盐度的耐受能力) 个体耗氧

量是间接监测鱼体新陈代谢状况的重要指标"耗

氧量的变化能够反映鱼体在不同盐度环境中的能

量需求) 许多研究表明"不同的盐度环境能引起

耗氧量的变化"但因实验鱼的种类&适应时间&实

验设计和实验方法等的不同也会导致耗氧量变化

规律有差异
':(

) 盐度变化对银鲳的影响研究相

对较少"仅尹飞等
'43 644(

研究了低盐胁迫对银鲳幼

鱼肠道消化酶&肝脏抗氧化酶&鳃和肾 &K7酶活

力的影响) 仔鱼期是鱼类整个生活史中的脆弱敏

感阶段"也是开展人工育苗成功的关键时期之一)

因此"本实验以银鲳仔鱼为对象"研究盐度骤变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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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存活和耗氧的影响"旨在探究银鲳仔鱼对环境

盐度的耐受能力和耗氧规律"为开展银鲳仔鱼的

人工培育和增养殖活动提供理论依据)

45材料与方法

%&%'仔鱼来源与养殖条件

2343*2342 年 8*1 月期间在台山岛附近洋面

#27_/3S<27_13S129 %̀&424_39S792 <̀424_23S,$捕

捞银鲳"使用流刺网获取性腺成熟的银鲳个体

4 233余尾"叉长 4812 <2718 A:"体质量 4881: <

17318 J"成熟的雌雄亲鱼比例接近 4F/"从其中约

93 尾亲鱼中获得的精卵用于人工干法授精"选择

漂浮的受精卵放入运苗袋#约 1 '海水$中充氧后

运至上海海洋大学养殖中心)

将受精卵置于 /33 '的圆形孵化桶中"在连续

微充气&微流水的条件下进行孵化"孵化水温

#2/11 E4$R&盐度 /313 E4"溶氧#013 E4$:J6'"

约 /7 P 孵化出膜"孵化后的仔鱼 2 N 后用小球藻强

化的轮虫投喂) 实验用仔鱼分别为 2 日龄#全长

813 <818 ::$和 8 日龄#全长 811 <81: ::$体质

健康&活动正常的银鲳仔鱼) 实验用各盐度海水均

为红海盐#DI??>SF(/E:I03"#*&$与经充分曝气&

紫外杀菌后的自来水配制"使用折射盐度计和

O*)19 盐度仪进行校正) 盐度耐受力测试实验用

容器为 2 '玻璃烧杯"每个烧杯中放各种盐度海水

4 ') 耗氧率测定实验采用微呼吸仪 ##>;F?>F?"

5?>:3>H$测定"并用 2;A"[ 软件进行记录)

%&('实验设计

盐度耐受力测试55实验共设盐度 1&43&

23&/3&83&13&11 等 0 个梯度"每个盐度梯度组设

/ 个重复) 实验时将仔鱼直接从孵化桶中急性转

入各盐度海水中"每个烧杯分别放仔鱼 /3 尾) 实

验期间不投饵&不充气&不换水"定时记录死亡的

仔鱼尾数"并及时将其吸出"直至所有仔鱼全部死

亡) 其中 死 亡 率& 89 P 半 致 死 盐 度 2'*889

#:?N;3> 0?@P30F30;>;@4 $& 半 数 死 亡 时 间 5K

13

#:?N;3> N?3@P @;:?$和平均死亡时间 25K#:?3>

N?3@P @;:?$显示仔鱼的存活状况"不投饵存活系

数 *&)#FIEM;M303A@;M;@4 ;>N?[$用来判断仔鱼的活

力"以上述 1 个指标作为盐度耐受力的检测指标"

其中 *&)和 89 P 半致死盐度的计算公式如下!

2DGP

&

O

-P4

#IX6

-

$ Y-ZI

式中"G为实验初始时的仔鱼数"9为仔鱼全部死

亡所需的天数"8

(

为第 (天仔鱼的累计死亡数)

EP2

4

#E

2

XE

4

$ Q2

2

#13G XE

4

$Z#E

2

XE

4

$

式中!'为仔鱼 89 P 半致死盐度%6

4

和 6

2

为半致

死盐度相邻的两个实验盐度值%'

4

为 6

4

条件下

89 P 的死亡率%'

2

为 6

2

条件下 89 P 死亡率"且

'

2

&

13C#半数死亡$

&

'

4

)

个体耗氧量测定55该实验采用静水密闭

法) 正式实验开始前"需进行预备试验以确定耗

氧试验合理持续时间和试验鱼尾数"以保证耗氧

变化的可测量性和银鲳仔鱼在实验期间的正常生

理活动) 实验时将自然盐度培育下的 2 日龄或 8

日龄仔鱼置于装有不同盐度海水微呼吸仪的呼吸

瓶#体积约 43 :'$中"每个盐度下放各日龄仔鱼

43 尾"海水略高出瓶口少许"立即用微呼吸仪的

探头塞紧密封瓶口"保持瓶内无空气残留) 仔鱼

在呼吸瓶中适应稳定 23 :;>"记录之后 43 :;> 始

末呼吸瓶的溶氧量"测定 / 次) 在一天中固定时

间#下午 47!33 <28!33$进行测定"以尽量减小一

天中鱼体自身耗氧量的差异) 实验期间"为了减

少噪音&光照等外界因素引起的耗氧量变化"实验

整个过程均在密闭暗室内进行"避免外界因素影

响鱼的呼吸) 个体耗氧量按下式计算!

CP#HI

3

6HI

'

$WZIT

式中"E为个体耗氧量'

$

:/0"

2

6#尾.P$(%5"

3

为起始时呼吸瓶的溶氧量 #::/06'$%5"

#

为一

定时间后呼吸瓶的溶氧量#::/06'$%P为实验瓶

的体积#'$%G为受试鱼尾数%2为试验时间#P$)

%&*'统计分析

数据用 ,[A?0233/ 进行常规数据处理后"用

*7**4013 软件进行单因素方差分析 #">?8G34

&%".&$"用 KIH?4 多重比较法进行组间差异显

著性检验"以 "C3131 为差异显著) 统计值均用

平均值 E标准差#:?3> E*5$表示)

25结果

(&%'不同发育阶段银鲳仔鱼在不同盐度下的耐

受性

不同发育阶段银鲳仔鱼在不同盐度下的死亡

率552 日龄仔鱼在盐度 1 条件下"/ P 的死亡率

即超过 13C"盐度 13 以上环境中 42 P 仔鱼即超

过 :3C#图 4$) 在盐度 83 下仔鱼 42 P 的死亡率

超过 13C"而在盐度 43 </3 环境中 /7 P 的存活

率均低于 83C) 8 日龄仔鱼在盐度 1&13 和 11 环

3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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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中 a P 死亡率已超过了 13C"至 28 P 全部死

亡%而在盐度 43 <83 环境中 /7 P 的死亡率均低

于 83C"其中盐度 23 和 /3 环境中 02 P 死亡率较

其他各盐度组低)

图 %'银鲳仔鱼在不同盐度下的死亡率

#3$2 日龄仔鱼% # =$8 日龄仔鱼)

=4>&%'D@381E48< @A"(*1=&7#&2)E13F1518;4AA5357861E4748456

#3$2 N34 03EM3?% # =$8 N34 03EM3?1

55不同发育阶段银鲳仔鱼在不同盐度下 89 P

存活率及 2*'889 值552 日龄和 8 日龄银鲳仔

鱼在盐度 23 环境中 89 P 的存活率最高"分别为

9/1/C和 9917C"在高盐#盐度高于 13$环境中全

部死亡) 2 日龄银鲳仔鱼在盐度 1 和 83 环境中

存活率均低于 41C"盐度 43 和 23 中存活率均高

于 13C"此期的银鲳仔鱼 89 P 的半致死盐度分别

是 9141 和 281:3%8 日龄银鲳仔鱼在盐度 1 中

89 P的存活率为 3C"其次为盐度 43 和 83"在盐

度 23 和 /3 中的存活率均高于 73C"89 P 的半致

死盐度范围是盐度 41118 </81:0#表 4$)

表 %'银鲳仔鱼在不同盐度下 -Z 9的存活率及 DK+L-Z

012&%'0956:3F4F1E318517;D+KL-Z @A"(*1=&7#&2)E13F1518;4AA5357861E4748456A@3-Z 9

发育天数6N

N?M?0/B:?>@

N34F

不同盐度下 89 P 的存活率6C

FIEM;M30E3@?3@N;XX?E?>@F30;>;@;?FX/E89 P

盐度 1

F30;>;@4 1

盐度 43

F30;>;@4 43

盐度 23

F30;>;@4 23

盐度 /3

F30;>;@4 /3

盐度 83

F30;>;@4 83

盐度 13

F30;>;@4 13

盐度 11

F30;>;@4 11

89 P 半致死盐度

2'*889

低值

0/WM30I?

高值

P;JP M30I?

2

4/12 E:13

3

0410 E019

=

9/1/ E/10

=

4118 E118

3

:19 E111

3

3

3

3

3

9141 281:3

8

3

3

214 E/17

3

9917 E812

N

7/10 E/18

A

/712 E717

=

3

3

3

3

41118 /81:0

注!表中同一行数值不同肩标字母代表银鲳仔鱼在不同盐度下 89 P 存活率的差异显著#"C3131$ )

%/@?F!5;XX?E?>@FIB?EFAE;B@0?@@?EF;> @P?F3:?E/WN?>/@?F;J>;X;A3>@N;XX?E?>A?/XFIEM;M30/X"D.*4&3#&,-03EM3?3@N;XX?E?>@F30;>;@;?FX/E89 P1

55不同发育阶段银鲳仔鱼在不同盐度下半数死

亡时间"5K

13

#和平均死亡时间"25K#55银鲳

2 日龄和 8 日龄仔鱼在不同盐度下 5K

13

均存在一

定差异"2 日龄银鲳仔鱼在盐度 1&83&13&11 中的

半数死亡时间均小于 42 P"盐度 43 </3 环境中仔

鱼 5K

13

显著高于其他盐度组) 8 日龄银鲳仔鱼在

盐度 1&13 和 11 环境中 5K

13

显著低于盐度 43 <

83"其中盐度 23 环境中 5K

13

最高#图 2$)

银鲳仔鱼在不同盐度下的 25K差异也较大

#图 /$"趋势与 5K

13

一致) 2 日龄和 8 日龄银鲳

仔鱼在低盐 #盐度 1$和高盐 #盐度 13 和 11$下

25K均低于其他各盐度组) 在低于盐度 23 时"

仔鱼 25K与盐度呈正相关"而盐度高于 23 的环

境中仔鱼 25K与盐度呈负相关)

不同发育阶段银鲳仔鱼在不同盐度下的不投

饵存活系数 *&)552 日龄银鲳仔鱼在盐度 43 <

23 环境中 *&)值较高"活力较好"而在高盐 13 和

11 环境中活力最差%8 日龄银鲳仔鱼在盐度 23 <

/3 环境中 *&)值较高"活力较好"而对于低盐 1

和盐度 13 以上的环境盐度均不适应#表 2$) 而

幼鱼在盐度 43 </3 环境中活力较强"在盐度 23

环境中最强)

4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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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不同盐度条件下银鲳仔鱼的 "0

.T

#3$2 日龄仔鱼% # =$8 日龄仔鱼%图中含有不同字母的盐度处理组代表差异显著#"C3131$ )

=4>&('095"0

.T

@A"(*1=&7#&2)E13F1518;4AA5357861E4748456

#3$2 N34 03EM3?% # =$8 N34 03EM3?1.30I?FN?>/@?N =4 N;XX?E?>@0?@@?EF;>N;A3@?F;J>;X;A3>@N;XX?E?>A?3:/>J N;XX?E?>@F30;>;@;?F#"C3131$1

图 *'不同盐度条件下银鲳仔鱼的 D"0

#3$2 日龄仔鱼% # =$8 日龄仔鱼%图中含有不同字母的盐度处理组代表差异显著#"C3131$ )

=4>&*'095D"0@A"(*1=&7#&2)18;4AA5357861E4748456

#3$2 N34 03EM3?% # =$8 N34 03EM3?1.30I?FN?>/@?N =4 N;XX?E?>@0?@@?EF;>N;A3@?F;J>;X;A3>@N;XX?E?>A?3:/>J N;XX?E?>@F30;>;@;?F#"C3131$1

表 ('银鲳仔鱼不同盐度下的不投饵存活系数 K$]

012&('095K$]@A"(*1=&7#&2)E13F1518;4AA5357861E4748456

发育天数6N

N?M?0/B:?>@

N34F

不同盐度下的不投饵存活系数

*&)3@N;XX?E?>@F30;>;@;?F

盐度 1

F30;>;@4 1

盐度 43

F30;>;@4 43

盐度 23

F30;>;@4 23

盐度 /3

F30;>;@4 /3

盐度 83

F30;>;@4 83

盐度 13

F30;>;@4 13

盐度 11

F30;>;@4 11

2

3104 E31/0

3=

2108 E3173

A

/1/2 E3123

A

31:9 E3141

=

31/2 E3141

3=

3

3

3

3

8

3

3

4137 E3122

=

/11: E31/4

?

212/ E3138

N

4112 E3123

A

3

3

3

3

注!表中同一行数值不同肩标字母代表银鲳仔鱼在不同盐度下 *&)差异显著#"C3131$ )

%/@?F!5;XX?E?>@FIB?EFAE;B@0?@@?EF;> @P?F3:?E/WN?>/@?F;J>;X;A3>@N;XX?E?>A?/X*&)/X"D.*4&3#&,-03EM3?3:/>J N;XX?E?>@F30;>;@;?F1

(&('不同发育阶段银鲳仔鱼的个体耗氧量与盐

度的关系

盐度对银鲳仔鱼代谢水平影响较大"银鲳仔

鱼的个体耗氧量在高盐环境下较高"11 盐度下银

鲳仔鱼的个体耗氧量最高"盐度 1 最低#图 8$) 2

日龄银鲳仔鱼急性盐度突变至盐度 43&23&/3"其

个体耗氧量没有显著性差异"盐度 83 和 13 环境

下耗氧量明显升高%8 日龄银鲳仔鱼在盐度 1 <83

环境下其耗氧量没有显著差异"显著低于盐度 13

和 11) 在不同盐度环境中银鲳仔鱼的个体耗氧

量 2 日龄均高于 8 日龄)

在高盐环境#盐度 13 和 11$中"仔鱼入水即

表现出急躁不安"游动速度加快"而后又减慢"并

沉于容器底部"身体侧卧) 在低盐度水#盐度 1$

中"银鲳仔鱼沉于容器底部"几乎不进行游动) 中

间盐度水体中的银鲳仔鱼开始活动正常"随着时

间的延长"游动也会逐渐减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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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盐度对银鲳仔鱼个体耗氧量的影响

图中不同字母代表同日龄的银鲳仔鱼在不同盐度下差异显著

#"C3131$ )

=4>&-'0955AA5!8@A61E4748< @7@G<>57!@76:/B84@7@A

"(*1=&7#&2)E13F15

.30I?FN?>/@?N =4 N;XX?E?>@0?@@?EF;>N;A3@?F;J>;X;A3>@N;XX?E?>A?

3:/>J N;XX?E?>@F30;>;@;?F#"C3131$1

/5讨论

*&%'盐度对银鲳仔鱼存活的影响

一般来讲"海水鱼类的早期发育都要求一定

的盐度环境条件"盐度环境的强烈变化可影响仔

鱼的生理过程和形态发育"通过增加渗透压调节

耗能影响鱼类的生存和生长
'42(

) 本实验结果表

明"银鲳早期仔鱼能够适应较广的环境盐度变化"

在 43 </3 盐度环境中存活较好"低盐#盐度 1$和

高盐#盐度 13 以上$均对银鲳仔鱼有害) O/I>J

等
'4/(

指出河豚 # 6(4.3,-4,##.#,-$仔鱼在孵化后

28 P 可以耐受 48 </0 的盐度范围) 93>HF等
'48(

报道 4 日龄云斑海鲑#B$3+-)(+3 3&;,/+-,-$可以

耐受 8 <83 的盐度范围&/ 日龄为盐度 9 </2&:

日龄为盐度 9 <89) 本实验结果认为"2 日龄和 8

日龄银鲳仔鱼在盐度 23 环境中存活较好"而在高

于 83 盐度环境中存活率很低"与海鲤 # 6%.*,-

.,*.#.$

'41(

结果相似) 然而一些海水仔鱼对盐度

的耐受性表现不同"如漠斑牙鲆 #".*./()8#8$-

/&#8+-#(40.$早期阶段并非完全的广盐性"在 21

的盐度环境中其存活率比盐度 /8 明显降低
'47(

)

普遍认为早期仔鱼主要通过皮肤进行渗透压调

节"其在低盐和高盐环境中死亡率高可能与缺乏

分化的鳃有关"仔鱼渗透压调节的主要器官尚未

发育完全"多余的离子则由鳃外氯细胞排出) 另

外"仔鱼在高6低渗环境需要增加新陈代谢水平维

持其体液的动态平衡"消耗更多的能量用于渗透

压调节
'40(

) 对于海水硬骨鱼而言"初孵仔鱼体液

中的盐度通常为 42 <47"当环境盐度较低时"仔

鱼用于维持体内渗透压稳定而消耗的能量减少"

有利于仔鱼的生存
'49(

)

从银鲳仔鱼半数死亡时间 5K

13

和平均死亡

时间25K的结果来看"2 日龄仔鱼更适应 43 </3

的盐度环境"而 8 日龄仔鱼更适应 43 <83 的盐度

环境"8 日龄较 2 日龄对盐度的耐受性增强"这与

银纹笛鲷 #!,#5.3,-.*4&3#(0.),/.#,-$

'4:(

结果一

致) 2 日龄银鲳仔鱼尚未开口"消化机能尚未完

善"主要依靠卵黄囊提供营养
'8(

) 银鲳早期仔鱼

对盐度的耐受性主要通过皮肤进行离子交换以维

持其体内环境) 随着皮肤&鳃和肠的发育"能量供

应和渗透压调节的方式发生了变化"仔鱼会有不

同的耐受性表现以维持其生理平衡) 然而"本实

验结果显示"银鲳仔鱼在不同盐度不投饵的情况

下存活时间较短"这可能与此阶段仔鱼内源营养

消耗殆尽"而没有外源营养供给"无法建立外源营

养模式有关"提示保证充足的营养供应是银鲳开

口时期鱼苗培育的关键因素)

*&('盐度对银鲳仔鱼 K$]值的影响

在海水育苗实践中"常以 *&)来判断仔鱼活

力"在无投饵条件下"观察仔鱼忍受的能力和存活

的天数) *&)值越大"仔鱼的活力就越好
'23(

) 仔

鱼孵出后"不投饵"依靠内源营养可以存活一段时

间"其存活时间的长短"与其卵黄营养物质的数量

和质量有关) 仔鱼能够在较宽的盐度范围内存

活"主要是其体壁结构与组分使其保持了很低的

渗透力"同时随着神经内分泌系统的发育"仔鱼能

够主动进行渗透压调节"从而保持鱼体内环境的

稳定) 本研究发现"2 日龄和 8 日龄银鲳仔鱼分

别在 43 <23 和 23 </3 盐度环境中 *&)值显著高

于其余各组"耐受性较高) 张海发等
'24(

研究表明

斜带石斑鱼 #?%(3&%8&/,-)+(+(1&-$在盐度 41 和

23 的环境中仔鱼的 *&)值最高"巴西比目鱼

#".*./()8#8$-+*;(43$.3,-$仔鱼可在盐度 23 环

境中成功培育
'22(

"与本实验结果类似) 这可能是

因为鱼类在等渗环境中"渗透压力较小"机体用于

维持内稳态的渗透压调节和标准代谢的耗能较

少"可 存 活 较 长 时 间) 然 而" 翎 鲳 # ".0%,-

%,3)#.#(--(0,-$受精卵发育的最适盐度为 2: <

/2

'2/(

"这可能因为仔鱼对盐度的耐受性因种而

异"广盐性鱼类对盐度的耐受性随着个体的发育

也会发生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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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盐度对银鲳仔鱼个体耗氧率的影响

耗氧量的变化主要体现在基础耗氧量#即标

准耗氧量$和最高耗氧量#即鱼活动耗氧量$两个

方面) !/=0;>J

'28(

提出"鱼的标准代谢可分为两部

分!一是组织的修复与更新所消耗的能量"二是维

持内稳态所消耗的能量) 按照渗透压调节原理"

鱼类在等渗点时渗透压力最小"维持内稳态的渗

透压调节耗能最少"代谢率最低"生长率最高"而

远离等渗点时需要消耗更多的能量用于渗透压调

节) 本研究中"银鲳仔鱼在显示高盐#盐度 83 以

上$环境条件下耗氧率比在其他盐度中高"这可

能是因为高盐环境中鱼体需要消耗更多的能量用

于渗透压调节"而不利于鱼体的正常生长和发育)

也有研究根据低盐对鱼类耗氧量的影响把鱼类分

为三类!盐度稀释到一定程度以下"耗氧量显著降

低%随盐度稀释"耗氧量略有降低%盐度变化对耗

氧量无影响
'21(

) 银鲳仔鱼的耗氧率属于第二种

类型"这可能是因为在适宜的盐度范围#盐度 43

</3$内"其体内外渗透压相对稳定"组织器官机

能也比较稳定"因而其耗氧率也基本上保持在一

个比较稳定的水平%而在低#盐度 1$环境中"银鲳

仔鱼沉于容器的底部"几乎不游动"运动耗能少"

虽然远离等渗点"需要消耗更多能量用于渗透压

调节"但渗透耗能占总体耗能的比例相对较小"故

耗氧率最低)

另外"同一种鱼的不同发育阶段在不同盐度

环境中的耗氧率也不相同) 王资生等
'27(

报道了

不同大小个体的半滑舌鳎仔鱼在不同盐度下的耗

氧率也存在差异) 本实验结果可以看出"8 日龄

的银鲳仔鱼在不同盐度下的个体耗氧量低于 2 日

龄"这可能与银鲳仔鱼所处的两个发育时期能量

代谢水平不同有关)

综合银鲳仔鱼在不同盐度下耐受性和个体耗

氧量的结果分析"银鲳仔鱼的最适盐度耐受范围

为 41118 <281:3"盐度升高可引起银鲳仔鱼耗氧

量的升高"而在适应范围内并无显著差异) 一般

海区的海水盐度在 /3 左右或更高"因此"在育苗

实践中"如果条件允许"适当降低盐度也可能是育

苗生产的优化措施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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