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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养条件对海鳃横裂生殖的影响

陈介康 丁耕芜 刘春洋

(辽宁省海洋水产研究所 )

提 要

用卤虫 A武 e m认 无节幼体作为海哲孙
。
户 z。。 。 。 。毗脱扭 熄状幼体饵料

,

按 投饵频次不

同划分为不同营养水平
,

考察不同营养水平对海蚕横裂生殖的影响
。

考察结果表明
,

无论在低

温预处理阶段或升温诱导期间
,

营养条件对海哲横裂生殖的发生率和所形成碟状幼体数量 都

有明显影响 ;长期饥饿的个体若不改善营养条件
,

则不能诱发横裂生殖
。

海蜚 赚
。州酷 ,

a 韶。川。耐 a K j北远。 u” 是重要的食用水母〔 ’ J, “ 皿。 我国沿海的食用水

母有 5 种
,

其中海蚕产量占 90 % 以上 (l)
。

近几年来
,

浙江
、

山东和辽宁等省己开展海蚕人

工育苗和增殖放流工作
《 , , 。 由于人类食用的是海笙水母型成体 ; 海蜚性成熟水母经有性

生殖产生的无性世代水熄型
,

必须通过横裂生殖 <S切 ob 江at 为 )n 才能再产生有性世代水母

型
。

因此
,

研究环境条件对海贫横裂生殖的影响
,

特别是对横裂生殖发生率和形成碟状幼

体数量的影响
,

对在人工增殖中提高海笙幼水母出苗量具有重要意义
。

本文作者 ( 1 9 8 1
、
1 983

、

1 9 8。 曾报告海蛰横裂生殖的形态学特征
、

季节规律
、

和温度对

横裂生殖的诱导和抑制作用 。 一 ` 〕。

尚未见有涉及营养条件与海蜚横裂生殖关系 的报告
。

营养对其它钵水母类 (氏” ho oz :
)横裂生殖的影响

,

所见报告也不多
。

B err ill (1 9 49
、
1 9 6 1 )’

曾记述多数研究者一致的意见
: 媳状幼体在发生横裂生殖之前

,

需要有一个相当长的背

养贮备阶段 匕,
, ` 1。 R u 。、 n ( 1 97 0) 述及 T hi el ( 1 9 6 2) 通过在德国基尔港对海月水母如

: *

“ a

训八 at 媳状幼体进行实验观察后指出
,

饵料丰度对横裂生殖发生季节
、

产生碟状幼体

的数量和大小都有显著影响 〔ll]
。

C u 就 a n oe ( 1 96 7 )报告
,

食物量能影响北欧产海月水母横

裂生殖所产生 的碟状幼体数量 川
。

S p , n g en ber g ( 1 9 6 7
、

1 9 6 8) 报告
,

关国得克萨斯沿岸

海月水母的媳状幼体
,

饥饿条件下个体变小
,

横裂生殖形成的碟状幼体数减少
,

趋于呈单

碟型
「̀ 冬 , , 8」。

C , ld时 ( 1 9 8 2 )在研究 口冠水母 风。二 o乙o p h勃 s ,
。 Ze a g衬: 的生活史中观察到

,

浮浪幼虫变态后仅 9 日
,

发育尚未完全的媳状幼体
,

已发生横裂生殖
,

此时的媳状幼体当

无营养贮备川
。

我们用实验方法考察了营养条件对海笙横裂生殖的作用
。

〔幼 洪惠馨等
,
1 98 氏 我国海洋浮游动物渔业现状和展望

。

厦门水产学院学报
,

(劝
:
38 一 4氏

( 2 ) 见
《 海洋渔业

》 1貂3 年 1期 3 6 页和
《
水产科学

》 1驰 3年 3 期 5 6 页报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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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 料 与 方 法

( 1 ) 实验材料 1。。: 年 。月
,

自辽东湾蠢获性成熟海笙作亲体
,

用人工方法获得受

精卵
、

浮浪幼虫和媳状幼体
。

以同一批受精卵发育成的媳状幼体为实验材料
,

全部个体均

具 6] 条触手
,

平均体长 1
.

1 毫米 (见表 3)
,

附着于白色塑料薄板上
。

将附着板切割为若

干小块
,

分别畏于玻璃皿中培养
,

并进行分组实验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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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 一 32 编
, p H 为 8一 8

.

3。

依照 曾报告的控制温度诱导海笙横裂生殖的

方法 (陈介康等
, 1 9 8 3 )

,

在实验室内自然光下
,

首先对媳状幼体进行低温 ( 1 2一 7
0

0) 预处

钾
,

然后升温至 22 士 1
”

C 诱导横裂生殖
。

( 3) 实验分组 以卤虫 A材 。二亿 无节幼体为饵料
,

同时进行 A
、

B
、

C
、

D 四个实验
,

每个实验又按二个月的低温预处理期间投饵频次不 同划分为
.

6 个营养水平
,

共计设 24 组

(表 1)
。

每组标本至少为 25 个
。

低温阶段采取播式投饵
,

升温期间用细吸管瞄准投喂
。

表 1 实验分组

二二 !!!
。状幼体第 、

。 日

}}}
媳状幼体第 6 1一、 。

}}}
媳状幼体第 9 1一理 O 日日

’’’

二度、℃ )
}}}
投饵问 ; 。日 )

}}}
温度 (℃ 〕

}}}
投饵。 、 (日 )

111
温度 ( ℃ )

{{{
投饵间隔 (日 )))

AAAAA 111 1 2一777 222 2 222 不投喂喂喂喂

222222222 3
.

石石石石石石

333333333 77777777777

444444444 144444444444

石石石石石 2 88888888888

666666666 邱邱邱邱邱邱

ggggg 111 1 2一 777 222 2 222 2222222

222222222 3
.

55555555555

333333333 77777777777

444444444 144444444444
555555555 韶韶韶韶韶韶

666666666 5 66666666666

CCCCC 111 12一777 222 12一宁宁 222 2 222 111

222222222 3
,

55555555555

333333333 77777777777

444444444 144444444444

666666666 2 88888888888

666666666 6 66666666666

UUUUU 111
一

…
1 2
---

222 1 2一777 卫卫

1
1 2一 `̀

111

222222222 3
.

石石石石石石

333333333 77777777777

444444444 144444444444

555555555 邓邓邓邓邓邓

666666666 5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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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春洋
:

营养条件对海重横裂生殖的影响

一般是喂后换水
,

但投饵间隔期达 1周以上的各组为每周换水一』欠
。

( 4) 观察记录 依媳状幼休在塑料板上的附着位置逐个编号
,

分组建立卡片
,

连续观

察记录
。

低温阶段每周至少观察 1 次
,

升温诱导期间每 日 (偶有 2 日 )观察 1 次
。

媳状幼体

体长为足盘至 口盘的距离
,

不含口梅 (二un枷助
,

碟状幼体大小累细
占

称的感觉棍(r h o p 毛-

王m m )间距
,

不含缘瓣
。

在双筒显微解剖镜下放大 10 一 2 0 倍用目镜测微尺测量
。

熄状幼

体测量活体
,

碟状幼体用浓度 2% 的 M n CI
:

溶液麻醉后测量
。

实 验 结 果

1
.

低温阶段的营养条件对横裂生殖的影响

媳状幼体前 60 天的低温预处理期中
,

投饵间隔期为 2
、

3
.

5
、

7
、

1 4
、

2 8 和 66 日
,

升温诱

了
红

一法沼
. 2` J

。 , 尹
(

J
.杯

Z 尹

丛
.

泞人
“尸

。
户
下̀
`田 J洲

.`户。,1 JJ:

1 00「
、 .

f 、

:4
一 几

}
一

;洋 ) 万

` `
。

1卯 r

{ 人`

8 0卜

4 o

加

1 0今
吕U

)
.B _

才 / 乃 i
。

厂 /
_ 户

弓
i 厂厂

_

刀 { / 了厂寿
曰

l 萝 梦 /
`

尸 l 尸 广 户 卢 尸

尹
,

r

一

} / 厂
`

厂Z 以 了/ 了才 夕

方
·

`

动切即一
·

四朋 |叫 |叨
一欲à昙洲粼
倒州豁书

一沪

J

了声宁厂户尹 了 丫 严

Z找
,

丫关厂
,

万
,

下
三
,

廿一
`日

.

滋
。

J

`
户f.

`
J古口

训

5 JO

二了

t留洲
、

三角形和正方形符号分别表示第一次
、

第二次和第三次横裂生殖
,

实线示横裂生殖开始
,

虚线示横裂生殖完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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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期间全部停止投饵的 6 组 (图 1 ,

人一 A
。 ,表 2)

,

前三组诱发了横裂生殖
,

但横裂生殖率

不高 ( 16 一 6连环 )
,

并随投饵间隔时间延长
:
横裂生殖率下降 ,产生碟状幼体的数量减少和

个体趋于变小 , 诱发横裂生殖的时间延长
。

后三组未被诱发横裂生殖
。

显示出低温阶段

媳状幼体的营养条件
,

对其在随后升温诱导期间发生横裂生殖具有潜在影响
; 长期饥饿的

个体 (投饵间隔期达二周以上 ) 一般不能被诱发横裂生殖
。

2
.

升温诱导期间营养条件对横裂生殖的影响

低温预处理的 60 天中投饵间隔期为 2
、

3
,

5
、

7
、

14
、

28 和 56 日
,

升温诱导期间全部加

强投喂 (每 2 日喂 1 次 )的 6 组
,

各组都诱发了横裂生殖
。

并有 5 组出现第二次和 2 组出

现第三次横裂生殖 (图 1
,

B
、

一氏 ; 表 2)
。

将 B
,

一 B
。

各组与 lA 一A
。
各组比较

:

横裂生殖率显著提高 ,诱导时间缩短 , 形成碟

状幼体数量增多
。

表明升温诱导期间继续供给营养对熄状幼体发生横裂生殖有明显促进

作用
。

但就 几一 B
。

各组进行比较
,

由 B
:

至 几
: 诱导时间顺次延长 ; 横裂生殖率趋于下

降 ; 产生碟状幼体的数量逐渐减少
。

仍显示出低温阶段各组营养条件不同的潜在影响
。

3
.

长期饥饿的个体改善营养条件后诱导横裂生殖的效果

图 1中 C
工

一 C
。

各组
,

在低温培养的头 60 天投饵频次不同
,

在第 61 一 90 天中一律加强

表 2 各实验组升温诱导一个月期间的横裂生殖数据

实实实 第一次横裂生殖殖 第二次横裂生殖殖 第三次横裂群二殖殖

555金金金金金金金金金金金金金金金金金金金金金金金金金金金金金金金金金金金金金金金金金金金金金金金金金金金金金金金金金金金金金金金金金金金金金金组组组 发了匕匕 诱呀期 ( 1」))) 石美 状 幼 体体 发生生 间隔期 (日 ))) 碟状幼休休 发生生 间隔期 (日 ))) 碟状幼体体
率率率率率率率率率率率率率率率率率率率率率率率 率率率 (个 ))) 率率率 (个 )))
(((((形 ))))) 数目 (个 ))) 大小〔毫米 ))) (万 ))))))) 〔万 )))))))

乃乃 111 6 444 6
甲

3〔1一 1 7 ))) 5
甲

8〔2一 1 0 、、 2
.

3 ( 1
,

9一2
.

8 ))) 0000000000000

人人 ::: 4 888 1 6
.

3 ( 1龙一2 1 》》 2
,

7 ( 1一6 ))) 2
,

2 ( 1
甲

s一2
,

6 ))) OOOOOOOOOOOOO

AAA ::: 1 666 1 9
.

5 ( 16 一别 ))) 2
.

8 〔1一4 ))) 2
甲

。 ( 1
.

8一2
.

2 ))) 0000000000000

八八一 A 。。 000000000000000000000

]]] ; ::: 工oooo 4
,

3 ( 1一10 ))) 7
.

8 ( 6一10 ))) 2
甲

4 ( 1
.

9一3
.

0 ))) 1 oooo
甘 」了 n _

, 臼 、、 2
,

8 ( 2一4 、、 盛888 8
.

盛( 3一 l a ))) 1
.

5 ( i 一 2 )))

BBB 艺艺 1O000 9
.

9 ( 3一15 ))) 5
.

2 ( 6一 9 ))) 2
.

4 ( 1
.

8一2
.

8 ))) 9 666666666666666666666 生
.

9 ( 1一3夕夕 2OOO 5
甲

0 ( 3一7 ))) i
,

6〔1一 3 )))

卫卫。。 工0000 1 1
甲

6 ( 7一1 8 ))) 3
.

6 ( i 一 6 ))) 2
.

2 ( 1
`

8一2
.

8 ))) l0 OOO J
一

性、 心— i 曲 少少 1
甲

9 ( 生一3夕夕 0000000

FFF 444

瓣瓣 1 7
.

0 ( 6一2 8 ))) 2
.

8〔1一5 ))) 2
.

1 ( 1
.

7一2
.

7 ))) 4444 6
.

8 ( 3一工2 ))) i
甲

6 ( 1一 3 ))) 0000000

正正1导导 即即 1 9
.

2 ( 9一2 9 ))) 2
.

4 (迁一 4 ))) 2
,

i ( 1
.

8一 2
.

7 ))) 即即 7
.

4 ( 3 一 16 ))) 1
.

6 ( 1一3 ))) 0000000

]]] 亏
日日

2444 汉
.

8 ( i 4 ee 习。 ))) 2
.

2 ( 1一3 ))) 2
甲

。( 1
,

7一习
.

2 ))) ( ]]] 了
.

4 ( 4一 1万)))))))))))

999999999999999
.

8 ( 6一5 )))))))))))

CCC III 10 000 3
.

1 ( l we s ))) 9
.

1 ( 4一13 ))) 2
.

6 ( 2
.

1一3
.

0 ))) 邪邪 4
.

7 ( 2一 1 1 ))) 杏
.

3 ( 3一7 ))) 饱饱 6
.

1 ( 2一 g ))) 2
.

9 ( 2一 5 )))

CCC
222 1O000 3

`

5 ( 1一6 ))) 8
.

1 ( 4一理 ))) 2
.

5 ( 1
.

。一3
甲

。 ))) 匀666 3
.

6 ( 2一 8 ))) 3
,

日( 2 一6 ))) 浦浦 6
.

。( 2一迁] ))) 3
.

。 ( 2一 5 )))

CCC
。。 10 000 3

.

g Ci一9 二二 6
.

9 ( 2 一1 2 ))) 牙
甲

4 ( 1
.

3一 2
.

8 ))) 9 666 4
.

4 ( 2一9 ))) 3
.

6 ( 2一 6 》》 7 222 舰 6 ( ] 一8 ))) 3
.

以 2一动动
CCC

`̀
1oooo 5

.

6 ( 2 一 14 ))) 5
,

2 ( 2一 g ))) 2
甲

3 ( 1
.

8一 2
.

8 ))) 10 OOO 5
甲

1 ( 2一1 2 ))) 3 9 ( 2一7 ))) 6 000 7
.

4 ( 3一1 1 ))) 3
.

只〔2一6 )))

CCC 。。 1哎X ))) 5
.

7 ( 3一 1 3 ))) 4
,

9〔2一8 ))) 2
.

3 ( 1
.

9一2
.

8 ))) 1 0000 5
.

0 ( 2一1 0 ) iii 3
.

4〔2一6 ))) 6 666 6
.

0 ( 2一匀))) 2
,

9 ( 1一魂 )))

喘喘喘 她她 宁
甲

1 ( 2一15 ))) 4
.

2 ( 2一7 ))) 2
.

3 ( 1
.

7一 2
甲

7 ))) 8 000 5
·

5 ( 2一1 3 ) lll 3
.

6 (牙一6 ))) 叨叨 5
.

8 ( 3一9 ))) 3
.

3〔2一 4 )))

注
: 1

.

表中数值为
`

平均数〔极值 )
,

; 2一律测 鼠顶节碟状幼体大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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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饵 (每 2 日 1次 )
,

第 91 一1 20 天升温诱导期间继续加强投喂 (每 日 1次 )
。

各组都连续三

次发生了横裂生殖
。

与 lB 一氏 各组相比较 (图 1, 丧 2 )
,

横裂生殖率
、

形成碟状幼体的数

量和大小及重复横裂次数等各项指标都有进一步提高
,

诱导时间也相对缩短
。

即使低温

培养头两个月处于饥饿状态的三组 ( C
; 、

C
。

和 C
`
)

,

也有效地被诱发了横裂生殖
。

这表明

曾处于
一

民期饥俄状态而不能被诱发横裂生殖的媳状幼体
,

经改善营养条件后
,

升温诱导横

裂生殖仍可获得 良好效果 ;低温预处理头两个月 中营养差异的潜在影响已不显著
。

4
.

温度在营养对横裂生殖效应 中的作用

在低温下连续培养了 4 个月的各组
,

全部媳状幼体均未发生横裂生殖 (表 2 ,

D
,

一 D
。
)

,

即使 4 个月中始终充分投饵的 D
,

和 几 两组也是如此
。

表明营养对海玺媳状幼体横裂生

殖的效应必须以适宜的温度条件为基础
,

或者说温度和营养对海鳖横裂生殖的影响是互

为条件的
。

如果温度条件不满足
,

营养对横裂生殖的促进作用则不能实现
。

5
.

营养对蝗状幼体生长的影响

不 同酉养水平各组媳状幼体的体长测定结果见图 2 和表 3
。

低温培养两个月期间平

均体长变化是
:

每 2 日投饵 1 次者增长 61 % ,每周投饵 2 次者增长 44 % ; 每周投饵 1 次

者缩短 2% ,每 2
、
4 和 8周投饵 1 次的三组 ,

缩短 5 4一“ 终 。

可以认为
,

在实验温度 (1 2一

7
O

C ) 下
,

每周投喂 2次 以上时
,

机体有营养积累
,

表现为个体长大
。

每周投喂 1次时
,

机体

摄取和消耗的营养大体平衡
,

个体基本上维持原有大小
。

投饵间隔期为 2 周以上时
,

机体

处于饥饿状态
,

个体非但不能生长
,

反而缩小 ;但这种饥饿状态的媳状幼体
,

改善其营养条

件后经 1 个月可恢复原有个体大小
,

经 2 个月可增长约 40 %
。

ǎ饮é落翎率胜贾伴

尹

6 O

培养时间旧 )

图 2 不同营养水平各组媳状幼休体长变化 (纵座标 。 = 1
,

1 毫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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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不同营养水平下海蓄雄状协体体长测定值 (单位 :毫米 )

和和日定时间间 }
体 ::、 :标标 实 验 组组

刀刀刀刀 111 D ::: `

乞
:::

}
D、、

…
” 555

}
D。。

第第 1天天 派士 名石石 性 1
`

10士 0
.

0 444

蛛蛛蛛
_ 111 0

,

1 666

极极极值值 0
.

8一工
.

555

布布6 0天天 恋士 S子子 1 7 7 士 0 0 777 生
,

万8 士 0
,

0 666 :
.

。 , , 。
潞潞

O
`

6飞士 O
。

0 222 0
、

5 1土 0
甲

0 222 O
`

蛇士 0
.

0 222

肠肠肠 _ III O
甲

邓邓 O
,

3 222 0
.

邪邪 O
,

1000 0
,

1 000 0
.

0 888

极极极故故 1
甲

0 一2
.

444 1
.

0一2
甲

222 0 6 一 1
.

777 O
甲

3 es 0
.

777 0
甲

3一0
.

777 0
.

3 se代〕
.

666

第第的天天 厉生几几 2
,

1 2 生 O 叩叩 1
。

90 士 0 0 999 1
.

研士0
.

0888 1
.

1 7 土 O
,

O666 1
.

沈 士 0
.

0 555 1
.

1 0 士 0 0 666

几几几
_ 且且 0

.

盛555 0
.

4444 0
.

4 111 0
.

3000 0
,

2 777 0
、

3 000

极极极位位 1
.

工一3
.

000 1 0一 2
.

888 0
`

7 es 2
.

666 0
,

5一 1
,

888 0
.

6一 1
.

777 0
.

5一1
.

777

镜镜 1加天天 恋士 名石石 2
甲

2 2 出0
.

0 888 2
,

1 6 大0
.

0 888 1
卜

8 0 士 0
`

jI ggg 1 犷 士 0
.

0 888 1
、

即 土 O
甲

0 888 1
.

6 1 士 0
.

1000

叮叮叮几 _ 111 0
.

4 222 0
,

4 222 0
.

4 555 0
.

3 999 0
,

生111 0
,

4 999

极极极谊谊 1
.

3一3
`

000 1 3一3
`

000 1
`

0一2
。

888 0
。

9一2
.

444 0
.

9一卫
.

444 0
,

7一2
.

444

沁 1
.

各组培养条件见表 1 ; 2
,

实验开始时抽样测定标本 6 。个 (床分组 )
,

之后 各次每组标本数均为 筋个
。

在低温培养 2 个月期间
,

投饵频次不同对海蜚媳状幼体的成活率 (指附着成活个体
,

脱落者不计入 )
,

未呈现出有规律的影响 (表 4)
。

表 4 海兹媳状幼体的成活率 (男 )

!
、 。

, 。
.

。 } 投 饵 间 隔 (日 )

买片次数 」 夕诬刁 `

J
”

践飞 l

—

一一
, 、 二护

、
尹〕

、

目 夕 .
_

.
_ 【 . 1

_ _

可 _ _

—
{

—
{一二川` 竺川一止生一卜

一

兰一卜止竺一卜一…
1

鳄
·

1 1
·

1 0 … oo1 }
10 0

{
` oo … 1 00 {

’ 00 … oo1

—
}
一燮塑里生 {一兰

一一…一兰川一止二一 {一里生一卜二竺一卜兰生一
}

1 , 8 2
·

1 2一 2 1

}
100 }

1 00 !
’ 0O }

1 00 1
1 00 }

1 00

三 }
1男改乙别 { 8 5 } 80 { 浏 ! 8 8 { 7 2 } _ 花

注
:

实验 I睡组标本 1印个
,

实验 I工每组标木 10 。 个
。

水温
: 1 2一7℃

。

讨 论 与 结 论

本研究在最适温度条件下 (陈介康等
, 1 9 8 3 )

,

考察了营养条件对海玺横裂生殖的作

用
。

结果表明不仅在横裂生殖发生之前的低温培养阶段
,

而且在升温诱导横裂生殖过程

中
,

营养条件对海重媳状幼体的横裂生殖诱发率都有明显影响
,

任一时期缺乏营养都会抑

制或延迟横裂生殖发生
。

温度和营养对横裂生姐的作用是互为条件的 ; 只具备适宜的温

度条件而缺乏营养
,

或只具备良好营养条件而温度条件不满足
,

都将抑制横裂生殖发生
。

作者 ( 1 9 8 3) 曾报告海蜚横裂生殖产生的碟状幼体数量与媳状幼体长度密切相关
。

本

文提供了在不 同营养条件下媳状幼体体长的增长或缩短数据 (图 2 ,表 3 )
,

并用实验证明
,

在良好营养条件下
,

每横裂幼体形成碟状幼体的平均数为 8一 9 个
,

且横裂生殖发生率可



生期 陈介康
、

丁耕芜
、

刘春洋
:

营养条件对海哲横裂生殖的影响

达 1 0 0% ,营养较差时每横裂幼体平均仅产生 2一 3个碟状幼林
,

且横裂生殖率较低 , 饥饿

条件下
,

媳状幼体一般不能被诱发横裂生殖 (表 2 )
。

可见营养条件通过影响媳状幼体的

生长和个体大小
,

从而对横裂生殖产生的碟状幼体数量有很大影响
。

因此
,

在海玺人工育

苗中
,

欲获得大量碟状幼体进行增殖放流
,

在媳状幼体培养管理及升温诱导过程中
,

保障

饲料供给是至为重要的
。

海鸳媳状幼体饥饿时呈乳白芭或灰白色
,

半透明
。

摄食卤虫无节幼体后呈枯黄色
。

在

培养媳状幼体的水池中出现小型浮特甲壳动物时
,

发现有的个体呈淡紫色或淡褐色
。

移养

于自然海区的媳状幼体
,

几乎没有呈桔黄色的个体
,

一般呈暗褐色或暗灰色
。

据此推断海

蚕媳状幼体呈现不同颜色
,

可能与其摄食的饵料生物种类有关
。

颜色的深浅则可作为个体

处于饱食或饥饿状态的表征
。

在 12 一 7
O

C 下培养的海蚕媳状幼体
,

一次充分摄食后
,

隔 24 小时仍呈饱食状态
,

此时

投饵则摄食力弱
,

隔 拐 小时仍不呈饥饿状态
,

但摄食力有所增强
。

可见在此温度下
,

每 2一

3日投饵一次完全可以满足媳状幼体的食物需要
。

如果培养水温更低
,

投饵间隔时间还可

以相应延长
,

可根据媳状幼体的颜色深浅决定投饵时间
。

升温 ( 2 2
份

0 )诱导期间
,

蛤状幼体

表 5 海兹横裂生殖产生每碟状幼体的平均发育时间

故裂幼休不同裂节数的平均发育时间〔日 )

11111 222 333 444 666 666 777 888 999 1 OOO 1 1~ 1 333

人人 且且 3
甲

0 0 ( 1 ))) 2 印 ( 1 ))) 1
.

阳 ( 2 ))) 1
.

动〔1 ))) 1
.

3 3( 3 ))) , 门只 (斤、、 1 1 0 厂1、、、 i
甲

oo ( 1 ))) 1
.

00 ( i )))))

人人 名名 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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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0 ( 2 ))) 1
.

1石丈2 ))) 丫 g n厂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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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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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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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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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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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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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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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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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 ( i )))))))))

CCC 。。。。。 1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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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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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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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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汁
:

各组实验条件见表1
。
括号内数字为标本数

,

全部为首次横裂生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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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早期横裂幼体都强烈地摄食
,

充分投喂后经 24 小时再投饵
,

机体继续强烈摄食
。

这表

明随温度增高机体代谢加速
,

对食物的需求量也增加
。

但横裂幼体发育至触手收缩阶段
,

摄食力显著减弱或拒食
, 直到已形成的碟状幼休释放完毕为止

。

新生的碟状幼体强烈地

摄食
,

每 日应投喂 2一 3 次
。

横裂生殖过程的发育速度以产生每碟状幼体的平均发育时间表示
,

大致是
: 横裂幼

体具 1一 2 个裂节者为 ` , 左右 ;具 3一` 个裂节者为暑;
5天左右 ,具 5一 “

`

个裂节者为`天

左右 ,具 9一 13 个裂节者一般不到 1天 (表 斗 `
横裂全殖过程的发育速度

,

在营养条件不

同的各组之间无明显的规律性差异
。

迄今已知
,

制约海鸳横裂生殖发育速度的主要因素

是温度 (陈介康等
, x g s 3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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