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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蛙稚贝饵料和底质的研究
`

何 进 金 韦信 敏 许 章 程

(国家海洋局第三海洋研究所 )

提 要

给缀蜓稚贝投以三角褐指藻加钙质角毛藻和叉鞭金藻加钙质角毛藻的饵料效果 最佳
,

稚

贝不但生长快 (日平均增长壳长 8 2 微米 )
,

而且存活率也高 ( 90 男 )
。

饵料投放密度为 : 在培养第

1一4 天
, 2

.

5 万个一 5 万个 /毫升 ;第 5一 8天
,

每夭增加至 拍万个 /毫升左右 ; 第 9 天后
,

可增至

加万个Z毫升
。

在稚贝培育初期宣在水底投放细砂或泥质砂
,

随着稚贝的生长发育
,

逐渐增加

底质中泥土的比例
,

这样可提高育苗成活率
。

主题词
:

级蟋
,

贝苗培育
,

饲料
,

底质
。

在底埋贝类稚贝培育中
,

除水质
、

水文条件和敌害会影响它的生长发育和存活外
,

饵

料和底质也是二项关键因素
。

在人工育苗中
,

由于饵料和底质的不适宜
,

不仅会影响稚贝

的生长发育和存活
,

甚至会导致稚贝大部或全部死亡
,

使育苗遭到失败而造成经济损失
。

因此
,

在稚贝培养中
,

对饵料和底质的选择越来越引起研究者和育苗工作者的注意和重视
。

缴蛙 (从、 呱四哪嘟 a 。佩对犷化标 ) 在国外不是主要的养殖对象
,

对它的研究甚少 [’J
。

在

国内
,

由于室内培养稚贝时间长
、

难度大和不易观察
,

至今对稚贝饵料和底质尚未见过专

门的报道
,

仅有些土池和海区部份观察分析资料闲
。

本试验是在研究溢蛙浮游幼虫食性和生态条件的基础上〔幻 ,

根据稚贝的生活习 性和

食性
,

对它的饵料和栖息底质进行较系统试验
, 以提出培育稚贝的合理投饵方案和适宜

底质
,

为人工和半人工育苗提供资料
。

材 料 和 方 法

1
.

材料
:

稚贝由浮游幼虫培养获得
,

幼虫经 6 天培养变态成稚贝后
,

再继续培养 2一 3 天
,

作为

试验材料
。

稚贝的饵料试验采用了浮游单胞藻和底栖硅藻为饵料
。

浮游单胞藻的种类是
:

叉鞭

金藻 (D 感
。 : 。 `标 之入。 ”

J落
。 。” 。 。店s )

、

钙质 角毛 藻 ( G h。 。才。叱 : o : 。 a el 感̀二。 :
)
、

三角褐 指藻

(尸入创 o d “ “云军沁饥 公二初砰外 “ `
姗 )

、

异胶藻 (万` 。护。夕乙o o a 即
,

)和扁藻 ( P 彩
a 右夕, o o a s : “ b“ o州呢八

卜

,
本文初稿承本所张金标副研究员

、

厦门大学海洋系许振祖老师审阅
、

修改
,

提出宝贵意见 ;黄翔玲同志参加部

份工作 ; 厦门大学海洋系许振祖
、

邱文仁老师提供大批遗纽蜂 D 型面盘幼虫
,

使试验能顺利进行
,

特此致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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犷。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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底栖硅藻的种类主要为东方弯杆藻〔`用 (通叭朴咐酝` 。

姗
云a 环 : )

。

稚贝底质试验使用了砂 ( 2 5 1一 2 50微米 )
、

泥 (2一 4微米 )
、

贝壳 (海边沙滩上碎贝壳 )
、

粉砂 ( 5 0微米以下 )
、

泥质砂 (砂 5 7 %
、

泥 然 % )
、

砂质泥 (泥 5 7环
、

砂 2 5 % )泥质砂加贝壳

和砂质泥加贝壳等 8种底质
。

上述底质均经高压消毒锅消毒 ( 5 1磅
,

15 分钟 )
。

每种底质

秤 35 克
,

混合底质按比例加入
。

稚贝底质试验的饵料为钙质角毛藻和三角褐指藻混合投放
。

投放密度为 10 万个 /毫

升
,

培养 4 天后增加至 20 万个 /毫升
。

2
,

方法 :

( 1) 试验条件 除放养稚贝 2 00 个
,

即平均每毫升培养液为 。
,

5 个外
,

其它条件均和缴

蛙浮游幼虫饵料试验条件相同川
。

( 2) 试验方法 稚贝饵料试验使用了 6 种不同类型和大小的单细胞藻为稚贝的 饵料
。

试验分成单一和混合投放两个类型
,

共 11 组
,

每组又分成 4个不同的投放密度
, 另外设不

投饵的为对照组
。

在试验中
,

每培养 4 天在倒置显微镜下检查稚贝胃内饱满度
,

并且取出 10 哪一 15%

的个体测量稚贝的壳长
。

稚贝底质分别进行了稚贝投放底质的适合时期
、

稚贝附着和栖息的最适底质及不同

发育阶段稚贝对底质的选择等试验
。

除了第三个试验连续进行了 5 5 天外
,

其余均只培养

3 0 天
。

上述每项试验都重复两次以上
,

每一培养组有两个相同的培养杯
。

培养杯中每隔 48

小时利用国产 100 微米左右孔径的筛绢过滤换水
,
并重新加入已过滤消毒和加抗菌素的

海水和饵料
。

饵料添加的计数方法和菲律宾蛤仔浮游幼虫饵料试验 计算饵料方法 相

同 仁̀ 」
。

稚贝底质试验检查观察较难
,
待试验结束时

,

把栖息于底质中的稚贝清洗出来
,

然后

在倒置显微镜下统计存活个数和取出样品的 1 0一 15 %测量其壳长
。

结 果

1
.

稚贝适宜饵料的种 类和密度
:

(l ) 稚 贝摄食各种单一种类饵料的生长速度和存活率 绕蛙幼虫变态成稚贝后
,

它的

生活方式从浮游转入底栖
。

随着生活方式的改变
,

它的摄食方式也随之而异
,

从靠面盘纤

毛拨动海水中的食物
,

转为靠水管和鳃纤毛过滤海水中的食物摄入 口中
。

根据稚贝此期

的食性
,

试验使用了几种浮游单胞藻和底栖硅藻为稚贝饵料
,

其结果如图 1
、

表 1 。

试验结果表明
:

以扁藻为稚贝饵料
,

培养 8 天
,

稚贝才生长至 29 3
。

7微米
,

培养至 12

天
,

发现大部份死亡
。

以底栖硅藻和异胶藻为稚贝饵料
,

发现稚贝生长缓慢
,

培养 12 天
,

稚贝壳长分别为 3 28 和 3 97 微米
, 同时稚贝活动力不强

,

死亡率也高
。

投以三角褐指藻为

饵
,

稚贝生长和存活率虽比上述几种饵料好些
,

但发育到双水管期稚贝的时间长
,

培养 20

天时
,

已有 80 终死亡
。

如果分别投以叉鞭金藻和钙质角毛藻为稚贝饵料
,

检查结果是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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ē来粗 )邓袱

贝生长迅速
,

培养 20 天壳长达 1 2 6 1
.

8 微米
,

日平均增长壳长分别为 72 和 73 微米 ; 发育

到双水管的稚贝时间炕
,

只要培养 12 天已有

部份稚贝发育到双水管期 ,存活率也高
,

培养

2 0 天分别达到 67 那和 5 。终 以上
。

上述结果

说明
,

叉鞭金藻和钙质角毛藻是稚贝的良好

饵料
,

其它 4 种则不很理想
。

叉鞭金藻和钙

质角毛藻之所以好
,

主要是细胞壁薄易被稚

贝消化
,

其次是所含营养成份能满足稚贝生

长发育的需要
。

其它种类不很理想
,

主要原

因有三
,

一是细胞壁厚不易被稚贝消化
,

二是

所含营养成份无法满足 稚贝的需要
,

三是有

的种类活动力太强
,

稚贝难于摄食到
。

(2 ) 稚 贝摄食混合饵杆的生 长速度和存活

率 在海洋双壳类幼虫和稚贝的培育中
,

已

证实投放混合饵料比单一种可 获更 佳 的效

果〔 ` , `
卜

, 1口。 为了摸清缀蛙稚贝摄食混合饵料

的效果
,

试验选用了几种混合饵料为稚贝饵

料
,

其结果如图 2
、

表 2 所示
:

稚贝摄食钙质

角毛藻加三角褐指藻和叉鞭金藻加钙质角毛

ǎ日改à月公闷己rr渭卜

天数 ( I〕
a y幻

图 1 稚贝摄食各不同单一种类饵料的生长速度

F i 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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藻的效果最佳
,

不仅生长速度快
、

发育成双水管期时间短
,

而且存活率也高
。

其次是叉鞭

表 1 隘蛙稚贝摄食各单一种饵料的发育和存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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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稚贝摄食不同混合饵料的生长速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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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纷怪稚贝摄食各种混合饵料的发育和存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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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藻加底栖硅藻和钙质角毛藻加底栖硅藻的混合投放
。

最差是兰角褐指藻加底栖硅藻的

混合投放
。

上述结果说明
,

混合饵料效果虽好
,

但不是随便二种混合均能获得相同的效果
。

有些

混合后
,

效果比单一投放有明显的增加
,

有些则不然
。

据分析
,

主要是各种单胞藻所含营

养成份不一所致
。

(3 ) 不同饵料密度对稚 贝生长和存活的影响 单细胞藻类的个体大小相差较大
,

本试

验所使用的单胞藻大小从 4一 20 多微米
。

由于个体大小不一
,

投放密度应按藻体大小来

考虑
,

不能采用同一的投放密度
。

为找出适宜饵料种类的投放密度
,

试验选用了几种饵料

不同的密度
,

其结果表明
:
( 1) 在几种饵料的不 同投放密度的各种试验中

,

稚贝的生长速度

都比对照组 (不投饵 )的生长速度快
,

但不同的饵料密度
,

稚贝的生长和存活情况明显不

表 5 不同饵料生物种类及其密度对稚贝生长和存活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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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 ;(幻在用几种较理想的单一和混合饵料所作的试验中
,

稚贝的生长速度和存活率随着

饵料投放密度的增加而增加 (见表 3 ) ; 〔3) 当投饵密度相同时
,

摄食混合饵料的稚贝比摄

食单一饵料的生长速度快
。

2
.

温度
、

海水比重和饵料密度对稚贝摄食里的影晌
:

(1 ) 不同温度和海水比重与稚 贝摄食量的关 系 试验结果表明
:

( 1) 在适宜温度 范围

内
,

稚贝摄食量和生长速度随着温度的升高而增加 , ( 2) 在适宜温度下
,

水温越高
,

稚贝的

存活率越低 (表 4 ) , ( 3) 在 1
.

0 0 5一 1
.

。巧 的海水比重范围内
,

三个比重组稚贝摄食量没有

明显差别
,
且均能正常生长和发育至双水管期

,

可见它们对盐度的要求不高
。

表 4 不同温度下稚贝的摄食里
、

生长 t 和存活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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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 不同投饵密度对稚贝摄食量的影响 用混合饵料 (钙质角毛藻加三角褐指藻 )
,

以

不同投饵密度 ( 20 万个 /毫升
、

10 万个 /毫升和 5 万个 /毫升 ) 培养稚贝的结果 (见表 5) 表

明
:

稚贝的摄食量随着饵料投放密度的增加而增加
。

另外
,

稚贝的生长速度在培养初期

(前 4 天 )
,

饵料密 度越高
,

稚贝生长越慢
,

但培养 5 天后
,
稚贝的生长速度则随着投放密度

的增加而加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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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不同饵料生物密度的稚贝的摄食最
、

生长蟹和存活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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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

稚贝适宜的栖息底质
:

(1 ) 人工育苗中投放底质的时间 在人工育苗中
,

何时投放底质较适宜
,

这是关系育苗

成活率高低的关键之一
。

为此
,

试验选择了壳顶幼虫后期
、

稚贝初期和稚贝单水管期投放

砂底质
,

试验结果如表 6
。

从表 6 可以看出
:

至稚贝期才投放底质较合适
。

在这个期投放砂底质
,

经 30 天培育
,

稚贝的存活率可高达 70
.

0终
,

生长速度快
,

日平均增长壳长达 77
.

2 微米
。

而其它二个时

期投放底质有的存活率高
,

但生长速度慢 ,有的生长速度快
,

而存活率低
。

总之
,

在人工育

苗中
,

在变态成稚贝后才投放底质较合适
。

(2 ) 稚 贝适 宜的栖息底质 试验选择了儿种不 同类型的材料作为稚贝附着和栖息的底

质
,

其结果如图 3一 4
。

从图 3一 4 说明
:

( 1) 试用的几种底质稚贝都能附着和生长发育
,

但不同底质对稚贝的

存活率有很大影响
。

其中砂
、

泥质砂加贝壳
、

泥质砂和砂质泥加贝壳等底质的稚贝存活率

高
,

分别在 58 一84 环之间
,

而泥和贝壳底质的稚贝存活率最低
,

仅有 。
.

选绍左右
,

粉砂和砂

质泥底质的稚贝存活率也不高
。

( 2) 不投放底质
,

但只要经常把稚贝壳表面洗刷干净
,

稚

贝存活率也可达 80 终左右
。

( 3) 在不 同底质中
,

稚贝的生长速度和存活率正好相反
,

即稚

贝存活率越高
,

它的生长速度越慢
,

反之
,

则它的生长速度越快
。

从这个结果可以证明
,

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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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日 不同幼体发育期投放底质的生长和存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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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的适宜与否 直接影响稚贝的存活率
,

而饵料多少则影响稚贝的生长速度
,

因为培养杯中

的饵料是一样的
,

存活率高的试验组相对摄食饵料量少
,

而存活率低的试验组杯中稚贝个

数少
,

稚贝的相对摄食量多
。

所以才会出现存活率越高
,

而生长速度越慢这样结果
。

要使

存活率高而且生长速度快
,

必须增加饵料密度
。

(3 ) 稚 贝不同发育阶段所栖
.

息底质的砂泥比例 在稚贝不同发育阶段投放不同比例砂

泥底质的试验表明
,

稚贝发育时期不同
,

它对所栖息底质的要求也不一样
。

在稚贝双水管

期
,
含泥比例高的底质 (砂泥比例为 5 : 4) 的稚贝存活率比砂底质或含泥低的底质的稚贝

存活率高
,

如培养 55 天的稚贝
,

在砂底质的存活率是 6 6
.

3多
,

而 石: 4 的砂泥 比例的存活

率则是 92
.

5拓
。

上述结果表明
,

刚变态的稚贝附着时要求含砂量多的底质
,

以利于附着

生活
,

而随着稚贝生长发育
,

其进出水管逐步完善
,

而从附着生活转入埋栖生活
,

底质含泥

量多则对它挖洞极为合适
。

讨 论

1
.

稚贝饵料种类和投饵密度的选择
:

在自然海区和土池中生活的稚贝胃内含物分析表明
,

稚贝食料主要是小型底栖硅藻

和易下沉的浮游硅藻闺
。

在室内稚贝饵料试验中
,

我们既使用了底栖硅藻又使用了浮游

单胞藻为稚贝的饵料
,

试验结果表明
,

稚贝摄食在试验所使用的底栖硅藻的效果不理想
。

这并不是说底栖硅藻不是绕握稚贝的饵料
,

而是说明不同种类的底栖硅藻所含的营养成

份不同
,

它的饵料效果也不一样
。

上述结果与菲律宾蛤仔稚贝摄食不同种底栖硅藻的效

果不同(1) 是一致的
。

但试验证明
,
使用三角褐指藻加钙质角毛藻

、

叉鞭金藻加钙质角毛藻

为稚贝饵料效果较佳
。

投以上述饵料
,

稚贝生长速度快
,

最好饵料培养的稚贝 日平均增长

壳长可达 82 微米
, 比土池稚贝 日增长 45

.

6微米
、

海区 日增长壳长 5
.

5 微米阳快了很多
,

而且稚贝存活率也高
。

所以
,

在稚贝培育中
,

应选择钙质角毛藻加三角褐指藻和叉鞭金藻

加钙质角毛藻为稚贝饵料
。

但考虑到溢蟋育苗时水温和所使用饵料的适温范围
,

可以考

虑采用
:
在水温 20 ℃以上育苗时

,

应以叉鞭金藻加钙质角毛藻混合投放为宜
,

因这二种藻

类的适温都在 2 50 0左右 ,育苗水温在 2。
,

C 以下时
,

可选择三角褐指藻加钙质角毛藻混合

投放
,

因三角褐指藻在 2 o0 C以上生长不适宜
。

总之
,

培养稚贝时要根据具体条件来确定采

用何种饵料
。

组好食料分析表明
,

它对所摄食饵料没有选择性〔1o]
。

溢蛙稚贝摄食饵料也类似于成

体
,

对摄食饵料种类没有选择性
,

只要饵料大小合适
,

营养丰富和容易摄食
,

稚贝都能大量

摄食
。

这样
,

在室内外培育稚贝时
,
采用浮游幼虫的饵料来培育稚贝

,

也同样可获得满意

的结果
。

这个结果和蛤仔稚贝的培养基本相似 〔, , 。

在稚贝的培育中
,

选择适宜饵料种类固然重要
,

但饵料的合理投放密度也不可忽视
.

从不同饵料投放密度所得结果可知
,

饵料密度高低对稚贝的生长影响很大
。

在培养初期
,

(1 一 4天 )
,

投饵密度高
,

稚贝的生长反比投饵密度低的生长要慢
,

其后
,

稚贝的生长速度随

着饵料密度的增加而增加 (图 6)
。

因此
,

在稚贝培育时
,

应在不同时期投放不同密度的饵

料
:

在第 1一连天
,

每天投饵料密度为 2
.

5 万个一 5 万个 /毫升 ,第 5一 8天
,

每天增加至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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毫升
。

试验结果还表明
,

当饵料密度高时
,

稚

贝不但生长快
,

而且成活率也高
。

但是在高

密度投饵时
,

必须特别注意光照强度
。

实践

证明
,

在暗条件下培养稚贝
,

如果投以高密度

的饵料
,

则稚贝生长慢
,

死亡率高 , 而在照度

3 2 0 0勒克斯左右培养稚贝
,

即使饵料密度高

达 50 万个 /毫升 (二天 )
,

稚贝生长和存活率

却都比其它饵料密度组高 (图 6)
。

可见光照

在稚贝培育中也是一个重要因素
,

有待今后

进一步探讨
。

禽日\色工
xà场é叫班引召叮8ó

2
.

人工育苗中稚贝栖息底质的选择 :

王维德等报道
,

文蛤幼虫变态成稚贝后能分泌大量粘液
,

如没有及时投放底质或换水

处理
,

往往会发生大量死亡川
。

缆蜓幼虫变态成稚贝后
,

也观察到类似的现象
。

所以
,

如

能在适时投放适宜的砂底质
,

可使稚贝贝壳保持洁净
,

提高稚贝的成活率
。

室内试验表

明
,

在稚贝期投放底质较适合
。

据上述结果
,

在缓蜓人工育苗时
,
培养浮游幼虫可不必放

底质
,

待幼虫变态成稚贝后再投放底质
,

育苗效果会更好些
。

缴蟋幼虫变态成稚贝后
,

它的生活习性从葡甸
、

爬行
、

附着到掘洞埋栖
。

在整个过程

中
,

它对底质有较强的选择性
。

据报道
,

早期稚贝是需要用足丝粘着在物体上
,

所以有含

砂量大时
,

其附着量亦多的现象〔 , ,
。

室内试验结果和 自然海区观察是一致的
。

从上述结

果可以认为
。
较硬的砂粒或碎贝壳适于稚贝暂时附着 , 较细软的砂泥适于稚贝掘洞埋栖

。

室内所使用的砂
、

泥质砂
、

泥质砂加贝壳和沙质泥加贝壳等底质具有上述条件
,

故稚贝存

活率高
。

其它底质之所以效果不好
,

主要是不具备这二个条件
:

有些底质虽适宜附着
,

但

不适宜稚贝掘洞埋栖 ,有的底质虽适宜稚贝足的掘洞
,

但又不适于附着
。

在自然海区还观察到
,

稚贝经过一个阶段的发育
,

至水管形成后
,

则离开它的初次附

着的地方
,

随着潮流去寻找适于其埋栖生活的泥质海涂川
。

在室内试验中
,

我们也发现
,

纯砂底质
,

当稚贝水管形成后
,

经常发现它们沿玻璃壁爬上来
,

而泥质砂或砂质泥则没有

这个现象
。

由此可见缄蛙稚贝不同发育阶段对底质的要求是不一样的
。

从室内稚贝不同

发育阶段所栖息底质的不同砂泥 比例也说明这一间题
。

所以
,

根据绕蜓稚贝的栖息习性
,

可以说明
,

随着稚贝的生长发育
,

它栖息底质逐步由砂底质转向泥质砂底质
。

从上结果可

提出
,

在人工育苗时
,

幼虫变态成稚贝后
,

开始应投放细砂或泥质砂底质
,

随着稚贝的生长

发育
,

逐渐增加泥的比例
,

这样可以提高育苗的成活率
。



1期 何进金
、

韦信敏
、

许章程
:

溢怪稚贝饵料和底质的研究 9 3

参 考 文 献

〔 1」 山东水产学校主编
,
1 9 80

、
贝类养殖学

。

农业出版社
。

f钊 王维德等
,
1锹

〕。 文蛤人工育苗的初步研究
。

动物学杂志
,

(幻 : 3一1 60

否习 ] 王中元
,

1弱。
。

绷怪半人工采苗中附着期的预报
。

太平洋西部渔业研究委员会第五 次 全体 会 议论 文 集
,

朋 - 3氏
.

「4 子 龙海县水产局等
,
1盯 6

。

溢蜓全人工育苗的研究 1
,

土他人工育苗试验菌获成功
。

厦门大学学报 ( 自然 科 学

版 )
,

( 2 )
, 工。一习7

0

[ 尽〕 陈世杰等
,
1价 7

。

鲍鱼的饵料— 底栖硅藻的洛养方法
。

动物学报
,
2 3〔劝 :

盯一石乳

〔 6 了 何进金等
,
J g跳

。

菲律宾蛤仔幼虫食料和食性的研究
。

水产学报
,
5 (叼

:
27 5一 2跳

。

仁7 〕 湛权分沪专科学校主编
, 198 氏 海洋饵料生物培养

。

农业出版社
。

〔 8 〕 何进全
,
1 , 84

。

菲律宾蛤仔雅贝食料和食性的研究
。

水产学报
,
8〔助 : 。, 一 1。氏

〔 9 2 何进全
,
1朗 4

。

继怪浮游幼虫饵料的研究
。

台湾海峡
,

以2 )
: 208 一 21 氏

〔10 ) 潘星光
,
1邻几 绍级的生态观察与食性分析

。

动物学杂志
,
3 ( 8 )

:
招一1 80

〔l i J K 加朋
,

O
, ,

工盯7
· “

M 吕 r in o E eo ol g了
: ’

狗 J
,

U l
.

C 以 l七i铭`宜o n
孙

了t Z : 汉刃- 兜3
.

汇22了 玩咖哪f f
,

v
.

L a n d D a v i s H
甲

C
甲 ,

1 96 3
+

R e a r j n g o f b i v 舀卜
e
m

0 I玩
s k , A d v a n e o s fn m a r in e v i o of g了

,

1: 1一1部
.

A e a
d e位 io P r e 。昌 毛o n

do
n ,
双。 w y o r k

.

S T U D Y O N F 0 0 D A N D S U B S T R A T E O F S I N O N O V A C U L A

C O N S T R I C T A ( L A M A R C K ) S P A T

且 e J i n ji n g
,

W
e i X i鳍m恤 9 a n d X u Z h o n g o h e n g

( r 彻 r 几`川 J柞对葱佩
。
oj o 召ea 。 。夕尹。 p甸

,

万。亩艺。。 。墓召锐犷。叫 可 0 `叨” 0 9犷a p坷 )

A b就 r a ct

1
.

T he 即 a伪 。 f 习俪叭脚 a 呱标 。叭 st 而时 “
(工么拍盯 ko ) ~

e f司 w i血 七b e m饮 ed

司酬 皿蛛u少。 S 时几哪由` 娜那, 匆感口口名助犷俪
,

确哪`曲卿
, 似介女阳娜

,
D初你介再 念无邵” j奋

“ 吓夕夕。怜 s` 5 a n d o h a 。才。邵护。 : 叱乙。店右护泌
s ,

ot o b桩
易 n 七h o e即 i。七e d r例 u l t o

.

T灿
s P就。 n o t

`

o八 l y o t毛, i坟 。

枷
t g

~
七h 土几 j。 。 r 。 。 in g o il e l l le鳍 th d ail y bu t , l o o h韶 。 h烤h 。

砂 v i v o l

ar et 时 90 终
.

2
.

工n a d d主t j o n
ot ht e s e r

激 i几 g 时 f o od o u l加刃 e , a计姐饭如吕 吕五叫 ld a l如 b e
砂 id ot

t玩 d即
。 i t y o f f }刀 d

.

A e oc r d in g ot t h e e

冲时 im en t 。 ,
d a i l y f 以〕d d咖】七y 血

o u ld b e k o Pt

时 2 5一 s o t五o u 。
叭 d 血d主v jd以 1 Pe r m l l l」l主缸 就 伍 e f五嗯七of u r d a了。 ,

呱 d ba o u毛 1 0 0 比 o u -

L

撇d ni d iv id u a l o P er 班 i l l i l it o r d lu
、

ni g t h e f i f ht ot e ig斌h d肠 y
一

T he d en
s计y e a n b e

既

祖 。 ,
`

e良

汉 毛0 2 0 0 比 o u s a n d 血 d j v id u 晶 I, 拌 r
颐 1111主撅

品 f惫er 垃 e n ni t h d妙 of e u l士u r至且 9
.

3
.

In 毛h e ar t江 ie i及1 ue lut r in g o f 召公屯叭。刃配肠乙a 。叭: `犷初才a
,

f迈 e 。
撇 d or o i l t w 油

衫冯n d s u b 。

俪拓
。五。 u 记 be P功军性ded w h e且 比 e m e协 nI o刃 p五。 s括 时 al r

愧
e 血 ot 印 a切 t岛h

P l a c e
,

玩 or d er t o o 议a 血 五19五 s u r v iva l r 就 e o f ht e o p a坛
, t灿 芦。伪

r 七恤
o f m u d o h o u ld

b
e 饭

~
ed 刘让 t址 d研 lomP 二七na d g r o w 比 of 认 e 。孙怡

,

(i n 比。 、加 g e 时 b甘 0 2岛 ,

s日J飞:d mu d 二 5 : 4)
.

Ke y W o r d s : 泞肠名咖。公 a
哪不比 。佩 s艺犷初才a

,

SPat
o u lut r e ,

P oo d
,

B o t t o m 。叭d儿 ion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