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盐度对海鸷各发育阶段幼体的影响 
— — —兼论辽东湾侮蜇资源锄1诵哺勺僳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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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室内控翻条件下，盐度为 2～ 81．‘2‰ 谊围内．丰文就盐度 对 I皤蜇 (R̂ opi[删协 es6"u~：enta 

Ki．~[notlye)萍浪幼虫，蟪状幼体．蒜状幼体和骑术母的生长．发育，变态夏成精的嚣响进行宴鞋讲 究， 

爱巍浮藏幼鱼生存曲盐虞下髓为tg箱，■戢轴体生存对越度下鞭身l 0端I t鼍越度癌■为 ‘—2o寡f．I ■ 

状幼休生存柏盐癯下器为8， t盖盐蛊箍置为l‘—-皇nj 执木母生存鲍盐虞下限为B‰． 
作者根据近15年珏东拇北部摄 i可班的羲木注入量-奔鼙产量直丰宴毫羲曩-培台珏东湾曾IIl理 过 

三敬天诫产理童骨薪，让为前一年蔓，联事 重生幢季节爿诫 琅整^量避盛 控河n雌 拜重狰韫舳 
虫郸螬杜轴体照嘏意水域盐度采辟．导袭详彝暂鱼取茸状转体孽强：I圭冤亡 是造戚毒鼙贳毒谯藏曲主要 

原因．作者并提IIl采敢^工培育蟪收坊休，遗#音蹙术堆进行霞瘴以补充薄蜇辩穰，=皂海重担业蕾是卸 

增产的主量造饭  ’ 

关■埔。毒蜇．劫体，盐度 

海蜇 (Rhopilema escttIenta Kishinouye)是钵水母中经济价值最高的食 用 水 母 ， 目 

前，海蜇渔业在渤海占有仅次子对虾 (Penaeus orient招‰)的重要地位，但由于海哲资源 

波动剧烈，往往给计划生产带来极大的困难。譬如，1986年辽东湾海蜇资源锐减，与1986年 

相比，不仅直接经济收入减少一亿元以上，而且因渔船作业的耗能及加工设施等方面的投资 

无法收回而间接蒙受重大经济损失。为探索海蜇资源锐减的原因，同时给海蜇人工繁殖中的 

盐度控制以及人工放流水域选择提供理论依据，作者 行了盐度对海蜇各发育骱段幼体影响 

的实验。 ’ 

近半个世纪以来，关于盐度对钵水母类柏水媳水母类生长发育韵影响虽多有报道 ， 

但涉及盐度对海蜇的影响却束见专门论述，仅洪惠馨等提出减律海蜇适宜于盐度25—35‰水 

域，小海蜇适宜于盐度 1 0—2O‰ 水域 ” ，}陈弁康认为，侮 暂水母体对盐度的适应范围为 

l2—3s‰，海蜇人工繁殖一般以盐度15— 2‰较合适 

本文报告了海蜇各发育阶段幼体生存的下限盐度和最适盐度，并对1986年辽东湾海蜇资 

源锐减的原因作了讨论。 

一

、 材料与方法 

以1986年 8— 9月 自渤海辽东湾捕获性成熟海蜇为亲体，在人工条件下产卵受精，形成 

浮浪幼虫，经一个月时间培 养出大量媳状体。用人工方法诱导横裂生殖 [7 It ，产生碟状体· 

丰研究工作承蒙球介康研究员指导，谨致酣忱· 

车戈干IBS7年 9月 2日IIIc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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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培养为幼水母。取浮浪幼虫、螅状幼体，碟状幼体和幼水母为实验材料。实验观察在玻璃 

皿中进行。 

梯度海水是以大连黑石礁水域盐度为31．42‰的砂滤海水为母渡，用去离子水配制而成。 

饵料是人工孵化的卤虫 (Artemia ∞l 口 无节幼体，体长约30~-m。 

浮浪幼虫实验在控温20± l℃中进行。每组5O个，共设 6组。培养水体均为2cml，盐度 

为 2％， 4％、 6‰、 8‰，l 0‰和l2‰。浮浪幼虫大小为95一l 05×60—90ml， 乳白色， 

体表布满纤毛，活泼浮游，同时左旋自转。以浮浪幼虫停止活动并开始分解为判断其死亡的 

标准。 

媳状幼体 (15触手)实验在控温18± l℃中造行。每组20个，共设l4组，培养水体均为 

50ml，盐度梯 度 为 2‰、 ‰， 6‰， 8go、1 ogo、 12‰、14‰、 l 6％ ，’18％、 20‰、 

22‰、z4％ 、28％和31．42‰。媳状幼体每天充分投喂一次。投饵 l小时后换水。实验进行 7 

天后，控温22± l℃诱导横裂生殖。以触手分解作为判断其死亡的标准。 

碟状幼体实验在控温23± l℃中进打，共设l2组 ，每组20个。培养水体前期为 200m]， 

l0天后扩大至 560ml。盐度 梯 度为 2‰， 4‰、 6‰ 、 8％，10go、12‰、14‰，l6‰． 

20‰ 、24％ 、28和31．42％。碟状幼体每天充分投喂一次。投饵 l小时后换水。以幼体 停 止 

收缩并开始分解为判断其死亡的标准。 

幼水母实验在控温23{ l℃中进行，，共设 5组 每组5个，培养水体均为15 1。盐度梯 

度为 2％， 4 、 6‰ 、 8 ，16‰每天充分投喂一次。投饵 l小时后换水。幼 水 母 伞 径 

29~30mm，以伞部停止收缩并开始分解为判断其死亡的标准 

1973--1988年辽东湾海蜇产量资料来源于辽宁省海洋渔业开发中心，辽东湾水文资料来 

源于辽宁省水文站。 

二、实验结果 

1．浮浪幼虫 

在盐度 2— 4‰ 中， 3小时死亡， 6‰ 

中， 5小时全分解， 8‰中，经6O小时，全 

部死亡，1O‰中，经60小时，14 个 体 死 

亡，
． ．
但最终无变态个体}l2‰中。无死亡． 

经60小时，有 4 1个体变态(表 1)。由此可 

以认为，浮浪幼虫生存的下限盐度为l2‰。 

2．■状幼体 

在 2— 4‰盐度中， 2小时全部死亡， 

囊 1 津渍幼虫在不同盐虞下的成话宰 
]fable 1 The survival ot platmlm in 

di|fer~nt=mlJnJty 

6— 8‰中，24tJ~时内全部死亡|1O‰中，培养22天，成活率为85 |12％ 以上盐度中，成 

活率均为l 00 l2‰以下和22％ 以上盐度中，螅状幼体的横裂生殖率均小于10O 。l4—2O‰ 

中，媳状幼体 随横裂生殖率均为 100 ．、每个螅状幼体产生碟状幼体的平均数 (豆)以 l6一 

l 8‰中为最多，均为 9个以上 (表 2)。因此可 以认为，螅状幼体生存的盐度下限为lO‰， 

最适盐度范围为l4—2O‰。 

∞ ∞ ∞ ∞ ∞ 

O  0  0  O  6  

0  0  0  0  8  

∞ ∞ ∞ 如 0 

∞ 0 

D  

O  

3 5 如 鼬 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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寰 2 尊状劫律在不同麓魔下的成话率和囊曩率 

＼ —  ： ‘ 8 8 

定 日、＼ J { 

戚 时l。． 0 话 

22天 

直  

％ 
V  

r 

横 裂 率 一 g‘．12 9．5 1(10 1oo lo0 l 00 ￡0 8B．8 g0 

X (十 ) ～ 7．9,L 8．6B B·S 口．63 g．I1 T．Jo 7．4,L 8．63 e．B0 

3．磉歇幼体 

在 2— 4 go的盐度中， 1小时丧生} 6‰中，72小时全部死亡，培养15天后， 8‰的成 

活率为40％，10‰以上盐度中，碟状幼体成活率均为9O％以上。其中12—20‰中的成活率均 

为100％。从测得的平均 日生长率可见，12‰以下和24‰ 以上的盐度中，平均 日生长率 均 小 

于12 ，而14—20‰中的磉状体平均 日生长率大于12 (表 3)。故认为，碟状幼体生存的下 

限盐度为 8‰，最适盐度范围为14—20‰。 

寰 5 焉状劫律在不同麓魔下成j舌率与生长率 
Tl‘Ie 5 The inalt,ti,vitl tnd摹P 恤 T-协 o1 E -I蕾djt 蛆 lIll it， 

、＼  度 (‰) 
e 8 

定 日～、＼  

最韧平均牵桎fmm) 3．87 3．S3 3．5‘ 3．5‘ 3．“ 3．41 3．‘l 3．“ S S3 S．16 S．3} $．48 

最塔平均牵径fmm' 一 — 一 B．1 日．口 口．0 0．e 1 0．1 0． e．8 e．0 8．0 

成 话 卓 ( ) O 0 O ‘0 gO l00 l00 100 J00 100 gO 

狰生长 (ram) 一 ～ 一 2．58 5“ 5．50 e．10 e 6‘ B．3 5．65 5．5 ‘．52 

日生长 率 ( ) 一  ～ 一 ‘．B0 10．58 10．g3 I2．I l0．70 l2．76 I1．gtl I1．】5 B．8B 

4． 幼承母 

在盐度 2‰中，幼体放入后立刻停止运动， 1小时内分解， 4‰中，2小时 内全 部 死 
r 

亡’ 6‰审， 6天 内全部死亡} 8‰和1O‰中， 8天内无死亡 (表4)。故认为，幼水母生 

存的下艰盐度为8％。 

三、结论与讨论 

本实验证明，海蜇浮浪幼虫生存的下限 

盐度为12‰，螅状幼 体 生 存 的 下 限 盐 度 

为i0‰ 最适盐度为14—2O‰j碟状劫体生 

存的下限盐度为8‰，最适盐度为14—20‰， 

幼水母生存 的下限盐度为 8‰。盐度低于下 

艰值将导致幼体全部或绝大部分死亡。 

一 一 ⋯  

’ 表 2中 X 为每十螅状悻产生礴航悼平均赦。 

寰 4 蕾虚封劫蕾成活率( )的辱■ ● 
T■ble 4 l flect of n itntty 锄 Ih● IufvjvIl 

f●协 Ollit归●M eL~ a 。 

、 ＼  
l0 

目 、＼  

l小 对 O l oo 10O 

2小 时 0 1OO 

4 夭 5 

B 夭 · O 

3 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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辽东湾海蜇1 985年出现大幅赛减产， 总产量投l1l0吨 (三矾品，下同)，只相当于1985 

年26550~的4．17 ，原因何在7 ， 

亲蜇二浮浪幼虫一媳扶幼体一族状幼体一幼水母是海暂生活史的主要环节 “”。首先应 

分析导致1986年辽东湾海蜇产量锐减是出现在哪一环节，其次分析变动的环境因子。从1986 

年资料分析如下z由于1 986年是丰产年，并且产量达历史最高水平，所以不存在亲蜇数量不 

足的问题。据幼蜇调查材料 ”，辽东湾1O个站位幼蜇的相对资源量，1 986年 7月中旬和 8月 

初分别为2．O和8．5，而1 986年同期分别为6．O和208，即1 986年幼蜇数量很少，其原因可从以 

下三个方面来分析： 

1．关于海域污染 郭平等的实验已得出几种重金属离子对海蜇螅状幼体的致死浓度和 

安全浓度 “”。这几种金属离子 (Cu“、Pb“、zn 、Cd“、Hg )在辽东湾海域．存在 的 

实际浓度的最大值小于致死浓度的4l倍，并且普遍小于安全浓度”。而1 986年水体 中重金属 

的含量与丰产年1989年相比并无多大差别，1987、1988年海蜇产量又稳步上升 (1987年2193 

吨，1988年 8900吨)亦可证明。因此，把产量锐减的原因归 咎于重金属离子污染是不能成 

立的。 

2．关于麓状幼体的栖息地受到人为破环 1985年春季，曾有不少船只在辽 东湾 拉 毛 

蚶，可能惫害螅状幼体的生存，但船只作业只在锦州和营I=I等局部地区，并没有波及到整个 

媳状体栖息地，不可能导致95％ 主的大减产。因此，拉毛蚶的危害不能认为是t986年海蜇 

资源锐减的主要原因。 

3．关于其它环境条件的剧烈变化 最明显的变化是1 986年 夏、秋季海蜇生殖季节辽东 

湾北部河流的淡水注入量猛增。仅以双台子河和太辽河的三个水文站1985年 8月的平均注入 

量为例 (表5)，1985年为1984年的5．2倍，为七十年代以来平均值的6．5倍。如以1984年同 

期注^毒为lOO计(由于1985年海蚜特大丰产，可以认为这个数值无害)，七十年代以来，共 

出现过四次超过100的数值，其中三次，(1975，1977和1985)与第二年海蜇大 减 产 (1976， 

1978和1986比上一年减产95 以上)相吻合。由于海蜇主要分布于河口水域，淡水注入星过大 

直接危及浮浪幼 虫和螅状幼体的生长发育，结台本实验提供的数据，即海蜇浮报幼虫和螅状幼 

体在盐度分别低于12‰和10‰时会死亡，我们认为，． 用淡水注入量过多导致河口水域盐度聚 

降，来探讨海蜇产量锐减的原因无疑是一条重要途径 必须说明的是，仅用 8月份平均注入 

量数据来探讨这个问题是}艮租糙的，因为媳状幼体和浮浪幼虫在过低盐度中死亡是在24小时 

内，而无需经过一个月时间，。在进一步研究中，使用 8— 9月期间日注入量的极值来讨论这 

个问题应该是合理的。同时，从表5中可见，1978年8月注入虽的相对值达136，而1974年 

的产量并无明显下降，也许在进一步研究中可以得到答案。 

综合各方面因素，作者认为采取人工培育海蜇幼体，选择合适的海域放流螅状幼体，是 

恢复和增加海蜇资源的重要途径 根据实验结果，海蜇各时期幼体的最适盐度在16— 0‰左 

右 ，故放 流海域的选择最好与之相等，这样可以提高幼体的成活率，有利于增殖放 流工作的 

开展 。 

I)辽宁省j每洋承产研究所贷酥壹渔业贷辑评估组．1985，1g86年辽东离劫蜇谭盎材料． 

2)高象j蹯菩。1 q? 一1。B2年靖黄晦污挛对承产瓷酥謦响的弼盘研究文集。】。5—106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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裹 5 1~72--1986年8月费最承盏入量与弗t产量柏关系 
￡ 

Table 5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output of知ⅡrilIh(T) 

sad the ra(e of fre~h'woWef fIo'r恤  ／ee ~)ll ,~usuJt,durins lgT2-- 198G 

＼
、

、  

8年哥早均捷木注入量 (米3／咎) 

珏河(朱家房)+太子河(唐马寨)+捍商(邢家寓盘)} 相对擅 

冉苴产量 l 
I 指对藏产 

(吨 ) l 

1Q7 f 22O SB 

l 3 822 130 

l 974 588 97 l 35 

1口 5 『 1554 275 卯 ．2 

I 9TB — l 348 75 40 

1977 { 645 106 95．8，6 

1978 I 2D9 35 

l979 j 39S 65 

20 

198l 21I 35 6784 

l982 292 49 5604 

l983 346 57 B884 

1口84 I B04 时  日5．83 

j船 5 f 3j65 624 

1986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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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FECT OF =ALlNITY ON LA#yA OF E'BIBLE msau$~E 
_  

_ 

(RH0PfLEMA ESCULENTA KISHINOUYE)AT DIFFERENT 

DEVEL0PMENT PHASES AND A REVIEW ON THE 

CAUSE OF JELLYFISH RESOURCES FALLING 

GREATLY IN LIA0D0NG BAY 

Lu N Li“ Chunyang Guo Ping 

(Researcg Institute o，MarSne F“heri ．Liaoning province·Darien) 

Under the lab conditions，the effect of salinity in 2 to 31．42‰ on planula，sey- 

phistoma，ephys a and little medusae(involved their growth，development and survi- 

va1)was observed．It was found that lowcr limit of salinity was 12‰ for the sur- 

vira1．of planula，10‰ for the survival of scyphistoma with the optimum salinity 

range of 14 to 20‰ ，8‰ for the survival of ephysa with the optimum range of l 4 

to 2O‰ ，and 8‰ foi"the survival of little medusae．In the past fifteen years，there 

had been three times of decreasing greatly of jell ish in Liaodong Bay．Connecting 

with the pour of the main rivers into Liaodong Bay，output of jellyflsh and the data 

from this study， it has been suggested that a large amount of freshwater from rivers 

flowed into sea in the last summer and autumn (as regenerating period)so that the 

salinity in estuaries where the plafiula and the seyphistoma were living dropped gr￡一 

stly and the planula and scyphistoma was sub,coted to a crushing deccase．The main 

ways to keep jellyfish resources steadily and to incrhase production were artificially 

breeding larvae and selecting appropriate area to release them． 

Key wor d s}Rhopilema escu~nta kishin~ouys ，little medusae，salin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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