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卤虫冬卵孵化的盐度条件及其 

六年后的孵化率 

孙 存 祯 
(南开大学分子生物学研究所，天津 300071) 

卤虫 (~Irtemia pa；henogtnetica)是海 产 

养殖生物不同时期的良好动物性活饵料，又是 

理想的生物实验材料之一，目前 日益受到重视， 

越来越多地对其进行广泛研究 与 利 用“ ”。 

卤虫对不同盐娄和浓度适应性较强，但其卵孵 

化的最高盐度在 140‰，最低盐度尚未测定 。 

本实验 (1983一 l 986年和 1989年)以 NaC1水 

溶液梯度浓度对冬卵和一般室温下暗中存放六 

年后的卤虫卵进行孵化试验 (后者未见有关报 

道)，以及不投喂饵料条件下 不 同 NaC1盐度 

对无节幼体存活效应的研究，井观察了冬卵的 

形态结构与卵的水分变化过程。掌握卤虫卵孵 

二、结 果 与 讨 论 

(一)卤虫休眠卵孵化率与 NaCI浓度的 

关系 卤虫栖息水域的盐度范围为1 O一242‰， 

在盐度 300蛳 以及 NaC1为主的饱和盐水中还 

可存活 。 但其冬卵的孵化却受盐度高低的影 

响，本实验证明 ，室温 2l一 27℃、散 射光下 ，在 

不台 NaC1的蒸馏水或自来水中不能 孵化 ，当 

NaC[台量达到 1粕 以上才可孵化 ，孵化速度与 

孵化率随盐度大小而异，在 1O‰ 浓度的溶液 中 

孵化最快，孵化率最高。当NaCI浓度超过 3O‰ 

时 ，其孵化时间明显地延长 ，在盐度达到 100‰ 

溶液中则几乎不孵化。休眠卵孵化的适宜 NaC] 

浓度为5— 1 O‰ (表 1)。 由表可见，盐度大小不 

化的最佳盐度条件、提高孵化率和成活率，有助 仅影响冬卵孵化， 在未投饵水体中NaC1还影 

于卤粤 虾蟹等海 诸业缉 廷藁 皂握⋯ 响着孵出的(或放入)无节幼体的寿命，在淡水 
一 一 一  

中即使放入也仅能存活很短时间 ，在 1o嘶Nac 

一

、 材 料 和 方 法 

卤虫休眠卵取自河北省中捷友谊农场对虾 

养殖场。 室内存放温度 lO一3O℃ (1989年为 

1 8—25℃)。 

以海产原盐溶于放置 2—5天的自来 水 中 

配制成梯度浓度溶液(表 1)， 每种溶液中放入 

镜检完好的卵 100粒，将孵出的无节幼体转入 

同样溶液以计数；井将另外孵出的大量幼体分 

别取出同样数目 (40只)转入梯度溶液和淡水 

中以观察不投饵条件下盐度对幼体存活时间的 

影响(重复三次)。六年后再度测试同种经室温 

下于暗处放置的卵的孵化率。镜下观察了冬卵 

形态结构与吸、失水变化过程。 

· ；8 · 

溶液中却可存活 lO天左右。 这 是 由于 Na 

cr起着维持动物细胞外液渗透势、 参加动物 

体内 H 和 OH一平衡的调节、维持神经和肌肉· 

的正常兴奋性的作用∞，因而卤虫幼体在 NaC! 

缺乏或浓度过高的水体中便不能存活或较快的 

死亡。这说明 ，卤虫栖息的高盐环境并非冬卵 

孵化和幼虫生活的适宜条件。 卤虫夏卵在自然 

环境中的孵化是否同样要求较低盐度条件，有 

待进一步实验 证明。 

(二)存放六年后卵的孵化牢及幼 虫生 命 

力 l 983年取来的同种卤虫休眠卵，除一部分 

被用于实验外，另一部分装入黄色光亮塑料袋 

·车较生物系刘修业、王良臣两位老师参加了部分 工 作， 

特此致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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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洗净干燥后)内，一般室温暗处放置至 1989年 

5月。六年以后，在室温l8—25qc、散射光下，在 

不同浓度 NaCI(海产原盐)溶液中的孵化率见 

表2。仍是在lO‰盐度中孵化率最高(达l 6％)， 

但孵出幼体时间显著滞后 ，前 5天无一粒孵化， 

推铡可能是由于存放时间长、保存条件不够严 

格导致孵化酶活性降低jf起的。 当用分 析纯 

NaC1溶于自来水试验， l0‰ 浓度中孵化率在 

1 0％ 左右。 在自然界中卤虫除栖息于以 Na 、 

cr 为主的海水型水体外，还分 布 于 以SO 、 

co 为主的内陆盐湖水体中 。 天津自来水含 

Na 50—1 O0~ ／L，含 cr5一 lOmg／L，矿化度 

为 250--300mg／L， 可觅除已知影响渗透势的 

离子、影响酶活性的 pH因素外，可能还会有另 

外金属离子参与孵化酶的激活作用。不投喂饵 

料情况下 ，冬卵六年后孵出的幼体在 1 0~NaCl 

溶液中同样可存活近 l0天，说明其冬卵放置六 

年时间并不影响孵出幼体的生命力。 

(三)卵的形态结构与吸、失水变化 本实 

验所用卤虫卵的直径 大 小 一 般 为 21O一240P 

(约 占 85～95弼)， 少数达到 280 ，也有极个 

别的小到 150 (约 占万分之 l一3)。色泽大致 

有乳白、黄、棕和暗红的差别，圆型光滑。卵壳 

为双层结构，外表面是胶质层膜，紧贴于壳层 

上，干燥时可与壳层剥离开，其厚度也有差异， 

一 般是暗红色>棕色>黄色>乳白色，壳层本 

身都是近白色(镜下略呈粉色)。卵壳的韧度主 

要由外层胶质膜决定。卵壳内膜很薄 ，具有较强 

韧性 ，在剥离湿卵外壳时可明显感觉到。外层胶 

质膜在不同盐浓度永体中呈现不同的现象，当 

盐度 (s)< 30缅 时，胶质层膜呈絮状附着于 

卵周围，当 S> 30‰ 时，则呈片状散落于介质 

衰 I NaC[盎度与孵化和劫体存活的关系 

Nac】澈度 卵 数 孵出幼虫数(其) 孵化率 不投饵的 存话时幅 

(‰) (粒) 3 5 6 C天数) 2 (％) (天) 

熬馏zk loo —— 一 一 一 一 o j小时内 

自来水 1oo 一 o 4小时内 —— 一 ～ ～ 

I 1 oo 一 1．3 ；．3 57．7 6．0 70．o 

2 1oo 一 2一o 7．o 51．3 7．0 67．3 3一  

5 1oD B．3 69．7 ’．o 一  ～  B2．o 

lO Ioo 3o 7 5 ．o 一  一  ～  ¨ ．7 

3O loo 5．o 57．O 9．O {．o ～ 75．o 

海水 lO0 9．3 2 0 ．； 一 一 76．6 

5O 1oo —— 1o．3 36．o 3．7 60．o 3— 一 

10o 1oo —— 一 一 一  o 3— 5 —— 

表 2 六年后鲁卵在瘴盐溶灌中的辱化率 

盐 澈 度 卵{立数 孵出幼虫数(只) 孵 化 率 

(‰) (个) (％) 1
一 ，天 第 6夭 第 7天 

自 来 水 100 — 一 O 

100 5 ll 16 

30 10O 6 ● 10 

100 3 · 1 4 

10O 100 一  一  O 

中。这表明在较低盐水体中卵表胶质层的水合 

作用有利于水分进入壳内而促进孵化，可见卵 

壳的胶质层结构对孵化过程具有重要作用。湿 

卵壳的双层结构较难完整剥离。卵膜内台物有 

乳白与桔黄色之分，但与卵外观色泽无相关性 

镜下观察风干卵上半部是空的，卵内含物呈研 

钵或小碗状存在于下部 ，故而卵呈不倒翁式静 

止态，只要用尖细镊子和解剖针很容易自上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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剥离获得完整卵膜的内台物。这也是卵壳的凹 

陷不影响其孵化 的原因。 

风干冬卵一般 I5分钟即可吸胀 ，大约 5 0分 

钟 ，凹陷的卵壳便可复原成球形，内含物可达到 

浆状。去壳卵吸水更快些，镜下可观察恢复成 

球状的整个过程。但不同状况下卵的风干失永 

速度差异显著 ：去壳的完整卵体室内 5分钟内 

失水风干 ，未去壳的单个卵风干到原来程度需 

经 24小时以上的时间，卵壳具有很强的保水作 

用。 0‰ 盐水溶液中吸胀卵的风干时 间少 于 

10‰ 浓度中吸胀卵的风干时间，证明卵壳胶质 

层膜在不同盐度介质中的不同变化影响了风干 

的快慢 ，卵壳保水功能在于外层胶质膜而不是 

壳层本身，它不过是在胶质膜粘阽下起到支撑 

卵型的作用。 

上述结果表明，人工养殖卤虫 ，应预先在 

10％o左右盐度溶液中进行孵化，这样可加速孵 

化、提高孵化 率和幼虫成活率，达到卤虫增殖、 

提高海产养殖业经济效益之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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鳜亚科鱼类地理分布的研究 

李 恩 惠 
(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北京 l0O080) 

(一)纛类鱼在中国古文献中的记载 

鳜音 gui(集韵)，亦音 iuc(广韵 ，集韵 )， 

今 通读 gui．亦名厕 (ji)、石桂鱼 、水豚、酵花 

鱼、鳌花鱼。 鳜字最早见于公元 2200年前的 

《山海经》，称“洛水多滕鱼 ，状如鳜 及《尔雅 · 

释鱼》 鲡(yu)鳝 (bu)鳜埽 (zhou) ；但尔雅中 

的鳜郭璞注音厥 (jue)，指鲭败鱼类而言。 以 

后记载甚多， 如粱顾野王(公元 5 l9—58 1)《玉 

篇》称鳜“鱼，大 口，细鳞，斑彩 。唐、宋各家本 

草内常有记述。 明张 自烈《正字通》称“鱼，扁 

形 ，闳腹，大 口，缅鳞 ，皮厚，肉紧、味如豚，一名 

水豚 ， 又名鳜豚”。明李时珍在其名著《本草纲 

目》卷四十四 ，鳞部“鳜鱼”条内记述更详，称“鳜 

鱼，又名腑鱼、石桂鱼、水豚”；“鳜 ，蹶 (jue)也 ， 

其体不 能屈曲如僵蹶也。 厨，霸 (ii’用毛 织成 

的布)也 ，其纹如缀绢”；“生江湖中，扁形阔腹， 

大 口细鳞，有黑斑。彩斑色明者雄，稍晦者雌。 

皆有鬈鬣刺人。厚皮、紧肉，肉中无细刺 ，有肚 

能嚼。亦啖小鱼，夏月居石穴 ，冬月偎泥霖。⋯⋯ 

鳜髫 B凡十二”；“肉，益气力 ，令人肥健。补 

虚劳，益脾胃，治腑风泻血”等。鳜类是我国人 

民自古即很喜食的珍贵鱼类。如唐朝中期张志 

和《渔父诗》中有“西塞山前 自鹭飞 ，桃花流水鳜 

鱼肥”旬，园桃花盛开时节食鳜鱼昧尤美。并盛 

传古仙人刘惩常喜食石桂鱼。但这类鱼的地理 

分布迄今尚无专文研究。如新出版的《中国鱼类 

系统检索》(1987)这部鱼类专著中竟称“鳜与斑 

鳜 分布全国各地 ，很不确切，因其分布区尚 

不及我国国土面积的 1／2。 故写此文供鱼类学 

家参考 ，以免以讹传讹。如有错误，欢迎指正。 

(二)鳜亚科鱼类在鱼类分类学中的位置 

在未谈鳜类的分布前 ，我尚想说明他们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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