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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象。表现出 自无节幼体至糠虾幼体存活率逐 

渐增多的趋势。说明海蜇幼体对对虾无节幼体 

和蚤状幼体的危害摄大；对糠虾幼体危害次之。 

其中在糠虾幼体实验中又呈现出：自海蜇螅状幼 

体，5mm 以下、s—lonlm及 lO---20mm 之碟状 

幼体对糠虾幼体的危害有逐渐增大之趋势。 

表 1 海蜇幼体与对虾无节幼体的相食关系 

注：实验 中拇蜇幼体数量无变化 (以下表相同) 

表2 海蜇幼体与对虾蚤状幼体的相食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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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本结果表明，对虾仔虾也不摄食海蜇各期 

幼体(见表 4)。海蜇螅状幼体能将 2尾对虾仔 

虾吃掉(据分析可能是仔虾 I期剐蜕皮之仔 

虾)，但对 3尾仔虾仅能将腹部末端吞人 El中一 

部分 ，但 不能吃掉；5mm 以下碟状体也 不能吃 

掉仔虾；5—2Omm之碟状幼体能吃掉仔虾，且 

以 1O一1 5mm 的后期碟状幼体对仔虾的危害 

较大 ；20mm 和 25mm 之幼蜇 虽不能吃掉仔 

虾，但有可能引起对虾仔虾的死亡。 

3 讨 论 

3．1 对虾各期幼体均不摄食海蜇各期幼体；海 

蜇各期幼体摄食对虾各期幼体的能力不同，其 

中以对无节幼体和蚤状幼体的捕食率最大，糠 

虾幼体次之，对仔虾的捕食较少；而伞径 20mm 

以上的幼蜇不能摄食对虾仔虾，但有可能引起 

仔虾死亡。产生上述现象的原因，是由于对虾 

无节幼体和蚤状幼体是海蜇幼体的合El饵料； 

但海蜇幼体在生长发育过程中，当发育到伞径 

20mm左右时，中央El封闭⋯，仅能从口腕和肩 

板上的许多小吸口捕食水 中微小的浮游生物， 

而对个体较大的糠虾幼体和仔虾摄食较困难 

所以在实验中伞径 1O一15mm的后期碟状幼 

体对糠虾幼体和仔虾幼体的危害相对较大。至 

于在实验中对虾幼体各期所出现的死亡现象， 

笔者初步认为：其一，幼水母El腕上的刺细胞能 

分泌一种毒素 ，可能是使对虾幼体致死的主 

要原因。其二，在实验中由于幼水母耗氧量大， 

并分泌较多的粘液，加之实验过程中既没有换 

水，又没有充气，致使水体内溶解氧低”，可能 

是使对虾幼体致死的另一原因。 

在自然海域内，由于对虾幼体和海蜇幼体 

】)王晶刚等．海蜇与对虾相互关 系的初步观察．营口水 

产科技，】992．37—40． 

分布密度大大小于实验中的密度，故在空间和 

时间上来考虑，海蜇幼体不会给对虾幼体造成 

大的危害；尤其幼水母主要行浮游生活，而对虾 

仔虾主要行 近岸底栖生活，所以海蜇幼体对仔 

虾幼体的危害应比实验中更小 

3．2 根据莱州湾海域基础生产力和海况条 

件 ，及海蜇幼体和对虾各期幼体的生态特点， 

在莱州湾放流一定 数量的 30mm 以上的对虾 

幼虾和 5—1Omm的海蜇碟状体是完全必要和 

可能的。对虾幼虾放流时间，以6月下旬为宜； 

海蜇幼水母放流时间，依据笔者实验和黄鸣夏 

实验 J，水温在 10℃以上时，海蜇幼水母游泳、 

摄食均正常，故在控温条件下，使海蜇螅状体提 

前释放碟状体，于 4月下旬至 5月下旬(莱州湾 

平均水温为 13 2— 19．CC)，可培育几批幼水母 

进行放流是适宜的。这样放流之幼水母对自然 

海域之仔虾和放流幼虾的危害较小。同时，由 

于控温使越冬螅状体所释放碟状体的时间比自 

然海域螅状体提前 3o__40天。这样可以用伞 

径大小差异，来区分放流幼水母和 自然海域幼 

水母之别，是目前探讨海蜇放流增殖效果的方 

法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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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STS oN THE M UTUAL PREDAToRY RELATIoNSHIP 

BETW EEN YoUNG M EDUSAE AND PRAW N LARVA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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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rine F~heries Research Institute ofShandong Province) 

JIANG Fujun LI Yuechun Fu Dezhong LIU Guojun 

(Laizhou MunicipalPrawn Seed-rear and Enhancement Farm ofShaJ~dong Province) 

ABSTRACT Tests oil the mutuae predatory relationship between young medusae and prawn larvae 

were conducted in Laizhou municipal Prawn Farm from late April to early M ay in 1992 and 1993．The 

results demonstrated that the prawn larvae at all stages didn t prey on the young medasae．The capa- 

bility of the yofing medusae to prey on the prawn larvae varied．Naupbius and zoaea of prawn got the 

most harm，mysis of prawn got less，and the post— larva of prawn got a sfight harm．Th e young 

medusae with the diameter ofumbrella no less than 20ram couldn t prey on the post-larvae ofprawn， 

but could cause death ofthe post-larvae，suggestion on rational release for reproduction ofRhopilema 

esculenta and prawn resources was also given in this paper 

Key words Scyphistomae Ephyrwand young medusae of Rhopi&ma esculenta Prawn larvae M u— 

tual eating relationship Release fo r reproduction 

卜一 大鲵消化系统的解剖学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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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文报道了大鲵消化系统的形态结构。大鲵胃粘膜厚，胃腺发达．消化管肌层皆为平滑肌．环肌 

明显多于纵肌．肝脏较大，比肝重4．41％，分左右两叶，右叶大于左叶，肝小叶不明显。胰腺长带状，位 

于十二指肠下方．胰岛明显。胰管与总胆管汇合后与回肠最前部相连， 

关键词 大鲵 消化系统 解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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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鲵 (Andriasdavidianus)，属有尾 目隐鳃 

鲵科，是一种大型的有尾两栖动物。在其形态 

和解 剖学 方面 ，已经 进 行 了多 方 面的研 

究【 。本文主要报道大鲵消化系统的解剖学 

观察结果 

1 材料与方法 

试验动物来源于鄂西大鲵产 区，1987年移 

人本所试验基地养殖。l988年4月至 1990年 

9月，结合繁殖生物学研究，共解剖大鲵 39尾 

(其中雌性 2l尾、雄性 l8尾)，体长 29．5— 

82．0em，体重 7O一580o窟。组织学材料取下后 

用 Bouin’s液固定 ，石蜡包埋，切 片厚度 6__ 

8／xm，苏木精一伊红染色，中性加拿大树胶封 

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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