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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对不同温度下海茧(勋。'pilema escu1enla Kishinouye)蜡状体的累计分裂数量变化以及不同温度下海茧每

日伞径大小进行了分析，结果表明时间与熄状体的累计分裂数量呈 S 曲线相关，在海水盐度为 30.5 ， pH 值为

8.2 ， 00 在 6 mg/L 的条件下， 17 "c、 20 "c、 23 "c三个温度下的回归方程式分别为 y = e5.764-4.1如h ( R2 = O. 983 , F 

=1240.536> FI.21.001 = 8.0166) , Y = é039-6295h(R2 = 0.987 , F = 1 933.560 > FI ，苔， 0.01 = 7. 769 8) , 

y=é. 213 - 2 酬h( R2 = 0.989 , F = 2 382.114> FI.26,001 = 7.712 3) ;时间与海茧每日伞径大小呈直线相关，在 17 "C、

20 "c、23 "c三个温度下的回归方程式分别为 Y = O. 745x + 2. 145(R2 = 0.994 , F = 3523.418> FI.刀， 0.01

= 7.881 J), Y= 0.807x+ 2.475(R2 = 0.977 , F= 975.339 > FI.23.001 = 7.881 J), Y = 1. 096x+ 1. 123(R2 = 0.989 , F 

= 2152.260> FI ，刀， 0.01 = 7.881 J);海茧熄状体分裂的最低温度在 14 "c - 16 "c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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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effect of temperature on strobilation and ear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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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Strobilation and early stage growth of RJwpilema esculenta at different temperatur，臼 were studied. Results 

indicate that the nurnber of ephyras split with time was in S curve. When situations are at salinity 30.5 , pH 8.2 

and DO 6 ITÙ/L , the regressive equations of 17 "C, 20 "c and 23 "C are Y = e5.764-4.194/x (R2 = O. 983 , 

F = 1 240.536> FI,2I,O. Ol = 8.016 6) , Y = e6039-6.2951x( R2 = 0.987 , F = 1 933.560> F I,25,0.01 = 7.769 8) , and 

Y = é .213 - 2. 899/x( R2 = 0.989 , F = 2 382.114 >矶， 26 ， 0.01 = 7.7123) respectively. The diameter of urnbrella 

part with time was in linearity. At temperatures of 17 "C, 20 "C, 23 "C, the regressive equations are Y = O. 745x + 

2.145 (R2 = 0.994 , F = 3 523.418> F1.23,001 = 7.881 1), Y = O. 807x + 2.475(R2 = 0.977 , F = 975.339 > 

FI.23.0.01 = 7 .881 1), and Y = 1.096x + 1.123(R2 = 0.989 , F = 2 152 , 260> F I,23,O .01 = 7.881 1). The lowest. 

strobilation temperature was between 14 "c and 16 "c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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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茧(Rhopilema esculenta Kishinouye) 属腔肠动物门( Coelenterate )钵水母纲( Scyphozoa )根口水母目

( Rhixostomeae) ，生活史分元性繁殖和有性繁殖两个阶段[IJ 。我国沿海均有海茧出产，每年出口量在国

际市场上居首位，但海茧对环境适应能力低，资源量极不稳定，同时海茧的养殖因为其元病害、元污染、

成本低的特点近年来也被人们广泛关注。研究环境对海茧繁殖生长的影响能有效的预报海茧资源丰

歉，对开捕期的确定、资源的保护利用以及养殖技术的改进都有着积极的意义。对于海茧生物学方面的

关注始于上世纪 80 年代，主要涉及环境条件对海茧不同生活期的影响[2-6J 以及海茧的生长特性[7 - 11 J 、

生活史[IJ 、增殖放流[12- 15J 、人工养殖[16- 22J 等方面。 2004 年在海阳黄海水产有限公司对不同温度下海

茧蜡状体的分裂及碟状幼体的早期生长进行了初步研究，研究结果报告如下。

1 材料与方法

1. 1 材料

试验用熄状体为 2003 年海区采集受精卵培育所得，媳状体充气培养于 21 L 玻璃水槽中，玻璃水槽

放于塑料整理箱(30 cm x 50 cm x 40 cm) 中，用加热棒控制所需温度，培育用水为经二级砂滤的自然海

水，海水盐度为 30.5 ， pH 值为 8.2，试验期间保持 DO 在 6 mglL 以上。

1. 2 方法

试验分为 14 "c、 17 "C、 20 "c、 23 "c四个温度组，将原来培养于 14 "c的海茧rtt~，状体水温在 3 d 内逐

步升至试验温度。每日换水 2 次，每次换水量为 50% ，每天适量投喂卤虫无节幼体。从有碟状幼体分

裂出开始，记录每天分裂的碟状幼体数，并将碟状幼{本移至同水温的玻璃水槽里，投喂适量卤虫元节幼

体，定时吸底换水，保证环境适合其正常生长，每日测量在同一天分裂出的碟状幼体(幼茧)伞径，纪录下

每日伞径平均值。

2 结果

2.1 媳状体摄食情况的观察

用肉眼观察了 16 触子的螺状体的摄食情况，摄食时媳状体触于变细伸长，在水中缓慢摆动，长度可

达到体长的 2-3 倍，在摆动过程中触手会随机地迅速指向一个方向，无论此处有元食物。当触于接触

到食物时\即当有卤虫游近时，用触于捕获卤虫，然后迅速送人口中，整个吞食过程十分迅速。海茧蜡状

体的摄食完全是被动的，摄食量随着环境中食物的多少而变化，但当过量投喂卤虫时， rtt~，状体不能全部

吞食，可以观察到媳状体触于 t挂有许多卤虫，且大多已经死亡。

2.2 不同温度下蜡状体的分裂时间

温度是影响媳状体分裂的主要环境因素[剖，从试验情况看，当温度为 14 "c时，经过 30 d 的培养， rtt~，

状休仍不能分裂出碟状幼体，当温度为 17 "C n ，j 第 9 d 开始分裂出碟状幼休，当温度为 20 oC /1才第 5 d 开

始分裂，温度达到 23 oC11才，第 4d 便开始分裂。

2.3 不同温度下眼状体的分裂

不同?副主下的媳状体分裂得到的碟状幼体累计数址随时|飞l变化见民11 图 3 0
对不同温度 F碟状到j体的累计分裂数址HJ Sf附软件进行了分析，对数据做 rl1l线 1 '' 1 归 11'î 计表明， S fllj 

线拟介度最好，不同温度下的JillVj方程式女IIT:

17 oC: Y = e5. 7ω 4.1941x (f{2 = 0.983 , F 二 1 240.536> F I.2 I.o.ol 二 8.0166) ，相天极为 11认片;

20 "C: Y = eÓ 039-ó 2951,( f{2 = 0.987 , F 二 1933.560> F 1 . 2号 0.01 =7.769 8) ，相关极为 11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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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C: Y = é. 213 - 2. 899/x( R2 = 0.989 , F = 2 382.114> FI.26.0.01 = 7.712 3) ，相关极为显著;

(注 :Y 表示碟状幼体分裂总数， x 表示熄状体分裂时间)

2 .4 不同温度下碟状幼体的生长

不同温度下碟状幼体的伞径大小随时间变化见图 4- 图 6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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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6 The changing with time of ephyra 

umbrella-part diameter at 23 "c 

对不同温度下碟状幼体的伞径随时间的变化用 spss 软件进行了分析，对数据做曲线回归估计表明，

在此温度范围内，伞经与时间呈直线相关，其线形回归方程式如下:

17 "C :Y=0.745x+2.145(R2 =0.994 , F=3 523.418> FI.23.001 =7.881 1)，相关极为显著;

20 oC:Y=0.807x+2.475(R2 =0.977 , F=975.339> FI.23.0.01 =7.8811) ，相关极为显著;

23 "C: Y = 1. 096x + 1 . 123( R2 = 0.989 , F = 2 152.260> FI.2:l .o.ol 二 7 . 881 1) , i<f=l关极为显著;

(ä:Y 表示伞径， x 表示fI;J 问(【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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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讨论

3.1 熄状体的摄食

从试验观察可以看出，海茧的摄食完全是被动的，当水体中饵料生物密度太低时，将会导致其摄食

不足，而当水体中饵料密度过大时\由于阻状体被动地杀死饵料生物，这样不但会造成饵料损失，同时由

于熄状体大量杀死饵料生物所造成的身体各个方面的损失也会影响腮状体的生长。因此在海茧育苗生

产中，选择适宜的投喂密度对于降低生产成本、提高生产效率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

3.2 媳状体的分裂温度

在试验的四个温度组中， 14 "c水温下的熄状体经过 30 d 的培养，始终没有进行横裂生殖，在试验结

束之后，水温升至自然水温 16 "C，1O天后有碟状幼体分裂，因此我们认为海茧媳状体分裂的最低温度

应该是在 14 "c - 16 "c之间。陈介康[们的研究表明，在 14 "c时虫息状体经过 100 多天的培育才开始有分

裂， 1982 年在自然海区每年春季当水温上升至 13.2 "c左右时，开始出现横裂幼体， 15 "c以上释放碟状

幼体[IJ 我们的试验结果与上述实验的结果相近。

3.3 海茧碟状幼体的生长速度

试验结果分析表明，海茧碟状幼体的生长速度随时间呈直线上升，从回归公式斜率 k(17 "C, 

k = 0.745;20 "C, k = 0.807;23 "C, k = 1. 096)可以看出，在海茧生长的适宜范围内，生长速度随温度的升

高而升高。

卢振彬等[ 10J对间江口海茧的生 l乏进行了研究，发现海茧早期的生长速度较快，生长曲线 (5 月 10 日

到 7 月 10 日)基本为一直线，而后生长速度下降，直至负增长。本实验所得海茧早期伞径的生长与时间

呈直线相关，这一结果与卢振彬等的研究结果相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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