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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暰目的暱探索大规模贝类养殖活动对养殖水体中不同密度和种类浮游植物的摄食差异和影响因素,为香港

巨牡蛎滤食能力、控藻水平以及科学评估其养殖容量、生态影响的研究提供依据。暰方法暱在室内条件下研究大、

中、小3种不同规格的香港巨牡蛎对不同密度的牟氏角毛藻、球等鞭金藻的清滤率和摄食率。暰结果暱在28曟水

温和24曤盐度的实验条件下,香港巨牡蛎对牟氏角毛藻的单位个体清滤率和单位体重清滤率分别为1.29~
5灡49L·ind-1·h-1和0.62~1.84L·g-1·h-1,对球等鞭金藻的单位个体清滤率和单位体重清滤率分别为

2灡58~8.40L·ind-1·h-1和1.18~3.17L·g-1·h-1,香港巨牡蛎对牟氏角毛藻的清滤率及摄食率均低于球

等鞭金藻。香港巨牡蛎单位个体清滤率和摄食率均表现出大规格>中规格>小规格的趋势,即单位个体的清滤

率和摄食率随着贝类个体增大而增加。香港巨牡蛎对不同密度球等鞭金藻的单位体重清滤率和摄食率都随着

个体增大而降低,但其对不同密度牟氏角毛藻的单位体

重清滤率和摄食率随着个体大小的变化规律不一致。随

着浮游植物密度的增加,香港巨牡蛎单位体重清滤率呈

现出先升后降的趋势,在中等密度条件下香港巨牡蛎具

有较高的单位体重清滤率。暰结论暱香港巨牡蛎的清滤率

和摄食率除受牡蛎个体大小和浮游植物密度影响之外,

还与浮游植物的种类、大小、营养质量等因子密切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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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gestionandinfluencingfactorsofphytoplanktonatdifferentdensitiesandspeciesinaquacul灢
turewatersbylarge飊scaleshellfishaquacultureactivitiescouldprovideevidencefortheresearch
onthefiltrationcapacity,algaecontrollevel,scientificassessmentofaquaculturecapacityand
ecologicalimpactoftheCrassostreahongkongensis.暰Methods暱Theclearanceratesandfiltra灢
tionratesofthreelarge,mediumandsmallCrassostreahongkongensisofdifferentspecifica灢
tions,withdifferentdensitiesofChaetocerosmuelleriandIsochrysisgalbanawerestudiedun灢
derindoorconditions.暰Results暱Theresultsshowedthatundertheexperimentalconditionsof
28曟 watertemperatureand24曤 salinity,theperindividualandpergramclearancerateof
ChaetocerosmuellerionCrassostreahongkongensiswere1.29~5.49L·ind-1 ·h-1 and
0.62~1.84L·g-1·h-1respectively.Andtheperindividualandpergramclearancerateof
IsochrysisgalbanaonCrassostreahongkongensiswere2.58~8.40L·ind-1·h-1and1.18~
3.17L·g-1·h-1respectively.Crassostreahongkongensishadlowerclearancerateandfiltra灢
tionrateforChaetocerosmuellerithanthoseofIsochrysisgalbana.Theindividualclearance
rateandfiltrationrateofCrassostreahongkongensisshowedthetrendoflargesize> medium
size>smallsize.Thatwastheclearancerateandfiltrationrateofperunitindividualincreased
withshellfishindividuals.Theclearancerateandfiltrationrateofpergramindividualofdiffer灢
entdensityIsochrysisgalbana onCrassostreahongkongensisdecreasedasindividualsin灢
creased,butpergramclearancerateandfiltrationrateofChaetocerosmuellerionCrassostrea
hongkongensisvariedwithdifferentdensitiesandthevariationofindividualsizewasinconsis灢
tent.Withtheincreaseofthedensityofphytoplankton,thepergramclearancerateofC.
hongkongensisshowedatrendofrisingfirstandthendecreasing,whichindicatedthattheC.
hongkongensishadahigherrateofpergramclearanceundermediumdensityconditions.暰Con灢
clusion暱InadditiontothesizeofOstreidaeandthedensityofphytoplankton,theclearancerate
andfiltrationrateofC.hongkongensiswerecloselyrelatedtothespecies,sizeandnutritional
qualityofphytoplankton.
Keywords:Crassostreahongkongensis,phytoplankton,clearancerate,filtrationrate,feeding
selectivity

0暋引言

暋暋暰研究意义暱近几十年来,贝类养殖作为海水养殖

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沿海地区得到大力发展,促进了当

地经济增长,提高了居民的生活水平。但因贝类具备

极强的滤水能力,大面积的贝类养殖不可避免地对养

殖环境产生较大影响(如浮游植物群落结构、浮游生

物密度以及浮游生物粒径谱、养殖水体营养盐水平等

理 化 因 子 )。 香 港 巨 牡 蛎 (Crassostrea
hongkongensis)原称近江牡蛎,属暖水性贝类,2003
年香港学者Lam 等[1]将珠江三角洲的近江牡蛎定为

一个新种并将其命名为香港巨牡蛎,作为粤西、广西

特有的优质食用贝类而在两广沿海地区大面积养殖。
而学者在对广西钦州湾浮游生物的分布特征研究中

发现,与非养殖区相比,高密度牡蛎养殖区浮游生物

的生物量、群落结构等有着显著差异[2飊5],高强度牡蛎

摄食很可能是其重要原因之一。因此,研究不同浮游

植物密度条件下香港巨牡蛎的清滤率、摄食率,不仅

对贝类的科学养殖有着重要的意义,同时对确定合理

的养殖容量以确保区域生态安全等有着重要的现实

意义。暰前人研究进展暱双壳贝类能够滤食大部分浮

游植物、浮游动物幼体以及有机碎屑,近年来利用贝

类作为生物控制手段调控富营养化水体已经成为研

究热点。付家想等[6]研究香港巨牡蛎的摄食控藻能

力时发现,大规格牡蛎的单位个体滤水率达到8.94
L·ind-1·h-1,对亚心形扁藻的摄食百分比高达

92%,能有效控制浮游植物密度。黄通谋等[7]发现沟

纹巴非蛤和麒麟菜混养能有效地清除富营养化水体

中的 N、P和 Chla。Prins等[8]在中型围隔试验中发

现,贻贝能够显著控制浮游植物的爆发与赤潮的发

生。但大面积的牡蛎养殖因其较高的清滤率和摄食

率,可能会显著改变周围水体浮游植物群落结构,对
海区生态系统的影响不可小觑。刘慧等[9]在对比桑

沟湾和莱州湾贝类养殖前后微藻周年变动时发现,在
扇贝养殖的影响下浮游植物群落优势种发生改变。
李宵[10]在粤东深澳湾海水养殖对浮游植物群落结构

影响的研究中发现,与对照区相比,贝类养殖区浮游

植物密度和群落结构发生显著变化,由原来的主要优

势种中肋骨条藻(2.9暳105cells·L-1)演变成中肋

骨条藻和颤藻为共同优势种,但中肋骨条藻密度仅为

对照区的1/5,为5.88暳104cells·L-1。暰本研究切

入点暱国内对香港巨牡蛎的研究多集中在遗传、育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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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面,少有从生态学角度对不同浮游植物密度条件下

清滤率、摄食率以及下行控藻的研究[6]。暰拟解决的

关键问题暱研究不同规格的香港巨牡蛎对不同浮游植

物密度的摄食率、清滤率,以期为香港巨牡蛎滤食能

力、控藻水平以及科学评估香港巨牡蛎养殖容量、生
态影响的研究提供依据。

1暋材料与方法

1.1暋香港巨牡蛎

暋暋香港巨牡蛎取自广西钦州湾龙门海域牡蛎筏式

养殖区,分别在养殖1年龄、2年龄和3年龄的相同

批次养殖筏中选取壳高6cm、10cm 和15cm 左右

(代表小、中、大3种不同规格)的健康牡蛎个体,并运

回到国家贝类产业体系广西贝类综合实验站(北海)
开展实验。去除贝壳上的附着物并清洗干净,放入装

有80L砂滤海水的塑料水箱中暂养一周。暂养期间

持续充气,每两天换一次海水,保证牡蛎的活性;早晚

定时投喂10L浓度约3暳105cells·L-1的小球藻

(Chlorellasp.)各一次。暂养期间观察牡蛎个体的

活性,实验前一天停止投饵,随机挑选活性较好的个

体进行实验。暂养香港巨牡蛎以及培养浮游植物的

海水为北海市铁山港竹林海域砂滤海水,盐度22曤~
24曤,海水温度26~28曟。

1.2暋浮游植物及其初始密度

暋暋实验用藻为北部湾近岸海域常见的牟氏角毛藻

(Chaetocerosmuelleri)和球等鞭金藻(Isochrysis
galbana),分别代表硅藻和金藻,均取自国家贝类产

业体系广西贝类综合实验站(北海)浮游植物二级扩

种培养室。实验前两种藻经过400目筛绢去除杂质,
并在40倍显微镜下测定其细胞密度,每种藻测定3
次,每次同时随机测定10个细胞的大小参数。牟氏

角毛藻和球等鞭金藻两种浮游植物的近似球体时直

径大小约分别为4.0毺m 和5.5毺m(直径为近似球体

时的参数,牟氏角毛藻参数未包括角毛)。

暋暋不同密度实验中2种浮游植物各设定3种初始

密度(分别代表低、中、高密度),其中牟氏角毛藻密度

梯度设计为0.5暳105cells·L-1、3暳105cells·L-1

和8暳105cells·L-1,球等鞭金藻密度梯度设计为

0.5暳104cells·L-1、1暳105cells·L-1和1.2暳106

cells·L-1。

1.3暋摄食实验

暋暋摄食实验采用静水系统,在容量为5L的塑料

桶、室温32曟下进行。等密度和等生物量的摄食实

验分开进行,所用海水为与牡蛎暂养期同样的砂滤海

水(盐度24曤,水温28曟)。

暋暋在清洗干净的塑料桶中分别加入4L不同种类、
密度的浮游植物藻液,每桶轻移放入准备好的1只牡

蛎,观察记录牡蛎开口摄食时间,在开口后1h取出

牡蛎,同时采集10mL水样并用鲁戈试剂固定。每

种规格设置3个重复同步实验,另设一个无贝类空白

作为对照以消除浮游植物繁殖和自然沉降的影响。
实验中用气石充气使浮游植物混合均匀并保证有充

足的溶氧,气量以不搅动桶底排泄物为准。

暋暋将实验固定好的浮游植物样品摇匀,然后用移液

枪取100毺L放入浮游生物计数框并在显微镜下计

数。测定香港巨牡蛎的壳高,随即开壳取出软体部,
在60曟烘箱中烘干48h,称其干重。

暋暋 分 别 计 算 单 位 个 体 清 滤 率 (CRind)、摄 食 率

(FRind)以 及 单 位 质 量 清 滤 率 (CRmass)、摄 食 率

(FRmass),并按以下公式进行计算[6]:

暋暋清滤率:

暋暋CRmass=(Q0—Q1)/Q0暳VS 暳(1/W)b/T,(1)

暋暋CRind=V 暳(InQ0—InQ1)/(N暳T); (2)

暋暋摄食率:

暋暋FRmass=(Q0—Q1)暳VS 暳(1/W)b/T, (3)

暋暋FRind= (Q0—Q1)暳VS/(N暳T), (4)
式中,Q0、Q1 分别为香港巨牡蛎摄食前后海水中浮

游植物细胞密(cells·L-1),Vs为实验用海水体积

(L),W 为香港巨牡蛎软体部干重(g),N 为实验牡

蛎个数,T 为摄食时间(h),b取0.62[11](b值表示体

重指数)。

1.4暋数据处理

暋暋实验数据为3个平行组的平均值,以平均值暲标

准差(mean暲S.D.)表示,用 Origin9.0 和 Excel
2010作图,数据差异显著性检验用SPSS19.0分析

(以P <0.05为差异显著性标准)。

2暋结果与分析

2.1暋对不同密度牟氏角毛藻的摄食

暋暋3种不同密度牟氏角毛藻条件下,香港巨牡蛎的

单位 个 体、单 位 体 重 清 滤 率 分 别 为 1.29~5.49
L·ind-1·h-1和0.62~1.84L·g-1·h-1(图1)。
香港巨牡蛎单位个体清滤率均表现出随着牡蛎大小

的增加而增加,香港巨牡蛎单位体重清滤率在高密度

浮游植物实验中随着体重增加而降低,但在牟氏角毛

藻中低密度条件下变化规律不明显(图1)。在3种

不同牟氏角毛藻密度条件下,密度为3暳105cells·

L-1时香港巨牡蛎单位个体与单位体重的清滤率均

达到最大(5.49L·ind-1·h-1和1.84L·g-1·

h-1)。浮游植物密度为8暳105cells·L-1时的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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巨牡蛎单位个体清滤率与密度为3暳105cells·L-1

时的实验结果相近,但单位体重清滤率降低。低浮游

植物密度(5暳104cells·L-1)时,小规格和中规格香

港巨牡蛎的清滤率与大规格相比较低(图1)。

暋暋图1暋不同规格香港巨牡蛎对3种不同密度牟氏角毛藻
的清滤率

暋暋Fig.1暋ClearancerateofChaetocerosmuelleriwiththree
differentdensitiesindifferentsizesofC.hongkongensis
暋暋香港巨牡蛎单位个体摄食率在3种牟氏角毛藻

密度梯度下,均表现出随着牡蛎个体增大而增高(图

2)。在低浮游植物密度下(0.5暳105cells·L-1)香
港巨牡蛎单位个体摄食率很低,而牟氏角毛藻密度在

3暳105cells·L-1、8暳105cells·L-1时,香港巨牡蛎

单位个体摄食率无显著差异(P >0.05),但均显著

高于低密度(0.5暳105cells·L-1)下单位个体摄食

率(P <0.05)。香港巨牡蛎单位体重摄食率表现出

随着浮游植物密度增大而升高(图2),其中在牟氏角

毛藻密度为8暳105cells·L-1时单位体重摄食率最

大(7.82暳108cells·g-1·h-1)。香港巨牡蛎单位

体重摄食率在高密度牟氏角毛藻实验中表现出随着

牡蛎个体增大而降低,但中、低密度实验并没有表现

出明显的规律。

暋暋图2暋不同规格香港巨牡蛎对3种不同密度牟氏角毛藻
的摄食率

暋暋Fig.2暋FiltrationrateofChaetocerosmuelleriwiththree
differentdensitiesindifferentsizesofC.hongkongensis
2.2暋对不同密度球等鞭金藻的摄食

暋暋香港巨牡蛎对3种不同密度球等鞭金藻的摄食,
结果表明其单位个体、单位体重清滤率分别为2.58~

8.40L·ind-1·h-1和1.18~3.17L·g-1·h-1,均
高于对牟氏角毛藻的清滤率。香港巨牡蛎对球等鞭

金藻的单位个体摄食率在不同密度条件下均表现出

随着香港巨牡蛎个体规格的增大而增加,而单位体重

摄食率的表现正好相反(图3)。在低、中、高3种密

度条件下,香港巨牡蛎单位个体和单位体重清滤率表

现为中等密度(1暳105cells·L-1)时最高,低密度

(0.5暳105cells·L-1)与中等密度(1暳105cells·

L-1)的结果相近,高密度(1.2暳106cells·L-1)时最

小。而单位个体摄食率和球等鞭金藻密度呈显著的

正相关关系(P <0.05):随着浮游植物密度增大而

明显增大(图4)。在不同球等鞭金藻密度中,不同规

格香港巨牡蛎对球等鞭金藻的单位个体摄食率和单

位体重摄食率的变化趋势与清滤率表现相似,即单位

个体摄食率随着香港巨牡蛎个体规格的增大而增加,
单位体重摄食率随着个体规格增大而降低,但不同规

格之间的单位个体摄食率差异明显低于清滤率(图3
和4)。

暋暋图3暋不同规格香港巨牡蛎对3种不同密度球等鞭金藻
清滤率

暋暋Fig.3暋ClearancerateofIsochrysisgalbanawiththree
differentdensitesindifferentsizesofC.hongkongensis

暋暋图4暋不同规格香港巨牡蛎对3种不同密度球等鞭金藻

的摄食率

暋暋Fig.4暋FiltrationrateofIsochrysisgalbanawiththree

differentdensitesindifferentsizesofC.hongkongensis

2.3暋香港巨牡蛎生物参数与清滤率的相关性

暋暋实验所用的小规格香港巨牡蛎平均壳高(最长部

分)为62.5~71.1mm,平均软体干重为0.94~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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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中规格牡蛎平均壳高为93.7~98.9mm,平均软

体干重为1.51~1.76g;大规格牡蛎平均壳高为

135.9~140.5mm,平均软体干重为2.35~2.64g。
如图5所示,随着壳高的增加,香港巨牡蛎的软体干

重也相应增加,二者间存在显著的相关性,且表现为

对数回归关系:y=2.332ln(x+2.203)-4.1(R2=
0灡9471,P <0.01)。

图5暋香港巨牡蛎壳高与软体干重的关系

暋暋Fig.5暋Relationshipbetweensoft飊bodydryweightand
shelllengthofC.hongkongensis

暋暋香港巨牡蛎的单位个体清滤率与壳高及软体干

重(g)间表现出明显的正相关性。且单位个体清滤率

与壳高间的相关性显著,P <0.01。单位个体清滤

率与软体部分干重之间的正相关性也显著,P <
0灡05。其中单位个体清滤率与壳高间的相关性显著

度略高于其与软体干重间的相关性(图6)。

3暋讨论

3.1暋不同浮游植物密度对香港巨牡蛎摄食率和清滤

率的影响

暋暋在低浮游植物密度范围内,香港巨牡蛎的清滤率

随着藻细胞浓度升高而增大:牟氏角毛藻浓度由

0.5暳105cells·L-1提高到3暳105cells·L-1时,球
等鞭金藻浓度由0.5暳105cells·L-1增加到1暳105

cells·L-1时,3种规格香港巨牡蛎的清滤率均有所

增加(图1,图3)。而当牟氏角毛藻密度由3暳105

cells·L-1上升到8暳105cells·L-1时,香港巨牡蛎

的单位个体与单位体重清滤率都随着藻密度的升高

而下降;球等鞭金藻细胞密度由1暳105cells·L-1继

续上升到1.2暳106cells·L-1时,香港巨牡蛎单位体

重清滤率受到显著抑制作用,且下降的幅度明显高于

牟氏角毛藻实验组(图1,3)。这表明在较低密度饵

料情况下,适当提高饵料密度会促进香港巨牡蛎的摄

食,但在浮游植物(饵料)密度超过某一阈值时,其清

滤率相应会受抑制,并且饵料密度越大抑制作用越明

显。这与郭华阳等[12]关于长肋日月贝对不同浓度扁

暋暋图6暋香港巨牡蛎单位个体清滤率与壳高(a)、软体干重

(b)间的关系

暋暋Fig.6暋Relationshipbetweenperindividualclearancerate
andshelllength(leftpanel)andsoft飊bodydryweight(right

panel)ofC.hongkongensis
藻清滤率的研究结果相一致。浮游植物浓度对双壳

贝类的清滤率存在较为显著的影响,对香港巨牡蛎而

言,在浮游植物(饵料)密度持续增加的过程中,由于

饵料刺激其产生的反馈机制使其在面对丰裕的食物

时并不能无限制地摄食下去,导致其会有一个对应于

最大清滤率和摄食率的中间饵料浓度[13](阈值)。在

浮游植物密度到达这一阈值之前,继续添加饵料会刺

激香港巨牡蛎的摄食,超过阈值则会表现为受抑制。
赵俊梅[14]在研究长牡蛎、紫贻贝对不同密度塔玛亚

历山大藻、裸甲藻摄食实验中发现,高密度的浮游植

物会降低双壳贝类的清滤率。但本实验中香港巨牡

蛎清滤率出现抑制时的浮游植物浓度(1暳106cells·

L-1左右)明显低于林丽华等[15]的实验结果(8.8暳
106cells·L-1),这可能与实验条件有关。已有研究

表明随着水温、盐度的增加,香港巨牡蛎清滤率均表

现为先增加后降低的特征,其最大清滤率分别出现在

水温22曟和盐度16曤时[6,13,15];本实验条件水温和

盐度分别为28曟和24曤,这种差异很可能表明环境

影响香港巨牡蛎的生理状态,另外也可能与所使用浮

游植物种类有关,因此需要根据实际环境条件进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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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入研究。

暋暋不同浮游植物密度条件下香港巨牡蛎的摄食率

变化较大,基本上随着浮游植物密度的增加而增加

(图2和4),其中从低浓度到中浓度时其摄食率基本

上按浮游植物浓度成比例增加,但从中浓度到高浓度

时其摄食率增加的幅度较小(图2)。廖文崇[13]在饵

料密度为3.5暳106~15.5暳106cells·L-1的摄食实

验中发现,香港巨牡蛎在12.9暳106cells·L-1饵料

密度条件下摄食率最大。本实验中所用的浮游植物

浓度均低于该值,因此随着浮游植物密度的增加香港

巨牡蛎的摄食率明显增加;但在高饵料浓度时增加幅

度较低,表明牡蛎在高密度条件下受生理条件限制开

始出现抑制效应。这种现象从一定程度上表明,虽然

牡蛎等被认为对赤潮有一定的控制作用[8],但在赤潮

水域高密度赤潮藻可能会显著抑制其摄食,其对浮游

植物的调控作用势必会受到影响。再者,本实验结果

显示香港巨牡蛎壳高与干重成显著的正相关性(图

5),单位个体的摄食率、清滤率与壳高、干重也有着明

显的正相关性(图6),这为通过利用较为简便且易获

取的壳高参数评估香港巨牡蛎对赤潮的控制作用以

及养殖容量等工作提供便利。

3.2暋不同浮游植物对香港巨牡蛎清滤率和摄食率的

影响

暋暋本实验结果显示,牟氏角毛藻和球等鞭金藻两个

不同的浮游植物实验组所得出的香港巨牡蛎清滤率

和摄食率有着较大的差异。牟氏角毛藻实验组所得

出的香港巨牡蛎单位体重清滤率和摄食率明显低于

球等鞭金藻实验组的结果,这与付家想等[6]研究香港

巨牡蛎对3种浮游植物摄食结果一致,表明不同种类

饵料对香港巨牡蛎的清滤率和摄食率有着显著的影

响。浮游植物是双壳贝类的主要食物,又对不同浮游

植物的滤食具有一定的选择性,不同的贝类对不同浮

游植物的摄食也存在差异[16飊17],这主要与浮游植物的

大小以及饵料质量有关[6]。本实验中的牟氏角毛藻

细胞个体较小(不含角毛),而且硅藻的细胞壁硅质化

饵料质量较低[6],导致香港巨牡蛎清滤率和摄食率明

显低于球等鞭金藻,因此不同浮游植物种类与香港巨

牡蛎清滤率和摄食率密切相关。

暋暋除浮游植物种类不同导致香港巨牡蛎的清滤率、
摄食率差异明显之外,本实验结果还发现不同浮游植

物种类实验组中,不同规格的香港巨牡蛎单位体重清

滤率和摄食率有着较大的不同。个体大小是影响贝

类清滤率和摄食率的重要因素[13,18],球等鞭金藻实

验组的结果显示,香港巨牡蛎单位体重清滤率和摄食

率随着个体规格的增大而降低(图3和图4)。这种

现象与 已 有 的 香 港 巨 牡 蛎 摄 食 部 分 研 究 结 果 一

致[6,13,19],且符合清滤率和摄食率随个体规格增大而

减小的规律,这与较小贝类个体具有较高的新陈代谢

等生理活性有关。但在牟氏角毛藻实验组中这种规

律不明显:在高密度条件下,香港巨牡蛎单位体重清

滤率和摄食率随着个体大小增大而降低;但在低密度

时规律不明显。目前关于不同个体规格对香港巨牡

蛎的摄食率及清滤率影响的研究报道很少,而且结果

仍有争议性。廖文崇[13]的实验结果显示,香港巨牡

蛎的清滤率及摄食率随着个体增大而减少,但付家想

等[6]研究表明这种规律性因所用的饵料种类而异,香
港巨牡蛎摄食不同的浮游植物时其清滤率与个体大

小之间的相互关系存在较大差异。在低密度牟氏角

毛藻实验组中,小规格个体单位体重清滤率低于大规

格个体,这与付家想等[6]对香港巨牡蛎以及王芳

等[20]对海湾扇贝和太平洋牡蛎滤水率的研究相似。
这种现象可能与牟氏角毛藻本身的细胞特征以及香

港巨牡蛎的摄食选择性有关。本实验中的牟氏角毛

藻细胞粒径虽然小于球等鞭金藻,但如果考虑其角毛

(通常为藻体的5~6倍),其细胞粒径则显著大于球

等鞭金藻,因此相对于小个体的香港巨牡蛎来说其更

易被大规格个体捕获。另外牟氏角毛藻不仅营养价

值低,且在摄食时其角毛上的倒刺可能会损害贝类腮

丝和纤毛[6],也会使小规格的牡蛎产生避食现象。在

香港巨牡蛎高强度的摄食压力下,钦州湾大规模高密

度养殖区的硅藻仍是浮游植物群落结构的重要类

群[2飊4],这可能与香港巨牡蛎的摄食选择性有关,后续

研究应该加强研究香港巨牡蛎对不同浮游植物种类

的摄食选择性。

4暋结论

暋暋香港巨牡蛎对不同浮游植物种类的摄食率差异

明显,香港巨牡蛎对牟氏角毛藻的清滤率及摄食率均

低于对球等鞭金藻的结果。香港巨牡蛎单位个体清

滤率和摄食率均随着贝类个体增大而增加,大个体牡

蛎的控藻能力更强。

暋暋香港巨牡蛎对球等鞭金藻的单位体重清滤率和

摄食率随着个体增大而降低,但香港巨牡蛎对牟氏角

毛藻的单位体重清滤率和摄食率在中等密度条件下

香港巨牡蛎具有较高的单位体重清滤率,存在饵料浓

度阈值现象。

暋暋香港巨牡蛎的清滤率和摄食率除受牡蛎个体大

小和浮游植物密度影响之外,还与浮游植物的种类、
大小、营养质量等因子密切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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