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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虾养殖生态系不同粒级浮游生物

    呼吸率和初级生产率测定

刘国才1，李德尚1，董双林1

(1．青岛海洋大学 水产学院，山东 青岛 266003)

摘要：1997 年 6～8 月于山东省海阳市黄海集团公司养虾场，用 5 个实验围隔研究了

对虾池不同粒级浮游生物的呼吸率和初级生产率．结果表明：(1) 小型、微型及超微

型浮游生物的呼吸率平均分别为 0．07，0．38 及 0．31 m g／(dm 3·d)，占各粒级浮游生

物总呼吸率的9％，50％及 41％．小型、微型及超微型浮游植物的生产率平均分捌为

0．04，1．26 及 0．15 m g／(dm 3·d)，占相应粒级浮游植物总生产率的 3％，87％及

10％．各粒级浮游生物呼吸率占相应粒级浮游植物生产率的比例为：小型浮游生物

175％；微型浮游生物 30％；超微型浮游生物207％．(2)小型浮游动物、超微型浮游动

物(含细菌)的呼吸率显著高于相应粒级浮游植物呼吸率，微型浮游植物的呼吸率明

显高于微型浮游动物呼吸率．不同粒级浮游植物呼吸率的大小顺序为微型、超微型、

小型，不同粒级浮游动物呼吸率顺序为超微型(含细菌)、微型、小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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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水域生态系统浮游生物的呼吸率和初级生产率是该系统结构、功能及运转状况的重要表

征．不同粒级浮游生物的呼吸率和初级生产率有所不同．天然水体不同粒级浮游生物此方面的

研究已有报道‘1，21，但养虾池分粒级研究浮游生物呼吸率和初级生产率的工作尚未进行．为了

阐明虾池养殖生态系物质循环的内涵，正确评价不同粒级浮游生物呼吸率及初级生产率的相

对贡献，笔者于1997年6～8月，采用围隔实验生态学方法，通过不同粒级滤过液的原位培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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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了虾池小型、微型及超微型浮游生物的呼吸率和初级生产率

2 材料和方法

2．1 实验围隔及管理

    实验采用25 m 2(5 m ×5 m )的陆基围隔．以高密度两面涂塑的聚乙烯编织布做围隔幔，围

隔幔下部埋入池塘底泥0．5 m ，以木桩和青竹为支架架设于池塘中(围隔内水深 1．0 m )．为模

拟池塘水体的自然涡动混合，在围隔中间架设一台90W 微型叶轮式搅水机，每天在早、中午各

搅水 0．5 h．

    本研究采用了对虾单养(Y 4)、对虾一扇贝(Y 5)、对虾一缢蛏(Y 6)、对虾一罗非鱼(Y 7)、对

虾一罗非鱼一缢蛏混养(T 5)5 个实验围隔．各围隔对虾放养密度均为 7．2 个／m 2．前 3 种混养

模式围隔中扇贝、罗非鱼及缢蛏的放养密度依次为 1．54，0．24 及 20 个／m 2．对虾一罗非鱼一

缢蛏混养围隔罗非鱼、缢蛏的放养密度为0．12 及 10 个／m 2．罗非鱼均在设于围隔中的网箱中

圈养．养殖期间仅为对虾投喂人工饲料，两个饵料台分别设在围隔两对角位置，每天投喂4 次，

混养生物不专门投喂，仅以腐屑及浮游生物为食．各围隔均在放养前施足基肥(鸡粪)，以培养

饵料生物，放养后根据水体透明度、叶绿素 a及营养盐情况适当追施化肥．

2．2 不同粒级浮游生物的呼吸率和初级生产率

    参照W illiam s[3j对海水实验围隔不同粒级浮游生物呼吸率和初级生产率的研究方法进行．

    取实验围隔中层(0．5 m )水样，经 200，20 弘m 筛绢网及 3 肚m 滤膜过滤(3 btm 滤膜过滤需

低度真空)[3]，将各粒级同一次过滤获得的滤液分别置于250 cm 3暗瓶和白瓶中，在各取样围

隔原位(0．5 m )挂瓶培养24 h．不同粒级滤过液装瓶时初始溶氧浓度基本一致并进行零时间

瓶溶氧的测定．培养24 h 后，测定实验瓶溶氧，椐以计算出小于200，20 及 3“m 浮游生物呼吸

率及初级生产率．再由差减法计算出小型(200～20 肛rn)、微型(20～3 弘m )及超微型(< 3 btm )

浮游生物呼吸率及初级生产率．

    浮游生物群落呼吸商(R Q )及浮游植物光合作用光合商(PQ )值均按 1计，依 1 m g 0 2等

于0．375 m g C【41将氧量转化为碳量．

2．3 不同粒级浮游植物叶绿素 a含量

    取实验围隔中层(0．5 m )水样，经 200 ，20 btm 筛绢网及 3“m 滤膜过滤，收集各粒级过滤

液，按海洋调查规范测定不同粒级过滤液浮游植物叶绿素a含量．

3 结果

3．1 不同粒级浮游生物呼吸率和初级生产率

    研究期间各实验围隔不同粒级浮游生物呼吸率和初级生产率的测定结果见图 1．由图 1

看出，不同实验围隔、不同测定时问各粒级浮游生物呼吸率及浮游植物初级生产率均有一定差

别 ．7 次测定 5 个实验围隔不同粒级浮游生物呼吸率[m g／(dm 3·d)]的平均值分别为小于 200

pm ，0 ．76 ±0．44；小于 20 Fm ，0 ．69 ±0．34 和小于 3 肚m ，0．31 ±0．18，相对 比例为 1：0．91 ：

0．41；浮游植物生产率[m g／(dm 3·d)]的平均值分别为小于 200 扯m ，1．45±0．52；小于 20 vm ，

1．41±0．39 和小于 3 ／zm ，0．15 ±0．04，相对比例为 1：0．97：0．10；各粒级浮游生物呼吸率占相

应粒级浮游植物生产率的比例平均为小于200 弘m ，52％；小于20 弘m ，49％和 3“m ，2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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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各实验围隔不同粒级浮游生物的呼吸率(cR )及浮游植物的生产率(GP)

    由上述 3 粒级实际测定浮游生物呼吸率及初级生产率值，通过差减法，可计算出小型、微

型及超微型浮游生物呼吸率分别为 0．07，0．38 及 0．31 m g／(dm 3·d)，相对比例为 1：5．43 ：

4．43．分别占各粒级浮游生物总呼吸率的 9％，50％及 41％；小型、微型及超微型浮游植物生产

率分别为 0．04，1．26 及 0．15 m g／(din 3·d)，相对比例为 1：31．50：375，分别占各粒级浮游植物

总生产率的 3％，87％及 10％．各粒级浮游生物呼吸率占相应粒级浮游植物初级生产率的比

例为：小型 175％；微型 30％；超微型 207％．假定浮游植物呼吸率为其生产率的20％L4 J，则可

分别计算出不同粒级浮游植物、浮游动物及细菌的呼吸率(表 1)．

表1 不同粒级浮游生物的呼吸率[m g／(dm3·d)]

P ．浮旖植物，Z ．洋褥动物，B ．浮游细菌．

    由表 1看出，小型浮游动物、超微型浮游动物(含细菌)呼吸率显著高于相应粒级浮游植物

呼吸率；微型浮游植物呼吸率明显高于相应粒级浮游动物呼吸率．不同粒级浮游植物呼吸率顺

序为微型大于超微型大于小型，相对比例为 1：0．12：0．04；不同粒级浮游动物(超微型浮游动

物中含细菌)呼吸率顺序为超微型(含细菌)大于微型    表2 1997年6月15 日Y5，Y6，Y7

大于小型，相对比例为1：0．46：0．21．    围隔的叶绿素a (Pg／dm3·d)

3．2 不同粒级浮游植物叶绿素 a浓度

    研究期间实验围隔不同粒级浮游植物叶绿素a浓

度的测定结果见表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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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期I司实验围隔叶绿素浓度为13．91- 46．16 ”．g／dm 3．

    由表 2，3 可知，不同粒级浮游植物叶绿素 a含量(}tg／dm 3)平均分别为小于 200 扯m ，14．77

±9．07；小于20 肛m ，14．33±9．06 和小于 3 肛m ，1．51±1．33，占各粒级浮游植物总叶绿素 a含

量的比例分别为 100％，97％及 10％．由上述 3 粒级浮游植物叶绿素 a含量，通过差减法可计

算出小型、微型及超微型浮游植物叶绿素 a含量分别为 0．44，12．82 及 1．51 p．m ／dm 3，占各粒

级浮游植物总叶绿素 a含量的比例分别为 3％，87％及 10％．

4 讨论

    虾池水体 20 p．m 孔径滤过液排除了挠足类、枝角类、绝大多数轮虫和多数原生动物，保留

了较小个体原生动物、大部分浮游植物及几乎全部的细菌．滤除了20 肚m 以上浮游动物，使浮

游生物群落呼吸率减小，但同时也由于浮游植物和细菌被滤食机会减少，因而浮游植物、细菌

数量增加，又能使群落呼吸率增大．可见，小型浮游动物对浮游生物群落呼吸具有双重影响．在

本研究条件下，排除小型浮游动物后，浮游生物群落呼吸率与不排除下的小于200 ram 浮游生

物群落呼吸率相近，说明排除小型浮游动物引起的对浮游生物群落呼吸的正负影响相抵．另一

方面，由于虾池浮游生物群落呼吸最主要贡献者是微型及超微型浮游生物(占浮游生物群落呼

吸率的91％)，小型浮游生物呼吸率很小(仅占浮游生物群落呼吸率的9％)，因而排除与保留

这部分浮游生物对浮游生物群落呼吸影响不大．比较而言，小于 20 扯m 浮游生物呼吸中，微型

浮游生物呼吸贡献较大，占各粒级浮游生物呼吸率的50％，其次是超微型浮游生物，占41％．

    W illiam s[3]通过对海洋实验围隔不同粒级浮游生物呼吸的研究后发现，小于 l tam 粒级浮

游生物的呼吸率占浮游生物呼吸率的50％．虾池水体研究情况与此差别很大，其原因在于自

然海水营养基质贫乏，细菌个体微小[3]，1 肚In 滤过液中保留了绝大多数细菌并极大程度地排

除了细菌的主要摄食者——异养鞭毛虫11|，所以，自然海水 1 肛m 滤过液培养期间(8～24 h)细

菌数量显著增加，相应的细菌呼吸率也明显增大[1，3|．养虾池由于饵肥的不断投入，浮游植物

生产量高，细菌营养条件好，个体体积显著大于自然海水，因而虾池水体 1 肿 滤过液将排除

了许多细菌 ．3 肛m 滤过液经镜检计数可保留多数细菌，但 3 肛ITI孔径也使得一些摄食细菌的

异养鞭毛虫通过【5]，滤液中鞭毛虫对细菌的摄食作用可能会直接影响到细菌等超微型浮游生

物代谢．由实际研究结果看出，小于3 肚m 鞭毛虫摄食作用占细菌生产量的 17％[6]，如果校正

细菌被摄食部分的呼吸损失，则超微型浮游生物的呼吸率(最主要为细菌呼吸)占浮游生物群

落呼吸率的比例将有所增加．

    虾池水小于 3 弘m 浮游生物的呼吸率是小于 200“m 浮游生物呼吸率的 41％，与国内淡水

池塘测定结果：小于 4～5 肚m 浮游生物呼吸量是原池水的 48％[7 3十分接近．

    湖泊生态系统近一半的自养初级生产来源于超微型浮游植物[8|，海洋自养生产大部分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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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于小于1 肛m 浮游植物[9，10]，淡水养鱼池超微型浮游植物生产起着相当大的作用(18％～

68％)【111．虾池浮游植物生产主要来源于微型浮游植物(87％)，小型浮游植物生产贡献很小

(3％)，超微型浮游植物生产仅占10％．看来，虾池水体生态系统浮游植物自养生产与湖泊、海

洋及淡水池塘等生态系统的自养生产有着不同的粒级特性．

    本研究实验围隔中浮游植物叶绿素浓度(13．91～46．16 ,urn ／din 3)低于传统养鱼池(62．5

～127．3 pm ／dm 3)tn 3，叶绿素a浓度(0～3．80 弘m ／dm 3)也低于传统养鱼池(2．1～14．1 弘m ／

dm 3)u 0I，超微型浮游植物生产率占浮游植物生产率的比例(10％)也显著少于传统养鱼池

(18％～65％)u1|，但浮游植物净生产率 1．16 g／(m 2·d)却与传统养鱼池 0．53～1．94 g／(n12·

d)[111相近．

    虾池超微型浮游植物叶绿素 a 浓度占各粒级浮游植物总叶绿素 a 浓度的 10％，处于

Stockner[12]对部分海洋及淡水水域研究结果(6％～43％)的较低水平．

    小型、微型及超微型浮游植物光合作用同化系数(各粒级浮游植物生产率除以相应粒级叶

绿素 a浓度)有随浮游植物粒级减小而呈现逐渐增加的趋势，这与小个体浮游植物表面积／体

积比值大，单位生物量细胞光合效率高、生产率大有关．小于 200 p．m 和小于 20“m 粒级浮游

生物的呼吸率约为相应粒级浮游植物毛生产率的一半，说明两粒级浮游植物生产可满足各粒

级浮游生物呼吸的需要，惟小于 3 肚m 粒级浮游生物呼吸率显著高于小于 3 v．m 粒级浮游植物

生产率(207％)，说明超微型浮游植物生产不能维持超微型浮游生物呼吸需要，其呼吸消耗尚

需由3 肛m 以上粒级浮游植物生产来供应．可以推想人工饵料及死亡浮游生物细胞释出的溶

解有机碳(D O C )也是超微型浮游生物的重要营养来源．

    小型浮游生物呼吸率也高于相应粒级浮游植物生产率(175％)，小型浮游生物群落呼吸所

需有机基质也需以小于20 肚矗浮游植物及外来有机碳的补充．相对而言，微型浮游生物呼吸

率小于微型浮游植物生产率(呼吸率为生产率的 30 ％)，微型浮游植物生产除提供小型、微型

及超微型浮游生物呼吸消耗外尚有所剩余[0．05 m g／(dm 3·d)，40％]供其他异养生物生长繁殖

及呼吸需要．因此，微型浮游植物生产在维持整个系统有机碳的供给上有着尤其重要的作用．

    另需说明的是，水域生态系统中各粒级浮游生物呼吸及生产对浮游生物群落总呼吸与生

产的相对重要性不是衡定的，而是随着周围环境因子的变化而变化．据研究，淡水养鱼实验围

隔浮游植物呼吸率占浮游生物群落呼吸率的40％～70％，而细菌呼吸仅占20％．无鱼实验围

隔，由于没有摄食大型浮游动物的鱼类，造成浮游植物生物量下降，此时大型浮游动物呼吸占

20％，细菌呼吸占70％u 3|．在湖泊中，细菌呼吸占35％～70％，大型浮游动物占2％～12％，浮

游植物加小型浮游动物(包括鞭毛虫)占26％～58％，浮游细菌在湖泊中呼吸平均占55％，在

有鱼时占33％，有鱼而有外来营养物质输入的围隔占 43％[13 J．w illi锄 s【2J对海洋浮游生物群

落代谢的研究表明，微生物(细菌和鞭毛虫)呼吸占浮游生物呼吸的绝大部分．另据报道，细菌

及微型浮游生物呼吸相对大小与有机基质 C／N 比有重要关系，当c／N 比较低时，细菌的呼吸

(矿化)作用最重要，C／N 比为 11：1 时，细菌及微型浮游生物呼吸(矿化)作用同等重要，而当

c／N 比升至 18：1 时，微型浮游生物呼吸(矿化)作用占到 100％【1 J．虾池浮游植物生产量高，饵

肥投入量大，新生腐质浓度高，其 C／N 比应较小，研究期间各实验围隔悬浮颗粒有机物质 C／N

比平均为6．37±1．07[14 J，因而虾池细菌对腐质碳的矿化作用应是非常重要的．由本研究实验

结果看出，超微型浮游生物(主要为细菌)呼吸率为 0．31 m g／(dm 3·d)，占虾池小于 200 btm 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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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生物群落呼吸率的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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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ze-fractionated plankton respiration and phytoplankton

    production rates in shrim p culture ecosystem s

LIU Guo-cail，LI De—shan91，DON G Shuang—linl

(1．Fishemes College，Ocean Um vers￡ty of Qzngdao，Q,ngdao 266003，Chin a)

A bstract：Size-fractionated plankton respiration and phytoplankton production rates  in shrim p culture ecosystem s

w ere studied w ith five experim ental enclosures  from  June to A ugust 1997 in the shrim p farm  of the H uanghal Fish—

eris Corporation in Shandong Province，China．The results show  that(1)the average respiration rates of the plankton

of m icro-，nano- and pico- plankton are O．07，0．38 and 0．31 m g／(dm 3·d)，w hmh are 9％，50％ and 41％ of the

sum  of each sized plankton．T he phytoplankton production rates of m icro-．nano- and pico-phytoplankton are 0．04，

1．26 and 0．15 ra g／(din 3·d)，w hich are 3％。87％ and 10％ofthe sum  of each sized phytoplankton．T he ratios of

the res piration rates  of different sized plankton to corresponding sized  phytoplankton production rates are：m icr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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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5％；nano-，30％；pico -，207％．(2 ) the respiration rates  of zooplankton of m icro-and pico- (contm ning bacteria)

are higher than those of the corresponding sized phytoplankton，w hile the respiration rate of nano—phytoplankton is

higher than that of nano-zooplankton．T he sequence of the respiration rates of different sized phytoplankton is nano-

greater than pico- greater than m icro-，and the order of the respiration rates of different sized zooplankton is pico -

(containing bacteria)greater than nano-greater than m icro-．

K ey words：shrim p culture ecosystem ；diff erent sized plankon；respiration rate；phytoplankton production rat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