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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要 本文在 室内模拟 自然水温研究了东湖透 明薄皮 搔 (Leptodora Kindti)对优势枝 

角类短尾秀体搔(Diaphanosoma brachyurum)和微型裸腹搔(Moina micrura)的捕食效率。实 

验结果表明，在l7_c和21_c时透明薄皮 潘对短尾秀体}蚤的捕食率系数(predation rate coeffi— 

cient)或称滤过率(clearance rate)分别为15．9和18．2mL predator day 。17℃时透 明薄皮 搔对 

散型裸愎搔的捕食率系数为30．1mL predator day 

不同的猎物密度对捕食率系数亦有影响。在l7_c，当猎物密度从20~nd mL-’增为80~nd 

mL叫时，透明薄皮 淹对裸腹 搔的捕食率 系数则从3O．1mL predator day-1下降为15．1mL 

predator day ，对短尾秀体 搔的捕食率系数亦从15．9mL predator day 降为7．8mL preda— 

tor一 day一 。 

／  

关健调 透明薄皮 搔 捕食效率 东湖 
一 ，一 ，一  

透明薄皮搔是一种大型肉食性枝角类，主要分布在大中型湖泊的敞水区，有规律的昼 

夜垂直迁移 一般畏忌强光。由于其独特的发育方式和肉食性，因此对于它的种群生态、生态 

能量学及其休眠卵的分布等均有较多的研究[ “ ” ]。关于它的捕食效率亦有许多学者 

进行过较为详细的报道H “ 。 

武汉东湖是长江中下游一个中型浅水湖泊，据长期动态监测表明透 明薄皮 潘通常5月 

开始出现，夏末和秋初为高峰期，冬季很少 黄样飞等口 曾对它的种群生态进行了较为详细 

的研究，但尚未对其捕食作用加以论述，为了进一步探讨东湖枝角类种类演替和数量变动的 

规律及浮游生物各 营养级 间的能流动态，本文对透 明薄皮 搔的捕食效率进行了实验室观 

察，以积累浮游动物生态学方厩的资料。 

一

、 材 料 与 方 法 

1．透明薄皮 搔、短尾秀体 潘和微型裸腹 搔均采自东湖 ．采获后经解剖镜下鉴定井选取 

附肢完好 ，活泼体健的正常个体作为实验材料。 

2．将已测量体长的20个短尾秀体 潘或微型裸腹 潘与2个透明薄皮潘一并放入装有 

100mL过滤湖水的烧杯内，同时另取两个装有同样数量过滤湖水和同样数量的短尾秀体搔 

@ 已调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南海水产研究所(广州 510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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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做型裸腹 潘的烧杯作 为对照，以观察实验过程中短尾秀体 潘或微型裸腹 潘的自然死亡情 

况 。然后将各烧杯均移入 自控光照培养箱内，调节温度至采集透明薄皮 潘时的水温(17 C或 

21 C)，调节光照强度为8001 ，实验时间为10—12h，连续观察其死亡情况。实验结束后，立即 

用4 的中性福尔马林溶液固定，然后在解剖镜下计数各样本中短尾秀体 淹或微型裸腹 潘 

的数量。样本中若发现秀体 潘或裸腹 潘的死亡躯壳时也算作是被透明薄皮 潘捕食的数量。 

因为透明薄皮 淹是靠吮吸猎物体液方式摄食的[ ]。 

3．计算公式 根据 Have1(1 985) 等所用的公式进行计算： 

K = 一 lnP丌r／P~ 

其中：K ：捕食率系数，亦称滤过率(mL predator day )，P，、P =实验前 、后短尾秀体 潘 

或做型裸腹 淹的密度(ind．mL )，X 一捕食者密度(ind．mL )，T=实验时间(day)，该公 

式应用条件为假定捕食者的捕食强度是稳定的 

二 、结 果 与 讨 论 

(--)透明薄皮 匮对两种枝角类的捕食率 

实验结果表明，在17 C和21 C时 ，透明薄皮 潘对短尾秀体 潘的捕食率系数分别为15．9 

mL predator day 和18．2YnL predator day～。即随温度升高． 值增大}而对微型裸腹 

淹的捕食率系数在17 C时就达30．1 mL predator day (见表1)。显然透明薄皮 潘对做型 

裸腹 潘的捕食力明显高于对短尾秀体 潘的捕食力。这是由于透明薄皮 潘对枝角类的捕食强 

度主要取决于猎物的运动能力。而秀体潘第一触角十分发达．其运动能力比裸腹 疆要大得 

多，因此 ，躲避捕食者能力强 ，从而不易被透明薄皮 潘捕获。另一方面猎物个体大小也在一 

定程序上影响捕食者的捕食强度 。做型裸腹 潘实验个体平均体长要 比秀体 淹小，因此当捕 

食者在同样条件下捕食这两种猎物时就会优先选择个体较小的裸腹 潘 ”]。此外，猎物个 

体的色泽明亮度，壳瓣柔软性等方面的差异亦能导致被捕食效率的不同【”]。 

表1 透明薄皮 疆对两种枝有类的捕食率系数 值 

Tab．1 The predation rate coefficients of Leptodora kindti On tWO COt／It／Ion eladoceras 

度 l 措精种类 l 平均 I 嘶 l 验攻散 
短尾 秀体 潘 1．21 

0．85 

1．21 

15．9士 2．0 

30．1士 4．B 

18．2士 7．1 

徽型棵噍 j蚤一 

21 l 短尾秀体 强 

* Diaphanosoma brachyurum． * *M oina micrura． 

Havel E 曾研究了Mendota湖透明薄皮潘 对 Daphnia relrocur~a的捕食率，其捕食率 

系数为13．1—87．5mL predator day～，平均为5O．3mL predator day～，其值 比本实验结 

果要大一些，这是由于猎物种类及实验温度等实验条件不同所致，但两者基本趋势是一致 

的 。 

Mordukhai—Boltovskaja(1958，1960) ” ‘ 的研究表明5--6ram 长的透明薄皮 潘每天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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吃食3o个 polyphemus pediculus【最大体长1．5ram)；对混 合浮游动物的捕食在1O一15 c， 

1 5—20c，2o一25 C温度范围内捕食率分别 为16、25和30prey predator day～，均高于本实 

验结果，同时也明显地可以看出在1O一25 c范围内，其捕食率随温度升高而增大 。 

透明薄皮潘的大小与捕食率间表现出一定的相关关系．但并没有显著性差异(表2)。当 

其体长小于4—5mm时， 值较小}而大于4—5mm时 值相差不大。这与Havel的研究结 

果基本吻合。他指出捕食者的长度和密度并不影响透 明薄皮 潘的个体捕食率。不过根据本 

实验结果，这里应指出的是这一结论的应用范围应限于捕食者体长不小于4—5mm范围。 

表2 透明薄皮 潘体长与 值的关系(17 c) 
Tab．2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body length 

with K ·value (at 17C．1lle~n body 

length 0l prey 1·21mm )。f leptodo· 

ra kindtj 

体长组(ram) 值(mL pred_ day一 ) 

11．2 

1 6．3 

1 8 

1 ．1 

表3 透明薄皮潘对不同密度猎物的 值(17 C) 
Tab．3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preda· 

tion rate coeffieients (K—values) 0f 

Leptodora kindti on two cladoceras 

with their densities(at 17 C) 

猎物种类 音钧毒窿(iDd．L-1】 (mL州 一 dq ) 

I矗尾秀悻搔 2∞ 1 5．9 

(f d∞州口 ， r拼 ) 800 7．8 

散型裸鹿 搔 2∞ 30．1 

c J wⅢ r帅 ) 800 1 5．1 

虽然在一定范围内捕食者的密度不影响其个体捕食率 ，但猎物密度的变化是否会影响 

其捕食率呢?为此，设计了两组不同的猎物密度来观察其捕食率的变化(见表3)。实验表明， 

当猎物密度增大4倍时，透明薄皮潘的捕食率系数则随之减ibl倍。 

这一结论为解释湖泊生态系统中枝角类的种类演替提供了一定的理论根据。它说明+当 

湖泊中枝角类密度较低时，透明薄皮 潘的捕食率系数则较大．因此其捕食作用能有效地控 

制枝角类的种群数量 ；而当枝角类密度达到一定数量时 ，则透明薄皮 潘的捕食率系数降低， 

从而其捕食作用对枝角类种群仅能表现出一定的限制作用而不能表现出有效的控制作用 

这里应特别指出的是本文得到的透 明 薄皮 ?tx~两种枝角类的捕食率系数是从实验室 

得到的。而透明薄皮 潘在烧杯 内捕食和在湖泊中的捕食显然是有差异的，因此得到的两种 

捕食率系数仅对这两种枝角类有比较意义，而其与在湖泊中的捕食率系数比较有待今后进 
一 步的研究。 

(二)东湖透明薄皮j蚤与枝角类间的能流动态 

在浮游生物食物链中．肉食性的浮游动物对藻食性或杂食性的浮游动物的捕食作用在 
一 定环境下是不可忽略的[3,6．t43。 

东湖透明薄皮潘在整个浮游生物群落中对小型枝角类的捕食力究竟有多大?对此可利 

用室内实验得到的透明薄皮 潘对两种枝角类的捕食率系数从理论上进行初步的评佶。 

根据东湖1 989年的监测资料，透 明薄皮 潘的出现期为6个月，即6一¨月．在8一u月初 

数量最高．在¨月初竟高达340ind．m～，在整个出现期其平均数量为168ind．m-3~根据本实 

验结果．取透明薄皮潘x~fb型枝角类的捕食率系数为23．6mL predator-1day-1(对两种枝角 

类的平均值．因在6一u月，东湖这两种枝角类几乎占了总量的90 以上)，小型枝角类的能 

量值取22798 J gdwt ，则得到东湖透明薄皮 搔对小型枝角类的捕食能为2．sJ m day 

即东湖每lm。水中的透明薄皮 潘每天从小型枝角类中获得2+5J的能量 ，占小型枝角类现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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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的0．6 。取透明薄皮 潘的能量值为22384J gdwt ，则得其浮游期的现存量为5 6．1J 

m ～
。而其 日摄食量(daily food ratlon)C占其体重的3o ．因此东湖透明薄皮 潘的日摄食 

量 C一16．8J170． 而每天从小型枝角类获得的能量仅为2．5Jm_’。因此 ，作者认为东湖透 明 

薄皮潘不仅捕食枝角类，而且还捕食了其它微型水生动物。当然由于文中估算是以室内捕 

食率系数为基准的．这与 自然生态环境间有一定的差异，因此东湖浮游动物间能流动态还有 

待今后进一步研究。 

(三)透明薄皮 j蚤的捕食对其它枝角类种群的彤响 

De Bernardi等1 曾研究了意大利北部的 Lago Maggiore湖泊中透明薄皮 搔的捕食对 

潘(Daphnia)和秀体 潘竞争作用的影响。他认为秀体 潘种群只有在 潘固被透 明薄皮 潘和 

Bythothephes捕食而数量减少后才能增长．即捕食作用明显地影响到枝角类的种类演替。他 

进一步研究发现透明 潘种群在春季密度上升 。而随着透明薄皮 潘密度的增加而在夏初迅速 

下降这种灾难性变化是由于其仔潘死亡率增高所致。即说明透明薄皮 潘的捕食效应为优先 

选择 Daphnia的仔 潘0 。这与本实验的优先选择运动缓慢个体这一结论相吻合。 

东湖的透明潘在春季密度增加，而在夏初迅速下降代之以秀体 潘和裸腹 潘种群。以往 

曾有人认为在这种种群竞争、演变过程中，透明薄皮潘的捕食起了很大的作用，但据本实验 

结果看来，近几年由于东湖透明薄皮潘的数量不大，对小型枝角类的捕食能所占比例不到 

1 。因此，对枝角类种群变动并没有起决定性的控制作用，而只在一定范围内起一定程度的 

限制性作用。而东湖枝角类的种群变动主要受鱼类捕食及食物竞争等其它因子的影响(另专 

文论述)。 

尽管如此，透明薄皮潘的捕食效应依然是不容忽略的。当它的种群密度达到一定数量 

时 ，便会对枝角类种群变化产生较大的限制作用甚或决定性的控制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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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EDATIoN oF P DDD足A |『ⅣD |r FoCKE (CRUSTACEA， 

CLADoCERA)oN D|『AP日AⅣDSD』lfA 足AC日yU足U』lf AND 

f̂o．『ⅣA f̂，C足U足A IN DoNGHU LAKE，W UHAN 

L Chunhou~ Huang Xiangfei 

(I~litute of H婶 mbl 。 -Academia Sinica，Wufian 430072) 

Abstract 

The experiments of predation of Leptodora kind~'on tWO common cladoceras， 

Diaphanosoma brachyurum and M m'na micrura were carried out in Donghu Lake．Predation 

rate coefficients(Clearance rates)were 15．9 mL predator day at 17hc，18．2 mL preda— 

tor一 day一 at 21℃ on Zh'aphanosoma brachyurum respectively，K -value was increased with 

temperature．Predation rate coefficient was 30．1 mI predator一 day一 at 17℃ on M oina 

micrura．K ．value of Leptodora kindti on M oina micrura was much higher than that of on 

Diaphanosoma brachyurum．The experimental volum (density of prey)also affected preda· 

tion rate coefficients．The bigger the experimental volum ，the higher the K —value． 

Energy flow dynamics of Leptodora kindti in plankton community in Donghu Lake 

were also studied．Energy of predation of Leptodora kindti on micro-cladoceras was 2．5 J 

m一 day～ in Donghu Lake． 

The relationships between predation of Leptodora kindti and population change dy- 

namics of micro—cladoceras were discussed． 

Key words Leptodora klndti， predation， Donghu Lak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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