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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大型搔
区 。 的生长周期

短
、

易培养且是水生态系中的一种重要的代

表性生物 因此
,

许多国际组织, 和国家 ,

都推荐用大型搔作为生态毒理试验的试验生

物 然而
,

关于试验用的大型搔的培养方法

多为互相传授
,

在文献中很少见到系统的报

导 在许多有关大型搔毒性试验的操作规程

中
,

如世界经济发展与合 作 组 织  

出版的 “化学物质试验方法指南
” ,

只强调如

何进行毒性试验及在试验中的注意事项
,

而

对试验生物的要求只原则地提到要选用健康

的个体 因此
,

在实际操作中常常遇到一些

困难
,

由于未能获得健康的个体而影响试验

结果 大型搔也是我国北方常见的搔类 目

前国内不少科研和教学单位也开始用来作为

生态毒理研究的试验生物 本文介绍了我们

在大型搔培养实践中的经验和有关注意事项

供从事这一工作
,

特别是初次进行大型搔培

养人员参考 听介绍的方法对其它搔类如蚤

状搔 夕方 “ 产。 的培 养也 有 参考 意

义

也可以用其它品种
,

但应注意在试验中必须

采用同一个种
,

以保证获得可以比较的实验

结果

一
、

试验生物的品系

在欧洲共同体所属国家
,

用来做毒性试

验的大型搔大都来自 于 法 国
,

, 。

二
、

培养液

培养大型淡的培养液可采用处理和曝气

过的自来水 在早期的文献中
,

认为大型汤

只有在 自然水中才能正常繁殖 以后证明人

工配制的培养液同样可以长期保持大型搔峋

正常繁殖能力 人工配制培养液的化学组份

已有许多文献作了报道
,

如荷兰推荐的配方

为每升蒸馏水 中含
, ,

飞,

,  
, ,

爪
,

和 硬

度相当于 八

在配制培养液过程中必 须 注 意 以 下 条

件

—
因大型搔对铜离子敏感

,

配制时不

能接触铜质器皿
,

—
培养液中不能存在游离氯

—
推荐培养液的 值 为  士 ,

不能将大型搔从已适应的 环境中立即转

移到另一个 值相差很大的培养液中
,

要

改变培养液的 值务必缓慢进行
,

使生物

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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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适应过程 此外
,

会影响某 些化学

物质的毒性 因此
,

在进行毒性试验时应注

意 值的变化

—
较大幅度改变培养液中的碳酸盐含

量时也应同改变 值一样要缓慢进行
,

一

般每小时约更换 多 的培养液才能 使 之 较

好地适应 每次曝气的时间也应保持一致
,

以便使碳酸盐含量相对稳定

—
培养液中溶解氧应 保 持 在 外 饱

和度左右 当用藻类作为大型搔的饵料时
,

一般能较好地保持氧的条件 如用其 它饵

料
,

则培养时应曝气
,

否则将会因缺氧而使培

养物死亡

培养液最好隔天 更换一次
,

也有人认为

天换一次较好 但无论如何每天应作一次

仔细观察
,

以便及时处理所发生的异常情况

个体能够食用 大型搔的幼体也可利用水中

的微生物作食料

三
、

饵料

饵料的质量对获得健壮的培养物也是一

个很重要的因素 根据溶解氧的状况
,

可以

分为产氧性饵料和耗氧性饵料 产氧性饵料

是指各种藻类
,

应注意红藻不宜作为大型蚤

的饵料 通常用绿藻较为合适 只要培养液

有适当的光照
,

藻类可以通过光合作用为培

养液提供溶解氧
,

甚至可以使培养液中的溶

解氧接近饱和度 由于光合作用消耗二氧化

碳
,

因此水中酸碱度会有所上升
,

不过这种

变化在晚间又会恢复正常

用藻类作饵料时
,

可以用单种藻类也可

以用混合培养物
,

如栅藻和 小 球 藻 混 合使

用
,

也可与其它饵料如酵母粉相混合 还有

人提出加人植物提出液
、

果汁
、

活性污泥和

鱼类饵料提出物等
,

甚至还有加人大型蚤提

出物 各实验室可以根据具体情况试验后确

定

耗氧性饵料主要是由酵母或其它有机物

制成 使用这种饵料很容易引起水中细菌繁

殖
,

影响水质 因此
,

培养液必须充气 值得

指出的是饵料的颗粒必须足够小
,

使幼小的

四
、

大型搔从培养液中的分离

从培养液中分离大型搔时
,

往往易受损

伤
,

特别是幼体常因操作不慎 接 触 空 气 而

使身上带有小气饱
,

这种带气泡的个体很容

易死亡 这里我们推荐用两个不同孔径的尼

龙筛子分离大型搔的成体和幼体
,

效果很好

见图 当培养物倒人上面的筛子时
,

其

孔径约
,

只能让幼体通过
,

而成体

仍留在上筛
,

下面筛子的孔径较小
,

不让幼休

通过 操作时把下面筛子的三分之一高度淹

没在水中
,

从而使幼体在分离时始终在水里
,

不易受到损伤 留在上筛的大型搔母体应及

时用洗并将其冲人培养液中 成体和幼体分

开后可以用吸量管转移
,

但吸管顶端的孔径

必须能保证大型搔 自由通过 用没有刻度的

吸管转移可更容易观察试验 生物 的 健 康 状

况 幼体也可用塑料匙转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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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分离大型蚤幼体的装置示意 图

在进行 多 受影响浓度
。
试验和

其它试验时
,

为获得小于 小时龄的幼体可

按以下二次筛分法分离 经第一次筛分后
,

去除幼体
,

经 小时后再进行第二次分离

所分出的幼体皆为小于 小时龄 幼体放

置 一 小时后去除在操作过程中受 损 伤 或

死亡的个体
,

然后取健康的幼体进 行 试 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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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 了保证培养物有旺盛的繁殖能力
,

每次分

离后应留下一部份幼体以更新衰老的母体

卷 术 期

五
、

培养器皿

根据我们和许多其它实验室的经验
,

用

升烧杯进行培养比较方便 每个 烧 杯 放

一 个大型搔成体 密度太大繁殖率降

低并容易转变为有性繁殖产生冬卵 每次更

换培养液时烧杯必须洗净后再用
。

六
、

光照和温度

大型搔对温度比较敏感 培养时一般应

控制在 土 ℃
,

超过 ℃ 生长 受 明 显 影

响

关于光周期
,

欧洲共同体成员国推荐在

进行慢性毒性试验时控制光 暗为 小

时 有人发现蚤状搔 召 耐  对光

司期比较敏感
,

需要经较长时间才能适应
,

并

发现光周期能影响某些化合物的毒性 但大

型搔是否对光周期敏感尚未见报导 鉴于大

型搔和蚤状搔二者很相似
,

因此
,

在进行慢性

毒性试验时应调节合适的光周期

 叫

七
、

培养生物的健康状况

试验生物的健康与否将直接影响毒性试

验结果 有时大型搔体色呈灰白
,

多因微生

物寄生所致
,

表示健康状况不良 这些大型

搔不会立即死亡
,

但繁殖率很低 如用这样

生物进行试验将不可能获得好的试验结果

在培养过程中
,

最重要的是每天应进行

认真的观察 一个有经验者可以很快发现培

养物所发生的异常情况 最明显的是健康的

个体有很高的繁殖率 在欧洲共同体的有关

操作规程中指出每个正常的大 型 搔 在 天

培养中至少要繁殖三次
,

产仔 个 通常繁

殖三次可产仔 个
,

最多达 个 健康的

成体呈暗红色并进行频繁和规则的运动 不

健康的个体常呈灰色
,

活动滞呆
,

很容易用吸

管捕捉到

在培养过程中
,

如果发现生长不良或被

细菌感染
,

可用以下几种方法处理

从其它实验室重新引人健康的个体进

行培养 在此情况下必须了解该实验室的有

关培养条件 根据我们的经验
,

保持好的培

养条件
、

每天清除不健康的个体对维持大型

搔旺盛生长是十分必要的
,

否则 , 一 周后全

部培养物体质就会变差

选出一些外观健壮的个体
,

并分别单

个放入小烧杯中培养
,

每天记录新生幼体的

数 目
,

培养 一 天
,

选择繁殖率最高的一

组继续扩大培养

对染菌的培养物可以用化学品迸行治

疗
,

常用的有三种药物

 亚甲基蓝
,

配制 务 亚甲基 蓝 水

溶液作贮液
,

再将贮液稀释 倍作为工作

液 然后将大型搔筛出放入亚 甲基蓝的稀释

液中
,

处理 分钟后取出
,

继续培养

 链霉素
,

先配成 的贮液
,

再取

创 贮液稀释到 升 即 , 灯 作为工 作

液
,

放人培养物
,

处理 小时后继续培养

甲醛
,

配制 隽 【溶液
,

处理

小时

经药物处理后
,

第一代幼体不宜用来做

毒性试验
,

可留种进行繁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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