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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部底栖生物调查工具磨形

套筛和淘洗分离器

刘 泉 顺

(国家海洋局第三海冲研歹甜歹f
,

厦门 )

、

底栖生物磨形套筛

底栖生物磨形套筛足为了防止泥样冲洗过程中产生的生物流失现 象而设 目的
.

底栖生物磨形套筛由三个圆形套筛和 中间支架组成 (图1)
.

底 层套筛口径大于 上
‘

},

两层套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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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体高度 9 0c m
.

各套筛筛网 口径自上而下分别为 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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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m m
.

底 层 套

筛装 1个出水管
,

该管出水 口下方放 l个筛网孔径为。
.

sm m 的套筛
,

配备分叉水管 (图 2 )
,

分叉水管一端具阀门A和蜂窝喷头的喷水枪
;
分叉水管的另一分又接阀 门B和消防水 管 活

动接头
.

在淘洗分离时将使用此分叉
.

阀门A

蜂窝喷头

肖防管接头

阀门B

图 1 磨形套筛组合图 图2 分叉水管

与方形套筛相 比
,

圆形套筛加工工艺简单
,

结构紧密牢固
.

它避免 了方筛存在的四个

死角
,

余渣在圆筛中能随水流旋动
.

有利于保护标本的完整性和加快泥样冲洗速度
.

在三层套筛中
,

整体成磨形
.

其 目的在于收集上两层套筛在泥样冲洗过程 中溢出的水

体
.

底层套筛的出水管同样起着 防止生物流失 的作用
.

当该层套筛的筛网被堵塞时
,

筛里

的水将通过此管流入出水管下方的套筛
.

流出水体
,

补的生物将被截留在此筛
「

}
,

.

通过上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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装性
,

可达到防止生物流失的效果
.

中间支架是为排除中底层套筛的堵塞现象 而设计的
.

当底层套筛出现堵塞时
,

可直接

川喷水枪通过支架下方 间隙往 i亥层冲水
,

把堵塞物冲散
,

使水流畅通
.

当中层套筛出现堵

塞时
,

喷水枪可伸至中层套筛筛网下方向上反冲
,

这样就可以在不搬动套筛的情况下时及

排除堵塞
,

减轻劳动强度
,

提高冲洗效率
,

阀门和蜂窝喷头的喷水枪 旨在克服因水压过大而 冲坏标本等弊端
.

备套筛由筒部
、

筛网和座部组成 (图 3 )
,

筛网用铁线绕扎固定在筒部
,

座部的支撑架

起着保护筛网的作用
.

筒部与座部用螺丝固定
.

在海上调查时
,

万一筛网破裂
,

可以随时

拆开
,

更换新筛网
,

保证海上调查 工
‘

的顺利进行
.

:

任多
一

.

简·

筛网

颧率‘
座部 }}}}}

图 3 套筛分解日 图 4 淘洗分离器

二
、

底栖生物淘洗分离器

底栖生物淘洗分离器是在简易淘洗法
L ’〕

现场试验的基础上提 出米的
.

底栖生物 淘洗

分 离器 (图 4 ) 为立式漏斗底圆简
,

出水管设有水位调节器 (图 5 )
.

出水管下方放个 网目

为o
.

sm ln
的套筛

.

进水 !J (也是排渣口 ) 设在锥底偏离中心的切线位置上
,

进水 口外缘焊

个消防管接头
.

与磨形套筛配备的分叉水管配套使用
.

内转简 }}}}}
分分 }}}

图5 水位调节器分解图 图 6 筛洗淘洗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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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将操作步骤和工作原理简介如下
:

泥样经磨形套筛冲洗后
,

拣起余渣中 较 大 的 生

物
;

注意把攀附在砾石上的生物和具厚贝壳的软体动物挑拣出来
.

同时把较大的砾石贝壳

和枯枝等去除
.

接着 让分叉水管的活动接头与进水 口上的活动接头相接
.

然后把各套筛里

的余渣倒入淘洗分离器
;

打开阀门A
,

用喷水枪把粘在各套筛和支架上的余 渣 洗 入 淘 洗

器
.

最后关闭此阀门
,

开启阀门B对余渣进行淘洗分离
.

这时水流通过进水口及切线方 向

射入淘洗分离器
,

在水动力作用下
,

余渣随水流旋动
,

不 同程度地悬浮在水体中
.

由于生

物 比重较轻
,

沉降速率 比砂粒等沉积物慢
,

将随水流通过水位调节器流入出水口 下方的套

筛
.

生物体被收集在这个套筛里
.

由于各调查船只所配备的水泵功率不太一样
,

在现场操作时
,

应根据水压和余渣的粒

径大小等情况适当调节阀 门B和水位调节器
,

使生物从余渣中分离出来
,

而尽量少让 砂 粒

流出来
.

淘洗完毕
,

关闭阀门 B
,

打开进水口的活动接头
,

把残渣排 出来
.

为 了检验其分离

效果
,

在刚开始使用这种淘洗器 时
,

建议把排出的残渣收集在筛网孔径为 0
.

sm m 的 套 筛

中
,

仔细检查是否有遗漏现象
.

在 1 9 80 一 19 81 年的厦门港综合调查中
,

我们曾对淘洗分离

效果进行分析和 比较
,

事实证明该分离法对大多数生物的分离效果是令人满意的
.

在泥样颗粒较为均匀
,

粒径组成较为简单的海区取样时
,

可把泥样直接放在淘洗分离

器里进行淘洗分离
.

但在河 口区和水道系上取样时
,

泥样中夹杂着砾石
、

贝壳等
,

在这种

情况 下用磨形套筛进行预处理后的淘洗分离效果较佳
.

附带介绍筛洗淘洗器
,

筛洗淘洗器兼收磨形套筛和淘洗分离器的优点
,

把两者结合为一

体
.

在淘洗分离器的出口 部加套一个网目为sm m 的圆形套筛或利用磨形套筛的上层套筛
,

其它构造与淘洗分离器相同(图6 )
.

先让分叉水管与淘洗器 的进水 口相接
,

关闭阀 门 B
,

把

泥样放入其顶部的套筛里
.

然后打开阀门A
,

把泥样冲洗入淘洗器
.

冲洗完毕
,

关闭阀 门

A
,

打开阀 门B进行淘洗分离
.

与此同时
,

挑拣套筛余渣中的较大个体的生物
,

去 除 较大

的砾石
、

贝壳等
,

然后把余渣全部倒入淘洗分离器进行淘洗分离
.

其余操作步骤与上述淘

洗分离器完全相同
.

在研制过程 中
,

幸蒙侯舒 民
、

江锦祥
、

姚加寅
、

蔡 尔西
、

张水浸
、

林双 淡和徐惠州等

同志的热情帮助
,

特此谢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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